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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贫困特点及扶贫重心
——以甘肃省贫困户的“能力”贫困为视角

李智愚 崔霞霞

摘 要 对于贫穷的理解和认识不能仅仅从收入这一个单一的角度去判断，而是要从多个角度去衡量。总体而言，能力贫

困就是指某个人在社会生活的过程当中，没有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一技之长。不仅仅是口袋中没有钱，更重要的是没有

能让他立足于社会的技能和本领。所以我们所推崇的保障方法是要特别注重一个人的基本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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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力”贫困理论的内涵与价值

（一）“能力”贫困理论的内涵

对于贫困的鉴定识别，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方法标准。在新

时期下，我们对于贫困的识别有了新的标准、途径即“权利方法”，

所谓权利方法, 我们在通过阅读森的书籍及理论之后，将其简单

的定义为“用一个人自身拥有权利、能力的多少来分析其对抗贫

困时能力是强还是弱的方法”看一个人能否应对贫困就看他手中

有多少权利，自身权利越强在应对贫困时能力也就会越强。为什

么要用权利方法来分析贫困？因为在新时期下，随着各种社会文

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整个社会在不断

前进，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在社会整体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地区

之间的差异是越来越大了，一些地区的社会问题也是日益凸显，

就比如我国西北部的农村地区，以甘肃省农村地区为例，整个的

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为什么在同期其它地方高速发展的情况

下这些地方仍然比较落后？为什么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也没有得

到较好的解决？值得我们反思。

在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号召下，西部地区的农村发展问

题一直备受关注，政府在扶贫救济和发展这方面也是投入了大量

的精力和财力，虽说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成效甚微，投入

和输出根本不成比例，甚至有些地方越发展越糟糕。部分地区由

于长期的发展缓慢，贫困问题时常伴随，人们不堪忍受贫苦就进

行贩毒、赌博等犯罪活动，导致地区治安不稳，不利于长期发展。

种种的社会问题频发，为什么我们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后，

仍然存在着许多的社会问题？我们对地区的贫困现状分析是否

正确，分析的方法是不是存在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重新

定义贫困，转变以往的扶贫方法。

社会保障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机会和防卫性保障方法。就是

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工具性自由”。比如学校教育和社会医疗

的这样的社会机会补充了经济和政治参与的个人机会，同时也帮

助我们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消除我们各自面临的剥夺。具

体而言，能力贫困就是指某个人在社会生活的过程当中，没有能

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一技之长。不仅仅是口袋中没有钱，更重要

的是没有能让他立足于社会的技能和本领，所以我们所推崇的保

障方法是要特别注重一个人的基本能力发展。

（二）“能力”贫困理论的价值

在甘肃省的扶贫工作中贯彻落实的是解决“能力贫困”而不

仅仅是靠金钱扶贫。特困户更多的是社会保障权不足、受教育权

的缺失与不足。给予物质帮助不如赋予他们已经被剥夺的权利，

提升他们的权利能力，提高他们的权利意识，而教育是改变意识

的最佳途径，所以保障教育权是用权利的方法解决贫困的根本方

法之一。

综上，用权利方法解决贫困，在物质不变的基础上应当保障

人民的经济权利，劳动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妇女保护权，而在意

识方面，应当保障受教育权。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提高贫困人口

免于贫困的能力，从而真正做到脱贫。

二、甘肃省贫困问题的特征分析：以东乡县为例

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而甘肃省是一个农业大省，

贫困问题很严重，造成贫困的原因比较复杂。本文主要从甘肃省

贫困这一方面着手，创新性的提出“能力贫困”在贫困问题方面的

重要影响。在对象上，我们选择甘肃省贫困县之一——东乡县作

为调查对象，在此基础之上对贫困问题做出深入的分析。

（一）东乡县贫困特点

东乡县位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境内沟壑纵

横，土壤贫瘠，降水量少蒸发量大，全县共有可耕土地 37 万多亩，

人均耕地不足 1.5 亩，土地稀少，再加上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理

条件，使得东乡县土地贫瘠，水资源涵养能力差、水土流失严重。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和水源这两个因素就严重的影响着农民的生

产和生活。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自然灾害频发，在西北地区，旱

灾是经常发生的，再加上西北地区基本上是“雨养型”农业，属于

靠天吃饭。每当夏天突发暴雨，就会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

土壤养分流失，必然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教育失衡导致的贫

困。城乡分割的教育模式，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也大大偏向城

市，许多家庭对子女的越加重视导致他们希望寻求更好的教育资

源，进而转学到城市学校；从东乡县的具体情况来看，由于文化落

后，他们外出打工只能去做一些体力活，工资少而且很辛苦，像许

多技术性强的工作就将他们拒之门外，这就加大了政府的扶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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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难度，也影响了其他想脱贫的人的信心。

（二）东乡县致贫原因分析：以“能力”贫困为视角

受教育权的缺失、文化权利的贫困引发的发展动力不足。公

民受教育权、文化权利的获得具有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其本身

的意义上面，更多的价值体现在其对人的影响方面。在当前的教

育问题上，我们会首先考虑到平等和效率价值。在平等上，之前

提出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教育平等可

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教育机会平等；另一个是在教育过程中，受教

育者均能得到相同、全面的发展。根据现实情况，当前教育不平

等的情况很严重，主要表现在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和阶层差异明

显。在效率上，追求效率也是现代教育的时代特征，在有限的资

源条件下，让更多的人获得有质量的教育。在东乡县的情况中不

平等的教育导致受教育权的缺失、文化权利的贫困，一味追求大

数据之下的效率，也不注重质量和能力之间的有效联系，使教育

并未真正发挥其优势作用。那么意识的能动作用也就体现的不

明显，思想和教育的缺失会影响以后的发展，也就体现了发展动

力不足这一因素。

经济权利贫困。贫困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没有收入，经济权利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劳动的权利、工作中无差别获

得报酬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参与和接受培训的权利。在失去工

作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社会抚养和救济的权利，这些都是普通劳动

者都应当享有的权利。但是由于经济能力不足，使劳动者难以享

受平等的进入该领域劳动的资格，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于不可抗

力的原因，丧失了劳动能力，这些都影响着收入的获得和其他活

动的进行，无形当中剥夺了公民的权利，使得这种情况陷入死循

环。

三、精准扶贫要求下甘肃扶贫政策存在的不足

（一）精准性欠缺引发的返贫现象严重

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精”和“准”，然而在扶贫工作中很难做

到这两点。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贫困对象的认定，由于第三方评

估和村干部的某些不实和不公平事实的存在，使得真正的贫困户

难以确定。第二，在扶贫的过程中某些人为了继续享受扶贫政

策，故意弄虚作假，使得浪费国家资源，真正的贫困问题仍然存

在。第三，不少干部在扶贫的过程中并未真正为脱贫付出自己的

努力，而只是做些表面工作，治标不治本。第四，现行的扶贫政策

针对性不强，只是针对大多数情况而采取的粗放型扶贫，更多的

是“扶农”而不是“扶贫”。而且扶贫资金并未发挥真正的效用。

一些县、乡级的干部在扶贫资金的下放过程中打“擦边球”，把不

属于自己，属于贫困户的救助款挪作他用甚至中饱私囊，使得在

扶贫的路途上，真正到群众手里的扶贫资金少之又少，无法起到

扶贫的作用，扶贫工作不见成效，国家扶贫资金投放陷入低效循

环窘地，另外就算是扶贫资金到位也主要投入到其他项目的建设

上，真正落实到贫困户手中的少之又少。再有扶贫政策欠缺实时

变化的灵活性。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还是趋向于传统的财产支

出型扶贫，针对那些较为特殊、根深蒂固的贫困问题，传统的扶贫

政策并未起到预想之中的作用，针对这种情况，应两手准备，一方

面，在传统扶贫的政策上进一步深入贫困问题之根本，看是否能

够起到作用。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寻找新的适合时代发展的、具

有灵活性的扶贫措施，双管齐下，为扶贫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二）重经济给付，缺失“免于贫困能力”帮扶

国家采取精准扶贫这一措施，其根本目的在于扶贫，而对于

“扶贫”的真正含义，事实上我们并未做到真正的了解，目前对于

扶贫这一含义的理解而做出的措施，也是有失偏颇的。当前精准

扶贫的最主要问题在于扶贫措施的不合理性，长期的贫困问题积

压使得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以经济给付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扶贫

政策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使得国家资源浪费的同时忽视了个

人能力的提高，治标不治本，两方面都不尽如人意。

从上文我们所提出的扶贫政策以及我们所了解的精准扶贫

措施中可以看出，精准扶贫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扶贫观念上，也就

是大都集中在经济给付这一方面来制定具体措施，然而随着时代

的发展，我们应该对扶贫这一概念进行进一步的解读，进而了解

到贫困是个人能力的缺失，而不是个人财富的简单叠加，在传统

的经济学当中，功利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 ，在现代社会必须意识

到个人能力对扶贫的积极作用。以能力为主的帮扶措施会在精

准扶贫政策通过提升个人免于贫困的能力，进而以更开阔的视野

和渠道来发现世界，提高生活质量，开展实质意义上的扶贫，做到

真正意义上的致富。

四、精准扶贫应当遵循的原则和路径

对应甘肃省的贫困特征，精准扶贫应当遵循的原则是必须以

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为重点的权利保障，应当促进保障方式多元

化，完善保障措施，减少权利贫困，以提升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和免于贫困的能力为主要目的。

扶贫的路径应当从多方面进行。着重教育权和劳动就业权

保障。单纯的金钱给付让贫困户的脱贫是短暂性的，他们没有从

根本上培养起抵抗贫困的能力，所以在遇上例如自然灾害或者生

病的时候他们极其容易再次陷入贫困。教育权的严重缺失对于

贫困地区的孩子脱离贫困和人们的思想观念转变产生了巨大阻

碍作用，所以，要想保障贫困地区的社会权，提高人们的可行性能

力，首先就是提高教育水平。要解决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师资

力量薄弱，教师工资待遇普遍偏低，教师流失这些问题，一是要加

大教育投入，改善教育环境，提高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二是

要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加强有针对性的培训，达到教师专业

化；三是使贫困地区的教师有走出去学习交流的机会，与教育发

达地区的老师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社会组织可以发挥桥

梁和纽带的作用，搭建城市和乡村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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