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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
主题

1. 2020年完成脱贫目标的总体评价

2、2020年后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减贫前景呢？

脱贫攻坚战役即将吹响胜利的号角，在这一关键
时间节点时，总结过去，面向未来，需要解决以下两个方面
的问题：



一、2020年完成脱贫目标的总体评价
---------脱贫攻坚战胜利在即，如何进行评价呢？

可以预期，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会如期全部脱贫，贫困县也将

会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2012年到2018年，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1.农村贫困人口由9800多万减少到了1600多万，连续6年超额完成千万减贫任务。

2.贫困发生率从10.3%下降到了1.7%。

3.全国已有153个贫困县宣布脱贫摘帽，2018年预计还有284个贫困县退出。

4.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从12.8万个减少到了2.6万个左右。

总体来看，有一半的贫困县、80%贫困村和85%的贫困人口已经脱贫了，完成了脱

贫的目标和标准。



1、历史性的消除绝对贫困的中国奇迹。

2、 脱贫的成果还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和不平衡性。

3、脱贫标准本身只是一个底线目标。

4、脱贫的稳定性和长效性问题。



二、2020年后的贫困形势和减贫形势问题总体趋势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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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宏观经济形势新变化。

第1，经济增长带动减贫的速度减慢

第2，公共财政支持减贫的幅度可能会减少。

第二、我国宏观政策形势也会出现新变化。

2020年后国家减贫战略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及其挑战）。国家目前提出
了三个优先：农业农村优先, 教育优先和生态优先。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2020年的减贫需要很好的处理好二者之间关系

背
景
新
变
化

file://///生态优先


三 总体判断

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新时期我国主要矛盾中，减贫仍然是重要内容（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主要表现仍

然是因为贫困导致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反过来说，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主要内容还是贫困表现）。

2020年后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不存在。
国家仍需需要关注贫困和减贫问题，但未来贫困和减贫可能面临以下几个转变。

（一）贫困和减贫仍是2020年后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重要任务之一。

1贫困是永远都会存在的，即使发达国家同样也存在着贫困问题

3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国际间减贫合作的中国经验和智慧。

（二）2020年后中国减贫战略方向和重点将面临四大转变

1.由集中性减贫治理转向常规性减贫治理的方向转变。

2.由主要解决绝对贫困向主要解决相对贫困转变。

3.由重点解决农村贫困转向城乡减贫融合推进转变。

4.由重点解决国内贫困向国内减贫与国际减贫合作相结合方向转变。



四、未来我国减贫发展战略

变 与 不变

1.“精准”扶贫的指导思想

2.党对减贫工作的领导
3.新对象

2.新目标

1.新特点

4.新策略



（一）未来我国减贫发展战略的新特点

不论是绝对贫困时代，还是相对贫困时代，“人”

或者说“贫困人口”，都是减贫发展战略的核心，

是一切减贫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减贫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保证，乡村振兴是减贫

的重要推动，要形成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相互支

撑、相互配合、有机衔接的良性互动格局。

未来要继续坚持绿色减贫，破解生态贫困

未来我国减贫战略应致力于消除不平等，

实现共同富裕。

以“人”为核心

与“乡村振兴”相融合

以“绿色”为底色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二）、多维贫困时代中国减

贫的新目标- ---三大目标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标志着我国长期存在的农
村收入型绝对贫困的基本
终结，以缩小区域与城乡
收入差异、社会公共服务
不平等、多维贫困等为主
要特征的相对贫困的缓解
将成为未来我国扶贫工作
的重点。

第一，缩小收入差距，
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公平。

第二，解决能力贫困，
提高减贫的可持续性。 。

第三，消除生态贫困，
实 现 人 与 自 然 共 生 共
荣。 。

（三）未来我国减贫发展战略的新对象

1.相对贫困人口
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战略将实现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随着绝对贫困人口的消失，未来我们减贫的对象将转向
相对贫困人口。与此同时，中国将进入到一个新的贫困阶段，这个阶
段的主要矛盾就是相对贫困问题。目前，我们应该在多维贫困理念的
指导下，设置合理的相对贫困线，确定未来减贫工作的对象。

2.教育薄弱的群体 对比贫困和非贫困人口的结构性特征，教育程度低始

终与较高规模的贫困程度联系在一起。受教育程度较低容易丧失在市场中的

竞争优势，从而影响到家庭的整体增收，甚至影响到下一代的发展。因此，

教育薄弱的群体尤其是儿童将是未来减贫的重点对象。

3.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也是人类发展的前提。相关研究也

证明，生态脆弱性与贫困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生态环境越脆弱的地区，其经济贫

困程度越深。十八大以来，我国对生态环境差、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加大扶贫投入

力度，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这些地区是难啃的“硬骨头”，2020年只能保

证实现基本的脱贫目标，未来生态脆弱地区无疑是减贫的重中之重。



（四）未来我国减贫发展战略重点

重点
关注
两个
群体

脆弱易返贫群体

抵御风险能力低的
潜在贫困群体

多
维
度
贫
困
因
素

教育

医疗

卫生

居住环境

1.与小康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更精确地识别贫
困人群

2.建立新型的减贫治理体系.未来减贫治理体系应该随着整个贫困形态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变革，以适应贫困的

新特点。

（1）减贫职能常规化。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到县将减贫纳入到政府日常职责序列中。

（2）减贫职能由分散型向集中型转化。将城乡减贫融为一体，将减贫与社会保障和救济融为一体，兼顾地区

之间协同、城乡之间协同、政府和社会的协同，打破碎片化的贫困治理状态。



3.重点优化教育帮扶政策

教育是提高贫困人口基本文

化素质和脱贫致富内生能力的根

本手段，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并最终实现稳定长久的脱贫的重

要保障，也是未来减贫战略的迫

切需要，必须摆在首要位置。未

来教育扶贫政策应在促进教育均

等化的同时，继续重视并强化对

相对贫困家庭儿童的教育和相关

群体的教育培训。

4.全面推进绿色减贫.

绿色减贫是破解生态
贫困难题的根本手段。
未来的减贫战略依然
要把坚持绿色发展作
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
到扶贫减贫的全过程。
依托乡村振兴，充分
发挥贫困地区天然的
自然禀赋优势，并转
换为贫困地区发展的
现实动力源泉，将绿
色发展理念全面推行。

5.充分考虑地域差异性

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

化，要建立在一定经济发展基

础之上，同时，也是地方认知

贫困内涵思路的转变过程。要

正视区域、城乡发展差异。我

国经济发展地域性差异显著

（城乡、区域和省份），发展

与发达并存。因此，未来减贫

战略要坚持差异化，因地制宜

地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各地减贫

发展。



五、2020后我国减贫时序推进战略路线图

第一阶段 扶贫脱贫巩固阶段。（2020---2025年）重点任务就是：第一、巩固已有的减贫成效，夯实减
贫成果，继续保持原有各项减贫政策的延续；第二、阻断返贫路径，重点是对返贫较多的区域和人群加大实施
减贫扶持带动政策；第三、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快速推进和实现；第四、逐步推进和加大实施国家在消除
和减少群体差距上的政策力度，以缩小群体差距为重点。

第二阶段即扶贫新战略确定并快速推进阶段。（2025---2035）其战略重点是相对贫困标准确定，国家集中
减贫体制的确立；现有体制向城乡一体化融合体制转化试点；救济与扶贫融合体制试运行；社会扶贫机制构建
与快速推进，以“一带一路”为主线的国际扶贫合作快速推进和发展。

第三阶段，国家减贫战略稳步推进，建设幸福中国。（2035—2050）此阶段减贫战略重点是：相对贫困的
标准在不断提升，国家减贫政策制度化（救济与减贫全面融合、城乡减贫融合、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快
速推进，全社会扶贫制度化逐步规范、成熟化），扶贫合作交流全球化快速推进。减贫目标：收入和生活迈向
富裕，营养质量和健康水平快速提升，社会扶贫现代化，彰显减贫的大国责任；健康、绿色、生态和低碳的社
会经济共享发展格局全面形成；全面小康和全民富裕——幸福中国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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