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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经过全党全民族的共同努力，

我们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但是现代化的道路上并不是

一帆风顺的，某些脱贫地区出现了返贫的现象，纠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无法有效地发挥

其活力与优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农村一切活动的准则，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农村发生规模

性返贫的原因并且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角度探求对策，对于我们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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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20 is the closing year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but also the 
decisive year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whole Party and 
nation, we completed the tas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n schedule, and started a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However, the road to modernization is not 
all plain sailing. Some poverty-stricken areas have returned to poverty.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 
failure of the basic rural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s the criterion for all rural activities,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vitality and advantages. The basic rural operation system is the law of rural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of rural scale of Chinese reaso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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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ngle of the basic rural operating system, scale Chinese does not 
occur for us to keep the bottom line is cru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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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1]。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来，脱贫地

区的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生产能力也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但是一些地区在政策措施不及时的情

况下，出现了返贫的倾向。脱贫地区出现返贫现象，要从最根本的路径着手来寻找原因与解决办法，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石，这一制度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

展而不断完善创新，从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入手来对脱贫地区返贫现象与解决路径进行分析，是从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矛盾进行分析，找到返贫的深层次原因，推动从根本上解决返贫问题。 

2. 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农村发生规模性返贫的根本原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根本性矛盾，在国家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

农村脱贫地区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用于劳作的工具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在某些看得见的

层面上，这些生产力的提高是基于政府的政策扶持与社会各界的对口支援，虽然许多脱贫地区发展起来

了脱贫产业，但是产业向纵深发展的能力水平不高，不能对快速变化的市场做出相应的反应。再加上一

些贫困地区人才留不住的问题突出，致使贫困地区生产力发展动力迟缓。一些脱贫地区虽然生产能力得

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集体产权关系界定模糊，造成土地资源浪费，不能极大的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与

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他社会组织在推动脱贫地区走向振兴的作用，致使大部分脱贫地区农民的收入依旧

依靠经营性收入与非农收入，从而不利于脱贫地区长远发展。 

2.1. 脱贫地区生产力动力缺乏 

生产力动力问题是关系脱贫地区能否发展长远的问题，生产力动力因素体现在农村产业创新能力、

人才等问题方面，农村产业问题是脱贫地区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脱贫地区产业机制、产品适

应市场需求能力、产业链纵深发展能力，都与产业创新密切相关。产业发展需要人才来指引，在打赢脱

贫攻坚战之前，人才靠国家的政策红利愿意留在脱贫地区继续发展，但是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国家

政策的扶持力度相对减小，人才“留不住”的现象凸显。可见人才问题与农村产业创新能力问题是阻碍

脱贫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1) 脱贫地区产业创新能力不足 
脱贫地区要想实现长久的稳定的发展，就必须依靠产业发展，脱贫地区产业发展有两种不同类型的

发展，一是依靠政府、社会各界的帮扶加上脱贫地区自身的能力进行发展，二是极大限度的激活脱贫地

区自身发展能力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扶得到自我发展，第一种发展是在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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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应当采取的主要措施，而在脱贫地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依靠第二种发展模式，而针对现在

脱贫地区出现返贫的情况，是由于长期在第一种模式依靠外在力量发展下不能顺利过渡到第二种模式。

脱贫地区在失去外在力量的扶持下，自身能力发展不足，产业的发展只停留在生产上面。一个地区要使

产业真正得到相应的发展，就必须从生产方面过渡到生产经营方面，使脱贫地区的产业延长产业链，进

行产品的深加工，生产出具有当地特色的农副产品，依靠脱贫地区独特的自然资源，推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并且依靠社会组织与政府政策的帮扶，能够及时准确的把握市场需求的信息，为脱贫地区长远

发展做好产业规划。 
2) 人才“留不住”问题凸显 
人才问题是制约脱贫地区继续发展的关键问题。这里讲的人才，不只是拥有高学历渊博知识的人才，

而包括具有某种技能，比如精通某种种植技术，或者某种传统手工业的乡土人才。乡土人才是脱贫地区

实现振兴的主力关键，但是现阶段脱贫地区的乡土人才短缺问题严重，在脱贫攻坚期，外来的乡土人才

由于国家的政策扶持力度大，留在脱贫地区的乡土人才拥有国家给予的良好政策，都能够自发地为脱贫

地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但是在政府政策红利逐渐退去，乡土人才享受不到之前的待遇政策，逐渐的从

脱贫地区向城市发展。脱贫地区本来拥有的乡土人才，虽然所在的地区经济得到了发展，但是大多数年

轻人还是向往城市生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往城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融合，但是留在脱

贫地区的老人和儿童本身并没有极强的创造能力，脱贫地区失去了年轻的乡土人才这一支柱性群体，发

展动力会变得减缓，就算政府政策的持续扶持，但是也由于失去了发展活力，从而跟不上现代化发展的

步伐。 

2.2. 脱贫地区产权关系界定不清晰 

农村集体产权关系改革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探索的重要表现[2]，农村集体产权关系到农民的收

入形式，也是影响农村发展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脱贫地区产权关系界定不清晰，土地资源不能够合理

有效利用，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就不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空闲村”就会越来越多，最终不利于脱

贫地区走向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1) 农村专业合作社“空壳”现象严重 

农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之一，在理想化的发展模式中，农村专业合作社一头连

着农民与农村基层党组织，一头连着龙头企业，形成“农民 + 农村基层党组织 + 农村专业合作社 + 龙
头企业”的发展模式，农民将承包的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种植，农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也可以以劳动入

股合作社，对于村里的公共用地，村民共同协商产权关系并一起流转给合作社，这样就形成了合作社适

度规模经营。在明晰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关系后，根据合作社的年收益，将部分收益留作农村的集体经济

用于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医疗保险，剩下的收益用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与劳动性收入。但是在现

阶段脱贫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现象严重，主要原因是脱贫地区产权关系界定不清晰，农民无

法以法律规定程序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合作社，而农村的集体用地也没有明确的产权归属导致继续荒废，

农村专业合作社作为链接的中间环节，在农村没有明确的产权关系的基础上，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无事做

的现象，从而出现合作社“空壳化”。 
2) 农村基层组织开展活动受限制 
农村基层组织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社以及具有各种功能的社会服务组织，这里所讲

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其领导地位的重要

作用不言而喻。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开展活动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并且也要给农村带来物

质收益，这样才可以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与拥护。但是在现行的情况下，脱贫地区集体经济的产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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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晰，集体土地无法合理有效的流转出去，导致脱贫地区没有集体资产。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没有集体

资产的情况下，农村兴办各种基础服务设施，为村里的老人开设养老服务、医疗保险就没有资金来源，

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活动受阻，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就会相应的下降，脱贫地区没有了领头羊的领导核心

作用，脱贫地区的纵深发展就会失去牵引力，从而无法顺利的进入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 
3) 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 
农民的收入来源分为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以及非农收入，财产性收入主要指农民流转土地房屋

所得的收入，经营性收入主要是指农民依靠粮食丰收等所获取的收益，非农收入主要是农民外出务工所

得的收入。在产权关系不明晰的农村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经营性收入与非农收入。这种情况致

使长期以来，农民的意识中就弱化了财产性收入作为自己的收入来源。强调财产性收入，是因为现阶段

城市居民的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比重，农民财产性收入意识的弱化以及财产性收

入在收入结构中的缺失，会导致城乡差距继续拉大，不利于实现乡村振兴，更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3]。
由于脱贫地区正在由小康社会向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许多脱贫地区对农村产权关系界定的重要

性缺乏认识，农村产权关系无法界定，土地就无法合理合规的进行流转，就无法形成农村适度规模经营，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会继续下降，从而不利于脱贫地区农民收入结构的优化，脱贫地区就有很大

的可能出现返贫倾向。 

3.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实践创新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自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的

历史时期，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是我们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实现

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的基本制度保障。推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实践创新，就是要处理好“统”与“分”

的关系，积极探索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统”与“分”的表现形式，为脱贫地区持续稳定的长久发展提供

制度上的保驾护航。 

3.1. 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搞活“分” 

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表现形式

就是农村集体经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表现形式是人民公社，但是

历史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却极大

的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大包干的形式使农

民种粮的积极性快速上涨，农村的经济水平得到广泛提高。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农村的基本情况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留守老人儿童居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土地房屋闲置，随着农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民去往城市，把劳动力资源带往城市，而城市的良好资源没有流动到农村，

这就形成了资源的单向流动。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渐渐失效，但是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创新精髓并没有过时，所以要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现形式，只有搞活了“分”，继续

创新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表现形式，打通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使农民获得比以前更多的

收益，生活水平提高，这样才能激活脱贫地区农民发展农村的热情和信心。 

3.2. 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激活“统” 

“统”，就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农村土地统一适度规模经营。在历史时期，人民公

社化运动告诉我们完全统一经营的生产关系不利于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历史是不断前进发展的，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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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地区要想获得新生，必须要激活“统”，这是因为现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现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农

民的生活、精神与文化上的需求，土地零散，耕作方式简单落后，单一的耕作模式浪费了脱贫地区的人

力、物力、财力，零散的土地耕种模式使脱贫地区农民无法应对外来市场的变化，大部分脱贫地区的生

产方式只停留在简单的再生产上面。所以将脱贫地区零散的土地统一起来适度规模经营，延长产业链，

发展第三产业，通过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对接国内外市场，推动脱贫地区传统生产方式改造升级。所以

说“统”是解决脱贫地区返贫问题的关键，只有把脱贫地区零散资源调动起来，统一起来，农民的积极

性激发出来，脱贫地区才能稳步的向乡村振兴逐渐过渡[4]。 
在农村产权改革的基础上，创新统分结合为了增强脱贫地区农民的发展积极性，是为了保证“统”

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农村产权改革，就是为了创新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要确保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稳定，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现形式，让脱贫地区农民手中有地，为进城打工的农民留有

选择的空间，也要对脱贫地区的土地进行确权颁证，让闲散的土地流转出户，发展脱贫地区土地的适度

规模经营，激活农村资产，增加农民的收入。 

4.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对策研究分析 

脱贫地区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必须从根本的层面去解决返贫的原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是贫

困地区返贫的根本问题，生产力要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与劳动者这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也就是从贫

困地区的产业和人才方面进行分析，生产关系要从制度方面加以研究，解决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制约脱贫地区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4.1. 激活农村脱贫地区生产动力 

生产动力是农村脱贫地区的新鲜血液，是确保农村脱贫地区健康长久发展的根本影响因素。但是现

阶段出现返贫征兆的脱贫地区生产动力不足的问题持续显现，这和脱贫地区的产业发展与人才的培养有

密切的关系，因此要从延长农村产业链与培育乡土人才这两个方面着手来增强脱贫地区的生产动力。 
1) 循序渐进延长农村产业链 
农村产业链的延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计划有目的去完成，产业链的延长，就是劳动资料

与劳动工具的改造升级。首先，要对脱贫地区现有的产业进行清产核算，明确现有产业的产权归属问题，

以及农民的入股情况，清楚如果要进行脱贫地区产业链的延长，需要农民如何入股以及延长后的收入分

配问题。其次，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作用，对接当地的政府，获得政府的支持，通过政府的招商引

资来带动脱贫地区的产业向纵深发展，考察当地还未被发掘的特殊的乡村资源，如传统的乡村手工艺等，

发展旅游业，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政府帮忙对接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和脱贫地区的产销对

接，脱贫地区的市场问题就算得到了解决。但是延长产业链问题，最终是要靠脱贫地区农民的主体性发

挥，引导农民积极发展专业合作社与社会组织，促进农村产业链的延长[5]。 
2) 因地制宜培育乡土人才 
乡土人才是脱贫地区发展的主体力量，乡土人才是传播农业先进技术知识，把生产技术转变为农村

生产力的带头人。培育乡土人才，首先要挖掘隐藏在脱贫地区拥有着传统手工艺生产、掌握传统农业知

识的乡村能人，这一部分人虽然没有高等学历与知识，但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能够发挥

科学技术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培育乡土人才，政府要开展乡土人才学习先进技术的课堂，但是学习课堂

的开展不能一刀切，要根据乡土人才所在地区的差异，安排不同的课程内容。要对乡土人才实行激励政

策，精神上的激励和物质上的奖励，如定期开展乡土人才技能比赛，为取得成绩的乡土人才颁发证书，

以此来使乡土人才获得广大农民的认可，从而使乡土人才得到精神上的激励。对有突出贡献的乡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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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职称的评定，使乡土人才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获得社会认可的职业，对乡土人才进行物质奖

励，从而激发乡土人才更多的潜能，带领脱贫地区彻底摆脱贫困机制[6]。 

4.2. 深入推进脱贫地区产权制度改革 

产权制度改革关系到脱贫地区其他方面的改革，虽然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突出的胜利，但是不

少地区存在着返贫倾向，其原因有多方面，制度层面的因素就是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缺乏创新，脱贫地区

产权制度改革没有落实到位，导致脱贫地区发展机制不健全，阻碍脱贫地区继续向前发展[7]。推进脱贫

地区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将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到户，确权到人，将脱贫地区闲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

营，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多种实现形式，例如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等，通过专业化集约化经营的

方式来管理土地，使土地的收益提高，同时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农村基层组织，尤其是农村基层

党组织工作的开展奠定物质基础。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从一点一

滴的积累做起，因地制宜，踏实苦干，让我们一起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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