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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7 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强调，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和产生新

的贫困。这为我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后阶段及其后时期扶贫减贫指明了方向和工作着力

点，需要深刻全面理解把握和贯彻落实。我们要从持续拓展农民增收空间、不断提升农民脱

贫能力和改善农民发展条件等多方面来巩固完善农民脱贫增收致富长效机制，不仅确保绝对

贫困不反弹，而且继续努力缩小城乡居民和农民间收入分配差距，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

村全面振兴实践中不断减缓农村相对贫困。 

我们要进一步明确脱贫攻坚最后阶段的扶贫重点任务。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最后倒

计时，尚未脱贫的贫困人口数量越来越少，尚未退出的贫困村和尚未摘帽的贫困县数量也越

来越少，现行标准下尚未脱贫农民集中区域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小。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蔓延和世界经济严重衰退等新挑战新困难，要按照中央部署，坚持脱贫标准不提高不降低，

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积极探索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有机衔接，进一步做好农村扶贫减贫工作。 

我们在扶贫工作上，一方面，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挂牌督战，确保让所有现行标准下

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对标“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保障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住房安全）”，将零星散发的返贫农民和新出现的贫困农民纳入到帮扶体系中给予救

助，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另一方面，要将绝大多数农村面临的主要任务转到巩固提升脱贫成

果上。要思考和谋划 2020 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之后把解决农村相对贫困作为扶贫的主要

任务怎样具体化和落实。 

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关键在建立农民脱贫长效机制 

如何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如何来解决农村相对贫困？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并完善农民脱

贫增收致富长效机制。农民脱贫增收致富长效机制，可以简称为农民脱贫长效机制。怎样理

解农民脱贫长效机制？ 

首先，我们要把握农民脱贫长效机制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按照现行标准，我国农民

曾经基本上都是贫困的。尽管现行农民脱贫标准是“两不愁、三保障”，但是在实际中从统

计上确定农民是否为贫困农民的标准，就是收入水平，就是按 2010年价格计算的人均 2300

元纯收入标准线。不管农民是何时脱贫的，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始终是巩固提升农民

脱贫质量的根本。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来，我国按照现行贫困

标准并结合每个农户家庭“两不愁、三保障”实际情况，确定了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的根

本标志仍然是家庭人均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我们理解农民家庭人均收入或者人均可支配收入，要从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净收

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等来全面把握。现实中，一些脱贫的农民家庭，特别是脱贫的

建档立卡农户，政策扶持对脱贫发挥的作用较大，有人以为脱贫在于扶持政策，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关键在于保持扶持政策的连续性并不断加大力度。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够全面。

国家已经明确脱贫攻坚实施的扶持政策会在一定期限内继续实施。财政兜底发放的救助款和

最低生活保障等，属于农民家庭转移收入。随着我国脱贫攻坚力度的不断加大，政策性转移

收入成为部分农民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对于农民脱贫至关重要。不过从长远、全局、根



本上来看，农民脱贫不返贫，以及农村不再出现绝对贫困人口的根本，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

不能单纯依靠政策性转移收入。 

依托农民脱贫长效机制，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其次，我们要把握农民脱贫不返贫和不发生新的绝对贫困人口根本靠“脱贫长效机制”

的内涵。通过多年的扶贫开发、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给农民家庭带来

的积极影响，不同农民家庭找到了不同的收入来源，有的靠务工获取工资性收入，有的靠经

商或者务农获取家庭经营收入，有的流转土地获取财产收入，当然我国实施的惠农政策和建

立起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让几乎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获得政策性转移收入。可以说，目前我国

农民家庭收入来源是多元的，农民家庭收入的具体实现形式更是多样的，但有些收入通常是

不确定的、不稳定的，明显区别于典型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来源及其稳定性。农民务工一般

是非正式的，工资性收入来源及其水平是不稳定的。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一些农民

可能放弃了外出寻找工作从而失去了工资性收入来源。由于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及市场价

格的波动或者受自然灾害影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可能赚钱，也可能亏本。农民家庭收入

来源及其水平是不稳定的，而打赢脱贫攻坚战和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底线要求是不能再

现绝对贫困人口，即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消除农村相对贫困，必须持续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

长。怎样解决这些矛盾？靠的就是农民脱贫长效机制。 

农民脱贫长效机制，就是不管环境和条件怎样变化都可以确保农民有能力有机会实现家

庭收入或者保障生活，绝大多数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要普遍地快于城镇居民家

庭。当农民无法或者不愿外出务工获取工资性收入，其可以选择就地就近就业获取工资性收

入，也可以在农产品价格行情较好的情况下选择务农获取家庭经营收入。如果农民因身体等

原因完全失去或者无法从市场上获取收入的机会，其还可以申请获得社会救助或者财政兜底

保障。这种灵敏的、及时的、保障农民家庭基本生活不受影响的机制，这种无论在怎样的情

况下、无论何时都能确保无论哪个农民都能“两不愁、三保障”的长效机制，就是彻底消除

绝对贫困和逐步解决相对贫困的标志，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因此，巩固脱贫

成果，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和完善农民脱贫长效机制。 

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设计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农村土地制度等，都充分考虑了

农民脱贫长效机制。农民外出务工，不管是否迁移户口，都允许农民保留承包地和宅基地，

就是给农民保留一条退路。万一农民无法在城镇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农民可以回到农村重

新开辟收入来源保障生活。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对农民脱贫长效机制理解比较狭隘。在措施

落实中，有的地方急于消除农村户籍，不顾条件一次性地将农民全部转为市民。如果转为城

区居民后仍然以非正式就业为主，且配套的社会保障等跟不上，这些实际上仍然为农村居民

的人就可能存在隐性贫困，一定程度上导致脱贫长效机制失灵，弊端就可能出现。因此，各

地要深刻全面把握落实好国家深化改革举措。 

开辟农民增收实现途径，让农民有更多选择 

产业扶贫成为各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要举措。如何处理好贫困户、普通农户与农业企

业之间的关系？这是产业扶贫构建农民脱贫长效机制的一个棘手问题。土地流转，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依靠农业企业带动农民脱贫增收，是各地普遍的做法。目前我国流转土地规

模越来越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来越多，农业现代化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地方将农民脱贫增收致富的希望寄予农业企业，有的地方将贫困户的小额贷款等优惠待

遇让给农业企业享受，等着农业企业分红；有的地方将贫困农民土地流转给农业企业，一是

指望农民可以获得租金，二是指望农民为企业打工还可以领取工资。不可否认，一些地方的

农业企业经营成功了，贫困农户分得了红利，获得了租金，也领取了工资。但是，一旦农业

企业经营不成功，贫困农户指望的分红、租金和工资都不可能变成现实。依赖直接从事农业

生产的企业带动脱贫，可能是脆弱的，返贫的概率非常高。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业企业和其他中小型企业一样，经营失败率是很高的。农业企

业的存续期往往较短。存续 5年以上的农业企业可能比重偏少。贫困农民把优惠的小额信用

贷款，把家庭拥有的土地等资源要素全部流转给农业企业，虽然在短时间内可能获得收入而

脱贫，但这不是脱贫的长效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中农业生产

经营的组织形式普遍是家庭经营。产业扶贫，用农业企业替代农户家庭经营，不仅发展现代

农业走不通，更不可能让农民长期稳定脱贫。当然，如果为贫困农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

如各地探索为贫困农民家庭提供公益岗位，农民流转土地，将租金收入作为一项可能的收入

来源，即使租金收入实现不了，但公益岗位的就业收入是确定的，这才能称得上脱贫的长效

机制。 

产业扶贫，构建并完善脱贫长效机制，必须尊重农业发展规律，必须在农业生产环节坚

定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普遍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确实会面临较多困难，离不开现代农业企业。

如种子、种苗、仔畜的购买，往往是现代农业企业提供的；农户家庭经营销售的农产品，可

能也是现代农产品加工企业收购的。但是，构建脱贫长效机制，绝不意味着在农业生产领域

全部用企业经营替代家庭经营。完善脱贫长效机制，要着力发展带动能力强的龙头农业企业

为农户家庭经营提供更好服务，帮助农户家庭经营解决实际问题并提升发展水平。 

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在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中设置较高门槛，本意是促使贫困农民提高

水平，如要求就业贫困农民必须完成某一教育水平或者培训合格，再如要求发展养殖业的农

民必须建设处理粪污的设施设备，但这未必与脱贫长效机制相容。总体上说，我国农民承受

能力有限，贫困农民更是如此。构建并完善农民脱贫长效机制，必须充分考虑农民承受能力，

为农民提供或者设置相宜的要求。 

总之，各地要深刻全面理解农民脱贫长效机制的建立健全与完善，开辟更多农民增收的

实现途径，让农民有更多选择可能。同时，还要建立健全针对农民无条件的生活保障救助体

系，通过发展农村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事业提高农民素质和能力，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让农村具有内生发展能力和条件，通过健全区域合作更好地让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发

展，通过健全保险等提高农民应对风险能力。 

（作者李国祥，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