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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中国贫困人口不降反增有四因 应理性思考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近日表示，去年我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对此，中国

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这则消息虽然让人感到遗憾，但如果用更加理性的眼光看，这个消息更应该

引起人们的思考。  

 

    党国英指出，目前，中国仍然有低于绝对贫困标准的人口近3000万。此外，还有近6000万的人口没有实现稳定脱

贫，遇到天灾人祸，他们最容易重新返贫。  

 

    平心而论，中国政府为扶贫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还是没有能够完成1994年确定的在2000年

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工作任务，去年反而增加了80万。事实上，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是世界性的难题。比较

起来，中国政府的做法在第三世界国家里还是不错的，常常受到国际机构的赞誉。  

 

    ——不降反增有四因  

 

    党国英分析，之所以出现贫困人口不降反增的状况，需要注意四个事实： 

 

    第一，脱贫致富方面的投资，如同一切投资一样，也存在一个所谓“边际效益下降”的规律，越到最后效益越低，

工作越困难。  

 

    正由于这个原因，就是发达国家也有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不能被轻易“消灭”。在经济学上，总会有一个边界，在

这个边界内，开发性扶贫的效益是一个负数；这个边界内的贫困人口，只能通过常年救济的办法使他们享有一种起码的

有尊严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使他们的子女能接受正常的教育。  

 

    第二，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居住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对于他们，开发性的扶贫支持不仅在直接经济效益上

是低下的，在社会效益(环境保护)上也是低下的。  

 

    据农业史学专家的研究，中国在几百年前传入“新大陆作物”(玉米和土豆等)后，致使大量人口得以在气候严峻的

高寒阴湿山区生存。他们用毁林开荒的办法种植农作物，勉强得以活命。  

 

    对于这部分人口的脱贫致富，投资越大，越意味着生态环境的破坏。  

 

    第三，由于宗教和文化的某些原因，总有一部分人口在一定时期里不接受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例如美国的比较守旧的一部分阿米什人)。这部分人口的脱贫也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一般来说，这些人口的后代最终会

接受现代文明，但过程比较缓慢。政府对他们如果采取急于求成的政策，反倒“欲速不达”。  

 

    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政府扶贫投资的运作方式本身，也有一个效率问题。在扶贫资金的总量中，总有一部

分被扶贫工作的“传递渠道”所消耗。如果考虑到腐败现象和监管的难度，扶贫资金的效益会更低。  

 

    审计署的一项审计报告称，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定贫困县投入扶贫资金

488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43.43亿元。  

 

    另外，党国英还指出：近几年，国家的、民间的和国际机构三方面的扶贫资金每年都在300亿元以上，如果直接发

放给3000万贫困人口，那么，平均每人每年可获得1000元，这已经大大高于贫困线了。  

 

    ——理性思考扶贫工作  

 

    有鉴于此，党国英认为，以上事实的存在迫使我们考虑扶贫工作的理念、方式和效率问题。  

 

    第一，不能希望通过所谓“开发性扶贫”使所有的人口都能摆脱贫困。一个社会总会有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他们

需要政府救济，特别是他们的子女需要在教育方面得到慷慨帮助；  

 

    第二，在自然条件很差的地区，国家要帮助那里的人口迁移到其他地区；  

 



    第三，对于由宗教和文化原因造成的贫困，政府也不必在扶贫帮困方面操之过急，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促进那

里的经济开放；  

 

    第四，更重要的是应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切不可搞那些浪费钱财的项目。（来源：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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