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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以来,学界有关精准脱贫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总的来看,这些研究成

果主要集中在理论来源、主要内容、存在问题及途径、意义方面。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

加上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全面精准脱贫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途径。相关人员大多总体上由

疫情出发在决胜阶段论述如何精准脱贫,但仍存在理论来源不丰富、相关论证不充分,解决途径不明确等

问题。本文认为应该以新冠疫情为大背景,结合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述,具体研究疫情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决胜期精准脱贫的真实变化,找出解决途径,以此推动这一命题的真实性、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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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并

作出了新的部署。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我们要保持定力、增强必胜信心,要用全

面、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我国的发展,

要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坚决夺取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因此及时梳

理疫情爆发以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精准脱贫的相关研究现状,对推动和深

化这一研究命题具有深远意义。 

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精

准脱贫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理

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

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关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脱贫”的

相关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找寻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体系以及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蕴含

的理论启发。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

中关注反贫困理论。马克思反贫困理论是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断

深化的过程,共分为三个阶段,《莱茵报》

时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期及

《资本论》时期。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

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制度性根源,这意味着

马克思关于贫困问题的论述已经形成了

完整的逻辑理论。李晓霞、赵秀凤从分析

贫困根源、剖析贫困实质、明确贫困治理

主体和消除贫困路径等方面进行了马克

思贫困理论的阐释。列宁的反贫困理论是

从生产力这个角度阐述贫困与反贫困问

题。探索解决苏维埃俄国贫困问题共分为

三个过程,分别是消除苏维埃俄国问题的

初步探索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曲折

停滞时期、新经济政策的全面开拓时期。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

设和社会主义由一国到多国,马克思主义

反贫困理论也得以运用和丰富。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理论。学

界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主

要回答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还存在贫困、

以及如何消除贫困等问题。通过推翻资

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满足人民利

益的方式来反贫困。王鑫等人认为毛泽

东的共同富裕思想主要在体现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内容主要有三个方

面,开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同富裕实

现的主要途径,建立福利制度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社会保障,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支撑。邓小平反

贫困理论主要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价值目标主要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提

倡先富帮后富,以达到国家兴旺富强和

人民共同富裕。江泽民的反贫困理论主

要是将中国的贫困问题提升到了人权的

高度。主要以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为何扶”“扶谁”“谁扶”“怎么扶”等

一系列扶贫开发的基本问题。胡锦涛的

反贫困理论主要是坚持开发式扶贫,主

张用科学发展观来应对中国的贫困问题,

赋予反贫困坚持以人为本新的内涵,描

绘反贫困新的目标,鼓励并引导贫困群

众大干苦干巧干,实现科学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反

贫困理论为指导,并通过改革开放,以实

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以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且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

心拥护和支持。 

综上所述,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的思想中关注反贫困理论,还是中

国共产党的反贫困理论,虽然都展现出

了反贫困的主要内涵、路径、意义,但是

对无产阶产生贫困的原因、表现、消除

贫困的路径分析力度不够,且发现学界

对列宁的反贫困理论研究较少,没有形

成完整全面的理论体系。随着社会不断

发展,反贫困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措施

等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社会背景下

研究反贫困理论是十分的重要,这对中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疫情背景下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期精准脱贫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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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冠疫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贫困人口的就

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以及扶贫

干部工作、脱贫验收评估、脱贫品成果

巩固等方面。其中影响最深表现为：第

一,因疫返贫致贫问题突出。疫情发生以

来国内外都普遍采取停工停产、延长复

工时间的防控疫情措施,就业脱贫、产业

扶贫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一些地方

因疫返贫致贫的现象不可避免,脱贫攻

坚面临形势更加严峻,其中主要包括因

疫返贫、因疫致贫、因疫固贫。第二,

因疫农副产品滞销问题。受疫情影响,

市场关闭,物流运输受阻严重,蔬菜等鲜

活农产品卖难,应季水果蔬菜无人采购,

导致农产品大量滞销,全国各地农产品

基地发出求援信号。一边是城市生鲜产

品供不应求,另一边是农产品滞销陷入

困境。第三,因疫劳动力失业严重。疫情

期间封村、封城等方式控制人员聚集,

使得劳动力外出务工受阻,不得不返乡

或继续滞留家中,这给精准脱贫带来了

巨大的困难。第四,因疫数字脱贫、虚假

脱贫。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加上疫

情带来的影响,脱贫工作时间紧、任务

重、难度高。一些地方为了提前脱贫,

由此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虚假脱

贫、数字脱贫,这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

巩固脱贫成果带来严峻挑战,成为脱贫

攻坚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第五,

因疫凸显基层医疗卫生基础设施薄弱。

本次疫情阻击战充分体现出了基层医务

人员、基层医疗基础设施、基层医疗服

务的重要性,也充分折射出基层医疗传

染病直报系统和预警系统不力等不足之

处,这给检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来评

估挑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帮助老百

姓在经济上达到小康,也要精准到教育、

医疗、文化、就业、生态、基础设施等

方面的小康。在此次疫情爆发以后,大多

学者由各个角度出发分析疫情带来的新

问题、新挑战,为赢取疫情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双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为此

我综述学术界目前对决胜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精准脱贫面临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

两个阶段,疫情前与疫情后。面对疫情后

的精准脱贫需要精准施策,因地制宜改

变原有的对策和方法,从根源找问题,找

方法,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3 疫情背景下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期精准脱贫解决的途径 

自疫情发上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

坚持一手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统

筹兼顾,细化措施,努力克服疫情影响,

确保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其中

学界关于决途径主要有：第一,开展动态

监测管理,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

制。为更好防止因疫情脱贫人口返贫和

边缘人口致贫,应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

帮扶机制,开展动态监测管理,加强对监

测对象帮扶措施落实情况的跟踪,及时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要充分利用基层

干部等人作用,排查因疫致贫、因疫返贫

的群体,精准实测,从根本上切断致贫、

返贫的根源,确保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实

现。第二,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利用互联

网拓宽销售渠道。农业电商是数字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精准脱贫的重要

载体。电商发力,为脱贫攻坚装上了强有

力的推进器,让脱贫攻坚驶入快车道。山

川异域,风月同天。疫情面前,我们都是

抗击疫情的共同体。各个省市与各大电

商平台合力公益“带货”,短时间内迅速

整合两端信息,快速消化掉销售受阻的

农产品,共同帮助农户减少损失,缓解民

众生活物资结构性短缺痛点。第三,鼓励

地摊经济兴起,支持劳动力返乡创业、就

近就业。 

综上所述,学界对疫情下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期精准脱贫的措施对于充

实相关研究虽然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在

不同程度上都忽略了马克思对发挥人的

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哲学概念。大篇幅的

讲述政府有哪些责任,基层干部如何去

帮扶,如何利用互联网等问题,却没有认

识到只有发挥贫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才能消除贫困达到共同富裕。心灵和思

想的贫瘠比物质上的贫瘠更可怕,激发

贫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贫困地区

和贫困人口的积极性,是如期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精准脱贫的重要环节。 

4 总结 

“小康”是中国人民对国家安定、

幸福生活的向往。精准脱贫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要保障。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为

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疫情的冲击下,

如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到真正的

精准脱贫需要找到新的发力点,并要始

终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中国共产

党人的反贫困理论,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

致力于反贫困事业,激发广大人民群众

的能动性,不断为夺取中华民族伟大胜

利而奋斗。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学者们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研究成果将日益

丰富、更加充实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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