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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视角下精准扶贫基层实施的优化研究

——基于湖南省 A镇的实证分析

刘艳胜

（西南大学商贸学院，重庆 402460）

【摘 要】：精准扶贫是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在全党全国人民共

同努力下，成效显著。但随着精准扶贫进一步深入，我国脱贫攻坚进入了“深水区”，全面脱贫的任务仍然十分艰

巨£为优化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实施的效果，通过深入基层调查，发现精准扶贫基层实施的优化障碍主要是人力资本

不足，表现为“农户参与不足”和“工作人员效率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文化素养不高、身体素质不好、

工竹人员能力不足数量不够”。据此，根据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从教育、技能和健康三方面提出优化对策，希望能

推老 A镇脱贫目标的达成，同时也希望能对其他地区精准扶贫实施的进一步优化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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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确保我国到 2020年实现所有减贫目标。”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

力下，我国扶贫开发战略成效显著，然而，我国脱贫工作仍然十分艰巨。从数量上看，到 2016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约有 4300

万人；从结构上看，贫困人口大都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在群体分布上，主要是“老幼病残幼”以及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

和文化素养的贫困群众。

2017 年 7 月-8 月和 2018 年 1 月-2 月笔者前往 A 镇进行实地调研，对当地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现状进行了研究。A 镇位于湖

南省娄底市，下辖 37个自然村，截至 2017年 12月底，全镇共有 13个贫困村，4个已脱贫，共有 27560户、80032人，目前建

档立卡贫困户有 4120 户、12872 人，贫困发生率为 16%。通过对当地工作人员、贫困户等不同主体进行调查，发现存在物质资

本的投入比较大，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不足的问题。为了优化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效果，本文将立足于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从农

户和工作人员两方面针对人力资本问题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1、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1.1精准扶贫的定义

“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在 2013 年 11 月首次出台。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精准扶贫与大规模的粗放式扶贫是对称的。它是针对不同环境、不同状况，以科学有效程序为基础，对扶贫对象因户施策，做

到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扶贫政策。

1.2人力资本的定义



2

最早的人力资本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是由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

的西奥多•W•舒尔茨，在 1960 年首次系统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他强调对人力资本的重视，指出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存

在的，其表现形式主要是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

2、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条件。本文从外在方面的政府和内源方面的贫困户

自身两个角度，对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发现其主要问题就是“贫困户参与不足”和“工作人员效率不

高”。

2.1贫困户参与不足

据调查，大部分贫困户没有“我要脱贫”的想法，而是抱着一种“要我脱贫”的看客心理，不愿参与其中。比如产业扶贫

政策，许多农户不会积极主动去了解相关政策，种植或者养殖的作物仅仅只用于自身需要，没有把它当产业；部分贫困户因对

负债持负面的看法而不愿进行小额信贷；部分农户也不愿意参与就业培训，觉得耽误时间；贫困户名单确定后要进行公示，很

多老百姓对此不关注，认为这些事情都是政府的事。贫困户作为脱贫攻坚战中最重要的主体，若参与度不高，这场战役将很难

进行到底。

2.2工作人员效率不高

调查发现，《扶贫手册》和《结对帮扶手册》等需要填写的资料，存在不真实问题，不能准确反映贫困户真实需求，导致

不能针对不同的贫苦户实施精准的帮扶政策；建档立卡贫困户确定需要经过许多程序，存在资料未及时上交和资料不规范的问

题；结对帮扶政策虽使驻村帮扶达到 100%，但仍存在“跑冒滴漏”的现象；通过电商扶贫开设的电商门店等拨款到手之后，没

有继续经营，出现了“一次性怪圈”，忽视了其后期维护、管理和市场的问题。

3、基层实施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3.1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原因分析

3.1.1文化素养不高，主体意识淡薄

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一方面是由于其文化素养不高，看不懂政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参与其中，据统计，A镇

2017年贫困户中小学文化水平占比 30.56%，初中文化水平占比 56.74%，大专及以上占比 1.19%，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使小学

初中占据绝大比例，但高等教育比较缺乏；另一方面是因为固化思维影响，对政府信任度不高，认为指标是由上而下逐级分配

的，谁是贫困户是政府的事，主体意识缺乏。

3.1.2技术水平不够，创业精神不足

若想走产业扶贫道路，除了有劳动能力，致富愿望和资金支持之外，还需要达到相应的技术水平。而据统计，A 镇 2017 年

贫困户中普通劳动力占比 52.38%，技能劳动力占比 0.17%；小农思维的影响，大部分农户的出发点只是满足自身基本需求，市

场观念淡薄，许多产业也只与农业联系到一起，很难跳出小农经济的圈子。

3.1.3“造血”人员缺乏，身体素质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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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村呈现一种“空心化”趋势，有劳动能力的青年人大部分在外地打工，留在农村的主要是“老弱病残幼”，“造血”

人员不足。据统计，A镇 2017年有 21.46%的贫困人员在外务工，且很多留在家中的老年人患有疾病，2017年因病致贫的贫困户

达到 40.82%，这导致脱贫的主体缺失，降低了精准扶贫的实施效率。

3.2工作人员效率不高的原因分析

3.2.1工作人员数量不足，负担过重

基层政府作为和群众联系最密切的组织，真可谓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针穿”，日益凸显基层工作人员短缺的问题。比

如驻村扶贫工作队，其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由乡镇派出，虽保证了 100%的驻扎率，但每位工作人员均有其本职工作，且拥有的资

源也有限度，所以帮扶人员负担过重，力不从心，效率不高。

3.2.2工作人员自身能力不足，效率低下

精准扶贫实行的是动态管理，运用的是信息技术。但据调查发现，基层村干部存在老龄化严重，身体素质不好，学习能力

不强等问题，无法运用信息技术及时反馈信息，信息沟通不畅，资料整理不规范，效率不高，导致脱贫进程减缓。

4、精准扶贫基层实施的优化对策

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是以提升人的竞争力和效率为核心的，他曾说过：“人类前途的并不是空间、土地和自然资源决定的，

而是取决于人口素质、技能和知识水平。”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将从素质教育、技能培训、医疗健康三方面对精准扶

贫政策在基层的实施进行优化建议。

4.1完善素质教育，加大对学生教育资金投入

舒尔茨提出：“人口质量的改进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造成的，初等教育的个人收益最高。”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资

金投入，尤其是对职业教育的倾向，比如进一步加强“雨露计划”等政策的实施，考虑到高等教育资源有限等特点，培养大部

分农村人口成为大学生是不现实的。因此，中等职业学校就成为首选。

4.2对农户和工作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舒尔茨明确指出：“农民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农村进步的的重要因素，也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可知加强对

农户技能培训的重要性，可通过参观学习优秀地区，进行集中培训，也可以通过远程视频学习，电话答疑等。

对于工作人员，针对不同人员采取不同措施。一方面如果是自身能力不足但尽心尽力的工作人员，可对其进行外派学习，

学习先进的工作经验和方法，加强其工作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是有一定能力，却不上心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完善监督和激

励机制，对工作人员进行比较严格的绩效考核，增强其工作的积极性。

4.3完善基础医疗，加强基础建设

舒尔茨在《论人力资本》一书中写道：“健康状况的改善和死亡率的降低，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

见身体素质良好是发展和推动农户劳动力的前提条件，仍需加快农村卫生基础建设，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此外，还要加强

“水、路、气、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保障人民的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这样不仅能使待在农村的农户身体状况变好，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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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外出打工的人返乡创业。

5、结 语

精准扶贫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一直被国内外广泛关注。为解决我国在扶贫道路上遇到的问题，走好脱贫攻坚最后“一

公里”，需要我们意识到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问题。通过运用相关理论制定相应政策，从知识、技能、身体健康三方

面，实行内源、外源的相结合的扶贫策略，合力实现全面脱贫目标。虽然本研究在人力资本视角下提出了精准扶贫基层实施的

优化建议，但由于时间、地点等的局限，且此调查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导致样本数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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