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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人类发展史上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持续与贫困作斗争。70年的上下

求索，70年的砥砺前行，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 1］。在众多措施中，教育扶贫无疑是最具

先导性、关键性、长久性的，它在解决贫困代际传递中

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中国的扶贫模式也为世界脱贫实

践提供了特色样板。

教育扶贫政策是指国家为了解决贫困地区教育落

后、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旨在促

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

会公平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新中国教育扶贫政策意

味着政府不断关注教育扶贫工作的实际效果和存在的

问题，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改进，表明了国家在推动教育

公平、促进社会公正和减少贫困方面的决心和努力。同

时，教育扶贫政策也是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重

要举措，对于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需要进一步激发教育

对扶贫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规划和实施好更有针

对性、更加有效的教育扶贫政策；更好地解决城乡之间

的教育公平问题，从而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

效衔接。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在未来贫困治理实践中依

然具有重大意义。

一、新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教育扶贫政策经历了

多个阶段的发展演变。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布

的系列教育政策文件，并结合每个时期的主要任务、重

大事件及阶段特征等因素，可以将我国教育扶贫政策

的发展演变分为五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

事业正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发展百废待兴，教育事业也

处于萌芽状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障广大人民群

新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及未来展望 *

■胡建华，曾慧琳，廖恩鹏
摘 要：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教育扶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脱贫攻坚的强劲

支撑，也是后精准扶贫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战略的需要。新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经历了萌芽阶段、奠基阶段、发展阶

段、壮大阶段和成熟阶段，呈现出教育扶贫内容丰富化、主体社会化、对象精准化、方式多元化等特征。今后，教育

扶贫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应以人民为中心，贯彻以人为本原则；调动社会力量，构建多元主体格局；保障教育资源，

持续加大经费投入；优化政策结构，构建动态政策体系；完善监督体系，确保政府公平公正。

关键词：新中国教育扶贫政策；历史演变；以人为本；多元主体；精准扶贫

引用格式：胡建华，曾慧琳，廖恩鹏.新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及未来展望［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
（22）:19-25.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4-633X(2024)22-0019-07

第 44卷 （2024年）
第 22期 第 19-25页

Vol. 44 （2024）
No.22 P19-P25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Theory and Practice of Fducation



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 2024年

众的受教育权是最迫切的。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用最高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公民的受教育权，教育

领域开始集中力量普及大众教育，有效地促进了新中

国成立初期农村教育的发展，同时也缓解了农村的贫

困问题［ 2］；1951年，我国出台《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颁布的第一个学制，这一决

定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不均衡问题，有助

于减缓贫困的代际传递；1956年《关于扫除文盲的决

定》以及 1960年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均致力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这一举措既

减少了我国文盲的数量，也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

的整体贫困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教育工

作会议，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建设了一批重点

高等院校，大力开展扫盲运动，同时根据时代的发展

要求提出了不同的教育方针，指导我国各个阶段的

教育工作。在这一系列教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的扫

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民受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

得到了较大提升，教育事业的有序发展，促进了我国

经济的发展，逐步改变了我国贫穷落后的局面。虽然

这一时期我国还没有明确提出“教育扶贫”的概念，但

这些教育政策与扶贫工作联系紧密，大大改善了我国

一些地区的贫困问题。

（二）奠基阶段：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3年）
改革开放是我国现代化的转折点。1978年，教育

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重点强调了教育要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推行素质教育。会议还提出了要发展农村教育，加

大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努力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改

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深刻认识到教育在整个国家和

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并在此期间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

了响应“共同富裕”的号召，我国政府在各方面都做出

了不懈努力，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展开了一系列教

育扶贫工作，意在有效缩小我国城乡、区域之间的差

距，奠定了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基础。

这一时期，我国教育事业逐步被提升至国家战略

的重要位置。1980年，《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

见》明确提出：“少数民族建设需要培养多方面的人

才。”当时民族地区发展慢、起步晚、地处偏僻且交通不

发达，针对这一落后面貌，教育事业开始发挥作用。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

动员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地、有步骤地实

施九年义务教育，着重改善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

地区教育不发达的现状。1986年，全国通过《义务教育

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九年制义务教育，标志

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1年，

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职业技术人才和社会需要的劳动

力，大大促进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发展阶段：八七扶贫攻坚时期（1994-2000年）
1994年出台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

2000年）》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政策。该计划要求各级

政府和相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全面推

进扶贫工作，组织好贫困县的“燎原计划”，实现了从救

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内容全面，执行坚定，对

我国教育扶贫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1997年，中共十

五大进一步明确“要切实把教育放在发展的优先战略

地位，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稳步

发展高等教育”。随后出台的《关于贯彻十五届三中全

会精神促进教育为农业和农村工作服务的意见》，进

一步提到了教育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以

及农村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方向。这反映了国家对农村

教育的重视和对未来发展的规划，为贫困地区扶贫工

作注入了教育的持久力，进一步深化了教育事业改

革。我国的扶贫事业也在这一阶段取得了重大胜利，

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四）壮大阶段：新世纪发展之初（2001-2012年）
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以

下简称《纲要》）颁布开始，我国扶贫攻坚工作便进入了

新世纪扶贫阶段，教育扶贫政策也进入了新世纪发展

之初的壮大阶段。《纲要》指出了科学技术对扶贫工作

的重要性，强调农民应该掌握一门科学技术以适应未

来就业趋势；还要求进一步发展、巩固基础教育，把农

业与科教结合起来，做好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

育的统筹工作。《纲要》是我国新世纪之初关于扶贫工

作的重要文件之一，尤其关注贫困人口科技、文化素质

的提升，该举措被列为中国政府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

重要里程碑，提出了一系列扶贫开发的具体措施和工

作重点，旨在通过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农村

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目标。

2003年，我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

决定》的颁布，进一步推动了教育在提升劳动者素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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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方面的实施，促进各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对促进

贫困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机制的完善起到了重

要作用。之后，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培养少数民

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以及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计划

等教育政策陆续出台，可见，这一时期我国教育资源逐

渐向中西部以及贫困地区倾斜。与此同时，国家还颁布

了资金补助的相关政策，如 2005年的“两免一补”、

2007年的高校国家助学金，以及从 2009年下半年起，

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符合条件的学生逐步免除学费

等。这些政策的实行大大减轻了贫困家庭子女上学的

经济负担，有助于提高义务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等的入

学率，在新世纪扶贫工作中发挥了根本作用。

（五）成熟阶段：新时代精准扶贫时期（2013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进入了新时代，该时期扶贫

工作的重点在于力求精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

精确管理”。2013年，《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

出台，这是我国在新时代精准扶贫时期实施教育扶贫

的重要文件。2016年，我国发布《教育脱贫攻坚“十三

五”规划》，该文件明确要求各部门要分类施策，精准发

力，推进教育扶贫工作。在这个阶段，我国各项教育扶

贫政策陆续出台，教育扶贫亮点频出。

随后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

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

施方案（2018—2020年）》等文件，提出重点对流动、留

守、残疾、家庭经济困难适龄儿童少年与服刑人员未成

年子女进行跟踪监测［ 3］。2020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 2020年“教育扶贫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颁

布，明确政府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的学校

设施、提高教师素质、改善贫困地区学校基础设施和教

学条件等。通过以上政策、文件可知，随着我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教育扶贫政策的实践和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和完善。教育扶贫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对于实现教

育公平和消除贫困具有重要意义。消除贫困是全球共

同的目标，而教育扶贫政策的研究和实践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教育扶贫政策的研究和实

践任重道远，但也充满希望和机遇。

二、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特征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扶

贫的相关政策，不断丰富、完善教育扶贫的指导思想、

工作方式、执行手段等，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教

育扶贫政策体系［ 4］。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发布

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教育扶贫

政策演进具有以下特点。

（一）教育扶贫内容丰富化

我国的教育扶贫内容不断丰富，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到现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

主要任务是维持社会稳定、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对教

育的认识处于萌芽阶段。人们把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满

足生活基本需求，满足家庭短期温饱需求之后，已经

没有多余的资金，很快便再度陷入贫困。随着国家经

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教育事业的地位也逐渐提升。在

我国教育扶贫的初期，教育被视为帮助贫困地区和贫

困家庭摆脱贫困的有效手段。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把教

育当作重要的扶贫方式，通过投入资金、改善教育资

源、提高教育水平等措施来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 5］。

在当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具备全面素质的人才，

才能够适应多变的环境，具备跨领域的能力，也才能在

这样的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随着对教育扶贫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教育扶贫

开始追求公平正义。教育公平成为教育扶贫的核心内

容，不仅强调要提高教育资源的投入和教育水平，更要

关注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和教育质量的均衡发展。政

府和社会开始注重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环境，推动教

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公平享有

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教育扶贫内容的转变反映了我

国对教育扶贫的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也为我国教

育扶贫工作的不断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教育扶贫主体社会化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扶

贫主体主要是政府，比较单一，这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国情，在我国农村教育贫困治理初期取得了非常大

的成就［ 6］。但随着我国扶贫工作逐渐成熟，贫困的复

杂性问题陆续显现，如精准度不高、资源浪费、成本过

高等，这些问题表明多元主体共治可以更好地发挥各

方优势，形成合力，实现对贫困问题的全面治理，这种

治理模式能够更充分地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凝聚

更多的力量，形成社会共识，推动贫困治理工作向更深

入、更广泛的方向发展。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引导和鼓励社

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这说明国家已充分认识到社会

力量的重要性，于是其他社会组织都陆续参与进来，

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成为扶贫的重要主体。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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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扶贫工作中有其自身优势，可以适当弥补政府

单一主体财政资金方面的不足。实践表明，教育扶贫

主体的多元化可以为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带来更多

的资源和支持，从而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和贫困地区

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现如今，已有很多社会力量自发投

入到教育扶贫工作当中，通过捐款、捐物以及志愿服务

等方式，为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条件献出了自己的一

份力量。

（三）教育扶贫对象精准化

新中国成立之始，我国教育扶贫工作几乎覆盖全

国；到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教育扶贫开始呈现出区域性

特征，针对贫困落后地区进行整体性的重点扶持。到

21世纪初，国家一方面继续扶持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

的教育发展，另一方面开始重点关注特殊人群，如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农村留守儿童、失学

儿童等。这种精准化的扶贫模式可以确保资源精准地

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从而提高扶贫工作的效果和可

持续性。

从国家教育扶贫资助对象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

开展的是全民化、大众化的教育，旨在提高全民族的

素质和文化水平，扶贫对象几乎是整个国家的人民群

众。在教育扶贫发展过程中，政策不断优化，帮扶对象

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如贫困地区失学儿

童的“希望工程”、主要针对青壮年以及退伍士兵等群

体的“雨露计划”、覆盖整个农村教育发展的“燎原计

划”等。从这些帮扶及资助政策可以看出，我国的扶贫

对象越来越明确地向特殊个体转移，并不断向纵深发

展。教育扶贫对象的精准化，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贫困地

区学生的教育需求，促进了贫困地区教育的全面发展。

（四）教育扶贫方式多元化

在与贫困作斗争的过程中，国家对贫困的认识越

来越深刻，加上我国贫困问题比较复杂，使得扶贫方式

及手段也在不断地改进，越来越具有多元性，逐步实现

了单一治理模式向多元模式的转变：早期的教育扶贫政

策方式比较简单，更多地是通过提高整个国民素质的方

式来达到贫困治理的目的；后期教育扶贫工作开始根

据当地具体情况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当地教育的基础

条件，保证当地群众平等受教育的权益［ 4］。

这些政策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到了八七

扶贫攻坚时期，教育扶贫逐渐成为关键的扶贫措施，让

扶贫工作真正地从“输血”转变成“造血”。我国完成全

面脱贫目标后，教育扶贫政策越来越多元化、精准化。

多元化的教育扶贫政策可以有效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

配置，缩小城乡、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

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学生有机会享受到优质教育，培养

更多的人才，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可持续的

脱贫致富，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发

展和进步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未来展望
2020年我国完成了全面脱贫目标，实现了一次世

界瞩目的历史性壮举。教育扶贫是一项持久的事业，梳

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扶贫政策，总结提炼教育扶

贫经验，不仅可以促进下一阶段政策制定的完善，还可

以为全世界的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一）以人民为中心，贯彻以人为本原则

教育扶贫政策是国家为了解决贫困地区教育问题

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其核心目标是提高贫困地区居

民的受教育水平，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在贯彻教育扶贫

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关注贫困地

区居民的需求和利益，提供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教育支

持，确保政策得到有效实施并取得长期效果，促进贫困

地区教育的发展。

1.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均衡发展
在整个扶贫过程中，我国一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基、以人民为本，无论是物质扶贫还是精神扶

贫，都始终坚持想人民所想、思人民所思。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实施的各项减贫举措都是为了快速减少贫

困人口数量，将资金投入到贫困地区，对该地区的人民

直接给予资金上的帮助。从某种程度上看，该方式虽然

提升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却忽视了贫困人口

自身能力的发展。因此，在之后的扶贫道路上，我国开

始注重贫困户自身的发展，深入贯彻以人为本原则，密

切关注贫困地区的发展状况，工作重心由“资金输血”

转变至“自我造血”，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这

些教育政策的顺利实施使得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权得到

充分保障，进一步提升了贫困地区人口的整体受教育

水平，促进均衡发展。

2.尊重学生意愿，实现教育公平
教育扶贫的目的是帮助贫困地区的学生获得更好

的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和

生活质量。在贯彻教育扶贫政策时，应当充分尊重贫

困地区学生和家庭的需求和意愿，真正做到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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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确保贫困地区的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相对公平

的教育资源，消除因贫困而无法接受教育的现象；加

大对贫困地区学校的投入，改善教学设施和教学条

件，对其进行相关培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缩小区

域之间教育资源的差距；关注残疾儿童、留守儿童等

特殊群体的教育需求，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支持，

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应有的关爱和教育。未来，我国

的教育扶贫事业仍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持以人为

本的原则，以城乡教育全面融合发展为目标，实现教育

公平和社会公正。

（二）调动社会力量，构建多元主体格局

只有各方共同努力建构多方主体共举的教育扶贫

新格局，才能推动贫困地区教育的全面发展，为贫困家

庭和地区的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促进教育公平

和社会稳定。

1.调动多方力量，加大教育投入
政府在教育扶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教育扶贫

项目的监督和评估、确保项目的有效实施和产生实际

效果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政府首先通过制定相关政

策和法规，调动社会资源，加大投入，促进教育公平，提

高教育质量，促进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其次是调动社

会组织的力量。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中能够提供志愿

者支持，开展公益活动，为贫困地区的学生提供更多的

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机会。最后是汇聚个人的力量。我们

每个人都可以为教育扶贫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通过捐款、捐物、各种志愿服务等方式支持贫困地区的

教育事业。

2.强化政策支持，推动多元主体参与
2014年我国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

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再次提及并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到扶贫工作中［ 7］。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通知》提到要

吸引社会优秀人才到乡村学校任教，支持贫困地区的

教育发展。同年，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我国进一步强调

要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教育

资源的多元化、优质化和均衡化发展，提高教育的整

体质量，促进教育公平［ 8］。2020年，我国出台的《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年“贫困地区师资支持计划”

实施方案的通知》，通过向贫困地区派驻优秀教师、提

供培训等方式，支持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从上可以

看出，国家充分肯定了社会力量的作用及地位。教育

扶贫政策的实施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只有政

府、企业、学校、家庭等多元主体共同努力，形成合力，

才能使教育扶贫更加专业化、多元化，实现教育资源的

均衡配置，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

（三）保障教育资源，持续加大经费投入

经费是教育扶贫政策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对整

个教育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大经费投入是

贫困地区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核心举措之一，对改善

贫困地区的教育状况起着决定性作用。

1.优化教育资源，促进教育质量提升
第一，加强贫困地区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更

多的资金改善学校的教学条件和学习环境。第二，教师

是教育的核心力量，他们的素质和水平直接影响着学

生的学习效果。从 2018年 7月 1日起，我国提高了特

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中部地区人均补助标准从

3.16万元变为 3.52万元、西部地区从 3.46万元变为

3.82万元，可见我国对教师队伍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增

加、持续优化。最后，引入优秀教师资源，加大对贫困地

区教师的培训和支持力度，鼓励各贫困地区教师相互

交流学习，提高整体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2.加大经费投入，提高学生学习效果
自 2011年起，我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已投入

资金超过 700亿元；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营养计划

也得到改善，由每生每天 3元改为每生每天 4元，为学

生提供营养餐补助；国家还陆续出台了各种资助政策，

如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减免等。另外，我国

对少数民族地区也提供了同样力度的教育资助，如西

藏 15年免费教育政策，新疆、南疆四地州 14年免费教

育政策、教育援藏政策等。2022年，我国出台《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统筹安排资金，

改善学生就餐条件，提高其学习效果。近十年来，我国

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不断增加，经费投入持续加大，贫困

地区的教育资源得到有效保障。

（四）优化政策结构，构建动态政策体系

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政

策制定者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发现问题和不足，及时调

整政策措施，以适应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我国教育扶

贫政策在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摸着石头过

河到打响脱贫攻坚战，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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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扶贫政策体系，并与时俱进。

1.与时俱进，适应多阶段发展需求
从教育扶贫政策的演变历程可知，教育在新中国

成立之初并不受重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才从

原来附属于经济、政治的边缘位置演变至重要的战略

地位，成为政府的核心议程。我国在改革开放浪潮、脱

贫攻坚战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断探索前

进，寻找更加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扶贫之路［ 9］。随着

教育扶贫工作的不断推进，国家成立了扶贫工作领导小

组，从而保证更加高效、积极地工作。与此同时，横向之间

的各个部门也相互协调合作，进一步完善了教育扶贫政

策体系。教育扶贫进入到核心议程之后，由政府制定目标

及部署总体工作，再由下级部门层层实行，其他政府部门

主要起到监督、辅助、调配资源的作用，高效完成了扶贫

工作，效果显著。

2.动态调整，完善政策体系
第一，制定全面、有针对性的教育扶贫政策。如提

供更多的教育资金支持、建设更多的农村学校、引入

更优质的教育资源、颁布更加灵活的招生政策等，确

保贫困地区的学生能够接受到高质量的教育。第二，

构建动态的政策体系。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和群体的

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和完善教育扶贫政策，确保政策

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建立一个灵活、动态的政

策体系。第三，加强教育资源的配置和管理。加大对教

育资源的投入，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保证贫困

地区的学生都能够享受到更加公平的教育资源。同

时，加强对教育资源的管理，实现教育公平和可持续

发展。

（五）完善监督体系，确保政府公平公正

健全的监督体系在教育扶贫政策中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通过有效的监督评估，可以确保政策的落实

和执行，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扶贫政策的作用，促

进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受教育

水平。

1.健全监督机制，确保制度有效落实
首先，建立健全教育扶贫监督机制。政府应跟进教

育扶贫项目的进度，明确监督责任和监督程序，加快

建立以考评制度、激励制度、监督制度为主的健全体

系，明确各相关扶贫主体的权力清单和责任边界。其

次，建立与社会各界的沟通机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

建议，完善工作方式和手段，共同推动教育扶贫工作的

深入开展。最后，强化社会监督和参与。社会各界的监

督和参与是教育扶贫工作公平公正的重要保障之一，

应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对教育扶贫工作进行监督和评

估，建立多方参与、多方监督的机制，确保教育扶贫政

策有效落实。

2.强化监督，推进信息公开透明
教育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

有效打破贫困代际传递，实现贫困家庭的可持续发

展。然而，由于地域差异、资源分配不均等，教育扶贫

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和挑战。相比其他扶贫

手段，教育扶贫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但有效的监

管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教育扶贫资源流入非

贫困人口的手中，克服教育扶贫工作流程模糊化的

弊端，保证教育在帮助贫困家庭脱离贫困的扶贫行动

中发挥作用［ 10］。因此，为了提高教育扶贫水平、推动

政府公平公正，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和资源的公平分

配；需要加强信息公开和舆情监测力度，及时公布相

关数据和政策信息，让社会公众真正了解教育扶贫工

作的进展和成效，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促进

政府与社会各界的互动合作，共同推动我国教育扶贫

事业的发展。

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也是我党的重要使命［ 11］。面对新的目标，着眼于

乡村振兴的长期发展要求，教育扶贫的新任务是要做

好向乡村教育振兴的平稳转型，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

效衔接。新中国的发展史是艰苦奋斗的脱贫史，在党中

央、国务院战略思想的指引下，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教

育扶贫方面的政策，为教育扶贫工作指明了方向。在这

期间，我国从没有停止过与贫困的斗争，教育政策体系

越来越完善，扶贫对象越来越精准，社会力量也更加积

极地参与到扶贫当中，减贫效果十分显著。教育扶贫政

策的意义在于通过提供教育资源和机会，帮助贫困地

区的居民获得更好的教育，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打破贫困的循环。总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

们的普遍愿望和不懈追求，教育扶贫政策的研究和实

践工作将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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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Future Prosp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hrough Education in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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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Safety Engineer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policy to block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is a strong suppor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China and
the earl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it is also the need of China’s poverty governance strategy in the

post-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era. The poli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in New China has undergone

the periods of embryo, foundation，development，expansion and matureness，pres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chness

of contents，socialization of subjects，precision of objects，and diversification of methods. In the future，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should be people-centered and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people-orientedness，construct the

structure with diversified subjects by mobilizing all social forces，guarantee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funding，optimize the policy structure and build a dynamic policy system，an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system and guarantee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government.

Key words：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in New China；historical evolution；people-oriented；multiple
subjects；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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