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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合作型反贫困理论视角出发探析了陕南秦巴山区以“公益岗位”为依托的

“购买服务式”综合性扶贫治理模式的运行逻辑，并结合试点贫困村所设置的“公益岗位”案例，

对此类扶贫开发模式所发挥的功能和呈现出的溢出效应进行了评述。“购买服务式”的综合性

扶贫治理机制以国家力量主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机构实施第三方评估的模式来推行，此模式

实现了扶贫开发与贫困地区农村社区建设、乡村治理、生态保护、社会保障、乡土知识传承的有效

衔接，扶贫开发模式与扶贫治理主体实现了从传统单一型向现代多元化的过渡，对于脱贫攻坚阶

段的扶贫开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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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扶贫治理经历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基于

市场的发展型治理向 2000 年以后基于权利的保护

型治理过渡 ( 李小云，2013 ) 。扶贫治理模式的转

型有效实现了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但是，截至

2014 年底，按照现行人均年纯收入 2300 元的标

准，中国仍有 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减贫任务异常

艰巨( 李博，2016 ) 。在以输血为核心的扶贫治理

的第一阶段，即发展型治理阶段，扶贫治理的模式

主要包括直接救助、项目扶持、产业带动、科技下

乡、小额信贷等。而在以造血为核心的扶贫治理的

第二阶段，即保护型治理阶段，扶贫治理模式主要

包括强化教育、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与劳动力转移、
生态保护以及参与式扶贫等。

从扶贫治理的目标来看，在遵从发展主义的第

一阶段扶贫基本关注于如何帮助贫困人口缓解贫

困和摆脱贫困，而忽略了增强贫困人口的生计能

力; 第二阶段是从新发展主义的逻辑出发，扶贫治

理的目标由缓解贫困转向了增强生计能力 ( 孙文

中，2013) 。在此过程中，扶贫治理目标定位实现了

从以扶持经济贫困向以扶持能力贫困的转型，扶贫

治理方式实现了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再到

参与式扶贫的过渡。从当前中国扶贫治理的主体

来看，以国家为主导的行政干预式扶贫仍然处于扶

贫治理的主导地位，社会与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治理

的力量仍然较为薄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扶

贫开发模式的单一性和功能的式微。在脱贫攻坚

阶段，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新型扶贫治理模式成为

亟需考虑的重点议题。以“公益岗位”为代表的

“购买服务式”扶贫治理机制是在合作型反贫困理

论指导下所探索的一种针对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的

综合性扶贫治理机制，是在开发式扶贫基础之上的

一种创新，有利于实现扶贫开发与农村社区建设、
乡村治理、生态保护、社会保障等多项制度的有效

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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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购买服务式”扶贫治理: 合作型反贫困理论下的一种新型扶贫模式

2015 年 12 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在扶贫开发中

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等模式”
( 新华网，2015) 。但是，如何能够在现有的扶贫实

践中探索和推广这一模式，从当前扶贫实践的层面

来看还缺少相应的路径。以公益性岗位为代表的

“购买服务式”扶贫治理是在合作型反贫困理论下

所探索的一种新型扶贫开发模式。合作型反贫困

强调的是通过农村反贫困行动中各相关利益主体

之间的合作，从制度层面上构建可持续的农村反贫

困机制，这样不仅有利于消除收入贫困，而且有利

于从能力、合作机制、治理结构等更深层面为贫困

农户的脱贫乃至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政治等诸方

面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构建制度基础 ( 周爱萍，

2013) 。合作型反贫困理论强调政府、社会力量与

贫困群体的共同参与和有力配合; 贫困户之间的相

互帮扶; 政府部门之间扶贫实践的良性互动等。在

合作型反贫困理论中，构成反贫困的主体可以分为

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政府力量主要指地方相关涉

及贫困治理的政府部门，其主要作用是在扶贫实践

中进行扶贫部门以及行业之间的协调、沟通与互

动。社会力量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如 NGO 和相关

行业协会，第三方评估主要指相关科研团体，如高

校和智库等，在这其中社会组织主要是提供相应的

财力支撑，科研团体提供相应的智力支撑。在合作

型反贫困理论中其共同目标是实现贫困人口的脱

贫，如图 1 所示。

图 1 合作型反贫困框架

( 一)“购买服务式”扶贫治理机制探析

本研究所探索的“购买服务式”扶贫治理是在

贫困地区，特别是针对贫困村，面向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通过设置一批“公益岗位”，运用政府和社会

组织购买服务的理念和方式给予现金或实物补贴，

以期实现贫困人口的就业和增收。在运行机制上

通过岗位补贴的方式动员部分贫困人口开展农村

基础设施维护、生态环境保护、农村乡土知识传承

以及农村社区建设与服务工作。如农村环境卫生

保护、村组道路维护、集体自然资源管护等，也包括

一些促进当地居民生态环境意识提升、乡土知识传

承、社区文化建设、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农业技术传

播、家庭农场壮大、民俗工艺传承、农民组织建设等

各种有利于当地扶贫开发和社区管理的工作岗位。
岗位设置的目的旨在提升贫困人口脱贫的可行能

力，促进农村生态、社会、经济、产业和文化的协同

发展，同时提高贫困人口社区建设能力、乡村治理

能力。所谓可行能力，是一种预存能力，即能够自

由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能力。人们一旦拥有了这种

能力，就能够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和落后的根源，实

行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 虞崇胜等，2016 ) 。此

种“公益性岗位”扶贫治理模式类似于有条件现金

转移支付政策( CCT) ，在拉丁美洲，墨西哥是第一

个采取“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的国家，目前这

一扶贫模式已经在拉丁美洲的多个国家进行推广

并且获得了较好的减贫效果。在国内，以笔者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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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在秦巴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带和贵州黔南的试

验已经初见成效。
( 二)“购买服务式”扶贫模式与传统扶贫模式

的差异

以公益性岗位为代表的“购买服务式”扶贫治

理是建立在合作型反贫困理论基础上的“有条件

的现金转移”计划。其核心是“以金钱还行动”，即

政府和贫困家庭订立“社会契约”，该计划最大的

创新之处在于变减贫工作中政府单一责任为政府

和受惠家庭的共同责任，将减贫同培养减贫能力联

系在一起，同时潜在地培养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 郭存海，2008) 。“购买服务式”扶贫模式和传统

扶贫模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扶贫方式不同，传统扶贫主要以发展产业的方式来

实现贫困户脱贫，产业发展周期长、见效慢、投资

大，贫困户面临一定的风险，可持续性欠佳。“购

买服务式”扶贫是以现金购买服务的形式进行，服

务内容囊括与农村社区发展相关的一切公共事务，

贫困户无任何风险。第二，扶贫的目标不同，传统

扶贫模式主要针对的是单个贫困户的脱贫，外部性

较差，缺乏将贫困户的脱贫与农村社区发展进行衔

接，细碎化、条块化突出。“购买服务式”扶贫是在

服务农村社区建设基础之上的减贫模式，具有一定

的外部性，将单个贫困户的脱贫与农村社区发展相

衔接，属于综合性的扶贫治理机制，具有一定的正

向溢出效应。第三，扶贫参与主体不同，传统扶贫

模式主要以政府为依托，缺乏社会力量等第三方参

与主体的介入，对减贫成果缺乏相应的评估与监

测，因此减贫效率较低。“购买服务式”扶贫是在

政府牵头、社会组织参与和科研人员评估、监测基

础上共同合作完成的，效率高，属于一种合作型反

贫困实践。第四，扶贫侧重点不同，传统扶贫模式

主要注重减贫成果，以实现大的减贫成效为追求目

标，而“购买服务式”扶贫既注重减贫成果，更注重

培养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的可行能力。第五，引导机

制不同，传统扶贫模式主要遵循的是以强扶弱的逻

辑，国家力量在其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社会

力量参与不足，而“购买服务式”扶贫更加注重贫

困群体内部之间的互助与帮扶，国家的力量较弱，

社会力量发挥的作用较大。

三、陕南秦巴山区“购买服务式”综合型扶贫治理的运作逻辑

( 一) 秦巴山区“购买服务式”综合型扶贫治理

介绍

位于秦巴山区北麓的柞水、汉阴、略阳三县由

于地处秦岭山区，交通封闭，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农

民生产、生活水平较低，另外，区内山洪、滑坡等自

然灾害频发。农民在生产、生活等自然条件方面的

限制是导致该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陕南三市

所辖的 28 个县区中，有 24 个县区属于国家级贫困

县，贫困县区数量占到 86%，贫困面积大，贫困程

度深。同时这一区域属于国家限制开发的水源涵

养生态功能区，面临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的双重任

务。从 2013 年开始，笔者所在团队与国际行动援

助组织( NGO) 在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陕南三个县

10 个村试行了以公益岗位为样态的“购买服务式”
扶贫治理探索，该模式采取政府、社会组织、学术研

究团队三位一体的合作型村级扶贫开发治理模式。
作为一种扶贫治理的新模式，公益岗位扶贫主要是

采用购买服务的模式推进。这种模式一改以往针

对贫困户发展产业以及推行救助的模式，主要是通

过为贫困户设定岗位的形式，让贫困户参与村级治

理与社区发展，从而给予贫困户补贴的形式来开展

扶贫，岗位主要涉及与贫困户自身能力发展以及村

庄公共事务管理相关的各项活动。
本试点由地方根据当地发展需要和村民意见

设置公益岗位，通过一定补贴政策动员部分贫困户

开展相关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并充分调动当地贫

困人口积极参与，以便促进区域内生态文明、社会

公平和贫困问题的综合治理。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各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就社区层面而言，试

点充分调动了当地各相关利益主体的积极参与，照

顾到了各方主体的利益关系，得到了贫困户的共同

认可。各试点村庄公益岗位的设置和活动开展提

高了当地社区管理水平和减贫能力。同时有针对

性地帮助当地有劳动能力但不外出务工的贫困户

改善了生计状况。就个体层面而言，试点锻炼和提

升了当地贫困人口的生产、管理自主性和社会生存

能力，同时让贫困人口得到了部分生计发展所需要

的现金资本。需要声明的是本试点工作最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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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仅在于 10 个试点贫困村局部目标的实现，更

在于其在扶贫开发模式上进行有效的创新。在贫

困地区扶贫开发模式方面，本试点在救济式扶贫与

开发式扶贫之间探寻了一条新的扶贫模 式———
“购买服务式”扶贫治理模式，对于改善贫困山区

村庄社区的生态、社会、文化和农村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 二)“购买服务式”公益岗位设置流程

“购 买 服 务 式”公 益 岗 位 是 由 非 政 府 组 织

( NGO) 、科研单位和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协调

开展的合作型反贫困。其中，非政府组织 ( NGO)

主要是提供岗位人员的岗位补贴，科研单位进行第

三方评估，并且提供相应的智力支撑，做好岗位设

置的一系列规划与后期的经验总结与推广，地方职

能部门主要是配合非政府组织( NGO) 与科研机构

做好项目的协调、监督与实施。这种三位一体的扶

贫开发模式是将扶贫开发与乡村治理进行有效衔

接的一种综合性扶贫治理机制。公益岗位设置的

流程如下:

第一，试点村庄的选择。科研单位、国际行动

援助组织( NGO) 与县一级的相关职能部门商议确

定试点村庄，2013 年开始在陕南的汉阴、柞水、略

阳三个国家级贫困县共选择了 10 个贫困村进行试

点，其中汉阴县 3 个村、柞水县 4 个村、略阳县 3 个

村。在村 庄 的 选 择 过 程 中，国 际 行 动 援 助 组 织

( NGO) 、科研单位与地方职能部门进行充分协商

后，地方职能部门根据当地贫困人口和贫困村的分

布情况来确定试点村庄。
第二，进入村庄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明确岗位

设置目标。在这一环节中，科研单位、NGO 与地方

职能部门三者共同进入村庄，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

会的形式，科研人员向村民介绍岗位设置的背景和

目标。村干部向科研人员和 NGO 以及地方职能部

门介绍村庄自然、经济、社会基本情况以及村庄发

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与会人员共同探讨在村庄设

置岗位的可行性与具体做法，主要包括岗位数量、
岗位责任、聘任方式和管理办法等。

第三，对所选择的试点村庄进行实地调查。在

明确岗位设置目的之后，研究人员在村委会的协助

下对村庄具体情况进行实地调查。走访部分贫困

户，了解其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致贫的原因以

及设置岗位的需求和参与意愿。通过访谈和调查

问卷的形式分析试点村庄自然、经济、人口、社会、
文化、就业、经济等基本情况和存在的基本问题，对

设置岗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展开论证。
第四，确定岗位和岗位人员。在试点村庄确定

之后，需要确定所要设置的岗位与岗位人员。岗位

服务于整个行政村而不仅仅是单个村民小组。每

个行政村应该有多种类型的岗位，不能全部为同一

类型岗位。岗位人员应大部分时间在村内，每年服

务工作时间不能少于十个月，岗位人员主要以村里

的贫困户为主。每个行政村的岗位人员中至少有

一名妇女，每个村干部作为岗位责任人员不超过一

人，村组长作为岗位责任人员不超过两人，岗位人

员的筛选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形式进行，充分

听取村民的意见。在岗位与岗位人员确定之后，研

究人员、NGO、地方职能部门与岗位人员签订岗位

责任书，并按月发放相关岗位补贴。
第五，岗位运行的第三方评估。岗位运行的第

三方评估由科研人员承担，每年到岗位实施的村庄

对岗位人员的工作进行一次评估，并根据村庄实施

情况对岗位种类进行调整，充分保证岗位设置的科

学性。除此之外，每两年对岗位人员进行一次培

训，组织三个县 10 个村的岗位人员进行经验交流，

明确村庄未来的发展目标。
( 三) 不同村庄公益岗位设置案例

1. 村庄环境卫生保护岗。案例一: 秦巴山区

略阳县石状沟村贫困户侯某，2010 年外出务工在

建筑工地打工时因为意外事故而致使腰部受伤从

而失去了一定的劳动能力，平时在家只能干些轻

活，侯某受伤之后整个家庭的收入大大减少，每年

只靠微薄的种地收入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计。从

2013 开始，国际行动援助组织( NGO) 、中国农业大

学与当地政府在共同的合作与协调下在该村设置

了“村庄环境卫生保护岗”。侯某被确定为“村庄

环境卫生保护岗”岗位责任人，主要负责村里的河

道与道路清洁，每周花费 1 天的时间捡拾河道与道

路垃圾，每年可获得由国际行动援助组织提供的

1200 元的岗位补贴。该村村主任马某说: “岗位设

置之后，贫困户自身不但获得了一定收入，而且村

庄环境卫生也大为改观，虽然岗位补贴不多，但是

作为岗位责任人员，让侯某充分感受到了自己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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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贫困户通过岗位参与到了村庄公共事务治理过

程中，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自尊心与集体荣辱感，

提升了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和信心。

表 1 汉阴县王家河村贫困户公益岗位设置情况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村庄环境卫生保护岗
( 1) 促进村庄垃圾管理和回收工作
( 2) 宣传环境保护知识，提高村民环境保护意识
( 3) 清理村域内河流中的垃圾，保护水资源，并宣传水的节约合理利用

村域道路管理岗
( 1) 负责村内道路的日常维护
( 2) 每季度组织村民对村域内道路进行修整

村庄传统文化与习俗传承岗

( 1) 负责弘扬和传唱地方特色的汉调二黄、小场戏等传统文化
( 2) 保护、收集整理传统汉调二黄唱本唱词 20 本以上
( 3) 在本村组织传统戏曲演出 3 场以上
( 4) 每学期为村里的小学生上一次村庄历史与文化的公共课

森林防护知识宣传与示范岗

( 1) 每季度宣传森林防护知识，提高全民的森林资源管护意识
( 2) 积极开展生态家园建设，积极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保护当地特有物种
( 3) 推动村民文明祭祀，移风易俗，减少本村森林火灾的发生几率

空巢老人关爱岗
( 1) 每月看望一次村里的空巢老人，及时发现他们生活中的困难
( 2) 每两个月组织村里的空巢老人集体交流一次

传统竹编生产工艺传承岗
( 1) 收集、整理传统竹编工艺精美编织手法
( 2) 寻找至少 3 位青年人，传授竹编技艺
( 3) 收集和展示精美竹编样品，并联系市场进行销售

甜秆秆酒酿造岗
( 1) 示范种植本地甜秆秆 0. 5 亩以上
( 2) 自制酒曲，采用传统工艺酿酒，并向本村村民提供自制酒曲
( 3) 带动本村 10 ～ 30 户种植甜秆秆，采用传统工艺酿酒

在当前脱贫攻坚阶段，从贫困人口的构成情况

来看，因病、因残致贫的占到了很大比例，这些贫困

人口大多由于丧失了一定的劳动能力而在脱贫攻

坚过程中失去了相应的主动性，由政府单方面所主

导的产业扶贫由于投资规模大、链条长、见效慢、风
险大而很难将这部分丧失一定劳动能力的弱势群

体吸纳进去。而在“购买服务式”的合作型反贫困

实践中，国际行动援助等社会组织的参与一方面减

轻了政府的扶贫压力，另一方面实现了扶贫模式的

创新，“购买服务式”的扶贫有效避免了长期依托

低保、五保、社会救助等措施的救助式扶贫所滋生

的贫困人口“等、靠、要”的思想，有效培养了贫困

人口内源脱贫能力。根据笔者近年来在一些贫困

地区的调研发现，因病、因残滋生的贫困极大地打

击了贫困人口的生活自信心，很多贫困人口抱着

“破罐子破摔”和“等死”的心态，从而失去了生活

的信心，处在村庄的最低阶层而不能翻身。所以，

以管理穷人为目标的反贫困战略建立穷人的自组

织和将穷人组织成为“穷人”的社区，使得穷人标

签化和亚文化化，这些扶贫措施无法使穷人脱离社

会地位的贫困，其结果是他们被进一步地锁入“贫

困”，长期以来，穷人容易被贴上贫困的标签甚至

陷入贫困的亚文化圈层不能自拔( 左停等，2015; 朱

晓阳，2004 ) 。从长远来看，“购买服务式”的合作

型扶贫治理模式在多元化扶贫主体参与的前提下，

以贫困群体参与村级公共事务治理的形式来调动

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提升他们的存在感和脱贫的

自信心，也将实现村级治理与扶贫开发的有效衔

接，这对 于 扶 贫 开 发 的 整 村 推 进 将 发 挥 极 大 的

作用。
2. 传统工艺传承岗。案例二: 汉阴县五爱村

属于当地一个偏远的贫困村，村内山大沟深，人均

耕地不到 1 亩，土地细碎化较为严重，农业收入每

户每年不到 3000 元。村里的贫困户欧某家里供有

一名大学生和一名高中生，每年仅教育支出在 2 万

元左右，高昂的教育开支是欧某致贫的主要原因。
在五爱村，拐枣酿酒技术是村里一大传统工艺，欧

某是村里有名的酿酒行家，拐枣酿酒技术是欧某家

族祖传的技术，因为所酿的拐枣酒味道醇正、饮用

健康而获得了当地百姓的青睐，凭借着酿酒技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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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每年出售拐枣酒能够收入近万元。2013 年国际

行动援助组织 ( NGO) 会同当地部门在该村设置

“传统工艺传承岗”，欧某被确定为岗位负责人，主

要职责是定期向村民传授拐枣酒酿造技术，每年发

给欧某 1200 元岗位补贴。岗位设置以来的三年

里，不少贫困户从欧某哪里获得了酿酒技术，每年

都会有几千元的酿酒收入，不但带动了其他贫困户

的脱贫而且还传承了传统工艺。
合作型反贫困理论强调贫困群体之间的有效

合作与互动，这种合作与互动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

与生活实践中的互相帮扶与支持，进而促使贫困群

体自身能力的提升。五爱村“传统工艺传承岗”是

依托当地的乡土知识与传统工艺技术而设置的。
乡土知识是原住民在社区内经过长期的生产和生

活，通过实践、整理、再实践、总结 4 个周期循环往

复获得或传承的认知成果，内容涵盖生产和生活的

所有方面，是与当地自然资源环境相适应，且与时

代共同进步的知识系统，千百年来一直指导原住民

的生产和生活 ( 陈娟等，2009 ) 。乡土知识是许多

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可以促进这些国家经济发

展，尽快摆脱当前贫困状态，即使在现代科技高度

发展的今天，在特定的条件下，很多领域中的乡土

知识具有等同甚至超过外来知识( 西方现代知识)

的价值( 张劲峰等，2007;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2001) 。在不少贫困地区，农民在长期

的农业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乡土知识与经验，

但从开发和利用的程度来看仍然没有发挥较大的

作用。“传统工艺传承岗”的设置将这种乡土知识

的优势通过贫困户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合作得到了

传承，而且提升了一定数量贫困人口的收入，这种

合作型反贫困实践将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转化为

扶贫治理的有效动力，减轻了外来扶贫资源的投入

压力，虽然投入了较少的资金但发挥了较大的作

用，做到了因地制宜，对于实现乡土知识的传播与

地方性知识的繁荣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提升了贫困

户之间的合作能力与自我发展的能力。
3. 传统蚕桑养殖示范岗。案例三: 位于汉阴

县的王 家 河 村 是 当 地 较 为 典 型 的 贫 困 村，截 至

2015 年全村仍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00 多户，脱贫

任务极其艰巨。62 岁的张大妈属于村里的贫困

户，张大妈从年轻时就开始养蚕，每年要养 2 张蚕。
近年来随着扶贫移民工程的推进和年轻外出务工

人员的增多，王村养蚕的农户大幅度减少，目前养

蚕的农户基本属于年龄较大、无法外出打工的人

口，凭借 20 多年的养蚕经验，2013 年村里聘任她

为“传统蚕桑养殖示范岗”的岗位人员，张大妈的

岗位职责是解答贫困户养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每

两个月组织各个养蚕户进行一次经验交流，并且协

助乡镇农技工作站做好一年一度的蚕桑养殖培训

工作。在蚕桑技术方面，中国农业大学为蚕桑技术

工作站提供了一些新的技术，而且在整个岗位的实

施过程中大学与乡镇技术工作站合作共同来为贫

困户提供一定的技术指导。在多主体的协助下，村

里很多不能外出打工、年龄在 60 岁以上老年人开

始养蚕。很多养蚕户全年收入达万元以上，带动了

村里老年贫困群体的脱贫。与此同时，大学还承担

了此项蚕桑养殖示范岗每年的岗位评估，发现其中

存在的问题进而不断完善岗位的实施。
在脱贫攻坚阶段，从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来看，

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的贫困群体大部分

属于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等老年人群体，而这部分

人由于在劳动力、资金、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一定

的劣势，所以实现脱贫仍然面临一定的困难，在脱

贫攻坚过程中如何使老年人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

来获得相应的收入对于实现老年人的脱贫发挥较

大的作用。而在此岗位的扶贫实践中，作为提供相

应技术与智力支撑的农技工作站在农业大学的配

合下共同带动了贫困户致富，在合作型反贫困过程

中，作为社会力量的农业大学和作为地方农业行政

主体的农技工作站的有效合作极大地提高了扶贫

的效率。除此之外，通过这种岗位式的带动，可以

通过相关种养殖技术的交流为老年贫困群体创造

相互交流的场域，促进了贫困群体内部之间的有效

合作，提高他们的获得感。王家河村“传统蚕桑养

殖示范岗”的设置实现了农村老年群体人力资源

优势的最大发挥，通过社会力量与地方力量的合

作，贫困群体内部之间的互助与合作而带动了一定

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脱贫。岗位设置后所带来

的“蝴蝶效应”有力地提升了贫困群体的造血能力

与老年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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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建议

“十三五”时期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时期和脱贫攻坚阶段，面临 7000 多万的贫困人口，

脱贫任务极其艰巨，扶贫开发已经到了攻坚拔寨的

关键期，亟需从制度、模式、机制等方面不断寻求创

新。以公益岗位为代表的“购买服务式”扶贫治理

作为扶贫开发模式的一大创新，极大地实现了扶贫

开发与农村社区建设、乡村治理、生态保护、乡土文

化传承的有效衔接，使扶贫开发产生了一定的正向

溢出效应，极大地弥补了传统扶贫模式条块化、细

碎化的缺陷，扶贫开发实现了由传统政府单向型的

扶贫治理向现代综合互动型扶贫治理的过渡。另

外，由社会组织、科研机构、地方职能部门共同参与

的三位一体扶贫组织架构实现了以贫困群体为核

心，通过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动力来促使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的目标，具有一定的推广性。
作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购买服务的一种新

型扶贫模式，根据笔者所在团队近三年在秦巴山区

贫困村的试点，认为在未来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继续完善这种扶贫开发模式。第一，鼓励更多的

科研机构、社会公益团体、行业协会来参与此种扶

贫模式，从而补齐扶贫开发过程中社会力量参与不

足的短板; 第二，以精准扶贫为指南，结合地方发展

的实际情况，增加岗位数量，实现岗位设置的多样

化与岗位管理的动态化，做到因地设岗、因人设岗，

进一步明确岗位设置的目标靶向，切实做到各司其

职，各尽其能; 第三，继续加大对于岗位运行的第三

方评估，建立常态化的第三方评估、监测体系，保证

岗位运行的高效化; 第四，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的积

极性，改变以往由社会组织单方面出资购买服务为

社会组织与政府共同出资购买服务，同时提高对于

岗位人员的补贴标准; 第五，建立社会组织、科研机

构参与扶贫开发的准入机制，吸引一批经验丰富、
科研实力雄厚的社会组织和科研机构参与扶贫实

践与评估，使多方力量有效参与到扶贫开发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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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tudy the retur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employment in return migrant rural-urban workers，using
data from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 of 2012 ( CLDS2012) . It is found that 35. 88% of rural
labor force with experience of out-migration has returned to their place of origin permanently，and ap-
proximately half of them return back into the agriculture produc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unemployed，
employees and self-employed are 13. 26%，24% and 16. 76% respectively. Empirical results from Logit
and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show that the male，middle-aged and above migrant workers have higher
probability of returning，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uman capital level with
return; larger family size and household dependence ratio led to the returning of migrant workers signifi-
cantly. In addition，the male returnee have lower possibility to be unemployed，and returnee aged 50 and
above migrant work in the employees over the age of 50 have lower possibility to be employee and self-
employe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level，personal ability and to be
unemployed，employees and self-employed. Moreover，village-level characteristics and migration experi-
ence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employment differenti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 Ｒesearch Ｒeview on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Forest Carbon Sink Projects
ZENG Weizhong，LIU Sheng，YANG Fan and FU Xinhong( 102)…………………………………………

With the extensive development of carbon sink 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projects，recently the
relation between Carbon Sink Project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becomes a research focus at home and a-
broad.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conclud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Pro-Poor Forest Carbon Sink based
on reviewing the background of Pro-Poor CDM Forest Carbon Sink and its evolution course. The result
shows that how to benefit the poor，increas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keep the balance between
Forest Carbon Sinks increas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major scientific questions which can help to ex-
plore the potential of Pro-Poor Forest Carbon Sink and carry out a further research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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