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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碎片化扶贫”为“系统化扶贫”
吉首大学第三次发布《连片特困区蓝皮书》，建议探索“人”“业”“地”综合扶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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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体系】
“人”“业”“地”都要扶贫

蓝皮书主编、 吉首大学
党委书记游俊介绍， 我国有
14个连片特困区， 为了建立
科学的评价体系， 蓝皮书创
造性地提出“人业地”综合贫
困识别指标体系和治理框
架， 并将其作为连片特困区
扶贫政策与精准扶贫实践评
价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连
片特困区的贫困是“人”（贫
困主体）、“业”（生计活动）、
“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综
合贫困。“人”、“业”、“地”三
者不协调会进一步加剧贫
困，使连片特困区陷入“贫困
陷阱”。

从总体来看， 当前的精
准扶贫实践以“靶向” 干预
为主，取得了比先前粗放式
扶贫更好的成效。在政策实
施中，类似于“建档立卡”这
样面向“人”的政策好于面
向“地”和“业”的政策。但在
实施“协同推进”的系统性
干预上还有待加强，这整体
上制约了扶贫开发政策实
施与精准扶贫实践的成效。
游俊认为，连片特困区的扶
贫攻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
要有贫困主体“人”的帮扶，
也要对有“业”和“地”的干
预和支持。“这意味着连片
特困区的扶贫要同时面向
‘人业地’ 给予政策支持并
协同实施。”

吉首大学的三部扶贫蓝皮书

作为武陵山片区唯一的综合性
大学， 吉首大学一直将扶贫工作视
为重要使命。 连片特困区三部蓝皮
书的出版发行， 也标志着该校在扶
贫攻坚和精准扶贫上取得一系列科
研成果。

据介绍，第一部蓝皮书《连片特困
区蓝皮书： 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
（2013）》当中，该校课题组以率先启动
“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先行先试”
区域———武陵山片区为样本，以“多维
减贫和自我发展能力构建”为主题，全
面考察了武陵山片区71县市区近10年
来多维贫困和自我发展能力状况及其
时空演变规律， 并基于贫困各维度和
自我发展能力各子系统的特征和演变
趋势，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第二部蓝皮书《连片特困区蓝皮
书：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2014—
2015）》在第一期蓝皮书以武陵山区为
研究视角的成功实验基础上， 进一步
放眼“11+3”个连片特困区，采用一总
加多分的组合报告模式， 在突出共性
的基础上关注个性， 以城镇化为切入
点， 全面精细地分析了连片特困区这
类特殊类型区域城镇化的进程、特征、
路径、趋势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战略、
思路与对策。

该校还建立了全国唯一一个以扶
贫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协同创新中
心———武陵山片区扶贫与发展协同创
新中心， 并成立专门服务武陵山片区
发展的武陵山发展研究院。

蓝皮书已成为扶贫交流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 北京
大学陆军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戴宏伟
教授，中国科学院赵作权研究员、中国
科学院何书金研究员作为学界专家对
蓝皮书进行点评。

学者们认为该蓝皮书具有以下特
点：一是调研工作细致到位，课题组宏
微观相结合地对连片特困区的扶贫开
发政策和精准扶贫实践进行了调研;
二是理论水平前瞻性强， 吉首大学建
立起了自己的“人业地”综合减贫分析
框架及其政策评价指标体系， 以及专
家、 村干部和村民三重视角的评价方
法;三是对策建议接地气，蓝皮书提出
的对策建议对指导连片特困区发展和
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具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四是研究体系完整，已经出版发
行的三部蓝皮书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形成了对连片特困区的全方位研究。
他们强调， 吉首大学出版的连片特困
区蓝皮书已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和
交流片区扶贫开发实践经验的一个重
要平台， 为连片特困区扶贫攻坚发挥
了重要作用。

背景

很多脱贫的贫困户又返
贫了，该怎么办？游俊呼吁，
要对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效
果进行政策评价， 因为及时
评价和反馈是提升扶贫政策
科学性、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要加快扶贫政
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

的研究， 尽快建立科学的评
价指标体系和方法。 另一方
面， 要增强政府部门对政策
设计、实施、成效评估的重视
程度。”游俊表示，“不能只注
重出台政策， 应高度重视政
策的执行、反馈和优化，同时
保障政策设计、 实施和成效

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
为此， 蓝皮书建议高度

重视第三方评价结果， 将其
作为扶贫政策动态优化的重
要参考。 同时要鼓励高等院
校、研究机构、智库组织等第
三方机构作为评价主体开展
政策评价。

蓝皮书提出，“十三五”
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决胜期， 也是连片特困
区全面脱贫的攻坚期。因而，
在此关键时期， 连片特困区
的 扶贫 开 发必 然要 面 向
“人”、“业”、“地”维度“三管
齐下、协同推进”。各级政府
要变“碎片化扶贫”为“系统
化扶贫”，即坚持精准扶贫与
区域整体开发有机结合，做
到统筹考虑、协同推进，如此
才能确保实现全面脱贫、持
久脱贫。

其一， 既要精准扶贫，
也要连片开发。连片特困区
的贫困是“人”“业”“地”综
合贫困，一方面精准扶贫要
精准识别“人”“业”“地”维
度上的贫困， 进而精准施
策、精准考核，提升扶贫的
效率；另一方面，连片特困
区作为特殊类型区域，贫困
的区域性特征不容忽视，
“地”的贫困通过“人”“业”
“地”耦合制约着“人”“业”
维度扶贫的成效，实施连片
开发突破“地”的瓶颈，促进
“人”“业”“地”良性耦合对

于连片特困区全面脱贫的
意义毋庸置疑。

其二，充分挖掘社会扶
贫潜 力 ， 发挥 各主 体 在
“人”“业”“地” 不同维度上
扶 贫的 优 势 。“人 ”“业 ”
“地” 维度上贫困特点存在
较大差异，因而对帮扶的需
求也各不相同。如“人”的贫
困方面贫困主体数量多、居
住分散、贫困维度及致贫原
因千差万别，此时，社会慈
善机构、民间组织等则可充
分利用广泛的社会网络和
会员遍布全国各地的优势，
采取“一对一”的“定向”帮
扶策略，分担政府扶贫中扶
贫干部队伍的压力，通过多
样化、差异化方式提升扶贫
效率。而“业”和“地”维度

上的贫困则须发挥企业和
政府部门在产品开发、市场
运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方面的优势。要实现社会组
织、企业和政府等扶贫主体
在“人”“业”“地”贫困维度
上各司其职，则同样需要政
策的支持和引导。

其三， 完善贫困治理体
系，推进制度化扶贫。在这一
过程中，具体可以依托“互
联网+”技术，发挥第三方专
业化服务、资源整合转化和
双边市场支持的优势，构建
政府主导复合型贫困治理
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与此
同时，推进贫困治理的制度
化和法制化，实现扶贫工作
的常态化和专业化，也是题
中应有之义。

在实施“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过程中，各连片
特困区的实效如何？哪些政
策还需要改进优化？ 近日，
吉首大学、国务院扶贫办扶
贫宣传教育中心、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发
布《连片特困区蓝皮书：中
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
（2016—2017）》。蓝皮书以
“连片特困区扶贫开发政策
与精准扶贫实践” 为主题，
设置了总报告、 宏观考察
篇、微观调查篇三个部分。

其总报告梳理了2011
年以来连片特困区扶贫开
发政策的演进进程及特征，
对比分析了武陵山片区、滇
桂黔石漠化片区、六盘山片
区、罗霄山片区、大别山片
区、 乌蒙山片区6个片区扶
贫开发政策的实施及成效，
总结和分享了4种精准扶贫
典型实践经验，提出了优化
扶贫政策的建议。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李洪雄 孙立青

【观点】
变“碎片化扶贫”
为“系统化扶贫”

【建议】 扶贫政策需要及时评价和反馈

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