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脱贫攻坚的中国经验及其意义

□ 张远新 董晓峰

内容提要 脱贫攻坚是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向我国深度贫困地区发起的攻
坚战。经过 8年的持续努力，我们彻底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积累了非常丰富的
宝贵经验。 主要包括：坚持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巨大优势；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脱贫机制体
系；坚持广泛动员凝聚强大扶贫合力；坚持激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坚持开发式扶贫的
根本路径等。这些经验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贫困治理理论，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宗旨意识、治理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且为我国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提供
了借鉴，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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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是党向中国人民作出的庄
严承诺。 而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绝对贫困，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刚性目标。 新时代
以来，面对一些中西部省份（自治区、直辖市）贫困
人口较多、贫困程度较深、减贫成本很高、脱贫难
度很大这一现状，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挥
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
特性的重大举措， 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
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 经过 8 年持续奋斗，
我国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消除了绝对贫困问
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
伟大奇迹。

一、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中国经验

新时代我国脱贫攻坚不仅取得了令全世界刮
目相看的重大胜利，而且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这些经验深刻地反映了新时代党带领人民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脱贫攻坚的集中统一
领导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脱贫攻坚的
政治保障，也是脱贫攻坚取得胜利的首条经验。脱
贫攻坚是一项重大、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难度大，
任务重，用时长，涉及面广，需要统筹谋划、精准施
策、敢作善为、持之以恒，才能取得成功，这就要求
全面加强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统一领导， 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新时代以
来，我国在决战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着党指引方向、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及战斗堡垒的核心作用。

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 全面部署推进脱贫攻
坚工作。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召开了 1个中央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和 7 个专题会议， 分析决胜阶段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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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集中部署解决革命老
区脱贫致富问题、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问题、东西部扶贫协作问题、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问题、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问题、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问
题等，为做好脱贫攻坚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强化制度管理， 建立健全
党对脱贫攻坚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机制。 新时代
以来，党中央实行了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
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管理机制；构建了
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 县委书记和县长是脱
贫攻坚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机制；落实了省（自治区、
直辖市）市（地）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脱贫攻坚
的工作机制； 建立了选派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到贫
困地区挂职任职的选任机制； 加强了把基层党组
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战斗堡垒的落地机
制等，实现了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有效领导。

党中央加强顶层设计， 为精准脱贫制定了时
间表和路线图。 新时代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办、国办出
台 12 个配套文件，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共出台
100 多个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 各地也相继出台
和完善了“1+N”的政策文件，打出政策组合拳，明
确了脱贫攻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党中央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其战
斗堡垒作用。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扶贫开发同基
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加强贫困乡镇村班子
建设， 努力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
套建设， 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带头人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带领乡亲们脱
贫致富、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核心，真正发挥了战
斗堡垒作用。

上述这些部署和安排从方向到决策、 从机制
到举措、 从中央和地方等各个方面有效地坚持了
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为决胜脱贫
攻坚提供了政治保障。

（二）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新时代脱贫攻

坚的制度优势， 也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又一
重要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也不是别人恩赐的，它是中国社会历史发
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具有深刻

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植根中国大
地，吸吮中华文化精华，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
经过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为中国政治稳
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安宁和人民幸福提
供了有力保障， 具有巨大优越性和强劲生命力。
“中国之治”的核心密码正在于“中国之制”。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个消除贫困、改善民生、
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制度，它从内在本质、价值取
向、公平正义、凝心聚力等方面指引和确保了脱贫
攻坚战的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消除贫困作为本质
要求，着力实现贫困群众脱贫致富。邓小平早就明
确指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
穷。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①。
习近平也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
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
命。”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
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决定了它
的本质要求就是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达到
共同富裕、实现全面发展。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牢
记这一本质要求和重要使命， 高度重视脱贫攻坚
工作，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和制度安排，采取了
一系列切实有效的举措行动， 加大对贫困地区和
扶贫对象的支持力度， 努力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
发展能力，不断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收入水平，促
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奔全面
小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努力为人民群众谋福祉。 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强调要把增进人民幸
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
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反对“以
物为中心”或“以 GDP 为中心”的发展观念，这是
由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决定的。 贫困群众是我国
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贫
困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我们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
责任。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牢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贫困群众放在第一位，紧
紧抓住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这个最突出的短板，实
施精准方略，使农村贫困人口快速减少；以时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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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的担当精神，创新工作思路，加大资金投入，因
地制宜，加快发展，确保贫困群众如期实现全面小
康。这些都极大地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体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秉持公平正义的原
则，积极促进共建共享。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内在要求和价值尺度， 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
追求和理想目标。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全民共
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理念，强化制
度安排，既大力发展经济，又共享发展成果；既努
力做大“蛋糕”，又公平分好“蛋糕”；重点做好普惠
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等，尤其是打赢扶
贫攻坚战、全体人民奔小康的诺言和壮举，都充分
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公平正义的伦理道
义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汇
聚了脱贫攻坚的巨大力量。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 是我们党成就事
业的重要法宝。 脱贫攻坚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
务，只有凝聚各方力量，利用各方资源，才能完成。
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
调配人财物，有效整合各方面资源，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
了强大的力量支持。

新时代以来， 我国正是大力发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强大功能和巨大支持， 切实把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强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才如期完
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三）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基本

方略， 也是新时代脱贫攻坚的重要经验。 贫有百
样，困有千种。每个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贫困规
模、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经济基础和发展能力不
同，其治理方法和路径也必然不同。 因此，脱贫攻
坚一定要坚持因地因人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
贫困类型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

新时代以来， 党和政府针对过去我国在贫困
治理过程中存在的贫困人口基数不清、 贫困原因
不明、扶贫措施不力、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
“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及由此影响
了扶贫脱贫的准确性、有效性和持续性问题，创造

性地提出和实施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贫困治理
方略。 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 扶贫开发，
“精准”至关重要。 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在于
精准。（2）“精准”就是扶贫要扶到点上、根上。即做
到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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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精准”要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
是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即通过实地走访、建档
立卡等方式，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
问题彻底搞清楚，为精准扶贫、精准施策打下扎实
基础。二是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即建立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
构建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各
司其职、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 三是解决好“怎么
扶”的问题。 即实施“五个一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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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解决
扶贫的路径问题。四是解决好“怎么退”的问题。即
制定反映客观实际的贫困县、贫困户退出机制，努
力实现精准脱贫。 具体地讲，就是设定了时间表，
实现有序退出；留出缓冲期，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摘
帽不摘政策；实行严格评估，按照摘帽标准验收；
实行逐户销号，脱贫到人，确保脱贫质量。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 把目标导向与问题
导向相结合、精准施策与真抓实干相结合，有效地
解决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及“如何退”
等问题，实现了脱贫攻坚过程精准、举措精准、效
果精准，具有鲜明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新
时代以来， 我国脱贫攻坚正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
行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才使贫困治理
取得了显著成就。

（四）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脱贫机制体系
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脱贫机制体系是做

好脱贫攻坚工作的机制保障， 也是我国决胜脱贫
攻坚一条基本经验。 脱贫攻坚是一项巨大的社会
系统工程，任务重，时间紧，涉及多个领域、多个政
府层级、多元主体的协同行动，因此，必须构建比
较科学、具体、可操作的扶贫脱贫机制体系，切实
保障脱贫攻坚工作积极稳妥、有序高效地推进。新
时代以来，我国构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
攻坚机制，以机制保证脱贫攻坚工作落实、落细、落
小、落严，为取胜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机制保障。

张远新 董晓峰：论脱贫攻坚的中国经验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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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明确的责任体系，制定了中央统筹、省
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在这一体系中，
党中央、国务院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抓大政方针
制定，考核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省
级党委和政府对辖区内脱贫攻坚工作负总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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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党委和政府承担主体责任，县委
书记和县长是第一责任人， 做好脱贫攻坚的项目
落地、推进实施工作。 与此同时，强化社会各界合
力攻坚工作，凝聚强大的扶贫合力。 这样，全社会
都对脱贫攻坚负有责任，并建立了分工明确、责任
明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的脱贫攻坚责任机制。

构建了多元的投入体系， 形成了以政府财政
投入为主，多样化、多渠道的扶贫资金投入机制。
一是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 充分发挥政府投入
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 确保政府扶贫
投入力度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 二是加大金融
扶贫力度， 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
开发的金融支持。 三是积极吸收社会资金参与扶
贫开发。这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资金保障。据
统计，2013—2017 年，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
计投入 2787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22.7%；省级财
政扶贫资金累计投入 1825 亿元， 平均每年增长
26.9%。安排地方政府债务 1200亿元。③此外，国家
的金融信贷、证劵保险、土地政策等助推脱贫攻坚
的力度都在明显增加。

构建了科学的实施体系， 规定了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工作机制。 第一步，精准识别。 通过申请
评议、公示公告、抽检核查、信息录入等步骤，将贫
困户和贫困村有效识别出来，建档立卡，并进行信
息化建设。 第二步，精准帮扶。 对识别出来的贫困
村和贫困户，落实帮扶责任人，逐村逐户制定帮扶
计划，集中力量予以扶持。第三步，精准管理。建立
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对扶贫对象进行全方位、
全过程的监测，实现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为扶贫
开发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第四步，精准考核。 对贫
困村和贫困户识别、帮扶、管理的成效，以及对贫
困县开展扶贫工作情况的量化考核，奖优罚劣，保
证各项扶贫政策落到实处。这个实施机制，对做好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起到了制约和保障作用。

构建了严谨的考核体系， 实行了最严格的考
核评估机制。 《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

考核办法》规定，从 2016 年到 2020 年，每年一次，
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进行， 紧紧围绕
脱贫攻坚的任务目标，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减
贫成效等方面对中西部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的考核。 中央对综
合评价好的省份，给予通报表扬和一定奖励; 对综
合评价较差且发现突出问题的的省份， 约谈党政
主要负责人，提出限期整改要求；情节严重的，实
行责任追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结合本地区
实际制定相关办法， 加强对本地区各级扶贫开发
工作的考核。这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履职尽责，
改进工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起到了促进和推
动作用。

构建了完善的监督巡查体系， 制定了脱贫攻
坚督查巡查办法。 《办法》规定：对中西部 22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单位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全面督查和巡查， 着力
推动工作落实和完成。不仅如此，还有其它配套督
查巡查制度：中央巡视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内容；
8 个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应 8 个贫困人口多、贫
困发生率高的省份进行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纪检
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和媒体、社会等也对脱贫
攻坚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合作监督， 并把监督结
果运用到考核评估和督查巡查中。 对督查巡查情
况好的地区和单位， 予以通报表扬。 对发现的问
题，予以督促纠正。 涉及违纪违法的，按照有关规
定移交纪检监察或者检察机关。 这一办法确保了
脱贫攻坚各项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

上述机制体系涵盖了脱贫攻坚责任、投入、实
施、考核、监督等五个方面，是新时代脱贫攻坚顶
层设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了有力的机制保障。

（五）坚持广泛动员凝聚强大的脱贫攻坚合力
广泛动员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脱贫攻

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脱贫攻坚的重要特征，是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也是我国脱贫攻
坚的成功经验。脱贫攻坚，不仅需要党和政府加强
领导组织，贫困地区干部群众艰苦奋斗，也需要广
泛动员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和支持， 形成强大
合力，才能获得成效。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召开了东西部协作座谈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动
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健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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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 定点扶贫机制和全社会力
量参与机制， 进一步加强社会动员， 凝聚各方力
量，形成了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的大扶贫格局，为
做好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撑。

继续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新时
代以来，我国加大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力度，调整完
善了原有结对关系，实现了对全国 30 个民族自治
州帮扶全覆盖，落实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扶持贫
困地区发展”的任务，实施了东部 267 个经济发达
县（市、区）结对帮扶西部 434 个贫困县的“携手奔
小康”行动。 同时，进一步健全了东西部扶贫协作
机制，包括精准对接机制、企业合作机制、财力增
长机制、协作考核评价机制等，不断提升东西部扶
贫协作效果。

积极推动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
新时代以来，各定点扶贫单位，不断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紧迫感，发挥单位、行业优势，健全工作机
制，创新帮扶举措，努力提高扶贫成效。 据不完全
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先
后选派挂职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 1727 名，投入和
引进帮扶资金 713.7 亿元， 培训基层干部和技术
人员 64.9 万人， 购买和帮助销售农产品 636.7 亿
元， 助力 89 个县脱贫摘帽，1.9 万个村脱贫出列，
1300 万贫困人口脱贫。 ④这些帮扶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鼓励支持民营企业、 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参
与脱贫攻坚。 新时代以来， 面对精准脱贫的新任
务、新要求，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等也
更加积极地参与扶贫开发， 先后开展了 “希望工
程”、“幸福工程”、“光彩扶贫工程”、“贫困农户自
立工程”、“春蕾计划”等多种形式的扶贫活动。 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9 年 6 月底，进入“万企帮万
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的民营企业有 8.81 万
家，精准帮扶 10.27 万个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
5.53 万个）；产业投入 753.71 亿元（其中购买农产
品 75.37 亿元）， 公益投入 139.1 亿元， 安置就业
66.15 万人， 技能培训 94.1 万人， 共带动和惠及
1163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⑤有力地推动了我国
的脱贫攻坚工作。

新时代以来， 我国脱贫攻坚工作正是广泛动
员和凝聚了工、农、商、学、兵乃至国际社会力量的
参与和支持，汇聚了强大的扶贫合力，才取得了如

此辉煌的成就。
（六）坚持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贫困群众既是扶贫脱贫的对象， 更是扶贫脱

贫的主体， 摆脱贫困最终要靠困难群众自己的辛
勤劳动来实现。因此，贫困治理一定要激发贫困群
众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着力引导他们树立脱贫信心和决心，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改变
贫穷落后面貌。 这是新时代脱贫攻坚赢得胜利的
基本经验之一。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牢牢坚持“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着力提振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 大力培训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的技能，不断改进和完善扶贫脱贫的方式，努
力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引导广大群众依靠
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一是将扶贫与扶志相结合，变“要我脱贫”为
“我要脱贫”。 人穷不能志短，扶贫必先扶志。 只要
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的坎，没有登不上
的山。 我们党和政府非常注意通过宣传、教育、培
训、组织、动员等多种形式，让困难群众的心热起
来、动起来，树立脱贫意识和决心；着力激发贫困
群众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积极性；着力培育贫困
群众自立自强、苦干实干、勤劳致富精神；批评和
克服贫困群众中的“等、靠、要、送”等不良倾向，努
力提升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志气和主动性。

二是将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变“输血”为“造
血”。 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 贫困群众之所以
贫困，从内因上看主要是因为他们智力不足、知识
匮乏、技能缺乏、精神委顿。因此，我国在脱贫攻坚
中，大力加强对贫困群众进行技术培训，提高他们
的致富技能；提升贫困群众教育、文化、健康水平
和综合素质， 振奋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精神风
貌；努力把东部地区先进的理念、人才、技术、经验
等要素传播到西部地区，促进他们借鉴运用；致力
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教育水平， 帮助贫困
群众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增强造血
功能。

三是改进帮扶方式，变“送”为“奖”。党的十八
大以来， 我们改进了扶贫方式， 不再简单给钱给
物、大包大揽、包办代替，而是变“送”为补，变“送”
为奖，较多采取以工代赈、生产奖补、劳务补助等
方式，对积极参与帮扶项目建设的贫困群众，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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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得；对主动创业脱贫致富的群众，给予补贴；对
靠自己辛勤劳动脱贫致富的群众，给予奖励，把脱
贫致富与促进发展结合起来。

实践证明， 激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是
脱贫攻坚非常重要的方法和经验。 它能树立贫困
群众脱贫的意识和信心， 调动贫困群众脱贫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增强贫困群众脱贫本领，引导贫困
群众依靠自身辛勤劳动去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具
有根本性和长久性。

（七）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根本路径
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要从根

本上改变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贫困落后面貌，必
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走开
发式扶贫的根本途径。 这也是新时代脱贫攻坚基
本经验之一。新时代以来，我国始终坚持走开发式
扶贫的路子，把发展放在首位，支持、鼓励贫困地
区干部群众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宜
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商则商、宜游则
游，通过扶持发展特色产业、经济，实现就地脱贫
致富。

一是大力发展贫困地区产业， 稳定增加贫困
户经营性、财产性收入。 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
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林产业、
旅游业、电商业等产业，通过产业发展实现脱贫。

二是坚持综合开发，促进贫困地区全面发展。
把扶贫开发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加强贫困地
区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教
育、文化、科技、卫生事业的发展，调整贫困地区的
产业结构，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
全面进步。

三是坚持生态保护， 实现贫困地区可持续发
展。把扶贫开发和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促进环
境、资源、人口良性循环，增强贫困地区可持续发
展能力，使贫困人口通过参与生态保护实现脱贫。

实践证明， 开发式扶贫能厚植贫困地区的发
展根基和发展后劲， 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积累和
自我发展能力， 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社
会全面发展，实现更为根本的、稳定的和可持续的
脱贫致富，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路径之一。

以上我们分别从七个方面总结了新时代脱贫
攻坚的中国经验， 这些经验已经构成了一个比较
科学的体系，其中，党的领导是政治保障、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制度基础、“精准扶贫脱贫”是
基本方略、扶贫脱贫机制体系是机制保障、社会参
与是强大合力、贫困群众是基本力量、开发式扶贫
是根本路径， 它们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国情和实
际， 反映了新时代以来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理
论与实践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人民性、实践
性和精准性。

二、新时代脱贫攻坚中国经验的重大意义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中国经验具有重大意义，
它不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贫困治理理论，
彰显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意识、 治理能力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而且为我国进一步
解决相对贫困提供借鉴和参考， 为全球贫困治理
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贫困治理
理论

十九世纪中叶，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自由竞
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 运用唯物史观和剩
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 通过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
的深入考察、 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剖析和缜密
的理论研究， 提出了比较丰富的关于无产阶级贫
困及其治理的理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
其对剩余价值的贪婪追求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
根源。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进行
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进一
步加剧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 无产阶级要想摆
脱贫困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建立社会主义
公有制，并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些理论为无产阶级
及广大劳动人民消除贫困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具
有重大的价值。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时代的
局限性， 马克思恩格斯只研究了早期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工人阶级的贫困现象， 且多停留在对资本
主义的理论批判层面，在实践中应用不多，特别是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更是较少论及。新时
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
人，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贫困治理理论的基础上，
从中国国情和贫困实际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提出了和形成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实施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 坚持开发式扶贫等一系列关于
脱贫攻坚的新思想新举措新经验， 并指导实践取
得了令人赞叹的辉煌成就， 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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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的贫困治理理论。
（二）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意识、治

理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丰衣足食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生活

目标， 消除贫困千百年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愿
望理想。但纵观中国历史，没有哪个朝代真正解决
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 从横向上看，世界各国，包
括发达国家， 也没有哪个国家很好地解决了贫困
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尤
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牢牢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率领全国人民，精
准施策，艰苦奋斗，使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成就和经验极大地
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民意识、 治理能力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三）为我国未来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提供了
借鉴和参考

贫困具有长期性、动态性和相对性等特征。在
我国解决了农村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之后， 还存
在着许多相对贫困。与显性的绝对贫困相比，隐性
的相对贫困的认定标准更高，人员范围更广，解决
起来更难，解决时间也更长。 正如习近平指出，我
们必须深刻认识我国贫困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
复杂性，即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我国仍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定程度上的贫困问题
肯定仍然会存在，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我
国已取得的被实践证明非常成功的解决绝对贫困
的经验和做法， 特别是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基本经
验，为我国未来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提供了借鉴。
我们应在汲取解决绝对贫困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
步创新理论和方法，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

（四）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
智慧

贫困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 消除贫困是
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虽然自二战结束以来，联合
国等国际组织一直高度重视和致力于解决全球的
贫困问题，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全球贫困治理任
务仍十分艰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基本经验，也为
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如：贫
困治理一定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一定
要加强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 一定要坚持开发式
扶贫的基本方针； 一定要实施精准扶贫的基本方
略；一定要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一定要凝聚
扶贫减贫的强大合力等。当然，这些经验是植根于
中国大地、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做法，各国应该从
本国实际出发， 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贫困治理
方式和方法，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73 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扶贫论述

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3 页。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

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51 页。

④江琳：《“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中央和国家机关

定点扶贫工作成果展”在京开幕》，《人民日报》2019 年 8 月
17 日第 2 版。

⑤吴志红：《东西部扶贫协作 “万企帮万村” 很 “燃”

———来自 2019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峰会东西部扶贫协作
专场的声音》，《人民政协报》2019 年 8 月 30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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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new er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people to fight against the deep

poverty areas in China. After eight years of hard work， we have completely wo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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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y includes： adhering to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ersisting
i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great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rsisting in
the basic strateg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argeted poverty eradication”； persisting in the mecha-
nism syste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rsisting in the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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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echanisms between certified and non -certified companies.Based on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Chinese trade system，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screening effect of
Chinese enterprise labor standard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formation asymmetry makes more labor certification
companies need to over-invest in the “screening” effect of labor standards， and such label screening can
meet certain conditions before mixing from lower standards to separating equilibrium； Market mechanism
makes it possible for certified and non-certified companies with different screening requirements to reach the
endogenous screening equilibrium of the company's labor standards in the competitive equilibrium.Labor
standards certification will produce production effect within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rough the positive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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