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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实现“两个确保”，

即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尽管今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世界经济衰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

但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仍须如期完成。这既是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充足韧性和回旋空间的有力证明。其

关键在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不断增强。中国积极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在脱贫

攻坚实践中得到有效落实，效果显著。 

“包容性增长”理念及政策内涵 

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负责任政党和政府所必须共同面对和致力解决

的问题。人们对于贫困的认识，经历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再到权利贫困的深化过程。与此相

对应，20世纪中期以来，增长理念经历了从单纯强调增长到“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以及“包

容性增长”的演进。 

世界银行于 1990 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

的理念,并以此制定世界银行的贫困减除政策，指导各国相关实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

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

循环机制。该理念的提出，表明人们意识到有必要检讨经济增长模式和战略，针对贫困问题

采取特定措施,而不是坐视或期望经济增长本身能自动实现贫困减除。 

进入 21 世纪，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

“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倡导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强调消除由个人背景不同

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

的制度，提供广泛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要维持长

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在政策层面，该理念强调三个相辅相

成的支柱：一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

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贫困人口应享有与他人一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在参与经

济增长、为增长作出贡献和在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方面，不会面临能力的缺失、体制的障碍

以及社会的歧视。其核心要义在于消除贫困者的权利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实现机会平

等和公平参与。 

权利贫困和“包容性增长”理论的一个隐含前提是对贫困人口脱贫意愿和能力的尊重和

信任，强调贫困人口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者，而非消极被动的

受助者和被怜悯者。贫困人口可以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决策者应努力消除市场失效及不合

理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社会排斥，为贫困人口尤其贫困家庭的下一代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参

与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教育、健康等公共服务，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为那些因先天条件

限制而致贫或确实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而脱贫的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 

中国是“包容性发展”的积极实践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包容性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将 “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 作为“到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的先决条件，“包容性发展”

第一次写入五年规划建议。该规划建议强调“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仅源自对发展成果的“共享”，也源自对发展进程亲身参与、亲自尽

力的“共建”。此外，中央还强调，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

所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该使全体人民不分地域、不分城乡、不分群体、不分民族，

共同前进、共同富裕。由此可见，我国一直倡导并实践着“包容性发展”理念。 

目前，我国贫困人口已从 2012年年底的 9899 万人减到 2019年年底的 551 万人，贫困

发生率由 10.2%降至 0.6%，连续 7年每年减贫 1000万人以上。到今年 2月底，全国 832个

贫困县中已有 601 个宣布摘帽，179 个正在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还有 52 个，区域性整

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2013年至 2019年，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6079元增加

到 11567 元，年均增长 9.7%，比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 2.2 个百分点。全国

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 2015年的 3416元增加到 2019年的 9808元，年均增幅 30.2%。

这些非凡成绩的取得，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从具体实践来看，我国脱贫攻坚采取了以下有效措施： 

宏观层面上，扎实推进“六稳”“六保”，在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困难挑战空前严峻

情况下，努力实现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有进，最大限度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贫困地区特色

产业不断壮大，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实现较快发展，贫困地区经济

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微观层面上，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依靠自己的

双手创造美好明天。建档立卡精准扶贫，贫困人口中 90%以上得到了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支

持，三分之二以上主要靠外出务工和产业脱贫，自主脱贫能力和信心稳步提高。 

基础设施和环境方面，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人口对接外部经济机

遇、参与推动本地经济发展机会增加。目前，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卫

生室和村医，10.8 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 99%，

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 98%。贫困地区群众社会经济福利不断得到保障，“两

不愁”和“三保障”实现政策托底。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

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了保障。 

从政策层面来看，我国在脱贫攻坚方面相关举措符合前述“包容性增长”三大相辅相成

的支柱内涵要求，充分证明我国是“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积极实践者。 

中国脱贫攻坚对世界治理的意义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重构。对我国而言，

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坚定“四个自信”，全力以赴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并以国际通用的“包

容性增长”理念和话语体系，向国际社会充分阐述中国故事、无私分享中国经验，对世界银

行等倡导该理念的国际机构提供有力支持，并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和参

考，对世界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重构有积极意义。 

在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下，我国坚定捍卫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

共商共建共享，积极推动构建更为公正合理完善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期更加全面均衡地

反映世界各国利益和意愿，倡导人类共同价值。这些中国智慧和建议，正是促进全球“包容

性增长”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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