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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attl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tate Council clearly pointed out the requirements of “en-
hancing the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of the poor population” and shifting the emphasis on “blood 
transfusion” to “hematopoiesis”, and pointed out the important role of “hematopoietic”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1].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
al responsibility, which is the main component of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poverty allevia-
tion. In view of this, we conducted online and offline random sampling survey on the poverty prob-
lems in some deep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Gansu Province. Based on the survey samples, stand-
ing in the vision of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
vidual responsibility, we believe that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supporting wisdom and aspira-
tion are still important issue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o get rid of poverty as soon as possible, ef-
fectively and sustainably. The research results try to help Gansu and other deep poverty-stricken 
areas to get rid of poverty as soon as possible, to “get rid of real poverty, really get rid of poverty”, 
and to step into a well-off society as scheduled.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siders how to better 
stimulate the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choice of people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puts for-
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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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脱贫攻坚战中，国务院明确指出“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由偏重“输血”向注重“造血”转

变的要求，指明了“造血式”脱贫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1]。凸显出构成脱贫内生动力的主成分要素

——个体责任意识的重要性。鉴于此，课题组成员对甘肃部分深度贫困区的贫困问题进行了线上、线下

随机抽样调研，基于调研样本，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从个体责任的角度认为内生动力、扶智扶志

仍然是尽快脱贫、有效脱贫、持续性脱贫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研究成果试图助力甘肃和其他深度贫困

区尽早脱贫，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如期步入小康，本文就如何更好地激发贫困区人员的个体责任

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思考，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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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6 年 5 月 16 日，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的国家扶贫机构“开发办”，1993 年 12 月 28 日更名为“国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简称国务院扶贫办。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考察时，

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近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

长胡春华 2019 年 11 月 14~15 日在甘肃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先后来到东乡族自治县和广河县，他强调：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 1 地区是决定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的关键。强调如期脱贫，激发贫困群众内生

动力。2017 年 11 月，甘肃省印发《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方案》，按照国家对深度贫困地

区的划分标准和支持范围，从甘肃省实际出发，综合考虑贫困人口规模、贫困发生率、脱贫难度等因素，

Open Access

 

 

1 深度贫困区是指：“三区三州(包括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区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

过 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 20%的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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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评估自然条件、产业基础以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等情况，明确甘肃深度贫

困地区为陇南市的七个县、甘南州的四县一洲、临夏州的七个县、天水市的六县、平凉市的两个县、庆

阳市的五个县、定西市的七个县、兰州市的一个县、白银市的一个县和武威市的两个县(见表 1)，它们都

被纳入国家深度贫困地区重点支持范围。 
 
Table 1. Areas of deep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ansu Province (data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Office of Gansu Province) 
表 1. 甘肃深脱贫度地区(资料来源于甘肃省扶贫办) 

市级地区 地县地区 

陇南市 武都县、宕昌县、礼县、西和县、文县、康县、两当县 

甘南州 临潭县、舟曲县、卓尼县、夏河县、合作市 

临夏州 临夏县、和政县、康乐县、广河县、东乡县、永靖县、积石山县 

天水市 武山县、清水县、甘谷县、秦安县、北道区、张家川县 

平凉市 庄浪县、静宁县 

庆阳市 华池县、环县、合水县、宁县、镇原县 

定西市 定西县、通渭县、临洮县、陇西县、渭源县、漳县、岷县 

白银市 会宁县 

武威市 天祝县、古浪县 

 
甘肃省政府各级部门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政策，派遣大量人员下足功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到了

“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

脱贫成效精准。具体实施了“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

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已于 2020 年 7 月下旬实现贫困人口

精准脱贫。 
回看扶贫工作，在实地调研甘肃深度贫困区时发现素质性贫困现象非常突出；技能型劳动力依旧是

短板；百姓自我发展能力十分不足，贫困恶性循环依旧存在；自主脱贫能力欠缺，对政策性帮扶过度依

赖，返贫严重。作者在对甘肃贫困区的贫困问题通过线上线下调研过程中，越来越强烈认识到，内因还

是主因，个体责任感在依旧贫困的村民言行上表露无遗，对此，该如何有效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和困惑，

能助推脱贫攻坚工作，具有很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通过实地调研 + 文献研究 + 头脑风暴 + 实地落实，

做出如下思考。 

2. 甘肃省深度贫困区数据来源及“脱贫成效和个体责任”样本分析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 2019 年 1 月中旬到 2 月下旬对甘肃省“三区三州”的 19 个深度贫困县区、16 个

深度贫困乡镇展开的线上、线下调研，根据当地扶贫干部、村干部提供的资料。调研区域覆盖甘肃省平

凉市庄浪县通化乡新集村、静宁县余湾乡羊路村；定西市岷县西寨村；会宁县党家岘乡、汉家岔乡阴山

村刘家寨子乡、李园村、平头川镇马路村；临洮县站滩镇泉头村、中铺镇；正宁县玉林子镇；庆阳市宁

县中村镇新城村、陇西县，天水市甘谷县、武山县、秦安县安伏镇；武威市天祝县、古浪县裴家营镇；

环县毛井镇；甘南州舟曲县、临潭县；临夏州东乡县、积石山县、永靖县(2011 年被列为国家确定的集中

连片特殊困难县)等地。这些地方大多集中在生存环境恶劣的边远贫困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滑坡、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多发，生态环境脆弱；公共资源受损严重，对知识、技能等脱贫能力方面渴求不高，

主要表现为贫困户“有体力、无能力、无意愿”，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脱贫成果巩固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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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见，甘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持续上升，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发生率逐年下降。

如，深度贫困州临夏州 2016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25680 元，到 2018 年达到 6817 元。2017 年的贫困发生率

14.82% [2]。甘南州脱贫进度不均，比如合作市于 2017 年脱贫摘帽，而临潭县仍有 1.65 万贫困人口、贫

困发生率超出 11%。 
 

 
Figure 1. The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of Gansu Prov-
inc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图 1. 甘肃省贫困区近三年脱贫成效图 

 
调研过程中，在“个人采取哪些脱贫方式？”，3.27%的人回答“自费参加脱贫技能培训班”，17.3%

的人“主动参加政府组织的脱贫学习班”。87%的人没有意识到个人贫困会导致集体贫困；意识到的人

员中，0.26%会积极主动想办法脱贫，不给集体拖后腿。数据显示，个体脱贫责任意识不少人依旧淡薄，

村民的内生动力很不足，要达到预期脱贫目标，尚有大量工作要加强。资金、技术、劳力、疾病虽占主

要致贫因素，但为避免许多经济学家批评的纳克斯“贫困恶循环”。作者认为充分激发他们的个体责任

意识非常重要且不容忽视。 
个体责任从个体内在心理组成看包含责任认知、责任情感、责任意志三个心理特征。近年来，国内

学者在研究深度贫困区脱贫攻坚个体责任的贫困问题时，较多地从贫困内生力、伦理、功利主义、权利

理论和正义理论、政策、产业扶贫、代际传递视角考察和研究，在贫困影响因素方面拓宽了视野，主要

从地域分布、贫困类型、民族划分、社会制度、脱贫政策，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重点研究，为国

家脱贫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由于受客观和

主观条件的制约，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贫困率和返贫率都很高，并在恶性循环中出现了贫困的累积效

应”[3]。脱贫实践证明，这种贫困累积越明显，最终会影响脱贫进程，消解脱贫成效。脱贫攻坚的终极

目标是让贫困人口尽快脱贫，实现全面小康。这一目标习近平曾经在讲话中提到，“小康不小康，关键

看老乡”[4]。老乡的脱贫意愿，脱贫意识，脱贫行动的主动性、积极性，这些内生动力共同构成老乡的

个体责任感。 

3.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个体责任选择问题 

3.1. 有些脱贫主体(老乡们)主动参与性不高，脱贫成效差且不稳定 

多年来，国内外学界都在重点研究贫困问题，且形成了一系列的贫困理论，如马克思贫困论、马尔

 

 

2 农民人均纯收入 = (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 − 家庭经营费用支出 − 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 − 税金和上交承包费用 − 调查补贴)/农
村居民家庭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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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贫困论、“恶性循环贫困”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等。国内学者对贫困问题也有诸多认识，多

数学者认为在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依旧成为全面小康的阻碍。深入研究过贫困问题的

学者阿马蒂亚·森说过，贫困是个社会问题，要把贫困看作是对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5]贫困问题由此也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由收入单一型贫困转为多维型贫困。 
调研中不难发现，脱贫攻坚工作主要是由政府安排或各种脱贫力量的志愿者参与助力，但有些脱贫

主体(老乡们)主动参与性不高，脱贫成效差且不稳定性高，脱贫的可持续性让人担忧。政府对深度贫困区

的脱贫政策都有所倾斜，这种大力支持扶持政策反到导致贫困者过度依赖政策，有“我贫我骄傲”的心

态，甚至以被封为贫困户为荣，缺乏个体责任感致使自主脱贫的能力很弱，离开政策帮扶，返贫现象严

重。因此，扶智、扶志的个体责任工作势在必行，尚需继续强化、提升村民自行脱贫能力，使其选择积

极主动脱贫。 

3.2. 责任分散效应存在，推诿心理占比较高，个体责任的主导意识很淡薄，部分贫困农户 
自我选择脱贫意愿不强 

人力资本研究专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指凝结在劳动者自身中的知识、技能等以及表现出来的劳

动能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6]。村民对待贫困态度较多呈现旁观者态度，心理学称之为责任分散效

应。它是指对某一件事来说，如果是单个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会做出积极的反

应。但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很弱，面对困难或遇到责任

往往会退缩。我国有句很古老的俗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就是典

型的责任分散效应表现。在贫困问题上，有些村民有一种“我不出手，自有他人出手”等推诿心理。 
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来支持贫困户脱贫致富，但是受自然、文化等客观因素制约，有些

贫困户脱贫的主观能动性并不强烈，仍有部分贫困户存在“等、靠、要”的懒惰思想。调研问卷中，有

34%的老乡认为脱贫是政府的事，甘愿受贫，觉得脱贫太辛苦，是自己的事，懒惰成习惯，认为贫困是

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也有一部分贫困户虽然比较勤劳、踏实，但是思想保守，缺少拼搏奋斗精神，

不能有效利用政府给予的脱贫政策和产业发展机会来更好地主动自我发展。这些都是个体责任感缺乏的

表证。 

3.3. 产业脱贫方面，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等经营户对贫困户的带动意愿差，共同富裕的 
个体责任意识方面差评，利益共享机制难以建立 

在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经营户与贫困户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共享联结机制是产业脱贫的重要举

措。从调研情况看，产业脱贫中呈现的情况多是：观念意识落后、经营能力差、谈判能力低；贫困户既

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主动参与产业脱贫的意愿较低；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出于组织成本、盈利性

考虑，对贫困户的带动意愿也差；一些优秀经营户还以脱贫之名进入产业脱贫领域，转而截留扶贫款或

享受扶贫政策，出现真正的“精英俘获”效应。 

3.4. 农业经营主体存在以套取国家脱贫资金等为目的而设立“空壳”合作社，极度缺乏 
社会责任感的不规范现象 

调研中发现，深度贫困区农业经营主体普遍规模小，脱贫带动能力有限。如在政策支持下，各村均

不同程度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但受财力、管理能力、专业技术水平等因素制约，仍处于初级阶段，业务

集中在产业链的原材料端，增值收益小，在产业发展和带动农户增收等方面能力有限。有的合作社存在

以套取国家脱贫款为目的“空壳”合作社，有这种行为的组织者极度欠缺个体责任和社会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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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体负有什么责任以及如何负责 

对于脱贫攻坚这一系统性工作，每个人虽然需要保持久久为功的精神，但这一精神与我国“尽快脱

贫、力争 2020 年全面步入小康”国之大计相悖。课题组成员通过对甘肃多地深度贫困区脱贫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加以研究分析，从个体责任角度，认为内生脱贫力、扶智扶志依旧是尽快脱贫、有效脱贫、持续

性脱贫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可供参考的对策性思考如下： 

4.1. 如何担负个体贫困责任 

首先，意识上个体不应逃避、推诿、指责，应好好反观审视自己应承担什么责任。先积极主动自我

脱贫，再带领其他人脱贫，面对他人贫困不能再袖手旁观，要勇于指出且能主动帮助、解决并使其深刻

认识到自己的贫困问题对集体性贫困是有责任的。彼得.辛格指出，如果我们有能力阻止某些不好的事情

发生而不必因此牺牲具有同等道德价值的东西，那么从道德上讲，我们就应当去做[7]。 
其次，行动上克服懒惰行为，积极主动学习、引领大伙一起脱贫，分享、贡献自己的经验、智慧、

技术等资源。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考察临夏州时强调的“要始终保

持滴水穿石的韧劲，发扬奋斗奉献的精神，聚精会神谋脱贫、锲而不舍打硬仗”。 

4.2. 由个体责任的“点滴式”扶贫过渡到集体责任的“源泉式”脱贫 

在扶贫路上，具有个体责任感的“点滴式”结对帮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比如陇南市现有 3.3 万名

干部稳定对接 10.9 万多贫困户，实现了对贫困户的“源泉式”集体脱贫全覆盖。要想达到集体责任的“源

泉式”脱贫，必须解决“社会排斥”式贫困，贫困人口有权利也需要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方面的社会活动，但因为各种原因，贫困人口全部或者部分被剥夺了这些权利和机会，没有享受到正当

的权利和服务，被排斥在脱贫集体之外。底层的村民很多都是被动式参与，这与村干部的管理方式息息

相关，他们或打压、或鄙视、或蛮狠不讲方法，导致村民们的权利、利益和资格被剥夺。“排斥性这一

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8]。按照吉

登斯的分析，“社会排斥”分为“非自愿排斥”(社会底层的排斥)和“自愿排斥”(社会上层的排斥)。无

论哪一种社会排斥都会加剧被边缘化的贫困人口进一步陷入贫困。中国古语，人穷志短。贫困会让村民

们本来试图从私人和隶属于政府的公共机构寻求帮助，往往会敏锐地感到缺乏发言权、脱贫能力等，面

对无礼、侮辱和非人道对待时会表现的更加软弱无力。这很违背习近平指示的:“既要送温暖，更要送志

气、送信心”[9]。这些状况正是村干部或一小部分脱贫村民们个体责任缺失带来的集体脱贫责任观扭曲

的表现，不能仅仅将贫困户给予“自然人”的角色，更应赋予“社会人”的权利。共同富裕，就是社会

责任感的最好诠释，是中国特色社会贫困理论的鲜明特征，我们当以贯之，在脱贫攻坚战中“一个都不

能少”。 

4.3. 具备较好的个体责任感，必须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强化老乡们的文化脱贫素养， 
做好精神脱贫，激发内生脱贫动力 

第一，引领良好的脱贫意识。可持续造血机制重在“授之以渔”[9]。阿马蒂亚说：要过一个相当好

的生活，有三点是最基本的，即健康、教育、资源占有。2006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指出，单

靠政策消除贫困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公民要有消除贫困的动力。 
第二，培养基本的脱贫能力。能力脱贫机制的核心就是要打通贫困人口的精神和文化任督二脉，文

化程度与脱贫程度正相关，农业技术讲座、致富技能培训等尚需再接再厉，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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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毛泽东：“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10]。如果贫困者自身没有脱贫的愿望，

得过且过，自我放弃，不愿意通过努力来改变贫困的现状，就很难实现脱贫，会拖累整个脱贫工作。如

临夏州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仅为 74.15%；甘南州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89.9%，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提高贫困

区人民的文化水平早已成为必须，文化普惠、文化扶贫已成共识，力度还需强化。 

4.4. 脱贫模式和政策的设计、制定与实施的可持续性发展当是贫困区脱贫的集体责任 

2013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提出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11]。它的

目标任务就是：“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

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逐步构建精准扶贫工作长效机制，为科学扶贫奠定坚实基础”[12]。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按照过去三十多年年均减贫六百多万人的速度计算，七千多万人脱贫需要约十

一年，即到二〇二五才能实现目标。所以，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地干，难以按期完成任务”

[13]。这就需要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担当起集体责任，针对大多数在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

深的地区剩下的贫困人口，主要是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

口和部分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在 2020 年实现脱贫的既定目标，难度较大的贫困群众，展开持续

性集体扶贫，杜绝数字脱贫[14]。同时，这些剩下的贫困人口，由于自我发展能力较弱，脱贫后返贫的压

力越来越大。因此，我们需要“根据致贫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对不同原因不同类型的贫困采取不

同措施，因人因户因村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贫困地区虽然地方贫困，但观念不能“贫困”，不能“安贫乐道”。有些深度贫

困区拥有很好的自然生态资源，在绿色发展原则的指导下，探索脱贫开发与绿色发展互融的新路子，将

这些“沉睡的资源”变成“流动的资本”，做到有节、有制地开发资源，确保资源的可持续性，当是目

前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无论从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还是技术属性、经济属性，不同角度的阐释，可

以帮助我们从多种思维角度去把握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其理论体系。都不可否认的强调，这是政府、企

业家、个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呼声越来越高的绿色 GDP，早该纳入国民经济、地方经济的核算体系，修

改和调整考核、评价指标和体系迫在眉睫，它是可持续性发展的重中之重话题。作为农村贫困区农业经

济活动主体的个人与乡镇企业，对于脱贫成效可持续发展极度缺乏认识或根本就置若阁闻，对于家庭、

村落、厂区的卫生、生态要求，为数众多的人认为是个人的事，作者认为这都是个体责任、社会责任意

识缺乏的表证。很难设想，这方面的极度缺乏，脱贫成效可持续发展将如何持续?应该大力倡导个人和

集体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穿于脱贫工作始终。不再出现第二个国家级风景区——湖北省赤壁市陆水

湖、太湖等地因过渡开发旅游资源，追求 GDP 导致的水臭了、鱼少了等不可持续发展的恶劣生态问题。 
我们已有的成功脱贫模式，如定点扶贫、产业脱贫、“三变”(资金变股金、资源变股权、农民变股

民) [16]改革下的农民股份合作组织(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17])、电

商脱贫(“陇南模式”)、“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模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现在重点

需要考虑应该如何衔接？如何协调发力？如何可持续性？如何大力培育高质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

避免“水土不服”问题？贫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会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政府“转方式”、“调结

构”而推进，各产业投入—产出良性循环，多渠道增加贫困户收入，缩短贫困“生命周期”，才会不断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精准脱贫可持续性阐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18]。 

4.5. 脱贫款、扶贫政策的执行质量监管具体举措 

第一，加快推进县域、村域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以及信用企业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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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努力在县域实现农户和小微企业信用评级全覆盖。推动建立信用评定与信用贷款的联动机制，不

断加大征信宣传力度，提高各类县域经济主体的信用意识，营造良好的县域信用环境。 
第二，实行差异化监管，改进脱贫激励措施。减小返贫率，增强政策的实用度与可行性。比如陇南

通过两条富民线路增加了农民收入，一条路是积极拓展脱贫产业基地，成立专业管理合作社，扶持地区

龙头企业，打造特色品牌实现脱贫举措；另一条路是大力发展花椒、中药材、核桃、茶叶等特色产业，

实现标准化下的差异化、规模化发展。电子商务也是陇南乘着“互联网+”平台发展起来的，实现了电子

商务和精准脱贫的深度融合。 
第三，实行最严格的脱贫考核评估，避免钻政策空子的假脱贫。 
审计、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在并购重组及商誉的确认和计量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大对评估机

构的监管，重点关注形成高额商誉相关的评估报告，传导监管压力，督促评估机构严格履行评估程序，

选取接地气的参数和方法，比如实地考察法、反馈法、本人签字法、大数据统计取证查验法等等。 
第四，营造绿色金融生态环境。 
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充分保障农民的农产品收入、劳动收入、土地流转等财产收

入。建立起企业与合作社与农户(贫困户)利益纽带与联结机制，将农户(贫困户)植入产业链、利益链中，

提高农户(贫困户)收入，增加市场风险抵抗能力。同时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权益，如在农地流转方面，必

须以尊重农民意愿和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凌驾民意和侵害农民权益。 
第五，完善落实倾向失能贫困人员的社会保障。对于先天缺陷、疾病、年老体衰等原因已经丧失劳

动能力贫困人口，已经无法成为反贫困的主体，就需要政府制定人性化政策和社会救济等方式实现脱贫。 
第六，感召、动员更多的力量，如志愿者。  
个体责任，简言之就是每一个个体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养活个人，养活家庭，服务社会，贡献

国家”[14]即可。 

5. 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数据、理论分析和进一步思考，得到如下一些尚需要继续探讨的结论。 
所有人都对很多很多年的贫困现状负有责任，因此，所有贫困的个体都有责任和义务将自己的贫困

问题努力解决，否则贫困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要大家都有脱贫责任意识，那么每一个人都会

成为受益者，且可延续到子孙后代。 
脱贫攻坚战中，在关注物质层面脱贫时，精神脱贫的措施不应该缺位。否则返贫现象不可避免，会

陷入贫困恶循环。要把“脱贫不扶懒”写进村规民约，倒逼贫困户深刻认识。 
在内外合力下，真正做到“真扶贫”、“扶真贫”，保持好已经取得的来自不易的脱贫成果，唱好

脱贫“大合唱”，方能解决世界性“三 P”难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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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 P”是指贫困问题(Poverty)与污染问题(Pollution)、人口问题(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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