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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的原因
和对策研究
产业扶贫通过产业发展，让建档立卡户成为产业经营的主体，增强建档立卡户的内生发展动力，

从而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实现贫困地区稳定、可持续发展。

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马兰 杨丽 

脱贫攻坚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赢得了

阶段性的胜利，贫困人口减少 6800 多万，易

地扶贫搬迁 830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10.2% 下

降到 3.1%（2017 年年末数据），而产业扶贫在

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扶

贫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传统的产业扶贫也不

能完全满足精准扶贫的要求，贫困地区如何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扶贫产业助推脱贫

攻坚，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将

从产业扶贫的定义和重要性切入，论述因地

制宜发展产业是现实所驱；紧接着详细阐述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的原因；最后对如何因地

制宜发展产业提出意见建议，希望为贫困地

区发展产业、助推脱贫攻坚贡献微薄的力量。

产业扶贫的定义及重要性
产业扶贫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

为依托，发挥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带动建档

立卡户和贫困地区稳定脱贫的产业化运营模

式。其发展内容分为县、乡、村三个层面，

具体表现为：在县域层面，发展县域经济，

增加资本积累；在村镇层面，增加公共投资，

改善基础设施；在建档立卡户层面，提供就

业岗位，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产业扶贫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重点，

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是强县之本、

致富之源、脱贫之基；是区域新的经济增长

点（产业扶贫在两个方面促进区域经济的发

展，一是产业的发展，直接带动地方经济的

发展；二是通过产业的发展，带动当地农户

收入的增长，从而促进消费增加，间接带动

当地经济发展）；是实现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

举措，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

能力和机会参与市场机制，而产业扶贫克服

了慈善制方式直接无偿给予所产生的缺点，

让建档立卡户通过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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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从而增加内生发展动力，实现收

入增长的可持续。打赢脱贫攻坚战，既要授

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因地制宜选择适合

当地发展的产业，让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

户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去，自己创造价值、创

造收入。

目前，我国的贫困状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是产业扶贫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顺利实现

了大量农村建档立卡户的脱贫，但是并未完

全满足精准扶贫的要求；二是扶贫产业选择

过于急功近利，有的甚至完全依赖政府的政

策支持，产业存活周期不长；三是扶贫产业

选择定位不精准，没有合理地利用当地的优

势资源，造成资源浪费。距离

2020 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已经不到两年时间，扶贫时间

紧任务重，科学选择产业扶贫

刻不容缓。

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产
业的原因

实践证明，传统的产业扶

贫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科学扶

贫机制，各种弊端已经凸显。

而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精准扶贫

与传统的产业扶贫相比胜在

“精准”，扶贫效果更好，主

要原因如下：

一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既可以促进当地资源的合理利

用，也可以利用资源优势，减

少成本，增加市场竞争力。由

于各地自然环境千差万别，所

拥有的资源也是各具特色，找

准资源优势，合理开发，就可

以“变废为宝”，促进当地经

济发展，减少资源浪费。同时，由于当地资

源丰富，会降低收购成本和运输成本，从而

产品具有价格优势，市场竞争力也相应提高。

例如兰考五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充分利用了

当地丰富的饲草资源，发展养驴业，降低了

养驴的养殖成本；同时也抓住了当地喜欢吃

驴肉的特点，打开了黑毛驴的销售市场。不

仅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还带动了当地建

档立卡户收入的增长。公司通过收购青贮、

花生秧及饲草，拓宽建档立卡户的收入渠道；

同时免费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发放种驴等

带动当地农户发展养殖业。

二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延长产业存活

兰考五丰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黑毛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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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产业需要根据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

条件合理选择，只有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才

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而不适合

当地发展的产业，一旦失去了政策的支持，

就会失去它原有的优势和竞争力，面临破产

的风险。

三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扶贫带动效果

显著。扶贫产业立足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市场

发展潜力，能有效带动当地经济和贫困农户

的发展。首先，企业通过向当地建档立卡户

收购原材料等，增加农户的收入来源；其次，

企业可以向当地有劳动能力的农户提供长期

或临时性的工作，增加当地农户的非农收入；

再次，通过技术指导、引领示范等作用，让

当地农户参与到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中来，

增强建档立卡户自身发展动力，提升当地经

济发展活力。而实地调研发现，我国很多扶

贫产业同质化严重，例如光伏电站。无论是

北方还是南方，大多数村级扶贫产业都是政

府用扶贫资金建设光伏电站，村级光伏电站

每发一度电政府补贴一定的金额，建档立卡

户每年根据光伏电站的收益获得一定比例的

分红。问题是光伏电站一旦没有了政策支持，

收益就会明显下降，建档立卡户获得的分红

也会相应减少，后期如果管理不当甚至会没

有收益。同时，各地普遍建设光伏电站，“短

期化”偏好明显，并没有带动当地资源的合

理开发，也没有提高当地农户的自身发展动

力，“等、靠、要”现象依然比较严重。

四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更容易获得市

场认可。一方水土，或贫瘠、或富饶，或大陆、

或岛屿，不管什么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合理开发当地独特的资源，更容易获得消费

者的青睐，因为经过历史长期的检验，你就

是品牌、是专业。

五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带动贫困等级

兰考五丰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饲草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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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环境，多方面引导农户和新型经营主

体积极参与。新型经营主体在脱贫攻坚的大

环境下，既要充分运用优惠政策资源，发展

壮大自己，又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真心扶

贫。农户也应该杜绝往日“等、靠、要”的

做法，积极参与到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去，

提升自己的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确保

稳定脱贫。 

二是充分考虑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贫

困地区的资源禀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

自然环境条件 ：发展种养殖业需要重点关注

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包括降水量、地形地

势、土壤肥力等，选择的扶贫产业要和这些

条件相适宜 ；二是可利用的资源 ：扶贫产业

选择要考虑当地有哪些可利用的资源，优先

选择资源优势较大的产业 ；三是基础设施

条件 ：基础设施条件对产业发展有重要的影

响，因此产业选择要充分考虑贫困地区的基

础设施建设，是制约还是促进该产业的发

展。选择适合该地基础设施条件的产业，否

则可能会因为基础设施达不到产业发展的要

求而夭折。

三是根据致贫原因，合理选择产业。产

业扶贫的目标是帮助建档立卡户自主发展可

持续创收的产业，与一般产业的经济目标有

所不同，因此扶贫产业在该地区的带动能力

也是选择产业需要关注的重点。选择产业前，

应详细了解该地区的致贫原因，根据致贫原

因合理选择产业。例如，贫困地区劳动力剩

余较多，应该倾向于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

可利用资源剩余较多，应优先发展资源密集

型产业等。

四是深挖特色，开发小众农产品。贫困

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千差万别，资源类型各具

特色，扶贫产业应充分考虑市场潜力，因地

制宜开发特色小众农产品。目前市场上的产

品同质化比较严重，农产品更是缺少自己的

特色，贫困地区如果能够根据当地的资源禀

赋，开发特色小众农产品，就可以克服先天

的社会经济条件不足，获得应有的市场份额。

五是动态优化扶贫产业项目。根据本地

区贫困状况、资源禀赋状况、产业发展状况

的变动，动态优化扶贫产业项目，避免扶贫

企业因时间的推移而丧失核心竞争力。同时，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新兴企业

入驻贫困地区，为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注入

新的力量。

            更 正

《农经》2019年第6期94页 《共享农

庄：产业扶贫新模式》一文作者应为：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农

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张姝、宣雅。特此更正。

                 《农经》编辑部

高、扶贫难度大的特困地区“真脱贫、脱真

贫”。现阶段我国的扶贫地区主要集中于贫困

等级高、扶贫难度大的特困地区和赤贫地区。

传统的产业扶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地区

的贫困问题，需要更深层次地挖掘当地的优

势条件，构建带动能力强、可持续发展的产

业基础，实现特困地区实质性的脱贫。

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的对策建议
因地制宜促发展，精准扶贫助攻坚。扶

贫产业的选择要充分考虑贫困地区的发展条

件，灵活运用市场机制，多方参与，严格分

析和筛选。

一是多方参与，避免完全由政府主导。

贫困地区扶贫产业的选择一方面要依靠政府

优惠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完全由

政府主导。政府应转变职能，创造良好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