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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众多扶贫方式中,金融扶贫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基于云南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金融扶贫的现状,

在金融支持视角下探讨了金融扶贫过程中在金融专项资金、易地搬迁、脱贫意识、风险控制及监管等多方面存在的

问题,构建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贫困-脱贫-返贫-脱贫-可持续脱贫”的新路径。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

脱贫提出加大金融专项资金投入、强化贫困人口脱贫意识、建立风险机制及完善金融脱贫监管机制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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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现有 25个人口数在 5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其中包括 15个云南特有民族、16个跨境民族、

8 个人口较少民族和 9 个直过民族。云南省辖 16个州市 129个县(市、区),其中有 8个民族自治州、29个民族自治县、25个边

境县、88个贫困县。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是扶贫工作中遇到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云南的少数民族种类最多、贫

困人口基数最大、贫困县数量最多,使得少数民族贫困问题尤为凸显。目前,全省贫困地区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返贫问

题仍然是云南省扶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制约云南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2017 年,云南省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约有 444.76万人,较 2016年减少了 95.89万人。但是,从占比看,截至 2017年末,按照云南省总人口 4596.68万

测算,贫困发生率仍有 9.68%,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 

当前,在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中,2014年至 2016年,共有 74.21万户群众受益于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其中,2016年受

益 59.3万群众,受益户数同比增长 542%;累计投入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40.1亿元,其中,2016年投入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36.6亿元,

同比增长 1462%;2016 年,云南省户均受益资金 6172 元,同比增长 143%。自 2014 年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建立了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持续大幅度增长,屡创历史新高。但是金融支持方面并没有受到重视,还有待提高

与加强。金融扶贫是一种能够将传统的输血式扶贫转变为造血式扶贫,或者说是将贫困人口从被动脱贫转变到主动脱贫的手段,

在金融支持下,金融杠杆的放大作用得以发挥,它不同于传统的救济式扶贫,它能让贫困农民从真正意义上走出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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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术界对金融支持视角下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原因、路径及相关对策的方面,

杨红娟、张成浩①研究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生态效率;王蕾②、付李涛③对少数民族地区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康

勇
④
对我国少数民族区域的扶贫效果进行研究。刘解龙、罗苏

(1)
对金融扶贫中的发展问题做了研究。闫磊、朱雨婷

(2)
、李庆龄

(3)

认为可持续脱贫的实现路径是考虑到如下三个方面:资源禀赋、生产能力以及可行能力;吴乐(4)、马广奇(5)研究指出深度贫困地区

的发展是离不开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并且构建了以政府、企业以及家庭的脱贫路径;何计文、汪海波等(6)、李辉(7)提出在脱贫中

强化意识与建立检测评估机制的重要性;孙良顺(8)通过对水库移民社区与移民脱贫的研究提出要以“内”“外”互动的统筹兼顾

的方式实现可持续脱贫。李永清(9)、谭俊峰、陈伟东(10)、杜键宇等(11)、谭燚等(12)提出脱贫路径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认知

四个方面嵌入。在对金融扶贫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周孟亮、彭雅婷(13)构建了我国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体系;范建伟、朱毅(14)深

入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金融扶贫开发的模式及作用机制;Svecova(15)、Baum(16)、杨立生(17)等研究表明金融支持对于扶贫有着

重要意义。在金融支持视角下对可持续脱贫发展研究的文献较少,李海峰等
(18)
、徐虹

(19)
分析了我国赣南农村的金融精准扶贫问题。

前期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已经有所成效,但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些贫困人口和家庭在政

府的帮助下已经脱贫,但是之后又返贫。贫困人口只顾眼前的利益实现短暂的脱贫,但是由于专业技能不足扶贫效果不持续。扶

贫工作中政府主要发挥作用,金融机构参与度不够等。基于此,本文对可持续脱贫概念界定如下:主要针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与

所谓的“脱贫”一样,在“输血”体制下,改善基本的生产条件,增加对贫困人口脱贫的资本投入,达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做到提

高贫困人口的收入;但是又与所谓的“脱贫”不一样,更注重可持续的发展,当精准扶贫政策结束,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脱贫人口

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并非返贫,在这一阶段中,培养了贫困人口创造资本的能力,具有“造血”功能,并且这种造血是持久存

在的。 

二、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金融支持现状 

(一)金融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不足 

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情况不容乐观,2016 年,合计投入资金 365995 万元,是 2015 年的 15.62 倍,投入资金同比增长

1462%,但是户均受益从 2015年的 2539 元增长到了 6172 元,增长率为 143%,云南省相关扶贫工作初见成效,但与东部沿海地区水

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整体扶贫形势依然不乐观。说明云南省财政金融专项投入不足,还需完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数量

增长与基础设施存在严重的发展矛盾,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金融扶贫的发展。 

表 1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情况时间受益户数 

时间 
受益户 

数(万户) 

受益户数 

同比增长 

合计资 

金(万元) 

投入资金 

同比增长 

户均受益 

资金(元) 

户均受益资金 

同比增长 

2014年 5.68 - 11060 - 1947 - 

2015年 9.23 63% 23431 112% 2539 30% 

2016年 59.30 542% 365995 1462% 6172 143% 

 

(二)易地搬迁扶贫资金投入收效甚微 

易地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差地区问题的重要途径。云南省山区、半山区面积

占比高,有的地区甚至达 99%以上。而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冷凉山区的群众,由于自然资源匮乏、可耕地面积少之

又少、交通不便造成农作物的销路匮乏,其脱贫问题严峻。因此,将其从条件较恶劣的地区搬到适合生产生活的地区显得尤为重

要。2015 年以来,云南省加大了易地搬迁扶贫专项资金的投入量,由 2014年的 152万元提升到 2015 年的 2003 万元,较上年增长

1317.8%,2016年则投入易地搬迁扶贫专项资金 97338万元,较上年增长 4759.8%。一方面可看到云南省近年在易地搬迁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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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做出的努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面对易地搬迁收效甚微这一事实。造成这一现状既有易地搬迁扶贫资金投入量仍较少、资

金落实不到位的原因,同时也有当地居民不愿搬、不配合的原因。 

(三)少数民族贫困人口金融脱贫意识淡薄 

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员层面分析发现,我国国家级贫困县人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 40%,在文化程度方面,由于受到恶

劣的生产生活环境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其中,文盲人口占比全国水平要多 3.6%;在生产经营方面,少数民

族贫困地区存在生产落后的情况,消息闭塞,甚至与现代先进的生产技术脱轨,经营方法落后,农业生产科技化水平偏低。另外,从

年龄结构来看,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中,青壮年人口不断外出打工,这些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劳动力水平低下,文化素质较

低,等、靠、要思想严重。面对政府的小额贷款等政策,由于这种金融脱贫意识浅薄,导致无法享受金融扶贫的优惠政策。再如,

政府的异地搬迁帮扶政策,为因地致贫的贫困人口提供安全的住所环境,由于很多贫困人口存在传统“落叶归根”的思想,也由

于自家种地方便等实际情况的存在,异地搬迁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金融扶贫认识存在一些偏误之处,责

任意识不强、缺乏担当精神。扶贫工作涉及部门较多,需要统筹多种关系和资源,这使得扶贫工作难度大增。 

表 2云南省易地搬迁扶贫专项资金投入情况时间年度安排资金 

时间 
年度安排 

资金(万元) 

易地搬迁安排 

资金(万元) 

易地搬迁安排 

资金占比 

异地搬迁资金较 

上年增长 

2014年 11060 152 1.4% - 

2015年 23431 2003 8.5% 1317.8% 

2016年 365995 97338 26.6% 4759.8% 

 

(四)金融扶贫政策单一,风险控制欠缺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山区、偏远地区,主要以粮食作物种植作为经营品种,农业投入产出比低,经营水平低下,销售

渠道单一,不确定性风险较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就会出现重大经济损失。由于经营主体市场竞争意识不强,

加上农业基础性地位,受到其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影响,一般的金融扶贫政策不一定适合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发展,这无形中增

大了金融扶贫资金回收风险。一般而言,政府采取直接给予贫困家庭资金支持,而结合贫困户脱贫的针对性金融扶贫政策单一,扶

贫效率低下。对于目前的金融扶贫不够重视,与金融机构合作的小额贷款等政策不完善,金融机构的资金回收存在一定程度的风

险,没有对其设立专门的风险控制政策,导致目前的“互联网+”、普惠金融、小额贷款以及大数据等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五)金融脱贫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畅、信息闭塞,政策、市场信息获取不及时,土地承包经营改革、林地、农地流转机

制不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价格与价值严重扭曲,市场主体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居民之间存在较大信息不对称问题。少数民族贫

困地区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缺乏优良的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发展环境,监管机制不完善,不利于金融资源利用。当前没有一个合理

并且健全的金融脱贫监管体制,相关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社等无法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从而影响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

脱贫发展。 

三、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发展路径 

金融视角下的可持续脱贫发展不同于传统的金融扶贫模式,是在初步建立金融扶贫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造,优化金融扶贫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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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措施,由单纯的“输血式扶贫”逐步转变为“造血式扶贫”,逐渐地持续引导贫困地区向脱贫致富方向发展。金融扶贫可持

续发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意义在于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着眼于贫困地区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其目的在于持续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脱贫意识、改善生产条件、完善基础设施,最终解决地区贫困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云南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脱贫可持续发展路径。详见图 1: 

 

从图 1可以看出,金融支持视角下可持续脱贫路径是经历了从贫困到脱贫到返贫再到可持续脱贫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贫困阶段,因病、因残、因学、因为技术落后等原因,在被政府确定为建档立卡户之后,在“传统扶贫”的方法及

相关政策支持下,对贫困地区进行财政投入,例如,基础设施的建筑,修路,通电,解决饮水问题等,对低保户、五保户的资金资助,

对贫困地区发放种植的苗木,家养的小猪、小牛等等。在这样一种主要是以财政直接投入的政策下,当到达脱贫验收审核的时候,

出现两种结果。其一是没有达到脱贫的一个经济收入标准(人均年收入 2950 元)的贫困户会继续努力,在“传统扶贫”帮扶模式

下最终脱贫。其二是在“输血式扶贫”的过程中,贫困户的家庭经济水平得到提高,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改善,达到了脱贫标准,

从建档立卡户变成了脱贫户。 

第二阶段,脱贫阶段,是在贫困户顺利达标摘帽脱贫之后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相对不确定的阶段,时间性是不确定的,

一方面,有的贫困人口脱贫之后,在良好的生活环境下,在改善之后的基础设施之中,真正的突破了以往困难与贫困的绊脚石,找

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做到了脱贫。但是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非常之少,并且又会由于意识浅薄,技术低下,难以适应快速发

展的多变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实际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在脱贫之后返贫了,从脱贫到返贫的时间有长有短,

不确定性很大。后果也存在不确定,脱贫户的后续发展也是社会发展中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第三阶段,返贫阶段,当贫困户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在脱贫阶段的后面又面临着贫困,其经济收入等没有达到真正可以脱

贫的指标,又成为了贫困户中的一员,即进入第三返贫阶段。这一阶段也是本文所构建的整个金融支持下的可持续脱贫路径中的

一个转折阶段,处于这个阶段,对于贫困的个人或者家庭而言,在以财政投入为主要方式的“传统扶贫”下,只获得了短暂的生活

改善,经济收入提高也只是短暂的、非根本性的,这样的脱贫只能是非持续的脱贫,这个阶段贫困人口急切走出贫困,却比较茫然。

对于政府而言,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对贫困户在资金方面以及别的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但是依然有脱贫之后又返贫的现

象,也是比较尴尬而焦急的一个阶段。面临返贫的现象,其结果有作为与无作为两种。对于作为的“可持续扶贫”便可以达到真

正意义上的脱贫。对于不作为的现实,应当理性分析,个人、家庭、政府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继续探索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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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可持续脱贫阶段,这一阶段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阶段。当返贫户经历过脱贫、返贫之后,在“可持续扶贫”的方式

下,以金融支持为核心,对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加强:第一,对金融专项资金的运用,政府与金融机构协商,可以通过贫困人口所在地

区的村委会班子为联系纽带,设立符合当地贫困人口的金融支持专项资金,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第二,对贫困人口的脱贫意

识的强化,对贫困人口或家庭进行思想上的教育,让脱贫、富裕、小康的思想深入人心,由被动地坐等国家政府补助变成自己主动

地去创造、奋斗,心甘情愿地去劳动、去努力而达到脱贫的状态。第三,产业脱贫、多重的扶贫政策以及风险控制。利用云南少

数民族地区的独特优势,发展特色产业,面对众多的贫困家庭,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是否按时还款,是否有能力还款等坏账风

险,“可持续扶贫”亦能考虑到此风险的存在,在政策的制定方面更加完善,考虑更切合实际,更加有利于脱贫。在脱贫过程中引

入大数据,“互联网+”等以便更高效的持续的脱贫。第四,对金融监管机制的完善与加强。任何政策都离不开一套健全的监管机

制,对金融监管的加强是金融机构正常运行的保障。 

综上所述,金融支持视角下可持续脱贫路径四个阶段的运行是复杂的,存在脱贫又返贫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第二阶段的脱

贫是不彻底的,只有化“输血式脱贫”为“造血式脱贫”,化“传统脱贫”为“可持续脱贫”,在金融支持的相关政策下,各个方

面得以提升、改善,最终才能达到真正的可持续脱贫的状态。 

四、案例分析 

云南省昭通市 ZX县 SS乡 XSH村,位于偏远山区,属于国家级贫困村,该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村民生活水平无保障,基础

设施非常薄弱,几乎无完整的道路,多处地震带、泥石流并发地势,遇到雨雪天气便无法通车,交通情况十分恶劣。村民用水也存

在很大的隐患,饮用水安全问题迫在眉睫。信息闭塞,互联网没有在此地区发展。村内房屋几乎都是用茅草、树枝和泥土搭建,夏

天漏雨冬天钻风,大多数住房等级被鉴定为 C、D 级危房,村中无核心发展产业,当地居民以种植苤菜为生,收入来源单一,并且受

到多变的天气以及闭塞的市场信息的影响,家中普遍收入无保障。在精准扶贫大政策下,几乎家家都是建档立卡户,在当地政府直

接给予资金支持和实物支持等措施之后,村子的面貌变化很大,修缮了入村马路,村民住房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扶贫工作有了

一定的成效,但是随后却存在着严重的返贫现象;在可持续金融政策支持下,不仅实现了脱贫,返贫现象也少有发生,整体走上了

可持续脱贫道路,具体过程如下: 

在传统的脱贫阶段,该村的脱贫方式主要是以一般的财政资金投入以及政策方面的支持。当村干部向当地符合易地搬迁条件

的家庭说明精准扶贫中的异地搬迁政策,在政府出资、干部跑腿、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下,村民被集中安置到设施安全、方便的

环境中时,在“叶落归根”“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山庄土窝”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再加之新的居住地址不方便自家的苤菜种植,

很多村民却不愿意搬迁。除了安置易地搬迁政策,当地政府以及相关工作干部还对挂钩帮扶的人员给予经济上的直接帮扶,给他

们分发了猪仔、牛犊等养殖,派发了种植烤烟、玛咖等作物的种子。在政府相关机构进行脱贫验收的时候,由于当地政府给予部

分村民低保户的享受,2016年苤菜大丰收,加上帮扶人员给予经济上的救援,达到人均收入 2950元的标准,成功脱贫。 

在返贫阶段,也就是在第二年,由于许多家庭孩子入学,家中老人病情严重,加之封建思想和对医疗知识的欠缺,返贫严重。临

近春节时,几乎所有的村民选择把两只养大的猪仔给宰了,以改善伙食,有的猪仔在养育过程中由于流行病被传染死亡,有的家庭

由于管理不善,牛犊得病死亡的情况突出。而这些被吃掉的猪也认作出栏计入当年家庭收入,这无疑给家庭的经济加重了负担,加

上村民对金融机构的相关帮扶项目零认知,对金融贷款等政策的盲目,完全不能利用相关的资金支持,导致该村家庭返贫现象严

重。 

在可持续脱贫阶段,当地政府又继续给予帮扶,主要采取思想的疏导以及专项资金的帮扶,在当地定期举办养殖技能培训班,

大部分村民同意采用工作人员指导的方法,接受小额贷款异地搬迁的政策,种植方面也主动参与学习,慢慢地村民思想发生了变

化,对种植苤菜、烤烟等相关技术也逐渐接受,在村委会干部的协助下,对于村民而言,降低了贷款的门槛,对于如农村信用社、农

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随着其风险机制及监管制度的逐渐完善,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档立卡户建立借贷合同的风险也逐渐降低。在

脱贫政策下,参与到金融机构的金融专项贷款资金相比贫困阶段增加了 10户左右,成功获取贷款 1～5万元不等,贷款资金额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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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 28.76%。如该村村民李某,积极参与当地政府组织的养殖技能培训班,在扶贫工作人员的多次思想工作之后,选择与农村信

用社合作,并且贷款金融专项资金 4 万元整,李某利用这些钱的修理并且扩建了养猪场,从之前的 5 头幼猪扩大 6 倍规模达到 35

头幼猪,并且在饲养过程中加强了对猪的管理,幼猪的发病率降低了 80%,存活率增加了 30%,当年李某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76%,达到脱贫的标准。整体而言,从资金的来源、养殖的技术、销售的渠道以及规模的继续发展等环节已经逐渐形成一个较为完

善的产业链条,对于村民脱贫致富有着重要意义。家庭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经济收入也逐渐在稳定中增长,能够在下一次的脱贫

验收工作中,顺利通过脱贫验收,真正做到可持续脱贫。 

五、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脱贫可持续发展对策 

(一)加大对金融专项扶贫资金投入 

金融扶贫过程中,政府应与有关研究机构协同研究,根据各个连片贫困地区的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政府、研究机构、金

融部门应该加快探索并建立高效的金融扶贫对象瞄准工具和筛选机制的步伐。同时进一步建全相关机制,对已脱贫人群继续给予

金融支持,从而更加合理地配置金融资源,扩大金融扶贫的广度和深度,防止金融扶贫目标发生偏移,使金融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连片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普遍较差,各个贫困县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贫困区域的财政投入有限,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加大

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连片贫困地区金融资源普遍稀缺,这就要求政府在加大对连片贫困地区金融扶持的同时,还应降低当地

的金融扶贫成本,通过财政贴息、风险分担等方式来撬动信贷资金的再投入,最大化利用好信贷资金。 

(二)加强少数民族贫困人口金融脱贫意识 

一般贫困村自然条件比较差,交通不便,互联网的接入使用发展缓慢,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新的脱贫致富不能只停留在

宣传标语和口头形式上,必须深入贫困群众的内心,建立群众响应的观念,并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要带动贫困群众不能只看到

贫穷落后、条件不利的一面,也要坚定脱贫的自信心。同时引导他们摒弃保守的思想、陈旧的观念,带领他们改良传统的生活方

式和生产模式,培训他们接受新事物、新知识,提高脱贫的主观意识。 

(三)推行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建立风险机制 

运用“互联网+”发挥普惠金融优势。随着“互联网+”的概念深入现代人的生活,一些传统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普惠金融也迎来巨大的发展良机。在我国的连片贫困地区有着巨大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市场,同时一些地区又处于革命老区和自然

保护区,这些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互联网在贫困地区的普及能够更好地实现普惠金融在贫困地区的发展。通过打造智慧

型村庄,带动当地发挥各自优势,促进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的发展,从而为连片贫困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思路。 

(四)完善金融脱贫监管机制 

目前我国缺乏完备的金融扶贫法律体系,特别是针对连片贫困地区的金融扶贫法律处于空白状态,扶贫资金的导入、使用以

及退出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得不到法律的有效解决,造成一些地区扶贫项目的开展止步不前。金融扶贫缺乏制度规范,特别是

针对扶贫过程出现的纠纷无法用专门的法律解决,我国可以尝试制定专门针对金融扶贫这一特殊领域的扶贫法律法规,明确各个

扶贫主体的权利和职责,从制度上保障扶贫资金顺利实现预期的目标。此外,金融监管部门也要对连片贫困地区给予差别化的利

率差价以及差别存款准备金等政策性金融支持,降低贫困群体的融资成本,弥补金融扶贫开发的高风险溢价,缓释和转移政策性

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 

在金融扶贫过程中,金融供给者之间会因为竞争产生金融排斥现象,服务很难惠及到广大的农村偏远地区。此外,金融供给者

市场定位的客户群体大多是小微客户,这些客户的金融需求会有很大的差异,可以通过建立一套有效保障农村信贷融资实现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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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机制来实现贫困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现阶段,我国在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在我国连片贫困地区也有着巨大

的创业需求,过剩的劳动力如果能在当地实现就地就业,不仅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可以极大缓解我国一些城市出现

的城市病,尽管我国有专门的扶贫基金项目,但是对于连片贫困地区这一产业发展相似度较高的地区而言,缺少有针对性的帮扶

措施,建议组建创业扶贫基金,惠及更多拥有脱贫致富梦想的贫困人口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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