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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贫困是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2020 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党的领导制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通过

建立系统完备的领导责任体系、资源投入体系、扶贫监督体系和政绩考评估体系，确保真扶贫和扶真

贫；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识别体系、帮扶

体系、政策体系、社会动员体系，集中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脱贫成就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

力量，中国扶贫方略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脱贫攻坚在全球贫困治理中彰显了中国

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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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发展的首要之举。2020 年，中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

贫困问题历史性地画上了句号，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这一伟大奇迹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是对世界减贫事业的重大贡献。

一、中国脱贫彰显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

中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

（一）中国脱贫彰显了党的领导责任体系的优势

在脱贫攻坚中，责任清晰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强化扶贫开发工作领导责任

制，把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

制，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1］35为了强化政策落地，要求层层签

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

首先，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管理体制。在贫困治理体系中，

党的组织体系、政府科层体系内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党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统筹制定扶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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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大政方针，出台重大政策举措，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全国脱贫攻坚

的综合协调，通过建设大数据平台，建立部门间信息互联共享机制，完善农村贫困统计监测体系；有

关中央和国家机关按照工作职责，运用行业资源落实脱贫攻坚责任；中央纪委机关对脱贫攻坚进行

监督执纪问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扶贫领域职务犯罪进行集中整治和预防，审计署对脱贫攻坚政策

落实和资金重点项目进行跟踪审计①。省级党委和政府对扶贫开发工作负总责，抓好目标确定、项

目下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监督考核等工作；市（地）党委和政府做好上下衔接、域内协调、督促检

查工作，把精力集中在贫困县如期摘帽上；县级党委和政府承担主体责任，做好进度安排、项目落

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施等。

其次，明确“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的领导责任体制。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自上而

下统筹中央到地方各级力量的同时，明确县级党委为脱贫攻坚总指挥部；充分发挥党内民主集中制

的优势，在明确集体领导的同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强化“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健

全激励机制，明确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县县级党政正职保持稳定，干得好的可以就地提级，不能胜任

的要及时撤换，弄虚作假的要坚决问责，把深度贫困地区作为锻炼干部、选拔干部的重要平台。关

心爱护脱贫攻坚一线干部，保护和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组织领

导作用。

最后，构建全党全社会合力攻坚的帮扶责任体制。在贫困治理中，充分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政治优势，确保党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发挥核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

领导下，构筑了全党全社会扶贫的强大合力。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深入推进东西部扶

贫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军队和武警部队扶贫、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等。为了确保帮扶具有实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明

确了东西部协作中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资金支持、社会参与等五项重点工作，并围绕每

一项工作，明确帮扶方和被帮扶方各自的责任，确保各项政策部署落到实处。军队强化政治担当，

以参战的姿态和力度投身脱贫攻坚战场，定点帮扶的 4 100 个贫困村、29.3 万户贫困户、92.4 万名贫

困群众全部实现脱贫［2］；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扶贫，中央企业开展贫困革命老区“百县万村”帮扶行

动，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二）中国脱贫彰显了党的资源投入体系的优势

打赢脱贫攻坚战，首先是人的投入。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要求党委和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

“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省（区、市）、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

层层压实责任；向贫困村派出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把脱贫攻坚任务落实到“最后一公里”，不脱

贫不脱钩；把贫困地区作为锻炼、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

依据。党的十九大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

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着力解决驻村帮扶中选人不优、管理不严、作风不实、保障不力等问题，更

好发挥驻村工作队脱贫攻坚生力军作用。截止到 2020 年 3 月初，全国共派出 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

累计选派 290 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

记或驻村干部，目前在岗 91.8 万名［3］。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履行发动引导群众、激发群众内生动

力、推动各项精准扶贫政策措施落地落实等职责。与此同时，科技特派员也是脱贫攻坚战场的一支

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科技系统累计选派 28.98 万名科技特派员，实施 3.76 万项各级各

类科技项目，推广应用 5 万余项先进实用技术、新品种，为贫困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

①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2016 年 10 月 17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

2016/1017/c1001-28785562.html，2021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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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4］。

打赢脱贫攻坚战也少不了财、物的投入。脱贫攻坚的财、物投入体系主要由财政投入体系、金

融组织体系、社会资本投入体系、土地投入体系四部分构成。在财政投入方面，政府在扶贫开发的

财政投入中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大幅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积极开辟扶贫开

发的资金渠道，确保政府扶贫投入力度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构建起涵盖资金投入主体、投入工

作机制、资金精准使用等扶贫开发投入各环节的财政投入体系。2013—2017 年，中央财政安排专

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 2 822 亿元①；2016—2020 年，连续五年每年新增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00 亿

元，累计投入 5 305 亿元②，发挥了精准扶贫资金主渠道作用。在金融组织体系方面，金融扶贫资源

持续聚焦深度贫困地区，不断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扶贫产业项目、贫困村提升工程、基础设施

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建立了全面覆盖的金融组织体系。同时，发展多层次

资本市场，多样化拓宽融资渠道。2016—2020 年，通过贷款贴息、风险补偿，引导金融机构对深度

贫困地区投放扶贫小额信贷 6 000 多亿元③。此外，创新发展保险产品，提高贫困地区保险密度和深

度，实现“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县保险机构全覆盖。在土地投入体系方面，优先保障脱贫攻坚的土地

供给，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中优先保障扶贫开发用地需要，专项安排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年度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允许贫困地区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在省域范围内使用，形成了与打赢

脱贫攻坚战相适应的用地政策体系。2016—2020 年，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

调剂政策，筹资 1 896 亿元，全部用于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④。

（三）中国脱贫彰显了党的扶贫监督体系的优势

为了确保脱贫攻坚顶层设计的各项政策贯彻落实并取得实效，中央构建了完备的监督体系，对

各地各部门的脱贫政策落实情况开展督查巡查。这一监督体系主要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

织的督查巡查、民主党派监督以及社会监督三个方面组成。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根据当年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制定年度督查计划，督查内容涉及脱贫

攻坚责任落实情况，专项规划和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减贫任务完成情况以及特困群体脱贫情

况，精准识别、精准退出情况，行业扶贫、专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定点扶贫、重点扶贫项目实施、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等情况，督查结果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同时，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根据

掌握的情况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组建巡查组，不定期开展巡查工作。巡查的重点包括：干部在

落实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方面是否存在失职渎职，不作为、假作为、慢作为，贪占挪用扶贫资金，违规

安排扶贫项目，贫困识别、退出严重失实，弄虚作假搞“数字脱贫”，以及违反贫困县党政正职领导稳

定纪律要求和贫困县约束机制等。

受中央委托，2016 年 6 月起，各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口贵州、河南、广西、湖南、云南、四川、陕

西、甘肃等 8 个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中西部省（区），围绕贫困人口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精准

脱贫、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扶贫资金项目管理使用等情况，开展调查研究，通过“直通车”等形式提

出意见建议，开展民主监督，成为彰显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优势的新实践。

① 参见张雪《2013 至 2017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 2 822 亿元》，2017 年 8 月 29 日，http：//www.ce.cn/xwzx/gnsz/

gdxw/201708/29/t20170829_25502337.shtml，2021 年 1 月 15 日。

② 参见申铖《“十三五”时期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支出有力有为》，2020 年 10 月 21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10/21/c_

1126638886.htm，2021 年 1 月 15 日。

③ 任妍《财政部：全力以赴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 年 12 月 2 日，http：//finance. people. com. cn/n1/2020/1202/c1004-

31952852.html，2021 年 1 月 15 日。

④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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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主要采取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实地调查、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和听取

汇报、受理群众举报、随机访谈或者暗访等形式，适当运用第三方评估。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开展省级之间交叉督查巡查。扶贫部门加强与纪检监察、巡视、审计、财政、媒

体、社会等监督力量全方位合作，把各方面的监督结果运用到考核评估、督查巡查中，并专门设立

12317 扶贫监督举报电话，畅通渠道，接受社会监督。

（四）中国脱贫彰显了党的政绩考评体系的优势

自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以来，逐步构建起了完整系统的考核评估体系，包括考核评估

的制度框架、基本方法以及考评结果的运用，为精准脱贫提供了制度保障。

首先，构建起了考核评估的制度框架。2016 年以来，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考核评估办法，构

建了“1+2+2+1”的考核评估制度，分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关于建立贫

困退出机制的意见》，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出台的《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办法（试行）》《中央单

位定点扶贫工作考核办法（试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

检查实施办法（试行）》。此外，各地也结合实际出台了脱贫攻坚考核评估政策文件，初步形成了脱

贫攻坚考核评估体系。

其次，明确了考核的具体内容。为了确保 2020 年完成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中央出台了针对

不同情况的考核办法。《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适用于中西部 22 个省（区、

市）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的考核；《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主要针对贫困人口、贫

困村、贫困县的考核；《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办法（试行）》主要考核组织领导、人才支援、资金支持、

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和携手奔小康行动等；《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考核办法（试行）》主要考核帮扶

成效、组织领导、选派干部、督促检查、基层满意情况以及工作创新等。

再次，确定了考核评估的基本方法。一是实地考核。具体采用省际交叉检查、第三方评估、媒

体暗访、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等，充分发挥省、市、县行业扶贫和专项扶贫领域干部熟悉政策、掌握业

务、了解情况的优势，第三方评估科学抽样、定量分析的优势，媒体暗访在查找突出问题方面的优

势，以及通过资金绩效评价，查找分析影响扶贫资金使用效率、效益的主要因素和违法违纪违规问

题。二是摸清情况。通过收集行业部门专项检查、监督执纪和统计监测情况及数据，进行分析评

估。三是综合评价。在汇总整理年终考核结果和平时掌握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定性定量相结合、第

三方评估与部门数据相结合、年终考核结果与平时掌握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对各省（区、市）扶贫成

效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形成考核结果。

最后，扎实运用考评成果。2016—2020 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每年开展一次考评，

并对综合评价好的省份通报表扬，在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上给予奖励；对综合评价较差且存

在突出问题的，约谈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对综合评价一般或发现某些方面问题突出的，约谈分管负

责同志。考核结果送中央组织部，作为省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

依据。通过汇报、通报、约谈、反馈，对标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决策部署，全面查摆问题和不足，

制定整改方案，推进问题整改落实。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组织开展脱贫攻坚普查，对各地脱

贫攻坚成效进行全面检查，为党中央适时宣布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数据支撑，

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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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脱贫彰显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不断推进贫困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党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

度体系，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也得到了充分彰显。

（一）中国脱贫彰显了中国特色精准识别制度的优势

精准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核心，其前提则是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

基于扶贫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大水漫灌”问题，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湘西州

花垣县十八洞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

略，明确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1］58。“精准扶贫，就是要对扶贫对

象实现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确保扶贫资源真正

用在扶贫对象身上、真正用在贫困地区”［1］58。

扶贫必先识贫，精准识别就是要做到“扶持对象精准”，解决“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把真正的贫

困人口弄清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

建档立卡是实现精准识别的有效手段。建档立卡是一个动态过程，既是治理实现的过程，也是

治理体系完善的过程。在精准识别贫困户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比

如“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的“四看法”，“看家里摆的、身上穿

的、床上铺的、柜里放的、锅里煮的”的“五个看”①，“一评住房、二评生活、三评生产、四评劳力、五评

健康、六评教育、七评负债”的“七评法”②，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方法其实切中扶贫工作的关键，相

当大程度上破解了农户收入难以核算的问题，更便于分析致贫原因，进一步提高了扶贫、脱贫的精

准度、有效度。

（二）中国脱贫彰显了中国特色精准帮扶制度的优势

因地制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的帮扶体系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细化和深化。首先

要摸准贫困户的现实境况和脱贫需求。通过深入调查，切实明晰贫困户的致贫原因、贫困深度和程

度、脱贫需求以及贫困村的贫困人口、资源禀赋、扶贫需求等关键信息，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进行优劣

势分析，为帮扶措施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撑和信息资源。其次要创新扶贫脱贫方式，实行类型化、差

别化贫困治理。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就强

化到村到户到人精准帮扶提出十项举措③，并就加快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板提出四项举措④。

最后还要构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长效机制。打赢脱贫攻坚战，只是解决了现行标准下的贫困

问题，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但贫困问题具有长期性和动态性，需要建立健全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工作长效机制，在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同时，加快构建有利于稳定脱贫的制

度环境。为此，党中央决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5 年

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对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调

整节奏、力度、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5］。

① 参见李银、杨洪涛、李平《贵州何以减贫人数全国第一》，https：//www.sohu.com/a/332293754_120214189，2021 年 1 月 15 日。

② 参见佚名《云南精准识别贫困户：一看粮 二看房 三看有没读书郎 找准真穷拔穷根》，2015 年 11 月 25 日，http：//

news.12371.cn/2015/11/25/ARTI1448404426313728.shtml，2021 年 1 月 15 日。

③ 强化到村到户到人精准帮扶的十项举措是：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扶贫、教育脱贫、健康扶贫、农村危房

改造、综合保障性扶贫、贫困残疾人脱贫、开展扶贫扶志行动。

④ 加快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板的四项举措是：交通扶贫、水利扶贫、电力和网络扶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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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脱贫彰显了中国特色协调联动政策的优势

贫困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协调联动的脱贫攻坚政策体系是贫困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

其主要功能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聚焦“六个精准”“五个一批”①，强调脱贫攻坚各项政策的协调联动。“六个精准”“五个一

批”要求，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在政策体系设计方面的重要体现，也是根本原则。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加

快贫困人口精准脱贫的政策举措，协调联动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引导劳务输出脱贫、实施易地搬迁

脱贫、结合生态保护脱贫、加强教育脱贫、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兜底脱贫、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健全特殊人群关爱服务体系等，具体部署和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的基本方略。2016 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继续提出有关产业发展脱贫、转移就

业脱贫、易地搬迁脱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扶贫、兜底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规划，同样需要

各方面政策间的协调联动。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中

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强

调各项政策都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着力改善贫困地区的发展条件，着力解决深度

贫困地区群众的特殊困难，着力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各项政策的倾斜力度。

第二，改革创新，出台与脱贫攻坚协调配套的改革政策体系。为了保障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领域启动了多项重大配套改革举措，以全面深化改革为脱贫攻坚保

驾护航。这些改革举措直面基层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深入开展中遇到的问题，为充分释放活力，促进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精准扶贫政策内容涉及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

迁、劳务输出扶贫、交通扶贫、水利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农村危房改造、土地增减挂

钩指标、资产收益扶贫等诸多领域。由于有了一系列协调配套政策的出台，很多“老大难”问题都有

了针对性解决措施。

协调联动政策发挥效力的决定因素在于贫困治理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在农村贫困治理中，中

国建立了垂直与横向扶贫治理机制：在垂直扶贫治理方面，建立了国务院扶贫办、省级扶贫办、地市

级扶贫办、县级扶贫办和乡镇级扶贫专干五级机构抓扶贫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模式；横向扶贫治理主

要体现为中央各部委参与和协同扶贫。”［6］10各项协调联动政策执行效果有明确的考评指标，各单位

各部门职责清晰，监督到位。

（四）中国脱贫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动员体系的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中华民族也有扶

贫济困的优良传统，这些制度优势和优良传统在贫困治理实践中有效地转为治理效能。在强大的

监督体制下，各项制度得以有效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

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创新社会参与机制”②，建立和完善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

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制度。

其重要结果是，构建起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建

立健全了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了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党的

①“六个精准”是指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五个一批”是

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②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2014 年 2 月 13 日，http：//

www.cpad.gov.cn/art/2014/2/13/art_46_12338.html，2021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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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文件，细化实化帮扶任务和工作要求，构建了社会动员体系；东西部扶贫

协作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工作格局，承担起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资金支持、社

会动员等方面的任务；近 300 个中央单位参与了定点扶贫，实现对 592 个贫困县全覆盖，示范带动了

省（区、市）层层组织开展定点扶贫工作［7］。

三、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世界意义

当今世界，贫困问题依然是影响发展的重要问题。消除贫困是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也是全球

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2019 年度《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全球仍

有 13 亿人处于“多维贫困状态”①。反贫困任务艰巨，全球贫困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因此，中国的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人类减贫探索新的路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具有世界

意义。

（一）中国脱贫成就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新中

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

长期稳定，为大规模减贫提供了基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制定了《国家八七扶

贫攻坚计划（1993—200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开展脱贫攻

坚行动，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最伟大的成就。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有 1 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是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七成。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中国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

（二）中国扶贫方略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解决贫困问题的长期实践中，中国不断总结扶贫经验，摸索扶贫规律，创造性地提出适合中

国国情的精准扶贫方略，指引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制定的一整套

贫困治理体系，其核心内容包括：科学确定脱贫攻坚目标，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发挥政治优势，层层

落实脱贫攻坚责任；不断完善精准扶贫政策工作体系，完成脱贫攻坚顶层设计；坚持政府投入主体

和主导作用，不断增加金融资金、社会资金投入；不断完善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

体”大扶贫格局，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大力培育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内

生脱贫动力。

中国在减贫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2018 年 12 月，第 73 届联合国大会

通过《消除农村贫困，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决议草案。这是联合国大会历史上首次就消除

农村贫困问题通过决议，这个决议把中国农村扶贫脱贫的经验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

① 从贫困的维度来看，除了收入贫困外，还有教育、健康以及包括家庭用电、饮用水、卫生设施等在内的贫困。贫困的表现不

仅是收入或消费的不足，它往往意味着贫困人口接受义务教育及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生活条件等多方面的能力

不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从教育、健康、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十个指标综合评估多维贫困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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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对接，提出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思路要借鉴中国智慧。该决议以中国农村扶贫实践

为基础，提出消除农村贫困问题基本政策框架，要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包容性金融、消除数字

鸿沟、增加就业、推进高质量教育、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呼吁实行精准扶贫方略，加强国际合

作，制定农村发展战略，帮助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

扶贫方略是一套消除全球农村贫困的完整方案，且经过中国数十年扶贫实践检验，对其他发展中国

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中国脱贫攻坚在全球贫困治理中彰显了中国担当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通过发展致力于解决自身贫困问题的同时，积极参加全球贫困治

理。目前，世界贫困人口仍然庞大，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贫困治理能力不足，全球

贫困治理资金远远不能满足减贫需要。为实现世界减贫目标，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也彰显了大国

担当。

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磋商，率先发布《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等文件，阐明中国在减贫和发

展方面的立场，提出明确的减贫路径和减贫方案；积极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活

动，多角度介绍中国减贫进展和减贫经验；国务院扶贫领导机构于 2015 年和 2019 年主办“减贫与发

展高层论坛”，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减贫交流。2017 年又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

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国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

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提出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贡献。一是为全

球减贫事业提供资金支持。主要包括：以向世界银行等国际开发组织捐款的形式参与全球贫困治

理；设立专项基金，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重点向亚洲等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方面提供投融资支持，推动这些国家的发

展和减贫；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

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在中非、中拉、中国与东盟合作框架内开展考

察、培训交流等项目，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同促进减贫事业。“1950 年至 2016 年，中国

累计对外提供援款 4 000 多亿元人民币，今后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外帮扶。”［8］二是中

国的发展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年均在 30% 以上。未来 5 年，中国将进口 8 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 6 000 亿美元的外来投

资，中国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 7 500 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 7 亿人次。”［8］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

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减贫经验和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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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Manifested in China’s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Fu Xiaxian1 Huang Zuhui2

(1.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Poverty is a universal problem confron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has made unprecedented

achievements in eradicating poverty. A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China’s effective measures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 will be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will also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poverty eradi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to continuously enhancing China’s influence in

global poverty governance. Poverty eradicatio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China’s success is the outcome

of full manifestation of the political advantages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poverty eradi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olitical advantages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are systematically manifested in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resource input system, supervision system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Firstly, by clarify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ll levels, the “key minority” and all people concerned, three

responsibility systems have been constructed: (1) a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

system of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all

responsibility of the province, and implementation at the city and county levels”; (2) a leadership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Party secretaries at five levels working together to alleviate poverty”, and (3) a

support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the whole society. Secondly, the resource input system is

actualized in the effective investment and organic integration of human, financial and material

resources. In terms of human resources input, the dispatch of the first secretary and sci-tech

commissioner effectively solves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governance capacity of poverty subjects. In

terms of financial and material resources, government financial input plays the main role, and

coordinates financia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increase financial investment. New land policies are

implemented to give priority to land supply for poverty eradication. Thirdly, a multi-dimens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led by the Leading Group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supervised by democratic parties and the communities has been constructed to carry out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Finally, a hierarchical, classified, three-dimensional and multi-dimensional

systematic evaluation system has been constructed, specifying the content, basic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of evaluation results.

The advantages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fully reflec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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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ion identification, precision assistance, coordination and linkage,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First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trategy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ecision poverty eradic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lies the “filing and recording” practice to precisely identify the poor

population. Secondly, it adopt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f “Five Batches” to build a supporting system that

adapts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villages, households and persons, and to build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ecision poverty eradication. Thirdly, it has built a

coordinated policy system for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introduced a reform policy system that is

coordinated with the poverty eradication campaign. Finally, with the integration and allocation of

poverty-relief resources, a “three-in-one” pattern of major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is constructed,

which is constituted by three complementary aspects, namely spe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of specific industries, and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so as to form the joint for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China’s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s poverty alleviation

cause. While effectively solving the problem of domestic poverty, China adheres to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for mankind,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the global poverty governance, and

provides financial support and personnel training for poverty erad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strategy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ecision poverty eradication formed in

China’s practice of poverty governance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solving the global poverty problem,

and a sample for global poverty governance.

Key words: China; poverty-eradication campaign; Party’s leadership;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第十二届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成功举办

2021 年 1 月 16 日上午，第十二届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在线上如约而至。本次论坛由浙江大学、浙江恒逸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大学恒逸基金管理委员会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高级

培训中心承办，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史晋川教授主持了本次论坛直播并致辞。史晋

川教授表示，在新的国际国内 形势下，特别是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肆虐和中美贸易情况复杂的环境下，政府如何优化民营

企业的营商环境，民营企业如何转变经营思路，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本次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讨论的主题。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运行面临着各种风险和挑战。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如何来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对此，论坛邀

请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先生进行深度分析与解读。本次论坛采用直播形式，在线观看人

数达 4 万余人次，使更多的民营企业能听到国内一流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包括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见解，引发了热烈反响

与强烈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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