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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基建项目“精英俘获”问题与治理 

——基于湖南省 H村的个案研究 

王富国 袁雄
1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精准扶贫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必经之路，做好扶贫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乡村发展意义重大。基于对湖

南省 H村的实地调查发现，精准扶贫基建项目存在“精英俘获”问题，村内精英作为俘获主体，垄断了村里的基建

项目。研究发现，村内精英通过直接俘获、联合俘获、代理俘获、分包俘获四种方式俘获基建项目，导致了扶贫资

金浪费，加剧了村庄腐败。在“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基础、双重收益的内驱动力和法治滞后的宽松环境等共同作

用下，村庄精准扶贫基建项目“精英俘获”得以产生。治理该问题，需要完善外部监管体系、加强内部法治建设、

调动群众自主参与。 

【关键词】：精准扶贫 精英俘获 基建项目 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的提出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脱贫的基础保障，其项目

推进的顺利程度、质量好坏决定扶贫开发的后续效果。当前，精准扶贫基建项目中，广泛存在“精英俘获”现象，精英们通过

非正式方式俘获基建项目，这种俘获违背合法流程，项目进度、工程质量等无法把控，导致结果低于预期，扶贫资源利用低效。 

学界对于“精英俘获”的研究最早可以溯源到奥尔森等人的“利益集团俘获”范式。在发展领域，精英俘获指的是本应该

惠及大众的资源被少数群体（常常是政治或经济上有权力的集团）占有，从而导致在政治和经济上权力较弱的集团的利益受到

损害的现象。 

精英俘获已被有关研究者证实是导致项目无效的最主要原因。作为体制精英、经济精英、社会精英的精英联盟在俘获村庄

公共资源中起了垄断性作用。陈亮和谢琦对精英俘获进行了类型学分析。胡联等人发现精英俘获不仅导致公共资源损失和本应

收益的弱势群体受损而且会破坏地区治理秩序，造成社会和政治后果。刘升从制度、结构和文化分析了精英俘获产生的社会基

础，李祖佩，曹晋认为国家治理转型导致的村庄“权利真空”、乡村治理的“不出事”逻辑和乡村社会日益扩大的舆论容忍等

成因促成了精英俘获。 

为了规避“精英俘获”问题，研究者探讨了加强外部监督、注重民主参与、完善制度设计等治理手段。综述发现，“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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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获”的“在地化”研究较少，缺少对精英俘获方式的分类考察，村内精英如何俘获精准扶贫基建项目的个案研究尚处在起步

阶段。 

本文选取湖南省 H村作为研究个案，利用驻村扶贫工作期间的田野观察来考察村内精英如何俘获下沉到村的基础设施项目，

运用社会学视角探究精英俘获方式与后果，分析其形成背景，探讨治理路径，以求推进精英俘获研究的本土化发展。 

2 田野素描与 H 村基础设施项目情况介绍 

H 村位于湘西山区，全村户籍 431 户，共 1348 人，其中 98户贫困户，是深度贫困村，全村 17 个村民小组分布零散，基础

设施非常落后。2018 年 H 村成为省厅重点帮扶村，扶贫工作队根据村里实际情况与诉求，为 H 村争取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

设。2018—2020村基建项目情况为：2018年村组垃圾池，8万元，村干部组织施工；2018年灌溉水渠，64万元，武某、向某承

包；2018 年扶贫车间，100 万元，武某、向某承包；2019 年村组公路三条，140 万元，县 Q 公司承包，武某、向某分包施工；

2019 年村幼儿园，110 万元，县 T 公司承包、施工；2019 年配套用房，35 万元，武某承包；2020 年主基路护坡及绿化，10 万

元，村干部组织施工；2020年主基路修复、拓展，26万元，镇 TH中标武某、向某实际施工；2020年路灯工程，26万元，村干

部组织施工；2020年金晏组组通公路，30万元，镇 ZX中标武某、向某实际施工；2020年机耕道，32万元，向某承包；2020年

村民入户道路，60万元，农户自主参与。 

以上项目除了村幼儿园项目，基本由村内精英承包或施工。H 村精英包括村干部、经济能人向某与转型混混武某。2018 年

扶贫工作队驻村，村支书领着武某同工作队见面，说项目给谁做都是做，不如让村里人做，力推武某承接项目。工作队听取了

村支书的建议，允许其参与。武某由于刚刚转型，资金和技术尚不雄厚，所以同村里的向某合伙成立了项目同盟，开始俘获村

里大量基建项目。 

2020 年初，之前由村内精英俘获的一些项目出现质量问题，引起了部分村民的不满，工作队高度重视，找质检部门检测，

发现由村内精英建设的部分项目存在质量问题。之后，工作队开始在项目建设中排斥村内精英武某、向某，采取了严格招标流

程、严审承包资质、加强村监理事会监督等措施，但结果令人意外，武某、向某仍然俘获了村里项目的实际施工权。村域范围

内，“精英俘获”具备多种方式，具有深刻的形成背景，影响着乡村发展的长远利益。 

3 精英俘获方式与后果呈现 

3.1精英俘获方式 

按照村内精英俘获项目的主体特征和复杂程度两个维度将精英俘获方式分为直接俘获、联合俘获、代理俘获、分包俘获四

种类型。 

3.1.1直接俘获。 

精英直接承接项目，成为项目的组织施工人或者承包人，主导整个项目的施工建设。小型基建项目或者技术要求低、施工

难度，村干部直接俘获后组织他人施工，例如基建项目村组垃圾池、路灯工程、主基路护坡及绿化等项目。村内进行招标的需

要施工资质、技术要求较高、施工难度较大的中型项目，经济能人或者转型“混混”有能力直接俘获，例如配套用房、机耕道

项目。 

3.1.2联合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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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大型项目施工难度较高、资金占用较大、建设周期较长，而且还涉及征地协商和补偿等问题，项目建设较为复杂，

村内精英需要合作才能够顺利完成，这样的项目村内精英会通过联合俘获方式获取，例如灌溉水渠、扶贫车间、村卫生室项目。 

3.1.3代理俘获。 

村内精英无法参与招标的项目，他们会去村外找符合条件的代理人参加招标，中标后代理人与村内精英进行利益分成，实

际上的项目建设仍然是村内精英进行施工。例如主基路修复和金晏组组通公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俘获，当时驻村工作队向村委

表示要引入其他施工方以保证项目质量，结果发生了代理俘获。 

3.1.4分包俘获。 

有些项目是县级统筹管理的，立项、招标全部在县里完成，村内精英无法参与，但是村内精英会去找中标公司，把建设项

目分包过来进行施工建设，这种方式称作分包俘获。例如村幼儿园是超过百万的大型项目，由县教育局主导，招标在县里进行，

村内精英无法承包，但是，施工环节还是落在村里，仍然是村里说了算，村内精英通过分包俘获，赚二道手。承包公司也不愿

意讨麻烦，直接交给村里人做。 

3.2后果呈现 

3.2.1扶贫资金浪费。 

村内精英基本垄断了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从验收结果来看，垃圾池表皮脱落，村组公路水泥强度不达标，扶贫车间

和配套用房存在缺陷，这些项目在村内精英的手上施工建设，质量关过不了，预计不出几年，一些项目可能因为质量问题又需

要资金投入，导致扶贫资金浪费，严重降低了扶贫资源的预期效果，降低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3.2.2村庄政治腐败。 

村内精英俘获的发生与村干部紧密联系，基于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构成了村内精英结盟的基础性条件，村干部会因个人经

济利益帮助村内其他精英进行项目的直接俘获或者联合俘获，此过程中会滋生腐败问题，正如陈亮和谢琦基于 H 省 L 县“组组

通工程”个案研究中发现：基层政府及其代理人利用其执行的权利空间，逐渐将一些公共项目、工程异化为向各种优势身份倾

斜的“私人项目、工程”，甚至带着“以权谋私”的目的。村庄政治腐败的另一种形式是形成了“政治排斥”，村内精英在项

目建设中结盟，内部网络关系不断的固化，对普通村民形成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不仅无法参与村庄项目建设，更加难

以参与村庄政治。 

3.3形成背景 

3.3.1差序格局：村内精英俘获基建项目的社会关系基础。 

中国的农村是乡土的社会，村民们相互熟悉、关系紧密，社会结构、人际关系逻辑呈现出“差序格局”特点。扶贫工作队

作为外来行政力量，进村开展工作实现了“外来嵌入”，而深入了解民情，搞好村内干群关系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项目的

推动以村里为主，在组织实施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项目信息传导、项目招标、工程施工的差序格局现象，这些差序格局现象的发

生具有牢固的乡村社会关系基础。 

当村里决定建设一个项目，最先获取信息的就是项目的决策者：工作队和村干部，然后信息由村干部传递到村内精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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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到普通村民或村外人那里。信息的准确度和真实性在从圈层中心向外传导的过程中会逐渐地递减。这里要解释的是，工作

队也是项目信息传导的第一层，但往往因为身份不便而放弃参与。因此，最先获得信息的村干部及村内精英具备了“先下手为

强”的优势。 

在项目招标过程中，因为信息传导的可控性，基本就是那些能够获得信息的承包人出现在招标现场，直接俘获不行就联合

俘获或者代理俘获，反正大家都熟，不管谁中标大家都能参与项目建设，圈层外的人被排斥。 

3.3.2双重收益：村内精英俘获基建项目的内驱动力。 

项目建设中的利益是村内精英各施所能，俘获项目的内驱动力。这种利益收获是双重的。基建项目金额较大，经济收益非

常可观。除此之外，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关系民生，完成群众日益期盼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能额外获得名誉收益，这是双重收益。 

三十万元以下的小项目可走先建设后报账的程序，立项、招标程序审查不严，资金投入相对不大，施工难度小，村干部就

能够组织施工。项目建设赚多赚少是一回事，当垃圾池修好、灌溉水渠修通、路灯装好，村民们口口称赞，这便是“政绩”和

“面子”，这驱使村干部直接俘获。 

大型项目利润更大，驱使村内精英积极行动。基于收益分成规则，经济精英与转型“混混”甚至村干部紧密联合，通过内

部信息共享、熟人走招标过场、潜在暴力威胁等手段联合俘获拿下建设项目，达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现实生活中，贫困地区乡镇、村一级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有限，人们能够增收的行当和渠道很少，扶贫开发引入的大量基

建项目成为了当地精英最垂涎的“香饽饽”，驱动精英俘获。 

3.3.3法治滞后：村内精英俘获基建项目的宽松环境。 

税改后，乡村法治发展仍然滞后，这给村庄精英们提供了俘获土壤。村民对于精英俘获的认识也滞后，认为精英们获利是

“他们有本事”，村庄公共舆论对精英行为有着日益扩大的容忍度和接受度。 

在存在项目质量不达标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可以在后续项目承包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治监管缺位。村庄环境对于精

英们是宽松的，以转型“混混”为代表的精英会通过暴力威胁排斥外来人员入村开展项目建设。功能附属房项目因验收质量欠

佳，其内部的装饰项目则由一位外村张姓老板承包，张老板入村施工的第一天就被武某拦住，威胁说质量随便搞搞，不要不识

趣。张老板的装饰工程完成得很好，扶贫工作队邀请其参与后续的项目建设，但是张老板表示为难，放弃参与。 

部分项目的流程监管缺位。为了赶工期，默许项目先动工再补齐相关手续是常态，这为精英俘获提供了条件。维稳压力下，

镇政府于村里的事务不愿过多干预，项目建设的问题只要不出现违法犯罪情况，镇政府一般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村干部在村

内项目的精英俘获中带有利益参与也不会去真正监管项目建设。因此，精英俘获具备非常宽松的环境，缺乏约束，无人监管。 

4 基建项目“精英俘获”的治理路径 

4.1完善外部监督体系 

项目的立项、招标、施工等环节都需要进行外部监督，才能从项目流程上堵住精英俘获漏洞。监督体系需要从县扶贫办、

镇党委政府、村监理会三级重构，自上而下对入村项目进行监督管理，保障项目立项、项目实施、项目验收每一个环节都引入

三级监督，确保流程合法合规，保障项目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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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监理会要秉承项目监督与管理相分离，监理会成员尽量按片区、按村组进行分配，杜绝从一个或少数几个小组产生。 

县、镇党委政府成立基建项目监督领导小组，县级小组要定期巡查督导镇级小组，镇级小组定期入村巡查督导建设项目，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要求施工方整改。通过三级外部监督机制压缩村内精英俘获的空间，保证项目依法依规、按质按量完成。 

4.2加强村内法治建设 

当前，乡村法治观念较为淡薄，在乡村，人情关系的综合运作大于法律的有效运行。村干部在农村法治建设中具有示范和

带动作用，但一些村干部却参与了精英俘获中的非法“合谋”，形成了负面效应。 

县、镇一级要加强乡村法治宣传，从村干部抓起，对村内公共事务加强法制指导，对利益合谋等腐败问题加大惩处，定期

检查、及时通报，遏制违法腐败。要加强普法宣传，提升广大村民的法治观念，鼓励群众依法捍卫自身利益。 

村干部主体责任意识要强化，通过廉政教育、警示教育、腐败案例教育等开展制度化培训，增强其主体责任意识。同时，

需要细化各级干部的工作职责，避免出现“反腐盲区”下的“权力失控”行为，规范各级干部权力边界和工作开展流程。 

4.3调动群众自主参与 

乡村的建设，群众是最大的主体，要调动群众积极性，激活村民主人翁意识，促进群众自主参与项目建设中来。群众在项

目的可行性研讨、招标、施工中能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打破固化的利益分配格局，维护公共利益。 

对于涉及面较广、建设门槛较低的基础建设项目，可以尝试采取全体村民参与的模式，分包到户，按项目完成的质量进行

结项评估，保障项目的公益性和质量。H村的“村民入户路”项目建设采取了调动群众自主参与的建设模式，项目直接由每户村

民自己建设，村两委和扶贫工作队拟定一个建设标准进行补贴，农户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建设，最终近万米的入户道路顺利完

工，质量过关，村民满意度高，规避了“精英俘获”的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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