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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边境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及其制约因素

——以澜沧县为例
1

宁亚芳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澜沧县是滇西边境的民族聚居区，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在保障贫困者基本生活和缓解支出型贫困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减贫成效增强了边境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然而，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减贫

成效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方面是制度自身发展不足的制约。包括经办监管能力弱、家计调查实施难、以户施保制约

救助精准性、医疗救助待遇 “捆绑”问题严重; 另一方面则是特殊县情的制约。包括因灾致贫人数多、地方财政

能力弱、艾滋病感染者和跨境婚姻贫困家庭等特殊贫困人员增多。此外，乡村金融服务滞后和对有劳动能力贫困者

的就业帮扶不足也制约了农村社会救助的减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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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历来是我国扶贫开发的主要战场，并且随着扶贫开发力度的加大，我国的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于西部地区的农村。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数和贫困发生率均要高于其他地区。依据贫困者的劳动能力情况，我国主要采取了发展型扶贫和救

助型扶贫两种策略。在政策内容上具体表现为扶贫开发和社会保障。国家 “十三五”规划纲要在“贫困人口实行分类精准扶持”

中明确提出 “通过实行社保政策兜底，实现其余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脱贫。”
①
由于西部民族地区农业人口比重

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不足，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并非兜底保障的主角，农村社会救助才是上述地区完全或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脱贫的最主要制度安排。因此，研究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减贫效果及其制约因素具有很强的

现实意义。

学界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减贫成效研究较多，但对减贫成效制约因素的研究较少。有学者认为西部民族地

区由于条件的限制和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低保制度一直难以发挥作用。
②
叶慧对西南地区 18 个民族贫困县的研究也表明，仅

有 46． 7% 的农户对农村低保表示满意。
③
也有人以云南为例，认为农村低保制度在缓解贫困和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但

十分有限的作用，且这些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和民族间差异。
④2

但是，这些研究并未深入探析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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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效果的制约因素。澜沧属于滇西边境山区的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是 “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重要区域，也是全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短板”。因此，本文选择澜沧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发挥兜底保

障作用的必要性、减贫成效及其制约因素进行分析，为增强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救助兜底保障的减贫效果提供有益借鉴。

一、澜沧农村社会救助扮演兜底减贫角色的成因

( 一) 贫困问题严重

21 世纪初以来，尽管澜沧贫困人数和贫困发生率均有较明显下降，但相比全国和民族八省区而言，贫困人数和贫困发生率

始终处于高位 ( 见表 1) 。据澜沧扶贫办的数据显示，2002 年该县农村贫困人数为 36. 8 万，贫困发生率为 78. 6% ; 2009 ～

2014 年 间，该县贫困发生率依然在 40% 以上。2009、2012、2014 年该县贫困发生率分别是同期全国的 15. 2 倍、5. 4 倍、

5. 7 倍。澜沧是典型的农业大县，2012 年农业人口数占比为 87. 87% ; 这意味着澜沧贫困人口主要为农村贫困人口。严重的

农村贫困问题决定了该县农村社会救助的减贫压力沉重。

表 1 澜沧贫困人数及贫困发生率

指标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贫困标准 ( 元) 1196 1274 2536 2625 2736 2800

贫困人数

( 万人)

澜沧 29. 0 26. 4 － 27. 5 19. 7 16. 7

民族八省区 1451. 2 1034 3917 3121 2562 2205

全国 3597. 1 2688 12238 9899 8249 7017

贫困发生率

( % )

澜沧 57. 9 52. 8 － 55. 0 － 41. 2

民族八省区 12. 0 8. 7 26. 5 21. 1 17. 1 14. 7

全国 3. 8 2. 8 12. 7 10. 2 8. 5 7. 2

数据来源: ( 1) 澜沧贫困人数依据该县扶贫办历年工作总结整理得到; ( 2) 民族八省区和全国数据来自国家民委网站公

布的 《2014 年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监测结果》( http: / /www. seac. gov. cn/art /2015 /4 /15 /art_ 31_ 225897. html)

得到。

( 二) 农民经营性收入低

贫困问题的解决主要有赖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加。然而，澜沧农民人均纯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4 年农

民人均纯收入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42. 5% 。
①

产业结构单一和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程度偏低是农民收入水平低的主要制约因

素。澜 沧 2014 年 三 产 结 构 为 31. 27 ∶ 39. 97 ∶28. 76，一产占比高出全省 15. 72 个百分点。
②

绿色生物、茶、

林、蔗糖、渔牧、民族文化旅游、水 电、矿等产业均未形成规模化。在农民经营性收入偏低的背景下，收入型贫困人口数量居

③ 叶慧: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满意度调查——以西南民族扶贫县 596 户农户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4 年第 1 期。

④ 宁亚芳: 《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缓贫效应分析——来自云南的证据》，《中州学刊》201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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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下，农村社会救助的潜在救助对象众多。

( 三) 其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减贫空间有限

除医疗救助和农村低保制度建制较早外，澜沧其余农村社会保险项目和社会福利项目建制时间都较晚。目前，新农保、新

农合和高龄津贴是除社会救助之外构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三大主要项目。然而，参保人缴费档次偏低、保障水平偏低导致新

农保减贫空间有限。澜沧新农保缴费档次主要集中于 100 元/年档，参保和缴费积极性低导致新农保缴费收入与当期养老金支

出缺口逐步拉大，由 2012 年 的 714 万扩至 2014 年的 985. 3 万元;
③3

在待遇方面，2014 年，澜沧新农保基础养老金为 75

元/月远低于农村低保标准 189 元/月。在新农合方面，因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偏低，澜沧新农合对农民、尤其是偏远

村寨的农民产生的实际减贫效果不明显。就医交通食宿成本高、药品价格高等均削弱了新农合的减贫效应。总体而言，因新农

保和新农合的减贫效应有限，贫困老年人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人员只能通过申请农村社会救助提供帮扶。

二、澜沧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

农村社会救助主要包括农村低保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此外也包括教育救助、住房救助，以及临时救助制度。其中，

农村低保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产生的减贫作用以及制度自身的完善程度均要好于其他项目，因此本文集中分析

澜沧农村低保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的减贫成效。

( 一)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减贫成效

1. 救助人数逐年增加。澜沧农村低保制度救助人数由 2008 年 1 季度的 97000 人增至 2015 年 4 季度 的 172287 人

( 见 表 2 ) ，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5. 30% 。2008 ～ 2012 年间，农村低保救助人数占农业 人 口 比 重 分 别 为 24. 91% 、

31. 16% 、36. 30% 、37. 45% 和 39. 47% 。就区域比较而言，2008 ～ 2015 年间，澜沧农村低保制度救助人数占全国和普

洱市的比重持续提升。澜沧农村低保救助人数在普洱市占比最高，该县 2015 年 4 季度农村低保救助人数占普洱市的比重高出

第二名 24. 79 个百分点。

表 2 澜沧农村低保制度救助人数

季度

救助人数

( 人)

救助人数占全国比重 ( % ) 救助人数占普洱市比重 ( % )

08 － 1 季度 97000 0. 27 33. 59

08 － 4 季度 114000 0. 27 33. 40

09 － 4 季度 141845 0. 30 35. 25

10 － 4 季度 165545 0. 32 36. 38

3 ①依据澜沧县发改局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

②澜沧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澜沧县扶贫开发工作汇报材料》。

③依据澜沧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资料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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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4 季度 170255 0. 32 36. 08

12 － 4 季度 172345 0. 32 35. 17

13 － 4 季度 172345 0. 32 35. 13

14 － 4 季度 172345 0. 33 37. 14

15 － 4 季度 172287 0. 35 38. 82

资料来源: 依据民政部网站公布的季度低保数据整理计算得到，http: / /www. mca. gov. cn/article / sj /tjjb/ dbsj

/。

从救助对象构成来看，女性占比最高，其次为未成年人和老年人。2010 ～ 2015 年，农村女性低保人数占比从 2010 年 1

季度的 8. 65% 增至 2015 年 4 季度的 44. 16% 。农村未成年人低保人数占比在同一时期内由 0. 81% 增至 15. 78% 。老年

人救助人数占比相对有所下降，由上述同一时期的 24. 61%降至 14. 54% 。农村残疾人低保人数比重则低于同期全国和普洱市

水平。以 2015 年 4 季度为例，农村残疾人低保人数比重分别比全国和普洱市低 1. 46 和 6. 47 个百分点。总体而言，澜沧

农村低保制度的救助人数从建制以来至 2011 年间经历了快速增长。在 2011 年全国低保制度实施 “应保尽保”扩面行动和增

强低保对象动态管理后，救助人数增长放缓。而妇女、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四类贫困发生率较高人群的低保人数占比之

和由 2010 年 1 季度的 19. 49% 增 至 2015 年 4 季 度 的 76. 77% ，意味着农村低保制度总体瞄准精度逐步提升。

2. 农村低保标准和人均支出水平持续提升。2007 年农村低保制度建立时，保障标准仅为 30 元 /月。2010 ～ 2015 年，

该县农村低保标准由 70 元/月增至 189 元/月。2007 ～ 2015 年，农村低保标准年均增长率为 22. 69% ，远高于同期农民人

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澜沧农村低保标准与普洱市平均水平基本相当，而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则总体处于上升趋势，由 2010 年

4 季度的 59. 9% 增至 2015 年 4 季度的 71. 4% 。
①
澜沧农村低保人均支出水平也明显持续上升，由 2010 年 4 季度的 72 元

/月 增 至 2015 年 4 季 度 的 143. 2 元/月，年 均 增 长 率 为 12. 14% 。2011 ～ 2015 年，澜沧农村低保人均支出水平

占 全 国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80. 3% 、88. 7% 、98. 9% 、101. 7% 和 99% 。尽管贫困发生率高，但澜沧农村低保制度的实

际保障水平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3. 农村低保救助资金投入增长快。澜沧农村低保金支出总额从 2008 年的 5748 万元增至 2015 年的 295961 万元，年均

增长率高达 22. 86% ; 明显高于同期全国 ( 18. 72% ) 和普洱市 ( 20. 49% )的年均增速。就地区比较而言，澜沧农村低保

金支出额占全国和普洱市的比重均逐年提升; 2008 ～2015 年，澜沧县农村低保金支出额占全国比重由 0. 26% 增 至 0. 34% ，

同期占普洱市的比重则由 33. 45% 增至 38. 76% 。
②4

( 二) 农村医疗救助减贫成效

因病致贫、返贫是贫困人口较易面临的致贫风险，因此农村医疗救助与农村低保制度一样，在缓解贫困程度方面也扮演着

兜底保障角色。医疗救助方式分为两种: 资助贫困人员参加新农合，以及直接对自付医疗费用进行救助。

1. 资助缴费参加新农合的人数持续增加。

4 ① 注: 依据民政部网站公布的季度低保数据整理计算得到，http: / /www． mca． gov． cn/article / sj /tjjb/ dbsj /。

②注: 依据民政部网站公布的季度低保数据整理计算得到，http: / /www． mca． gov． cn/article / sj /tjjb/ dbs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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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澜沧资助农村特困户和残疾人参加新农合人 数 达 23560 人，占新农合参保总人数的 7. 71% 。2008 年，资助

农村低保对象参合人数增至 114000 人，占总参合人数的 27. 12% 。2010 年，资助农村低保对象参合人数增至 142730 人，

占总参合人数的 37. 61% 。2013 年以来，医疗救助资助贫困者参合的人数逐步趋于稳定; 2013 ～ 2014 年，资助参合人数分

别为 181123 人和 182463 人。
①

2. 自付医疗费的医疗救助资金持续增加。自建制以来，澜沧农村医疗救助直接进行贫困人员自付医疗费救助的受益人数和

救助投入资金均持续增加。医疗费救助人数从 2006 年的 14 人增至 2015 年 6 月的 16482 人，年均增长率达 119. 38% ( 见

图 1) 。尤其是在 2009 年后，医疗费救助人数飞速增长。2008 ～ 2015 年 ( 2012 年数据缺失) ，医疗费救助人数占农村低

保救助人数的比重总体处于上升 趋 势， 依 次 为 0. 29% 、 3. 33% 、 2. 17% 、5. 38% 、13. 09% 、7. 97% 和 9. 56% 。
②5

在医 疗 费救助投入资金方面，由 2006 年 的 31910 元 增 至 2010 年的 858. 78 万元，年均增长率达 206% 。尽 管

2011 ～ 2014 年间资金支出规模持续下降，但仍保持在 600 万元以上; 投入资金在 2015 年重回增长趋势。农村医疗救助资

金支出占该县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的比重一直很高，2006 ～ 2014 年，这一占比依次 ( 2012 年数据缺失) 为 93. 79% 、65. 1% 、

73. 84% 、90. 02% ，92. 82% 、88. 99% 、59. 60%和 80. 61% ，2015 年上半年该比重为 91. 10% 。

尽管无法从贫困患者个人医疗费用支出的角度检验医疗救助的微观减贫效应，但是资助参合的资金和医疗费救助的资金直

接反映的是贫困家庭医疗费用支出负担的减免程度。因此，宏观资金投入数据表明，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在缓解贫困人员医疗费

用负担方面的力度越来越大。

5 ① 注: 依据澜沧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提供的相应年份工作总结整理得到。

②注: 2015 年医疗救助人数仅为半年数据，因此实际比重应该高于 9.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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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澜沧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的制约因素

除公共政策自身制度框架设计的合理性之外，政策运行的外部环境以及相关配套政策的运行情况等也会对该项公共政策的

预期效果产生影响。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自身的不足，以及特殊县情、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受众以少数民族为主、扶贫

开发、基本公共服务等其他公共政策的实施情况均对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产生了制约。

( 一) 制度自身发展不足的制约

1. 经办监管能力弱。经办监管能力弱具体表现在，一是经办管理人员不足; 二是经办队伍稳定性差。以 2015 年 4 季度

农村低保救助人数为例，澜沧县该年 37 名县、乡 ( 镇) 两级民政管理者和经办人员需要承担 172287 名农村低保对象的申请

受理、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任务，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的比例为 1∶ 4656，远高于其他民族地区; 管理人员过少，很难开展有效

的监督。此外，由于经办管理人员并没有得到必要、充足的工作经费和补贴，因此流动性较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农村低保

制度的稳定运行，导致农村低保对象的动态管理难以推行。

2. 家计调查难以实施。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社会救助家计调查推行难的问题。就澜沧而言，一是农村家庭外出务工人员增多，

工资性收入无法界定; 二是农作物和家禽等变现周期不确定导致收入很难界定; 三是农户是否有存款无法核实。家计调查难以

开展，导致经办人员难以确定救助资格。加之当地农户理解的贫困和农村社会救助界定的贫困存在差异，在平均主义观念浓厚

和区域性贫困的背景下，农村社会救助瞄准偏差问题时有出现。

3. 以户施保制约救助精准性。以户为单位施保的办法在当前澜沧农村的适应性不强。一方面，澜沧农村贫困人口多，农村

低保救助名额的供求矛盾比较突出。另一方面，以户施保导致一些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同样能够享受救助以及与农村低保“捆

绑”在一起的其他救助待遇。在低保名额供求矛盾突出的背景下，以户施保的办法导致农民对农村社会救助的精准度认同感下

降。这一问题是当前澜沧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可持续运行的一个内在挑战。

4. 医疗救助待遇 “捆绑”问题严重。因病致贫、返贫是澜沧农村贫困家庭面临的重要贫困原因和结果。然而，低收入家

庭无法申请获取医疗救助，而享受农村低保救助的家庭则可以自动获取医疗救助和其他专项救助的资格。这 救 助 资 格 的“捆

绑”式设计，导致农村低保对象依赖性很强，自动退保积极性很低。医疗救助资格的 “捆绑”和贫困问题严重，强化了澜沧农

村居民轮流享受农村低保的动机。

( 二) 特殊县情的制约

1. 自然灾害频发，因灾致贫人数多。21 世纪初以来，澜沧县每年都要遭遇冰雹、霜冻、干旱、洪涝、病虫害、泥石流、

山体滑坡等各类灾害，澜沧大多数年份因自然灾害提供口粮救助的人数占农业人口比重在 10% 以上。
①
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绝对

贫困人口增多，遭遇不可抗拒自然灾害的家庭在澜沧属于农村低保二类保障家庭。农作物歉收和房屋受损等，导致因灾致贫家

庭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的基本生活需要依靠社会救助制度。

2. 产业结构单一，农民增收脱贫难度大。贫困人数与劳动收入水平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然 而，澜沧县域经济产业结

构单一严重增大了农民增收脱贫的难度。一方面，该县经济总量小、质量低，产业结构不协调，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另一方面，

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不高导致农民的农产品经营性收入增长过慢。

3. 财政自生能力弱，制约农村社会救助水平提升。21 世纪初以来，澜沧县政府在基础设施、扶贫、教育、医疗卫生、社

会保障、禁毒防艾、环境治理等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加之属地管理且需要县级财政提供配套资金的各项民生项目的开

展，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缺口从 2000 年的 15540 万元扩至 2012 年的 217175 万元。以农村低保资金为例，澜沧农村低保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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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除 2007 年为 46. 7% 外，其余年份均在 50% 以上 ( 见图 2) 。如果加上医疗救助资金和临

时救助资金，占比则更高。如果该资金全由澜沧县级财政承担，则需要每年拿出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目前，中央财政和省级

财政以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对澜沧农村低保金进行援助。也正是这种依赖上级财力的格局，导致县级政府在提高社会救助保障

水平方面缺乏主动性。

4. 特殊贫困人员增多，社会救助压力大。澜沧特殊贫困人员主要包括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庭成员，以及跨境婚姻组建的贫

困家庭成员。2009 ～2014 年，澜沧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人数一直居普洱市第一位。历年农村感染者占全县感染者总数的 80% 以

上; 该县长期面临着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蔓延的严重威胁。
②

艾滋病防治压力大也加重了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因

病致贫的救助压力。为落实对艾滋病感染者的 “四免一关怀”，澜沧将艾滋病患者家庭均纳入农村低保进行救助。以 2013 年为

例，澜沧用于艾滋病感染者低保救助资金为 40. 6 万元，占艾滋病防治总经费的 57. 5% 。
③6
由于地处我国西南边境，澜沧艾

滋病感染者给农村社会救助制度造成的救助压力不可忽视，这也是该制度在澜沧面临的特殊挑战之一。

跨境婚姻尽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澜沧的 “光棍村”问题，但是这种 “弱弱结合”的贫困家庭数量逐步增多。
①

据统计，

在澜沧民政局合法登记的跨境婚姻数量由 2007 年的 31 对增至 2014 年的 202 对。
②
而实际跨境婚姻数量应当超过上述数据。

因外方女性的国籍、户籍无法得到解决，使得这些贫困家庭中妇女、儿童无法获得社会救助。尽管这些家庭中的我方人员可以

申请农村社会救助，但是按个人发放的救助待遇很难对其所在家庭产生有效的减贫效果。

(三) 其他公共政策的制约

1. 乡村金融服务滞后。2014 年，澜沧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辖机构中，仅有 10 个乡 ( 镇) 服务站，2 个延伸终端网点。
③
而文东、安康、大山等偏远乡镇距离县城均在 130 公里以上。由于乡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直接导致低保金难以社会化发放;

削弱了农村低保金的减贫效果。一是表现为偏远农村低保户领取低保金的成本太高; 二是表现为低保金领取周期延长，导致低

6 ①依据澜沧县民政局提供的 2001 － 2015 年工作总结计算得到。

②注: 依据澜沧县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提供的历年工作总结整理得到。

③澜沧县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2013 年防治艾滋病工作总结及 2014 年工作计划》。



8

保户无法及时使用救助资金。

2. 对有劳动能力贫困者就业帮扶不足。“十二 五”期间，全县农村扶贫开发投入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仅为 528 万，累计

培训人员仅为 9100 人，其中 参 与 技 能 培 训 的 人 仅占总培训人数的 11. 87% 。
④7

澜沧农村扶贫开发对有劳动能力贫

困者的就业帮扶不足，导致农村扶贫开发的增收效应没有发挥出来，增加了农村低保制度的减贫压力。

四、研究启示与对策建议

澜沧作为滇西边境连片特困地区的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是 “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的主要战场。对澜沧农村社会救助的

发展状况的分析表明，该制度在接下来的精准扶贫进程中，依然扮演着基础性的兜底保障角色。因此，结合澜沧农村社会救助

发展面临的自身不足和外部特殊运行环境，提升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可以从六个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加强农村社会救助监管运行能力。一是要增加民政部门和乡 ( 镇) 、村三级的社会救助经办人员数量，可以通过政

府雇员或公益性岗位等方式招聘高校毕业生等方式解决。二是提高农村社会救助项目经办人员的工资待遇水平。三是重点加强

家计调查、救助对象动态管理、救助待遇和低保资金监督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四是加强民族聚居区经办管理人员的双语 ( 多语)

培训，增强经办监管工作的有效性。

第二，完善以户为单位施保的办法，提升救助精准性。一是建议完善农村低保家计调查方法，具体包括优化财产审查方法，

以及充分发挥邻里民主评议的优势等，提升甄别贫困家庭的准确率; 二是加强政策宣传和创新宣传方式，消除当地各民族社会

成员的贫困观念和制度，界定贫困理念之间的差异，增强农村居民对农村社会救助的原则和价值取向的认同。

第三，完善农村低保待遇与医疗救助等专项救助的衔接机制。农村居民看重低保资格，其实是更加看重医疗救助能够缓解

因病致贫的减贫效果以及分担沉重的参合缴费成本。建议实行多条收入线( 例如 125% 贫困线、150% 贫困线、180% 贫困线等)

的办法，加大医疗救助资金投入力度，将医疗救助覆盖对象扩至低收入群体。

第四，完善农村低保待遇动态调整机制，增强地方政府调整待遇的主动性。之所以要增强地方政府调整待遇的主动性，原

因有二: 一是澜沧属于偏远边境地区，因交通不便物价水平反而更高，相同的农村低保待遇的实际购买力反而下降。二是民族

聚居区各民族的基本生活消费内容和饮食结构差异较大，因此在定义基本生活水平和保障标准时应适当考虑这一差异性。因此，

建议充分发挥县级民政部门在确定本地农村低保标准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负责建立各民族基本生活消费结构监测机制，提

升农村低保标准的保障水平。

7 ①注: 澜沧县民政局提供的 《澜沧县边民通婚情况》中指出，通婚对象多为生活较为困难的农村居民。在边民婚姻家庭中，

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水平低于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②注: 由澜沧县民政局提供的 《澜沧县历年来边民通婚基本情况一览表》整理得到。

③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澜沧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4 年度信息披露报告书》，普洱日报 2015 年 7 月 9 日

04 版。

④依据澜沧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提供的 《2003 － 2007 年扶贫开发工作总结》和 《2011 － 2014 年劳动力转移培训统计表》

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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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提升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贫效果，减轻农村社会救助减贫压力。建议进一步提升新农合的实际报销比例和新农保 ( 合

并后称城居保) 基础养老金水平，以及包括高龄津贴和残疾人护理补贴等项目的待遇水平。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减贫体系。

第六，优化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和农村扶贫开发制度的衔接机制。一是建议农村扶贫开发应该重点加强农村贫困劳动力的技

能培训，增强其劳动技能和人力资本积累。二是建议实现贫困人员信息数据库共建共享，提升贫困人员和家庭的甄别准确度及

动态管理。三是畅通享受农村低保救助的贫困人员积极参与扶贫开发衔接机制。

此外，应完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确保社会救助待遇以及其他各项惠农待遇的顺利递送，降低贫困人员享受上述待遇

的成本。对于跨境婚姻组建的贫困家庭无法获得社会救助的问题，可以当前推进居住证改革为契机，推动民政和公安部门在跨

境婚姻家庭成员的国籍、户籍管理上的协同创新，简化落籍、落户手续，确保这些贫困家庭能同等享受农村社会救助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