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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贫困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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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六盘水产业政策选择对其贫困的影响，指出其早期以煤炭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不良影响，

强调了交通产业在六盘水转型发展中的特殊意义。提出扶贫的关键在于扶贫对象的组织化、市场化和人才化的观点，

并以此为思路，对六盘水扶贫工作给出了 一定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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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时期，六盘水是贵州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有 3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1 个省定扶贫开发县，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

4. 24 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这是 2018 年贵州六盘水市的真实写照，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六盘水市

市长李刚在中国企业报上面所言:乡村振兴当务之急是消除贫困。扶贫，或者说反贫困，成了当前六盘水政府工作的当务之急。 

1 产业选择及其对六盘水的影响 

国内外相关研究至今积累了丰硕研究成果，总结起来，基本包括帮助贫困者摆脱贫困的方法主要有三种:教育，就业，政策

制度调整。其中，制度因素较为宏观，主要与国家的发展建设方针政策存在较大的关系，好的政策制度能够存进扶贫工作的开

展，但ー些政策制度也可能对扶贫工作形成不良的影响。前者如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ー带一路”建设政策，边境自由贸易政

策等，这些国家宏观政策会使得部分地区的发展获得机遇，同时也会对其扶贫工作的开展形成良性的影响。后者主要是指国家

政策制定初期没有考虑到其复杂的政策后续影响而出现不良影响，如建国初期的鼓励人口生育政策,对如今的中国依旧有着极大

的政策影响，也深刻的影响着当前扶贫对象的基数。 

国家宏观政策制度这一因素作为ー个影响因素，影响着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但是不同地区的主导因素或多或

少存在一定的差异，六盘水也存在其独特性。反思六盘水发展的基本过程，将会发现，这ー城市及其城市所辖腹地范围内的贫

困问题，受到几个核心要素的影响，相对于国家宏观政策制度而言，这些因素多属于中观和微观的影响因素。它们的存在，表

现出了六盘水地区的贫困问题形成的独特原因。 

1.1六盘水早期的煤炭产业选择及其影响 

六盘水地区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历史上的六盘水地区，曾经作为全国贫困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一度深陷贫困的泥沼不

能摆脱，这与其产业发展存在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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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盘水以“煤都”之称荣耀天下之时，其富集的煤炭资源带动了这座城市的发展，赋予了这座城市基本的动力。遗憾的

是，“煤都”的称号在国内很多城市不断转移，六盘水的煤都称号没能一直保持下去，当六盘水的煤炭产业失去其竞争カ时，对

其整体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虽然在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等学科视野中，一座城市发展的基本自然资源禀赋受到极大的重视。但是从扶贫致富角度

而言，煤炭、石油等产业由于属于国有，且属于无法带动较多劳动カ的重工业，虽然能够有力的带动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但

并不能大范围带动这座城市人民致富。从这ー产业中获利的只是ー小部分“精英”，绝大多数的普罗大众根本不能参与到煤炭这

ー黑色金子产业中，更难以从中获利。因此，六盘水虽然存在丰富的煤炭，但煤炭产业本身无法发挥出足够的反贫困效果，因

为其天然不为反贫困产业。所以，对六盘水而言，其优势资源禀赋在扶贫富民工作上失去了其优势。 

当这ー产业长期主导六盘水经济发展的时候，这一优势甚至还转化为了劣势。正如中南民族大学李俊杰等人所提出的六盘

水市形成的“碳贫困”现状问题那样，六盘水市多年发展的煤炭产业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如今正在深刻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发展。

其所欠下的生态环境账单，如今成为六盘水转型发展旅游产业的阻碍。因发展煤炭产业而放弃的其他产业，使得六盘水在如今

的发展中远远落后与时代的步伐。这些问题，深刻影响着六盘水这座城市的经济转型速度。煤炭产业天然不为反贫困产业，而

六盘水长期以单ー的煤炭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的选择，造就了六盘水贫困问题的长期性，六盘水这座城市的贫困问题因此而积重

难返，可见，六盘水最初的产业发展政策选择深刻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命运。 

1.2六盘水交通产业的发展也深地影响着其整体的反贫困工作 

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ー个地区的经济的腾飞阶段，需要强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撑，尤其是能源、交通、

通讯等经济性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该系统发展的完善程度奠定了城市未来发展的基本格调。相比东部沿海

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等省份，六盘水交通运输差距很大。杭州港、太仓港、南通港、上海港等港口城市之间，依托长江水

道和发达的公路铁路网络，形成发达的物流系统，穿梭不息的货物在エ业园区生产加工后经由港口等设施运送出港，远销各大

国内外市场。相比较而言，六盘水这一座内陆城市，崇山峻岭包围之中，交通的发展面对着天然的劣势,交通条件相对落后，经

济发展也因此受到极大影响。近年来虽然六盘水经济转型中旅游产业实现井喷式的增长，但是基础设施落后的现实问题依旧困

扰着六盘水的长远经济发展。 

对贫困问题而言，ー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必然是影响该地区贫困的重要因素，而基础设施需要适当的超前发展才能够充

分带动经济的发展，所以，基础设施的发展必然是影响贫困问题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影响相当深刻，在六盘水交通发达程

度不足以让六盘水成为“西南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和物流集散中心之一”这ー要求的时候，六盘水这城市的发展将会因为物流

强度较弱而受到限制，对扶贫形成一定影响。 

此外，交通基础设施本身并不仅仅只是影响物流，更影响六盘水目前的产业转型选择。旅游业成为六盘水经济转型中的重

要产业，相比煤炭产业，作为ー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带动更多的贫困人口参与到市场经济之中，参与市场的分工合作，实

现致富发展。但是，旅游业必须以较大的游客数量作为支撑，人流量因而成为影响六盘水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ー因

素也受到六盘水整体的交通运输行业的影响。交通行业作为一个基础行业，是ー个与旅游业的发展存在着天然联系的产业，深

刻影响着六盘水整体经济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六盘水的旅游业的发展，交通行业的发展可谓牵ー发而动全身，深刻影响着六

盘水的贫困问题。 

2 扶贫的核心关键——贫困人口的市场化、组织化、人才化 

自身发展能力的缺失其实是当今时代贫困人口难以摆脱贫困的主要原因，教育，就业，政策制度调整等方法其实都是能一

定程度的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对六盘水而言，不论是当前研究六盘水的各界人士所发现并提出的农村金融支持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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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是针对六盘水地区恶劣的经济发展条件所提出的水资源短缺，水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问题，抑或是六盘水早期产业

政策的选择就业吸纳能力不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等，最终都是对六盘水地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カ的提升形成了限制，最

终导致其难以摆脱贫困。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各种针对贫困人口脱离贫困的方法，必须围绕着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这一思路进行思考。 

如何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国内外包括六盘水都采用和很多方法，对这些扶贫手段进行一定思考，笔者认为，能

够比较成功地提升贫困人口 自我发展能力的方式基本都能够在该方式执行前后使贫困人ロ发生一定的转化，主要是三个方向的

转化。 

2.1贫困人口组织化 

当代社会是ー个组织社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加入各种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成为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能够通过这些组织获得其个人所难以获得的资源，从而能够增加其自身的发展能力。对于六盘水如今依旧没有脱离贫困的 18. 67

万人而言，帮助其寻找并加入适宜的组织，是帮助这批贫困人ロ获得发展能力的基本动力。 

需要指出，贫困人口的组织化，主要对象是无产业者和产业难以被充分调动起来的人群。对这ー类型的人群而言，组织化，

能够使其获得ー份稳定的工作，获得稳定的收入，也能使其得到组织的庇护，这是摆脱贫困的第一歩。 

2.2贫困人口市场化 

对于贫困人口的发展而言，其融入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程度，或者说其参与市场分エ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发展能

力。只有加入了市场分エ体系，其劳动カ和所生产的产品才能寻找到市场。而如果与市场相对隔絶，难以融入开放的市场体系，

贫困人群的生活模式将会持续处于一种比较落后的状态之中。极端情况下，极其封闭的地区，经济生产模式依旧处于传统小农

经济形态，绝大部分产品自给自足，少量产品通过到街上购买获得。而够拿到市场上进行贩卖的产品，主要是ー些低端且不具

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少而廉价。长期处于这种没有融入市场体系的状态中，贫困人口如何能够发展致富。 

对于六盘水城市的扶贫工作而言，贫困人群其曰常生活中所生产出的诸多地区特色产品，在未能融入开放市场的产业链条

中时，只能作为局部市场的消费品，规模效益难以发挥出来，生产和消费都较小，经济效益差，贫困将会持续。因此，对于贫

困人口，需要判断其是否属于市场封闭状态，如果判断为是，则需要采取方法使其市场化。六盘水的扶贫政策中，最能体现使

贫困人口市场化的例子主要在其农业发展方面:六盘水成功发展起来的ー些农业产品，如红心猕猴桃、早春茶等，开始较好的融

入开放市场，获得了更多的需求，产量生产因而得到提升。并且随着其特色被市场所认可，人们愿意以不低的价格购买这些产

品，作为加入这些产业生产链条环节中的贫困人群，能够获得更好的收益。 

与组织化相比，贫困人口的市场化主要关注的对象是那些具备相应条件的贫困人口，他们拥有相应资源，但缺少正确融入

市场，利用这些资源的意识、条件和方法,帮助其市场化能够提升这一部分人口对现有资源的利用能力。 

2.3贫困人口人才化 

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自我发展能力的缺失，因而美国等国家在反贫困的实践中特别重视兴办教育，以教育方式增强国

民的人力资本，从而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近年来，我国的精准扶贫政策体系中，教育扶贫也备受重视。可见，教育，是改

变国民素质和命运的一把重要的钥匙。而教育的本质作用，笔者以为主要在于使贫困人口转变为相应教育内容上的人才。因而，

人才化，成了教育的主要目的。贫困人口的人才化，即通过教育等途径帮助贫困人群获得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能力，转变为

相应人才。所以，扶贫手段如果能够达到训练和增强居民的就业工作能力的目的，也能发挥使贫困人口转化为人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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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扶贫对象的不同，教育扶贫所采用的扶贫方式也存在差异。学校教育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国家新生代人

群，主要是对贫困学生的扶助和生活补贴。此外，参与工作多年或者受过较少教育的大龄贫困群体，不适用普通的学校教育扶

贫方式，对这些人群，需要重视其工作技能的培训。 

3 未来建议 

3.1坚持发展有助于扶贫工作的产业 

一方面，重视劳动密集产业的选择。六盘水地处乌蒙山区，山地为主导地形。这是ー个导致六盘水贫困问题的自然因素，

六盘水为了解决这ー劣势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进行产业调整。如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猕猴桃、刺梨、早春

茶、精品水果、中药材等绿色优势产业等举措，这些政策在是六盘水的落实，将会逐渐把六盘水的山地劣势转化为优势。六盘

水曾经的产业选择加深其贫困问题，加长了其贫困持续的时间，至今其影响依旧没有消除。如今六盘水政府的转变产业发展模

式，形成了以发展旅游产业为核心的一系列的新决策，这些产业都是能够较好的吸纳劳动力的产业，与扶贫工作能够较好的契

合。六盘水政府所选择中产业扶贫道路，抓住了六盘水这座城市长久贫困的根源——产业选择失误问题。 

如今,六盘水这座城市政府开始重视选择重视以旅游产业作主导产业，带动了一大批特色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发展，也显

然是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产业，其扶贫前景整体而言是较为光明的。并且，考虑到六盘水行业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依旧面临

不小的扶贫压力，依旧有将近 20万的贫困人口需要摆脱贫困。因此，长期坚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成为六盘水政府的ー个基

本的产业发展政策选择。 

另外一方面，交通系统对旅游城市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六盘水选择以旅游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就决定了

交通建设对六盘水未来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目前六盘水地区的交通发展开始进入高铁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六盘水就会

ー跃而成为交通发达的城市。评价ー个城市交通是否发达需要考虑多方面，除了高端交通工具外，其整体运输系统的流畅性和

完整性，结构的合理性等都是衡量其交通发达程度的要素。因此，未来的六盘水城市交通系统建设需要多维度发展。 

3.2坚持并创造条件实现贫困人口的三化 

六盘水在扶贫工作开展中，尝试使用了非常大量的扶贫方法，产生出了很多新颖切实用的扶贫理念与工作方法，如“三变

改革”、“旅游+ ”、旅游就业培训等方法。这些扶贫方式六盘水各个地区灵活的加以利用，如钟山区综合了这些方法，形成了“三

变+旅游+就业”扶贫模式。这些方式符合反贫困的基本的原理——增强贫困者的自我发展能力，整体来说效果不错，值得长期

坚持。 

此外，以市场化、组织化、人才化为思路，未来的六盘水的扶贫工作中，应立足于这三种造血式的扶贫思路，结合六盘水

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三化的基本思路如下： 

（1）组织化思路：通过配套政策积极发展更多的社会、经济组织吸纳贫困成员，使其组织化。这ー过程中，能够接纳贫困

人口的组织数量是影响六盘水贫困人群组织化程度的重要变量。虽然，其主要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影响，一定时间内这样的组

织数量是固定的。但六盘水政府可以通过政策优惠补贴等方式，如对接纳贫困人口长期就业的企业实行税收上的优惠等，刺激

这些组织形成。此外，现有组织或许不愿意接纳知识技能水平较低的贫困人口，也需要政策刺激使其转化为愿意接纳这些贫困

人群就业的组织，具体方式灵活多变。 

（2）市场化思路：通过发掘更多市场生产链条，帮助贫困人口充分利用其现有资源融入市场。六盘水这座山地城市的发展，

需要充分发挥山地城市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依托山林而发展的特色农业和山地特色旅游行业。其政府决策部门目前也对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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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认识，而当前扶贫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帮助六盘水剩余的 18. 67万贫困人ロ尽快

的融入市场化体系，从而实现市场化。 

（3）人才化思路：当前六盘水扶贫工作中，在选择各种扶贫方式的时候，需要重视这些方法对贫困人群的能力的培养，应

结合贫困人口组织化、市场化的要求，侧重于对目前未处于学校教育阶段的贫困对象进行指导与工作锻炼实习，使其能够适应

组织的工作要求，能够适应市场链条环节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与社会企业组织形成关联，互相能够满足对方的要求，才能

増加社会组织对贫困人群的接纳能力。而成为市场一个链条和环节之后，即贫困人口实现市场化之后，更需要充足的市场相关

知识和能力作为指导才能经受住市场竞争机制的考验，并且保证足够的市场交易道徳信用，这些都需要教育。或者说使贫困人

口人才化，转化为具备自我发展能力的各行业的人才。 

4 结语 

贫困的形成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贫困者的发展能力受到限制的状态，因此反贫困的主要方法便是消除这些对贫困者的发展

障碍。成功的反贫困手段和方式必然需要按照这ー逻辑思路进行。本节内容中提出的贫困对象的组织化、市场化和人才化，其

实是把“怎样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这ー问题进行了回答。 

其中，市场化主要是针对拥有一定资源作为发展条件的贫困人口，需要成功地让这一部分扶贫对象利用其资源，融入整个

市场生产经营体系链条。六盘水地区目前比较成功的扶贫模式——“三变”改革扶贫发展模式，就是ー种增强农民利用其现有

资源、资金的能カ并使其融入市场的方式，其内在扶贫逻辑的正确性使得“三变”政策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而本文所提到的组织化，其实通俗而言就是帮助扶贫对象获取就业的ー种扶贫方式，主要针对没有资产的“无产者”，对这

一部分人群来说，加入经济组织获得ー份工作，是改变贫困的第一个环节。通过组织化，能够显着提升“无产者”这ー个部分

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 

相较而言，人才化并没有特殊的针对群体。考虑到市场化和组织化并不一定能够对贫困人口的成长成才起到较大的作用，

所以政府在扶贫工作总还应该注重对这些扶贫对新提供相应的知识技能的培训教育，这才能根本上改变其自我发展的能力，所

以，人才化并没有特殊的针对群体，对所有的扶贫对象基本都能够起到作用。 

虽然六盘水这座城市由于其历史上产业发展的原因，造成了其贫困问题持续时间较长，贫困人口较多的问题。但是在其朝

着旅游业转型之后，该产业带动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六盘水的扶贫工作业随之出现了较大的改观。而因为贫困问题产

生的根源在于贫困者缺乏自我发展能力，所以扶贫工作的开展需要围绕其发展能力建设为主旨开展和进行，通过各种组织化、

市场化和人才化的途径増加扶助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理论上讲，扶贫工作中，不管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是否意识到，做到了三

化要求的决策，基本都是能够保证扶贫对象获得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决策。帮助贫困对象加入组织，加入市场生产体系，成

长为具有一定工作技能和市场知识技能的人才，目的就在于此。当这些对象具备了自我发展能力之后，理论上而言，其今后的

发展空间将会得到较大的提升，改变自我贫困状态的能力也会得到较大的提升六盘水贫困问题的解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依旧

会是政府工作的ー个主要内容，希望本文的一点浅薄之见能够对未来六盘水地区的扶贫工作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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