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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几年，老少边穷去过一些，吃不饱，
穿不暖的地方，有，但已经极其少见，甚至跟
别人说起来某个地方，因为穷，孩子冬天穿不
起棉衣，别人的第一反应通常会是：啊？还有
这样的地方。

无论我们怎么描述贫困，它总有一个标
准，今天，中国的贫困标准线已经到了年人均
纯收入 2300 元，而在上世纪 80 年代，万元户
已经是公认的“有钱人”。联合国的一组数字
也与之印证，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
告》显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90
年的60%以上，到2002年下降到30%以下，率
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下降到4.2%。中国对
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这些年，在政府
的主导下，中国先后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
划》和2001—2010年、2011—2020年两个《中
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进一步提出精准扶贫的新方略，增强了扶
贫的有效性。

中国已经连续两年将减贫1000万人以上作
为中央政府年度工作目标，农村贫困地区的道
路、水利、电力、住房、通讯条件显著
改善，教育条件明显改观，医疗
卫 生 服 务 体 系 逐 步 健
全。这些，无论
是在中国

的西北亦或是西南相对落后的村庄，都发生了
看得到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也是当地百姓津津乐道的事
情。笔者去农村采访时，当地干部们无一例外
地都会重点讲到年人均纯收入的变化。是的，
于数字背后，我们看到，即使在新疆、西藏的
腹地，居民在物质、教育、医疗等方面都有明
显的提高，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这
样的成绩确实不易，由于贫困地区自身的发
展，一些地区人口大量外流的情况也开始有所
改观。

不过，在中国扶贫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
中国乡村文化的衰落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忧虑。
原有农耕文明下的精神生活渐进瓦解，新的文
化秩序并未建立，在社会化变革中，在腰包
鼓起来之后，精神生活成为扶贫之后
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因为，
乡村文化的重构不仅
是 传 统 文 化
在 现

代社会的传承与延续，还将会为现代乡村治理
提供智慧。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已经告别了吃不上饭
的时代，物质生活的提高对精神生活不断地提
出新的要求，但这种文化秩序的建设，不会随
着经济收入的增加而自然增加。在城市化的进
程中，社会焦虑不可避免，可以预见，随着脱
贫地区经济的不断改善，他们原有的主要对钱
的需求会变成更为复杂的精神层面需
求，而社会怎么去应对，扶贫工
作中如何有序开展，都
值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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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谁是贫困人口？
答案是，1985 年后，人均年纯收入低于 200 元；或者在

2008年后，人均年纯收入低于1196元；或者在2011年后，人
均年纯收入低于 2300元。随着时间变迁，中国发展水平的提
升，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贫困标准这些年里不断
提高，增加超过10倍。

一边是成功使数亿人减贫，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一边是
不断提高贫困线，哪怕因此在减贫数字上“不好看”，也实事求
是的面对标准的变化。中国式扶贫，有着鲜明的特色。

“前后也就20年，贫困标准就超过了当年的小康标准。”让媒体人
高严印象深刻的是，1991年底他在研究材料的时候，发现当时中国的
小康标准是年人均收入 1500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自 2011年起，农
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成为了新的国家扶贫标准。

回溯历史，1985年，中国确定人均年纯收入200元作为贫困线，
此后根据物价指数，逐年进行微调。贫困线之下，还设置了收入更
低的绝对贫困线。2007年标准调整为1067元，2008年，中国绝对贫
困线标准为人均纯收入785元以下，低收入贫困线标准为人均纯收入
786元-1067元。2009年提高到1196元。

事实上，在很多年里，中国的贫困线有两条标准。一条是农村
绝对贫困标准，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国家统计局将营养标准
确定为每人每天2100大卡。一条是农村低收入贫困标准。从2008年
起，这两条线合二为一。

“扶贫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标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
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贫困
人口达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而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
据显示，现行标准下，我国贫困人口已下降至7017万。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与总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
国的扶贫线也在不断调整。”国务院参事、友成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
事长汤敏告诉本报，中国扶贫开发规模广、难度大，在世界范围绝
无仅有，而取得成果之辉煌，足以载入人类发展史册。

在接受本报采访的专家看来，中国的扶贫标准在不同的阶段有
着不同的意义。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谓“贫困线”并没有一个严格
的标准，吃饱就是衡量贫困的底线，而时至今日，我国的扶贫标准
已从多角度进行衡量。

“贫困的原因是综合性的而非单一的因素，所以要从综合的角度
去扶持。”汪三贵认为，这意味着不仅仅是解决吃饭的问题，还要在
健康、教育、医疗、住房、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多方面为贫困人
口提供保障。汪三贵表示，中国国家扶贫标准的上调原因有很多，
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标准要与我国现国民收
入、社会消费水平、生活成本等各方面指标相适应。让更多低收入
人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福利。

在中国国内贫困标准变化的同时，国际上的贫困标准也在变
化。本月初，世界银行宣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国际贫困线
标准从此前的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25美元上调至1.9美元。在评价这
一标准变化时，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司长李春光表
示，世界银行制定的扶贫标准主要是用于国别比较，并不是作为各
国扶贫工作的依据。

此前，《经济学人》杂志分析认为，尽管从数字上来看，中国贫
困线标准低于世界银行的标准，但从全球标准来看，中国事实上的
贫困人口数量比官方公布的要少。这个喜欢比较巨无霸汉堡在世界
各地的价格来解释购买力评价的媒体认为，截止到去年，中国的贫
困线高于世界银行标准。

贫困线的提升，意味着减贫任务的增加。例如，2011年将农民
人均纯收入提升至2300元后，贫困线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直
接导致贫困人口增加几千万，此举在当年就得到了诸多国际机构和
媒体的赞誉。

“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 70%。”10月 12日，在国
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李春光列举了一系列的数字。按照
中国现行扶贫标准衡量，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73.5%，下降到 2014 年的 7.2%。按照联合国 2015 年 《千
年发展目标报告》 的数字，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
1990年的60%以上，2002年下降到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
半，2014年下降到4.2%。

成绩的取得，在于扶贫工作持之以恒的推进。而在受访
专家看来，在扶贫标准上，中国也经历了特点鲜明的变化，
推动了扶贫工作的前进。

第一点是扶贫对象由区域转向个人。1986年，全国人大
六届四次会议将“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尽快摆脱经济文
化落后状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国民经济“七五”发
展计划，全国范围的正式扶贫工作开始，中国也由此进入了
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国家从上到下成立了专门机构，制
定了扶贫标准，确定了国家扶持贫困县。而如今我国已经开
始实行精准扶贫，增强扶贫的精准性，将政策落实到个人。

第二点就是开放式扶贫。“我国从80年代起开始转换扶贫
方式，进行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模式，由输血式扶贫转变为造
血式扶贫，注重培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汪三贵表
示。

第三点是政府主导。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吴国宝对本报说，这样的扶贫手段可以有效地动员组织贫困
群众发展经济，增加收入，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落后面貌。“与
国外政策不同，大部分的国家采用的是政府参与、社会组织
的形式进行扶贫，而中国则是政府主导，政府制定规划，投
入大量资金来支持扶贫项目。”

在今年 6 月举行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5 年年会
“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论坛”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
伦·克拉克女士书面致辞称，中国的扶贫成就为世界提供了宝
贵经验，同时将致力于为中国的减贫努力提供支持。她说，
自联合国千年宣言签署以来，脱贫工作获得了巨大发展和进
步，1990年至2010年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五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降低了近1/2。在同一时期，中国成功地使超过6亿人
脱贫，为全球减贫目标做出巨大贡献。

“减贫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事业。中国扶贫事业为国际社会
作出了贡献，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大力支持。”近日，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郭卫民表示，中国扶贫进展促
进了世界贫困人口数量的快速下降，是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扶贫开发规模之广、
难度之大世所罕见，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循。”郭卫民坦
言，但近年来，中国从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借鉴其他国家有
益经验，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切实让贫困百姓受益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不仅有数字的变化，还有质量的提升。在广大农村贫困
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道路、水
利、电力、住房、通讯条件显著改善，教育条件明显改观，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全。

“2013 年减少贫困人口 1650 万，2014 年减少 1232 万人，
连续两年都完成了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任务。”国务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介绍说，尽管也有经济
下行、就业难度加大等压力，但今年再完成减贫1000万人的
目标有望实现。

“在贫困人口减少的同时，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也有明显
的提升。”吴国宝告诉本报。中国的扶贫工作时至今日已开展30
多年，由最初的连片扶贫到如今的精准扶贫，由贫穷到温饱，
由开发式扶贫到扶贫攻坚，我国的扶贫工作越来越精准化，扶
贫力度增强且有效性提高。

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监测公报数显示，目前我国还有
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洪天云称，距离2020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仅剩 6年时间，6年时间内完成 7000多万人口脱贫，
相当于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个月要减贫100万。“时间非
常紧迫、任务非常繁重艰巨。”

“1+N”系列文件已在此背景下出炉。文件包括一个全面推
进扶贫攻坚文件加上若干个具体政策、项目、措施等。系列政
策主要涉及五个方面：一是，完善国家层面的扶贫大数据，具
体明确7000万贫困人口在哪、在什么区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贫困、有什么需求、怎么帮扶。二是，对 12.8万个贫困村派出
驻村工作队和选派第一书记，围绕扶贫对象建立工作体系。三
是，围绕提高收入、扶贫搬迁、医疗健康、职业教育、低保兜
底等方面，解决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等基本问
题。四是，组织鼓励百姓发展生产、发展产业，走出去就业。
五是，弘扬贫困地区自力更生的好典型，定点扶贫的好典型，
东西协作的好典型，形成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打好总体
战。

汪三贵认为，扶贫工作是循序渐进的，它涉及老百姓生产
生活条件中的水、电、路、讯、房等基本条件，在6年时间内完
成7017万人口脱贫工作是一个宏大而艰巨的任务，因此政府将
加大扶贫力度，实施定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将成为当下和未来扶贫工作的重点方向。
“以前的扶贫是区域性的，1986年后又出现了贫困县、贫困

村，后来逐渐发展到贫困个人。”吴国宝表示，扶贫工作越来越
精准，现在就要精准落实到户、落实到个人，找到贫困问题所
在，而后进行开放式扶贫。开放式扶贫一直是扶贫工作坚持的
方针。中国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鼓励贫困地区
干部群众改善生产条件，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
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

从具体表现来看，“从去年以来，我们对贫困地区政绩的考
核方向，已经由考核GDP的增长逐渐转向为考核脱贫等民生工
作的完成效果。”汪三贵认为。

要在2020年实现7000余万贫困人口脱贫、所有重点县全部
减贫摘帽，依然任重而道远。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即将迎来
中国第二个扶贫日、世界第23个消除贫困日。作为今年扶贫日
系列活动的最重要内容，10月16日，将举办2015减贫与发展高
层论坛，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阐述中国政
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全面推进扶贫攻坚的举措，体现
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决心。

逐年上涨的扶贫线逐年上涨的扶贫线

扶贫标准变化三大特点

精准扶贫瞄准7017万人

江西广昌，贫困村焕发新生机。
上图：贯桥村内的几处土坯房。
下图：10月 13日，在贯桥村旁的统一安置点，村民们在家

门口聊天。
新华社记者 陈子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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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河北省新河县刘秋村农民在利用扶贫资金建
起的大棚内采摘香菇。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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