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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脱贫奇迹”看中国制度优势

张 聪

( 哈尔滨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6)

摘 要: 中国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脱贫奇迹”，创造了人类减贫历史上的丰碑。摆脱贫困是古今中外的

发展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生动的脱贫实践向全世界、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宣告了中国制度优越性: 社会主

义道路是中国减贫的实践逻辑，党的全面领导是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脱贫的价值逻辑。
实践证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完全依靠人民力量，从减贫到扶贫再到脱贫全过程，向全世界

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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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脱贫奇迹”，无论是脱贫力度，还是

脱贫速度和效度，都堪称首屈一指的世界壮举。
就力度而言，减贫人数让世界瞩目。新中国建立

伊始，几乎全体人民都劳苦于贫困之中。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党中央推进的扶贫工作

过程中逐渐富起来。但是，直到 2012 年中国仍

有近 1 亿贫困人口，人数之多和覆盖地区之广

都堪称世界各国减贫事业的世纪难题。2012 年

脱贫攻坚战正式打响，2021 年年初，“现行标准

下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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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累

计脱贫人数高于欧洲大国德国的人口总数。目

前，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实现了全体人民脱

贫的壮举。就速度而言，减贫速度让中国蜕变。
中国的扶贫事业曾出现过两种困境: 一是贫困

人口数量按当时的扶贫标准停滞不减，二是贫

困县的数量只增不减。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

把脱贫攻坚作为底线任务，在独创性的举措下

连续 8 年递交了每年减贫 1000 万人以上的优秀

成绩单，几 乎 每 分 钟 就 有 20 多 个 中 国 人 过 上

“两不愁三保障”的好日子。即使在 2020 年新

冠疫情和洪涝灾害的严峻挑战下，中国仍然如

期完成了全体脱贫的目标，成为第一个实现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在人类 反 贫 困 斗 争 的 历 史 上 刻 下 了 一 座 里 程

碑。就效度而言，脱贫效度让人民满意。“2013
年至 2019 年，832 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 6079 元增加到 11567 元，年均增长9．7%。
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 2015 年的

3416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9808 元，年均增幅 30．
2%。”［2］与此同时，国家重点推动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的提档升级，因为中国的脱贫不只是简单

提高贫困地区和人均收入，而是全面改善人民

生活水平的全面脱贫。2015 年年底，最后一个

无电村的用电问题彻底解决，中国真正实现了

村村通电的梦想，而此时全球还有 11 亿无电人

口。截至 2018 年，全国已建成 1100 多万处供水

工程，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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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解决。新改建农村公路 110 万公里，新增铁

路里程 3．5 万公里”［1］，6 亿农民实现了出行是

“硬化路”和“上客车”的梦想。纵观历史，中国

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从减贫到扶贫再到脱贫

的举世创举，再一次向全世界呈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减贫的实践逻辑

“使 所 有 劳 动 者 过 最 美 好、最 幸 福 的 生

活”［3］，是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制度的

本质所在。实质上，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奴
隶制度都是建立在经济剥削基础之上的社会制

度，即使是发达国家的富裕也存在贫富差距的

社会问题，但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并非资本

主义国家的追求。全球新冠疫情暴发，西方国

家对于所有人的生命都不能平等保护，更遑论

为所有人的富裕而发展和奋斗，这也深刻表明

了资本主义的虚伪和无力。而对比中国，在社

会主义道路上奋斗的 70 多年，让 8 亿人摆脱贫

困，实现了全体人民走出贫困的伟大壮举。义

无反顾并且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是社会主义

道路决定的。中国的脱贫奇迹正以生动的实践

向全世界、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宣告社会主义道

路的制度优越性。
( 一) 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课题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

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1］。消除贫困，是

全人类难以攻克的巨大挑战，也是中华民族自

古以来孜孜以求的夙愿。然而，中国古代历史

上几乎没有彻底消除贫困的“盛世”。历经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百年之久的中华民族，在新中

国成立前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随处

可见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贫民。中国共产党

是探索和开创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力量，一直

把消除贫困作为现实课题贯穿于社会主义实践

的始末。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求救亡图存

的道路中，就已经萌生“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

给，得最大的幸福”的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分阶段深入开展

土地革命，着力解决和改善农民的贫困问题，把

农民的生存问题作为迫切的革命任务。某种意

义上讲，这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早期探索，而赢得

民心顺应民意正是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所在，

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新中国成

立后，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式向贫困宣

战，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消除不平等的社会

结构，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确立了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为消除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奠定了

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团结带领

全国人民分阶段开展有规模的扶贫开发，致力

于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消除贫困。中共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起了人类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全体人民摆脱

贫困的人间奇迹。百年红色征程，中国共产党

一直把消除贫困作为奋斗目标，一代代共产党

人带领全国人民付之以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对

抗贫困。2021 年 中 国 向 全 世 界 宣 告 脱 贫 攻 坚

战，如期取得全面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再一次用

事实诠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二)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

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

动。”［4］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是未来

社会的重要特征，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特征。1985 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工

作会议上，邓小平强调“共同富裕”是必须坚持

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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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共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共同富裕”成为报 告 中 的 高 频 词 汇。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继续向共同富裕

前进，以实施精准扶贫、消除贫困作为共同富裕

的基础，以发展为动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以

“共享”理念充分体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彰显了

社会主义的核心本质特征。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中共十九届四中全

会把“走共同富裕道路”列为中国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中共十九届五中

全会明确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融

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中，要求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宣告全体人民脱贫的

基础上，2021 年政府报告中再一次重申“持续增

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

义道路优势的连续性体现。如今，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踏上新征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

更重要的位置，指引党带领人民向着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目标接续奋斗。
·03·



( 三) 人民幸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目标追求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简

洁而又深刻的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

之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人民幸福依然是中国

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6］。经过新中

国 70 多年的持续奋斗，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

的攻坚克难持续发展，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攀升，

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与此同时，中国在发展中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不断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新时代的奋斗目标。中共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以问题为导向，以全民幸福为政绩，持续推进脱贫

攻坚战、深化改革促发展、全面从严治党，以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基础，奋力实现“两个一百

年”目标。2020 年的 3 月，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巨大困难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仍然铿锵有力地

讲道:“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

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2］中国共产

党坚持“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带领全

国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向前发展，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根本追求。

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精准扶贫
的治理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贯穿脱贫攻坚战始

终，不仅体现在领航掌舵的宏观布局，更体现在扎

实有力的举措落实，为中国摆脱贫困提供了坚强

的政治保障。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其中第

一条即是“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障”［7］。这

一论断其根本来源于两个方面: 其一，纵观世界各

大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把消除贫困作为己任; 其

二，纵观国内民主党派，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消

除贫困，从始至终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矢志不

渝的追求和使命。中国脱贫攻坚战能够如期完

成，是 9000 多万共产党员舍生忘死扛起使命的真

实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兑现庄严承诺最

有说服力的实际行动。从纵向看，从推翻压在穷

苦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到探索和确

立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制度，再到为走

向共同富裕不断摆脱贫困的接续奋斗，脱贫攻坚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底线任务取得了全面胜利。从

横向看，从扶贫开发工作，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再到坚决实现全面脱贫，这是中国在共产党的带

领下最终完成的有益于全人类的伟业。正是在党

的全面领导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破解了中国的

贫困难题，宏观布局的伟大决策绘就了消除贫困

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最终战胜了困扰人类千年的

生存和发展问题。
( 一) 宏观布局，绘就脱贫蓝图

中国共产党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

在新中国成立后带领人民全面持续向贫困宣战，

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宏观布局协调各方，与时

俱进谋局定策。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实践

中不断推进扶贫事业的创新，最终绘就了宏伟的

中国独创性“脱贫蓝图”。
1．持续奋斗扶贫开发事业

解决全体人民温饱、持续改善民生、实现共同

富裕，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事

业。在新中国扶贫政策的历程中，虽然学术界对

于扶贫政策的阶段划分并不一致，但是扶贫开发

事业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内容，是中国

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不因发

展阶段的改变而改变，不因核心领导人的更迭而

停滞或中断。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几十年，在中

国共产党带领下，实现了七亿多农村贫困人口脱

贫。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扶贫开发从此进入

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

提出，“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

标”，比联合国制定的减贫目标整整提前了十年。
中共十九大把“打赢脱贫攻坚战”写入三大攻坚

战之中，把全体人民的脱贫当成一场战役，让世界

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扶贫、脱贫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2．循序渐进深化扶贫举措

新中国的扶贫政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

标同频共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道

路上提速增质。改革开放前，中国主要实行物资、
人力、财政及技术上的支持，逐步从单一性到区域

性又到全国性进行救济式扶贫。20 世纪 90 年

代，伴随全体人民温饱目标的实现，中国开始实行

参与式帮扶，扶贫主体从国家扩展到省和市。进

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基本解决了贫

困人口的生存问题，面对城乡差距拉大的现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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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国扶贫政策主要向农村贫困人口倾斜。中

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脱贫攻坚的全新阶段，脱

贫攻坚全面打响。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将“扶贫

攻坚”改为“脱贫攻坚”，一系列部署紧锣密鼓地

相继展开。从“扶”到“脱”一字之变，意味着扶

贫任 务 的 艰 巨，也 意 味 着 脱 贫 必 胜 的 决 心。
2015 年，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号召，2016 年颁布的《“十三五”脱贫

攻坚规划》，为脱贫攻坚战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

图，构建了全面联动的贫困治理体系。脱贫攻坚

的八年中，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七场专

题座谈会，每次座谈会的主题都直抵当时突出的

矛盾和难题，层层深入步步攻坚，并随之落地配套

政策深化扶贫举措，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指引着方

向，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聚焦重点攻克扶贫难关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发生率降到 10%
以下时，减贫就进入到“最艰难阶段”; 当贫困发

生率降到 3%以下时，减贫就进入到“难中难阶

段”。按此标准，2012 年年底的中国贫困发生率

正好为 10%，中国共产党向贫困发起了总攻，迎

难而上连续每年减少 1000 万以上贫困人口; 2017
年年底的中国贫困发生率接近 3%，剩余贫困人

口或重疾或无生存技能，中国共产党向贫困发起

冲锋，终于在攻坚克难中如期实现目标。2017 年

脱贫攻坚进入难中之难的时期，覆盖中国西北、西
南最险峻、最高寒的“三区三州”是中国贫困发生

率最高的地区，其成为主战场。《关于支持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印发之后，国家

相继形成一整套系统性的扶持政策，向深度贫困

地区聚焦，集中力量解决这些地区社会文明程度

低、群众受教育水平低等突出的现实难题。2017
年 11 月，中国扶贫史上首次出现了“三区三州”
所在六省区负责人单独向中央作专项汇报的场

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的较真碰硬“督”和各省市区凝心聚力

“战”的合力中，深度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打

赢了中国减贫史上最艰巨的战役，全体深度贫困

地区群众实现“一步千年”的历史跨越，同全国人

民共同享有美好生活。
( 二) 精准施策，绘就扶贫良计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扶贫开发推进到

今天这个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

在于精准”。“精准”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脱贫攻坚最显著的特征，更是中国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策。中共十八大之前，中

国扶贫开发的历史分为两个 阶 段: 1986—2000
年，中国以县为单位开展扶贫工作; 2001—2012
年，扶贫工作以村为单位展开。但是无论是以

县为单位，还是以村为单位，都存在靶向不够精

准的致命问题，即扶贫对象不精准、扶贫措施不

对症，致使剩余贫困人口脱贫艰难。中共十八

大之后，自 2013 年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一

场摆脱贫困的攻坚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打响。
随着“精准扶贫”逐步深化和持续扩展，2015 年

正式提出“精准脱贫”，这是中国共产党为消灭

最后的贫困存量在扶贫开发模式上的一种独创

性的创新。实践证明，“精准”让消除贫困的靶

心更准确，脱贫的成效更扎实。
1．“六个精准”预判扶贫思路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面对千差万别的致贫

原因，针对如何推进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的难

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破解

之策。2015 年“六个精准”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

要求正式提出，为精准扶贫指明了主攻和前进的

方向。实行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

到户、因村派人和脱贫成效六个维度的精准，系统

回答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和“如何退”
四个关键问题，真正体现“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

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的精准，真

正实现了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扶贫方式的转

变。在“六个精准”的方法论指导下，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中国减贫

事业中最生动的运用、最鲜活的体现，成功开辟了

独具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扶贫道路。
2．“五个一批”定位扶贫路径

锁定扶贫对象并找准贫穷根源，精准扶贫踏

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而接下来的“怎么扶”更为关

键。当脱贫攻坚进行到一定程度，剩余存量的贫

困人口都是困中之困，不仅贫困程度较深，而且分

散在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信息闭塞的落后地区，严

重缺乏自身发展能力，因此，脱贫的成本和难度都

前所未有。面对中国贫困类型多样、贫困人口众

多等复杂的现实国情，为了如期完成脱贫的艰巨

任务，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通过发展生

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

的“五个一批”实现脱贫目标。至此，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中国路径日臻成熟。在中共十八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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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将“五个一批”的

脱贫方式进行了任务分解。随后“五个一批”成

为中国全方位根治“穷病”、辨“症”施策的一剂

良方。
3．“四个创新”构建扶贫机制

在精准施策的指导思想背景下，中国的扶贫

构建出全新的扶贫机制，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的

创新: 其一，创新扶贫开发的路径，从大水漫灌转

变为精准滴灌，分析帮扶需求再实事求是地制定

帮扶措施，坚持因人因地、因贫困和类型施策的原

则，最终达到脱贫的成效。其二，创新扶贫开发的

资源利用方式，从多头分散转变为统筹集中，结束

了以往项目安排不精准、资金难以落地的窘迫状

态。其三，创新扶贫的开发模式，从输血式扶贫转

变为造血式扶贫，激发人民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

推进贫困地区脱贫的进度。其四，创新扶贫的考

评体系，从注重考评生产总值转变为着重考评脱

贫实效，实行史上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建立严

格、规范、透明的贫困退出机制，真正脚踏实地的

做到真扶贫、真脱贫，把脱贫质量放在首位，保障

脱贫成效经得起考验，贫困群众真正收获幸福感。
“四个创新”有力激发了贫困地区的内在发展动

力，实现了从“别人扶贫”到“自己致富”的转变。
( 三) 合力攻坚，汇聚扶贫力量

1．信念启蒙唤醒扶贫决心

“久困于穷，安于贫困”，这是很多深度贫困

地区人民的常态，说到底是祖祖辈辈在贫穷挣扎

中丧失了对抗贫困走向富裕的信念。2012 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阜平的讲话中明确脱贫攻坚的信心

和目标。“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给了贫困人

口以信念，“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目标给了贫困

人口努力的方向。可以说，这次讲话最重要意义

就在于点亮了贫困人口的脱贫信念，坚定了贫困

人口的脱贫决心。在脱贫的战场上，无数扶贫干

部和扶贫科技工作者用信念传递信念，用行动筑

牢信念，用生命守护信念，真正把“论文”写在祖

国贫困山区，带领穷困的人们真正摆脱了精神上

的贫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赢脱贫攻坚战更

是对贫困人口的一场信念启蒙运动。一个个贫困

地区陆续脱贫的生动实践证明，在信念启蒙的觉

醒下，在实践成绩的说服下，久困于穷的人们经历

了一场思想洗礼，终于坚定了脱贫致富的决心。
他们相信扶贫干部，配合扶贫措施，在依托精准扶

贫又依靠自力更生的道路上，终于打败贫困，创造

了幸福的美好生活。
2．集中优势凝聚扶贫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各方帮扶力度”，

中国的扶贫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合力攻坚。中华

民族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注入

动能，而这股力量主要来自东西部扶贫协作、定点

帮扶 和 全 社 会 参 与。其 一，东 西 部 扶 贫 协 作。
1996 年，党中央作出东西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

福建率先与宁夏结成了帮扶对子。电视剧《山海

情》真实重现了“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的西

海固在福建对口协助帮扶下从贫到富的变迁。此

后，中国构建了东部 9 省市 14 个城市帮扶中西部

14 个省区市的格局模式，确定了东部 343 个经济

较发达县市区结对西部 573 个贫困县，为西部贫

困地区注入了脱贫的强劲的力量和信心。其二，

以中央单位和军队为主的定点扶贫。在中国精准

扶贫的战役中，中央单位立足行业资源优势，从制

度层面把脉设计，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政策支撑，而

他们的定点帮扶，又让一项项政策释放出了最大

效能。截至 2012 年，中央单位已经实现了对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全部定点扶贫。另外，全

军定点帮扶发挥了兵民优势，就近就地定点帮扶

革命老区、民族边疆地区和深度贫困特困地区的

4100 个贫困村，助力贫困乡亲开启新生活。其

三，各行各业的全社会参与。在党中央的号召下，

中央企业各展所长不断改善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

设施建设，国有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搭建扶贫平台，

民营企业在“万企帮万村”行动中成为积极贡献

的力量，开辟了民营企业扶贫的中国道路。中国

特色的扶贫开发事业，是集中优势凝聚扶贫力量

的合力攻坚战，始终彰显着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3．强化责任确保扶贫效度

正所谓“上下同欲者胜”，中国在党中央领导

下，构建了“五级书记抓扶贫”的严密组织体系，

形成坚强的政治保证以确保扶贫效度。2015 年，

共计中 西 部 22 个 省 区 市 向 中 央 签 署 了“责 任

状”，随后省区市县乡各级党委政府通过层层签

订脱贫攻坚责任书，并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的“不摘帽，不调离”的号召下，压实了县级一把

手的脱贫攻坚主体责任。由此，扶贫工作由五级

书记一起抓，强化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

落实的一体化管理体制，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党政一把手直接负责的重大工程。另外，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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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考核办法》的要

求，22 个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每

年接受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此后每年政治

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都认真听取汇报和审核结

果。立导向、严规矩，在党领导下强化责任制度

下，脱贫攻坚战终于攻城拔寨，实现了“扶真贫，

真扶贫”。

三、以人民为中心: 全面脱贫的价值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无产

阶级利益的代表，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根植人民、造福人民”
的原则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不断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历史是一部带领人民不断摆脱贫困的奋斗

史: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强调“只有人民，才

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

平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执

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以人为

本”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的基本价值遵循。一个政党的政绩可以从

多方面体现，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坚持以为民造福

为政绩。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这场攻

坚战，以保障人民的生存权为基本目标，以扶志和

扶智助力人民的发展权，以“共享”理念保障人民

的公平权。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是中国共产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写照，“以人民为中

心”是中国共产党在脱贫攻坚战中一以贯之的价

值逻辑。
( 一) 生命是最大人权，保障人民的生存权

人权是指在社会制度下人类应该享有的最基

本权利，生命是人类存在之本，不能保障人民的生

命权根本无从谈起人权。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的

生命视为最大的人权，在各种困难坎坷中人的生

命显得脆弱无力，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用鲜血

甚至生命守护人民的生命，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

多达 1800 多名党员同志将生命永远静止在了战

斗的地方，只为保障贫困群众的生存权。首先，满

足贫困人口的生存需要。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论，满足人类吃和穿是最基础的生理需要，而中国

脱贫基本目标“两不愁三保障”首先就是保障贫

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如期实现了贫困人口的人

均收入的大幅提高和满足吃和穿的基本生存需要

的目标。其次，实现贫困人口的生存保障。解决

了贫困人口温饱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逐步转

向贫困人口的健康、教育和住房安全的更高层次

保障，实现了从“温饱”走向“保障”的跨越式脱

贫。截至 2020 年年初，“近 2000 多万贫困患者得

到分类救治，2400 多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拿到了

生活和护理补贴”［2］。在全国，960 多万贫困群众

搬进了新落成的 266 万多套住房，水、电、路、气、
网一应俱全。

( 二) 扶贫要智志双扶，注重人民的发展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既要扶智也要

扶志，既要输血更要造血”［8］。中国的脱贫致力

于激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发扬自力更生的

精神防止返贫。说到底，中国的扶贫事业是一

场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攻坚战。在波澜壮

阔的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教育扶贫一直作为重

要的发展路径之一，成为彻底斩断贫困代际传

递的根本之策。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向中

西部地区累计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高达 1312 亿元，并着重向深度贫困特困地区进

行适度倾斜投入。2016 年《教育脱贫攻坚“十

三五”规划》以“精确瞄准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

贫困群 体”为 重 点 全 面 启 动，坚 决 落 实 基 础 教

育，鼓励 开 展 职 业 教 育，积 极 提 高 就 业 创 业 能

力。截至 2020 年底，全国 20 万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的辍学学生实现了义务教育的全面保障，全

国 800 多万贫困家庭未就业的初高中毕业生全

部得到职业教育免费的实惠。贫困群众尤其是

深度贫困群众通过教育实现了智慧与志气的双

提升，从根源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播，开启全新

美好的新生活。当前，全体人民脱贫的目标已

经实现，如何有效带领脱贫人口致富，如何有效

防止脱 贫 人 口 返 贫，成 为 新 征 程 上 的 新 课 题。
注重人民的发展权，激发人民内生动力，依靠人

民发挥才智，团结人民共同奋斗，是真正摆脱贫

困、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 三) 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人民的公平权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以人民为中

心为根本立场的新发展理念，其中明确而详尽地

论述了“共享”理念: “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9］“让广

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集中体现。”［10］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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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解

决社会公平的发展理念，是体现效率与公平统

一的过程。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温饱到脱贫、从总

体小康到全面小康，深刻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

效率逻辑与中国扶贫公平逻辑的统一，中国经

济增长与人民共享从不矛盾。脱贫攻坚中公平

权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全体脱贫，二是全面脱

贫。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引发社会问题

的根源，中国的脱贫从一开始就坚持联合国的

“多维贫困指标”，囊括了教育、医疗和生活水平

多个维度。目前，全体贫困人口实现了“两不愁

三保障”，与此同时，“两不愁”质量在提升，“三

保障”突出的问题得到总体解决，人民的公平权

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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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a＇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from
“The Miracle of Poverty Eradication”

ZHANG Cong

( School of Marxism，Harbin University，Harbin 150086，China)

Abstract: At the time of the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general secre-
tary Xi Jinping solemnly declared to the world that“China’s victory in poverty eradication has won a compre-
hensive victory”． China has created a miracle of poverty eradication that has attracted the world’s attention，

and has created a monument to the history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mankind． Getting rid of poverty is a develop-
ment problem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countrie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nounces the superiority
of China’s institutions with vivid practice to the whole world，the whole society and the whole people: the so-
cialist road i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is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and the concept of taking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is the value logic of get-
ting rid of poverty comprehensively．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under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hinese people rely entirely on the strength of themselves，and present the remarkable advan-
tages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whole process from poverty reduction to poverty relief
and the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he world．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iracle of poverty eradication;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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