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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决贫困问题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底线，目前我国脱贫攻坚战略已经进入“深水区”，民族

地区要想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激活其内生动力，从自身找准制约发展的根本问题，因为在事物发展过

程中内因起根本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帮扶力量，实现外部支撑和内部自我发展

良性互动的发展机制。只有做到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良性互动，民族贫困地区才能打破贫困的代际传

递真正实现乡村的可续发展，实现乡村的振兴。 
 
关键词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理性思考 

 
 

Rational Thinking on Activating the  
Endogenous Dynamic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Ethnic Areas 

Lixia Ma 
School of Marxism,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Received: Sep. 2nd, 2020; accepted: Sep. 16th, 2020; published: Sep. 23rd, 2020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has entered the “deep water zone”. To achieve ru-
ral revitalization, the ethnic areas must activate their endogenous dynamics and identify the fun-
damental problems restricting development from their own, because internal causes play a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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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en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ngs. On this basis,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pport force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external 
support and internal self-development. Only through the benign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
ternal aspects, can the ethnic poor areas break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nd 
truly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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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内生动力是指主体内部形成的一种自觉意识和驱动力量，这种动力既是动力体系中最具稳定性和持

久力的动力，同时又是符合主体行为逻辑和事物发展的内在必然[1]。由此，作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主

体，贫困人口是否具有充沛的内生动力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2. 问题的提出：源自于外部推力的扶贫治理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民族地区的脱贫工作

和发展问题是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已经摆脱贫困的情况下，

民族地区成为党和政府脱贫攻坚的“着力点”。通过梳理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对民族

地区的扶贫工作予以高度重视，从国家扶贫治理方式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救济式扶贫(1949~1985 年)、
开发式扶贫(1986~2013 年)和参与式扶贫(2014 年至今) [2]。 

救济式扶贫主要是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后这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百废待

兴，我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党和政府依然给予民族地

区很大的帮扶，帮扶力度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加大而加大。1978 年以前小范畴的拨款，帮助民族地区农

民购置生产工具，到 1978 年以后通过制度改革和出台具体政策来帮扶民族地区发展生产。但总体上来看，

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帮扶属于自上而下的“输血式”的扶贫。开发式扶

贫是 1986 年到 2013 年这一时期。改革开放改变中国旧貌的同时也突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为此

国家对扶贫工作进行重大调整，由救济式扶贫调整为开发式扶贫。这一阶段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但是，这一时期刚脱贫的贫困户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较为明显，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较弱稍有

变故就有可能重新返贫。如“2003 年脱贫人口 1460 万人，返贫人口 1540 万人”[3]。参与式扶贫是 2014
年至今，这一时期我国的扶贫任务已经从解决温饱阶段进入到巩固温饱、增强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

距的新阶段。同过去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一时期扶贫工作开始由过去的政府主导逐渐向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转变，并且对贫困人口的帮扶更具针对性。比如“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部署的

提出。 
从上述来看，民族地区得益于党和政府的物资救助、特殊政策，如“三西”建设及西部大开发等重

大战略的实施，扶贫事业取得显著成效。但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理论为民族地区内

生动力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919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马利霞 
 

 

DOI: 10.12677/ass.2020.99198 1422 社会科学前沿 
 

就国家扶贫治理层面来说，其目的是增强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缩小区域差异实现二者融合发展。但从

国家扶贫历程和扶贫效果来看，年年扶贫年年穷，并且还出现了“不想脱贫”、“争当贫困户”等怪状

[4]。原因之一就是行为主体、客体发生了严重的错位，贫困人口谋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家庭责任感、

社会责任感缺失。致使贫困的代际传递、难以超越区域间发展的“相对速度”。这种现状完全背离了国

家扶贫以及乡村振兴的初衷。 

3.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激活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发展进入新时代对“三农”问题提出的新的时代要求，直接关系到民族地

区农民彻底脱贫，关系到城乡均衡发展，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基于对当前民

族地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现状反思和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理论的认识和思考，认为当前实现乡村

振兴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在于激活内生动力。 

3.1.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内生动力是乡村振兴的根本 

根据唯物辩证法，乡村振兴的内因是乡村和村民，在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起根本性作用；乡村振兴的外因则是以政府为代表的外界帮扶，是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

的必要条件。 
结合当前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家对乡村发展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据中

央财政部统计，2016 年至 2019 年就扶贫专项资金累计拨款高达 3843.8 亿元，但是扶贫效果并不明显。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某些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思想上的“等、靠、要”观念依然存在，还有争当贫困户、

不愿脱贫摘帽的；在行动上，基层干部成了贫困人口的脱贫主体，贫困人口只管看不管干，对自己有益

的事情都能接受，只要损害到自己利益的就坚决反对。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贫困户自身的发展能力，造

成返贫现象严重以及贫困的代际传递。其根源就是没有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贫困人

口如果自身的脱贫意识不强，无论外界的帮扶力量有多大，最终还是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贫困问题

作为世界性难题，难点就在于可逆性，外界的帮扶可能会帮助贫困人口暂时脱贫，但这种外力一旦消失

或者减弱，贫困人口还是会还原到贫困状态，所以最终起根本性作用的还是贫困人口本身。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质就是要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均衡发展。这就要求乡村必须激活其内生动力，增强乡村的自

我发展能力，走一条可持续的自我发展道路，从而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 

3.2. 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生动力是乡村振兴必要条件 

民族地区受地域条件、人口素质、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仅仅凭借乡村内部激发的内生动力是很

难实现乡村振兴的，这就要求乡村必须要借助外部力量来谋发展。 
回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民族贫困地区 70 年的扶贫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后即 1949~1985 年的“救济式扶贫”，第二阶段是 1986~2013 年的“开发

式扶贫”，第三个阶段是 2014 年至今的“参与式扶贫”。三个阶段的扶贫历程不仅仅体现了国家对民族

地区扶贫工作的重视，更是国家对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外因作为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

然而从政府的扶贫历程来看，我们发现乡村振兴的初始动因存在着明显悖论，同时这也是政府扶贫工作

不断进行调整的基本逻辑。所以，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要明确，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因是乡村和村民，

乡村的振兴需要外因的支撑和保障，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内因才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原因。根

据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乡村必须变被动为主动，激活内生动力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外部力量作为乡村振

兴的支撑和保障，使乡村得到充分发展，从而使乡村的振兴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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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内因与外因的有机结合：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 

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不仅需要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而且还需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帮扶力量，实

现内部自我发展和外部支撑良性互动的发展机制。只有做到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良性互动，民族贫困

地区才能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乡村可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乡村振兴也不例外。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

现，2018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了全面部署，旨在解决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

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无疑是对作为乡村主体的村民和乡村本身，以及政府

为代表的外界力量提出更高要求。对于乡村振兴的主体而言，首先必须激活内生动力，作为乡村振兴的

主体乡村是否具有内生动力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其次，作为乡村的主人不仅要参与到乡村振兴中，而且

要充分发挥主人翁的作用，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承担起乡村振兴的责任。对于以政府为代

表的外部力量而言，首先要对帮扶方式做出积极调试，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就注定中国的乡村各有

特点，所以政府帮扶也要“因地适宜”，简单用一种模式或方法来解决所有乡村的问题显然难以见效；

其次，政府帮扶要持之有度，政府始终发挥引导而非主导作用。在明确内、外因分工的条件下，二者耦

合发力并且与市场接轨让国家投入的大量资金见实效，形成内外因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从而实现乡村

振兴。 

4. 激活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实践路径 

发现民族地区乡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旨在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应对之策。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内

生动力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从当前情况来看激活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应对以下几个问题有所思

考： 

4.1.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通过基层落地生根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政治优势，因此，也是我国解决贫困问题、实现乡村振兴必须

始终贯彻的原则。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坚持党管农业，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

落实的工作机制。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其作用：一是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教育作用。抓

好党员和扶贫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党员、扶贫工作者的思想觉悟，要发扬奉献精神。通过党员致

富带头人的示范、带动作用，激发村民的“攀比”心理，扭转错误的思想观念，完成从“要我发展”到

“我要发展”的思想转变。二是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与村民保持密切联系，根据村民

的实际情况切实解决问题，把工作落到实处。乡村振兴路上不可能一路坦途，如村民发展产业时可能遇

到缺资金、少销路、少思路等问题，基层党组织只要切实解决好一个问题，就会让村民有信心，同时也

会让更多的村民积极谋发展。希望是最大的动力！三是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作用。广大党员、干

部必须要自身富、自身强，通过入股合作、结对帮带作用切实让村民获利，激发村民的对经济利益的追

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是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带动提升作用。通过党员干部主动作为，带动村民积

极参与到乡村振兴中，让村民主动承担起乡村振兴的责任和使命，推动乡村振兴落地生根。 

4.2.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亟需科学机制激活 

从内生动力的特点来看，主体的内生动力是根据内在需求所产生，但又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做

出趋利避害的选择[4]。调研中发现，民族地区激发内生动力较为有效的是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激励机

制主要是通过外界因素的刺激，来激发主体的内生动力、调动主体的积极性。贵州省铜仁市针对扶贫干

部出台了“脱贫攻坚一线干部关怀激励机制”，从培养使用、表彰奖励、待遇保障、人文关怀、抚恤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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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能力提升、创新创业、容错纠错八个方面来强化正向激励，并且取得实效，据不完全统计 2017 年提

拔任用脱贫攻坚干部 46 人次。湘西十八洞村在实践中探索出“五兴”互助的基层治理模式，建立党员和

农户的双向评价、双向监督、双向考核原则，评价结果与党员评先评优挂钩、与农户享受各种优惠政策

挂钩，并且将评价结果换算成星星在村民门前挂牌公示。这一治理模式在十八洞村脱贫攻坚中极大的调

动了农户参与性、积极性。责任机制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制定，把对村民的帮扶纳入职责范围之内，

通过党员干部示范、帮扶实现乡村发展。但是，在运用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过程中要坚持适度原则。奖

罚只是手段并非目的，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的目的是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调动村民积极性、增强主体

意识，而非依赖机制、党员干部、政府。其次，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好的模式、做法固然要推广，但不

能忽略各地实际情况，盲目照搬。民族地区的主要问题看似都是贫困，但致贫原因各不相同。 

4.3.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要聚焦百姓对美好生活需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发展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乡村振兴是基于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做出的重大选择，所以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必然聚焦百姓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当前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基础设施不完善、人口文化水平

低、思想落后。导致乡村发展难度大、速度慢。基于民族地区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乡村振

兴战略在实施过程中目标更聚焦，措施更具体，切实解决好百姓的生活需求。例如，民族地区的基础设

施建设问题：交通是制约城乡之间交流的基本条件；教育是解决贫困问题最持久有效的办法，现在民族

地区家长受教育水平低已经成为事实，而由于学校少、家庭困难，贫困人口的子女上学也很难得到保障，

这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是要从根本上激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创造美好生活的动

力，完成“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转变。城乡差异的实质就是发展的相对速度，所以，民族地区

乡村振兴既要聚焦百姓对美好生活需求，解决好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还要从根本

上激发百姓的发展热情，激活对美好生活需求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 

4.4.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需要特色产业有力支撑 

产业对经济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乡村振兴必须要有经济的支撑和保障，发展产业是乡村可持续

发展的根本出路。所以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产业兴旺作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和目标，对乡村产业的发展方式、质量提出更高要求。首先，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要根

据当地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并且创新产业组织发展方式，积极推进“农户 + 合作社”、“农户 + 公
司”等发展模式。其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乡村振兴是一种进行时，

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就要求其选择的产业必定是绿色产业、现代产

业，能满足百姓美好生活需求的产业。如大力发展现代种养业和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乡村服务业、乡村

新产业新业态等。再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特色产业必须要与市场接轨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质就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乡村产业要积极融入城乡市场，形成一种城乡互动式的发

展状态。怀化市麻阳县楠木桥村的“连村联创”做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谭家寨乡出台了“先进带后进”

责任制度，党员致富带头人谭霞飞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创办中药材产业基地，与 30 多户贫困户“结穷亲”，

通过组织土地入股、提供劳动岗位等措施，帮助结对贫困户每户平均增收 8160 元。 

5. 结语 

激活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途径有很多：也许是通过对乡村振兴主体贫困人口的内在鼓励，

也许是通过外因的刺激；也许是通过贫困人口对利益的追逐，也许是乡村精英价值观念的升华；也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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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政府主动参与的意识，也许是背水一战的勇气。但不管哪一种方式，乡村振兴都将遵循内外因理论，

内生动力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起根本作用，外生动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实现乡村振兴不仅要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而且还需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帮扶力量，形成内部自我发展

和外部支撑良性互动的发展机制实现乡村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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