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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政策减贫效应的研究 

——基于广西、湖南等地的调查 

欧阳良烨 凌凡 陈巧巧 谢富 徐国添 黄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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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技大学，广西 柳州 545000） 

【摘 要】：为了研究脱贫攻坚减贫成效及存在减贫隐性问题，采用发放问卷及实地走访方式，选取广西钦州灵

山县檀圩、河池巴马县甲篆、湖南邵东县周官桥乡等典型乡村为调研地，侧重了解现行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的

减贫实效及可能存在的隐性问题。结果表明：由于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调研地的教育医疗保障政策推进成效高，

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落实有力，且扶贫干部的工作绩效高；但存在政策落实的精准性有待提高、扶贫宣传工作需切实

开展、返贫问题仍待有力解决等隐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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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研地及调研方式 

本次调研地檀圩镇、巴盘屯、胜利村分别位于广西钦州灵山县、河池巴马县及湖南邵东周官桥乡。其中灵山县于 2018年被

农业农村部推介为第一批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巴马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有丰富的自然遗迹和优美的生态景观，荣获 2020

年乡村振兴传播影响力县区第 123名；周官桥乡近年经济增速明显，工业园区蓬勃发展，更是大力发展种养业、精品果木基地等

生态农业，取得丰硕成果。本次调研采用在线收集调查问卷、线下实地走访的方式进行，走访期间多采用录音、信息编辑等形式

留存信息，保证了调研信息的真实性。派往实地走访的调查人员均为在校大学生，且有专业老师指导，确保了调研活动的规范

性。此次在线问卷共回收 273份有效问卷，线下调查范围覆盖三处调研地的各村各户，提高了调研结果的可靠性。 

2 群众对脱贫攻坚政策带来的实效的反馈 

2.1教育、医疗保障在政策下的优化整改 

2.1.1教育扶贫政策基础工作较完善 

我国日益重视教育扶贫领域的项目发展，实施一系列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在国内的多个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实现了国内基

础教育转型与教育扶贫发展[1]。受访者表示在国家教育助学金、雨露计划、低保金、特殊贫困可免除学杂费等“教育补助”政策

的落实下，教育保障的有效性明显，增强了脱贫的信心与能力。调查发现享受国家助学金和建档立卡贫困子女免除学杂费是贫困

群众享受补助的主要类型，各项数据与反馈都阐述了当地扶贫政策在教育教学基础工作中落实较完善，广大贫困学生受益颇多

                                                        
1作者简介：欧阳良烨(2000—)，女，广西平南人，广西科技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专业本科在读。 

基金项目：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脱贫攻坚政策减贫效应的研究——基于广西、湖南等地的调查”(编号：S202110594229) 



 

 2 

的事实。 

2.1.2医疗保障政策受众范围广 

医疗保障扶贫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之一，对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病滞贫等现象有重要作用[2]。国家精

准扶贫落实“医疗健康”政策，有效减轻了贫困家庭，尤其减轻了空巢老人的负担，提高了社会幸福感。走访了解到家庭成员重

病或残疾，皆可向政府申请残疾证或享有相关医疗补助，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有病不能医的情况。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下，

医疗保障政策受众范围广，贫困人民的幸福感提升明显。 

2.1.3教育医疗保障政策的推进成效高 

调查结果反馈出国家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良好。在教育教学医疗保障方面，很多学生表示国家助学金十分有意义。在国家扶贫

政策下，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餐，辍学学生均劝返就读，改善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环节。在医疗保障方面，国

家有“三免四救一保障”“一站式”结算等贫困人员享有的优惠政策，且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也提高到了 80%左

右
[3]
，更降低了脱贫人员因病返贫的可能性。 

2.2社会福利生活保障在政策下的优化整改 

2.2.1产业扶贫项目有效提高扶贫对象主动脱贫能力 

受访者表示：扶贫政策给予家庭最主要的益处是政府鼓励相关产业进入农村开展产业扶贫，促进家乡经济发展；政府作为中

介与农民调和，引导农民租赁土地给开发商，充分保障农民利益；灵山县荔枝园采取“在线直播+线下产业”的模式销售优质农

产品，强化推动技术体系升级，进一步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4]。有贫困户表示：得到政府专派果技人员指导，收入大大提高。

产业扶贫是推动脱贫攻坚成功的关键，各地正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途径，建立有效的产业扶贫机制[5]。其中群众对“产业扶贫让

农村脱贫的成效”的认可度高达 87.34%(图 1)，产业扶贫有效提高扶贫对象的主动脱贫能力，是攻坚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环。 

 

图 1群众对农村脱贫最有效的选择 

2.2.2危房改造措施的实施群众认可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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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危房改造是扶贫工作的有效切入点，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作机制，成效显著。胜利村受访者表示：政府通过保障性安居

工程的实施，实现危房改造，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关怀。檀圩镇受访者吐露：“危房改造”政策能有效改善居住条件，增强脱贫

攻坚的决心。危房改造工作有效解决当地住房安全问题，当地民众表示高度认可此政策。 

2.2.3社会福利制度相关政策落实有力，有效减缓了贫困程度 

国家充分考虑贫困户的生活保障问题，每年都给予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由于每地贫困程度不同，补助资金也有差异。有受

访者表示：政府补贴促进乡里实现泥瓦房向砖瓦房的转变；基础设施政策让“水泥路”变成真正的水泥路，实现“路路通”；

“美丽乡村”政策让农村环境得到优化，居民环保意识得以提高；帮扶干部在社会福利保障工作中充分发挥了扶贫精神，政策落

实有力，其有效降低了当地群众的贫困程度。 

2.3扶贫干部的工作绩效高 

扶贫干部在贫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呈现出的效果显著，居民的物质条件得到保障，学生得到教育保障并提高竞争能力，

个人获取能力得到提升；农村治安得以改善，增强人们的幸福感。较多扶贫工作者能切身投入、倾力解决群众问题；各项资助项

目基本得到大范围宣传，贫困户广泛享有资助。多数扶贫干部作风优良，工作效果明显；做实事谋发展，致力于实现全面脱贫。

极少数驻村扶贫干部形式化工作，不及时把相关扶贫项目传达至户；不敢创新，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6]。结合各调查

情况，发现群众对于扶贫干部的满意程度相对较高，政策的宣传度日渐加大，减贫效应向最大化发展。 

3 群众对后期扶贫工作隐性问题的建议 

3.1政策的精确落实需严格把控 

3.1.1如何精准扶持对象尚存“腐败”风气 

政府明令禁止“走后门”获得资助扶持，一些扶贫干部和贫困户存在腐败风气难以杜绝。有群众反映：申请低保金程序繁

琐，得不到实际性指导；与干部“亲近”便可享受资助，有官僚主义的滋生；均是扶持对象的精准度不达标的主要原因。少数群

众对脱贫攻坚政策感触略少，甚至持有怀疑态度，归根结底都是未能精准扶持对象在“作祟”。 

3.1.2精准项目安排仍需大力开展 

项目安排精准是精准扶贫之关键。危房改造、基础设施、教育补助、医疗健康、创业就业、基础设施、财政金融、特困群体、

基层党建等类型，也反映了国家扶贫项目多样、精准化。受访群众都欣喜地表达政府项目扶贫带来的益处，如政府积极鼓励产业

入村开展扶贫产业带动当地发展，失业人数减少；享有国家 240元/月的贫困补贴并获得国家专派果技人员指导，深受政府践行

“扶贫先扶智”的结果带来的帮助；有力体现了项目安排精准的重要性，需大力开展而加快减贫速度。 

3.1.3精准资金使用深受扶贫对象是否精准的影响 

不断提高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用好用足扶贫资金，狠抓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更是扶贫干部的一份责任。在扶贫资金上不少

群众表示希望津贴数额可以提高；且贫困等级的定义决定了获得扶持资金的多少，从而扶贫对象是否精准识别影响着扶贫资金

的精准分配。 

3.1.4精准措施到户存在信息滞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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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群众在精准措施到户方面对扶贫政策作出的有效评价有：“危房改造”政策，保障了住房条件；“教育补助”政策，让

无法承担学费的学子重回校园；“医疗健康”政策，有效提供医疗保障；“一对一帮扶”政策，经济与技术上的支持，大大推进

了脱贫攻坚的进程。群众发自内心的表达，体现了聚焦措施到户精准的必要性。 

3.1.5精准脱贫是脱贫成效的关键 

调查表明八成以上的群众认为精准扶贫政策给农村困难群体带来的帮助是比较大的；认为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关心程度及

帮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都与脱贫时间快慢密切相关；贫困户本身对脱贫的积极程度也与之不可分割。故而，脱贫成效深受各相

关部门与人员的影响；每一步的“精准”都是脱贫成效的关键。 

3.2政府扶贫工作的宣传需切实开展 

我国各级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的决策，为早日实现脱贫采取了政策宣传、入户走访、爱心募捐、健康义诊等方式展开

了“精准扶贫，携手同行”为主题的扶贫日系列活动。在调研地中入户走访宣传是群众认可度较高的形式。在扶贫地区扶贫干部

走访到户、讲解扶贫政策上力保激发贫困户自身脱贫意识，调查发现扶贫政策的宣传成效是比较可观的。 

政策宣传方面仍有突出性问题。有受访者表示未曾得到扶贫干部实质性帮扶，扶贫工作落实无“人情味”，只提供物质帮助

而忽略精神传达；甚至有群众表示向扶贫干部提出疑问和请求得不到回应。政府的扶贫宣传力度日益加大，且形式也趋于多样

化，像张贴纸质标语、悬挂过街条幅，宣传“雨露计划”“扶贫小额信贷”项目等，均是农民群众有效了解脱贫攻坚政策的有效

方式。扶贫工作者需明确帮扶初心，提高对扶贫思想的认识；政府可给予扶贫干部相应的正面激励；相关部门可改进扶贫干部考

核方式，加大培训力度；加强各扶贫干部间的交流分享，凝聚工作力；监察机关加大监察力度，严防腐败作风问题等
[7]
。 

3.3返贫问题仍需有力解决 

返贫比单纯贫困更有危害性，返贫具有一定的频发性与反复性，会给返贫户带来更大打击，使其逐渐丧失脱贫的信心。所以

解决返贫问题是脱贫攻坚中刻不容缓的任务[8]。 

综合来看，返贫问题主要涉及：一是政府政策的短期性问题：政府扶贫资金投入已有所减少，个别贫困户反映已申请不到低

保金，大大增加了生活负担。二是“数字脱贫”问题：少数扶贫干部过于重视物质投入，忽略精神脱贫，存在“政绩脱贫”现象，

出现弄虚作假和“限期脱贫”问题，“返贫”隐患大大增加
[9]
。三是农民自主积极发展问题：群众对该问题的关注度极高，可见

精神扶贫与技术扶贫的重要性(见图 2)。由于扶贫干部的形式化，存在部分贫困户“伸手要钱”安于现状的现象，一旦没有政府

救济，极有可能快速返贫。 

一是要解决政策延续性：民众对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必要性表示高度认可，政府应侧重考虑政策的延续性。二是要提高贫困

户竞争力：大家表示“教育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效果明显。贫困户拥有一技之能，或家里有孩子就读高校，能有效提高贫困户

脱贫的自信心，改善返贫情况。三是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受访农户很担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其原因多是孤寡老人大幅

度增加或劳动力缺失，成为贫困户的“弱势群体”，无法拥有自主奔向小康社会的能力。政府能够合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将有

效推进对“返贫”者的“再扶”工作。 



 

 5 

 

图 2群众对脱贫攻坚政策最担心的问题选择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显著，但仍存有隐性问题。此后，本调研小组将继续针对脱

贫攻坚中的隐性问题展开研究，持续为有效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效提供重要的现实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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