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都在农村袁因此袁农村
扶贫一直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遥 经过几十年的努
力袁尤其是实施叶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曳以来袁我国
农村贫困现象明显缓解袁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遥截至
2007年底袁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 785元测
算袁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 1 479万人袁比上年末减少
669万人曰按低收入人口标准 786耀1 067元测算袁年
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 2 841万人袁 减少 709万人[1]遥
扶贫成绩固然显著袁 但是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袁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袁目前的贫困线标准和脱贫
线的标准已经不能真实反映农村贫困的现实情况袁
更不利于未来农村扶贫工作的开展遥 一旦贫困线标
准和脱贫线标准提高袁那么袁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和低
收入人口将大幅度增加袁 未来农村扶贫的任务更加
艰巨遥因此袁我们不仅要科学认识农村扶贫的新形势
和新特点袁还要探索农村扶贫的逻辑演变规律袁以适
时调整农村扶贫开发政策袁 持续扩大农村扶贫的成
果遥
一尧农村扶贫主体的构成及相关概念阐释

现阶段袁中国农村扶贫是由政府扶贫和野社会扶
贫冶两部分组成的遥
政府扶贫的主体为政府专职扶贫机构渊图 1冤[2]遥
野社会扶贫冶的主体是政府非专职扶贫机构尧企

业和非政府组织遥
政府非专职扶贫机构包括中央部委尧 东部发达

省市政府尧贫困人口数量大的省区政府尧外国政府及
具有政府背景的国际机构遥 因其是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扶贫的一个载体袁扮演的是非政府组织的角色袁因

此袁把其划入社会扶贫的范畴遥

非政府组织 渊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袁
NGO冤是指依法建立的相对独立于国家政府系统袁
以社会成员的自愿参与尧自我组织尧自我管理为基
础袁 以社会公益活动或者互益活动为主旨的非营
利性尧非政治性尧非宗教性的组织遥在我国遥非政府
组织都有民间组织管理局管理袁因此袁习惯上把非
政府组织也称民间组织袁 而社会组织又是民间组
织的另一个说法袁包括社会团体尧民办非企业单位
和基金会[3]遥文中因数据需要袁非政府组织尧民间组
织和社会组织三种词汇都会出现袁 但含义并无差
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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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员 中国各级政府扶贫机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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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农村扶贫主体多元化的逻辑探索

改革开放以前袁 我国农村扶贫采取的一直是政
府负责的一元扶贫模式遥改革开放以后袁部分扶贫类
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始进入中国袁 在云南等地开展了
扶贫项目遥 中国农村扶贫主体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
态势[源]遥 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袁参与扶贫的组织
和机构越来越多袁除了政府各级扶贫机构尧国家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外袁 我国众多的社
会团体尧 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也进入了扶贫的
行列袁使这种多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袁而且袁随着时
间的推移袁多元化的特质也在演变渊图 2冤遥

三尧农村扶贫多元化逻辑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渊一冤各自扶贫的不相关多元化
20世纪 80年代初袁 部分扶贫类国际非政府组

织开始进入中国袁在云南等地开展扶贫项目遥 最初袁
他们在中国农村针对贫困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提供
救助尧 扶贫开发以及社会服务等活
动遥 他们与政府扶贫处于各自为政
的状态遥 即便是政府扶贫组织机构
内部袁 如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
等组织机构扶贫实际上也是各自为
政袁缺乏信息的沟通和技术的协作遥
这种各自扶贫的不相关多元化袁导
致各个扶贫组织的优势不能互补遥
以政府扶贫与非政府组织扶贫做比较袁 政府有稳定
的扶贫资金来源袁 可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袁 但瞄准
率尧资金使用率和回收率低袁扶贫效果差袁非政府组
织的扶贫资金多半募集而来袁存在资金尧人力和物力
不足的情况袁但瞄准率尧资金使用率和回收率高袁扶
贫效果好[缘]遥 因此袁要在以后的农村扶贫工作中取得
更大成绩袁需要变革农村扶贫的模式袁使各个扶贫组
织和机构能扬长避短袁加强合作袁相互学习遥 而协同
扶贫则为其提供了可能遥

渊二冤以协同扶贫为基础的相关多元化
1973年袁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窑哈肯渊Herman

Haken冤首先提出了野协同冶渊Synergy冤的概念袁用以反映
复杂系统内部子系统间的协调合作关系遥 20世纪 60
年代袁 美国战略管理学家H窑伊戈尔窑安索夫将协同纳
入管理的范畴袁定义了协同在管理上的概念院指组织通

过各业务单元的相互协作袁可以使组织整体的价值大
于各独立组成部分价值的简单加和遥 协同理念最简单
的表达公式就是院1+1跃2或 2+2=5[远]遥

把协同理念引入农村扶贫领域中袁 同样具有非
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遥 在农村扶贫领域实
现组织协同和项目协同尧 发挥协同效应是解决目前
农村扶贫困境的有效手段遥 它能最大限度把各个扶
贫组织的优势整合起来袁相互协作袁可以弥补彼此的
不足袁使扶贫工作真正实现低投入尧高效益遥

在图 3中袁 效果 1耀效果 9表示不同的扶贫效
果袁项目 1耀项目 3代表从事的扶贫效果遥 在实际扶
贫过程中袁同一个组织尧同一个项目在不同的地区进
行袁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袁取得的效果也会有差异遥 但
是袁这些扶贫项目之间是相互关联的遥不同的组织都
在开展农村扶贫项目袁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关联遥
关联的形式可以分为两种院有形关联和无形关联遥有
形关联指袁 相关的扶贫项目单元有机会对价值链上
的扶贫活动进行共享袁例如袁扶贫人员的调配和扶贫
资金等扶贫资源的共享袁 目的就是使扶贫资源的效
能得以充分发挥袁获取规模效益袁避免资源的闲置遥
无形关联指袁 在整个协同扶贫体系中产生的扶贫知
识和技巧可以及时传播和扩散袁 这些要有赖于我们
信息渠道的畅通遥

现阶段袁众多的扶贫组织已经认识到袁面对新形
势的农村扶贫袁单靠一己的力量袁完成扶贫目标是远
远不够的遥 实现合作扶贫成为理性的选择遥 因此袁出
现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内民间组织尧 政府与民间
组织尧 政府与企业之间和民间组织之间等多种合作
扶贫的形式遥 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内民间组织之间
的合作较早袁 主要是因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我国国
情不了解袁深入内地开始农村扶贫袁需要有代理人和
中间人袁这样就形成了合作遥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开
展扶贫项目是从 2006年开始尝试的袁主要合作模式
是政府提供扶贫资金尧 民间组织实施村级扶贫规划
项目袁最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遥到 2008年袁参与
合作的组织和领域不断扩大袁项目数也大大增加袁合
作扶贫模式业以成为当今农村扶贫最易被人接受的
模式[苑]遥2008年 10月 22日袁50个民间组织的农村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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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创新项目获得近 8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袁 世界银
行和政府组织项目申报和评审工作袁 提供资助的有
国内外企业原上海彤程集团有限公司尧 联想集团尧毕
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尧沃尔玛公司尧特玛捷票务公
司曰基金会原南都公益基金会尧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
会尧MFR尧福特基金会曰以及国际社会原挪威政府尧英
国国际发展部尧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尧瑞典国际发展合
作署[愿]遥

但是合作扶贫不等于协同扶
贫袁 其差异就是在于没有形成有机
相联的协同扶贫体系袁 项目和项目
之间没有相互关联袁 取得的效果也
是相对独立的袁 协同效应无法真正
实现遥 但是合作扶贫为协同扶贫奠
定了基础袁 是以协同扶贫为基础的
农村扶贫相关多元化的必经之路遥
当然袁以协同扶贫为内容的相关多元化袁也并不

完美遥这种多元化模式的局限性在于袁只是在扶贫项
目之间建立联系袁 没有涉及到由谁建立这个联系的
问题遥协同效应的产生是理想化的设想遥或者只能说
客观上存在这样的协同效应遥因为袁靠各个扶贫组织
自身来实现协同效应袁 要使各个扶贫组织领导者主
观认识能达成协同理念的一致袁 即便是这样还是会
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袁 而影响协同效应的发挥遥 而
且袁中国农村贫困地域广大袁而且分散袁只靠若干组
织或项目的协同袁并不能实现农村扶贫的长远目标遥
在实际扶贫工作中要发挥协同效应袁 需要有基于各
个扶贫组织之上的领导者袁 而政府则将承担这一重
任遥 因此袁 农村扶贫主体多元化的模式必将演变为
野以政府核心领导的相关多元化冶的模式遥

渊三冤以政府为核心领导的相关多元化
无论是各自扶贫的多元化袁 还是以协同扶贫为

基础的相关多元化袁都是集体合力的体现遥但是由谁
来凝成合力袁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遥这个组织或机构

需要做农村扶贫价值链体系的润滑剂和粘合剂袁既
能发动或开展新的扶贫项目袁 又能从宏观和微观上
上决定扶贫工作的多元化模式的实现袁 并能推动协
同效应的产生遥 这样才能为农村扶贫的相关多元化
提供更为合理的逻辑基础遥 而只有政府能具备这些
条件袁如图 源所示遥
首先袁 政府具有任何组织无法比拟的强大行政

力袁可以在短时期内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曰其次袁我

国农村扶贫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政府袁 能为扶贫工
作提供资金支持曰再次袁政府可以根据扶贫情况的变
化袁实施政策和法规的调整袁为农村扶贫多元化提供
法制保障曰最后袁政府可以建立全国农村扶贫信息体
系袁 既能准确而全面地掌握农村贫困分布状况及其
特点袁并能将全国农村扶贫任务科学分割成点尧线尧
块尧面等立体扶贫区域袁并据此合理调配资金和扶贫
资源袁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人力袁建立对农村扶贫
主体相关多元化的领导袁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袁最终
实现农村扶贫的长远目标遥除政府之外袁再无任何组
织或机构能具有这样的优势地位和条件遥 在这种多
元化模式中袁政府不再置身于具体的扶贫工作中袁以
规避政府扶贫的失灵袁 而是以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身
份袁 选拔和吸纳更多优秀的扶贫组织进入多元化扶
贫体系中袁 充分发挥社会扶贫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袁发挥长处袁弥补不足袁在各个地区尧各个组织和各
个项目之间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袁 这将是未来农村
扶贫主体模式的发展趋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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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som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渊NGOs冤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 of helping the poor in China, which results i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organizations providing aids to poverty-stricken rural area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se organizations in category, number and size,
the tendency of diversific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evident. By probing into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based on
models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predicts that the related pluralism of such organizations centered on the government will become
the mode of the main body in providing aid to poverty-stricke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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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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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Since the return of Macao to the mainland and the opening-up of the right of gambling, it has been troubled by its
dependence on an exclusive gaming industry and a single economic structure. In January 2009,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made Macao as a 野World tourism and leisure center冶. In July 2005,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 was formally
registered in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which has since then been giving a new signific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s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surveying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preservation legislation in Macao, the paper evaluates the 2009 野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Law 渊Draft冤冶.
Key words: Macao; cultural heritage; leg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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