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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erformance in 3 prefecture-level 

cities (Sansha City exclusive), 5 county-level cities, 4 counties and 6 national autonomous counties 

of Hainan Province, by using factor analysis and other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addition to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consulting materials and collecting 

relevant data. It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7 aspects of the work are needed to be improved,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team, the meida publicity,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ecuting of policies. It proposes reconstruction of team,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stimulating end ogenetic power and mobilizing its hematopoiesis, and making full use 

of large data to serve the precis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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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本文是在实地调研、查阅材料、收集相关数据的基础上，除进行定性分析外，还采

用因子分析法等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海南省3个地级市（不含三沙市）、5个县级市、4个县和6

个民族自治县的精准扶贫工作的绩效进行分析。分析了精准扶贫项目绩效方面存在问题的原

因：主要在扶贫队伍的组建与管理；媒体宣传导向；政策理解、执行等七大方面。提出了加

强精准扶贫队伍再建设，创新管理方式；通过扶志，激发内生动力，调动其造血功能；让大

数据充分服务于精准扶贫等八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1．引言 

我国提出的精准扶贫属于扶贫理论的创新，我国在扶贫的攻坚阶段开展的“精准扶贫的

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媒体的报导量、理论界文献量及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情况

可见社会对精准扶贫工作的关注及社会整体的参与情况，可以说是规模空前。目前对精准扶

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模式、机制等方面，也有进行精准扶贫的实证研究，学者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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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但由于扶贫是个动态的过程，扶贫涉及的

各方面均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不同地区、不同时间针对的具体问题可能不同，这就需要我们

不断的研究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研究新对策。 

2．精准扶贫绩效现状 

2015～2017年期间海南减少贫困人口46.3万人，贫困发生率由8.9%降至1.6%。2017年，

海南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321元，同比增长12.5%，比全省农民收入增速快

3.6个百分点，增速在全国22个有贫困监测的省份中排名第2位。精准扶贫取得显著成效的同

时，也还存在许多问题。 

2.1  精准扶贫绩效统计分析结果 

从实证分析的综合因子得分排序来看：儋州市、万宁市和琼海市等三个市县（去除脱贫

任务已基本完成的海口、三亚、琼海等市县），在综合绩效中排在前三名。五指山市、白沙

县、保亭县、琼中县、乐东县和屯昌绩效综合得分排名分列倒数的后六位。从综合绩效排名

来看，东部较为发达地区的综合绩效较好，而绩效得分较低的市县都集中在中部地区，说明

中部市县的精准扶贫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2.2  国家巡查组对海南省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的考核反馈 

2018年6月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通报国家巡查组反馈情况。国家巡查组指出：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巡查整改工作，研究出台了一批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整改工作取得一

定成绩，但问题依然不少。巡查组提出海南省要以“推进整改、精准识别、内生动力、长效

脱贫机制、政策衔接”等5大类9个方面问题为导向，全力以赴抓好整改。  

3．精准扶贫绩效存在问题的原因 

在脱贫攻坚阶段，必须走精准扶贫之路。要取得成效实现目标，就要精准地找到扶贫成

效不显著的原因。根据实地调研及收集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过程及结果。本研究将原因归纳

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扶贫队伍的组建与管理方面的问题 

对扶贫一线干部配备的综合考量不够严格。有些扶贫干部对扶贫工作有负面情绪及言论、

工作的主动性不强。层层压实责任方面落实不到位。 

3.2  媒体宣传导向问题 

在扶贫成效宣传方面，媒体有大量的给贫困地区与贫困户送钱、送物作为扶贫业绩的报

导，把这种送福利、送温暖活动宣传为让大家效仿的一种扶贫方式，曲解了政策，误导了扶

贫工作，影响了扶贫的绩效。  

3.3  政策理解、执行出现的问题 

有些市县出现贫困户无论上小学、大学还研究生都给补助、只要就医就不收费等情况。

盲目拔高脱贫标准，对“两不愁、三保障”政策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助长了贫困户等、靠、

要的思想。有些市县将“精准扶贫”等同于“社会福利”或“慈善”来对待。只求短期脱贫，

不考虑长远。将扶贫工作与农村的其他问题混为一谈，农村工作都被装进扶贫工作这个大筐

中。对政策理解、执行上的问题最终导致扶贫绩效不能持续的短期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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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精准扶贫的精准度问题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施策。最基础的环节是精准识别出贫困户并进行动态管理，基础环节

出了问题就不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见效的精准。目前漏评的情况可以说已十分罕见。而

误评却较为严重。精准识别不到位有工作方法、能力的问题；有人情关系的问题；也有标准

不易掌握不好操作的问题；更有数据系统不完备、不能共享等的技术问题。各环节是否真正

做到精准关键在“人”。目前来看，海南省的扶贫攻坚阶段在各环节均要进一步“精准”。 

3.5  扶贫绩效评估制度有待完善 

在调查中发现，目前海南省扶贫绩效监测体系还不成熟，主要是因为缺乏完善的绩效管

理评价等制度。现今学者对扶贫领域的评估方法的研究众多，但大部分研究只是侧重于某一

个方面，缺乏全面科学系统的绩效制度和方法。也没有专业的数据库提供精准的数据，这些

问题都给扶贫绩效评估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3.6  缺少扶贫对象参与绩效评估的机制 

目前多数扶贫绩效的评价方式仍是封闭式的。大多数扶贫的绩效评估工作往往都是由相

关部门根据一些工作数据和实地考察情况对绩效进行评估。工作数据的准确性难以保障，实

地考察总是面向少部分对象，在这样扶贫绩效评估中，扶贫对象参与度低，就无法发挥自身

在绩效评估中的作用、也难以保障绩效结果取信于扶贫对象，有失科学民主化。 

3.7  扶贫信息公开不到位 

目前海南省可公开收集到的扶贫信息，大多停留在市县一级。对于研究乡或村的问题，

只能进行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实地调研覆盖面小，很难做到对扶贫绩效的全面展示。这反

映出当前扶贫信息公开不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精准扶贫政策在测评方面还不够完善。要

确保精准扶贫工作的顺利实施，就必须注重对扶贫信息的公开。 

4．提高精准扶贫项目绩效的建议 

4.1  加强精准扶贫队伍再建设，创新管理方式 

在精准扶贫队伍再建设方面可学习借鉴四川凉山的做法：把最优兵力集结到脱贫攻坚第

一线。在管理方式方面，层层压实责任，把责任向扶贫一线传递。对一把手实施：“不脱贫

不调整”政策，从而推动扶贫工作有效开展。 

4.2  通过扶志，激发内生动力，调动其造血功能 

4.2.1 通过多种途径扶志 

直接有效的做法是大力宣传报导脱贫致富典型事例，增强贫困户的自信心；通过扶智达

到扶志，采取各种形式的教育，使其扩大知识面的同时，提升自信心，树立志气。 

4.2.2 通过利益导向，激发其内生动力 

各种扶贫项目要有看得见的利益，通过高利润，引导贫困户自愿参与其中，从而实现脱

贫。 

4.2.3 放弃错误的过量输血的做法，调动其自主造血的功能 

由于建档立卡贫困户获得大量扶贫政策的好处，产生了新的不平衡，出现大家争当贫困

户的情况。在政策制定上要充分考虑，尽可能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也就是说制定政策也要

“精准”，要研究好村民的心理、思维及行为方式，避免产生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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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让大数据充分服务于精准扶贫 

建立大数据中心做好相关数据的收集。通过信息充分公开让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各环节，

真正实现“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见效”各个环节的

精准，并可用大数据提高扶贫绩效评价的及时性。从而提升精准扶贫的绩效。 

4.4  引导媒体做好有关扶贫的正面、正确报导 

媒体的正面、正确引导，也是做好精准扶贫的重要一环，有关精准扶贫的报导宣传可设

立单独审查制度。让媒体报导做到“精准”，真正服务于精准扶贫工作。 

4.5  通过省内或跨省的移民方式，带动贫困户从思想、行为上脱贫 

通过政策引导贫困地区的贫困户移民到相对发达地区，也可利用自然环境加政策优势引

导相对发达地区的居民批量移民到贫困地区。通过相对稳定的移居、混居，能潜移默化地改

变贫困户的思想及行为，突破脱贫最难关—思想、行为关。 

4.6  完善精准扶贫绩效评估制度 

有了大数据，还需要有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的有效制度及方法。需要根据相关制度文件结

合海南省实际管理的需要，建立合理的评估制度，设计有效的评估模型，实施动态评估，为

管理提供实时的决策依据。在建立绩效评估制度时一定要考虑到扶贫对象的参与度，使绩效

评估制度科学民主。 
4.7  通过精准扶贫，真正实现各种扶贫资源的合理配置 

海南省有其特殊性，陆地面积不大，但各市县的文化却有较大差异。精准扶贫的各环节

都要关注这些差异，对各市县的贫困人口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管理、分类施策。在资金投入

方面，依据不同致贫原因和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将资源配置在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领

域。对于有能力和意愿脱贫的扶贫对象，扶贫资源要向扶贫开发的方向倾斜；对于没就业能

力没意愿的扶贫对象，扶贫资源要向培养就业能力、引导脱贫意愿方向倾斜；对于自主发展

能力受限的扶贫对象，则应纳入社会救济范围。在人力资本投入方面，不仅要调动扶贫对象

的积极性，还要全面激发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返乡人员的创业热情和能量，让优秀

的本地人带动、引导扶贫对象积极脱贫，发挥人力资源在扶贫过程的关键作用。加强扶贫资

金的整合使用。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资金精准到扶贫对象。 

4.8  建立扶贫绩效动态监测机制 

扶贫工作周期长，建立对扶贫各阶段监测的机制必不可少。需要加快“海南省精准扶贫

大数据管理平台”建设，建立互联互通的扶贫网络，动态掌握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做到对

扶贫全方位全过程动态监测。第一，建立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脱贫情况时实跟踪的机制，使

精准施策有依据。对于接受扶贫政策后实现脱贫的农户，应实施动态监测并调整扶贫范围，

防止他们挤占扶贫资源。第二，建立对扶贫项目的进展及各环节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记

录的监测机制，通过大数据进行分析，及时发现问题；第三，建立对扶贫资金的投放与使用

绩效数据的采集、记录的机制，做到及时分析，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5．结束语 

现在的扶贫已不再是粗放扶贫，而是到了啃硬骨头阶段，这些硬骨头的主要问题在贫困

户的思想和行为上，主要原因是内生动力不足。做好攻坚阶段的扶贫工作要靠一支强有力的

队伍，要有全面充分的信息支持、要有媒体的正确引导和健全的制度保障，才有可能真正做

到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也才有可能更快实现精准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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