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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三大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成果显著，但贫困率依然居高不下，必须优化扶贫路径

。在农业  现代化方面，更多投向农业科技推广和农田基础设施完善；城镇化方面，加强农民

技能培训和完善城乡社保体系；工业化方面，推动特色农产品加工、农业产业园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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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贵州武陵山、乌蒙山、滇黔桂石漠化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均面临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

不高，产量有限等问题。只有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才能保障在有限的土地

上，最大化的发挥土地效率，提高农业产能，保障更多贫困农民脱贫致富。三大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受自然、地理等条件限制农业发展空间有限，经济发展支柱更多要靠工业实现。在提高农

业产能同时，必须更多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转移到工业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

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通过改善公共服务体系，让转移出来

劳动力也能享受平等基本公共服务。“三化同步”是贵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战略的必

由之路，也只有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才能切实保障并巩固扶贫成

果，向小康社会进发。 

 

二、贵州三大连片特困地区扶贫现状 

1．贫困率持续下降，形势依然严峻 

与贵州省全省平均贫困水平相比，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更为突出，以 2012 年

为例，全省贫困率为 26.8%，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只有武陵山区与全省平均水平持平，乌蒙

山区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滇黔桂石漠化区的贫困问题最为突出，比全省同期水平高 6%。 

2．关于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 

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发展条件不断改善，生产、生活设施日益完善，为扶贫发展

提供基本保障。目前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基本实现村村通电和接受电视，丰富了贫困地区日

常生活，拓宽了贫困地区的资讯渠道。但三大片区通公路的比重还远远不够，约有 30%多的自

然村没有通路，交通不便利直接约束其脱贫致富的步伐。 

3．关于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 



人力资本是扶贫开发的核心因素。三大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随着九年

义务教育“两基”工程的全面落实，7 - 15 岁农村儿童入学率基本实现全覆盖，但是乌蒙山

区的儿童入学率还需继续提高。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比例不断下降，但是滇黔桂石漠化

区和乌蒙山区的文盲率仍偏多，普及义务教育和加强农村劳动力的培训任务依然不可掉以轻心

。 

 4．关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进 

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村庄都基本配备卫生室，

但是合格村医的比重还不够，还应继续提高村医素质，鼓励更多高素质的医疗人才投入农村医

疗事业。 

 

三、贵州三大连片特困地区“三化同步”情况 

1．发展趋势分析 

三大连片特困地区城镇化水平，由 1991 年的 0.23 稳步上升至 2012 的 0.36，尤其是 2009

年往后，年均增长达到 9.67%。工业化水平稳定，年均增长率为 0.35%，；农业现代化的水平

增幅较大，年均增速达到 10%以上。“三化”对比看，农业现代化水平发展最快，改进最明显

，而工业化的进程最不明显。 

2．协调情况分析 

一是从总体看，长期以来三大连片特困地区“三化”是协调发展的，但只是低水平的协调

。三大连片特困地区在 1991 年到 2012 年期间的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之间存在长期协整

关系。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都得到极大改善，“三化”发展促进三大连片特困地

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对扶贫发展起到相当的促进作用。但“三化”目前还处于低水平的同

步协调发展中。 

二是三大连片特困地区工业化水平不高，对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贡献不显著。工业发展

滞后，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发展阶段，粗放的工业结构、低水平的工业质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由于工业支撑产业的种类少，产业链大部分延伸到外省，致使对经济、就业带动作用不够。

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不高，对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不显著。 

三是三大连片特困地区城镇化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贡献显著，但城镇化率低，作用有

限。城镇化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由于三大连片特困地区的城镇化低，

城镇化推进缓慢，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作用非常有限。 

四是三大连片特困地区农业现代化促进城镇化，但贡献不够，对工业化影响不显著。三大

连片特困地区受自然、地理环境制约，农业基础薄弱，农业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没有大规

模的农业产业，农业现代化程度低，农业发展对工业影响非常不显著。 



 

四、推动“三化同步”，优化扶贫路径的相关建议 

三大连片特困地区在扶贫资金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却出现扶贫边际效应不断递减情况，如

何从推动“三化”协调的角度，及时优化扶贫路径，提高扶贫绩效值得深思。推进“三化同步

”，进行综合大扶贫开发是贵州三大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必由之路。 

（一）农业现代化：扶贫要更多投向农业科技推广和农田基础设施完善 

经过多年的大力投入，三大连片特困地区农业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成为“三化

”中发展增速最快的一项。但是贵州连片特困地区农业基础薄弱，人均耕地少，石漠化问题严

重。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数贫困农民的家庭收入来源还要靠农业收入来支撑，所以必须最大化

开发农业，通过提高农业科技投入力度来提高农田产量。针对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

问题，扶贫资金要加强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村交通、通信和水利基础设施改善，为农业现

代化发展提供必要基础条件。 

（二）城镇化：扶贫要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和完善城乡社保体系 

农村人多地少，彻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要通过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来实现。劳

动力培训、技能提高对长远的经济社会转型异常重要。城镇化进程，也需要更多高素质人才。

要加大培训投入力度，拓展培训方式，增强培训的实用性。 

城镇化要真正实现，必须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兜底。扶贫资金可以为贫困户参加

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出资个人部分，保障所有贫困户都能被基本社会保障所覆盖。同时，扶贫

资金要加大对农村医疗救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助，切实保障贫困户基本生活质量的改善

。政府财政资金要逐步增加对城乡社会保障统筹补贴，逐步建立起统筹城乡合一的基本社会保

障体系。 

（三）工业化：扶贫要推动特色农产品加工、农业产业园区建立 

三大连片特困地区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大部分农产品只能进行粗加工，产品附加值低。应

根据自身特点找准工业化的发展方向。贵州根据自身特色确定核桃、草地生态畜牧业、精品水

果、蔬菜、油茶、中药材、茶叶、特种养殖、脱毒马铃薯和乡村旅游业十大扶贫产业。大力发

展种植，发展相关食品加工产业，增加产品的类型种类。产业园区的建设能形成产品集聚效应

，应在扶贫产业同时，资助当地农业产业园区的建设，为相关农产品加工产业提供更多的政策

和资金支持。贵州中药材和茶叶品种优良，但是市场的认可度不高。应发挥扶贫资金的引导作

用，鼓励更多扶贫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加大推广特色产品的力度。同时，政府在推广、宣传

同时，也要借助新闻平台、自媒体等，加大贵州特色产品的推广。 

总之，贵州三大连片特困地区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标准提高

和目标多元化，扶贫形势非常严峻。为了更好地提高特困地区的扶贫绩效，必须拓宽扶贫思路

，从“三化”同步人手，及时调整扶贫路径。在推动贵州三大连片特困地区实现高水平“三化

同步”的同时，带动扶贫开发，全面促进贵州连片特困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 2020



年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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