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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我国农村贫困现象明显缓解，贫困
人口大幅度减少。
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将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目标
定为：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
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加强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
地区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
从此，我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2007年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为1479万。
然而，“整体看，我国扶贫对象规模依然较大。
按我国政府新的扶贫标准，到2008年年底，扶贫对象数量为4007万，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
口，而如果参考国际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贫困人口数量大约在1亿左右”
。
“在已经逐渐脱贫的人群中，返贫问题也比较突出。
”“同时，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又令扶贫工作变得迫切。
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1：1，2008年扩大到3.31：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首次超
过1万元。
”在一些乡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不容忽视，“在一些乡村，少数人群的畸高收入掩盖了多数人的贫困
”。
2011年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扶贫规划的第一年，扶贫事业必将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村扶贫瞄准>>

作者简介

　　许源源，男，1974年生于湖北省黄梅县。
2006年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博士毕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南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
士后。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2008-2011）、中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杰出青年人才（培育）、印第安
纳大学一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IUPUI）访问学者（2010-2011）。
研究方向为地方政府与区域公共管理、公共行政理论与方法。
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项、湖南省软科学重点项
目一项。
现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项、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项。
在《中国行政管理》、《社会主义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等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
出版专著一部，合著一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村扶贫瞄准>>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二、文献评估三、研究方法四、研究框架第二章 理论基础一、
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博弈论三、社会资本理论四、多元治理理论五、赋权理论第三章 部门定点扶贫与
非政府组织扶贫的内容及其瞄准标准一、部门定点扶贫：主体、对象及其投入方式二、非政府组织扶
贫：主体、对象及其投入方式三、瞄准：部门定点扶贫与非政府组织扶贫的绩效标准第四章 部门定点
扶贫瞄准：历史、现状与问题一、部门定点扶贫的历史发展二、部门定点扶贫的特点及整体绩效三、
部门定点扶贫瞄准：精度较高及时序合理四、部门定点扶贫瞄准：利益博弈及变动频繁第五章 非政府
组织扶贫瞄准：历史、现状与问题一、非政府组织扶贫的历史发展二、非政府组织扶贫的特点及整体
绩效三、非政府组织扶贫瞄准：力量集中与持续合理四、非政府组织扶贫瞄准：认同度低与能力不足
第六章 整合与创新：多元治理型农村扶贫瞄准体系的构建一、部门定点扶贫与非政府组织扶贫瞄准的
比较二、提升部门定点扶贫和非政府组织扶贫瞄准精度的建议三、构建多元治理型农村扶贫瞄准体系
附录1 ××省扶贫办访谈记录附录2 ××省某局访谈记录附录3 ××省扶贫基金会访谈记录参考文献后
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村扶贫瞄准>>

章节摘录

　　（一）重构扶贫组织系统　　我国的扶贫组织系统结构复杂，既有专职机构，又有非专职机构；
既有政府部门扶贫组织，又有非政府部门扶贫组织。
扶贫瞄准绩效不高，既是普遍现象，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部门差异性。
多元治理理论指出，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交流是双向协商式的。
要达到这一局面，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
　　基本思路是：保留现有扶贫组织系统格局，重新定位各主体的扶贫职能。
　　扶贫办是我国专门的扶贫机构，设立扶贫办是政府重视扶贫工作的体现，但是扶贫办并不掌握资
金和资源的投放权。
在某些地方，扶贫办还必须从事一些与扶贫职能相关的其他政府部门的职能，如计划生育和教育培训
职能。
这种职能不清的局面使得扶贫办难以安心扶贫，甚至有扶贫办主任质疑，“到底要不要扶贫办？
扶贫办是干什么的？
”因此，今后的扶贫办要么加强职能，要么干脆取消，把职能转移到相关的部门。
加强扶贫办的职能，必须扩大其权力和职责范围。
这样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扶贫办职能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大权独揽从而降低扶贫效率。
虽然职权之所以被滥用，不是因为它的大小，而是因为它远离了监督。
但是这种担心在制度不规范的环境下变成现实的几率是很高的。
第二，扶贫办职权增加，一定会影响到其他的职能部门。
贫困的表现是多样的，扶贫也不能依靠一两个政府部门来完成。
在当前已经存在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卫生部门、农业部门、环保部门和教育部门的情况下，再设立一
个扶贫办，除了发挥规划参谋和监督协调的作用以外，似乎没有其他的用处。
而扶贫的各个领域都有专门的职能部门负责。
无论是经济领域、环保领域还是社会领域的扶贫，在现有的组织框架内已经没有职能的空白点了。
设立扶贫办必然会与这些职能部门发生冲突，一方面增加了协调的困难，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扶贫效益
。
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使扶贫办回归到其本来的面貌，仅仅是各职能部门参与扶贫的组织协调部门，不
掌握规划和资金决定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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