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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研究 

——来自大湘西地区 4个村的调查分析 

陈瑾 符于晨 聂晴 廖乾超 王恩民 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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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 商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随着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深入，“精准扶贫”在帮助贫苦户快速脱贫致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而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通过对湖南省湘

西州、怀化市等地精准扶贫中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进行实地调研，分析其产生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为我国其他贫

困地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可鉴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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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多形式、多渠道的开展扶贫工作，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发展为杠杆，以带领村民实现脱贫致富

为主要目标。多年的努力使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扶贫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但由于存在城乡发展不协调，地区经济

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绝对贫困现象仍然是中国当前社会的一个重要难题。产业扶贫是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内容包

括农林产业扶贫、电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科技扶贫，目的在于促进贫困个体（家庭）与贫困区域协同发展，根植发展基因，

激活发展动力，增加资本积累能力。有效的产业扶贫能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改善群众生活品质，促进贫困户就近

就业，提升人力资本，使其积极参与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同时完善贫困村的产业链。湖南湘西地区位于武陵山贫困片区，

为国家精准扶贫的关注重点，地形崎岖，交通极其不便，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湘东、湘中地区。此次调查，我们选取了怀化市

芷江侗族自治县下的金厂坪村、小鱼溪村、木叶溪村、三道坑村四个村落，其贫困人数约占总人数的 1/5，贫困发生率较高，为

典型的贫困村，对其产业扶贫的研究具有代表意义。 

2 产业扶贫所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2.1资金投入盲目，产品定位偏差 

政府未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事先未做风险管理预测，照搬其它地区扶贫产业应用到本村，后期发展风险较大。以湖南省 X

县金 X 坪村为例，资金投入的盲目性与局限性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产量、品质、销量三方面。该地地处深山，交通不便，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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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薄弱。此外，许多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留守老人、小孩居多，生产经营能力较低。该地照搬其他

地区的产业模式，发展了多类产业，且这些产业间相互影响，要求有强大的资金与技术力量支撑，但该地实际情况却是本身劳

动力少，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人才与技术缺乏。以上这些产业的发展没有考虑到金 X 坪村的各种实际情况，从而使定

位的产业模式在该地区未发展起来，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力小。 

2.2销售渠道单一，产业链不完善 

一个好的扶贫产业发展不仅要依靠产品的生产、供应，还包括产品之后的加工、销售。在我们考察的湖南省某县的连片特

困区中，我们发现，贫困村中发展的种植业、养殖业成效不高，收益不好。且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无人问津，回报率低下，使贫

困户越扶越贫。这是由于大部分贫困村都把重点放在了生产产品，而忽略了后期的产品加工与销售，产品大量生产而没有销售

渠道，导致产品大量滞销。从干部的扶贫工作上来说，管理层既没有联系对口的公司、集团直接收购；也没有创建有效的电商

平台进行宣传、推广、销售。从村民来说，村民文化程度低，不会利用网络推销自己的产品。产品生产出来销售不出去，产业

链断层现象严重。生产成本与收益不能成正比，产业扶贫的矛盾日益增长，进而农村扶贫的压力越来越大，产业扶贫无法从根

本上解决贫困户的贫困问题。 

2.3贫困户参与少，脱贫意识保守 

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形成两大矛盾阶层，少数贫困户在政策优待中养成懒惰的不良习惯，村委宣扬上进并树立典范，但并未

批评懒散行为，针对扶贫资金的分配结果，非贫困户易产生排挤心理，不利于团结集体力量共同发展产业。贫困户认为产业扶

贫只是政府政策的下达，无论实施后是否达到预期效果，都有政府的庇佑，并未将切身利益联系起来。贫困户中多为留守老人

及小孩，拥有劳动力人群的文化程度 80%都是在初中及以下，“等、靠、要”的思想普遍存在，村委有意搭建电商平台，却受限

于技术水平，政府提供的相关培训，农户常常因听不懂专业术语，学习积极性低，无法掌握到科学的种植、养殖技术。习总书

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弱鸟先飞”，贫困群众首先要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村

干部需先从精神上充实贫困群众，扶贫工作不是政府和扶贫干部的“一厢情愿”，既需要扶贫干部有所作为，更需要贫困群众

同舟共济，齐心协力。 

2.4村干部素质低，引导能力不足 

在当前的农村干部选举中，能当选村干部的，都不是专业的治理人才，扶贫干部亦是从政府分配下来，他们的学历水平、

年龄结构、专业性知识、治理手段等都很难满足扶贫工作灵活性的要求。在我们调查走访的很多贫困村中，村干部大多数都是

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他们只是照搬国家政策，依赖农村中的传统规范，仅照着自己的意志办事，未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扶贫工

作，整个过程贫困户都较为被动，以致于在产业模式选择及后续的整个过程中村干部和扶贫干部的主要工作分别是决定产业类

型、帮助贫困户解决产业成果的销售问题，二者都不曾引导贫困户选择适合自身的产业模式，也未曾考虑到选择该产业的影响

因素及效果，从而导致对贫困户的产业选择及后续发展的引导作用极弱，贫困户的产业经济效应低。 

3 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3.1综合应用资源，因地制宜开发 

通过深入探讨、挖掘当地农村发展特点和地方特色资源，分析和整合资源特色，按照“精准扶贫”要求，创造具有特色的

个性化产业。各级政府在实施扶贫工作中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鼓励农民正确、科学地发展特色产业，充分发挥

特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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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怀化市芷江县金 X 坪村结合本村实际情况，发展绿壳鸡蛋、红心猕猴桃、荷花养鱼等适合本村的特色产业，极大地

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帮助下，每一个村民都能根据自己的特点找到致富之路。 

3.2建立电商平台，完善产业链条 

注重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和培训。设立专项基金，为当地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管理者提供免

费的电子商务知识培训。同时，可以整合政府、企业、高职院校等资源，通过政府采购服务的方式进行电子商务知识培训。引

进电子商务企业、电子商务人才、管理机构和中介组织，大力推行电子商务服务机构的系统化、规模化建设。推进农产品标准

化管理，完善农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着力于农产品品牌建设和品牌推广，打造出有本村特色的农产

品品牌。提高“电子商务+农产品”网络销售的普及度，进而推动产业扶贫项目的开展。 

3.3加强扶贫攻坚，拆除依赖思想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想彻底与贫困斗争，战胜贫困，只有通过精神扶贫才能彻底根除。政府与社会应实现贫困户精神上

的帮扶，激发贫困群众致富的信心和创业的热情，帮助贫困群众建立起脱贫致富的信心和能力。想要实现精神扶贫，必须把“治

愚”与“扶智”结合起来，既要让贫困群众“站起来”，又能够让他们在脱贫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还需改变贫困的“底层封闭，

一代又一代”的局面，从根本上切断贫困的“代际传播”。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根本途径，物质贫困的缓解虽然可以长期

解决贫困问题，但精神贫困的缓解才能长期有效。因此，政府不仅要加大物质支持，还要加快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组织有针对性的村民喜欢的文化娱乐活动，引导贫困群众学习技术，寻找出路，用自己的双手脱掉贫困帽。 

3.4提高干部素质，引导农户参与 

扶贫干部是扶贫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村干部是扶贫政策的辅助者，二者的工作内容繁杂，面对的都是广大贫困群众，因此

提升干部素质刻不容缓。村干部和扶贫干部自身需要加强有关扶贫政策理论学习，结合贫困户具体情况付诸于实践。同时改变

自身思维方式，深入农户内心，站在贫困户的角度思考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怎么才能从根本上帮助他们脱贫致富，按照“缺

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学什么”，“强什么，干什么”的原则对贫困户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 

与此同时，对农户授之以“渔”。在扶贫开展过程中，对农户进行培训，通过“雨露计划”、劳动技能培训、农业实用技

术培训、“贫困农户一户一人培训计划”等各种培训资源的融合落实，不断提升农户的科学素质和专业技能。引导他们对扶贫

工作开展的积极性，从而主动参与到产业扶贫的工作中来，共同商讨扶贫产业模式的选择及后续发展。（指导老师：吴雄周） 

参考文献： 

[1]常辰晖，郑屹.产业精准扶贫价值链构建及其管理研究[J].价值工程，2018,37(30):104-105. 

[2]陈庆辉，罗云.产业扶贫对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效果研究——以广西河池市核桃产业为例[J].当代经济，2018 

(17):18-21. 

[3]沈世华，彭献军，段瑞，等.科技引领创新产业助力扶贫——杂交构树扶贫工程在山东菏泽的成效与启示[J].中国科学

院院刊，2018,33(09):979-986+886. 

[4]李博，左停.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 Y 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J].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42(04):66-73+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