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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下，产业扶贫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承担起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本文将其概括为

“产业精准扶贫”。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以产业精准扶贫与传统产业扶贫的区别以及产业精准扶贫怎样发挥作用这一科学问题为

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了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与传统产业

扶贫停留在村一级或者大户层面不同，产业精准扶贫将产业透过村庄到农户，而且与贫困户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机地

结合起来。②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是通过利益相关方共同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匹配的过程。产业精准扶贫突显

了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着重强调贫困户自身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参与，真正建构了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长效机制。③产业

精准扶贫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农户或是入股、务工或是自己发展产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通过政府引导、企业管理、村两委

参与，促进贫困户参与在生产过程中，就产业过程中的事项达成共识，促进了贫困户的公民精神培育、实用技术掌握和思想观念转变。

④产业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仍需注意风险防患。扶贫信息发布、帮扶单位责任人等扶贫利益相关者的

组织和传播，为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贫困村奠定基础，但是，也相应地增加了产品销售问题和产业自然灾害的风险，产业贴补和金融

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产业精准扶贫的运行和成效。因此，要相应地加强对扶贫产业风险的预警，规避和降低产业扶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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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1］。我国的农村扶贫工作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至今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产业扶贫的政策和重

点各有不同，扶贫战略从区域扶贫逐渐向精准扶贫转变:

第一个阶段从 1978 到 1985 年，这个阶段称之为体制改革

推动扶贫阶段; 第二个阶段从 1986 年到 2000 年，可以称

之为大规模的农村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 年国家正式成

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确定了 592 个贫困县，安

排了专项扶贫资金，1994 年制定和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

攻坚计划》，这些制度安排标志着国家主导的农村开发式

扶贫的形成; 第三阶段从 2000 年到 2012 年，农村扶贫战

略开始进入到“开发式扶贫”和“保护式扶贫”共同发挥作

用的新阶段 ［2］; 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精准扶贫形成与

发展阶段，以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11 月在湘西、2015 年

1 月在云南、2015 年 6 月在贵州、2016 年 7 月在银川视察

和发表的重要讲话和中央的系列办法、措施为标志，精准

扶贫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重

心。而发展产业是解决农村增收致富的一项根本性和长

远性的重要举措，是“从短期效益到长期效益”，“从输血

到造血”的主要抓手和平台［3］。产业扶贫作为扶贫工作的

核心日益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4 － 5］。中央政府在颁布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中明确提出产业

扶贫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发展阶段和扶贫方式的变

化促进了“产业扶贫”方式变化和重心转移。从第一阶段

到第四阶段，从粗放型扶贫转变为精准扶贫( “漫灌式”转

变为“滴灌式”) ，产业扶贫也相应地从初步概念逐步细化

到县、到村、到户，成为“产业精准扶贫”。

国内外学术界对扶贫工作的研究为扶贫事业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三方面: 贫

困户的权利、资格与能力［6 － 8］; 贫困户的评估方法［9 － 11］; 贫

困的脆弱性和动态性［12 － 13］。随着中国政府对精准扶贫的

重视，国内学者对扶贫工作的研究也相应地增加［1 － 5］，在

产业扶贫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中观两个尺度: 宏

观方面，针对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目标偏离、实践变形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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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有学者从产业扶贫政策着手提出转变帮扶思路，创新

机制体制［14 － 15］，有学者从扶贫产业本身提出要创新产业

发展模式［16 － 17］，还有学者针对产业扶贫对象提出要强化

主体参与［18 － 19］等方面的对策建议［20 － 21］; 中观方面，基于

地方特 色 资 源，有 学 者 从 典 型 县 市［22 － 23］、贫 困 集 中 连

片［17，24］和经济区域［25］进行了产业发展的案例研究。这两

种尺度研究表明“传统产业扶贫”将大量财政等公共资源

投向“大户”和“龙头企业”，贫困农户被产业扶贫项目边

缘化［19］，贫困人口未能直接受益的主要原因是扶贫项目

停留在村层面，未能精准到户［5］。但是，产业精准到户( 产

业精准扶贫) 的实质是什么? 产业怎么作用于贫困户、实

现贫困户的精准脱贫? 这个现实的科学问题鲜有文献

论及。

因此，本研究从江西省 25 个贫困县中随机抽样选取

了遂川县、兴国县、寻乌县、瑞金市和余干县 5 个县为观察

点，并以遂川县为重点，同时另外选取吉安县为补充参照，

综合运用了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微

观尺度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具体分为以下阶

段: 第一，抽取样本，2016 年 5 月中旬整理江西省 25 个国

家级贫困县，随机抽取 5 个样本县; 在每个样本县中再随

机抽取 5 个样本村，加上吉安县的 2 个村作为补充参照

点，一共 27 个样本村，了解调研县域和村域产业扶贫的基

本情况; 第二，2016 年 5 月下旬在样本村的基础上按照等

距抽样的原则，按照 4∶ 1 的比例抽取贫困户与脱贫户，每

个村抽取三十到四十户，了解贫困户对产业扶贫的感知、

受惠情况和脱贫致富的原因; 第三，在普遍了解调查县域

的产业发展情况下，深度访谈 5 个抽样县的县、乡、村三级

领导干部，了解他们对产业精准扶贫的认知和建议，并实

地观摩走访当地典型扶贫产业，充分了解产业精准扶贫发

展的详细情况和产业扶贫的作用机制; 第四，召开座谈会:

2016 年 7 月下旬与江西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进行座谈，了

解国家和省级产业精准扶贫的具体情况。通过以上方法

获得了大量的关于产业精准扶贫的第一手资料。

1 江西省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

1． 1 研究区产业扶贫基本情况

江西省是著名革命老区，面临着贫困面广、贫困程度

深的情况，共有国定和省定 25 个特困片区县，其中国家级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 21 个。基于特殊的省情，江西省

加大力度实施产业扶贫，对 25 个贫困县，每年各专项安排

1． 0 × 107 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将 25 个贫困县以外的贫

困村和贫困户新增每年安排 1． 0 × 108 元产业扶贫资金。

全省专项产业扶贫资金达到 9． 3 × 108 元用于扶贫产业

发展。

遂川县位于江西省西南部，是新时期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国家罗霄山区特殊困难地区连片开发县。全县

有 86 个“十三五”规划扶持贫困村，2015 年以来，遂川县

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产业

精准扶贫方面县财政近年来投入产业扶贫奖补资金超过

4． 0 × 107万元，在着重发展六大优势富民传统产业( 茶叶、

金桔、板鸭、高产油茶、井冈蜜柚、毛竹) 的同时还积极探索

发展电子商务、光伏发电两大现代新型产业。截止到 2016

年上半年全县茶园面积 20 万亩，年产量 5． 0 × 103 t，产值

13 亿元; 金桔面积 13 万亩，产值 5 亿元; 板鸭年加工1． 0 ×

103 只，产值 5 亿元; 油茶面积 63 万亩，产值 3 亿元; 毛竹

38 万亩，井冈蜜柚 2． 9 万亩。目前，全县市级以上农业龙

头企业达 48 家( 其中省级 8 家) ，总产值达 22 亿元，以订

单和合同形式带动农户 9． 55 万户; 注册成立农民合作社

462 家，家庭农场 248 家，专业大户 856 家。遂川县产业精

准扶贫项目辐射了全县 80% 的农户，辐射带动贫困户达

3． 5 万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基本实现全覆盖，带动社员

人均增收 1． 5 × 103 余元。“十二五”期间，全县有 4． 8 万

户、20 多万人，通过发展产业精准扶贫实现了增收脱贫。

1． 2 案例区产业扶贫的参与主体: 多主体协同

( 1) 传统产业扶贫主体: 政府、企业、村两委职能转变。

精准扶贫思想提出以后，案例区政府开始转变扶贫思路，

将精准扶贫思想融入到产业扶贫当中。例如: 遂川县政府

制定了《遂川县产业扶贫实施意见( 2016—2020 年) 》( 遂

川办字［2016］45 号) ，明确提出要在尊重贫困户自身意愿

的情况下，优先发展当地六大传统富民产业( 茶叶、金桔、

井冈蜜柚等) 项目，根据产业规划积极安排专项资金。在

产业扶贫奖补资金上，遂川县每年投入产业奖补资金达

4． 0 × 107 元; 在扶贫产业贷款上，制定了《遂川县扶贫产业

贷款工作方案》( 遂川扶移字［2015］29 号) ，在全县 10 个

试点贫困村中，每村安排 20 万元风险补偿金，并力争撬动

银行贷款规模 1． 6 × 107 元，专项用于贫困户产业贷款，贷

款利率按照银行基准利率执行，其中贫困户社员还可享受

年利 4%的扶贫贴息; 在金融产业扶贫资金方面，近两年，

对 450 家新型经营主体发放“财政惠农信贷通”贷款近 2

亿元。此外积极做好监管，贫困人口方面，镇村干部对贫

困人口申请的产业项目进行监管，规定只有达到一定的存

活率才能获得下一批产业扶持资金; 对扶贫企业和合作社

方面，监督企业和合作社是否履行了与贫困户签订合同内

容，只有履行了合同才能在政策上予以倾斜，确保企业真

正带动贫困户参与。

在政府大力推动产业扶贫的契机下，兴国县通过招商

或招标形式确定油茶基地托管公司或能人，采取“公司 +

基地 + 贫困户”、“能人 + 基地 + 贫困户”的托管模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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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公司和能人按照“五统三包”的要求进行托管，即统

一土地流转、清山除杂、打穴整带、苗木供应、定植苗木，包

生产、技术、销售，并以 3∶ 7 的比例进行分红; 寻乌县飞龙

村三黄鸡养殖合作社通过致富能手一托二( 一位致富能手

带两户贫困户) 形式，手把手教学，学习三黄鸡养殖、销售

等经验。

遂川县汤湖村两委根据该县产业扶贫的政策，在召开

村民代表大会积极宣传政府政策后，要求各村小组长实地

入户了解贫困人口实际需求，根据他们的意愿和能力，帮

助他们选择适合的产业项目，落实产业贴补资金发放，并

核实产业发展情况，实现了产业项目真正到户; 寻乌县南

桥村两委作为村民代表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引进绿博有限

责任公司，并在 2015 年以村委会牵头成立绿博专业葡萄

种植合作社，制定了企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确定

贫困户以土地、劳动力参与的模式，并以村委会名义担保，

鼓励农户入社并与企业签订合同。

案例区政府在产业扶贫方面转变职能，重点做好规

划、资金安排和监管方面的工作，不再大包大揽，根据地方

特色资源做好产业规划、将产业资金安排到户，并实施精

准监管。企业参与更多的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建立了一

套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在着重吸纳贫困户参与产业项目

的同时，精准解决了贫困户发展产业项目的资金、技术、销

售等问题，破除了贫困户发展产业困境。村两委则在引进

企业后更多的注重将产业精准对接到每一户贫困户，6 市

县产业扶贫情况见表 1。

( 2) 产业精准扶贫的主体引入: 扶贫工作队和第一书

记、贫困户参与。王某在 2015 年 3 月，受市里委派担任了

兴国县枫林村第一书记，自上任以来在产业扶贫方面，她

积极走访贫困户，了解该村贫困户致贫的主要原因，利用

原有单位优势，引入外地企业在该村建设食用菌产业基

地。在基地建设过程中，她积极争取市里“菜篮子”项目

资金，协助土地流转并协助贫困户与企业建立利益联结机

制，研究贫困户以土地、资本( 来源于政府产业贷款) 入股

和分红的细节，优先贫困户务工或加盟，促进企业按保护

价收购等。通过宣传产业扶贫政策，落实产业补贴、申请

产业贷款等，该村贫困户根据自身情况或是土地入股、基

地务工或是加盟发展产业，提高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也实现了增收发展。

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是在中央创新帮扶机制的情况

下产生的，他们作为政府主体的延伸，通过实地入户工作，

在了解贫困户实际需要、宣传政策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同时又能利用原有单位的资源争取产业项目和资金，并且

将贫困户与企业或者产业项目精准对接。贫困人口是产

业精准扶贫的对象，产业精准扶贫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贫

困人口的增收脱贫。只有充分吸纳贫困户参与，让他们以

土地入股、独立发展或是在企业务工等形式积极主动参与

其中，发挥他们的主体性作用，产业扶贫才能真正发挥

作用。

在江西省 6 市县的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产业精准扶

贫与传统的产业扶贫已然有诸多的不同之处，他们不但强

调政府、社会、贫困户的良性互动，更突出了贫困户的主

体性。

表 1 调研市县产业扶贫情况一览表
Tab． 1 List of counties of the precision for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调查县 基本情况 主要扶贫产业 组织形式
贫困户参

与程度
参与的生产资料 扶贫效果

遂川县
产业 规 划 科 学，力 度
大、效果明显

茶叶、蜜柚、金桔、毛竹
等

( 电商) + 合作社 + 基
地 + 农户

较高
信 息、资 金、技 术、土
地、劳动力

脱贫效果较明显，农户
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农
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余干县
产业规划落后、资金投
入较少

光伏、养鱼 合作社 + 农户 较低 资金、技术
农户产业参与少，脱贫
效果一般

兴国县
产业 基 地 多，上 级 项
目、资金投入较多，企
业带动明显

蔬菜、烟叶、油茶
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 贫困户

较高
信 息、资 金、技 术、土
地、劳动力

农户 自 我 发 展 能力 提
升，脱贫效果较好，县
域经济发展

瑞金市
产业 项 目 多，上 级 项
目、资金投入较多

蔬菜、旅游、脐橙、白莲
等

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
合作社 +电商 +贫困户

较高
信 息、资 金、技 术、土
地、劳动力

农户 自 我 发 展 能力 提
升，脱贫效果较好

寻乌县
产业转型，规划项目较
多，扶贫力度大

三黄鸡、养蜂、葡萄、罗
汉果、猕猴桃等

公司 + 基地 + 合作社
+ 农户

较高
信息、资金、技术、劳动
力

部分 产 业 项 目脱贫 效
果较好，规划产业项目
效果有待考证

吉安县
有成熟的产业项目，扶
贫效果明显

葡萄、蜜柚 ( 公司) +合作社 +农户 较高
信 息、资 金、技 术、土
地、劳动力

农户 自 我 发 展能力 提
升，脱贫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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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案例区产业扶贫的效果实现: 生产要素综合作用

通过在案例区的实地调研我们了解到，遂川县土地流

转以山 地 为 主，以 汤 湖 村 为 例，山 地 流 转 租 金 为 每 年

200—300 元 /亩，同时贫困户自家种植茶叶的年收入大约

在3 000 元 /亩，远高于水稻种植收益，并利用空余时间在

合作社或者茶叶公司基地采摘，单采摘收入大约 5 000

元 /年( 春茶 15 d 左右，平均 150 元 /d，夏茶 50 d 左右，平

均 60 元 /d) 。此外，该村新民茶叶生产合作社每年举办培

训班，目前入社贫困户内有 10 多户( 社员共 180 户，贫困

户共 62 户) 得到了茶叶加工员中级资格证，而且江西省人

保厅在该合作社设定了一个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便于

技术人员的培训和资格认定。据统计，遂川县六大富民传

统产业辐射了全县 80%的农户，辐射带动贫困户达 3． 5 万

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基本实现全覆盖，带动社员人均增

收 1． 5 × 103 元。“十二五”期间，全县有 2． 2 × 103 多人得

到劳动技能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4． 8 万户、20 多万人，通

过发展产业实现了增收。寻乌县土地流转类型较多包括

农田、山地、旱地等，在南桥村中，农田流转租金为每年

1． 0 × 103 元 /亩，葡萄种植年收入 大 约 为 1． 0 × 104 元 /

亩，合作社签订协议对周围村镇贫困户轮流安排务工，务

工收入大约 3． 0 × 103 元 /a( 务工期一年 30 d 左右) ，此外

合作社还专门派出技术人员对贫困户葡萄种植进行培

训。据统计，寻 乌 县 2015 年 通 过 发 展 产 业 实 现 脱 贫

1． 3 × 104 人，占总脱贫人数的 46． 32%。吉安县江南村

在发展蜜柚种植的过程中，土地流转租金为当年 100 kg

稻谷的折算价，并雇佣 贫 困 户 在 合 作 社 务 工 ( 男工 100

元 /d，女工 80 元 /d) ，要求入社贫困户每年在基地 7—15 d

的时间培训，政府提供技术、信息支持和一定的劳务补贴。

此外为了打消贫困户疑虑，村两委还带领贫困户前往邻县

示范村井冈蜜柚种植合作社现场观摩，详细了解井冈蜜柚

种植的技术、成本、销售和利润等情况并请顺利脱贫的农

户现场介绍经验。

与以往的产业扶贫不同，案例区产业扶贫着重将贫困

户生产要素吸纳进来，实现精准增收，通过发展产业，将贫

困户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实现

了贫困户增收，还与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紧密集合起来，加

强贫困人口技能培训，让贫困户掌握劳动技能，学会农业

实用技术，懂得致富办法。通过政府提供的技术培训，企

业的运行平台和技术优势以及村两委的村级平台促进了

贫困户实用技能掌握和思想观念转变，实现了贫困户自我

发展能力的提升，在此过程中贫困户还就产业的各项事宜

达成协议促进了公民精神的培育。

遂川县大力发展茶产业，茶叶通过积极招商，引进了

吉贡茶业、文山茶业、台湾德昌等外资企业，并建设了茶产

业加工科技园、文化创意园、茶博园、现代农业科技园，直

接推动了茶叶产业的发展。目前，茶叶销售收入超 15 亿

元，茶旅游年收入达 1． 2 亿元; 与茶叶相关的茶楼、茶店等

休闲产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近年来茶文化创意产业得

到长足发展，与茶文化相关的衍生产业如: 广告、摄影及茶

具茶桌茶小品等销售额也接近亿元大关。

案例区产业扶贫充分发挥了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的作

用，在产业扶贫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下，企业利用利用

自己的运行平台、技术和管理要素积极参与产业项目，在

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在精准扶贫的思想指导下，产业扶贫改变扶贫项目

的实施方式以使贫困人口得到更多的受益［15］，将各扶贫

主体的优势生产要素投入到产业中，吸纳贫困户的土地、

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仅实现了贫困户增收脱贫，

而且促进了致富能力与公民精神的培育，也推动了地方

经济发展。在新时期精准扶贫工作中应当加大力度重点

推进。

不仅在遂川县，在对吉安县的葡萄产业，兴国县的学

生营养餐配送中心及蔬菜种植基地，寻乌县的光伏扶贫，

瑞金市的大棚蔬菜、电商扶贫和乡村旅游扶贫相结合的产

业扶贫模式，余干县的光伏扶贫、养鱼基地等的调查发现:

政府、企业、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及贫困户这些主体以各

自的优势要素共同作用于精准扶贫，在重点实现贫困户增

收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企业盈利及发展、政府扶贫任务和目

标完成，实现了多方共赢，而且，产业精准扶贫有着一种内

在的机制在发挥作用。

2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

通过实践中的逻辑来看，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是

政府、企业、村两委、扶贫工作队和第一书记以及贫困户等

主体立足于他们各自的行为动机，将其各自的土地、资本、

劳动力、信息、服务等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到产业中，扶贫主

体利用各自优势共同促进生产要素综合作用的发挥，以促

进贫困户脱贫致富，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各主体的

目标，最终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

总体目标，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具体如图 1 所示。

产业精准扶贫是作用主体 A 根据他们的行为动机 B

配置生产要素 C 共同致力于扶贫路径 E 的作用过程 D，它

们之间密不可分、融为一体。产业精准到户，贫困户与其

他扶贫主体共同作用于产业精准扶贫。传统的产业扶贫

注重自上而下( 且未到户) 的资源输入，忽视其他社会主

体在扶贫当中的参与、合作和分享，缺乏社会根基，导致项

目偏离扶贫目标乃至损害社会团结［25］。只有将产业扶贫

渗透到贫困户，实现产业精准到户，如图 1 中 L 线下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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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才能有效解决贫困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精准扶

贫方能取得好的成效。

2． 1 作用主体及行为动机

产业精准扶贫将包括贫困户在内的五个主体及其行

为动机有机统一起来，并突出贫困户的主体性，通过公共

治理方式，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 1) 政府在产业精准扶贫中起主导作用。政府在产

业精准扶贫中通过制定规划、安排资金、提供服务等方式，

动员社会力量和贫困人口积极参与。对中央政府而言，实

现共同富裕作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只有解决我国的贫

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才能实现，也只有

解决好我国的贫困问题，才能在国际上赢得良好声誉，因

此，精准扶贫是一项国家任务，需要政府牵头，做好各项扶

贫调控和衔接工作，推进产业精准扶贫。地方各级政府主

导扶贫工作，主要是落实中央政策，实现地方政府的脱贫

任务; 服务于地方经济和辖区人民，推动贫困户有效脱贫，

实现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体现地方政府的政绩与绩

效。在地方实践中，政府一是明确规划并实现精准考核，

在引领、保障产业发展的同时也确保产业精准到户的扎实

推进; 二是资金扶持和监管精准: 第一，对贫困户，按不同

产业项目和种植面积提供不同额度贴息贷款和产业奖补

资金; 提供市场信息，帮助农户解决销路问题; 第二，积极

引进企业参与扶贫开发，明确只有在吸纳贫困人口入社或

是就业达到一定标准以上才予以企业贷款和税收方面予

以政策倾斜，对产业项目进行监管，将产业奖补资金分成

多次发放，只有贫困人口发展的产业达到一定存活率要求

才能获得下一批资金。对扶贫企业只有履行了合同，才能

继续获得政府政策倾斜; 第三，做好土地流转和完善基础

设施等基础服务。

( 2) 企业参与产业精准扶贫，与政府和贫困户建立良

好的联结机制。企业是产业精准扶贫的重要环节，尽管企

业参与产业扶贫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盈利但在实

现盈利的同时也兼顾了社会责任。产业精准扶贫关键是

要解决贫困人口发展产业的市场、资金、技术问题，以此来

获得持续稳定的增收实现脱贫致富。企业利用地方特色

资源和其具备的运行平台、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经营

产业，既能对接政府产业发展规划，又能将贫困人口与市

场联系起来。通过合同或订单形式在贫困农户发展产业

过程中采取统一培训、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的形式并

确定最低收购价和各方分红比例。切实解决贫困人口发

展产业经常遇到的市场、资金、技术方面的问题，完善了利

图 1 产业扶贫的作用机制
Fig． 1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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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联结机制。企业一方面肩负着社会责任和义务，重要的

是，通过承担扶贫社会责任可以提升企业形象，树立企业

品牌，间接性提高企业利润; 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参与扶

贫项目扩大了市场和经营范围，能获得政府各种优惠政策

的支持，有利于实现盈利目标。作为市场组织，企业的参

与促进了 资 源 配 置 效 率 的 提 高，较 好 地 弥 补 政 府 扶 贫

缺陷。

( 3) 村两委与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基层的扶贫信息

最齐全，在产业精准扶贫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们参与精准

扶贫，在将产业项目精准落实到户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利

用自身在基层协调和资源对接方面的优势，整合和链接生

产要素，服务村民; 同时又落实上级扶贫攻坚任务，为村民

带来更多扶贫资源，提供更好的基本服务，促进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

( 4) 扶贫工作队和第一书记是社会动员机制。中央

要求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 ( 组) ，每个贫困户

都有帮扶责任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

把驻村入户扶贫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的重

要渠道。实践中，驻村工作组和第一书记协助基层组织

( 重点是村组) 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

策，一方面利用其平台优势，获取外部资源、选择和引进企

业实现精准帮扶，另一方面则根据其对贫困人口实际情况

的了解帮助他们选择适合的产业项目和发展形式并将贫

困人口与企业一一对接，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各项

工作，在帮助贫困村、贫困户脱贫致富中起了很好的促进

作用。

( 5) 贫困户是产业精准扶贫的直接受益者，理应成为

主体参与到产业精准扶贫中，与各扶贫主体共同致力于脱

贫致富。农户集精准扶贫主体和客体于一身，是脱贫致富

的关键切入点。农户融入产业精准扶贫，变“要我脱贫”

为“我要脱贫”，提高脱贫致富的动力，同时，通过参与整

个扶贫过程，既获得自我认可和自我提升，又为公民社会

的形成奠定基础。另外，发挥农户的监督和反馈作用，促

进精准扶贫政策调整，真正实现贫困户获益。

2． 2 机制核心: 生产要素与作用过程

马克思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

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要使他们结合

起来”。生产要素是进行生产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各种生

产要素是不能孤立发挥作用，而是互相组合，使之得到充

分利用，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产业精准扶贫着重强调了贫困户自身的土地、资本和

劳动力等主要生产要素的参与，使贫困户真正参与到产业

项目中来。在产业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政府政策、信息、资

金要素，企业运行平台、技术和管理要素，贫困户的土地和

劳动力要素囊括了生产的全部要素，扶贫工作队、第一书

记和村两委则利用其实际操作平台将这些要素进行整合

链接，促进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过程的帕累托最

优，提升产业精准扶贫的整体综合效果，如图 1 中的 C

所示。

政府、企业、扶贫工作队和第一书记、村两委及贫困户

这些扶贫主体以各自的能力和优势共同作用生产要素，实

现以贫困户增收发展为核心的多方共赢: 政府在政策制

定、资金分配、服务提供上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促进社会

资本进入、推动土地流转、吸纳贫困户参与; 企业利用其运

行平台和在资金、技术与管理方面的优势，精准解决贫困

户发展产业的技术、资金、销售问题，同时也能吸纳贫困户

参与缓解用工问题并因此获得政策方面的支持，也促进企

业自身的发展; 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和村两委则利用自

身平台资源，引进企业，促进农户土地流转并优先介绍贫

困户务工; 贫困户利用产业发展的贴补和贷款政策，通过

自身拥有的土地入股和务工等形式积极参与扶贫项目，实

现多要素匹配并综合发挥作用，提高了扶贫工作的效果。

贫困人口在当地干部的帮扶下根据自己具备的土地、劳动

力要素或是采取土地入股、产业加盟或是务工形式参与，

充分发挥了贫困人口的主体性作用，提高了贫困人口的参

与度，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如图 1 中的 D 所示。

地方政府重点探索和建立贫困户的受益机制，在产业

发展和创收方面，着重探索如何将贫困户纳入现代产业链

中，解决贫困农户经常面临的技术、资金、市场方面的困

难。［4］例如，在遂川县的扶贫攻坚试点中，政府率先制定

《遂川县产业扶贫实施意见》，推动土地流转、完善基础设

施，积极引进企业并成立专业合作社; 企业广泛采用公

司 + 合作社 + 贫困户的运营模式，解决贫困人口在市场、

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问题; 扶贫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及村两

委，做好政策宣传和实施并促使企业和贫困人口对接起

来; 贫困人口则利用扶贫资金和土地、劳动力或是入股或

是独立发展产业实现增收，同时也能通过土地流转或者务

工来获取一定的土地租金、工资收入。

大力推进参与式扶贫，促进扶贫资源的优化配置，充

分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有利于推动我国农村扶贫工

作的开展。［18］在寻乌县委县政府大力推进产业扶贫的背

景下，飞龙村驻村工作队江西省纪委和村两委在积极转变

角色，重点思索如何将产业项目精准对接到户，在广泛征

求民意及走访其它示范村后，成立三黄鸡养殖合作社采取

致富能手“一托二”的带动模式，即一位致富能手带动两

户贫困户脱贫。该村第一书记和村两委充分利用省农业

厅的 350 万扶贫资金，修缮公路等基础设施并计划到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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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建成 136 个鸡舍。同时积极选准了刘佛先等 10 户养

殖示范户与贫困户对接，利用示范户在养殖技术、市场销

售方面的优势，手把手带动贫困户参与养殖项目，使得贫

困户实际参与养殖，每户 2 个棚舍。实现该村 58 户贫困

户( 203 人) 平均每人增收 1 万元。

2． 3 作用路径和效果: 以精准到户为核心促进贫困户增

收和可持续发展

精准扶贫解决的不应只是收入脱贫，而是兼顾贫困人

口可行能力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多维贫困人口脱贫，并且具

备一定应对和防范能力的稳定脱贫［19］。产业精准扶贫不

仅有利于实现贫困户的收入增加，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

并在产业扶贫过程中达成各项事宜，促进了其公民精神的

培育。

( 1) 精准到户切实增加贫困户的增收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地方扶贫产业的发展，通过租金、分红、薪金、产业

收入增加了贫困户收入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一，资产性

收入: 包括土地流转租金、股金等。给参与贫困户带来了

长期稳定的收入; 第二，务工薪金，扶贫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更多的就业岗位，贫困户一旦就业就有了稳定的薪金收

入; 第三，产业发展收入: 政府积极鼓励贫困人口发展产

业，除了对发展产业的给予一定的贴补资金，农户还从产

业发展中获得一定收益。贫困户要脱贫归根到底就是要

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很多贫困村致贫的原因就是没有产业

支撑，贫困户要想实现脱贫，发展产业是关键。

( 2) 产业精准扶贫提升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并促进

公民精神培育。提升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其自身

潜力，获得生产效益，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实现产业精准到

户。产业精准到户是解决贫困户增收的主要途径，更是贫

困农户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绝佳路径。贫困户通过政府组

织的产业技术培训、产业基地务工、致富能手手把手教学

等方式，一方面使他们获得脱贫致富的技术手段，另一方

面消减了“等靠要”思想。产业精准到户以后，贫困户积

极与企业对接，或是通过产业加盟学习企业在农产品种

植、销售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 或是通过务工学习企业深

加工、包装、和管理方面的技术，同时贫困户在学习的过程

中不断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并就产业事项达成共识，促进

了公民精神的培育。贫困户在技术上、思想观念上得到提

升，在过程中不断达成共识，促进了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

提高和公民精神培育。有针对性地加强贫困农民的产业

技能培训，将产业扶贫与扶智有机结合起来，加大项目区

农民文化素质、科技技能、市场经营风险意识等综合素质

培训，是实现产业精准扶贫的思路之一。［2］

( 3) 产业精准扶贫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

裕。产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地方产业的快速

发展，必然拉动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地方政府立足本地

优势资源，通过引进外地企业或鼓励支持本地企业参与扶

贫产业，形成“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体系，在促进

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产业的相关配套设施的发展。

产业的发展最终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经济

的发展反过来又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保障对扶贫工作

的资金投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通过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地将地区资源比

较优势转化为经济比较优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例如，遂川县利用当地优势茶叶资源，发展产业，一方面形

成了完整产业链，茶叶年产值超过 13 亿，另一方面带动了

当地茶园休闲产业、茶园创意产业以及茶旅游业的发展，

年收入也都接近亿元大关，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图 1 中的 E 所示。

3 结论与讨论

基于对 6 个县 27 个村的实地观察和对县、乡、村干部

和村民四级的深度访谈，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 1) 传统产业扶贫一般停留在村一级或者大户层面，

然而，产业精准扶贫将产业帮扶渗透到村到户。具体体现

在: 产业精准扶贫不仅强调持续稳定脱贫还突显了致富能

力与公民精神的培育; 从主体地位方面来讲，传统产业扶

贫更多的强调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而产业精准扶贫则是

更多的突显贫困人口作为劳动力要素的主体作用。因此，

产业精准扶贫可以理解为以产业扶贫精准到户为核心，多

主体利用各自生产要素作用于产业项目，以促进贫困户脱

贫目标的实现。

( 2)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是通过利益相关方共同

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匹配的过程。产业

精准扶贫突显了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着重强调贫困户自

身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参与，真正建构了多主体、多

要素参与的机制，实现了贫困户自身的潜力，在产业的带

动下，农户或是入股、务工或是自己发展产业，积极参与生

产，实现了长效发展。

( 3) 产业精准扶贫不仅作用于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

的培育，也对公民意识的培育起促进作用。通过政府鼓

励、企业管理、村两委参与，促进了贫困户实用技术的掌握

和思想观念转变。同时，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共同参与的

过程，贫困户参与在过程中，就产业扶贫等事项达成共识，

促进了公民精神的培育。

( 4) 产业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发展的有效

路径，但仍需注意风险防患。通过地方政府或者主管部门

网站发布贫困村的产业发展规划等途径，为企业和社会资

本进入贫困村奠定基础，这是其它帮扶模式所不具有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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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但是，也相应地增加了产品销售问题和产业自然灾害

的风险，产业贴补和金融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也会大大影响

产业精准扶贫的运行和成效。因此，要相应地加强对扶贫

产业风险的预警和规避，降低产业扶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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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LIU Jian-sheng1，2 CHEN Xin1，2 CAO Jia-hui1，2

(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Jiangxi 330031，China;

2． Institute of Jiangxi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Jiangxi 330031，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poverty ( IP) has become the core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 PPA) due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We call it‘industrialization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 IPPA) ’in the article for the first time． Different from existing

research，we aim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IPPA based on difference between IPPA and traditional IP． Field survey and theoretical

deduction are used in the paper．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irst，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IP，IPPA mode should be penetrated into

farmers crossing the village level． Poor households’land，capital，labor and other essential productive factors are combined organically

to the industry． Second，the mechanism of IPPA is a process that various stakeholders，including governments，companies，village

committees，etc． ，bring their production components and also their advantages into industry． IPPA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t roles of

poor households，emphasizes participation of poor rural households’land，labor and establishes the long term mechanism involving

various subjects and various components． Third，poor households are coached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self-development，set up the

goals，and ultimately get rid of poverty and tak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PPA is a common participating process，

in which the issues to reach a consensus，the civil spirit and the ability to rich were cultivated，both material and spirit． Fourth，IPPA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the poor，but also needs to avoid risk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 is releas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or its department for the impoverished village，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mpany and social capital into the impoverished

village，but meanwhile，it will increase the risk of product market and natural disasters，and industrial subsidize stability and financial

policies will affect the oper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IPPA greatly．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early

warning of the industry to avoid or reduce the risk of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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