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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旺达、刚果（布）、多哥、几内亚、赤道几内亚等五个中西部非洲国家的执政党从实际出

发，把减贫工作作为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争取民心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工作来抓，建立了

专门的机制，采取了若干有效的做法，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做法和经验值得关注和研究。 

    五国贫困化现状及原因 

    当前，上述五国的贫困化问题十分严重。卢旺达1994年大屠杀导致了100万人死亡、300万人流

亡国外，并留下无数的孤寡和残疾人。目前，在全国仍有60.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0％的

人口为文盲，人均预期寿命不到49岁，43.7％的儿童体重不达标。由于受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和世界

经济衰退的影响，多哥1995年全国贫困率和赤贫率分别达72.6％和57.4％；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没

有固定住房，无法享受医疗和接受基础教育。刚果（布）3次内战使经济、社会和行政基础设施遭到

严重破坏，国家经济急剧衰退，人民贫困加剧。 

    五国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农村和城郊地区。卢旺达和多哥分别有96％和79％的贫困人口生活在

农村地区。在贫困人口的结构方面，农村人口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民和无地农民，以及战乱造成的

难民、妇女、残疾人、城市失业者、艾滋病患者等等都是各国的主要弱势群体。 

    五国执政党认为，非洲的贫困化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长期的殖民掠夺和不合理的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二）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失误；（三）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

浪潮导致非洲国家部族冲突和战乱，进而造成政局动荡；（四）人口增长过快，与经济发展速度失

衡；（五）艾滋病等疾病阻碍经济发展；（六）西方制裁与援助减少；（七）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

响。 

    五国执政党重视减贫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五国执政党普遍感到，贫困问题在本国十分突出，减贫工作不仅关系国民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关系到执政党能否继续执政。因此，各国执政党在选举中提出的重

要承诺之一就是减少贫困，选举后也将推行减贫战略视为维系民心、保持执政地位的关键。这一点

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将减贫纳入党的竞选纲领和执政目标。为了有效地减少贫困，这些国家的政党及其总统

候选人在选举中均将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施政纲领和执政目标之一，并做出了具体承

诺。在取得大选和议会选举胜利后，总统和执政党将减贫工作作为实践选举诺言和施政纲领的重要

方面加以贯彻实施。多哥人民联盟副总书记阿吉求表示，该党将减贫工作看作是该党以民主、公开

和负责的方式执政并确保资源和财富在全社会公平分配的重要保证之一。卢旺达爱国阵线针对本国

情况，将经济恢复和减贫作为国家复兴计划的核心内容。刚果劳动党主席萨苏总统在2002年总统竞

选时提出了“新希望”社会计划，其中减贫和促进经济增长就是基层社会计划的要旨。 

    （二）推动政府制定减贫战略和纲要，提出具体目标。上述国家执政党充分利用执政资源，推

动本国政府将减贫工作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并专门制定减贫计划。卢爱阵在全国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推动政府提出了《2020年发展计划》，并于2002年6月通过了减贫战略文件。几内亚统一进步党

和政府经过全民大讨论，通过了《减贫战略》框架文件，其目标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2％，2010年达到10％。刚劳党提出了“新希望”社会计划，制定了减贫战略文件，提出了经济增



长和消除贫困的目标，并将党的新千年发展目标纳入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 

    （三）在党和政府内成立专门减贫机构。五国执政党为了实现减贫战略目标，均在党内和政府

中成立了专门机构，确保减贫计划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卢爱阵为保证减贫政策的切实贯彻执行，

在中央设立了专门的经济金融委员会，每年专门向总统报告工作。赤几成立了国家农业促进研究

院，向农业部门提供资金和服务，培训小农，推动农业职业合作社和协会的发展。2002年，几内亚

统进党为充分发挥其在减贫斗争中的核心作用，在总统的直接支持下，在青年组织基础上设立了农

民组织，并在全国各地区都设立了办公室。刚劳党提议政府成立了一个全国反贫困斗争委员会，领

导和协调各有关职能部门制定减贫战略。 

    （四）党的高层领导和各级组织重视减贫工作。五国执政党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均十分重视减

贫工作。几内亚统进党名誉主席孔戴总统为支持该党青年组织组建的“几内亚农民组织”，不仅提

供了50公顷土地和建立了2处示范农场，还亲自出资购买了150辆拖拉机赠送农场，并为农民组织的

启动提供了全部资金。卢爱阵主席卡加梅总统每年亲自听取该党中央经济金融委员会关于减贫问题

的专门报告。各党还十分重视动员党的各级组织力量参与减贫工作，尤其是发挥各级干部、妇女和

青年组织的作用。刚劳党已派遣大批干部到农村地区帮助、指导和带领农民从事生产，共同参与减

贫工作。 

    （五）推动政府外交为减贫工作服务。由于国家经济困难，五国执政党和政府在解决贫困化问

题的过程中，均十分重视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国外援助和支持。赤几在实行减贫计划的过程中，通过

政府的外交努力共争取到非洲开发银行37.5亿非洲法郎的贷款，该项资金为减贫计划的启动和实施

发挥了关键作用。刚果（布）政府积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谈判，签署

有助于减贫和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计划”。卢旺达政府与IMF一起制定了减贫和发展计划，并将巩

固与世界银行、IMF、欧盟、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视为外交重点之一，以便积极争取外援，促

进经济增长和减贫工作的发展。 

    加强减贫工作的主要措施 

    五国执政党及其政府在实施减贫战略的过程中，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重视促进农业的发展。由于几内亚等国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贫困人口在农村较为集

中，因此，各国都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和推动农村的发展，以解决农

民的贫困问题。赤几将农业视为实现经济发展和国家粮食自给自足的优先领域之一。几内亚将农

业、畜牧业、林业等确定为重点行业，并大力为青年在这些行业中创造就业机会，确保农业生产有

足够的劳力。多哥将农业视为减贫工作的战略基础之一。刚果（布）的减贫战略文件也将振兴农业

作为其基层社会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卢旺达将农村发展及农业转型列为减贫战略的首要目标。为

了促进农业的发展，这些国家还专门成立了农业咨询服务机构、合作社组织，培育国内农产品市

场，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培训农民等。 

    （二）加强教育和培训工作。在实施减贫战略的过程中，五国均十分强调促进人力资源开发，

努力提高贫困地区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几内亚将普及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提高入学

率、加强业余教育和改善各阶段教学质量作为根治贫困的重要手段。赤几农业研究院不仅负责农业

科技的研究，还直接负责领导和组织对青年农民的培训工作。卢旺达政府2003年通过并实施了《全

民教育行动计划》、《2003—2008年教育战略计划》，并启动了小学免费教育计划，小学入学率大

幅提高。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鉴于基础设施落后是非洲国家贫困化的另一重要原因，五国都十分

重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几内亚提出将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作为减少贫困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并将医疗体系、农村水利、电力、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多哥政府采取了

较为系统的措施，国家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技术和培训，鼓励各地建设公路等设施。刚果



（布）政府则通过在各大城市轮流举办独立日庆祝活动的方式，带动各地基础设施的改善。 

    （四）鼓励外资和私营企业发展。各国执政党普遍认识到，只有靠经济的发展才能逐步消除贫

困化问题。为此，五国党和政府都做出巨大努力创造良好的政治、社会和投资环境，吸引外国企业

到本国投资设厂，并积极鼓励本国私营企业的发展。在加强稳定与安全的基础上，强调实行“权力

下放”、“良政”和“民主”，提高透明度，反对腐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五国都制订一些方

便投资者的法律和制度，如卢政府为吸引外国投资者，设立专门办公室，简化审批程序，投资者在

15天内就可以办好投资手续。 

    减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减贫工作的认识仍参差不齐。由于社会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五国执政党和政

府对减贫的认识虽有所深入，但尚不全面。比如，多数党对自力更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于看重

外援，存在等靠要的思想。此外，五国执政党对减贫的认识水平也参差不齐。多哥人盟和几内亚统

进党对减贫问题的认识相对全面和统筹兼顾，其减贫战略包含了加强政治制度和法制建设、产业结

构调整以及财政、教育、医疗、卫生政策，并且考虑了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和后续行动。相比之

下，有的政党的减贫措施过于简单粗浅，不够系统。 

    （二）对减贫工作的投入不足且严重依赖外援。由于这些国家经济严重困难，党和政府虽然重

视减贫问题，但由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难以向贫困人口提供长期稳定和实质性的资助和扶持。刚

果（布）政府千方百计努力争取，才勉强使公务员能发上工资，而且政府还面临着安置退伍军人、

难民等诸多紧迫问题，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减贫工作方面很难进行实质性投入。多哥由于财力有限，

也不得不依据西方减贫标准来制定和修改本国的减贫战略。 

    （三）刚果（布）等国减贫工作面临国内反对派掣肘等困难。刚果（布）政府已同反政府武装

签署停火协议，但反政府武装却屡屡违约，不断破坏铁路和抢劫财物，严重阻碍了刚果（布）铁路

私有化计划的推行。多哥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力图修复与欧盟的合作，以争取更多的投资与援助。但

多哥国内反对派为了搞垮政府从中竭力阻拦，导致多哥与欧盟关系迟迟没有进展。多哥14年间未获

得欧盟提供的任何援助，严重滞后了减贫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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