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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地区农村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形成原因与财政对策探析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2月19日  刘育红 

【摘要】弱势群体的问题不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更关系到该地区的社会稳定。政府要根

据当地农村实际,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发展陕北农村弱势群体的经济, 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 

【关扭词】弱势群体 农村生存状况 形成原因 财政支持 

陕北能源化工业基地成为陕西省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极。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农业出

现了缓慢的增长.一些边远山区弱势群体的收人及生活状况停滞不前, 甚至有所下降。在二元结构的

格局下, 农业是弱势产业, 农村是弱势地区, 农民中的大多数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中的大多数也是

农民。 

日前, 我们对陕北地区弱势群体生存状况及相关问题调查, 主要以农民这一弱势群体为主, 对

延安市志丹县与吴起县的漱沟村、四好沟村、韩平沟村和刘贬村4个自然村的50户农户以调查问卷及

口头采访的形式进行了走访调查。了解当前该地区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生活及收人的现状, 并探索其

增收的途径, 为陕北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一、当前映北地区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状况 

1、经济状况 

首先, 从整体收人增长形势来看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2002年到2005年, 延安市农民人均纯收人分别为1587元, 1707元, 1953元, 2195元, 增长速度

分别为7.0%,7.56%,14.41%,12.39%, 愉林市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人达到1650元, 增长15.55, 实现了

1996年以来的第一次两位数增长。 

其次, 从收人差异来看, 人均收人差距越来越大。 

第一, 存在着地区人均收人差异。在能源开发地区,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 农民从事非农业活动

越来越多, 收人增长较非能源地区快。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县区农民人均纯收人远比自然资源贫乏

的县区农民人均纯收人高得多。如2004年煤炭资源丰富的神木县人均纯收人比吴堡县农民人均纯收

人高出近一倍(1126元)。而就愉林市定边县而言, 占全县总人口64.3%的南部白于山区, 地表支离破

碎, 植被稀疏, 水土流失严重, 基础设施滞后, 自然灾害频繁, 使得这一区域现有贫困户13880户、

61040人,其中绝对贫困户8471户、37425人。2004年该山区农民人均纯收人906元, 低出全县农民人

均纯收人水平680元, 低出全市农民人均纯收人水平744元。 



第二, 政策“ 差异” , 导致人均收人差异。陕北退耕还林政策中最基本的一项就是“ 封山禁

牧, 以粮代饭” 。在调查“ 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价值额是多少元” 中, 高达46%的人填写驴

和羊。当地村民明明知道“ 当地政府退耕还林政策中‘ 封山禁牧, 室舍养羊’ 的要求” , 为什

么还坚持放牧呢?原来退耕还林政策在这里已经变了味。原本是一项为了改变生态环境, 增加农民收

人的优惠政策, 在这里却加重农民负担, 成为民不聊生的高压政策。据了解,其他地方的退耕还林政

策是人均留有2.5亩的耕地面积,其余的土地全部种植林木。各个乡镇按人均占有林地面积给予相应

的补助(如吴起县的最低补助标准是吴起镇的人均7亩造林面积, 如果将粮食补助折合成现金的话, 

每人每年能得到1600元的补助费, 而其他乡镇普通高于吴起镇的补助标准), 而在这里只有“ 退耕

还林” , 几乎没有“ 以粮代服” 的补助。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 他们每人也只能留有2.5亩的耕

地面积, 但是在补助上, 当地政府每年只给每户1亩地的补助标准, 将粮食折合成现金也就是230

元。加之, 村子离县城较远, 文通闭塞, 当地政府领导很少或几乎不怎么到这儿来, 于是养羊就成

了他们收人来源的最佳方式, 羊群也就成了家里最值钱和最珍贵的东西。 

2、生活质量状况 

(1)医疗健康。在陕北, 弱势群体的身心健康状况是不甚理想的。由于贫困, 他们无力支付昂贵

的医疗费用,只能大病小治, 小病放弃治疗, 导致健康风险性增大。自2005年实行农村医疗合作改革

以来, 许多农民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 改善了农民的医疗健康状况, 但是仍存在着很多问

题。调查显示, 陕北一些县区农民实际参与人数仅30%左右,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主观上农民健康

投资观念、共济观念以及风险观念淡薄,客观上农村医疗卫生设施、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农民增长的

卫生需求.合作医疗提供的保障程度低, 补偿过程中手续繁琐。另外, 农民的文化素质、家庭经济状

况、家庭结构等各方面都对参与意愿有一定形响, 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相对落后, 农民实

际支付能力不高, 不愿参加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因贫生病, 因病致贫, 贫病相加, 造成弱势群体的

恶性循环。 

(2)生活消费状况。一般认为, 将收人用于食品消费的比例越大, 证明生活水平越低。我们在

“ 关于农民的家庭现金支出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的调查中, 食品消费占据了首位, 其次是子女

的教育支出, 接下来是生产, 看病和其他。在更多的农村贫困家庭中, 由于市场的不发达和地域的

限制, 其食品的主要来源是他们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和蔬菜。连续几个集市日不去赶集, 不购

买蔬菜和肉类食品, 在这些农村贫困家庭中是极常见的事情。在调查“ 多长时间买二次新鲜蔬菜” 

中, 一个星期和一个月一次各占4%, 半个月一次占20%, 一年半载一次占72%。尽管他们干的都是体

力活, 但吃饭的目的还是为了能够填饱肚子, 补充消耗掉的能。因此, 他们每天的主要食物就是米

饭、面条一类价格低廉、能够提供较多热能的东西。在衣着消费方面, 贫困家庭中成年人荃本上都

不买新衣服,但相对讲孩子们的服装费是不得不支付的, 由于孩子们正在长身体, 同时也要顾及他们

在学校里的面子, 因此家长必须为他们添较为合身的服装。 

3、文化教育状况 

(1)文化素质状况。总的来说, 陕北地区弱势群体的文化素质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根据我们对志

丹县和吴起县的4个村的50户主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 文盲半文盲的占34%,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6%,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16%, 高中文化程度占4%, 并且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 农村无法同

城市竞争, 难以引进实用的知识、技术和理论人才。当前, 我国农村不仅农业人才少, 而且人才利

用效率低下、流失严重, 农村经济发展没有充分地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另外, 现有各级政府



配备的农业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他们追逐的只是形式上的服务农村,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现

有的主要间题。 

(2)子女受教育机会。以前,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向学生收取每年几百元的学杂费。这对于这些地

区的贫困家庭来说, 已是一笔难以承受的费用。更不用说高中、大学等非义务教育阶段更高的费

用。南昌大学甘筱青等教授曾尖锐地指出, 由于高校学费沉重, 一个农民干13.6年才能供养一个大

学生。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省吃俭用, 千方百计地为子女节约出学费来。可是这就如杯水车薪, 仍

然无济于事, 而且常常是借贷无门。2005年, 国家实施“ 两免一补”政策, 农村贫困家庭小学生每

人每年平均可免除书本费和学杂费210元, 初中生可免除320元, 其中寄宿生还可享受生活补助费

200-300元。这大大地减轻了贫困家庭子女教育成本的负担, 增加了贫困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机会。但

是,这项优惠政策使得部分弱势群体家庭陷人新的痛苦与矛盾中。由于一切学杂费以前的借读费减

免,一些家庭状况好一点的家庭, 让孩子转学到更好的学校就读, 他们会在学校旁边租赁房屋, 给孩

子做饭, 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就读环境。因此, 一些教育质低的农村中小学, 出现了生源的严重不足, 

面临着即将停办的尴尬境地, 这也使得那些生活很贫困的弱势家庭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处于进退两

难的地步。如果不供孩子上学, 就白白放弃了国家给与的优惠政策如果继续供的话, 又没有足够的

经济能力去支付房屋租赁费及其他的开支, 使自己的孩子到更好的学校就读, 接受更好的教育。 

二、陕北地区弱势群体形成的原因 

(一)自然因素。自然因素是农村弱势群体产生的重要原因。由于陕北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自然条件恶劣,特别是白于山区与黄河沿岸土石山区。就拿白于山区来说,这里土地面积广而贫瘩, 

自然条件极为恶劣, 生产条件具有严重的脆弱性。这里的气候特点是春、夏干早, 秋多暴雨, 无霜

期仅为150天, 以干早为主的自然灾害频繁, 不仅农作物生长缺水, 人畜吃水都十分困难。另外, 严

重的水土流失, 使这一地区土城中氮、磷、钾和有机物含越来越少, 土地质愈来愈差, 土地产出率

极低。草场草坡退化, 牧业发展也很级慢。随着人口的增长, 农业负荷加重, 农民在贫困的漩涡中

越陷越深, 难以自拔。 

(二)经济因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由于农村弱势群体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能力薄弱, 难以

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 外出务工难, 家庭经营开展难, 只能从事效益低下的种植业和零星养殖业, 

使其弱势程度不断加深同时,由于资金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 弱势群体家庭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大

大降低, 形成贫困一辍学一再贫困的恶性循环,使弱势群体家庭难以摆脱弱势地位。 

(三)杜会因素。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整个社会被分成城镇社会和农村社会,13亿中国公

民被划分为标志鲜明的两个类别:城镇居民和农民。在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下, 资本大量朝向利润率

高的城市地区集中, 农村日趋凋敝, 而农村的永久居民—农民, 当然成为利益的受损者。这种城乡

结构的差异明显的表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 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和公共福

利等方面根本不能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城镇里的下岗市民和贫困居民, 可以得到政府的最低

生活保障补助在农村, 除极少数的类似于五保户等贫困人口有少的生活补助外, 几乎没有任何其他

补贴。等等原因扩大了城镇与农村的贫富差距, 使广大农村弱势群体的地位更加弱化。 

(四)文化因素。落后文化是造成农村弱势群体的根本原因。一个国家要富强, 应该具备先进文

化和技术, 同理,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区别之一就是是否拥有先进文化。在陕北, 贫困农村的文化

教育落后, 人口家质等相对更差。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 劳动文化程度与家庭人均收人的高低成正



相关关系。文盲、半文盲劳动力贫困发生率为7%-8%。文盲、半文盲劳动力有50%家庭人均年收人在

1000元以下, 而中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仅有20%左右家庭人均年收人在1000元以下。可见, 在当代市

场经济商度发达的社会中, 知识贫困是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 

三、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陕北农村弱势群体的根本出路 

(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经调查, 在认为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中, 因病致贫占17%、因上学占22%、因自然条件占44%、因

缺少生产资金占10%、因其他占7%。可见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因此, 要抓住国家加大财政资金投人,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国债资金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的机遇, 

积极策划和组织实施农业、林业、水利、生态环境、道路、能源、教育、卫生等与农民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 大力争取国债和上级资金支持。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农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二)加大财政资全投入, 努力培养和引进农业人才新型农村建设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首要

目标。但是农村经济建设如果没有庞大的高素质的农民队伍不行, 没有各类相关专业的人才更不行

另外, 仅仅依靠中央及各级政府“ 输血” 式的投资支持也只能是短期效应, 并不会从根本上扭转

现阶段农村经济的落后状况。因此, 要切实提高农村的自身“ 造血” 功能就必须有一支勤干踏

实、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快的新型农民队伍和一批有文化、位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村人才。所以, 

为了进一步解决农村人才的问题, 财政就不得不下大力气培养农村人才, 并且留住和引进农村人

才。只有加大财政投资, 加快新型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发展农村的各项产业, 逐步缩小城市和农村的

利益差距, 确保人才的基本需要, 尽可能满足人才的心理预期, 并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可以给予

一定的优惠和补偿, 才可能使他们长期地留在农村, 扎根农村, 发展农村, 奉献农村, 为新农村的

建设贡献他们的积极力量。 

(三)加大财政投入的扶贫力度,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1、制定农村弱势群体就业扶持政策。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 要改单一的“ 输血” 为帮助恢

复“ 造血” 功能, 从治标转向治本。采取积极的就业扶持政策, 像对待下岗职工一样, 对农村弱

势群体自谋职业的, 要积极鼓励并给予税费减免等政策优惠.对企业招收的农村弱势群体达到一定比

例的, 给予企业一定的政策优惠。另外, 财政要想方设法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保障务工农民

的墓本合法权益, 从体制上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不断转移农村贫困人口。 

2、加大教育扶贫力度, 提高农村弱势群体的整体素质。调查过程中发现, 有很多农村弱势群体

家庭支付不起子女上学所需学费, 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子女辍学现象比较严重。针对农村弱势群体整

体素质不商的现状,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弱势群体的问翅, 加强弱势群体子女的教育是关键。必须

从其子女接受正规教育上着手, 切实保障弱势群体子女与他人拥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对农村弱势

群体子女非义务阶段教育所需的资金, 各级民政、工会、妇联、共青团等部门要承担社会义务, 帮

助他们排优解难。要加大对弱势群体自身知识扶贫的力度,为他们免费提供技术培训, 使他们早日走

上致富道路。救助标准, 不断扩大农村特困户社会救助的覆盖面。 

3、健全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努力做到“ 应保尽保” , 维持农村贫困户

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建议在进一步扩大农村特困户社会救助的基础上,参照城市低保金筹措机制, 根



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不断提高农村救助水平。应特别关注的是, 对那些因缺少劳动力的

农村特困户、低收人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 因灾、病及残疾致贫的家庭,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的高龄人、残疾人等, 国家财政要及时给予救助和相关政策的关怀。 

4、加快农村医疗体制改革。“ 治贫先治愚, 治愚先治病” 。要根据陕北农村医疗保障的实际

情况, 逐步完善农村卫生医疗体系, 建立多层次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尤其是不断探索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 建立农民大病自助和政府救助相结合的有效机制, 减少农村因病致贫和返贫的人数。与

此同时, 还应制定对农村弱势群体参加医疗保险费用的减免政策, 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医疗需求。 

结论 

弱势群体的问题不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更关系到该地区的社会稳定。笔者认为在贫富差

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 政府要根据当地农村的实际悄况,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发展陕北农村弱势群

体的经济, 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陕北地区农民不合理的差距得不到全面地解决, 其势必成为

陕北构建和谐社会的拦路虎。所以, 陕北地区在发展中始终要综合考虑, 把握最佳的与度, 反对走

极端, 这对于理解和解决弱势群体问题有着很深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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