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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藏区发展研究课题组一项历时5年的研究。
自2006年始，课题组以“西北高寒山区的减贫与发展政策研究”为题，在云南省、青海省和甘肃省农
牧藏区展开实地调查。
在分析研究中着重讨论如下焦点问题：第一，当地以农牧民为主的贫困人口最迫切的生存和发展需求
是什么？
他们最需要得到哪些帮助？
第二，现有的扶贫和地区发展政策对那里的贫困人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第三，在实施减贫和发展计划中，这些地区已经发生哪些有助于穷人突破贫困陷阱和阻断贫穷代际传
递的制度创新？
本书旨在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进一步改善西部开发和扶贫项目的实施机制提供信息，并为政府规划部门
制定藏族聚居区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同时，尝试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理论升华，从而丰富发
展问题的研究，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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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何突破贫困陷阱》共分12章，除了第一章导言之外，其余各章均为专题研究报告。
　　《如何突破贫困陷阱》第二章从理论上探讨了足以导致农牧民观念变化的条件，并质疑有关贫困
人口“观念落后”的说法。
第三章研究调研地区的市场结构以及农牧民参与市场的状况。
第四章和第五章借助产业链分析框架，分别考察松茸和虫草采集对农牧户的就业和收入的影响、这一
产业链带来的利益和风险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分配以及围绕这两种特色产品的利润追逐对生态环境造
成的损害。
第六章讨论的焦点是生态移民工程中的贫困风险。
第七章研究中青年已婚农牧妇女的保健。
第八章探讨青少年人力资源投资。
第九章从考察广播电视服务供给和需求状况的角度，探讨农牧民文化生活和信息获得渠道的变化。
第十章至第十二章分别探讨救济救灾机制的减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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