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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广东省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实现全面脱贫，现已进入巩固脱贫成

果的相对贫困治理阶段。但是目前广东省的脱贫攻坚基础不牢固，容易受经济形势和疫情的影响，随时

可能会有返贫现象出现。基于此，以广东省为例，在把握广东乡村贫困治理模式变迁的基础上，通过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现实境遇，提出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巩固脱贫成果的体制机制、完善巩固脱贫成果

风险规避与绩效考核机制、着力提升巩固脱贫成果的精准施策效度以及加快锻造一支巩固脱贫成果的骨

干力量等措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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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Guangdong province has successfully com-
pleted the arduous task of eliminating absolute poverty and achieved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
leviation, and has now entered the stage of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of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owever, at present, the foun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not solid, and it is vulnerable to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he epidemic,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01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010
https://www.hanspub.org/


侯梓雯，王亚影 
 

 

DOI: 10.12677/ass.2023.121010 78 社会科学前沿 
 

so there may be a return to poverty at any time. Taking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change of rural poverty governance mode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by con-
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such as con-
structing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of multi-subject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po-
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improving the risk avoidance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me-
chanism of consoli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improving the precision policy va-
lidity of consoli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speeding up forging a backbone 
force to consolidate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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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84 年开始，广东省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充分发挥了示范引导作用，不断创新乡村脱贫

攻坚的体制机制，其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重点也经历了一系列转变，形成了一些典型经验。广东的扶贫

实践被国务院扶贫办点赞为“中国亮点、世界模式”。在巩固现有脱贫成效的基础上，认真分析管控返

贫风险的治理障碍，形成巩固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已成为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期任

务。广东在巩固脱贫成果的相对贫困治理战役中走在全国前列，为我国的扶贫工作贡献了广东智慧。 

2. 文献回顾 

相对贫困治理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学术界对于相对贫困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探索逐渐增多，涌现了许多极具启发性的研究成果。关于相对贫困的概念内涵研究，目前国内对于“相

对贫困”内涵的多个常用定义，认为“相对贫困”概念相比于“绝对贫困”概念，其更注重从“社会需

求”视角来看待部分群体的“匮乏”问题，由此区别于从生理视角出发定义的绝对贫困概念[1]。也有学

者认为相对贫困主要描述了因收入差距引致低收入群体其在经济福利和社会发展机会获取方面处于相对

不足或“被剥夺”的境遇和状态，相对贫困具有多维性、长期性和动态性[2]；由于对于相对贫困现象的

理解是多元的、内涵丰富的，因此在测量“相对贫困”的范围和程度时就更需要选择科学合理的方法和

指标。学者主要从收入维度进行测算。有学者认为可将人均年度纯收入的 25%作为相对贫困线[3]，或将

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 30%到中位数的 40%作为相对贫困识别的最低标准[4]，也有学者认为人均收入中

位数的 40%是当前比较契合我国实际的相对贫困标准[5]。从研究的范式来看，相对贫困测度多采用定量

模型和大体量的统计数据，而采用的计量模型则种类多样，例如修正 AHP 赋权法改进 AF 法[6]、双参数

项目反应理论 IRT 模型系数[7]、Alkire-Foster 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构建等等[8]。 
从现有研究来看，个体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情况、个体所在的群体所能提供的支持力量、地区和城乡

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以及由公共治理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现代化的推进，在相对贫困问题的形成和发展

之中均起到了较为显著的影响作用。此外，由于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不足[9]而造成的群体间的社会福利的

差异化，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福利的不足也是引发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要因素。所以有学者提出治理相对贫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01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侯梓雯，王亚影 
 

 

DOI: 10.12677/ass.2023.121010 79 社会科学前沿 
 

困不仅需要降低贫困家庭生计的脆弱性，还需要着力发展多元化的地区产业体系从而建立扶贫的长效机

制[10]，在社会中构建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促进”的贫困治理的整体性机制[11]，不断强化社

会力量的参与，应利用大信息时代大数据平台的“双边”撮合能力，动员更加广泛的社会资源参与相对

贫困治理[12]。 
构建脱贫攻坚长效机制，是我国现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的关键，只有建立可持续的脱贫攻坚长效机

制，才能够进而形成稳定的减贫治理体系。关于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问题，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探

讨。一是从制度保障层面分析构建脱贫攻坚长效机制路径，主要包括从帮扶对象的瞄准机制、帮扶方法

机制、帮扶主体与履职机制、资金使用与管理等方面构建扶贫开发长效机制基本框架[13]，有学者认为要

从制度、产业、人文、心理、能力五个方面对脱贫攻坚长效机制进行构思[14]，包括完善制度顶层设计和

社会保障、加大产业扶贫投入、提高居民内生能力、完善参与扶贫的渠道等方面[15]。二是从地方实践的

经验总结脱贫攻坚长效机制。虞洪、林东生基于探索四川省通江县的实践形成了农村主体利益均衡机制、

产业发展多元带动机制、发展要素系统整合机制、贫困群众持续增收机制等四大具有区域特征的脱贫攻

坚长效机制[16]。陈红花在总结井岗山的脱贫攻坚经验后进步提炼出建立需要健全包括脱困户返贫预警机

制、脱困户返贫评价机制、脱困户返贫帮扶责任机制等在内的脱贫攻坚长效机制[17]。三是基于可持续生

计资本分析框架的脱贫攻坚长效机制研究。张耀文提出要前置扶贫环节，将重点放在培育贫困人群的内

生动力和政策的顶层设计，由问题导向转向需求导向，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重点从生计资本、生

计环境、生计后续扶持等方面对建立脱贫攻坚长效机制进行优化[18]。学者们认为应多方面聚焦贫困预防

机制，包括在生计环境上创造更具包容性、更对贫困户有益的经济增长环境[19]，加大产业扶贫和资源投

入保障生计资本[20]，从而实现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 
综上所述，学界对相对贫困治理议题非常关注，提出了经济发展范式、人力资本提升范式、社会政

策范式等不同的治理范式。在相对贫困的衡量指标方面，随着根据时代、地区和人群的改变呈现出较大

的多样性。在未来相对贫困治理中，如何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使贫困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协同发

展形成良性循环、如何充分调动全社会之力形成益贫式新型增长模式，均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缓

解相对贫困现象的关键。同时，立足省域视角看，发达地区如广东在相对贫困治理方面形成了哪些有益

经验，省域中观层面如何构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3. 广东乡村脱贫攻坚治理阶段的历史演变 

开发式扶贫治理阶段(1984~2000 年)。广东省 1984 年根据现实状况提出了“山区开发，耕山致富”

的扶贫方针[21]，将扶贫开发与山区建设结合发展。扶贫工作深受省委、省政府重视，多次召开工作会，

将核定的 439 万贫困人口、2051 个贫困移民村以及 2414 个贫困乡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因地制宜开展

荒山植树、梯田改造、科技种养等山区治理行动，山区的贫困人口数量大量减少。随后国家提出“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22]，并且明确提出 5 年脱贫计划，将区域发展与整体推进相结合，并且逐渐明确工作重

点[23]。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加快山区脱贫致富步伐”指示精神，扶贫开发纳入到了广东的“八

五”计划。到 1997 年年底广东全省扶贫开发取得可喜效果，贫困人口均已跨越温饱线，贫困山区县农民

人均纯收入稳步提高。广东省委、省政府将政策方针落实到了实处，1998 年年初，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村

人民的温饱水平，广东省委、省政府重新定义了扶贫标准，将 16 个贫困县的年人均纯收入在 1200 元以

下的人口作为新一批的重点扶贫对象。到 2000 年年末，广东省 50 个山区县的农民收入都在稳步增长。 
精准扶贫创新探索阶段(2001~2015 年)。在 2001~2010 年的 10 年间，广东省根据国务院十五期间发

布的扶贫开发纲要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2002 年，广东省调整再次调整了扶贫标准，将收入低于 1500
元的农村人口作为重点扶贫对象。经过摸底排查后确定了当期贫困人口为 411.1 万人；脱贫目标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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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纯收入达到 2000 元。随后，在全省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2010 年年末全省的 50 多个山区县农民

人均纯收入将近翻了一番，重点扶贫人口减少了 700 万。在全省确立的 666 个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项目

带领下，287 个村庄和 5588 户村民完成了异地搬迁并且都得到了政府的安置。救助低保户 50 多万户，

农村合作医疗吸纳了 2618 万农村居民参加。扶贫工作获得了稳步进展，进一步使扶贫对象不愁吃穿，贫

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收入稳定增长、基本医疗和住房保障得以实现。为了切实将扶贫开发工作落到实

处，2009 年下半年开始到 2015 年末，广东省委、省政府启动了“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双到”扶

贫工作计划，并实行了两轮帮扶。第一轮主要是对人均纯收入低于 1500 元贫困人口进行重点帮扶，第二

轮是从 2013 年开始对人均纯收入低于 3480 元的贫困人口进行重点帮扶。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强化

对贫困户的“双到”治理，2015 年末两轮得到帮扶的贫困人口的人均纯收入稳步上升。超计划完成原定

54.15 万户贫困人口的危房改造任务，达到 56.8 万户。对不具备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村庄，进行移民

搬迁的村庄已经达到了 3000 个，涉及贫困户 5.7 万户[24]。 
精准脱贫攻坚治理阶段(2016~2020 年)。按照国家扶贫总体布局和安排，2016 年 3 月广东省召开了

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并对全省脱贫工作作了详细安排，通过扶贫开发“双到”治理工程，广东启动了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攻坚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随之提升，2016 年 6 月，《中共广东省

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施意见》正式出台，认定广东农村 176.5
万人为相对贫困人口、2277 个村为相对贫困村，明确提出扶贫脱贫要实施八项工程[25]。2018 年 10 月广

东省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行动方案”指出，到 2020 年，稳定

实现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一相当”，现行标准下和深入开展扶贫扶智行动的基础上，

实施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将各种扶贫项目结合起来发挥价值。广东劳动力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5,147 元，93 个贫困县成功脱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出列，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26]，
在这一阶段，为了切实提高相对贫困人口收入和提升脱贫质量，推动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

广东减贫实践取得了较大成功，为建立长效帮扶机制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基本保障。 

4. 广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现实境遇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另一方面是要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要巩固强化组织保证成果、消除绝对贫困成果、强化资金支持成果、凝

聚各方力量成果以及激发内生动力成果；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则是要拓展帮扶对象、帮扶标准以及帮扶政

策的调整和完善。在准确把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内涵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所

处的现实境遇，是构建巩固脱贫成果长效机制的现实基础。 

4.1. 不利因素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会遇到一些不利因素，首先是脱贫后仍然面临返贫风险。2020 年消除绝对贫

困后，防止返贫仍不可懈怠，阻断返贫也仍需要时间。防止返贫也是广东省当前的重要任务，一些贫困

地区是在有针对性的政策优惠下实现的脱贫，这些地区各类产业发展速度都比较缓慢，摆脱贫困的基础

并不扎实。仍然存在因政策变动而引发的政策性返贫风险，由于过于依赖扶贫政策，一旦优惠政策取消

很可能返贫。 
其次是脱贫人口就业渠道不宽泛。原建档立卡户的主要收入来自务工收入，但受到经济下滑和疫情

的冲击，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而当地就业空间较窄，面临岗位不足的困境，而一些脱贫人口文化

水平较低、劳动技能不足，多进行体力劳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也在进行转型升级，

就业市场对这类岗位的需求将会减少，一些脱贫人口仍旧面临返贫风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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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不充分，产业融合度低。从产业扶贫来看，有的地方产业扶贫较重视

短平快，依托优势和打造特色不强、发展规模化和长效化产业不足，缺少创新性，应对风险能力还比较

弱。脱贫地区本身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缺少专业性技术人才，较为多数的扶贫产业生产链短，生产产

品低端且品类较为单一，同质化严重，市场竞争力弱[28]，比如说广东省重点发展的农业产业项目主要是

热带水果、茶叶等，在市场供求较为稳定时，一旦增加供给就很容易产生供大于求的现象，不乏一些企

业帮扶单位撤走后，扶贫项目没人管或管得不到位，存在返贫风险。 

4.2. 有利条件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有利条件，首先是有明确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扶贫工作上的系列

论述为巩固脱贫成果指明了方向。目前虽然绝对贫困问题已经被解决，但返贫风险依然存在[29]。习近平

总书记在扶贫论述时明确提出：“要坚守脱贫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30]。”要下更大的功夫，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才能更好的守住攻坚成果。同时要促进脱贫地区的产业

具有内生性发展动力，多渠道促进就业，落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责任，坚决守住返贫底线[31]。 
其次是有充足的时间保障。“五年过渡期”为其提供了较为充裕的时间保障，“五年过渡期”和“十

四五”规划步伐一致，都是为了使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拓展，乡村振兴得以全面推进，使政策体系有

了延续性。在过渡期内把卓有成效的帮扶措施用于巩固成果上。稳固帮扶责任、落实帮扶政策、严格监

测返贫状况，坚守底线。确保帮扶政策的稳定性和精准性，从目前取得的成果出发，对帮扶政策进行整

理梳理和评估，并根据政策实施效果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优化调整，将较多的倾斜性政策调整为普惠性

政策，为巩固脱贫成果营造一个较为优良的政策环境。 
最后是有强大的精神动力。脱贫攻坚精神为其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上下同心”将政府、社会、民

众的向心力凝聚起来形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巨大力量；“尽锐出战”则汇聚集中了所有精锐力量，

将所汇聚的人财物等资源利用起来巩固所取得的成果；“精准务实”则是关键所在，精准提供工作思路

和方法，切实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开拓创新”体现了创新理念，在工作任务中要具有创新思

维，为最后胜利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攻坚克难”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使脱贫群众从根本上激发

他们的内生动力，破除依赖，铲除贫困土壤；“不负人民”是最初的出发点也是最后的落脚点，真真实

实为老百姓做实事，让他们真正享受到实惠，不辜负人民的期盼使之获得更大幸福。 

5. 构建广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的路径 

为了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需要建立和完善包括识别机制、考核机制、治理队伍、治理效

度、治理格局等在内的一整套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5.1. 构建多元主体 

巩固脱贫成果在体制机制上需要构建多元主体之间的深度融合，以提高扶贫协作能力，为了进一步

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以及民众在巩固脱贫成果中的关系，当务之急是有效构建“政府主导、市场推进、

社会协同和农户参与”的巩固脱贫成果的体制机制。首先是要明确党和政府在巩固脱贫成果中占据的主

导地位。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政策法规和战略规划等方面巩固脱贫成果的引领作用；切实将巩固脱贫成果

的基本方针、主体责任、战略任务、制度保障、实施路径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借助国家乡村振兴财政信

贷资金、国际扶贫开发基金，引导多元脱贫主体有序合作，对支持和参与巩固脱贫成果的各类主体进行

正向激励。其次拓展社会组织在巩固脱贫成果中的帮扶作用。社会组织在持续帮困、专项救助、慈善服

务等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利用社会组织力量调动脱贫户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的内在潜能，激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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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力。然后是发挥市场对巩固脱贫成果的有效调节作用。引导脱贫户积极参与区域市场分工，培育特

色产业[32]，构建脱贫户与市场联系的信息平台，引导脱贫农户提高农业生产信息化程度和适应市场变化

的生产经营能力。最后是强化脱贫户巩固脱贫成果的自我参与作用。脱贫户应当主动融入市场和各类农

村经济组织，以提高脱贫农户进入市场的组织化能力。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帮扶下，脱贫农户要

积极参与乡村振兴项目，主动接受科技培训，努力培育适应市场发展的能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巩固

脱贫成果。 

5.2. 完善考核机制 

尽管广东到 2020 年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的总体目标，但相对贫困人口仍然存在，已脱贫人口仍

然存在返贫风险。因此，管控返贫风险，巩固脱贫成果，治理相对贫困一定要精准到位，必须实施严格

的风险规避与精准的绩效考核[33]。建立严格的风险规避与绩效考核机制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之举。现

行的脱贫考核指标体系主要沿于 2016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省级党委和政府扶

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尽管对于扶贫帮困中政府风险与监管漏洞起到了一定的规避作用，但对于

如何管控返贫风险，巩固脱贫成果，仍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绩效评估体系。首先要建立起普查和

抽查相结合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普查可以了解脱贫户的现在的生活现状以及返贫风险，获取真实可靠

数据，抽查可以进一步对脱贫户进行核实、调查、评估巩固脱贫成果的绩效，防止返贫的发生。其次是

完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进行分类考核，要有所区别的根据考核对象的类型进行考核。例如，对忽视生

态和水源保护的偏远山区，其考核的重点是在注重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加强道路、交通、通讯等基础

设施建设的前提下加快高效生态农业、绿色农业、休闲农业和生态旅游发展以巩固脱贫成果，不将生产

总值和工业发展等列为主要考核指标；对重点开发区域，将重点考核低碳发展、田园综合体建设、资源

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的脱贫成效；对限制开发区域，侧重于发展休闲农业、特色旅游、娱乐餐饮等非资

源型项目进行考核。强化主体责任，确保工作落实到位。构建多维治理体系。巩固脱贫成果的相对贫困

治理不能走过场，流于形式。 

5.3. 提升精准效度 

为了有效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要在精准识分门别类因人施策。根据现行脱贫人口的状况，我们可

以归纳出四种典型化的致贫特型：第一类是因生活环境等外部条件造成的贫困；第二类是因为劳动者自

身能力等内部因素诱发的贫困，这类贫困人口占比较大；第三类是孤、老、病、残等无劳动能力的特困

群体；第四类是因不可抗的自然因素引发的贫困。由于这四种类型致贫原因不同，其防止返贫的措施也

应分类施策。对于第一类贫困人群来说，完善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科学规划自然资源开发、建造道路

交通等基础设施，是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外部条件。在着力改造外部环境的基础上，还要以提高脱贫户

收入水平为目标，在环境治理、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要尊重大部分农户的选择，需要搬

迁的农户要首先明确安置地点和方式，政府有计划地对农户进行安置，或就地和异地搬迁，已安置的农

户要在开发开放过程中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34]。针对第二类致贫户，则需要农民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以及

自我发展能力，在此基础之上，寻求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机会，积极参与政府、社会或企业组织的培训

服务，提升自身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及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自身快速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加强风患意识。

尤其鼓励脱贫户参与到产业扶贫中来，给与他们重点关注。对于第三类致贫户，需要建立和完善政府财

政兜底的保障基础，以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自愿捐助为补充，不断形成全覆盖的社会保障网，以巩固这

一类脱贫成果。对于第四类致贫户，社会要给与更多关注，贫困户可能由于家庭成员大病以及受到自然

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了贫困，这就需要通过大病保险、灾害救助等救助方式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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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类贫困群体本身具备劳动能力，所以也给予他们必要的财政支持和产业扶持，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4. 锻造骨干力量 

巩固脱贫成果必须锻造出常态化特派员队伍。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后扶贫时代，仍然需要

锻造一支巩固脱贫成果的骨干力量。首先要从制度上健全巩固脱贫成果的派遣机制。为了防止脱贫户返

贫和走过场现象，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公平合理的配置帮扶资源，实施“乡村特派员工程”。

建立一支在多学科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队伍到走进相对贫困地区，多方发力实施帮扶工程。其次增

强以村(社)两委组织建设为核心的巩固脱贫成果的治理能力。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在乡村，因此，要努力

提升乡村干部素质能力。巩固脱贫成果离不开有文化、守纪律、能力强的乡村干部的示范引领和辛勤付

出。然后要充分利用乡村振兴大舞台展示青年大学生的才能。利用好“大学生村干部计划”、“大学生

志愿服务基层计划”、“大学生三支一扶计划”等各类人才项目，夯实乡村振兴的人才队伍，培养一批

有才能、懂技术、会管理的当代大学生，让有能力者在巩固脱贫成果的阻击战中脱颖而出。最后是要积

极探索巩固脱贫成果的乡贤治理模式。为了有效防止政府垄断资源和公共资源溢出，政府应当制定优惠

的政策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投入乡村贫困治理。尤其注重充分将新时期“乡贤”的作用发挥出来。例如

“乡贤理事会 + 村级集体经济”的脱贫攻坚模式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利用走出贫困地区的“乡贤达人”，

建立乡贤专家库、乡贤帮困组、乡贤基金会等，整合“乡贤”资源，在他们的示范带领下，可通过“乡

贤”自身投资兴业和回乡创业，以此巩固脱贫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帮助脱贫户增加创收渠道。 

6. 结论 

尽管我省农村脱贫攻坚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但巩固脱贫成果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在实践中我们

仍要进一步管控返贫风险，建立巩固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将巩固脱贫成果提升到

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充分发挥党委在总揽全局中的核心作用，在乡村振兴的前提下严格管控返贫风险，

使巩固脱贫成果的相对贫困治理保障有力。始终坚持精准施策，精准发力，使巩固脱贫成果的相对贫困

治理落到实处，构建有效的风险规避机制、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和完善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不断强化

主体责任，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群众评价、舆论监督的多元治理格局，使政府、社会、市

场与农户之间深度融合。始终坚持党和政府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拓展社会组织的帮扶作用，

发挥市场对巩固脱贫成果的有效调节作用，强化脱贫户的主动参与作用，最终使巩固脱贫成果形成坚强

的合力。 

参考文献 
[1] 杨立雄. 相对贫困概念辨析与治理取向[J]. 广东社会科学, 2021(4): 180-193+256.  

[2] 李鹏, 张奇林, 高明. 后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相对贫困: 内涵、识别与治理路径[J]. 经济学家, 2021(5): 93-101.  

[3] 王小林. 贫困测量: 理论与方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58.  

[4] 程中培, 乐章. 美好生活的社会保护水准: 社会政策体系中基本生活需要标准的建构[J]. 求实, 2020(2): 65-75.  

[5] 张琦. 论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8(6): 16-20.  

[6] 祝志川, 薛冬娴, 孙丛婷. 基于 AHP 改进 AF 法的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与分解[J]. 统计与决策, 2021(16): 10-14.  

[7] 霍增辉, 张玫, 吴海涛. 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的农户相对贫困测度研究——来自浙江农村的经验证据[J]. 农业经

济问题, 2021(7): 57-66.  

[8] 方迎风, 周少驰.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1, 36(6): 21-30.  

[9] 解垩, 李敏. 相对贫困、再分配与财政获益: 税收和转移支付的作用如何?[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0, 22(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010


侯梓雯，王亚影 
 

 

DOI: 10.12677/ass.2023.121010 84 社会科学前沿 
 

3-20.  
[10] 唐明霞, 朱海燕, 陈建军, 等. 应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差异性长效机制——基于江苏省

南通市缓解相对贫困实践的研究[J]. 江苏农业科学, 2021, 49(11): 226-230.  

[11] 林闽钢. 相对贫困的理论与政策聚焦——兼论建立我国相对贫困的治理体系[J]. 社会保障评论, 2020, 4(1): 
85-92.  

[12] 王小林, 张晓颖.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解释与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取向[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2): 2-18.  

[13] 朱路平, 葛孚桥. 关于广东构建农村扶贫开发长效机制问题研究[J]. 南方农村, 2013, 29(12): 66-72.  

[14] 范和生, 武政宇. 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研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0(1): 63-69.  

[15] 陈文胜. 脱贫攻坚的战略机遇与长效机制[J]. 求索, 2017(6): 90-95.  
https://doi.org/10.16059/j.cnki.cn43-1008/c.2017.06.013  

[16] 虞洪, 林冬生. 脱贫攻坚长效机制分析——基于四川省通江县的实践[J]. 农村经济, 2017(9): 63-69.  

[17] 陈红花, 尹西明, 陈劲. 脱贫长效机制建设的路径模型及优化——基于井冈山市的案例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0(2): 26-39.  

[18] 张耀文, 郭晓鸣. 中国反贫困成效可持续性的隐忧与长效机制构建——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考察[J]. 湖南农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1): 62-69. https://doi.org/10.13331/j.cnki.jhau(ss).2019.01.009  

[19] 张永丽, 徐腊梅. 中国农村贫困性质的转变及 2020 年后反贫困政策方向[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6(5): 129-136. https://doi.org/10.16783/j.cnki.nwnus.2019.05.019  

[20] 左停, 赵梦媛, 苏青松. 聚焦贫困预防: 基于贫困边缘人群和新生贫困人群的对策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 
2020(9): 147-154. https://doi.org/10.13713/j.cnki.cssci.2020.09.020  

[21] 万忠.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发展道路怎么走[J]. 全球商业经典, 2020(11): 24-27.  

[22] 扶贫词条: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EB/OL]. 中国扶贫在线. http://f.china.com.cn/2017-06/20/content_41061441.htm, 
2017-06-20.  

[23] 杜鹰. 认真总结脱贫攻坚实践经验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J]. 宏观经济管理, 2021(6): 4-9.  

[24]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施意见[EB/OL]. 河源市人民政府. 
http://www.heyuan.gov.cn/zwgk/zdlyxx/fpgz/fpzcfg/content/post_194987.html, 2017-04-19.  

[25] 广东 2277 个相对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EB/OL].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http://dara.gd.gov.cn/nyyw/content/post_3230930.html, 2021-02-25. 

[26] 广东 161.5 万相对贫困人口全部达到脱贫标准[EB/OL]. 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0/11-02/9328704.shtml, 2020-11-02. 

[27] 左停, 李世雄. 2020 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类型、表现与应对路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4): 
58-67.  

[28] 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 广东扶贫开发取得历史性成就[J]. 源流, 2019(7): 6-11.  

[29] 汪三贵, 郭建兵, 胡骏.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思考[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58(3): 16-25.  

[30]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富裕富足[N]. 人民日报, 2020-12-30(01).  

[31]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2-26(02).  

[32] 钟海, 卢芳许. 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35(5): 
31-37.  

[33] 余少祥. 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建设[J]. 江淮论坛, 2020(4): 62-68.  

[34] 王介勇, 戴纯, 刘正佳, 李裕瑞.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思考及建议[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 35(10): 1273-128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010
https://doi.org/10.16059/j.cnki.cn43-1008/c.2017.06.013
https://doi.org/10.13331/j.cnki.jhau(ss).2019.01.009
https://doi.org/10.16783/j.cnki.nwnus.2019.05.019
https://doi.org/10.13713/j.cnki.cssci.2020.09.020
http://f.china.com.cn/2017-06/20/content_41061441.htm
http://www.heyuan.gov.cn/zwgk/zdlyxx/fpgz/fpzcfg/content/post_194987.html
http://dara.gd.gov.cn/nyyw/content/post_3230930.html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0/11-02/9328704.shtml

	广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in Guangdong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文献回顾
	3. 广东乡村脱贫攻坚治理阶段的历史演变
	4. 广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现实境遇
	4.1. 不利因素
	4.2. 有利条件

	5. 构建广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的路径
	5.1. 构建多元主体
	5.2. 完善考核机制
	5.3. 提升精准效度
	5.4. 锻造骨干力量

	6.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