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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准扶贫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反贫困理论的最新发展。精准扶贫理

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在融合国内外减贫理论精髓基础上得出的新成果，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发展成果。精准扶贫理论作为先进的国际减贫理念，从理论上探

讨如何规避精英俘获，将为世界反贫困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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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 1990 到 2011 年，全球极端贫困

人口由 19． 2 亿下降到 10． 1 亿，减少了 9． 1 亿，其中 6 亿多来自中国，即中国极端贫困人口减少数量占

全球减贫数量的 2 /3。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目前贫困形势依旧严峻，贫困人口生

产生活难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要解决现有标准下剩余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之后经过进一步阐述，形成

了精准扶贫理论。精准扶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论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

困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发展成果。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精准

扶贫理论作为先进国际减贫理念，将为世界反贫困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智慧。本文的研究及创新点主

要有: 一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精准扶贫理论的科学性; 二是对精准扶贫理论的国际贡献进行

理论阐释。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贫困的理论论述

贫困作为一个经济学问题纳入理论范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后，马尔萨斯站在为资产阶级辩

护的立场上，将贫困归结为人口呈几何级数的增长。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进行了批判，

但主要是基于现象揭露和道德批判，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分析。马克思则对此进行了科学分析。
1． 马克思的制度贫困论

对于贫困问题，马克思做了专门研究。马克思贫困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从制度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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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阶级贫困的性质进行了深入分析。
马克思《资本论》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和劳动的阶级对立，资本增殖的秘密就在于

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不仅可以收回购买该商品时所支付的价值，而且还能够得到剩余

价值。其实质就是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劳动力生产的剩余价值积累财富，而劳动者只能获得其生产、发
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种占有并不是短期一次性的榨取，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持

续，还需要通过资本再生产过程继续无偿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以增殖资本价值，扩大资本规模，进行资

本积累。
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到资产阶级手中，而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

者———无产阶级反而日益贫困。在资本主义社会，产业后备军会同财富一起增长。与现役劳动军相比，

后备军越多，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劳动折磨成正比。所以，雇佣工人阶级中的这个

贫苦阶层越大( 马克思，1975) ，该规律的结果就是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两级分化越大，资本积累的一端是

财富的积累，另一端则是贫困、奴役、劳动折磨等等的积累，这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趋势。
因此，在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中，资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是贫困的基础，资本主义为了再生产而进行

的资本积累是贫困的源泉，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制度和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正如恩格斯所言“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

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 马克思 等，1972)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产生于 19 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时期，其解释了

机器大工业时期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尖锐矛盾并代表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阶级利益。经过长期的发

展，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仍然存在，资本和劳

动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仍具有指导意义。但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没有对社

会主义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分析。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和反贫困问题对马克思贫困理论提出了

挑战。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反贫困理论

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到传统理论的影响，中国认为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按劳分配，因此不存

在贫困问题。即使一些经济落后地区有贫困现象，也被视为旧时代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最

终消除贫困。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原有贫困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新

的贫困形式又开始出现。对此，中共中央开始正视贫困问题，邓小平( 1993a) 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

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既然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也会发生贫困，我们就要与贫困做长期的斗争，

要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反贫困理论。
上世纪 90 年代，邓小平将反贫困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1993b) 。尽管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程

中仍然存在贫困问题，但是消除贫困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特别是邓小平意识到发展市场经

济可能带来贫富差距。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避免两级

分化，这不仅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也是评价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

标准之一。
在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历届领导集体都重视贫困问题。江

泽民( 2002) 指出，到本世纪末我们解决了 8000 万人的温饱问题，这将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胡

锦涛( 2005) 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认为“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一项历史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进一步把到 2020 年，“绝对贫困现象

基本消除”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的贫

困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的制度贫困论，并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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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反贫困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和有效反贫困政策共同作用

的结果。
表 1 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状况

年份 贫困发生率( % ) 贫困人口规模( 万人)

1978 97． 5 77039
1980 96． 2 76542
1985 78． 3 66101
1990 73． 5 65849
1995 60． 5 55463
2000 49． 8 46224
2005 30． 2 28662
2010 17． 2 16567
2014 7． 2 7017

资料来源: 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15 － 10 /16 /content_2947941． htm。

20 世纪末，中国用了将近 20 年的时间，实

现了基本解决温饱问题。21 世纪第一个十年，

全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在抓整村扶贫。中国农村

地区正在逐步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历史新时期。农村贫困人口数量显著下降，收

入水平稳步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得到明显

改善，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根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 表 1 ) ，1978 年，中国农

村居民贫困发生率为 97． 5%，有 7． 7 亿农村贫

困人口; 2014 年中国有 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

贫困发生率为 7． 2%。从 1978 年到 2014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 7 亿，年均减少贫困人口 1945 万

人; 贫困人口年均减少 6． 4%。2014 年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6610 元，是全国同口径的

65． 3%，比 2011 年提高了 8． 2 个百分点。
中国的减贫成绩令世界瞩目。表 2 显示: 以每天生活消费 1． 25 美元的标准衡量，中国贫困人口比

重在 1990 年为 60． 7%，1990—2011 年下降了 54． 4% ; 1990 年贫困人口规模为 6． 89 亿，1990—2011 年

减少了 6． 05 亿，减少 87． 8%，远远超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的“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
表 2 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贫困状况

年份
每天消费 1． 25 美元

规模( 万人) 比重( % )

每天消费 2 美元

规模( 万人) 比重( % )

1990 68940 60． 7 94460 85
1993 64640 54． 9 93760 79． 6
1996 45520 37． 4 80660 66． 2
1999 45100 36． 0 77520 61． 9
2002 35930 28． 1 64950 50． 7
2005 20560 15． 8 46970 36． 0
2008 16350 12． 3 37530 28． 3
2010 12290 9． 2 31020 23． 2
2011 8410 6． 3 25010 18． 6

资料来源:《2015 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 3 发展中国家以国际标准衡量的贫困人口比重( % )

地区 /收入类型
每天消费 1． 25 美元

1990 年 2011 年

每天消费 2 美元

1990 年 2011 年

按地区分

亚太 57 7． 9 81． 5 22． 7
欧洲和中亚 1． 5 0． 5 6． 3 2． 2
拉美加勒比海 12． 2 4． 6 22． 6 9． 3
中东北非 5． 8 1． 7 23． 8 11． 6
南亚 54． 1 24． 5 83． 7 60． 2
撒哈拉以南 56． 6 46． 8 76． 0 69． 5

按收入分

低收入国家 66． 0 46． 8 85． 3 73． 7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47． 1 22． 0 64． 8 36． 3
中等收入国家 43． 5 13． 7 66． 3 33． 0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40． 2 5． 0 59． 4 14． 3

发展中国家合计 43． 4 17． 0 64． 8 36． 2
全球合计 36． 4 14． 5

资料来源:《2015 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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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显示，2011 年全球每天消费在 1． 25 美元以下的极端贫困人口比重是 14． 5%，每天消费 2 美元

以下的贫困人口比重在 30%左右。中国贫困化程度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略低于亚太发展中国家水

平。从 1990—2011 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 19． 2 亿下降到 10． 1 亿，减少 9． 1 亿，其中 6 亿多来自中

国。中国极端贫困人口减少数量占全球减贫数量的 2 /3。
新时期中国的扶贫工作仍然面临着众多考验和挑战，全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凸

出，深层矛盾依旧制约贫困地区发展，扶贫任务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全国贫困问题仍然

突出，如表 1 所示，2014 年底全国还有 7017 万贫困人口，反贫困形势依然严峻。在经济增长进入新常

态的情况下，完全依靠经济增长和区域开发到 2020 年几乎不可能使得 7017 万“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和

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年均需要减少 1200 万贫困人口，时间十分紧迫，任务相当繁重。中国反贫困已

进入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不能再沿用“灌水式”的传统扶贫模式。
精准扶贫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扶贫开发工作在思维方式和实践方略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深入，中国贫困人口分布逐步从全国性的“面”向“带”再向“点”的形态

游离，扶贫工作任务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整体推进到 80 年代末的整区推

进，从八七攻坚的整县推进到新世纪的整村推进，目标越来越集中。针对新阶段呈现出点面结合的

“片”区深层贫困，中央适时提出区域发展和精准到户两轮驱动战略。实施精准扶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正确抉择。

三、精准扶贫理论是中国扶贫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发展成果

精准扶贫理论是中国扶贫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发展成果，理由如下:

1． 精准扶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论的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的制度贫困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消除

贫困的根本手段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社

会主义条件下的贫困做深入研究，而中国又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实现了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建国后为了迅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经济发

展，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二元的土地、就业、社保等体制成为中国农村消除贫困的主要障

碍。因此，要消除贫困，仍需从制度入手，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动扶贫体制创新。2015 年 4 月习近平

( 2015)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是在农村贫困地区。
所以，我们务必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

农村发展注入新动力，让广大农民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把扶贫开发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扶贫攻坚已经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

《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推动了扶贫机制创新取得突破进展。国家层面加

大了对扶贫开发工作的支持力度，对扶贫开发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部署，在政策扶持、资金安排、资源调

配上采取力度更大和针对性更强的措施。如表 4 所示，中央财政 2015 年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460． 90 亿

元，同比增长 8． 01%。
表 4 “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 单位: 亿元、%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总额 270 332 390． 43 426． 55 460． 9

增幅 21． 25 22． 96 17． 6 9． 25 8． 01

资料来源:《2015 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 》提出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方向与重点。在扶贫形势

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努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切实提高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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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开发的实质效益，业已成为国家战略和社会共识。精准扶贫是确保党和国家工作有序开展和有效实

施的重要保障。2013 年，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 ，将建立精

准扶贫工作机制作为六项扶贫机制创新之一，在全国普遍推行精准扶贫工作。2014 年 6 月，国家扶贫办发

布《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使精准扶贫工作从顶层设计到工作机制等全面有序有效地推进。
由上分析可知: 一方面，精准扶贫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论的核心观点———制度造成贫

困; 另一方面，该理论认为在推动扶贫体制创新的同时，应该注重激发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内生

发展动力，提高扶贫的实质效果。所以，精准扶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论的运用和发展。
2． 精准扶贫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中国实际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

6 亿多的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从而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也是消除贫困的制度保

障。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在当代，习近平认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最新发展

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

入还处在世界第 80 位左右，仍有 7000 多万贫困人民连吃喝等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按照年收入 2800 元

的中国贫困线标准，贫困人口每人每天的购买力在 7． 7 元人民币左右。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 2020 年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扶贫开发的新观点、新思路和新要求，强调“精准”的重要性，提出精准扶贫不能让一

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以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为例( 如表 5 所示) ，2012—2014 年中国民族自治地

区年度扶贫资金总额从 2012 年的 268． 3 亿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365． 3 亿元，2014 年增幅达 17． 61%。同一

时期，中国民族自治地区贫困人口由 2012 年的 3185 万人下降到 2014 年 2226 万人。
表 5 2012—2014 年民族自治地区和全国农村贫困相关数据

指标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贫困人口
民族自治地区( 万人) 3185 2619 2226
全国农村( 万人) 9899 8249 7017
民族自治地区占全国比重( % ) 32． 2 31． 8 31． 7

贫困发生率
民族自治地区( % ) 24． 9 20． 7 17． 8
全国农村( % ) 10． 2 8． 5 7． 2
民族自治地区比全国高( 百分点) 14． 7 12． 2 10． 6

扶贫资金
民族自治地区年度扶贫资金总额( 亿元) 268． 3 310． 6 365． 3
民族自治地区年度扶贫资金总额增幅( 百分点) 15． 77 17． 61

资料来源:《2015 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仍有 7000 多万贫困人口的双重背景下，精准扶贫理论认为不仅要让有自我

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脱贫，也要大力帮助没有自我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脱贫，这就需要对贫困人口进行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这个程度上说，精准扶贫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最新发展。
3． 精准扶贫理论是在融合国内外减贫理论精髓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而

得出的新成果

贫困是经济学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为此形成了丰富的反贫困理论。例如: Sherraden( 1991 ) 主张

资产建设扶贫理论，首次提出针对穷人的资产社会政策，资产社会政策主要是针对传统的以收入为基础

的反贫困政策，强调政府通过政策帮助穷人建立资产，以促使其脱离贫困。他认为，一个人缺乏资产是

导致其持续产生贫穷的机制，只有多重福利效应资产才能帮助穷人彻底地摆脱贫困。Gaiha ( 2000 ) 主

张综合措施扶贫，认为反贫困干预应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因此必须把包括土地、劳动力和信贷市

场在内的干预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协调发挥作用。
世界反贫困理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注重物质资本的单纯投入演化到七八十年代向人力资本倾斜

再过渡到综合反贫困措施，即综合考虑人们的资质禀赋、赋权、参与等方式来反贫困。精准扶贫理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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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合国内外减贫理论精髓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得出的新成果。精准扶贫

理论不但汲取了资产建设扶贫理论、人力资源扶贫理论和综合措施扶贫理论的精华，还以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为指导，融合制度贫困轮、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内容。精准扶贫理论和以往扶贫理

论的显著区别是强调“精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考核、精准管理，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公

平正义观。精准扶贫理论强调扶贫资源的精准瞄准，体现了扶贫的公平和正义性。例如，2013 年在 19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审计中发现违法违规问题金额 2． 31 亿元，占抽查资金额的 18． 4%，精准扶

贫就是要避免此类现象再发生。

四、精准扶贫理论作为先进的国际减贫理念，将为世界反贫困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智慧

贫困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努力消除贫困也是各个国家所须承担的历史责任。2000 年 9
月，189 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致力于共同帮助全球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联合国 2015 年后

发展议程将消除贫困和饥饿列为第一目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面临

困境，纷纷减少扶贫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这使得扶贫资金的瞄准效率越发重要。如何实现承诺，考验

着各级政府和学者的智慧。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反贫困工作，各级政府

都设立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并发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国政府为世界贫困减少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
1981—2012 年，中国减贫人口从原来的 7． 67 亿提高到现在的 7． 90 亿，增加了 2300 万人口，中国对

全球减贫贡献率从原来的 70%提高至 72% (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5) 。中国是世界上减少贫

困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精准扶贫理论有两个

显著特点: ( 1) 精准扶贫理论是在总结世界各国反贫困政策先进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基础上，以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而得出的重要成果。世界上很多国家，采取比较清晰的精准政策，使反贫困

政策更好地惠及目标贫困人口。精准扶贫理论总结了国际反贫困的先进经验，强调发挥政府扶持资源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些研究表明，非贫困群体往往可以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经济优势来获取有利于自

身的福利服务政策，村级行政负责人更有可能获得发放给穷人的定量福利卡( Besley，2012) 。在孟加拉

国，食品教育计划存在精英俘获现象( Galasso et al．，2005) 。在坦桑尼亚，农业投入补贴项目优惠券发放

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村干部家庭获得了 60%的农业投入补贴项目优惠券，( Pan et al．，2012) 。在

低收入国家的公共福利项目中，受益人识别存在普遍的精英俘获现象，项目的受益人识别及过程受到基

层地方政府精英俘获的严重影响( Panda，2015) 。国外研究表明，精英俘获是扶贫资源难以到达目标人

口的重要原因。精准扶贫理论提出扶贫中的六个精准，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规避精英俘获。( 2 ) 精准

扶贫体现中国特色。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创造性地发展出多种适

合国情的扶贫模式，其中许多做法已经成为世界反贫困实践中的经典案例。如: 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战

略部署，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全局同步推进; 坚持政府主导，把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作为实现反贫困的重要

保障等。综上所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精准扶贫理论将为世界反贫困理论与实践贡献

中国智慧。2016 年《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指出，2015 年中国已经完成 1442 万人脱贫，

这表明中国精准扶贫实施的效果良好。

五、总结

中国扶贫理论从追求平等、公平的救济式扶贫到促进区域发展、能力提升的开发式扶贫，再到嵌入

国家发展战略、推动小康社会建设的综合性扶贫和攻坚阶段的精准扶贫，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

指导。当前，中国精准扶贫机制还面临着精准识别技术困境、乡村治理、扶贫制度缺陷等方面的挑战。
我们应该以精准扶贫理论为指导，不断完善精准扶贫机制，促进反贫困事业的发展。精准扶贫理论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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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国情和反贫困实践，是对实践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升华，也是在更为宽广视阈的研究和运用中对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特色的彰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的精准扶贫理论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发展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又一重大实践。精准扶贫理论作为

先进国际减贫理念，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精英俘获，将为世界反贫困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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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argeted Measures to Help People Lift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From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HU Lian1 WANG Na2 WANG SanGui3
( 1．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30;

2．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 3． 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

Abstract: The theory to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help people lift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i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anti － poverty theory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he-
ory to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help people lift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regarde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
my a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drew new theoretical results on the basis of the essence of domestic and inter-
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theory． It is another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result of Chinese Marxism． The theory
to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help people lift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as an advanced concept of internation-
al poverty reduction will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overty reduction theory in
the world．

Keyword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 taking targeted measures to help people lift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 Marxis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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