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张应良ꎬ管理学博士ꎬ西南大学农村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ꎬ西南大学商贸学院院长ꎻ郑景露ꎬ西
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ꎻ徐亚东ꎬ管理学博士ꎬ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形势下提升中国粮食产业战略竞争力的重点方略与路径选择研究” (２０ＡＧＬ０２３)的

阶段性成果ꎮ

　 学术前沿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３０８ 期ꎬ２０２４. １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１ Ｊａｎ. ２０２４

中国农村减贫经验与成就的理论解释〔∗〕

———基于“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框架的分析

张应良１ꎬ２ ꎬ 郑景露３ ꎬ 徐亚东３

(１. 西南大学　 农村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ꎬ 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ꎻ
２. 西南大学　 商贸学院ꎬ 重庆　 ４０２４６０ꎻ

３.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ꎬ 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在中国农村减贫中的功能区别在于各自促进资源配置的动

力不同ꎬ中国农村减贫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有效市场”引导的资源流动“主动性”ꎬ“有为政府”引导下资源流动

“强制性”以及“有能集体”引导的资源汇聚“整合性”带来的必然结果ꎮ “有为政府”为市场作用发挥提供了保

障ꎬ“有效市场”的介入对“有能集体”的资源协调能力提出新的要求ꎬ“有效市场”引导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以

及“有能集体”对资源的协调整合ꎬ又积极响应“有为政府”农村减贫支持性政策的号召ꎬ最终共同推动脱贫地区

的资源获取与资源利用ꎮ 吸取中国农村减贫经验ꎬ推动乡村振兴应以“有效市场”“有能集体”为主ꎬ“有为政府”
为辅ꎮ 应该发挥“有为政府”畅通要素流动渠道的作用ꎬ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ꎬ实现城乡资源平等交

换ꎮ 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改革ꎬ发挥“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ꎬ充分调动农村产业发展积极性ꎬ
激活农村发展所需的现代生产要素ꎮ 通过“有能集体”整合协调农村内部自有资源与外部投入资源ꎬ强化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在乡村发展中“统”的功能ꎮ 在“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共同作用下ꎬ实现农村资源全

面激活、更易获取、充分利用ꎬ使之顺应相对贫困治理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要求ꎮ
〔关键词〕贫困ꎻ有为政府ꎻ有效市场ꎻ有能集体ꎻ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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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世界文明共同面临的挑战ꎬ应对贫困问题、减少贫困人口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不可忽视

的重大议题ꎮ 为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ꎬ共绘全球人类美好生活图

卷ꎬ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提出将“无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ꎬ
力争 ２０３０ 年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一切形式贫困ꎮ〔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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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始终积极应对贫困问题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我们确立巩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ꎬ在农村

地区推动土地改革ꎬ恢复了农村经济活力ꎬ激发农村生产力ꎬ显著提升粮食产量ꎬ人民生活基本得到保

障ꎮ １９７８ 年后ꎬ改革开放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ꎬ也加速农村地区大规模减贫ꎬ扶贫开发

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ꎬ扶贫重点被聚焦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ꎮ １９７８ 到 １９８５ 年ꎬ中国减贫成效远远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ꎬ按照当时的贫困认定标准ꎬ贫困发生率从 ３０％左右降低到 １４. ８％ ꎬ基本解决贫困人

口温饱问题ꎮ ２０１２ 年ꎬ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ꎬ贫困治理对象转为深度贫困

地区及人口ꎮ 随后ꎬ我国实现了从 ２０１２ 年有 ９８９９ 万绝对贫困人口到 ２０２０ 年的全面清零ꎬ标志着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ꎬ至此ꎬ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ꎬ这向全球展现了中国

在贫困治理中的责任与担当ꎬ为世界减贫提供了“中国激励”ꎮ
中国提前 １０ 年完成了联合国«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到的“无贫困”目标ꎬ从世界上贫困

人口最多的国家ꎬ成为全球首个完成这一目标的发展中国家ꎬ取得了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ꎬ这体现在

以下方面ꎮ 首先ꎬ绝对贫困人口全面清零ꎬ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ꎮ 农村 ７ 亿多贫困人口在现行

标准下实现全部脱贫ꎬ２０２０ 年国家贫困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１２５８８ 元ꎬ党的十八大以来年

均增长 １１. ６％ ꎬ高于全国农村居民 ２. ３ 个百分点ꎬ长期困扰老百姓的吃不饱、穿不暖问题成为了历史ꎮ
其次ꎬ贫困地区生活条件全面提升ꎬ尤其是基础设施条件得到完善ꎮ 贫困地区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多个关键领域均表现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ꎬ从而缩小了贫困地区与全国的发展差距ꎬ推
动了区域协调发展ꎮ 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９８％以上ꎬ贫困人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率达到 ９９％以上ꎬ通过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迁等措施ꎬ实现贫困人口 １００％ 住房安全保障ꎬ〔２〕 国家

贫困县中行政村水泥路、电网、互联网的覆盖率高达 ９９％以上ꎮ〔３〕 最后ꎬ贫困地区产业结构整体优化ꎬ
自我发展能力显著提升ꎮ 产业扶贫作为扶贫开发中最有效的措施ꎬ丰富了农村产业业态ꎬ改善了农村

产业结构ꎬ推动了贫困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ꎬ随之衍生的非农就业岗位为贫困人口创造了就业增

收机会ꎬ同时ꎬ通过教育培训提升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ꎬ有望将产业扶贫转化为产业

兴旺的动能ꎬ从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ꎮ
为进一步剖析中国农村减贫的经验ꎬ现有研究从政府与市场作用发挥的角度展开了讨论ꎮ 新中

国成立初期政府主导的专项扶贫计划通过一系列扶贫补偿政策ꎬ可以将政策福利有效渗透到市场难

以惠及的贫困地区ꎬ帮助消除机会不平等ꎬ〔４〕 为农村减贫贡献了政府的力量ꎮ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ꎬ
经济高速增长转化为减贫的外在推动力量ꎬ〔５〕此时ꎬ农村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不仅促进了农村资源

的合理开发与配置ꎬ也显著改善了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的窘状ꎬ为农村减

贫贡献了市场的力量ꎮ 当然ꎬ已有研究也基于经济学的角度ꎬ梳理政府与市场在影响资源流动、分配

结构以及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作用的前提与差异ꎬ指出市场配置资源的限制条件ꎬ决定了政府引导下

的资源逆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ꎬ更有利于全局脱贫ꎮ〔６〕除了政府与市场在中国农

村减贫中发挥重要作用外ꎬ集体经济组织同样是农村减贫的重要参与主体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

困»中肯定了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组织对扶贫工作的重要性ꎮ 集体经济组织在充分发挥政府引导的基

础作用下ꎬ突出市场要素的主导作用ꎬ组织贫困群众参与集体合作经营ꎬ以发展集体产业、集体收入分

红、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ꎬ在提升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促进贫困人口的就业增收ꎬ激发贫困

地区及贫困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ꎬ〔７〕为农村减贫贡献了集体的力量ꎮ 现有研究为理解中国农村减贫

的独特性以及特有经验提供了可靠路径ꎬ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拓展空间ꎮ 第一ꎬ上述研究更多考察了政

府与市场的相互补充作用ꎬ然而未能关注到农村集体经济承接政府与市场作用的重要性ꎻ第二ꎬ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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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政府、市场、集体在减贫中促进资源配置的动力讨论不足ꎬ且缺乏通过总结脱贫经验为乡村振

兴提供借鉴的进一步讨论ꎮ
基于上述考虑ꎬ笔者认为:首先ꎬ本文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二有”理论基础上ꎬ构建“有效

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分析框架ꎬ认为“有能集体”对内在农村集体资产支配、协调、利用的过程

中具备独一无二的话语权ꎬ对外更能够联结农民对接市场ꎬ对上更能直接承担政府对农村减贫工作的

安排ꎬ故将“有能集体”纳入中国农村减贫的分析框架能够更全面地梳理中国农村减贫经验ꎮ 其次ꎬ
２０２０ 年脱贫攻坚取得的胜利标志着我国减贫工作关注的重点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ꎬ面向新发展

阶段ꎬ迫切需要吸取中国农村减贫经验ꎮ 因此ꎬ从理论上解释中国农村减贫取得的成就ꎬ不仅有利于

把握与推广中国贫困地区实现绝对贫困“清零”及经济发展的经验ꎬ也有利于坚定我国相对贫困治理

的信心ꎬ也将成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所在ꎮ

一、“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分析框架

在“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分析框架中ꎬ政府引导下的资源下沉ꎬ市场机制下的资源自

发流动ꎬ使得资源流入贫困地区ꎬ进一步地ꎬ贫困地区集体经济负责整合、协调发展资源ꎬ实现“有为政

府”“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机组合ꎬ构成中国农村减贫的基本逻辑ꎮ
(一)中国农村减贫:现有的理论解释

发展是第一要务ꎬ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ꎬ而资源是发展的前提ꎬ是发展的物质基础ꎮ 新结构经

济学“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理论框架为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提供理论依据ꎬ指出为贫困人口提供就

业机会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ꎬ而发展产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前提ꎮ 现有关于推动中国农村减贫的

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一是市场对农村减贫的积极作用ꎮ 这一观点认为ꎬ市场化改革是降低贫困率的重要途径ꎮ 经济

增长是贫困人口减少的推动力量ꎬ而农村地区市场机制的引入是农民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ꎮ〔８〕从计划

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极大调动了国内经济活力ꎬ提升了市场竞争效率ꎬ对我国农村的减贫效果更为

突出ꎮ〔９〕具体地ꎬ伴随市场体系完善ꎬ农村生产要素资源获得了市场化条件ꎬ促进农村地区资源转变为

财富ꎬ使农村要素配置效率得以提升ꎬ改进了农村经济运行状况ꎬ对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

影响ꎬ并使其获得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ꎮ〔１０〕作为改善贫困群体境况的手段ꎬ市场的溢出效应远比以均

等分配为目标的社会福利政策更为有效ꎮ〔１１〕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地区进行ꎬ伴随这一过

程的深入ꎬ农村市场体系逐步完善ꎬ贫困地区参与市场的机会也随之增多ꎬ参与能力也随之增强ꎬ并对

农村经济发展与脱贫起到积极影响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农村贫困地区要素结构获得改善ꎬ提高了自身的

市场化交易水平ꎮ 农村市场竞争效率的提升又进一步推动乡镇企业发展与创新ꎬ乡镇企业的发展创

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ꎬ为贫困人口提供了本地就业机会ꎬ这显著解决了他们的基本生计问题ꎬ拓宽了

农民就业增收渠道ꎬ改善了贫困人口收入及生活状况ꎮ〔１２〕对于贫困农户个体而言ꎬ更多地参与市场能

够刺激自身对市场机会产生反应ꎬ显著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ꎬ使得农村人口脱贫成为可能ꎮ〔１３〕

二是政府对农村减贫的积极作用ꎮ 这一观点认为ꎬ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减贫取得成效的关键ꎮ
在农村减贫实践中ꎬ我国按照行政体系建立组织安排ꎬ自上而下形成中央政府到村级组织的五级扶贫

体系ꎬ〔１４〕这一完善的扶贫体系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扶贫政策的渗透性以及扶贫工作的有效性ꎮ 确保中

国农村大规模减贫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优势ꎬ能够更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长处ꎮ〔１５〕政府的转移支付将社会财富再次分配到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ꎬ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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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ꎬ在减贫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ꎮ〔１６〕 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补贴式”扶贫ꎬ利用行政力量规划部署

“西部扶贫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ꎬ使得原本集中于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逆流”ꎬ并利用

政府公信力及影响力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ꎬ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脱贫动能ꎬ坚持贫困人口的

主体地位ꎬ真正实现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ꎮ〔１７〕 伴随这一过程ꎬ农村贫困地区的道路、水电、教育、医疗

等公共基础设施条件得到完善ꎬ进一步打通资源流动渠道ꎬ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助力ꎮ 除此之

外ꎬ政府同时关注经济增长之外的其他民生福利ꎬ包括提升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提供

医疗保障和住房保障等ꎮ
三是政府与市场作用的结合ꎮ 这一观点认识到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及单纯依靠政府力量的缺陷ꎬ

认为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是中国减贫的关键ꎬ即同时兼顾经济增长的财富分配与再分配效应ꎮ 一

方面ꎬ经济增长带来的溢出效应具有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及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ꎬ但经济增长同样面临

一定的“负外部性”ꎬ即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自发减贫ꎮ〔１８〕特别地ꎬ经济效率提高过程中的资本积累

现象ꎬ同时具有扩大不平等的效应ꎬ〔１９〕如果放任不管将导致经济发展效率提升而相对忽略社会公平ꎮ
经济增长往往无法保障贫困人口平等受益ꎮ 另一方面ꎬ不可否认的是单纯依靠政策补贴可能导致贫

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形成对政策的依赖心态ꎬ这使得福利政策的短期效果明显而缺乏长期激励ꎬ这也使

得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显得至关重要ꎮ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奇迹ꎬ可以明显看

到这样的重要经验: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ꎬ表现为“有效市场”ꎻ面对市场失灵ꎬ
政府则通过“有形之手”及时纠偏ꎬ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ꎬ表现为“有为政府”ꎮ 在中国农村减贫过程

中ꎬ“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互为补充ꎬ农村市场体系的构建与农村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提

升ꎬ是“有效市场”促进农村减贫“效率”方面的体现ꎻ政府的补贴性扶贫方式和保障性扶贫政策ꎬ是
“有为政府”保障农村减贫“公平”方面的体现ꎮ

(二)现有理论解释的忽视:集体经济的作用

现有研究虽从“有效市场”及“有为政府”的视角考察中国农村减贫经验ꎬ但未能考虑到中国贫困

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的现实ꎬ理解中国农村减贫事业的运作逻辑ꎬ需梳理中国农村的制度安排ꎮ〔２０〕 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基本的制度安排ꎬ承担整合协调资源、收益分配、组织成员管理等任务ꎬ在减

贫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一直以来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基本经济制度ꎬ受到宏观层面

政府制度及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ꎬ成为连接中国农村减贫“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组织载体ꎬ在
农村发展中承担多种角色ꎮ 它不仅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ꎬ还承担了农村治理、组织及服务农民功能ꎬ
是提高农民组织程度ꎬ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媒介ꎮ 它还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ꎬ联通农民生产、
生活ꎬ以及贫困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ꎮ〔２１〕尤其是在推动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背景下ꎬ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被赋予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的期待ꎬ因此ꎬ理解农村集体经济促进

农村减贫的基本逻辑ꎬ对于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为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和农民贫困问题ꎬ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土地改革ꎬ彻底废除

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ꎬ成功消灭了地主阶级ꎬ实现耕者有其田ꎬ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ꎬ
极大解放了生产力ꎬ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有限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间的矛

盾突出ꎬ其解决必然是通过合作化来实现的ꎬ这一时期土地归集体所有标志着集体经济的形成ꎮ 农民

合作化运动改变了一家一户的低效率生产状态ꎬ农业生产技术迅速推广ꎬ通过农民互助合作使广大农

村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ꎬ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贫富两极分化ꎬ困扰小农生产的局限性问题得到有效缓

解ꎬ并为改善农民生活“添砖加瓦”ꎬ如在农村地区兴建水利设施、道路设施等ꎬ便利了农业生产活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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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农村基础条件稳步提升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改革开放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春风”ꎬ如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高涨ꎮ 马克思认为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ꎬ生产资料

是公有财产ꎬ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仅顺应了马克思主义ꎬ而
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ꎮ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保障集体利益的前提下调动农民个人积极性ꎬ
使农民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权ꎬ农村经济迅速恢复活力ꎮ 同一时期ꎬ农村市场体系的完善促进乡镇集体

企业迅速兴起ꎬ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这些乡镇企业的兴办显著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ꎬ促进了农民就业增收ꎬ对农村减贫起到积极作用ꎮ ２１ 世纪后ꎬ农村集体经济拓展到生产服务、管理

协调、资源开发、兴办企业和资本积累等多种形式ꎮ〔２２〕 尤其是实施脱贫攻坚战略以来ꎬ党和政府高度

重视农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作用ꎮ ２０１６ 年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

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将集体经济收入纳入贫困村退出考核范畴ꎬ这是政策层面首次将集体经济的

减贫效果作为考核标准ꎬ这一政策的出台则彰显了农村集体经济对脱贫攻坚的重要性ꎬ尤其是对贫困

地区有积极意义ꎮ
普遍认为ꎬ很多贫困地区资源占有量少ꎬ自身发展能力不足ꎬ仅靠农户自身力量难以实现脱贫致

富ꎮ 农村集体经济在组织本地农户以及协调利益分配方面扮演重要角色ꎬ具备帮助贫困农户脱贫的

天然优势ꎬ已有部分研究对此加以论证ꎮ 例如ꎬ有学者注意到农村集体经济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来应对农村的贫富分化ꎬ〔２３〕解决一家一户难以解决的问题ꎬ帮助贫困户更好地对接大市场ꎮ 伴随该

过程ꎬ农村产业体系实现多元化发展ꎬ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能力显著提升ꎬ极大缓解了农村贫

困问题ꎬ贫困农民可以通过入股集体产业或参与劳动等方式获得收入ꎬ〔２４〕 农村兴办的集体企业则降

低了本地农民外出就业比例ꎬ贫困人口基本生计问题得以解决ꎮ 随着集体经济资产种类增加ꎬ明显缩

小了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ꎬ可有效防止两极分化ꎮ 与此同时ꎬ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效应不仅体现在增

收方面ꎬ通过收入分配向特困户倾斜实现精准扶贫ꎬ以及集体资产在村庄公益事业的投入ꎬ〔２５〕 亦在扶

贫中起到积极作用ꎮ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联结松散的小农户、整合农村资源、发展农村产业ꎬ促进农民就业增

收ꎬ对贫困农户的帮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具体地ꎬ农村集体经济通过货币和非货币手段处理贫困

人口的基本生活难题ꎮ 一方面ꎬ集体分红以促进收入再分配的形式为贫困户提供收入补贴ꎬ又可通过

补贴五保户等扶贫手段实现资源向贫困户的倾斜ꎬ使农村贫困户的生活需求得到有效保障ꎮ 另一方

面ꎬ集体产业的发展带动本地就业机会增加ꎬ激发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主观能动性ꎬ贫困户的精神贫

困问题得以缓解ꎮ 进一步地ꎬ集体经济将农民组织起来阻止农民贫富分化ꎬ通过组织农民和设计合理

的利益分配机制ꎬ让农村贫困地区过度依赖外部资源这一难题得到妥善解决ꎮ 可以说ꎬ农村集体经济

兼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ꎬ在扶贫领域具有特殊优势ꎮ
归纳来看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ꎬ不仅涉及宏观层面的政府职能转变及农村市场体系

的完善ꎬ还涉及微观层面的组织制度改革ꎬ〔２６〕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安排ꎬ也就

自然承担着这样的使命ꎮ 理解中国农村减贫事业运作逻辑ꎬ也需要进一步剖析微观层面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ꎮ 因此ꎬ有必要将农村集体经济纳入中国农村减贫的分析框

架ꎮ
(三)“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ꎮ 中国农村减贫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农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获

得发展机会ꎬ并利用发展机会的过程ꎬ即农村贫困地区资源获取、资源整合以及资源利用的发展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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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源”为核心梳理中国农村减贫的运作逻辑ꎬ有助于理解绝对贫困治理的经验ꎬ为相对贫困治理以

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借鉴ꎮ 中国农村减贫事业中“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的功能区

别体现在各自促进资源配置的动力的不同ꎮ
按照资源流动的方向ꎬ贫困地区的资源获取可以分为政府主导的“强制式”资源逆流ꎬ即政府在农

村资源流动中以强制性手段推动资源下沉ꎬ以及市场主导下“主动式”资源流动的综合ꎬ即市场机制下

资源自发流向农村的过程ꎮ 资源整合以及资源利用则表现为农村集体经济对流入贫困地区的资源进

行统筹分配的过程ꎮ “有为政府”涉及中国农村减贫的顶层设计ꎬ对农村减贫起到引导性和基础性的

保障作用ꎮ “有效市场”下农村市场机制的完善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ꎬ经济增长带来更有效的资源

配置ꎬ又进一步成为减贫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ꎮ “有能集体”作为乡村发展的微观组织ꎬ在协调

发展资源上具备监督管理有关主体的客观优势ꎬ是执行政府政策、协调市场利益关系的载体ꎬ发挥着

资源整合优势ꎮ 有效市场下逐利性资源流动带来的自发资源配置ꎬ有为政府下资源流动的强制性ꎬ以
及有能集体协调资源的综合配置ꎬ构成了中国减贫事业的三大支撑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提出“有效市

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分析框架(见图 １)ꎬ围绕资源流动、整合与协调ꎬ总结中国农村减贫的成

就ꎮ

图 １　 中国农村减贫的“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分析框架

“有为政府”推动资源逆向流动助力农村减贫ꎮ 在中国农村减贫中ꎬ“有为政府”负责顶层设计ꎬ
具有“稳定器”的地位ꎮ 政府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等强制性手段ꎬ制定扶贫政策与制度体系ꎬ将政

策福利渗透到贫困地区ꎮ 具体地ꎬ扶贫政策的实施还将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ꎬ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

农民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ꎬ确保扶贫政策切实落实到位ꎻ扶贫政策的实施还将破除资源流动的机制障

碍ꎬ打通要素流动渠道ꎬ促使外部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实现“逆向流动”ꎮ 在扶贫制度上ꎬ我国社会

主义国家的特殊性决定了党和政府具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ꎬ体现在资源整合、动员及分配能力等

方面ꎬ而中国扶贫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扶贫体系ꎬ可充分利用行政力量牵头动员、影响、渗透和改变地方

经济社会运行的过程ꎬ是我国扶贫取得成功的关键ꎮ 政府作用的发挥包含公共领域和非公共领域两

个方面ꎮ 公共领域即农村贫困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物品的供给ꎮ 公共物品投入将显

著改善贫困地区资源结构ꎬ降低外部资本进入障碍ꎬ对农村减贫起到间接促进作用ꎮ 非公共领域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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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策手段及制度安排ꎬ实现资源要素的下沉ꎬ以及把控农村减贫大方向ꎬ发挥宏观调节和引导作

用ꎬ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的政策ꎬ起到维护市场秩序、竞争环境ꎬ提高运行效率的作用ꎮ〔２７〕 虽然经济增长

为减贫提供了良好的条件ꎬ但由于贫困地区在财富初次分配中不具备有利条件ꎬ反而可能扩大贫富差

距ꎮ 较之其他地区ꎬ贫困地区资源占有的质量与数量都没有优势ꎬ发展相对滞后ꎬ市场机制下经济人

逐利特性又决定了资源要素向投资回报率高的地方流动ꎬ更制约了贫困地区的资源累积条件ꎮ 此时ꎬ
需要“有为政府”作为“有效市场”的有益补充ꎮ

“有效市场”诱导资源自发流动助力农村减贫ꎮ “有效市场”推动资源自发流入贫困地区是通过

市场机制实现贫困地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以及产业发展、促进贫困人口就业

增收等路径实现的ꎮ 首先ꎬ“有效市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ꎬ即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主体地位ꎬ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等驱动经济增长ꎬ推动了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

用ꎬ促进了农村市场化改革和减贫事业的发展ꎮ 资源是发展的基础ꎬ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构成

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底层逻辑ꎬ即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并发挥作用的过程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中国农村

大规模贫困问题严重ꎬ农村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下ꎬ农业生产效率不高ꎮ 发端于小岗村

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突破了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桎梏ꎬ农民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ꎬ生活

贫困的广大农民得到正向激励ꎬ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ꎬ并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ꎮ
随后ꎬ乡镇企业的迅速成长显著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ꎬ为农村经济发展贡献重要力量ꎬ改变了农村

只能依靠农业发展经济的局面ꎬ大规模贫困现象得以消除ꎮ 同时ꎬ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土地流

转ꎬ释放了农村资源的潜力ꎬ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ꎮ 总体上看ꎬ农村市场化改革实现了农产品

购销市场化ꎬ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ꎬ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以及供求机制等

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ꎬ确保了生产要素的有效使用ꎬ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提升ꎮ 这种资源流动促进了

贫困地区的市场参与程度ꎬ即通过外部资源的流入为贫困地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ꎬ从而推动了农村产

业的发展ꎬ为农村经济增长添加动力ꎮ 本土企业的培育又为贫困人口提供了非农就业岗位ꎬ让贫困人

口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ꎬ这一过程又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生活积极性ꎬ让广大农民“生活有盼头、
日子有奔头”ꎬ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提供激励ꎮ 因此ꎬ农村市场机制的完善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ꎬ可
促使该地区对市场信息作出迅速反应ꎬ使资源得到最佳配置ꎮ〔２８〕 经济增长带来的涓滴效应是减贫的

主要推动力ꎬ然而ꎬ经济增长并不自发带来减贫ꎬ甚至带来扩大贫富差距的可能ꎬ这就需要“有为政府”
作为有益补充ꎮ

回顾中国农村减贫历程ꎬ可以明显看到的经验是ꎬ仅仅依靠“有效市场”难以突破要素流动的制度

性障碍ꎬ更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ꎬ还需要“有为政府”制定政策加以引导ꎮ 由于中国社

会主义公有制的特殊性ꎬ农村集体的资金、资产、资源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ꎬ因此ꎬ市场参与减

贫也需要“有能集体”的协调与配合ꎮ 虽然在中国农村减贫中ꎬ“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成为各自的

有益补充ꎬ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但农业生产深度依赖自然条件ꎬ我国地大物博ꎬ不同地区的贫困农村

面临不同的生产条件和发展资源ꎬ仅靠政府与市场的力量ꎬ无法将各种资源转化为更适合不同贫困地

区的发展动能ꎬ也无法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ꎮ 此时ꎬ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的特殊制度安

排ꎬ自然承担了如此重任ꎮ
“有能集体”负责整合协调内外部资源助力农村减贫ꎮ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作用于“有

能集体”ꎬ形成对外能够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对内能够整合资源和收益的组织载体ꎬ兼顾农村减贫的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同发展ꎬ体现在发展产业、对接市场、组织农民、社会保障等方面ꎮ 当资源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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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与“有效市场”驱动下流入农村ꎬ“有能集体”此时发挥组织功能ꎬ整合、协调市场与政府力量

下流入农村的外部资源ꎬ同时将资源分配到有利于农村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ꎮ 在产业发展方面ꎬ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协调整合资源来发展乡村本土产业ꎬ改变贫困地区只能依赖农业生产的窘境ꎬ在推

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ꎮ 在脱贫致富方面ꎬ一般地ꎬ贫困人口在市场中处

于弱势地位ꎬ集体经济组织能将贫困地区的资源与劳动力组织起来ꎬ为贫困人口提供技能培训ꎬ培育

其自我发展能力ꎻ降低贫困人口的信息获取难度和生产成本ꎬ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ꎬ帮助

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与市场对接ꎻ同时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合作社、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等身份与贫困户签订产品订单ꎬ帮助贫困人口融入农业生产链条ꎬ为其提供可持续收入来源ꎬ实
现脱贫致富ꎮ 除了在减贫中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ꎬ集体经济组织同时暗含统筹安排资源以及确

保集体成员福利的功能ꎬ〔２９〕 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扮演重要角色ꎬ为贫困人口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ꎮ
此外ꎬ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ꎬ改善如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ꎬ提高农村居民的生

活质量ꎮ
在“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分析框架下ꎬ“有为政府”把控农村减贫大方向ꎬ发挥宏观

调节和引导作用ꎬ并为“有效市场”“有能集体”作用的发挥提供制度保障和行动指南ꎮ 而“有效市场”
是农村市场的再造ꎬ凭借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ꎬ激发农村内生发展活力ꎬ同时对“有能集体”
提出更高的要求ꎮ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共同作用于“有能集体”ꎬ农村集体经济成为政府和市场

交互作用的微观主体ꎬ对上能够将政府政策落实到贫困人口ꎬ对外能够帮助贫困人口更好地对接市

场ꎮ “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三大主体共同作用ꎬ形成推动贫困地区利用资源发展、减贫

的配套体系ꎬ兼顾减贫的“效率与公平”ꎮ

二、中国农村减贫的独特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始终积极应对贫困问题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发展经济、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的反

贫困政策ꎬ走出了独特的农村减贫道路ꎮ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前的阶段ꎬ党和政府重点推进农村扶

贫开发工作ꎬ经历了救济扶贫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年)、改革扶贫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５ 年)、开发扶贫前阶段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 年)、开发扶贫后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和精准扶贫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ꎮ 总体而言ꎬ主
要通过开发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两种方式实现部分资源“逆流”乡村ꎬ〔３０〕提高贫困地区资源的利用效

率和配置效率ꎮ 救助式扶贫是不经过市场就直接把消费性资源转移到特定人群手中ꎻ开发式扶贫则

是直接或间接让生产性资源逆向流动到报酬较低的地区和部门ꎬ或者转移到不仅缺乏资源而且自身

缺乏获取资源能力的人群手中ꎬ提高他们对资源的利用率和报酬率ꎮ 然而ꎬ无论是开发式扶贫还是救

助式扶贫ꎬ其本质都是通过某种机制直接或间接让部分资源流向农村ꎮ〔３１〕 其中ꎬ某种机制就是“有为

政府”“有能集体”及“有效市场”的有机组合ꎮ
(一)救济扶贫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年):以“有能集体”为主、“有为政府”为辅的有机组合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正处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状态ꎬ扶贫工作的重点是解决大多数人口的

基本生存问题ꎬ党和政府在这一背景下开展了从上到下的系列反贫困工作ꎮ 当时ꎬ人民贫困的主要原

因被认为在于所有制问题ꎬ所以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后ꎬ全国开展了“三大改造”ꎮ 就农村地区而

言ꎬ主要是推进农村土地合作化运动ꎬ经历了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ꎬ最终

建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ꎮ 在这一时期ꎬ国家建立了高度覆盖的基本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ꎬ〔３２〕 建立

了农村五保户制度ꎮ〔３３〕除此之外ꎬ形成“生产自救ꎬ节约度荒ꎬ群众互助ꎬ以工代赈ꎬ并辅之以必要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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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国家救灾方针ꎬ初步建立起灾害救助体系ꎮ 上述政策、制度的实施ꎬ主要通过财政补贴或实物救

济等途径实现资源下沉ꎬ维持赤贫群体的生存ꎬ属于外部“输血式”扶贫ꎮ 一方面ꎬ农村的土地制度改

革和相关正式制度的构建是“有为政府”的直接表现ꎻ另一方面ꎬ救济扶贫阶段的减贫工作是以集体经

济为基础ꎬ农业生产也是通过集体组织推进的ꎬ表现为“有能集体”在贫困地区减贫中发挥的资源利用

与分配作用ꎮ 所以ꎬ在救济扶贫阶段ꎬ以“有能集体”为主、“有为政府”为辅的扶贫机制推动了农村减

贫工作ꎮ 此时ꎬ市场只存在于由过去延续下来的非国有经济部门ꎬ它在农村减贫中的资源配置作用并

未充分发挥ꎮ
(二)改革扶贫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５ 年):以“有为政府”为主、“有能集体”为辅的有机组合

党和政府逐渐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之后ꎬ〔３４〕 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ꎬ率
先在中国农村推进经济体制改革ꎮ〔３５〕针对全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温饱问题ꎬ党和政府把制度改革作为

农村整体减贫的主要手段ꎮ 正如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中指出:“我们不能到处紧张ꎬ要先把农民这一

头安稳下来ꎮ 农民有了粮食就都好解决了ꎮ 摆稳这一头ꎬ就是摆稳了大多数ꎬ七亿多人口稳定

了ꎬ天下就大定了ꎮ” 〔３６〕首先ꎬ以部分地区允许先行到最终全面推行的方式ꎬ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改革ꎮ 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了农村生产力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ꎬ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

饥饿问题ꎮ 其次ꎬ农产品价格提高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ꎬ使贫困农

民成功脱贫ꎬ大面积消除了农村贫困ꎮ 再次ꎬ政府实施了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ꎬ繁荣了农村经济ꎬ
扩大了农民的收入来源ꎮ 同时ꎬ针对贫困地区ꎬ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ꎬ例如ꎬ设置“支援经

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和“以工代赈”等ꎮ 在这一阶段ꎬ中国农村减贫工作主要依靠有为政府ꎬ政府

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和制度ꎮ 同时ꎬ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提高了农村集体帮扶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的能力ꎮ 由此ꎬ在改革扶贫阶段ꎬ以“有为政府”为主、“有能集体”为辅的扶贫机制推动了农村减

贫工作ꎮ 政府于这一阶段依旧对农村贫困地区进行了“补贴式”扶贫ꎬ在发挥顶层设计作用的同时推

动资源下沉ꎬ“有能集体”发挥资源协调、利用与分配的作用ꎬ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的帮扶效果

大幅提升ꎮ 当然ꎬ以“有为政府”为主、“有能集体”为辅的扶贫机制并不意味着“有效市场”不发挥作

用ꎬ而是“有效市场”的作用在这一阶段相对较小ꎮ 乡镇企业的迅速成长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ꎬ“有
效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得以发挥ꎬ政府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也为“有效市场”作用发挥奠定了基础ꎮ

(三)开发扶贫前阶段(１９８６—２０００ 年):以“有为政府”为主、“有效市场”为辅的有机组合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展开ꎬ贫困人口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集中特点ꎬ即向西部边远地区、深山

区、高海拔地区、民族地区集中的现象ꎮ〔３７〕基于此ꎬ中国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ꎬ开启了有计

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ꎬ由救助式扶贫逐步转向开发式扶贫ꎮ 国家出台«国家八七扶贫攻

坚计划»ꎬ扶贫工作以整县推进为主ꎬ〔３８〕重视教育和科技的作用ꎬ〔３９〕 强调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和脱贫能力ꎬ〔４０〕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政策ꎮ〔４１〕在这一阶段ꎬ“有为政府”依旧发挥主导作用ꎬ党和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和养老保险政策等)和教育扶贫政策ꎬ提出扶贫开

发的基本途径和主要形式ꎬ对项目资金、各个部门任务等作出规范性要求ꎮ〔４２〕 当然ꎬ“有效市场”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ꎬ如这时期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ꎬ兴办服务业ꎬ鼓励、引导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

移ꎬ以经济的“涓滴效应”推动反贫困ꎮ〔４３〕 贫困治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ꎬ由“输血式”开始向“造血

式”转变ꎬ“救助式扶贫”转向依靠贫困地区资源开发与贫困人口发展能力提升的“开发式扶贫”ꎮ 由

此ꎬ在开发扶贫前阶段ꎬ以“有为政府”为主、“有效市场”为辅的扶贫机制推动了农村减贫工作ꎮ 这并

不意味着“有能集体”在这一阶段不发挥作用ꎬ而是“有能集体”的作用相对较小ꎮ 农村集体经济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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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与分配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推动下进入农村的外部资源ꎬ并结合本村内部资源予以协调

与利用ꎮ 在此期间虽然形成了一批利用本地特色优势资源发展多样化产业的典型ꎬ但并未在贫困地

区形成规模ꎮ
(四)开发扶贫后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以“有效市场”为主、“有为政府”为辅的有机组合

经过前三个阶段的扶贫ꎬ我国农村贫困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ꎬ且呈现新的特征:贫困人口分布分

散化ꎬ由于缺乏劳动力或者教育支出导致的收入贫困占主要部分ꎮ 在此背景下ꎬ国务院出台«中国农

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ꎬ〔４４〕扶贫工作方式由整县推进转变为整村推进ꎬ重点关注中西部少

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的重点县ꎬ同时注重对贫困人口的后发能力建设、培养和

提升ꎬ主要以培训、管理、教育等途径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ꎮ 在这一阶段ꎬ党和政府重新确定贫

困县和重点贫困村ꎬ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政策(特别是促进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惠农政策)ꎬ形
成了以整村推进为特点ꎬ包含税费改革、搬迁转移、低保制度建立、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产业扶贫等内容

的农村减贫手段ꎬ基本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反贫困政策体系ꎮ〔４５〕 当然ꎬ整体上ꎬ这一阶段社会保障类政

策数量占比大幅缩减ꎬ主要通过提升贫困群体的自身素养实现贫困户“自救”ꎬ“有为政府”并没有发

挥主导作用ꎮ 在兼顾基本生存和保障发展的理念下ꎬ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有效市场”ꎬ在能力提升政策

和服务支持类政策的帮助下ꎬ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提升ꎮ〔４６〕通过提升贫困群体的自身素养ꎬ形
成贫困户“自救”与国家“帮扶”的多向互动机制ꎮ 由此ꎬ在开发扶贫后阶段ꎬ以“有效市场”为主、“有
为政府”为辅的扶贫机制推动了农村减贫工作ꎮ 同样的ꎬ这并不意味着“有能集体”不发挥作用ꎮ 虽然

在此期间农村建设用地可以依法流转ꎬ以及鼓励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ꎬ使得农村集体经济在利用本

土资源时的话语权与自主权大幅提升ꎬ但在减贫中发挥的作用仍相对较弱ꎮ
(五)精准扶贫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以“有为政府”为主、“有能集体”为辅的有机组合

２０１２ 年我国农村地区基本解决温饱问题ꎬ但仍有部分农村和个人处于贫困线下ꎬ中国扶贫工作进

入啃硬骨头和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ꎬ自此我国

的扶贫方略发生重大变化ꎬ多维度的高质量精准扶贫成为主要减贫方式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具体要求ꎬ包括扶贫工作要注重“六个精准”ꎬ
实施“五个一批、六个到村到户”ꎬ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等ꎬ“造血式”扶贫趋向多元化ꎮ 扶贫工作由过

去的粗放式扶贫转向精准式扶贫ꎬ风格上更加注重效益ꎬ方式上实行生活救助和能力扶贫的“两轮驱

动”ꎮ 在这一阶段ꎬ党和政府关于扶贫的政策呈现爆炸性增长ꎬ将扶贫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和政治任

务高度ꎬ强化了地方政府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主体责任ꎮ 总的来看ꎬ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ꎬ国家通

过精准识别不同程度的贫困区域和贫困户ꎬ给予较多的帮扶和管理ꎬ“有为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ꎮ 同

时ꎬ党和政府也强调增强镇(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ꎬ通过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增长消除农村贫困问

题ꎮ 通过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股份合作制发展当地农村集体经济ꎬ持续加大对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

发展的支持力度ꎬ推动贫困户脱贫ꎮ 另外ꎬ扶贫工作实现“精准”ꎬ需要“村两委”的有效治理ꎮ 所以ꎬ
精准扶贫阶段还需要“有能集体”发挥重要作用ꎮ 这一阶段ꎬ“有效市场”同样为减贫贡献了力量ꎬ但
在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大背景下ꎬ更加强调了“有为政府”对贫困地区的“造血式”扶贫ꎬ并持续推动

扶贫资源下沉的过程ꎬ也就对“有能集体”如何利用、协调脱贫地区的资源以及发挥地区治理作用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ꎮ 由此ꎬ在精准扶贫阶段ꎬ以“有为政府”为主、“有能集体”为辅的扶贫机制推动了农村

减贫工作ꎮ
综上所述ꎬ可以发现中国农村减贫的独特道路是通过“有为政府”“有能集体”或“有效市场”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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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合ꎬ直接或间接地让部分资源流向农村ꎬ实现贫困地区资源的有效整合和配置效率的稳步提升走

出来的(见表 １)ꎮ 不同阶段的减贫机制均是“有为政府”“有能集体”和“有效市场”共同发挥作用ꎬ但
是也存在显著差异ꎬ在救济扶贫阶段ꎬ减贫机制是以“有能集体”为主、“有为政府”为辅ꎻ在改革扶贫

阶段ꎬ减贫机制是以“有为政府”为主、“有能集体”为辅ꎻ在开发扶贫前阶段ꎬ减贫机制是以“有为政

府”为主、“有效市场”为辅ꎻ在开发扶贫后阶段ꎬ减贫机制是以“有效市场”为主、“有为政府”为辅ꎻ在
精准扶贫阶段ꎬ减贫机制是以“有为政府”为主、“有能集体”为辅ꎮ

表 １　 １９４９—２０２０ 年农村减贫演进

有能集体为主、有为

政府为辅的救济扶

贫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年)

有为政府为主、有能

集体为辅的改革扶

贫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５
年)

有为政府为主、有效

市场为辅的开发扶

贫前 阶 段 ( １９８６—
２０００ 年)

有效市场为主、有为

政府为辅的开发扶

贫后 阶 段 (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２ 年)

有为政府为主、有能

集体为辅的精准扶

贫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

土地集体所有制、集
体经济组织农业生

产为主ꎬ集体经济是

政府财政补贴和扶

贫制度落实的重要

载体

推动改革开放ꎬ以制

度改革为农村减贫

主要手段ꎬ通过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改

革、兴办乡镇企业等

举措扩大收入来源

出台系列社会保障

及教育扶贫政策ꎬ对
扶贫开发作出具体

要求ꎬ开展市场经济

改革ꎬ扶贫手段实现

“输血式” 到 “造血

式”转变

注重对贫困人口后

发能力建设、培养和

提升ꎬ培育贫困人口

自我发展能力ꎬ建立

比较完备的反贫困

政策体系

扶贫向多维度、高质

量精准扶贫转变ꎬ
“造血式”扶贫多元

化ꎬ强化地方政府的

主体责任ꎬ 加强镇

(乡)、村两级集体

经济实力ꎬ拓展集体

经济发展多种模式

三、中国农村减贫经验与成就的理论解释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中国农村减贫独特的经验与成就是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集体”三大

主体的推动下ꎬ实现贫困地区资源获取以及资源利用的发展过程中取得的ꎮ 具体地体现为:实现了

“有为政府”推动资源逆流ꎬ补齐农村“短板”ꎬ进而推动农村减贫ꎻ“有效市场”决定资源配置ꎬ降低交

易成本ꎬ进而推动农村减贫ꎻ“有能集体”整合与协调农村资源ꎬ改进收入分配ꎬ进而推动农村减贫ꎻ发
挥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集体”的综合作用ꎮ

(一)“有为政府”的作用

中国农村减贫中“有为政府”促使资源逆流的逻辑在于ꎬ党和政府主导的财政补贴等“救济式”和
“开发式”扶贫手段促使资源要素流向贫困地区ꎬ推动后者经济增长ꎬ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ꎮ 虽然这种

强制性的资源“逆流”手段被质疑违背市场经济规律ꎬ将导致经济效率下降ꎬ但从中国农村减贫的经验

来看ꎬ事实却恰恰相反ꎮ 在此ꎬ本文尝试运用木桶效应进行解答ꎮ 所谓木桶效应ꎬ指木桶容量取决于

木桶中最短的木板ꎬ而非最长的木板ꎬ只有补齐木桶中的短板ꎬ才能更好发挥整体效应ꎮ〔４７〕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ꎬ促进共同富裕ꎬ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ꎮ〔４８〕这意味着共同富裕最突出的短板在农

村ꎮ 因此ꎬ补齐农村“短板”将有利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难题ꎮ 这就涉及“有为政

府”对要素“逆流”的推动作用ꎮ
具体而言ꎬ“有为政府”担负破除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体制机制障碍角色ꎬ在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和

实现公共利益等方面发挥作用ꎮ 在中国农村减贫的救济扶贫阶段、改革扶贫阶段、开发扶贫前阶段、
开发扶贫后阶段以及精准扶贫阶段全过程ꎬ政府利用其公信力和强制手段ꎬ破除农村要素流动障碍ꎬ

—７６—

中国农村减贫经验与成就的理论解释



以资金补贴、税收优惠、技术投入、区域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为牵引ꎬ推动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信
息等生产要素流入乡村ꎮ 贫困地区获得外来资源要素ꎬ显著改善了其资源结构ꎬ增强本地产业市场竞

争力ꎬ提高资源配置整体效率ꎬ促进其经济社会进步ꎮ 这部分资源的流向虽与市场经济中的自然流向

相反ꎬ却产生补齐农村“短板”的效果ꎮ 这也就意味着ꎬ“有为政府”调节下反市场的资源“逆流”行为ꎬ
不能被轻易地批判为无视市场经济规律ꎬ也不代表着经济效率的降低ꎮ 破除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壁垒ꎬ
推动要素“逆流”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需求ꎮ〔４９〕

(二)“有效市场”的作用

中国农村减贫中“有效市场”推动资源配置的逻辑在于ꎬ资源配置过程某种程度上是资源市场交

易的过程ꎬ交易成本的降低便成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ꎮ 即“有效市场”发挥作用也需要降

低交易成本ꎮ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ꎬ市场机制能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自由配置ꎬ在资源配置中

具备优势ꎬ体现在价格信号传递、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ꎮ 改革开放之后

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为“有效市场”在农村减贫中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ꎬ中国农村减贫的改革扶贫阶

段、开发扶贫前阶段以及开发扶贫后阶段ꎬ农村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极大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及贫困

人口增收ꎮ “有效市场”对农村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ꎬ通过市场机制的发挥ꎬ可以进一步优化农村

经济环境ꎬ推动产业聚集和结构升级ꎬ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和壁垒ꎬ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和成本最

优ꎬ进而激发农村市场活力和发展潜力ꎮ
中国农村减贫“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互动作用也得到验证ꎮ 市场经济的资源流动遵循经

济人逐利原则ꎬ资源要素必然从报酬相对较低的地区流向报酬相对较高的地区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资

源从贫困地区流向相对发达地区ꎮ 为寻求更为丰厚的回报ꎬ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纷纷流入城市ꎬ
自然导致农村地区资源流失严重ꎬ本就缺乏现代生产要素的农村“雪上加霜”ꎬ使得农业农村发展所需

的资源及条件相对匮乏ꎮ 经济效率和收入公平之间的矛盾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难题ꎬ政府干

预常导致效率下降ꎬ而过度强调自由市场也将不可避免地“扼杀”农村发展机会ꎬ更无法实现城乡资源

要素双向流动ꎬ加剧了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资源差距及发展的不平衡问题ꎮ
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ꎬ我国也在探索如何平衡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ꎬ以确保可持续发

展和社会的整体福祉ꎮ 资源配置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ꎬ普遍认为市场是最为高效的资源配置

工具ꎬ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引入可为地区经济增长添加动力ꎮ 实际上ꎬ中国农村减贫道路的开发扶贫

前阶段以及开发扶贫后阶段ꎬ“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体现了我国在减贫中正确处理政

府与市场关系的逻辑ꎬ“有为政府”制定社会保障政策解决农村发展面临的“公平”问题ꎬ“有效市场”
下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ꎬ推动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ꎬ此时ꎬ“有效市场”发挥

重要调节作用ꎬ“有为政府”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ꎮ
(三)“有能集体”的作用

中国农村减贫中“有能集体”促进资源整合的逻辑在于ꎬ集体经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
农村减贫中发挥作用的主要载体ꎮ 集体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降低交易成本ꎬ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组
织成本、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具有优势ꎮ 同时ꎬ集体经济还承担集体成员的组织与保障功能ꎬ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公平”的实现ꎮ 由于农村具有“村社理性”ꎬ集体经济组织就会出于整体权益最大

化考虑ꎬ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ꎬ在活化集体资源与优化收入分配中发挥作用ꎮ〔５０〕 在中国农村

减贫过程中ꎬ救济扶贫阶段、改革扶贫阶段、精准扶贫阶段ꎬ“有能集体”具有整合要素资源、提供集体

福利、调节收入分配等多项制度优势ꎬ可以促进集体资源和资产高效转化为农民收入ꎬ是推动中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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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事业发展的重要动能ꎮ
“有能集体”作为农村内部资源整合的治理主体ꎬ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具有资源整合、资产管理和组织成员优势ꎬ可以较好覆盖政府和市场较难渗透到的贫困地区ꎮ 进一步

地ꎬ农村资源整合可有效吸纳新的要素ꎬ降低外部资本进入农村的谈判成本ꎬ并吸纳不同利益主体参

与ꎮ 此外ꎬ集体经济社会保障功能可帮助贫困地区及人口应对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ꎮ 这种整

合模式实现了农村与外部资本之间的平等谈判格局ꎬ促进地方资源的激活和新要素的吸纳ꎬ进一步提

高了农村资源配置效率ꎬ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ꎮ
自由开放的市场为农业农村带来契机ꎬ同时也带来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ꎬ抢占市场机遇首先需要

加强农村地区与外部资本的合作交流ꎮ 事实上ꎬ贫困地区因资源匮乏且分布松散ꎬ条件落后ꎬ外部资

本面临极高的交易成本ꎬ这种资源流动壁垒及高昂的交易成本使得市场上的资源配置变得复杂ꎬ不利

于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ꎮ 这进一步导致农户与市场对接成本极其高昂ꎬ且市场资源倾向于流向生

产经营能力强的经营者ꎬ阻碍贫困农户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培育ꎮ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在特定环境约束

下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结构即为最优组织结构ꎬ面对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ꎬ要将小农融入乡村振

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ꎬ必须依靠“有能集体”在农村独特的组织优势ꎬ将松散的小农户组织

起来ꎬ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经营ꎬ并以此来降低生产成本ꎬ帮助贫困户更好地对接大市场ꎬ
有效实现农户脱贫ꎮ〔５１〕集体经济组织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组织成本又可被行政成本吸纳和消解ꎬ进
一步降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成本ꎮ〔５２〕

(四)发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集体”的综合作用

“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分析框架认为中国农村减贫运作的逻辑如下:一是资源“逆
流”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ꎬ可能的原因在于木桶效应———短板补齐会导致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ꎬ
所以资源“逆流”不代表经济效率的下降ꎬ即“有为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并不代表低效率的资源配置ꎮ
二是资源配置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源市场交易的过程ꎬ所以交易成本的降低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的重要途径ꎮ 即“有效市场”发挥作用也需要降低交易成本ꎮ 对于中国农村而言ꎬ小农户与地方政府、
小农户之间的沟通ꎬ或者是小农户与市场的沟通ꎬ某种程度上都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ꎬ集体的重要作

用之一就是降低交易成本ꎮ 三是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主张ꎬ强
调在宏观层面把控资源流动方向ꎬ对中国农村减贫起到推动作用ꎮ 农村集体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公

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针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制度安排ꎬ负责农村资源的整合与协调ꎬ故中国农

村减贫亦需要“有能集体”的推动ꎮ

四、展望未来:减贫经验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本文在“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的分析框架下ꎬ总结回顾中国农村的减贫阶段历程ꎬ围
绕资源的流动、配置、协调与利用ꎬ认为农村减贫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有效市场”引导的资源流动“主动

性”ꎬ“有为政府”引导下资源流动“强制性”以及“有能集体”引导的资源汇聚“整合性”共同作用的必

然结果ꎮ
首先ꎬ发挥了“有为政府”对中国农村减贫中资源逆流的强制性作用ꎮ 在中国农村减贫的救济扶

贫阶段、改革扶贫阶段、开发扶贫前阶段ꎬ政府对农村减贫的大规模补贴式扶贫资源投入ꎬ极大改善了

农村地区大面积贫困的面貌ꎮ 随着扶贫制度与体系的完善ꎬ在开发扶贫后阶段强调了贫困地区的自

我发展能力和脱贫能力ꎬ政府推动农村减贫更多体现在服务支持类政策供给ꎮ 通过前述阶段的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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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ꎬ农村贫困地区分布特征发生了转变ꎮ 在精准扶贫阶段ꎬ政府扶贫方略也产生了重大转变ꎬ通过

推出多项连续性扶贫政策ꎬ给予贫困地区与贫困农户更多的帮扶ꎮ 其次ꎬ发挥了“有效市场”在中国农

村减贫中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ꎮ 在中国农村减贫的救济扶贫阶段ꎬ市场所发挥的作用十分微弱ꎮ
随着政府推动中国市场制度改革ꎬ市场机制在中国农村减贫中的作用迅速显现ꎮ 在改革扶贫阶段ꎬ市
场体系完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镇企业的成长ꎬ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了发展的机会ꎮ 在开发

扶贫前阶段、开发扶贫后阶段ꎬ市场机制信息灵敏、激励有效、调节灵活等特征为农村减贫注入强大动

力ꎮ 精准扶贫阶段ꎬ我们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引导产业扶贫也是农村减贫的重要手段ꎮ 再次ꎬ发
挥了“有能集体”对中国农村减贫中资源的整合性作用ꎮ 在中国农村减贫的救济扶贫阶段、改革扶贫

阶段ꎬ集体负责组织农业生产ꎬ同时ꎬ在政府引导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及乡镇集体企业的

发展ꎬ都彰显了集体经济对农村发展与农民增收的重要促进作用ꎮ 在中国农村减贫的开发扶贫前阶

段、开发扶贫后阶段ꎬ集体更加凸显了联结松散的小农户的功能以及对贫困农户的保障功能ꎮ 在中国

农村的精准扶贫阶段ꎬ通过集体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ꎬ使集体对农民减贫、增收的促进作用被进一

步强调ꎮ 最后ꎬ发挥了“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的综合优势ꎬ政府不仅负责顶层设计ꎬ为市

场和集体作用的发挥制定规则ꎬ同时利用强制性手段促进资源下沉ꎬ当资源在市场机制以及政府的作

用下流入农村ꎬ农村集体也发挥了联结农户的独特优势ꎬ为贫困人口脱贫提供保障ꎮ
当前ꎬ中国已经全面步入小康社会ꎬ贫困治理对象已经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ꎬ农村工作的重

点已经转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ꎮ 面向新征程ꎬ从根本上提升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ꎬ首先要考虑的是如

何将内外部资源转化为农村易获得、可激活、能利用的动能ꎬ进一步向农村地区赋能、向农村人口赋权

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ꎮ 充分吸取减贫的成功经验ꎬ未来农业农村发展应当顺势而为ꎬ以资源的

流动、配置以及协调为核心线索ꎬ进一步发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集体”在乡村振兴中的重

要作用ꎮ 本文的启示如下:
第一ꎬ坚持“有为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的顶层设计作用ꎬ弥补乡村发展的缺口与短板ꎮ 通过强化政

府在农村发展中的制度供给ꎬ明确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ꎬ搭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渠道ꎬ汇聚更强大

的力量推进乡村振兴ꎮ “有为政府”为“有效市场”“有能集体”作用的发挥提供根本遵循ꎬ推进建立统

一的要素市场ꎬ促进市场对农村资源的调节作用ꎬ进一步激发农村市场的活力ꎻ调动农村发展的主观

能动性ꎬ向贫困地区赋能、向贫困人口赋权ꎬ维护农村经济发展的“公平”ꎮ
第二ꎬ坚持“有效市场”在农村发展中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ꎬ提升乡村资源配置的效率ꎮ 加强市场

机制对农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ꎬ催生符合市场需求的农村新产业新业态ꎬ激活农村经济发展的动

力ꎬ保障农村经济发展的“效率”ꎮ
第三ꎬ坚持“有能集体”在农村发展中整合协调资源的作用ꎬ加强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ꎮ 鼓励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带领发展乡村特色产业ꎬ通过激活乡村本土资源ꎬ为乡村发展内在动力提升注入强大动

能ꎮ 进一步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组织农民、协调与分配资源的优势ꎬ强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统”
的功能ꎬ兼顾农村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ꎮ

第四ꎬ未来应坚持以“有效市场”“有能集体”为主ꎬ“有为政府”为辅ꎬ强调激发农村发展的自主性

与自觉性ꎬ激活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ꎮ 具体地ꎬ“有为政府”畅通要素流动渠道ꎬ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的原则ꎬ实现城乡资源平等交换ꎮ 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改革ꎬ打通要素市场化配置与资源流动的梗

阻ꎬ发挥“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ꎬ充分调动农村产业发展积极性ꎬ激活农村发展所需

的现代生产要素ꎬ使之成为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ꎮ 在“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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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下ꎬ实现农村地区资源全面激活、更易获取、充分利用ꎬ培育农村经济增长的“造血细胞”ꎬ使之

顺应进一步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以及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征程ꎮ

注释:
〔１〕«可持续发展目标»ꎬ联合国官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ｚｈ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ｇｏａｌｓ / ꎮ
〔２〕«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公报(第二号)———建档立卡户“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有保障实现情况»ꎬ国家统计局官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ｓｊｆｂ / ｚｘｆｂ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０２ / ｔ２０２１０２２５＿１８１４０７０. ｈｔｍｌꎮ
〔３〕«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公报(第四号)———国家贫困县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情况»ꎬ国家统计局官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２３０２ / ｔ２０２３０２０３＿１９００９９９. ｈｔｍｌꎮ
〔４〕王小林、张晓颖:«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解释与 ２０２０ 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取向»ꎬ«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ꎻ孔祥智、

张琛:«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包容性发展:基于机会平等的视角»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５〕〔９〕汪三贵:«中国 ４０ 年大规模减贫:推动力量与制度基础»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６〕〔３１〕钟甫宁:«中国农村脱贫历史性成就的经济学解释»ꎬ«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ꎮ
〔７〕丰凤、廖小东:«农村集体经济的功能研究»ꎬ«求索»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ꎻ高飞、向德平:«找回集体:西藏治理深度贫困的经验与启

示»ꎬ«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ꎻ叶兴庆、殷浩栋:«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中国减贫历程与 ２０２０ 年

后的减贫战略»ꎬ«改革»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ꎮ
〔８〕刘冬梅:«对中国农村反贫困中市场与政府作用的探讨»ꎬ«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８ 期ꎮ
〔１０〕郁建兴、高翔:«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一个分析框架»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ꎮ
〔１１〕罗必良:«走向共同富裕的生态逻辑»ꎬ«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ꎮ
〔１２〕Ｍ. Ｓ. ＡｈｌｕｗａｌｉａꎬＮ. Ｇ. ＣａｒｔｅｒꎬＨ. Ｂ. Ｃｈｅｎｅｒｙꎬ“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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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章元、万广华、刘修岩、许庆:«参与市场与农村贫困:一个微观分析的视角»ꎬ«世界经济»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ꎮ
〔１４〕王静、王志章、杨志红:«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实践探索、经验总结与当代价值研究»ꎬ«中国软科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１５〕黄祖辉、李锋、钱振澜、钱泽森、叶海健:«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品格、时代特质与系统建构»ꎬ«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１６〕秦建军、武拉平:«财政支农投入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 ３０ 年的考察»ꎬ«财贸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ꎮ
〔１７〕Ｓｈｅｎｇｇｅｎ ＦａｎꎬＥｍｉｌｙ ＥｕｎＹｏｕｎｇ Ｃｈｏꎬ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ｕｅꎬ“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２０１８ꎬｐｐ. ２１５ － ２２３ꎻ叶兴庆、殷浩栋:«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中国减贫历程与 ２０２０ 年后的减贫战

略»ꎬ«改革»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ꎮ
〔１８〕李飞、曾福生:«市场参与与贫困缓解»ꎬ«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ꎮ
〔１９〕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Ａｇｈ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Ｂｏｌｔｏｎꎬ“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ｉｃｋｌｅ － Ｄｏｗ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１５１ － １７２.
〔２０〕〔２６〕黄祖辉、李懿芸、马彦丽:«论市场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与作用»ꎬ«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ꎮ
〔２１〕高鸣、芦千文:«中国农村集体经济:７０ 年发展历程与启示»ꎬ«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ꎻ杨灿明:«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

百年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ꎬ«管理世界»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ꎮ
〔２２〕韩俊:«关于农村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的若干理论与政策问题»ꎬ«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２ 期ꎮ
〔２３〕赵意焕:«中国农村集体经济 ７０ 年的成就与经验»ꎬ«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ꎮ
〔２４〕高飞、向德平:«找回集体:西藏治理深度贫困的经验与启示»ꎬ«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２５〕〔５１〕赵春雨:«贫困地区土地流转与扶贫中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山西省余化乡扶贫实践探索»ꎬ«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ꎮ
〔２７〕王勇、华秀萍:«详论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内涵———兼对田国强教授批评的回复»ꎬ«经济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ꎮ
〔２８〕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政府如何有为»ꎬ«唯实(现代管理)»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２９〕温铁军:«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变迁分析»ꎬ«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ꎮ
〔３０〕以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开发为牵引的优质资源“逆向”流动有助于增加落后地区的优质资源并改善其资源结构ꎬ

大幅度提高其他原有资源的生产率ꎬ从而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ꎮ

—１７—

中国农村减贫经验与成就的理论解释



〔３２〕在社会保险制度方面ꎬ１９５１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ꎬ规定劳动保险的费用由企业行政或资方承担ꎬ并且

建立劳动保险总基金ꎮ 在医疗保障方面ꎬ国家建立了公费医疗制度、劳保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ꎬ同时针对农村卫生医疗ꎬ形成

了农村初级医疗卫生保健网、建立了农村“保健站”、组建了“赤脚医生”队伍ꎮ 参见范小建:«６０ 年:扶贫开发的攻坚战»ꎬ«求是»２００９
年第 ２０ 期ꎮ

〔３３〕李小云、于乐荣、唐丽霞:«新中国成立后 ７０ 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ꎬ«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ꎮ
〔３４〕邓小平认为ꎬ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ꎬ我们有可能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ꎮ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ꎬ我们党才作出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ꎬ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ꎮ 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ꎬ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的重要依据ꎮ
〔３５〕徐亚东:«建党百年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动态演进与逻辑»ꎬ«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ꎮ
〔３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４９８ 页ꎮ
〔３７〕黄英君、苗英振、蒋径舟:«我国政府反贫困政策回顾、反思与展望———基于社会资本投资的视角»ꎬ«探索»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ꎮ
〔３８〕扶贫开发实行分级负责的首长工作责任制ꎬ扶贫资金要瞄准县级ꎬ集中投放在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ꎮ
〔３９〕资金投向要实现多元化ꎬ除了用于直接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ꎬ还要以适当的比例投入到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教育

和医疗卫生体系改善ꎮ 此外ꎬ国家还推行了对口帮扶和定点扶持政策ꎬ强化对贫困地区的人力投资ꎬ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脱贫

能力ꎮ
〔４０〕王昉、王晓博:«新中国 ７０ 年反贫困思想的演进路径与逻辑架构———基于政策文件的文本对比研究»ꎬ«经济学家»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４１〕例如ꎬ１９９５ 年ꎬ国家开展了教育扶贫工程ꎬ改善学校基础设施条件ꎮ 国家还设立“贷学金”ꎬ减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杂

费ꎻ１９９８ 年ꎬ下发并在全国实施«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ꎬ旨在减少因健康问题带来的家庭贫困、社会贫

困ꎻ１９９９ 年ꎬ国务院在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后ꎬ同时也对农村地区提出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要求ꎮ
〔４２〕徐亚东、张应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学理阐释:基于资源配置视角»ꎬ«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４３〕何秀荣:«改革 ４０ 年的农村反贫困认识与后脱贫战略前瞻»ꎬ«农村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ꎮ
〔４４〕例如ꎬ«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均提出“政府主导”的

基本原则ꎻ«“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提出“坚持全面落实主体责任”的原则ꎬ强化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脱贫攻坚中的责任ꎻ«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提出“强化政府责任”的工作要求ꎮ
〔４５〕黄征学、高国力、滕飞、潘彪、宋建军、李爱民:«中国长期减贫ꎬ路在何方? ———２０２０ 年脱贫攻坚完成后的减贫战略前瞻»ꎬ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ꎮ
〔４６〕张思锋、汤永刚、胡晗:«中国反贫困 ７０ 年:制度保障、经济支持与社会政策»ꎬ«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ꎻ徐艳晴:«中国反贫困政策演变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ꎬ«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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