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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及政策建议

——以江西省 S市 H实地调研为例
1

朱俊庆

（南昌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 要】：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不断落实，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对精准扶贫

政策进行研究归纳的基础上，以江西省 S市 H实地调研为例，综合运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当前遇

到的地方政府扶贫短视效应、帮扶措施落实不当等实际问题进行总结和梳理，以期对精准扶贫相关政策的更好落实

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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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攻坚取得重大成就，但随着原有扶贫政策红利的减弱，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仍面临严峻挑战。大

水漫灌式的扶贫模式难以进一步取得扶贫成效。以地区和县为瞄准目标的扶贫模式无法啃下现存贫困“硬骨头”，必须采取以

“靶向治疗”为特征的精准扶贫模式，我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对当前的扶贫实践进行有效指导。

江西省 H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经济发展较落后，贫困人口众多，2001年被列为国家扶贫重点县。本文中 H的实地调研，主

要采用入户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葛源镇等共计 9个乡镇 33个行政村进行实地入户调査。

共计走访 666户农户（其中脱贫户 222户，贫困户 112户，非贫困户 332户），覆盖范围较广，样本量大。在实地调研中发现

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对此进行研究分析。

1、当前精准扶贫实践中遇到的现实困境

1.1帮扶措施以短期帮扶为主，长远发展效果不明显

当前的政绩考核体系，使很多地方官员热衷于在扶贫工作上追求短期效益，打造扶贫工作的示范点。比如一些产业的相关

配套措施难以跟进，出现只建不管的现象，难以产生持续发展动力，临时性帮扶措施明显。

产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发展后劲不足，缺乏长远规划。H青板乡霞阳村在推进杨梅产业种植的过程中，没有因地制宜

考量，后期管护技术不到位，造成杨梅树苗被白蚁啃食大半，存活率低。H莲荷乡九甲村利用产业项目资金购买黄桃树苗，并通

过土地流转的方式种植黄桃，但因后期管护和种植技术方面不到位，黄桃基地杂草丛生，存活率低。产业扶贫的扶贫效益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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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并未实现从“输血式”帮扶到“造血式”帮扶的转变。这使得依靠短期临时性帮扶脱贫的贫困户具有较高的返贫率。单纯

的以政策为导向、追求政绩的临时性帮扶与精准扶贫政策的初衷相违背，某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社会资源，带来不良社

会影响。

1.2政策的迅速实施与群众落后思想观念转变的长期性之间的矛盾

扶贫开发作为我国政府的重要职能，一直贯彻执行。长此以来，群众对获得救济有了依赖心理，“等、靠、要”的思维惯

性阻碍了主动发展的意识，贫困群众缺乏内生动力。部分贫困群众滋生“懒汉”思维，成为扶贫政策的附带效果。

在精准识别中，贫困户建档立卡被贫困群众所排斥，认为戴了“贫困户”的帽子便低人一等，这种观念也给扶贫工作的开

展增加了不少的困难。在农村更为广大的人口主体——非贫困农户，因为缺乏利益诱因，一旦认为自己不属于扶贫政策的范畴，

便对相关的贫困户的评选、扶贫政策资源的分配不闻不问，缺乏参与积极性。

农村留守老人的户口大多为一到两人，精准识别中若老人收入并未达线，就较易被评为贫困户。少数农户便企图依靠扶贫

政策，将赡养父母的义务转嫁给政府，在儿女生活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因缺乏收入来源被评为贫困户。赡养

老人的传统美德和孝文化受到这一落后观念的冲击。

1.3精准扶贫主要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并未实现有效的协调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政府是消除贫困的主体。政府自身的性质决定政府应在扶贫开发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的完全主

导也使得自身面临较多困境，行政偏好与市场需求不符，造成资源浪费，政策实施与扶贫目标有所偏离等。市场主体自身追求

盈利的特性，使得其与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下的扶贫开发相衔接也存在较多困难。

在 H调研的 33个行政村当中，都有村合作社或是村民自发组织的小型合作社，但村民的知情率普遍偏低，在受访的 334户

建档户中，40%农户表示无任何产业方面帮助，23.6%农户只有象征性的“人股分红”。扶贫政策的落实并未充分发挥市场和社

会力量，扶贫模式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2、解决当前精准扶贫遇到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政策建议

2.1立足长远，切勿只顾追求短期政绩

在扶贫开发中注重产业的布局和规划。扶贫开发的方式选择与期限设置，要着眼于扶贫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建设与创新。扶

贫产业的选择要因地制宜，要依托当地的资源优势，与当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特点相结合，要有长远意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扶贫产业的建设和落实要与其他配套措施相结合。可依靠政府力量积极推动扶贫产业与市场的衔接，以实现增产增收，在实现

盈利的同时，带动群众实现脱贫致富。尊重农户在产业扶贫中的主体地位，对农户进行劳动技能培训，使其适应产业发展需求，

使扶贫产业真正成为农户实现长远发展的持续动力。

2.2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

加强政策宣传，帮扶干部和驻村工作队要多进行“精准宣传”，使农户先从思想上实现脱贫，树立“贫困户不可耻，但也

不光荣的扶贫理念”。充分尊重农户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地位，激发贫困群众主动脱贫、加快脱贫的内生动力。对于存有“等、

靠、要”思想的贫困群众，则减少帮扶或不予以帮扶，坚决遏制养“懒汉”的不良社会风气。要营造扶贫开发的积极的社会氛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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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般农户参与扶贫开发的工作机制。可对其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鼓励其积极参与贫困户、低保户等的评选，增强评

选结果的可信度和公信力。大力弘扬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对于没有承担起赡养老人义务的群众适当予以公示，依靠社会舆论

对其进行谴责，倡导和引领群众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2.3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力量

将扶贫开发中的“掌舵”与“划桨”适当分离，使得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评估的主体相分离。政府处于主导地位，

市场处于主体地位，政府发挥政策的制定和引导作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建立贫困地区的产品市场交易平台。加强扶贫政策的倾斜力度，通过政策优惠等方式鼓励、支持和引导企业和社会团体积

极参与扶贫开发，吸引社会资金向贫困地区流动。并且通过竞争机制，筛选实力强和有责任心的企业，积极承担扶贫事业，引

导企业在实现经济目标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主体，多方参与、积极互动的扶贫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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