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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策略研究 

——以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高梦琪 陶慧 李晓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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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民族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民族地区反贫困策略的成功经验对于治理恩施州的贫困路径研究具有启发性。从恩施州的贫困现状

出发,分析恩施州贫困特征及成因,提出通过优化旅游扶贫长效机制、思想扶贫、人力资本培育、开拓资金多元化来

源渠道及采取多种形式的扶贫开发模式等措施来增强反贫困的有效性、长久性、持续性和手段的多样性,实现贫困

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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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贫困问题始终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而纵观我国反贫困实践所取得的诸多成效和经验,都离不开

当地政府、企业等多方主体的大力扶持和资金投入,更离不开当地居民自主脱贫的意识。但民族地区仍是脱贫攻坚的难点与重点

区域,仍是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短板,影响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恩施州贫困现状及其治理路径

具有指导意义。 

1 恩施州的贫困特征 

1.1从广度上看,贫困面积广,表现出整体性的特点 

恩施州位于武陵山片区,贫困面积之广,贫困现象整体较为严重。恩施州属于全域贫困地区,而且这些区域呈现集中连片的特

点,截至 2017 年 6 月,恩施州仍有 455 个重点贫困村,两个深度贫困县,这些村落的贫困人口普遍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大多属于

生存型贫困和温饱型贫困。恩施州贫困的整体性特征主要表现在贫困人口基数大,区域性贫困特征明显等方面。 

1.2从深度上看,贫困程度深,呈现出严重性的特点 

恩施州境内仍有约十万户贫困户,约四十万贫困人口生活在深山边远区、高山高寒区和地方病常发区。这些地区由于地理位

置偏远、气候恶劣、交通极为不便等原因只有实施易地搬迁措施才能基本解决贫困问题。同时,恩施州内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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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病、因残、缺技术、缺教育、思想观念保守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致贫原因极为复杂,贫困的持续时间久,也是脱贫攻坚战

中较为难打的一场战役。 

1.3从难度上看,返贫率高,体现出艰难性的特点 

恩施州诸多地区为地方病高发区,贫困家庭的生活本身就很拮据,一次大病就能让整个家庭陷入赤贫状态,虽然有医疗保障,

但报销比例和报销覆盖面很低。救济扶贫只能解决暂时性的贫困,并不能真正达到反贫困的目标。同时,由于大部分地区位于深

山区,对外信息闭塞,当地居民的思想观念较传统,并不想自主、自愿地脱贫。另外,当地居民的乡土观念也较为强烈,多数老年人

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乡,易地搬迁政策落实较为困难,同时,搬迁后的居民在生活、心理等方面的后续保障难以长久落实下去,返贫

现象较为严重。当地居民在生育观念方面仍保持着原先的传统,“重男轻女”观念严重,陷入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无限循环中,

脱贫难度大。 

2 恩施州贫困成因分析 

2.1自然资源利用不合理和生态脆弱导致特殊的生态贫困 

恩施州虽拥有丰富的林海、绝壁、瀑布等自然资源和龙船调、摆手舞等民俗文化资源,但并未将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叠加区域,再加上州内少数民族较多,人口增长过快,思想观念保守,缺乏可持续

发展理念,对林木、土地等自然资本进行不合理的利用,导致生态退化现象严重。而生态脆弱性与生态贫困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恩施州内的生态系统对外部力量的防御能力较弱,自我修复能力弱,一旦遭受破坏,将会导致严重的生态灾变,从而加剧当地的生

态贫困,致使当地居民陷入贫困陷阱之中。 

2.2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导致特殊的资本贫困 

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便捷的交通,但恩施州由于地形限制,远离重庆、武汉等中心城市,受城市的辐射能力有限,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旅游方面,由于未形成稳定的客源市场、旅游产品宣传不到位等原因导致旅游市场不景气;农业方面,传统农业一

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仍保持着绿色天然无污染的特质,但由于交通条件制约,农副产品运输周期较长,成本较高,多数居民仍选择

自产自销;招商引资方面,难以吸引优质的企业进驻恩施,致使州内经济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缺乏。诸多经济发展的因素由于基础

设施等方面的滞后性,未能将当地的资源优势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而加剧了当地的资本贫困。 

2.3人力资本制约导致特殊的发展贫困 

教育、技术、人才等人力资本的发展对于摆脱贫困具有长远的意义,能促使当地居民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这些发展贫困体现

在当地居民受教育水平不高、教育扶贫能力稍显不足、缺乏技术培训、自我发展能力不强、人才缺口大等方面。恩施州由于经

济发展较为落后,地理位置较偏远,对于人才的引进存在一定的难度。同时恩施州人才流失也较为严重,很多青壮年劳动力由于受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发展机会和工资水平待遇的吸引而外出务工,州内只剩些年老体弱者和儿童,另外一些考出去的高学历人

才由于寻求自我发展机会,大多会被大城市的优惠政策所吸引而不愿回归贫困的家乡发展,这种人才的缺失使原本就贫困的地区

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的欠缺会制约一个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致使贫困人口陷入发展贫困之中。 

2.4资金缺乏导致特殊的持续性贫困 

扶贫资金的投入、分配和管理等一系列环节影响着扶贫效率的发挥。贫困地区的优惠政策体系不完善、资金投资渠道单一、

金融贷款难度大、扶贫资金投入有限等问题也一直制约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使贫困人口难以摆脱贫困。由于政府部门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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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监管力度不透明、管理主体混乱而导致资金到位迟缓,资金问题一直是脱贫攻坚的难题,持续性贫困亟需解决。 

3 恩施州反贫困的对策 

3.1优化旅游扶贫长效机制,提升反贫困的有效性 

首先,贫困人口是扶贫对象,更是旅游扶贫的动力之一,要给予贫困人口更多的参与机会。例如,5A 级景区恩施大峡谷就可将

门票收入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当地贫困人口,也可以采取免收租金的方式将摊位转让给当地居民,居民可以经营一些具有土家特色

的旅游商品从而获取一定的收益。其次,在利益分配方面也要向贫困人口适当倾斜,比如可以采取“政府+投资者+社区+贫困人

口”的模式能兼顾各方利益,可以充分保障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贫困人口的长期受益。总之,旅游扶贫长效机制优化的目标是促

使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大肆开发生态资源,却不顾贫困人口的利益,更不能将旅游扶贫转化为纯粹的旅游

开发。 

3.2从思想扶贫入手,提高反贫困的长久性 

思想扶贫可以将扶贫方式由输血式转化为造血式,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一直是贫困人口进行自主开发扶贫模式亟需解决的前

提。思想扶贫不单单仅凭一方力量就能完成,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需要从扶贫主体入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社会上关

于扶贫的错误认知需要转变,人们普遍认为扶贫只是一个短期效益,只要物质上富裕了便可以摆脱贫困。因而在扶贫政策上也多

采取短期化行为,只顾眼前利益而未能充分考虑贫困人口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贫困,这种错误的认知会导致贫困人口返贫率的增

加。只有思想状况的改变才能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第二,地方政府要加强各级扶贫小组的

思想认识,并定期将扶贫效果、扶贫绩效、精准识别对象等扶贫内容具体化,真正落到实处并加强监督机制和反馈机制,引入奖惩

制度,从实际上帮助贫困人口脱贫。第三,从扶贫对象入手,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贫困状况、地理位置、文化素质等因素,制定有

针对性的扶贫对策将各种扶贫信息传递给当地居民。 

3.3加强人力资本培育,提升反贫困的持续性 

首先,恩施州要加大普及教育的力度,从更大程度上减少贫困人口的文盲、半文盲率,政府采取多种优惠政策解决贫困家庭入

学难的问题。同时,引进师资力量、壮大师资队伍、提升教学质量是关键步骤。其次,恩施州政府应与本地高校合作,以湖北民族

学院为平台开展扶贫理论方面的研究,利用优惠政策来吸引高校毕业生到贫困地区支教。加强贫困人口的技术技能培训也是必不

可少的环节,恩施州应因地制宜地开展技能培训工作,在各个贫困地区安置培训点,专业培训人员也应经常深入居民家中进行访

谈,结合各个居民的实际情况教授其必要的技能手段,可以让当地居民尽快脱贫致富。最后,运用科技扶贫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

一种有益的扶贫模式。恩施州应引进科技手段,将科技与农业相结合,把硒元素融合到产业发展中,创新硒产业模式。政府应大力

招商引资,为科技投资制定优惠政策,以便于将科技成果向恩施州输入,更好地开展“硒+农业”、“硒+工业”、“硒+服务业”

等受益模式,让贫困人口从科技扶贫中真正受益。 

3.4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积极开拓扶贫资金来源渠道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贫困地区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保障扶贫资金的公平分配,将扶贫资金真正用于贫困户,应建立以贫困人

口为精准识别对象的机制。其次,要组建民间、政府、市场等多元参与的投资和融资渠道,最大限度地使政府财政资金起引领作

用,增加贫困人口的贷款额度,以财政补贴的形式免收利息。再次,根据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分类,发挥民间信贷的作用,例如

对处于赤贫状态的贫困人口,民政部门应给予救济式扶贫,对处于相对贫困或由于天灾人祸所导致的贫困应通过金融、科技等手

段进行扶贫,要特别注意扶贫资金安排过程中的合理性。最后,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通过财税政策、税收减免来吸引企业等非政府

组织机构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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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扶贫开发模式多元化,提高反贫困手段的多样性 

在对恩施州进行扶贫时,应制定专项扶贫规划,对不同的致贫原因采取分类指导。同时,政府也应建立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机制

以保障扶贫开发模式持续有力地进行。对于缺乏劳动力的贫困家庭应采取救济式扶贫,帮助其应对由于不可抗力所导致的贫困;

对于特定贫困群体可以采取开发式反贫困手段,可以利用当地特色的硒元素,以市场为导向来发展硒产业,这种产业化扶贫方式

可以迅速转移农村劳动力,也可以采取改善贫困村的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条件等整村推进的手段来提高整个村落集体脱贫;对于

特困地区,应采取参与式扶贫,给予当地贫困居民自我发展的机会,赋予其一定的政治话语权,保障居民的广泛参与性,优惠政策、

扶持资金、利益分配等各方面都应向贫困人口倾斜。这些多种形式的扶贫开发模式并非孤立存在的,应在扶贫过程中形成类型多

样、规模不一的扶贫开发体系,从而提高反贫困手段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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