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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区消费扶贫中供给端问题研究 

——以 M、X两县为例 

杜聿昊 廖慧 王艳 常远
1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225) 

【摘 要】：消费扶贫是连接广大消费市场和贫困地区的有效扶贫模式之一。为提高凉山彝区农产品供给端市场

竞争力,进而改善凉山彝区的贫困现状。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法和问卷法采集数据,以消费扶贫为落脚点,通过对 M 县

与 X县的消费扶贫政策实施现状的研究,探究凉山彝区消费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且对破解难题的路径进行了

初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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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务院办公厅在其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

指出,消费扶贫是指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是社会

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强对消费扶贫的研究有助于实现 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有助于为贫困地区的

产业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产业持续发展;有助于消费扶贫在基层扶贫工作中发挥积极价值。 

本文着眼于消费扶贫供给端,通过对 M 县与 X 县的消费扶贫政策实施现状的研究,探究凉山彝区消费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并对其解决路径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1 现状分析 

1.1研究现状 

《意见》发布以来,学术界对于消费扶贫的研究方兴未艾。在消费扶贫相关理论和经验总结上,有学者分析消费扶贫赋能脱

贫攻坚的内在机理,提出实现路径;有学者提出应当树立“先有需求,后有生产”的经营观念,从供需两方面提出实现消费扶贫的

优化路径;有学者总结各地消费扶贫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有学者提出应当促进消费扶贫与生态扶贫协同对接,

突破“贫困陷阱”。在实现手段方面,有学者认为应当发挥商业银行的积极作用,促进消费扶贫;有学者认为应当构建“一站式”

电商平台实现供需对接,将扶贫与消费、扶贫与商业逻辑深度结合,为扶贫赋能。以上研究方向普遍偏重于需求端,着力于如何通

过增加需求促进消费扶贫的实现,而对如何提升供给端尤其是民族地区产品竞争力的问题不够重视,缺乏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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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实践现状 

《意见》出台至今,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针对彝区的消费扶贫工作出台了包括产业发展、人才支持等在内的诸多支持政策,

促进消费扶贫发挥积极作用。凉山彝区消费扶贫目前采取的主要模式包括:预算单位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的政府采购模式;政

府主导建立消费扶贫交易市场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模式;各类企业销售扶贫产品的市场主体参与模式;中国社会扶贫网销售模式

等。 

彝区的扶贫产品主要依托政府预算、爱心企业采购、网络扶贫平台进行销售。短期来看,“公益式”消费有助于提升彝区扶

贫产品的销售量,但消费扶贫的可持续性不可能仅依托于社会各界的公益心,更应当依托于彝区农产品自身的竞争力。同一农产

品就售价来看,部分网络扶贫平台的售价要略高于淘宝等主流电商平台的售价;同一品种、品质的农产品,彝区的农产品品牌不突

出,自身特色缺失,可见彝区消费扶贫的供给端存在诸多问题。 

2 问题分析 

接下来,笔者将从规模化程度、专业化水平、抗风险能力以及销售市场和销售途径四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2.1规模化程度较低 

消费扶贫开展的前提在于贫困地区可提供大宗的、满足市场需求的农产品。而目前来看,低层次的平面垦殖为彝区贫困地区

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以 X 县和 M 县为代表的部分凉山彝区个体农户所拥有的可供耕作的土地面积有限,资本存量有限,作物种

植规模有限,牲畜饲养数量有限,多重因素的交织导致了农产品规模化程度较低。 

一是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凉山州地貌复杂多样,地表起伏大,地形崎岖,高低悬殊,山地占凉山州总面积的 80%以上,便于开

展大规模农业活动的冲击平原、宽谷仅占总面积的 10%左右,凉山最高海拔 5958 米,最低海拔仅为 325 米,最大落差达 5600 米,

气候类型复杂,以 X县为代表的部分贫困地区便位处深山,地块破碎,农业用地分散。此外,部分县内无大型河流,缺乏便利的灌溉

水源,上述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贫困地区农业向规模化的发展。 

二是生产文化的约束。部分彝民依旧存在封闭保守,安于现状的生活观,贱商轻利的小农思想。当地农户大多没有积累资本

扩大再生产的思想倾向,农产品的种植和牲畜的饲养在其看来仅是一种文化行为,是建立并维系其宗教信仰、社会关系网络与声

名威望的一种方式,经济利益不过是实现以上文化目的的副产品。在此文化背景下,当地个体农户的农业生产呈现出自管自销、

就地消化的特征,规模较小。 

三是青壮年劳动力不足。调查结果显示,凉山彝区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在外打工,留在村中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

而农业是第一产业,尤其是一些经济作物,需要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行劳作。 

2.2专业化水平较差 

首先是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低,目前,在 X、M两县,多数农户凭借个体积累的经验开展作物种植与牲畜养殖活动,经验主义广

泛存在于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其次是农产品储存专业化水平不足,以 M县樱桃储存为例,种植户仍以松针覆盖的方式储存滞销的

樱桃,导致储存效果较差;最后是农产品销售专业化水平不足,仅以电商水平为例,据基层反馈,各村虽都经过县政府组织的电商

专项培训,但仍未能独立操作电商运营。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缺乏相应的专业人才和技术。目前凉山彝区大多的个体农户还停留在低水平的农业生产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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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主要是依靠一代又一代农户在农作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缺乏专业人才。目前当地仅通过组织松散的农民夜校和农技员定时

短期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缺乏长期稳定的技术指导,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农户在农业生产中面临的问题。在供给端供应农产品

的过程中,仓储、物流、包装、销售这些环节除了需要专业的人才来负责以外,还需要引进相关的技术和方法。 

2.3抗风险能力较弱 

一是农产品种植中无法抵御异常天气影响,X县的花椒种植户与 M县的烟草、樱桃种植户在面对 2019年的异常天气时均遭受

了巨额亏损,据调研得知,仅 M 县这一以樱桃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行政村,受异常天气影响遭受的经济损失达 1000 余万元。二

是牲畜饲养难以抵御疫病的冲击,饲养肥猪、牛、羊的贫困户缺乏相关知识,往往不会主动与农技员沟通,一遇到疫病的冲击往往

颗粒无收,损失巨大。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一是预警机制不完善。在农产品的生产环节中,信息的超前反馈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能建立完善预警机

制,能够极大地减少由于异常天气和突发疾病带来的损失。但是目前凉山彝区的预警机制不够完善,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农户不能

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二是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较低。农业保险是对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

疫病、疾病等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提供的一种保障,可以有效抵御风险。目前农民对于农业保险的认识不足,购买欲望不强,在

发生突发状况时所有的经济损失均由自己承担,抗风险能力差。 

2.4销售市场本地化,销售途径单一 

以 X 县、M 县为例的凉山彝区存在农产品的销售市场本地化、固定化,销售渠道单一的问题。农产品的销售市场主要集中于

本县和邻县,其销售渠道以自给自足为主,辅以有限的以物易物和中间商收购。销售途径单一使得农民本身所能收获的经济利润

大打折扣,难以形成有代表性的品牌。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凉山州处在封闭山区,交通条件较差;且彝语是当地人生活中的主要语言,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当地与外界正常的商贸往来。此外,两县的农户已经对现有市场形成依赖,没有拓宽市场的倾向,再加上电商专业人

员和专业设备的欠缺,使得电商平台不能发挥其拓宽销售渠道的作用。二是在一定程度上 X、M 两县政府对特色农产品合作社的

引导不足,农民主要依靠自身进行销售,所获得的收益与付出成本相差无几,不能实现农产品最大经济价值。且本地化市场导致当

地农产品缺少竞争,使得农户满足于当前的品质而不注重进一步提升,难以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从而进一步将消费市场固定在

本地,不利于拓展市场。此外对于资金和专业的销售人员的欠缺也是目前市场固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3 路径思考 

成本、质量和营销能力是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目前,凉山彝区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差导

致其生产成本偏高;专业化水平不足使其产品品质参差不齐;专业营销人才的缺乏、单一的销售渠道,固化的市场导致其产品营销

能力不足,品牌知名度低。在以上因素地综合作用下,凉山彝区农产品竞争力严重不足。受政策及公益观念影响,消费者往往以较

高的价格购入竞争力不足的消费扶贫产品,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缓解农产品的销售及扶贫的问题,但根据“经济人”假设,

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消费者对于溢价农产品的需求必定不是长期的。综上所述,提升供给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刻不容缓。 

而通过对 M、X 两县消费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农产品供应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可以总结得出提升供给端竞争力主要在于提

高农产品生产、存储、运输以及销售四个环节的运作效率。具体来说,针对农产品的生产环节要提高农产品的专业化水平和规模

化水平、提高农产品的抗风险能力;储存环节必须进行有效且低成本的存储;运输环节需要提供更方便快捷的运输;在销售环节更

好地发挥电商平台的作用来进行销售、扩大农产品的销售市场等等,这其中不仅需要政府和当地农户的努力,更需要广大社会力

量的支持,从而促进供给端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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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实现到 2020 年让 7000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既定目标,时间

紧迫、任务繁重。消费扶贫作为国家脱贫攻坚政策体系中的新元素,引入了市场机制,对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意义重大。脱贫攻

坚是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因此农村地区在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稳定长效的发展模式,实

现乡村振兴已成为时下研究热点,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发力。下一步笔者将以提升供给端市场竞争力为着手点,对如何做好消费扶

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进行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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