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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百年探索
——历程、成就、经验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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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探索反贫困的模式与道路，从救济式扶贫到开

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将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经过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彻底消除了困扰中国人民的绝对贫困问题，积累了丰富的反贫

困经验。当前，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重心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治理相对贫困，探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措施，建

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这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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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人类历史上普遍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也是世界各国与许多政党高度关注的重点问题。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挽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际，逐步稳定国家政权与社会秩序，推进反贫困事

业。经过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模式与道路，在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历史时刻，终

于带领中国人民消除了绝对贫困，兑现了向人民的庄严承诺，为世界反贫困事业作出历史性贡献。立足

于新的历史方位与发展阶段，回顾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历史进程，总结反贫困成就，提炼其中的规律与

经验，以期助力于巩固脱贫成果，推动相对贫困治理，夺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胜利。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发展历程

自 1921—2021 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是带领人民消除贫困，不断实现美好生活的奋斗史。根

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与反贫困形势，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事业的艰难起步

“据 1918 年国际救灾委员会估计，在中国东部大约有 50%、西部大约有 80% 的人生活在远低于最低

生存水平的贫困之中。” [1]1922 年，燕京大学农村经济学系教授戴乐仁先生以浙江、江苏、安徽、河北等

四省九县调查资料为基础，依据民国的物价水平，“拿一百五十元来作贫人的界线”，得出结论“江苏之

乡民有一半强及直隶之乡民有百分之八十均在贫界以下” [2]。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高度关注劳动人民

的贫困问题并探寻解决方案。1921 年 7 月，《共产党》月刊第六号刊发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关注到中国劳动人民的贫困状况，指出“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生活，受饥受冻的劳

工，随处都可以发现。” [3]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制定政策法规，来改善革命根据地工人的经济状况。例如，

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陕甘宁边区关于公营工厂工人工资标准之决定》《晋冀鲁豫边区劳

工保护暂行条例》等劳动法规，保障了工人的基本经济权益，获得了人民对革命的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土地私有制带来的土地兼并与分化，农村贫困人口比重很高。1933 年，

收稿日期：2021-05-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历史经验研究”（20&ZD052）；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研究生院）2021 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项目“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变化及其主体性重塑”（2021-
KY-31）
作者简介：程恩富（1950—），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世界

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E-mail：65344718@vip.163.com；吕晓凤（1993—），女，博士研究生，通信作者，E-mail：1215960413@qq.com 

第 23 卷第 4 期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Vol. 23 No. 4
2021 年 7 月 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Jul.2021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1977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1977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1977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1977


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等机关根据土地占有情况确定贫困界限，根据在陕西、河南、江苏、浙江、广

东、广西等六省的调查，得出结论贫雇农占 70.5%，其占有土地比重为 18.4%[4]，贫雇农不得不仰受地主

的严苛剥削。1936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在《申报年鉴》发表十七省土地分配情况，经测算，将经营 10 亩

土地视为每户维持生计的贫困界线，指出拥有不到 10 亩耕地的农户占 56.84%[4]。毛泽东指出：“全国多

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

的。” [5]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劳动人民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多次开展土地革命，引领根

据地人民群众探索消除贫困的途径。1947 年，以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 25 个乡调查材料为例，土地革命前

原地主和富农人均占有土地 26.06 垧，贫农占 4.1 垧，雇农占 2.35 垧；土地改革后，原地主和富农占

7.22 垧，贫农占 7.06 垧，雇农占 9.77 垧，贫雇农的土地占有量得到显著提升 [6]65。土地革命解除了封建剥

削制度，使根据地贫困农民得到土地与生产资料，改善了根据地贫困农民生活，激发了他们参与革命的

热情，壮大了革命力量。

此外，苏维埃中央政府设立社会保障局，开展社会救济工作，“没有容养及没有劳动能力以孤寡，

由当地苏维埃实行社会救济” [7]，还动员群众成立互济会，来维持被救济者的生活。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

高度重视满足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才具有广泛的号召力，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带领中国人

民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为反贫困事业夯实了根本的政治基础。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反贫困事业的系统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因此，中国

共产党人将帮助农民摆脱贫困作为紧迫任务。自 1950—1952 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大陆地区领导的

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完成，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将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中彻底解放出来，促进了农村经

济的发展。土改结束时，政治意义上的贫雇农占人口比重为 52.2%，占有土地比重为 47.1%[8]。1951 年和

1952 年，国家统计局开展“查田定产”工作，按人均常年产量①调查全国粮食产量，将人均产量 300 公斤

以下列为低收入户②，共计 2.8 亿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 55.8%[6]134。1953—1956 年底，中国共产党开启对

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反

贫困事业在曲折中逐步推进。“ 1952 年到 1957 年短短 5 年时间内，人均粮食占有从 576 斤增加了

612 斤。” [9]1957 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经调查，指出“全国农民纯收入每年每人平均在七十

元以上，过着富裕或比较富裕生活的上中农约占农业人口的 25% 到 30%；每年每人平均收入在四十元以

下，仍然过着贫农生活的则约占 15% 左右。” [10]

1958 年，中国形成人民公社化运动热潮，进入反贫困探索的曲折时期。1959—1961 年，因自然灾害

引发饥荒，加上苏联取消对华援助和国民经济体系失调，贫困人口数量增多。依据 20 世纪 50 年代初“定

田查田”时农民粮食收入资料，结合灾荒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减少以及人口增加量等因素，推算这一时

期贫困人口数量，“较 50 年代初、中期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了近 1 亿~1.5 亿人，不能温饱的人口占农业总

人口的 80% 以上” [11]。灾荒后，农产品生产量缓慢恢复。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下降了，但贫

困人口规模不断缩小。如果当时实行较大差别的分配，就有可能导致更多灾民的贫困或死亡，而人民公

社制度实行较为平均的分配制度，有效控制收入差别，保证了大多数受灾荒农民的最低食品消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逐步开展小规模的救济式扶贫，建立公共福利制度。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出《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由农业合作社来照顾社内缺乏

或丧失劳动力、生活上无依靠的社员，保证其基本生活供应，包括吃、穿、烧（燃料）、教（儿童和少

年）和葬 [12]。对于城市贫困群体，政务院于 1950 年颁布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规定了对城市失

业工人的救济范围、标准、方法及资金来源, 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要，为反贫困事业的深化积累

了物质基础与实践经验。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78 年以年人均纯收入 100 元为贫困线，当年农村绝对贫

困人口为 2.5 亿，贫困发生率为 30.7%[13]。总体上，这一时期，在总人口激增情况下取得了贫困发生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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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常年产量一次评定后固定若干年不变，而实际产量逐年变化，就调查时而言，常年产量和实际产量大体接近。

　　② 1954 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农户调查，收益的各项扣除约占 1/3 左右。以此计算，人均粮食量产 300 公斤，能留下做口粮的约 200 公斤，当

时在副食品不多的情况下，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刘文璞, 吴宝国. 地区经济增长和减缓贫困.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44。



幅度下降的重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反贫困的伟大胜利。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贫困事业的快速推进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指出“群众生活贫困……生产发展快慢，不但是个经济问题，而且

是个政治问题。” [14]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

济改革首先拉开序幕，农业产量继续得到较大增长，进一步改善了农村的贫困状况。1979—1984 年，全

国农村完成了“人民公社”到“包产、包干到户”的转变，农村市场、农产品价格逐步开放，乡镇企业不断

发展，农村经济释放出新活力，农民生活水平继续提升，农村地区的贫困现象得到进一步缓解。

1980—1984 年，中央财政设立了“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以

工代赈”扶贫计划专项资金，集中力量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问题。1985 年，国家以人均年

收入 206 元为贫困线，当年农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下降到 1.25 亿，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14.8%[13]。这一阶

段，扶贫工作主要依靠外部动力，贫困地区相对缺乏脱贫的内生动力。

反贫困事业不断深入发展，党和国家的扶贫理念逐步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旨在激发贫困

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1986 年，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 年，改称为“国务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扶贫工作，逐步明确贫困标准，确定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安排专项扶

贫资金，标志着反贫困工作的专门化与制度化。 1994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994—2000 年）》明确提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七年……基本解

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15] 200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讨论通过《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
2010 年）》，提出解决极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巩固温饱成果的目标。201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明确了“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任务，推进 2020 年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12 年，按照当年的扶贫标准，中国贫困人口数量减少至 9 899 万，

贫困发生率降到 10.2%[16]，党中央的反贫困举措取得显著成效。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贫困事业的决战决胜

随着扶贫开发工作不断推进，区域开发扶贫方式存在的问题凸显，出现贫困人口数量、具体情况不

清晰，扶贫资金使用不到位和贫困县不愿脱贫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

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将脱贫攻坚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考察

时强调“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 [17]。此后，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各类讲话、座谈中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方略的落实，提出“六个精准”

“五个一批”“四个问题”的实践路径，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

2012—2017 年，党中央实行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式扶贫双轨并行的机制，保持对贫困人口的兜底性制

度安排，并加大开发力度。此外，在全国划分出 11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确定了定点扶贫结对关

系，推动贫困群众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实现脱贫。2017—2019 年，在反贫困事业逐步取得进展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将攻克深度贫困难题提至重要地位，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保障贫困人口实现切实

脱贫。2019 年底，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对脱贫攻坚战作出新的部署，在防疫背景下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党中央总结经验，分析问题，采取特殊政策保障特困地区脱贫，防止返贫和新的致贫，

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2021 年 2 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宣布

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自 2012—2020 年，在现行标准下，“9 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18]，创造了人类减贫历史上的“中国奇迹”。 

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历史性成就

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反贫困事业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丰富与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彻底消除了困扰中国人民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在脱贫中巩固和发展了党群

干群关系，为世界反贫困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一）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无产阶级立场，运用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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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指出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是消灭资

本主义私有制。1842 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以大量的事实论据呈现了英国工人触目惊

心的贫困状况，“许多穷人都以自杀来摆脱贫困，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摆脱贫困的方法” [19]429，这成为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的开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贫困从现代劳动本

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 [19]124，异化劳动使无产阶级陷入贫困，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的资本剥

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系统性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思考了

反贫困的根本途径。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探讨和实践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

完善和创新发展来摆脱贫困，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

国人民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来摆脱贫困，提出不摆脱贫困落后将会被开除“球籍” [20]。以邓小平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了“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21]63-64，提出了部分先富并通

过先富带动后富的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22]，以精准扶贫的系列论述进一

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指导反贫困工作取得伟大成就。 

（二）彻底消除困扰中国人民的绝对贫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

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巨大成

就，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脱贫地区社会经济实

现较大发展，脱贫群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为了清

晰地识别贫困人口并衡量反贫困成效，中国不断探

索制定贫困标准，并依据价格和消费等因素动态调

整（如表 1 所示）。1986 年，中国第一次制定国家

扶贫标准，经测算确定 1984 年农村贫困线为年人均

纯收入 200 元，1985 年为 206 元，并推算 1978 年中

国农村贫困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 100 元。2000 年，

国家制定年人均纯收入 625 元为温饱标准，年人均

纯收入 865 元为低收入标准。2008 年，将低收入标

准正式作为扶贫标准。2011 年，中央提出按 2010 年

不变价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2 300 元作为扶贫标准。

2020 年底，中国依据现行贫困标准的现价，即年收

入为 4 000 元作为贫困人口退出标准，同时综合考量“两不愁三保障”，即达到不愁吃、不愁穿和保障基

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实现了贫困人口与贫困地区清零。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较高质量消除了绝对贫困，脱贫地区的社会经济建设水平实现快速发

展，切实解决了脱贫人口的住房难、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同

时，脱贫群众也取得了精神硕果，坚定了通过艰苦奋斗来创造幸福生活的信念信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入人心。 

（三）在脱贫中巩固和发展党群干群关系

反贫困事业取得突出成绩，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也巩固和发展了党群干群关系。贫困地区的群

众往往在处理公共事务时表现出缺乏主动参与，甚至抗争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

通过不断加大扶贫力度，扶贫工作成为紧密联系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桥梁，调整了党员干部的工作方

式，党群干群关系出现新面貌。尤其是落实精准扶贫政策，需要精准地掌握贫困群众的基本信息，要求

扶贫党员干部常常走访调研，精确到户、到人，跟踪掌握贫困群众的发展状况，包括经济收支与生活水

平的变动，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为促进党群干群关系创造了条件。此外，扶贫对象对脱贫效果的评估是考

 

表 1    1978—2020 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
 

年份 贫困线/（元/人） 贫困规模/万人 贫困发生率/%
1978 100 25 000 30.7

1984 200 12 800 15.1

1985 206 12 500 14.8

1986 213 13 100 15.5

1994 440 7 000 7.7

2000 625 3 209 3.4

2008 865 4 007 4.2

2010 2 300 16 567 17.2

2012 2 625 9 899 10.2

2017 2 952 3 046 3.1

2019 3 218 551 0.6
2020 4 000 0 0

　　数据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

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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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党员干部扶贫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这要求党员干部真正为扶贫对象服务，也培育了贫困群众的权利

意识与主体意识，改善了贫困群众的精神风貌。在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以实际

行动证明了共产党人的责任，有 300 多万驻村干部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响应国家号召，奔赴祖国最贫困

的地区，有 1 800 名扶贫干部牺牲在了扶贫一线，以生命筑牢了脱贫攻坚的堡垒。他们心系百姓，深入

了解每一个贫困群众的困难，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谋出路、想办法，不搞官僚主义，不做表

面文章，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树立了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光辉形象，巩固并发展了党群干群关系。 

（四）为世界反贫困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现行标准高于世界银行 2015 年制定的每人每日 1.9 美元

的极端贫困标准，更高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的每人每日 1.25 美元的绝对贫困线。具

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国与世界绝对贫困人口（1990—2016 年）
 

年份 中国绝对贫困
人口/万人

世界绝对贫困
人口/万人

中国占世界
比重/%

中国贫困人口
发生率/%

世界贫困人口
发生率/%

1990 75 230 191 230 39.3 66.3 36.2

1993 66 810 189 900 35.2 56.7 34.3

1996 50 800 172 050 29.5 41.7 29.7

1999 50 430 174 060 29.0 40.3 28.8

2002 40 590 161 150 25.0 31.7 25.7

2005 24 170 136 600 17.7 18.5 21.0

2008 19 680 124 430 15.9 14.9 18.4

2010 14 990 110 860 13.5 11.2 16.0

2012 8 780 91 330 9.6 6.5 12.9

2013 2 530 81 420 3.1 1.9 11.4

2014 1 860 77 460 2.4 1.4 10.7

2015 1 000 74 410 1.3 0.7 10.1
2016 720 71 910 1.0 0.5 9.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PovcalNet:the on-line Tool for Poverty Measurement Developed by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of the World Bank,https://databank.shihang.org/ source/poverty- and-equity。注：贫困标准为1.9美元/天。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2015 年报告》显示，2015 年，全球仍有“约 8 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23]，虽

然当今世界物质财富取得极大发展，但贫困问题始终困扰着许多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和某些资本主义发

达国家。中国的反贫困事业不仅为本国人民带来福祉，也为世界范围内的反贫困事业做出贡献，为全球

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为消除全球贫困问题增强了信心。“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

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 70% 以上。” [18]。特别是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的形势

下，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预测疫情可能导致 1 亿人重新陷入绝对贫困，加剧贫富分化 [24]。在此背

景下，中国仍然能如期完成消除绝对贫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前十年完成《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减贫事业，承担国际减贫责任，先后向 166 个国家和组织，派遣 60 多万援助人

员，推动“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5]，增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绝对贫困的

信心。 

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反贫困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人民富裕、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提

供了发展动力，也积累了丰富的反贫困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贫困的领导力量

为人民服务和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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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

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向人民负责……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26]1 094-1 095，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回顾党的百年历

史，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初

心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的信任而得来的。

党的使命与动力决定了党的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定信心、勇于担

当，把脱贫职责扛在肩上，把脱贫任务抓在手上” [22]85-86。2013 年，党中央决定建立驻村工作队制度，健

全基层党组织建设。2015 年，中共中央建立了五级书记严密抓扶贫的组织体系，各级主要领导签订《脱

贫攻坚责任书》，压实了脱贫的责任主体。由党中央有关部门每年审核各级各部脱贫成果，约谈相关责

任人，发挥了党的组织领导优势。党的十九大，将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任务之

一，反贫困事业被提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推动下，逐步将组织优势

与政治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保证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如期完成。而印度、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

为何消除不了绝对贫困，根源就在于没有一个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 

（二）人民群众是中国反贫困的主体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来推进反贫困

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贫困地区的发展“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27]10。

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必然是反贫困事业的主体力量，因而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是推进

反贫困事业的重要一环。

贫困群众脱贫的意愿是消除贫困的核心内因，扶贫首先要扶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首先‘摆

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27]160。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宣传教育，引导激励，培育脱贫致富的社会氛围等途径，逐步淡化了贫困户的“贫困

意识”，引领他们树立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的信念与信心。实践证明，真正实现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

展，必须培育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中国共产党人重视通过“扶智”来培育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脱贫

的内生动力，特别强调“科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27]74，积极开展教育培训工作，培养技术骨干人

才，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因而较快地改善了贫困地区的经济状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反贫困的根本保障

邓小平总结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

不受牵扯” [21]240，概括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依托社会主义的纵横组织

体系与运行机制，广泛动员、凝聚各界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构建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的多元主体

的大扶贫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力、动员力与执行力，保障了反贫困事业的有效推进。

党中央和国务院组织建立了东西部扶贫、定点扶贫和军队武警部队扶贫共三大扶贫协作机制，整合

优势资源合力推动反贫困事业，发挥了积极的社会示范作用，带动了社会组织、民营企业与个人积极参

与反贫困事业，营造了全社会帮扶氛围。“据不完全统计，正式立项开展脱贫攻坚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共

有 686 家”，“仅 2018 年开展的扶贫项目已达 1 536 个，扶贫项目总支出约 323 亿元，受益建档立卡户约

63 万户、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约 581 万人” [28]。自 2016 年，“万企帮万村”项目开展以来，碧桂园、淘

宝、腾讯、万达等 12 万多家民营企业参与反贫困，踊跃承担社会责任。在脱贫攻坚战中，还涌现出许多

先进个人，他们不为钱来，不为利往，坚守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为反贫困事业献出热血与生命。 

（四）共同富裕是中国反贫困的战略目标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消除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 [29] 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事业

是人民的事业，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其成果将惠及全体人民，因而消除绝对贫困必

然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底线。历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均带领全国人民朝着消除贫困，为逐步实现共同富

裕的目标不懈奋斗。1953 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

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30]，首次正式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同时，毛泽东指出曾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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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资本家将来也不能“饿肚子” [5]490，强调将来要实现的共同富裕

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经常性地提及“共同富裕”，强调“社会主义

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21]110。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论述反贫困战略目标时，曾将

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分解为：近期目标是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期目标是到 2035 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长远目标是到 2050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31]。他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文件第一次给出这样的表述，即针对 2035 年远景目标，要做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

性进展”；针对改善人民生活品质，要做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32]。2021 年 4 月 30 日，习近平主持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要“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 [33]。 

（五）立足实际是制定反贫困策略的基本遵循

贫困的发生与消除具有动态性与复杂性的特点，反贫困工作需立足实际，在实践中总结规律，提升

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变化等因素，立足各个阶段的发展实际，

逐步提高扶贫标准，科学制定反贫困策略，惠及更多群众。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在革命根据地开

展反贫困实践。革命根据地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加上地主的剥削，农民普遍极度贫困。立足该阶

段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策略主要为在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经济与救济灾民。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亟需巩固人民民主政权，面对普遍贫困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策略主要是

通过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救济式扶贫来缓解贫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采取

开发式扶贫策略，主要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和促进经济增长来消除贫困，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市场观念，培

育其脱贫能力。针对在实践中不少脱贫人口因缺乏最低生活保障，易出现返贫问题，于 2007 年反贫困策

略调整为开发式扶贫与社会保障两轮驱动的模式。新时代，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

共产党人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策略，同时实施综合性精准扶贫方略，因时因势因地制宜，引领贫困地区

的发展，全面提高了治理效能。 

（六）发展的理念是中国反贫困的行动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

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 [19]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毛泽东提出衡量政党政策及其

实践的标准是“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好坏、大小” [26]1079。邓小平强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决中国所有的问

题，最根本的要靠发展。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最根本的也靠发展” [34]，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

的发展。胡锦涛提倡科学发展观，主张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

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上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基础上，强调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突出生态文明发展对脱贫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百年实践证明，发展是消除贫困

的主要方法。中国反贫困事业将发展理念贯穿扶贫开发的全过程，逐步改善了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

水平，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助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四、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未来展望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与使命，领导中国人民消除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

年目标。事实上，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还需继续重视反贫困

事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相对贫困治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基础。 

（一）推动防止返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推动防止返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是衔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需求，对于缩小贫富

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防止返贫的目的在于持久消除绝对贫困问题，而乡村振兴战略为初

步脱贫的地区和群体巩固脱贫成果，为进一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可能出现的贫困问题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消除了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导致贫困现象产生的因素被彻底清除。各地积极开展实现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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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返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探索，通过生计兜底、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措施来

预防已脱贫人口返贫，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

总体来看，脱贫攻坚战略易于在短期内集中力量实现，而乡村振兴战略以实现乡村可持续性长期发

展为目标。未来推动防止返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应继续发挥党和政府高效率的行政优势，同时

又要重视市场机制对资源的调节作用，推动改革创新，激发市场活力，不断培育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

根据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明确组织机制与责任主体是开展反贫困工作的有效方式。在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中，应续写该经验，以脱贫攻坚的人员组织体系为基础，明确乡村振兴的责任主体，巩固“五级书记

抓扶贫”的组织优势。在乡村振兴责任主体的绩效考核中，应注重将防止返贫短期成效与乡村的长远发

展相结合。 

（二）合理制定相对贫困人口的评定标准

马克思的相对贫困概念，是指无产阶级收入和财富的增长速度赶不上资产阶级。英国学者彼得·汤森

最早明确界定相对贫困，即“个人、家庭和组织缺乏获得饮食、生活设施和参与社会活动等资源，使其

不足以达到所在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从而被排斥在普通生活模式和活动之外” [35]。不同于绝对贫困强调

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相对贫困更关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公平。2020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反

贫困的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任务之一。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经验证明，制定合理的贫困标准能够精准识别贫困人口，是开展

反贫困事业的首要前提，这一经验对于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启示意义。

世界银行将收入等于或低于社会中位收入 1/3 的社会成员视为相对贫困人口，部分国家将收入低于

社会中位收入 40% 的人口归为相对贫困人口。当前，中国尚未制定全国范围的相对贫困标准，但部分省

市已尝试在实践中探索该标准。如 2015 年，成都市制定相对贫困人口标准为“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区

（市）县同期水平的 50%” [36]；广东省从 2013 年起建立相对贫困标准，将“农民人均纯收入未达到 2012 年

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 60% 的村，确定为相对贫困村” [37]。相对贫困评定标准需顾及未纳入绝对贫困建档立

卡的农村边缘贫困人口、农民工、城市低收入者等群体，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目前，中国各个产

业、区域和城乡的居民财富和收入差异较大，是否设定以及如何设定全国统一的相对贫困标准，是依据

收入还是依据收入和财富来设定，如何统筹城市与农村发展水平的差异，如何兼顾不同区域和社会阶层

具体的现实状况，仍需进一步探索。 

（三）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贫困治理的常态化

经过多年反贫困实践，中国共产党带领社会各界人民群众构建了多元共治的大扶贫格局，凝聚了社

会各界力量，有效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合力推动反贫困事业。在脱贫攻坚战

中，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协同参与机制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动员社会各界协同参与，集中优势资

源，最终取得了伟大成就。未来仍需警惕返贫风险，继续建立多元共治的常态化机制来推动相对贫困治理。

在党政系统内部，将反贫困纳入日常工作内容，进一步发挥协同工作机制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筹跨部门、跨区域协作，不断完善相对贫困的水平治理结构；地

方各级扶贫开发小组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向本级党委与政府负责，协调并落实本级反

贫困工作，不断完善相对贫困的垂直治理结构。相对贫困治理更加需要党政系统内各部门有序配合，加

强综合性资源投入，建立常态化的反贫困参与协调机制，为反贫困的长期斗争奠定基础。在党政系统之

外，进一步拓展社会扶贫的参与主体，健全相关制度，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继续发挥多元共治的优越性。

探索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将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相结合，激发社会组织与企业参与相

对贫困治理的积极性。 

（四）激发相对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相对贫困群众是相对贫困治理的对象，也是摆脱相对贫困的主体。相对贫困人口的动态性与相对性

决定了相对贫困治理的难度，更需要充分发挥相对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百年经验

表明，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是贫困治理的关键因素，因此，未来调动相对贫困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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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进“造血式”扶贫，仍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消除绝对贫困目标的完成，贫困人口的特征已发生变化，其关注点与需求也呈现出新变化，需

在实践中继续探索激发相对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新举措。其一，尊重并满足相对贫困人口的合理需求。

基层党政干部需继续深入调查了解已脱贫人口、潜在贫困人口等相对贫困群众的思想认识，将相对贫困

群众的需求与扶贫政策、扶贫项目结合，化解这些群众的顾虑与担忧。其二，建立自下而上的相对贫困

治理机制。保障相对贫困人口对政策、项目、资金等扶贫资源的知情权、发言权与监督权，探索嵌入多

重激励体系，畅通利益表达、疏导与调和渠道，不断培育相对贫困人口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其三，强

化产业发展，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坚持以发展的理念为导向，继续深化“志智双扶”工作，提高劳动力

参与率（目前中国只有 65% 的适龄劳动力参与就业）和全天就业率，发挥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资源来

发展产业，培育市场意识，逐步建立发展型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

总之，未来不管如何设定相对贫困的标准，都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和协同性，突出通过做强、做优、做大城乡公有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大力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层经营，

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原则；突出重点运用公有单位的初

次分配，辅之于国民收入的多种再分配方式，来全面实施财富和收入双渠道的“提低、扩中、控高”，便

能减少财富和收入的相对贫困和分配不公，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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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Exploration of
Anti-poverty in the Past 100 Years

—History, Achievements, Experience and Prospects

CHENG Enfu1，LÜ Xiaofeng2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genera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exploring anti-poverty models and roads. From relief models, development models to targeted models,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bottom-line task and iconic indicator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After a century of explor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achieve their first century of struggle as scheduled, completely eliminated the absolute poverty problem that

plagued the Chinese people, and accumulated a wealth of anti-poverty experience. At present,  the CPC’s anti-poverty focus has shifted from

eradicating  absolute  poverty  to  controlling  relative  poverty,  exploring  measures  to  consolidate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This is essential for achieving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sperity; absolute poverty; relative poverty; Marxist anti-povert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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