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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 

与内生发展能力研究 

——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 

田祺
1
 

（西南科技大学，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在梳理我国脱贫攻坚战役的历史演进过程和成果基础上，重点归纳总结四川民族地区（三州）的脱

贫成效，以内生发展动力为突破口，分析民族地区内生发展面临的传统思想、教育水平等问题，试图寻求内生发展

动力与巩固脱贫成果衔接机制，进一步巩固民族地区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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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

（以下简称“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2013-2019 年，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从 2 

562万人减少到 11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17.1%下降到 0.79%，脱贫攻坚取得重要成果。 

1 四川民族地区脱贫现状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四川全省上下齐心协力布局实施精准扶贫。贫困率由 2015年的

5.8%下降到 2019 年的 0.3%。2020 年 11 月 17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公告，宣布普格县、昭觉县等 7 个县退出贫困县，至此

四川贫困县全部清零，这标志着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的四川取得了关键性胜利。四川省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人

口主要聚居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三州地区）。四川省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特

别是三州地区，由于其自身经济基础薄弱、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等原因导致长期贫穷落后，“三州”民族地区在

2016 年-2020 年间贫困县占比均在 50%以上，民族地区的脱贫是四川全省脱贫的难点（表 1）。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导下，社会各界的帮扶支持下，少数民族人民的辛勤努力下，四川民族地区脱贫取得了卓越的成绩。2019 年四川省三个民族

自治州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已超过 10 000元，“三州”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经济收入显著提高 [1]。 

2 四川民族地区内生发展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省政府长期致力于贫困人口脱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脱贫攻坚成就有目共睹。虽然四川民族地区

已实现整体脱贫，消除了千百年以来绝对贫困，但由于发展基础薄弱、内生发展能力不足等诸多原因，返贫的风险仍然较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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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防止返贫、稳固脱贫成果已成为当下研究的重点。目前，民族地区返贫的因素多元化，表现形式特殊，其中内生动力不足已成

为返贫的关键问题 [2]。 

2.1过度依赖财政补贴资金实现脱贫 

为了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党中央持续加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投入，四川省委、省政府也积极配合支持增加省级专项扶

贫资金。2020 年中央和省级扶贫专项资金共投入 1 414 879 万元支持四川脱贫攻坚工作中来，其中四川“三州”民族地区共计

711 147万元，占比高达 50.26%。2019年中央和省级扶贫专项资金共计 1 575 825.1万元，其中四川“三州”民族地区共计 843

 510.1万元，占比高达 53.53%。根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住户调查数据（CHIP2018）测算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政府保障收

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12%，而在贫困家庭中占比达到了 42.38%，说明贫困人口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依赖性很高，社会保障支

出的增加对农村有重要影响 [3]。在这次脱贫攻坚战役中，四川民族贫困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自然条件等多重障碍导致持续贫困，

脱贫任务尤其严峻。正是由于党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帮扶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倾斜，才让四川民族地区顺

利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目标。但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建设上过度依赖国家的财政直接帮扶，习惯了事事有国家后盾支持，不

愿意且缺乏内生动力去巩固脱贫成果，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 

2.2民族地区人民“等靠要”思想严重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调研考察时嘱咐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脱贫致富不能等靠要，既然党的政

策好，就要努力向前跑。部分民族地区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保守、懒惰的生活方式存在较严重的

“等靠要”思想，谋求减贫和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在深度贫困地区，“一家一户”的分散经验模式仍然是农民首选的生产经营

方式，尤其是在深度贫困的农户家庭，由于阶级意识和小农意识的局限性，自给自足的分散经营体现得更为突出，追求幸福生活

的动力和能力严重不足。例如，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作为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条件恶

劣、社会发育程度低和人民受教育程度低等诸多原因，该地区长期以来获得了大量的国家和各省市的大力支持，在 2020年实现

顺利脱贫 [5]。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影响长期以来形成懒惰保守的生活方式、乡土观念浓厚以及生育观点陈腐等原因，表现出典型的

“生存性文化”，缺乏进取、竞争意识和改变生活状态的强劲动力，等靠要思想尤为突出。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凉山脱贫

攻坚，把凉山作为主战场，举全省之力综合帮扶凉山。加大财政倾斜力度，2020年中央和省级扶贫专项资金共计 461 954万元，

2019 年中央和省级扶贫专项资金共计 487 688.1 万元，这一系列持续的直接帮扶政策让凉山州人民实现了整体脱贫。但也正是

这个原因，民族地区人民存在“等”国家帮扶政策，“靠”国家直接帮扶，“要”国家直接补贴的思想，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缺

乏动力 [6]。 

2.3民族地区人民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专业技能 

近年来，我国大力扶持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人民通过各种渠道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但由于自

然地理位置偏远、社会历史条件、社会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叠加，导致民族地区人民受教育普及程度仍然较低，与国内其他非

民族地区相比更是差异巨大。四川是一个多民族大省，深知民族地区要持续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至关重要，先后采取出台

《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成立民族教育处、统筹规划和指导少数民族“双语”教学、文字教材建设和师资培

训工作等多项措施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但是成效仍然不足。2016-2018年四川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中学

教育、小学教育各层次的在校生人数持续上涨，但是增长幅度不够。同时，民族地区人民的专业技能也比较缺乏，职业教育和职

业培训力度较弱，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导致少数民族人民内生动力发展不足。 

3 内生发展动力与巩固脱贫成果的衔接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脱贫攻坚经验，发挥脱贫攻坚体制机制作用，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多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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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巩固脱贫成果。要激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激励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向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目标继续前进”。 

3.1加快解决精神贫困问题 

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向全国各族人民提出，我们的发展不仅仅是物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伴随着

我国脱贫攻坚战役的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基本摆脱了物质贫困现状，但如何实现解决精神贫困挖掘内生动力，从而

实现精神强大是当前的重点任务。民族地区的贫困户存在一定的精神被动情况，坐享国家的政策与财政的直接帮扶，坐等社会各

界的援助支持，精神上自闭保守，思维传统迂腐，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生活方式，不愿意主动学习，“等靠要”思想较严

重。因此，为了更好地巩固脱贫成果，须继续加大推进解决民族地区精神贫困问题。要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不断激发

扶贫对象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积极性，真正解决精神贫困问题，从而巩固脱贫成果。首先，要对民族地区人民注重扶志，利用地

方宣传栏、文化墙等多种平台，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正确价值观。通过“讲习所”“农民夜校”等多个渠

道组织民族地区人民学习脱贫模范事迹，基层党员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在民族地区人民中间进行一对一户的沟通和鼓励，树立

脱贫靠奋斗的信心和勇气。其次，要结合扶智教育，根据上文的数据分析得到，我国民族地区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专业技术

知识匮乏等情况。国家和地方政府要积极开办学校，大力引进教师，加大民族地区教育投入，提高民族地区适龄人口的入学率，

同时鼓励私立职业院校走到民族地区，开设专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加强对贫困人口的文化、知识与技术教育，挖掘内生动力，使

其成为有本领、懂技术、肯实干的劳动者。 

3.2分类挖掘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根据贫困户的发展能力与动力研究，可将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主要包括“能力被掩盖的动力不足”“有

发展能力的动力不足”以及“弱发展能力的动力不足”，我们需要根据三类内生动力不足的特点进行分类别类的突破和挖掘。

一是“能力被掩盖的动力不足”，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较慢，民族人口受教育程度不足，思想观念落后，整体素质较

低，满足于自给自足的低水平物质均衡状态，谋求发展的动力严重不足。这一部分民族地区群体长期受到典型“生存型文化”的

影响，将国家的扶贫工作理解为简单的“给钱送物”，完全的“靠等要”政府帮扶，却从未主动思考如何积极加入脱贫，发挥自

我价值持续发展等问题，所以这一部分民族人群的内生动力挖掘难度最大。针对这一类型人群，除了充分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正确价值观，脱贫榜样带动，以及定点帮扶鼓励支持以外，还需要政府牵引带动挖掘民族地区优势产

业，发展民族特色产业。产业发展才让人们感受到通过劳动能带来经济红利，从而建立信心发挥内生动力。二是“有发展能力的

动力不足”，民族地区这部分人群本是具备一定的发展能力，但因在发展实践中遭遇失败和挫折而表现出消极情绪或者发展信

心不足，从而对谋求后续发展呈现出动力不足。这部分人群他们已经具备发展的能力，仅因为挫败和信心不足的原因导致内生动

力不足，积极性不高。因此，针对发展奋斗的思想要给予积极的肯定，在技术上和产业发展上给予帮扶。党中央和地方政府应积

极派遣和引进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走进民族地区，带领这部分少数民族人群开拓地方特色产业，培育地方优势，利用税收等

多项政策鼓励支持大家积极发展产业，挖掘内生动力，巩固脱贫成果。三是“弱发展能力的动力不足”，民族地区这部分人群主

要表现在参与发展能力不足的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上，属于典型的能力欠缺型能力不足，需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帮扶而维持生

计。针对这一部分内生动力发展不足的群体，政府需要更多作为，在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基础上提供相应的基础条件，大家根据自

身的条件不同和发展需求加入其中，尽可能地挖掘发展可能性，发展内生动力，进而巩固脱贫成果。 

3.3建立巩固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 

伴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役的全面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要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筛查和监测易返贫致贫人口，

保证易地搬迁群众的可持续生计，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对于贫困高发点的民族地区，脱贫成果来之不

易，要格外重视其脱贫成果的巩固，对脱贫县要扶上马送一程，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继续坚持党中央的驻村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对口支援等帮扶政策，根据民族地区各地实际情况并不断完善。同时，严格落实各级政府的工作职责，压实巩固脱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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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成果的责任，建立乡村振兴与巩固脱贫成果的长效衔接机制，在发展中实现脱贫成果巩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

线。针对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党中央仍须继续加大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建设的投资，

继续推动东部在公共服务领域和技术产业优势的对口支援，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参与民族地区儿童教育发展、健康养老等领域。通

过集聚社会各方力量，帮助民族地区建立完善基础设施，引导民族地区人民走上持续发展道路，让民族人民看到经济发展带来的

红利，从而挖掘民族地区人民的内生动力，巩固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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