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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重庆市黔江地区农业扶贫开发战略研究  

廖元和 (重庆社会科学院 )  

 

重庆市黔江开发区所辖石柱、彭水、黔江、酉阳、秀山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均为国定贫困县。加快黔江地区发展，搞好扶贫开发工作不仅是重庆市的四件大

事之一，而且对于加快开发武陵山区，带动和促进中国湘西、鄂西和黔东北的扶

贫工作具有现实的影响和意义。  

 

一、黔江地区扶贫战略实施现状  
1、 贫 贫黔江地区 困人口数量、分布、构成、收入状况及 困度  

黔江地区是全国 18 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是重庆市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

地，集“老、少、边、山、穷”于一身。  

地区成立至今，在各级党政的领导下，全区各族干部和群众连续苦干，全力解

决群众温饱，使黔江发生了重大变化。  

见下表： 

年份  标指 名称  
计 算

单 位

全区  石柱 彭水 黔江  酉阳  秀山

1993 年  贫 户 户建卡 困 数  户万 53.2 6.5 12.8 7.8 14.9 11.2 
贫建卡 困人口数  万人 198.6 23.7 48.15 29.8 54.6 42.4 

计累 达到“五八”

标 户准 数  户万 46.77 6.15 10.51 7.64 12.06 10.47

户 总 计 标达 率  % 87.91 94.61 82.11 97.9 80.94 92.94
计累 达到“五八”

标 准人数  万人 175 22.4 39.2 29.2 44.4 39.4 

积 标累 达 率  % 88.12 94.51 81.51 97.98 81.31 92.92
现 贫 户 户有 困 数  户万 16.08 1.95 4.83 1.69 6.24 2.33 

1998 年  

现 贫有 困人口数  万人 59.5 7.2 17.93 6.24 19.5 8.63 

注：现有贫困户数和贫困人数均含返贫户数和返贫人数。  

 

到 1999 年底，全区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数共有 66 万人，其中生存环境恶劣的

贫困人口 18 万，病残弱智 23 万人，返贫人口 25 万人。  

2 贫 战 实 进、黔江地区扶 略 施的 展情况  
黔江地区成立以来，以扶贫攻坚统帅黔江的整个经济工作，重点贯彻市委提出

的“富民为本、加快发展”的方针。确立了“打基础、建基地、立支柱”战略重

点，力争走出一条“从农业入手，以农促工，以工带农，区域开发，重点突破，

治穷、治愚、治病相结合”的黔江扶贫和经济开发之路。  

第一，抓粮食生产，稳定解决农民吃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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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抓支柱产业，增加农民现金收入；  

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环境；  

第四，实施科技兴黔战略，狠抓科技扶贫。  

此外，社会对口支援扶贫，为黔江地区经济发展、脱贫致富作出了突出贡献。  

截至 1997 年，黔江全区国民生产总值实现 53.24 亿元，比 1987 年增长 207.1%；

工农业总产值 50.17 亿元，比 1987 年增长 191.3%；财政收入 6.19 亿元，比 1987

年 507.1%；农民人均纯收入 1192 元，比 1987 年增长 371%。黔江地区的扶贫开

发和经济增长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3 贫 战 实 问 题、黔江地区扶 略 施中的 。  
第一，返贫率高。据调查，全区 175 万脱贫人口中有 36.4 万人返贫， 1998 年

以前返贫率为 15%，1998 年返贫率上升为 25%左右，比全国平均 20%的返贫率高

5 个百分点。截至 1998 年底，全区约有 60 万人仍处在温饱线以下，要实现 2000

年全面解决温饱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  

第二，国家扶贫政策执行不到位。（ 1）没有完全执行（ 1987）国开发号文件、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央（ 1996） 12 号文件关于国家扶贫专项贴息贷款

应该集中用于国家重点贫困县的规定，削弱了国家对国定贫困县的扶持力度。（ 2）

人民银行、工行、建行分别于 1988—1989 年设立的扶贫“县办企业贷款”，按国

家（ 1990）15 号文件应执行到 2000 年，黔江地区 1994 年已停止执行。究其原因

是金融体制改革，业务划转在农发行，农发行没有开展此项贷款的发放。（ 3）以

工代赈资金，农业部援助项目的基金拨款，扶贫专项贴息贷款的技术培训费，原

四川省从未配足，有的仅占 1.6%，严重影响了政策扶贫效果。  

第三，扶贫资金投入效益差、管理不善。  

 

二、黔江地区扶贫开发的主要成果及经验教训  
1、扶贫资金来源、走向、运用与效果评价  
（ 1） 1980—1998 年黔江扶贫资金投入情况。  

从黔江扶贫开发资金的投入来源看，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财政扶贫资金，二

是扶贫贴息贷款即信贷扶贫资金。  

1980—1998 年共 19 年间，黔江各类扶贫资金总额为 120509.78 万元，其中，财

政扶贫资金 75298.78 万元，信贷扶贫资金 45211 万元。 1991 年开始扶贫资金力

度明显增强，特别是近三年为了完成扶贫攻坚任务，在 2000 年以前实现全面越温

达标，投入力度更大。如 1997 年比 1996 年增长 84%， 1998 年与 1997 年基本持

平。  

（ 2）黔江扶贫资金运用及管理。  

第一，黔江扶贫资金覆盖范围。截至 1998 年底止，黔江共投入财政扶贫资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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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7.5 亿元左右，重点投放到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上， 1984 年至 1997 年，黔江

投入以工代赈资金（含四川省、重庆市配套资金） 33823.18 万元。  

专项贴息贷款资金即信贷扶贫资金使用用途及覆盖范围。截至 1998 年底为止，

黔江共投入信贷扶贫资金 4.5 亿元左右，重点用于两个方面。一是投放到贫困户

的种养业上，所占比例由原来的 70%—80%，降低到越温达标后的 50%—60%左右。

二 是 投 放 到 加 工 业 上 ， 所 占 比 例 由 过 去 的 20%—30% 提 高 到 越 温 达 标 后 的

40%—50%。  

第二，黔江扶贫资金的管理。一是建立了管理组织机构，二是制定了“五统一”

的管理原则和具体管理办法。  

（ 3）黔江扶贫资金使用效果评价  

第一，黔江扶贫资金投入产生的主要效果。一是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大幅度提高，

二是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加快，四是培

植了农业产业基础。  

第二，黔江扶贫资金使用和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中央扶贫资金包括专项

贴息贷款、以工代赈资金、新增财政扶贫资金到位迟缓，二是承贷承还的矛盾一

直困扰扶贫贷款资金的有效运用，三是在扶贫资金的管理和运行过程中，没有把

政策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2、扶贫项目的实施与效果评价  
（ 1）扶贫项目实施的主要效果。  

第一，通过农业及农村基础设施等扶贫项目的实施，农村贫困人口的生产、生

活条件有所改善，扶贫攻坚越温达标的阶段性目标基本实现。  

第二，通过加工工业扶贫项目的实施，黔江工业发展基础开始形成。  

第三，通过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扶贫项目的实施，黔江整个经济社会

发展基础条件逐步改观，自我发展基础和后劲增强。  

（ 2）黔江扶贫项目选择、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总体上看，黔江以盈利为目的的扶贫开发项目除电力、通讯业经济效果较好

之外，其它项目效果较差。其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项目选择上存在盲目性和严重的趋同性，导致投资分散，低水平重复，

投资效益低下。在农业方面尤为突出。  

第二，在扶贫项目选择上存在“有水快流，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为了急于

完成越温脱贫考核指标，有任期内做出政绩，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把解决贫困

户当年增粮增收短期目标看得过重。在扶贫开发项目选择和立项审批上，偏重微

观项目，忽略后劲大、稳定增收但见效迟缓的长线项目。  

第三，品牌意识差，资本营运乏力，支柱产业除烟草外，始终缺乏重大项目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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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黔江扶贫方式及效果评价  
（ 1）扶贫开发公司传递模式的效果评价。  

第一，具体作法，地、县级行政主体（通过银行）把资金直接贷给扶贫开发公

司，扶贫开发公司根据当年项目计划，把扶贫资金划拨给乡政府，并与乡政府签

订合同。乡政府通过畜牧、农资、供销社、粮食等相关单位与农户签订合同，下

达生产计划并预先供应种畜、种子及相关农用物资，农民产出后出售给相关经营

单位。这种方式 1993 年—1994 年在四川省全省搞了四个试点县，黔江的黔江县和

石柱县作为试点，只搞了两年。  

第二，效果评价。这种方式在整个传递链条过程中，行政组织与经营组织夹杂

在一起，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政府行政目标与企业农户的经济效益目标难以协调。

从总体上说试点效果交不好。  

（ 2）“公司 +基地 +农户”传递模式的效果评价。  

第一，基本作法。政府通过银行把扶贫资金贷给经济实体或相关主管局两类项

目业主单位，由公司与农户签订种植、养殖合同，建立各种生产基地，农户生产

的产品出售给公司。  

第二，效果评价。这种传递方式的基本特点是运行较规范，扶贫项目实行业主

制，业主与农户的关系通过合同契约来维系。同时，参与扶贫项目和资金传递的

核心环节主要由纯经济组织承担，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淡化了行政行

为，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第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即公司与农户的联系纽带主

要靠单一的合同契约来维系，没有发展为资金纽带。二是这种方式具有双刃剑的

特点，在把分散的农户引入市场的同时，又把农户阻隔在市场之外。  

（ 3）“小额信贷”方式的效果评价。“小额信贷” 1998 年 8 月在黔江才开始小规

模试点，由于未到还贷期，还得不出实际效果。但从国外及国内其它地区扶贫战

略实施的实践经验来看，这是一种较好的方式。一是扶贫资金直接到达贫困户手

中。二是“小额信贷”是国际扶贫通行的一种扶贫方式，组织管理体系及运用程

序较规范。  

 

三、对黔江地区扶贫问题的再认识  
1、社会人文环境与条件的再认识  
（ 1）历史性的机遇：西部大开发。当前西部大开发无疑对黔江地区扶贫工作的深

入进行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因为西部大开发将实行比特区还特的补偿性政策，

尤其是注意自然资源的开发，这对自然资源丰富的黔江地区来说，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良机。今后的问题是，黔江地区应像运用“直辖效应”那样，在西部大

城市——重庆整体发展中，运用好西部大开发效应，促进地区的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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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升对口支援的内涵与外延。中央国家机关和重庆市扶贫集团的对口支援，

为黔江地区的脱贫起到了重大作用，然而，为了尽快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状态，

以捐钱捐物为特征的对口支援是不够的，还应帮助贫困人口提高文化科技素质，

为其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加大支援项目的科技含量等等。在扶贫内容上可

适当扩大其外延，例如，配合当地妇联、团委、学校等部门，实施“春蕾计划”、

“星火计划”等等。提升对口支援的内涵和外延，从深层上开展扶贫工作，为培

育贫困地区自我发展机制打下基础。  

（ 3）继续发扬光大“黔江精神”。“黔江精神”的核心是苦干实干，党的十五届三

中全会《决定》指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巩固扶贫成果，根本改变贫困地

区面貌，仍是一项长期任务。”对贫困地区来说，要稳定与持久脱贫，并根除造成

贫困的原因，必然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没有苦干实干精神是不行的，因而继续

发扬光大“黔江精神”就成为一项长期任务。  

2．经济环境与条件的再认识  
（ 1）渝怀铁路的修建，将带动黔江地区经济大发展。渝怀铁路已确定于 2000 年

修建，这一条横贯酉阳、秀山的交通线一旦形成，将极大地改善黔江地区的面貌。

第一，基础设施的严重滞后，造成黔江地区的封闭，渝怀铁路的修建，打通了与

重庆、湖南、湖北等外界的通道，使封闭的黔江变为开放的黔江，为其招商引资

奠定了基础。第二，黔江地区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但由于交通闭塞难以开发利

用，渝怀路的修建将使潜在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这无疑将极大地提

高其经济实力。第三，渝怀路静态投资为 400 亿，黔江境内的渝怀路段必然由黔

江自己兴建，这将促进“三产”发展，拉动地区内需的增长。第四，渝怀线是联

系重庆与湖南的纽带，两地的经济沟通以及物资流、人才流，需经黔江中转，这

将增加两地投资者的吸引力。第五，由于上述原因，地处渝、湘、鄂三地交界的

黔江，也将成为三地的投资热土。  

（ 2）黔江地区将成为武陵山区经济开发的中心和经济增长极。在武陵山区的六地

州市中，目前湘西州的经济实力最好，黔江地区次之，但对六个地州市综合实力

对比研究后，湘西州将逐渐失去经济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黔江地区，其最主

要原因就是上面所列的渝怀线修建后的五点理由。渝怀线修建后必然在铁路沿形

成一个新的经济带，在这新的经济带中，由于黔江自然资源的优势和经济发展的

加快，将成为武陵山区开发中心和经济增长极。  

3、自然环境与条件的再认识  
（ 1）西部大开发将带动黔江自然资源的开发。西部地区是我国的自然资源最丰富

的地区，因此，西部大开发必然把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列为重点。黔江因其汞、锰、

镁、铝等储量在全国位居前列，极有可能成为重点开发项目之一。实践证明，在

贫困地区只要有一项大型的尤其是国家或省市主持的自然资源开发项目，将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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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起着巨大的经济牵动作用，甚至对该地区的脱贫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怎

样在西部大开发中争取上一、两项大型项目，应该成为黔江地区的一个战略任务

去考虑。  

（ 2）乘渝怀路修建东风，加快交通建设。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通讯、能源等发

展的滞后，是制约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十多年来，黔江地区对

此下了很大决心，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改善，当前，应乘渝怀路修建的大好时机，

大力发展公、铁、水、航立体交通网络，营造一个快捷、畅通的交通环境，优化

区位条件，增强对外开放的吸引力。  

（ 3）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城市化水平。黔江地区城市化水平颇为偏低，地区内

不仅没有一个中等城市，五个县城的规模也偏小，甚至不及重庆郊区乡镇水平。

而小城镇的发展也严重滞后，规模小，数量也少。然而城镇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它既是大中城市现代工业文明向贫困农村的传递站，又是贫困农村产业化、商品

化的转换站。因此，怎样布局和发展黔江地区的城市化尤其是小城镇建设，应成

为深化扶贫工作的一个重点，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面向 21 世纪的黔江扶贫开发战略目标  
从现在起到 2010 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国家将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长江流域将和东部沿海地区共同成为中国经济的两大增长带，中国

将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变。在这一大背景中，黔江地区

扶贫开发战略的总体目标、战略思想、战略措施都需要重新加以确定，以适应变

化了的形势和促进黔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进步。  

黔江地区的扶贫目标的确定是由国家的总体目标所决定的。在 80 年代，根据我

国当时的基本国情和人民生活水平，国家确定的贫困标准是农民人均收入低于

200 元，人均占有粮食低于 300 公斤标准的县为贫困县，那时的标准简称为“ 2、

3 标准”。  

1993 年，国家确定了新的贫困标准，即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 300 元、人均占有

粮食低于 400 公斤的农户为贫困户。这一标准简称“ 3、 4 标准”。  

1995 年，根据“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国家确定了“八七”扶贫新标准，即农

民人均纯收入低于 500 元、人均粮食低于 400 公斤的农户为贫困户。此新标准简

称为“ 5、 4 标准”。由于 400 公斤粮食被人们习惯说成 800 斤，这一标准在重庆

又称之为“ 5、 8 标准”。  

从上述国定贫困标准的变化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农村扶贫工作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动态的，是随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不

断变化的、提高的。  

第二，农民人均 500 元纯收入、人均占有粮食 400 公斤的标准是一定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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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农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标准，是解决渴饱的标准，即使达到了这个标准，农

民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而没有能力进行资本积累，购置新的生产资料去解决发

展问题，由于全社会经济在进步，如果满足于这个标准，几年之后，那些已经脱

贫的农民就会再度成为扶贫的对象。  

从 1997 年到 2000 年，重庆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支

出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1997 1998 1999 2000 

镇城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323 5467 5940 6360 

农 纯村居民人均 收入  1643 1720 1740 1810 

镇 费城 居民人均消 支出  4845 4895 5429 6080 

农 费村居民人均消 支出  1390 1343 1359 1389 

注： 1999 年和 2000 为 预 测 值年 。  
                                       

从上表可以看出，黔江地区贫困人口达标的纯收入不到重庆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的三分之一。这样低的收入水平既不能扩大农村有效需求，更不能进行资本积累，

只能重复几千年来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第三，上述标准是以增粮增收为目标的扶贫战略，没有涉及贫困地区发展的环

境条件。从 21 世纪中国发展的趋势来看，扶贫开发战略的根本目标是改善贫困地

区的整体环境，由治标向治本转化。  

因此，黔江地区面向 21 世纪的扶贫开发战略目标，从量的方面看，它应当与重

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大幅度提高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从质的方面看，它

不仅单指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指生产条件和整体发展环境的改善。  

根据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预测，从 2001 年到 2010 年，城镇居民

收入年均增长 14%，到 2010 年达到 29580 元；农民人均年增长 12%，到 2010 年

达到 7300 元。  

从 2000 年到 2010 年，重庆市 GDP 按年均增长 10%预测如下（按 1995 年价计

算）： 

年份  人口（万人） GDP 亿（ 元）  人均 GDP（元） 
2000 3124 1703 5450 
2001 3143 1873 5960 
2002 2161 2060 6516 
2003 3180 2266 7125 
2004 3199 2493 7791 
2005 3219 2742 8519 
2006 3238 3016 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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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3257 3318 10186 
2008 3277 3650 11137 
2009 3297 4015 12178 
2010 3316 4416 13316 

 

黔江地区扶贫开发的战略目标应当与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农村贫困

人口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应当低于同期重庆市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从 2001

年到 2010 年，重庆市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年增长速度最低应是 12%，因此，黔江

地区贫困人口越温达标以后纯收入的年增长速度最低应是 12%。如果低于这个速

度，黔江地区的相对贫困化会进一步加剧，不仅和东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

产条件产生巨大差距，而且与重庆市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也会产生巨

大差距。即使按年增长 12%的速度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到 2010 年，黔江地区贫

困人口的收入也只有 1553 元，而那时重庆市农村人均纯收入是 7300 元，仍为重

庆市农民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弱。由此可见，必须提高黔江地区贫困人口的收入

增长速度。我们按年增长 12%、 15%、 18%做了如下方案预测：  

                                       单位：元   
年   份  低方案 12% 中方案 15% 高方案 18% 

2000 500 500 500 
2001 560 575 590 
2002 627.2 661.25 696 
2003 702.46 760.48 821.5 
2004 786.76 874.5 969 
2005 881.17 1005.7 1144 
2006 786.91 1156.5 1350 
2007 1105.34 1330 1593 
2008 1237.98 1529.5 1880 
2009 1386.54 1758.9 2218 
2010 1552.92 2022.78 2617 

 
从黔江地区的自然条件、区域基础和发展潜力来看，黔江地区贫困人口在稳定

占有年人均 400 公斤粮食的基础上，人均纯收入按 15%的速度递增是可能的。也

就是说，黔江地区贫困人口的人均纯收入在 2005 年达到 1150 元，在 2010 年达到

2600 元左右应作为黔江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在 21 世纪的战略目标，只有贫困人口

的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2600 元左右，黔江地区的贫困人口才初步具有了自我发展农

村商品经济的能力，才可以对生产条件作初步改善。即使这样，黔江地区贫困人

口的年均纯收入也仅相当于重庆市农村居民 2001 年左右的平均水平，比重庆市农

村居民的平均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落后 8—10 年。但达到人均 2600 元纯收入的水

平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它表明黔江地区的扶贫工作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

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必须实行新的发展战略思

想，才能实现加速和跳跃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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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黔江扶贫开发战略的经验总结与新的扶贫方略  
1、过去的宝贵经验  

黔江开发区在过去的扶贫战略中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扶贫方式和措施，需要在 21

世纪继续坚持和发扬。主要经验和措施有：  

（ 1）科教扶贫；（ 2）对口扶贫；（ 3）资金扶贫；（ 4）产业化扶贫；（ 5）政策扶贫；

（ 6）扶贫到户。这些方式还应发扬光大。  

2 贫、新的扶 方略  
（ 1）以政府主导型向农民自主脱贫型转变，将政府扶持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为了加快少数民族贫困山区的脱贫进程，必须树立以增强“造血功能”和启动

内在活力为中心的、依靠农民自主脱贫的新扶贫战略观。其具体设想和思路是：

鼓励贫困人口自主向市场寻找项目，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通过

小额信贷方式扶持贫困人口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  

（ 2）扶贫战略思想应由片面上“五小”工业项目向农产品加工项目转变，将工业

化进程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紧密结合起来。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部分人在扶贫中指望靠大工业项目和五小工业项目，离

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状况搞工业化迅速致富，事实证明，这一经济发展路径对

于贫困地区是不适宜的。贫困地区最短缺的要素就是资金，表现在贫困地区的工

业化初期尤其突出。即使勉强上不合实际的工业项目，也由于资金匮乏只能上一

些产业层次低、污染大、能耗高、效益差的项目，这些项目往往是开工之时，就

是产品无市场停产关门之日。工业化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经济范畴。黔江山区有

丰富的农副产品、中药材资源，农产品通过初加工即能增值。如果认真研究市场

需求，大力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高科技为手段，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精

加工，极大地提高农产品加工的科技含量，通过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加工系列占领

市场，就能巩固扶贫成果。  

（ 3）扶贫战略思想要从单一模式扶贫向分类指导扶贫转变。  

黔江开发区对贫困山区的扶贫主要集中在农业项目，应该说这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选择。面向 21 世纪的扶贫战略思想应在肯定过去成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农户

分类指导，使之脱贫。对于那些家有重病人或先天有残疾的贫困户，使用传统的

模式很难脱贫。对于这些贫困户，有的应使用民政救济，有的则要动员其搬出自

然条件恶劣，无论如何“输血”都无法脱贫的地区，实行外迁式扶贫。黔江地区

应重视人口城市化潮流，可以设想，如果黔江开发区每个县城建成 20 万人口的小

城市，在 319 国道和渝怀铁路沿线建成一批星罗棋布的 1—5 万人口的集镇，黔江

开发区的贫困面貌将极大改变。  

（ 4）新的扶贫方略应高度重视产业结构调整。  

黔江开发区的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在发展区域特色产品，以名优特新、无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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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色食品及加工系列占领市场，把黔江建设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绿色食品基地，

致富农民。  

（ 5）新的扶贫方略应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即将开工建设的渝怀铁路将给黔江开发区的扶贫方略注入新的内容。随着渝怀

铁路的开工建设，其民工的组织、建筑材料的需求、筑路民工的生活消费，都将

给扶贫攻坚带来很多机遇。新的车站崛起、交通枢纽的出现，可以同时产生众多

的商业机会，都可能对黔江开发区扶贫方略注入一些新的内容。黔江地区应抓住

渝怀铁路建设这一机遇，将小城镇建设、市场网络建设、乡村公路和通讯建设等

基础设施配套与渝怀铁路建设结合起来，改变黔江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促

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使黔江地区的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六、需要进一步落实和调整的政策  
加强黔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树立新的扶贫战略思想，除了需要进一步落实

已经出台和执行的各项政策外，还需要制定一批新的政策。主要内容如下：  

1、扶贫资金的使用在政策上向农户倾斜  
开发和治理贫困山区，既要富民又要富县。但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要认识到

富民是基础，是目的。在现阶段，黔江地区的县穷、乡穷、农户也穷。在这种情

况下，首先是富民，然后是富乡、富县，应当把有限的资金绝大部分用于扶持千

家万户都能自主选择、自主经营的短、平、快项目上，在农产品深加工上做文章，

把解决温饱问题与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兴办一些能带动广大农户脱贫致

富的农业产业化项目。  

2、解放思想，在贫困山区允许和鼓励创办各种类型的经济特区和开发试验区，出

台鼓励人才、物资、技术、资金流入贫困山区政策。  

创办经济特区是世界各国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不仅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

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而且对贫困山区开发也有重大现实意义。根据大西南战

略研究协作中心的研究成果，可以试办以下几类经济特区或经济开发试验区：  

（ 1）资源开发特区。适合于自然资源丰富，分布集中的少数民族山区。通过特区

实行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投资，对贫困山区的丰富自然资源进行加工、转化，

促进当地发展。  

（ 2）生态建设试验区。适合于生态状况恶化，退耕还林量大面广的山区。通过生

态开发区、试验区的优惠政策和管理，使当地经济得到发展。例如，贵族省毕节

地区就经中央批准建立了资源开发与生态建设试验区。  

（ 3）扶贫性特区。适合于集中连片的特困山区，实行特殊的政策和管理体制，加

速当地经济发展。从黔江的情况看，地处武陵山区，而武陵山区本身就是一个集

中连片的贫困山区，极有条件争取中央批准成为扶贫性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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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边境贸易特区。黔江地区的秀山县地处湘西、鄂西、黔东北的四省区、市结

合部，历史上就有开展边境贸易的传统，当地自然条件优越，八百里平川，气候

湿热，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极有条件建立边贸特区。边贸特区对于黔江和周边

地区的贫困人口将会发生强烈的市场导向作用，引导贫困山区农民发展市场需求

的经济。  

（ 5）综合型经济特区。综合型经济特区比专门性经济特区的要求高，实行全方位

对外开放和特殊的优惠政策与管理。创办综合型特区对人员的素质要求甚高，需

要较多的投入，但它的作用也更大、更广泛。  

3、放宽土地和户口政策，鼓励贫困山区的农民向小城镇集中，加快城市化

步伐  
黔江地区到 1999 年底尚有 66 万人口未过温饱指标，其中生存环境恶劣的人口

达 25 万之多，丧失劳动能力的也高达 18 万人，从黔江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城

市化水平非常低。将城市化水平提高到 35%—40%是 21 世纪初叶重庆市城市化的

目标之一。对于那些生存环境恶劣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他们的脱贫应采取外迁

式脱贫的方式，鼓励他们到小城市和小城镇去生活和发展。可以考虑成建制地将

一些生态条件恶劣的村迁移到城镇来，政府给他们以适当补贴，帮助他们从第一

产业转向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来。这也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客观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