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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减贫成效与经验
) ) ) 以青海为例

胡鞍钢  童旭光

  =摘要>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与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贫困人口从 1978年

的 215亿人减少到 2007年的 1479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301 7%下降到 116%。本文以青海的减贫实践为案

例,对其减贫成效与经验进行总结与评价。认为青海在这一时期较好地实现了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着

力构建减贫友好型社会,逐步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其成功经验在于国家对减贫事业的大力支持与公共政策

的 /多维减贫0导向。最后对中国未来的减贫挑战提出了展望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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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始终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

展与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 1980年的 191133元上升到 2005

年的 815146元 ( 1980年价格 ), 年均实际平均增长率高达 5180%。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国家的反
贫困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到 2007年, 我国贫困人口从 1978年的 215亿人减少到 1479万

人,贫困发生率从 3017%下降到 116%。那么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减贫的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 其成功
经验又有哪些,本文将以青海的减贫实践为案例进行详细探讨。

一、实现 /有利于穷人 0 ( pro) poor)的经济增长

不论是从世界还是中国的实践来看, 经济增长都是减少贫困的必要前提, 而 /有利于穷人0则更
强调了经济增长对穷人福利的改善。改革开放以来青海省经济多年保持较高增长水平, 同时发展成

果更多地惠及穷人,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增长对减贫的正面推动作用。下面分别从四类贫困 (收入贫

困、人类贫困、信息贫困和生态贫困 )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对其影响。

  表 1 青海省经济增长率与收入贫困关系 ( 1978) 2007)

1978) 1985 1986) 1990 1991) 1995 1996) 2000 2001) 2007 1978) 2007

GDP平均增幅 (% ) 1112 513 716 81 8 121 1 913

极端贫困人口负弹性 11 09 2164 01 17 - 0158 1157 0194

国内贫困线人口负弹性 01 56 2126 - 11 58 01 01 1144 0175

国际贫困线人口负弹性 / / / 01 11 0160 0142

  数据来源于5青海统计年鉴 20086相关计算数据。

  本文由国情研究中心承担的青海省和世行联合项目 5青海省减贫发展战略研究6支持, 来源为世行贷款 /中国经

济改革的实施 (技援五期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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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收入贫困来看,青海省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人口均呈现较高的负相关性。 1978) 2007年青海

省减少近 219万极端贫困人口,极端贫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负弹性系数达到 0194, 经济增长 1%, 极

端贫困人口减少 0194% ;国内贫困线人口负弹性系数达到 0175, 国际贫困线人口负弹性系数达到
0142。经济增长成为减少收入贫困的最大因素之一。 (见表 1)

经济增长同样减少了人类贫困程度。1996年 UNDP的5人类发展报告6提出了 /从人类发展到经

济增长,从经济增长到人类发展0的双向分析回路,指出人类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较强
的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见表 2) 1978) 2007年,青海省住房贫困人口和交通贫困人口与经济

增长的负弹性系数分别达到 0149和 0135。 /新农合0覆盖率显示出与经济增长的强相关性, 高达

1106, 也反映出青海政府具有较强的财政配套能力和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表 2 青海省经济增长率与人类贫困关系 ( 1978) 2007)

1978) 1985 1986) 1990 1991) 1995 1996) 2000 2001) 2007 1978) 2007

GDP平均增幅 (% ) 1112 513 716 81 8 121 1 913

新农合未覆盖人口负弹性 01 25 - 01 53 - 01 21 31 41 1135 1106

住房贫困人口负弹性 / / / / 0187 0149

交通贫困人口负弹性 01 13 - 01 23 - 01 17 01 11 1104 0135

  数据来源于5青海统计年鉴 20086相关计算数据。

从信息贫困来看, 1978) 2007年,青海省除互联网未普及人口指标外,其他指标均表现出与经济

增长的高相关性,电视未普及人口负弹性达 4179,广播未普及人口负弹性达 0162,固定电话及移动电
话未普及人口负弹性达 013和 0135。 (见表 3)

2001) 2007年国家大力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西部地区也从中受益, 表现出大规模的信息减

贫特征。信息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将大大提高受益人群获取、交流、创造、应用信息的权利和能力,

增强贫困人口获取知识、学习和创新的能力,在现代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环境下将产生促进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正外部性,充分发挥贫困人口在 /全球化信息化 0中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身价值。

  表 3 青海省经济增长率与信息贫困人口减少率 ( 1978) 2007)

1978) 1985 1986) 1990 1991) 1995 1996) 2000 2001) 2007 1978) 2007

GDP平均增幅 (% ) 1112 513 716 81 8 121 1 913

电视未普及人口负弹性 01 21 1106 01 75 11 11 4179 NA

广播未普及人口负弹性 01 57 - 01 19 01 30 01 09 1125 0162

固定电话未普及人口负弹性 01 13 - 01 32 - 01 20 - 0103 1101 0130

移动电话未普及人口负弹性 01 13 - 01 34 - 01 21 - 0113 1121 0135

互联网未普及人口负弹性 / / / / 0149 /

  数据来源于5青海统计年鉴 20086相关计算数据。

青海省生态贫困可获得数据较少, 2001) 2007年生态贫困人口和安全饮用水未覆盖人口与经济

增长的负弹性系数也较高,分别达到 0180和 0183。

二、构建减贫友好型社会: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农村贫困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突出表现, 而农村减贫的根本出路在于城乡关系逐步由二

元结构 (城乡对立 )转变到四元结构 (农村农业、农村非农业、城镇农民工非正规经济、城市工业 ), 最

后再到一元结构 (高度的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 )。西部大开发以来,青海省城乡二元结构加速向四元

结构转型,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比重从 1995年开始持续下降,到 2007年已降至总收入的 4515%。
产生这一变化最显著的原因是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大大增加, 1995) 2007年间对新增总收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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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 46% ) 47% ,高于家庭经营性收入贡献, 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最主要来源;另外, 2000年

以后转移性与财产收入贡献率也显著提高,达到 2011%。这表明 1995年以来青海省不仅经济模式

实现了 /有利于穷人 0的增长, 政策模式也趋向于减贫友好型。这一成就是革命性的, 也是使青海省

减贫发生质变的根本原因之一,使得分散的农牧业生产方式逐步被组织化的非农业生产方式替代,农

村居民逐渐融入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减少贫困。 (见表 4、表 5)

  表 4 青海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结构 ( 1985) 2007)

比重 (% ) 1985 1990 1995 2000 2007

工资性收入比重 (% ) 141 6 1310 91 4 211 0 3217

家庭经营纯收入比重 ( % ) 751 9 8012 8812 751 1 5612

其中第一产业收入比重 (% ) 631 5 7019 7418 631 2 4815

其中二、三产业收入比重 (% ) 121 4 913 1314 111 9 717

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 915 618 21 4 319 1111

  数据来源: 5青海统计年鉴 20086。

  表 5 青海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各部分贡献率 ( 1985) 2007)

贡献率 (% ) 1985) 1990 1990) 1995 1995) 2000 2000) 2007

工资性收入占比 (% ) 101 7 510 4618 4710

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占比 (% ) 821 5 791 5 3619 3013

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占比 (% ) 413 181 2 910 216

转移性与财产收入占比 (% ) 215 - 21 8 713 2011

  数据来源: 5青海统计年鉴 20086。

三、国家对减贫事业的支持与公共政策的 /多维减贫 0导向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历届国家领导人高度重

视减贫工作,坚持集中力量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以人为本0、/民生为 (政 )绩0凸显了国家领导人的

政治意愿。我国国家目标也将减贫工作放在重要地位,各个五年规划和5政府工作报告 6都详细总结
减贫工作的成绩和不足,提出下阶段的指导方针和奋斗目标。改革开放 30年来, 我国的综合国力大

幅提高,国家能力 (包括国家财政汲取与分配能力、国家实施 (规划 )能力、国家公共服务能力、人力资

本投资能力等 )显著增强,也为减贫工作提供了强力支持。利用中国独有的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

度优势,各级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好减贫这件民生大事。回顾青海的减贫实践,本文认为主要成功经

验在于两个方面:国家支持与公共政策的 /多维减贫0导向。

国家对青海减贫事业的支持包括三种方式: 政策支持、财政支持和项目支持。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青海省直接从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和各项事业的倾斜政策中受益。

随着青海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的不断重视, 2008年国务院出台国发 34号文件, 进一步明确青海的发展

目标: /到 2012年,使青海等地区生态环境局部有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收入接近或达到西部地区平均

水平,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强, 重点产业和特色经济初具规模。0针对减贫的政策措施包括: /打破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村界限,实行连片开发、综合治理, 考虑青海等省藏区地处高寒地区的特殊情

况, 适当放宽贫困界定标准。加大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信贷扶贫资金的投入。加大易地扶贫搬

迁力度。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加大 -雨露计划 .实施力度,加强贫困农牧民实用技能培训。0

青海省是 1994年分税制以来受益最大的省区之一,从图 1可以看出 1993年与 1994年的明显转

折。青海是除了西藏之外财政转移支付率最高的省区。1994) 2006年, 青海省财政转移支付率平均

为 0179, 仅次于西藏的 0190(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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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青海省财政收支情况 ( 1994) 2006)

全国财政收入 全国财政支出 青海收入 青海支出 转移支付率 (全国 ) 转移支付率 (青海 )

1994 23111 6 29851 6 7 2514 01 23 0172

1996 37461 9 57861 3 916 3217 01 35 0171

1998 4984 76721 6 121 8 4411 01 35 0171

2000 64061 1 104361 6 161 6 6813 01 39 0176

2002 8515 152811 5 211 1 11817 01 44 0182

2004 116931 4 205921 8 27 13713 01 43 0180

2006 183031 6 304311 3 421 2 21417 01 40 0180

  数据来源: 5中国统计年鉴 20086。

图 1 青海省财政转移支付率变化 ( 1957) 2007)

    数据来源: 5中国统计年鉴 20086。

2001) 2008年, 中央共计向青海省投入扶贫项目资金 52109亿元, 重点用于扶贫开发整村推进、
劳动力培训转移和实用技术培训、产业化扶贫、异地扶贫开发、科技扶贫等项目, 全省贫困人口从

2000年底的 19716万减少到 2008年底的 6719万, 8年减少贫困人口 130万。其中用于整村推进的

资金为 16亿元,占总资金的 3018%。 2004年以来, 青海省共投入扶贫资金 16亿多元, 在 40个县

(市 )的 1032个贫困村实施扶贫开发整村推进项目。

国家在这三方面的有力支持, 使得青海省比自然地理条件相似的尼泊尔具有更好的减贫环境和

氛围。从表 7可以看出, 同样位于高海拔的高原地带, 青海省的 HDI(人类发展指数 )明显高于尼泊

尔, 2003年青海省的 HD I就已达到 01686, 而尼泊尔仅为 01527。青海省农村的国内贫困线发生率为
518% ,而尼泊尔 2003年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为 3416%。青海省在同时期的 GDP增长率为尼泊尔的 4

倍以上。孕产妇死亡率及轻体重儿童比例, 尼泊尔均远远高于青海省。只有在国际贫困线发生率及

安全饮用水人口未覆盖率上,尼泊尔相对比较领先。

  表 7 尼泊尔与青海基本贫困指标数据对比

平均海拔

(米 )
HDI

国内贫困线

发生率 (% )

国际贫困线

发生率 (% )

GDP

增速 (% )

人均 GDP

增速 ( % )

孕产妇

死亡率

(每十万人 )

轻体重儿童

比例 (% )

安全饮用水

人口未覆盖

率 (% )

青
海 2000) 3000

01724

( 2006)

51 8

( 2007)
521 0

111 9

( 2004)

1112

( 2004)

1351 9

( 2000)

81 87

( 2000)
261 1

尼
泊
尔

2000) 3000
01527

( 2005)

341 6

( 2003)

241 1

( 2003)

217

( 2004)

01 7

( 2004)

740

( 2000)

451 0

( 2000)
111 0

  数据来源: 5世界发展指标 20076、5青海统计年鉴 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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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减贫经验的另一方面是公共政策的 /多维减贫 0导向。

第一,青海省各级政府各部门协同 /多维减贫 0。对于人类贫困中的教育贫困, 2001) 2004年, 教

育部门主要实施了乡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和教育扶贫等

项目。累计改造中小学危房 67149万平方米; 采购教学仪器 30922件、信息技术教育设备 6463件、图

书 5215万册;资助贫困学生 1312万人;师资培训 0132万人。对于信息贫困,广电部门在 2076个行

政村实施广播电视 /村村通0工程,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卫生部门在海北州、果洛州、玉树州相对

集中的地区建设规范化合格村卫生室 320个,逐步改善农牧区基层医疗卫生条件,有效减缓了健康贫

困。

第二,综合性的财政扶贫项目有利于多维减贫。比如整村推进 ( IVDP)项目 (政府主导性扶贫项

目, 新时期扶贫开发方式的变革性创新,是对扶贫开发内容的配套性拓展,是对扶贫开发资源要素的

优化整合,是扶贫开发与时俱进的重要标志 )、劳动力培训转移项目 (包括各种职业技能培训 )、产业

化扶贫项目 (重点扶持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农畜产品专业交易市场等 )、异地扶贫开发项目 (将

高寒牧区、干旱山区的生态贫困人口迁至适宜居住区安家 )、科技扶贫项目 (推广应用种植业、养殖

业、林业基地建设等实用技术,建立一批县、乡科技扶贫示范基地, 提高农牧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效

益 )等都具有综合性的特征, 对各类贫困的减缓都将起到有效作用。

四、挑战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公共政策支持的共同作用下, 青海省取得了重要的减贫成

就, 积累了成功经验,成为中国减贫模式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中国的减贫事业也为全球的反贫困事

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国包括青海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未来的减贫道路仍面临诸多挑

战,需要在多方面继续努力。一是继续保持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注重收入分配趋于平

等, 加强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为更多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使贫困人口更多地从经济增长

中受益,全面减少四类贫困。二是在增加扶贫投资的同时,通过项目瞄准方式的改进,使贫困人口更

多地参与和受益,提高扶贫投资的针对性和效果。三是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关

注没有开发能力的农村特殊贫困人口, 而且将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加以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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