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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毕节试验区是我国唯一探索推进喀斯特山区经济、社会、生态科学发展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是“
全球第一个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优越性，
推进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综合试验区”。
而开发扶贫，是毕节试验区的“三大主题”之一，也是试验区建设的重要目标和任务。
易艳玲编著的《毕节试验区扶贫开发成效研究》以试验区扶贫开发工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理论研
究和实践分析，总结试验区扶贫开发的基本经验，分析试验区扶贫开发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
挑战，在此基础上，对试验区未来扶贫开发工作的继续完善提出对策建议。
《毕节试验区扶贫开发成效研究》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
　　（1）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相关理论回顾。
在第1章至第3章，分别梳理了贫困与反贫困的基本范畴界定、贫困与反贫困的相关理论和我国农村扶
贫政策的演变及效果评价。

　　（2）毕节试验区扶贫战略的选择。
在第4章，简要介绍了毕节试验区基本情况、成立背景、“三大主题”和扶贫战略。

　　（3）毕节试验区扶贫开发成效的实证分析。
在第5章和第6章，分别对试验区扶贫开发成效进行了?计和经济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从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试验区建立以来，全区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贫困人口规模大幅减
少，贫困发生率大。
幅降低，人民生活状况显著改善，全区经济、人口、生态等方面建设全面协调发展。
但是，从存量数据来看，试验区与全国、全省其他地区还存在差距，有些指标的差距还不小，需要试
验区各界的持续努力。
从试验区政府扶贫资金投入减贫效应的经济计量模型分析结果来看，中央财政发展资金和省级财政资
金的绩效更优，而中央信贷资金和中央以工代赈资金的投入减贫成效则相对欠佳。
从试验区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济计量模型分析结果来看，试验区经济增长对贫困缓解成效显著。
同时，不同时期经济增长对贫困缓解的作用是不同的，不同部门经济增长对贫困缓解的作用也是不同
的。
试验区第一阶段（1987—1994年）和第二阶段（1994—2000年）经济增长对贫困缓解的贡献很大，第三
阶段（2000—2007年）经济增长对贫困缓解的效应虽然不错，但相对前两个阶段明显减弱；虽然试验
区第一、二、三产业的增长都能有效地缓解贫困，但比较来看，第一产业增长对贫困缓解的贡献最大
，其次是第三产业，最后是第二产业。

　　（4）毕节试验区扶贫开发方式的选择和评价。
第7章分析了试验区采用的扶贫开发方式以及各扶贫开发方式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试验区主要采用了社会帮扶、科技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
训六种扶贫开发方式。
总的来说，这些扶贫方式在推动试验区经济增长和贫困缓解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试验区在各扶贫方式的组织领导、制度规范、资金筹集等方面，获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当然，也面临了一些具体的困难和挑战。

　　（5）毕节试验区扶贫开发实践总结。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第8章首先总结了试验区扶贫开发的经验，包括：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坚
持政府主导扶贫开发工作；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指导方针；坚持开发
扶贫与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统筹发展；坚持探索和创新扶贫开发机制；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同时，也分析了毕节试验区扶贫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包括贫困人口规模仍然较大；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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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脱贫难度更大；经济、人口、生态等各方面建设仍普遍落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扶贫
资金投入不足且不稳定；经济增长对贫困缓解的作用减弱。

　　（6）毕节试验区扶贫开发的对策建议。
第9章从试验区“小试验、大方向、作示范、探路子”?使命出发，根据新时期扶贫工作的理想目标的
要求，在以往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提出继续完善试验区扶贫开发工作的对策建议，包括探索完善动
态的准确的扶贫目标识别和瞄准机制；探索完善扶贫资金投入和分配机制；探索完善扶贫项目和扶贫
资金管理制度；探索完善扶贫开发的管理体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探索完善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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