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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精准扶贫政策的路径与成效：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 

 

预答辩简述： 

贫困乃是社会演进中的不容忽视之难题，对人类社会而言，其影响根深蒂固，

是全球共同抗争的社会顽疾。实现贫困的根本性消解，促进民生改善，归根结底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之一。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扶贫减贫事业。尤

其在 2015 年，针对已有的扶贫政策难以精准识别贫困户的问题，我国全面推行

了精准扶贫政策。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力图使贫困

户的识别与帮扶更加准确、精准，以实现贫困群体更全面的受惠。 

 

截至 2020年底，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根据现行标准，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根本性解决，完成了解决绝对贫困的重要任务。那么

长时间以来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究竟是如何精准地瞄准其目标人群的？又是如

何在不同层面影响农户的贫困状态的？针对这些问题，如何对相应政策进行优化？

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对于我国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过渡衔接期制定扶贫政策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能为全球范围内的反贫困事业提供新的理论支持与

可行路径。 

 

本文以农村贫困人口为研究对象，从新时代防止返贫和乡村振兴政策相结合

的研究场景出发，考察精准扶贫政策对相对多维贫困的影响，以及长期防贫效果。

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精准扶贫政策不仅仅瞄准经济维度，更对相对贫困的多种维

度都有影响，长期来看具有显著的减贫防贫效应。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政府注重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之间

的衔接，二是应当关注扶贫政策的长期影响，三是多元主体共同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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