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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包容性增长的
扶贫开发实践及启示

王 志 章,刘 天 元,贾　煜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通过对比研究、经验研究等方法,分析了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与贫困现

状,探讨了印度实施包容性增长扶贫的主要路径,总结了印度包容性扶贫的经验教训.研究发现印度包容性

扶贫存在财政赤字严重、政策执行力弱、教育投资顾此失彼、经济制度缺陷、产业结构断层等问题.结合我国

反贫困的现实要求,提出了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社会安全网络、深化合作服务意识、提高贫困人口基

本技能、构建参与式反贫困体系等适合我国国情的包容性扶贫开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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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是全球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世界银行公布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０年,全世界

约有１２亿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每天生活费不足１．２５美元.这些极贫人口没有稳定的工作,受教

育水平低,疾病发生率高,只能依靠政府的救济金维持生活[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贫困

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和抑制世界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因素.２０００年联合国首脑峰会一致通过«千年

发展目标»要求各国政府务必将消除农村地区贫困作为重要工作开展,并在２０１５年将全球贫困水

平降低一半(以１９９０年的水平为标准)[２].由此可见,减少贫困,根除贫困不单是国际组织长期关

注的重点,也是各国政府致力解决的首要任务.
为了适应新世纪扶贫模式的新变化,２００７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理念.该理念在基于现实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是必需的,但并非充分的,
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对社会领域的投资,不仅没有减少贫困,相反还导致贫富差距增大,
社会矛盾尖锐[３].印度政府为减少贫穷、消除贫困,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在第十一个五年

计划中大力实施“包容性增长”扶贫战略,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与贫困的现状

(一)印度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与巴基斯坦、中国、尼泊尔、不丹、缅甸和孟加拉国为邻,国土面积为３２０
万平方公里,位列世界第七,人口１１．７亿,仅次于中国,位列世界第二.印度经济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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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由于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速徘徊,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印度实行

了大胆的改革,到２０世纪最后的５年里,印度经济年增长率飙升到８．５％.进入２１世纪后,经济持

续增长.尽管２００８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但印度经济仍保持６．７％的增长率,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迅速回升至７．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达到８．５％[５].印度经济增速逐年攀升,成为

仅次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迅速发展的对外贸易成为印度国内经济发展的驱动力.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度印度商品出口额仅

为１８１．４３亿美元,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激增到１７８７．５１亿美元,２０１２年印度商品出口额达７８０４．７亿

美元,２３年间印度商品出口额增加了将近４３倍.同期,印度商品进口额也不断刷新,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年度印度商品进口额仅为２４０．７５亿美元,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增加到２８８３．７３亿美元,２０１２年印度商

品进口额达４８９２．８亿美元,２３年间印度商品出口额增加了将近２０倍[６].进出口额的不断增长,
显示出印度对外贸易稳定发展,同时印度在世界贸易中地位不断提高.异军突起的软件业和由其

衍生的服务经济,也推进印度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传统的印度经济第一产业占据主导位置,随着

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迅速提升,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完善

合理.１９８８年印度第一产业占 GDP的比重为３２．７％,２０１２年下降到１８．７％,２７年间下降了１４个

百分点;同期第二、三产业占 GDP的比重分别上升到２６．７６％、５４．５４％,较之１９８８年的２６．６％和

４０．７％,分别上升了０．１６％和１３．８４％[７].印度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带动印度服务业的持续

扩张,吸收容纳了更多的劳动力,为更多的人摆脱贫困创造了就业机会.
(二)印度经济社会贫困现状

经过２０多年的经济改革和调整,印度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依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减
贫、扶贫工作任重道远.尤其体现在印度的贫困人口基数大,失业人口多,基础教育落后,地区之

间、邦与邦之间贫富差距悬殊,民族宗教摩擦不断,医疗保障水平亟需提高.

１ 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失业问题仍然严重

印度农村地区和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的地区,现代化文明思想进不来,宗教色彩浓厚,古老的村

社内部结构长期存在,导致种姓制度、等级意识根深蒂固,宗教纠纷、民族冲突愈演愈烈.长期的贫

困得不到有效改善,部分少数民族和宗教信徒将其归咎于大民族、大宗教,怀恨在心,常常通过发起

宗教冲突和暴力流血事件等手段以求改变现状,释放不满[８].这种非法暴力手段导致少数民族的

贫困与民族宗教冲突相纠缠,形成恶性循环,加重了印度的贫困问题.失业是印度经济难以治愈的

顽症.２０１１年印度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１５至５９岁年龄层的平均失业率为１４．５％,其中１５至２４岁

年龄层的失业率为２０％,五分之一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失业率最高的是两个被边缘化的团体:一
是达利人(处于印度种姓制度的最底层),二是原住民(多为部落居民)[９].失业率居高不下制约印

度经济的高速发展.

２ 贫富差距悬殊,贫困人口大量存在

印度贫富“数字鸿沟”严重.截至２０１０年,印度的百万富翁总数增加到１２．６７万人,而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不断增多,从２００９年的２８％增加到３７％,在印度约１２亿人口中,约有４．４亿多

人生活在赤贫线以下.另据 NSSO 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农村地区最穷阶层的人均月开支仅有

５２１卢比,最富阶层的人均月开支４４８１卢比;在城市地区最穷阶层的人均月开支为７００卢比,富阶

层的人均月开支为１０２８２卢比.印度贫富差距悬殊,在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２年间,农村地区最富的５％
的人口的开支和消费增加了６０％以上,而最穷的５％的人口的开支和消费只增加了３０％.在城市

地区,最富的人口消费增加了６３％,最穷的人口消费增长了３３％.地区、城乡差别的扩大化,社会

分层的严重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印度经济的协调包容发展.

３ 基础教育落后,文盲率居高不下

印度的高等教育世界闻名,然而基础教育比较落后.据统计,在印度２亿多的适龄儿童中,约



有４００多万来自农村和城市贫民窟的儿童未接受基础教育,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家庭由于无法支付

庞大的教育支出而辍学.尽管印度的文盲率由２００１年的３５％下降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６％,文盲人口数

量从３亿下降到２．７亿,但农村的文盲率依然很高,尤其是农村的女性,目前女性文盲率占女性人

口的３４％,其中拉贾斯坦邦男女识字率差异最大,男性足足比女性多出３１．８％[１０].基础教育的落

后,人力资本的匮乏,这些因素不但加深了印度的贫困问题,也制约着印度反贫困的推进.

４ 社会保障不健全,医疗问题突出

目前印度的几大社会保障项目只覆盖了有组织部门的就业人员,而收入低、工作不稳定、无常

规收入、频繁失业、流动性强、文化水平低的临时工和自雇就业者没有被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印度

的社会福利存在明显的二元特征.一方面公务员分文不缴却能享受到丰厚的养老金保障,另一方

面政府对老年穷人的社会援助计划的资金却捉襟见肘.在印度劳动者中只有３４００万(不足１１％)
参与正规的养老金计划,享受老年收入保障,而９０％的老年人没有参与任何养老保险[１１].医疗卫

生健康问题一直困扰着印度政府.另外,印度的医疗、护理人员和医疗设备严重不足,每千人医生

数、护士数、助产士数、床位数处于较低水平,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１２].公立医疗机构

也存在很多问题,医药欠缺,抗菌素种类少,医疗设施落后,病房狭小且数量少,医护人员渎职、误诊

现象层出不穷,医患关系紧张.
面对日益凸显的贫富差距问题,印度政府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实施了一

系列的改革,其中最为关注的是采取了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措施,并正在取得进步.

二、印度实施包容性增长扶贫的主要路径

如前所述,在印度经济起飞的同时,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经济的繁荣发展并没有惠及

所有人口,反而加深了两极分化,拉大城乡差距,社会矛盾突出,贫困人口攀升.为了改变这种发展

的不平衡,印度政府在“十一五”计划(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中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理念,旨在通

过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改善民生,缩小差距,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共享发展成果,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包容性进步.
(一)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制定扶贫行动纲领

受到收入贫困理论以及“涓滴假说”(thetrickledownhypothesis)的影响,人们认为经济增长的

收益会自动地扩散到社会各阶层和部门,贫困人口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然减少.因此,早期的扶贫

减贫追求的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事实上不少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困问题却在加重[１３],印
度的发展即是如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社会分配、公共投资、治理质量等.鉴于此,印度政府一

是从战略高度上重视扶贫、减贫工作,不断扩大中央政府对扶贫、减贫工作的支持力度,从第五个五

年计划起,连续多年制定一系列反贫困和社会发展计划和目标,增加扶贫预算开支比例,仅食品补

贴的预算开支比例就从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度的２．３％激增到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度的３．２％,在乡村就业计

划和社会福利上亦是投入大量资金.二是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减少贫困的唯一路径,在制

定实施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走包容性增长道路,将其作为减贫、扶贫工作的基本思想,倡导

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地区和阶层,在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中实现多位一体

的协调发展.三是结合印度扶贫减贫的具体实践,以包容性增长和共享式发展为原则,制定减贫、
扶贫的行动纲领路线,构架起“包容性增长”的三大支柱[１４].

(二)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增加生产性就业机会

印度贫穷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农村贫困和城市大量的贫民窟,而农村贫困和城市贫民窟

问题的出现又来源于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失业问题直接制约印度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

发展.为此,印度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加快经济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创造

更多就业机会,千方百计满足就业需求.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间和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间,印度农业分别下降



了３１．４％和１３．９％[１５],而服务业在 GDP 中的比重增加到５３．１％,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达到

６３．８５％,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解决了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其次,大力实施农

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农村青年专项技能培训计划,提升贫困人口自我造血能力[１６],帮助农村青年自

谋职业或自主创业,实现收入来源的多样性.第三,大力发展技术领先的小产业、乡村工业,形成小

产业集群效应[１７].在制定的五年计划中,印度政府都会列出专项资金资助发展小型企业.成立数

百个农村小产业中心,帮助农民创办小型企业,拓宽贫困地区农民生产性就业渠道.第四,大力开

发农村传统工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自我就业[１８].对于自谋职业者和

从事农村传统工业的农民,政府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还给予就业津贴.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证社会最低福利标准

贫困是长期困扰印度政府的问题,发展的不均衡问题直接制约印度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发展.
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现状,印度政府不断完善健全包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每个国民能够分享最

基本的社会福利:一是实施基础教育支持工程和职业教育计划[１９].针对贫困家庭的儿童,政府实

施营养工程———午餐计划,鼓励贫困家庭的儿童入学,提高入学率和到校率,减少基础教育阶段的

辍学率.在职业教育方面,印度政府于１９９８年实施由中央资助的中等教育职业化计划,对６８００
所学校实施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医疗卫生体系[２０].在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强化贫困地区与外界的联系,逐步实现村村通路,户户通电,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

件.在医疗卫生方面,由政府财政预算拨款,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按照不同比例支付,逐渐将医疗

卫生保健网全面覆盖到农村地区.三是推行全印防护型社会保障计划,实施全国社会援助方案.
该计划由国家老年退休金计划、全国家庭福利计划和国家产妇津贴计划组成[２１],几乎涵盖各个人

群,使每个人都能分享社会安全网带来的好处.四是建立住房机构,改善居住环境[２２],实施旨在消

除无家可居现象,改善居住条件的国家住房政策.同时,强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如清洁用水、通畅

的道路、路灯、排水系统和厕所等,改善居住环境.
(四)提高政府治理质量,确保公平分享机会

良好的政府治理取决于政府的治理水平.印度政府认为“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丰富,涉及范围

广,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性增长”,就应该强化治理质量,实现“包容性治理”[２３].近年来,
印度政府在提高包容性治理质量,实现社会公平上主要采取如下措施:一是保持服务业的高速增

长,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二是倡导民主、法治,逐步根除种姓制度的荼毒,保持政局稳定,经济社会

稳定发展;三是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地区生活质量

和农业生产条件;四是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健全医疗体系,构建社会安全网络;五是倡导和鼓励社会

监督,杜绝政府腐败行为;六是加强对特殊群体的保障支出,使他们均等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２４].
同时,印度政府不断深化与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建立起伊斯兰银行、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农业和农

村开发银行、地区农村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即信贷合作社)和土地开发银行等,依托金融机构,实施

多项包容性的金融措施,创新信贷机构发放农村贷款的办法,制定粮食作物“作物保险”和“自然灾

害法”,为贫困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推动印度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三、印度包容性扶贫教训总结

当然,印度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模式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诸多问题,尤其表现在各项包容

性增长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上.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抑制了印度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进程,但也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包容性增长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教训.
(一)财政赤字严重,内债负担堪忧

包容性增长的扶贫政策确定后,印度政府千方百计增强贫困地区的硬实力,制订了一系列促进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规划.大规模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导致印度原本捉襟见肘的财



政收入更加困难,财政赤字率居高不下.印度现已成为世界上财政赤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多次受

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警告[２５].为减少贫困地区农民基本种粮支出和城镇居民生活

费用,印度政府花费巨额财政补贴,维护城乡居民利益.一旦农业投入物补贴和粮食补贴减少,城
乡居民利益受损,必然加剧社会矛盾,城乡不稳,因此印度政府减少财政赤字的目标短期内难以实

现.此外,印度政府为弥补财政缺口,大量增发通货筹集资金,由于旧债沉重,每年仅还本付息就要

耗费国库一半收入,沉重的内债制约着印度经济发展投资的增加.
(二)政策执行力弱,教育投资顾此失彼

为了解决本国贫富分化问题,印度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和措施,但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还有一

些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偏离了最初的本意.在学习印度经验的同时,这些教训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戒.

最为突出的教训当属印度的教育问题,印度长期以来坚持高等教育优先,基础教育次之的政策.印

度拥有２５３所大学和１３１５０所学院,在发展中国家堪称佼佼者,有一部分高等学府更是跻身于世

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但印度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以牺牲基础教育为代价的.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指出:

印度对教育的总投入与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并无大异,不同的是印度教育投入的天平过于向高等

教育倾斜[２６].印度政府花费大量财政收入支持和补贴印度高等教育机构,而对基础教育的投资仅

占整个教育投入的一半,加之基础教育先天性的问题,导致印度基础教育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处

于较低水平,长期对高等教育在政策方面的倾斜使印度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教育结构.这种制度

设计很不利于普通百姓均衡享受公平教育,从而解决“代际贫困”问题.
(三)经济制度缺陷,“涓滴假说”失效

为摆脱贫困现状,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印度在允许私营经济存在的同时,大力发展公营经济,从
而形成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首先,印度政府并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鼓励私营经济有序

发展,反而凭借工业政策、许可证政策、反垄断法等限制私营经济发展,削弱私营经济对民族经济发

展的推动作用.其次,印度政府在保留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对混合经济的宏观管理,实
行市场调节与经济计划相结合的宏观管理机制.然而,印度政府又不完全依赖利用管制价格政策、

控制利率政策和限制汇率政策等多种方式,限制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

手”作用失衡.最后,印度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另一面则采取高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

等政策严格限制商品进口,利用缩小投资领域,降低必须转让技术投资比例等政策阻碍外资输入,

民族经济狭隘主义盛行,缩小了贫困人口就业渠道.印度经济发展缺少必要的宽松自由的政策环

境,经济对外开放的相对保守与相对封闭性明显,导致印度经济有限的增长收益并没有惠及所有人

群,贫困人口也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自然减少,“涓滴假说”失效.
(四)产业结构断层,城乡两极分化

印度是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农业国家,７０％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劳动力占劳动

力总量的７４．４１％,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数的７４．５％[２７].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聚落

的衰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印度政府为缓解就业压力,减少贫困,变输血为造血,积极

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２０１１年印度服务业占 GDP的比重约为５６．３７％[２８],已达

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过度发展的第三产业,尤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IT业显著,只吸纳了精英阶

层(仅占印度劳动力总数２％),大量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享受到新技术产业发展

带来的好处,导致印度经济发展为“缺乏就业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能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的第

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发展缓慢,难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第三产业过度发展,导致

第二产业跟不上,二产出现断层,难以有效衔接第一和第三产业.三产比例失调,导致产业发展和

劳动力素质错配,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矛盾突出,加剧贫富分化和区域经济

失衡,最终导致城乡两极矛盾尖锐,低收入群体沦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



四、中印不同国情对扶贫的影响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印两国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资源禀赋、时代使命,但不同的国家治理体

制、经济发展模式、教育水平差异等,在实施包容性扶贫开发中有着不同的影响.
(一)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同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是在实施扶贫战略中,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的政策执行力,这为强力推进扶贫

开发战略、减贫扶贫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二是从中央到基层构建起强大的组织网络,更能注

重指导整个经济活动,打好扶贫攻坚战,注重改善民生,时刻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惠及

普通百姓.三是国家实施的扶贫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动用社会资源,调动财政金融资本、社会资

本、人力资本,优化市场环境,促进工业化健康有序发展,扩大就业空间,创造就业机会,夯实起中国

扶贫减贫的经济基础.相比于中国,首先,印度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和多党执政,常常在决策的过

程中政党纷争不断,致使政局动荡、决策效率低下.其次,印度民族多达１００多个,农村人口占

７４％,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加上８１％信奉印度教的和１．４亿信奉穆斯林教的印度人

之间矛盾异常尖锐[２９],以及种姓制度等给政党带来了浓厚的教派主义色彩,不时因政见不同带来

严重的教派冲突,直至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印度的政局常常会因政权更迭,致使制定的政策难以为

继.第三,印度各邦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基层政权带有很强的地方、宗教、种族色彩,治理结构、体制

的差异性也常常会分散力量,直接影响扶贫减贫的效果.
(二)经济增长路径不同

经济增长的方式直接攸关能否提供给扶贫强有力的财力支撑.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中国产业

结构不断完善,据统计,２０１２年中国一、二、三产业总产值占 GDP的比重分别是１０．０９％、４５．３１％和

４４．６０％[３０],第二产业发达为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健全的立体交通网络

和逐步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也为我国利用地方资源大力发展经济,增加生产性就业,减少贫困人

口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同期,印度的一、二、三产业总产值占 GDP的比重分别为１８．７％、２６．７６％和

５４．５４％,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服务业[３１].尽管以第三产业为主的

经济增长之路有利于最大限度吸收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但服务业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
二产的虚弱导致印度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地区尤为突出.文献显示,在过去的６０多年里,印度对基

础设施的投资严重不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印度仅将 GDP的４％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我国用于

基础设施的投资占 GDP的９％).基于此原因,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尤其是其低劣的道

路、港口和电力基础设施.按实际需要,印度需要８０００多英里的高速公路,才能使交通状况有较

大改善.而目前仅有１０００英里.不仅公路数量少,且堵塞严重.整个印度每年因交通堵塞与事

故引起的损失高达６０亿美元.基础设施滞后直接有碍资源的开发、生产力的提高和贫困人口生存

条件的改善.
(三)教育水平差异明显

人口素质直接决定是否具有摆脱贫困的能力,因此,教育显得尤为重要.２０１３年中国教育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９９．７１％[３２],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
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毛入学率８５％[３３],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３４６０万人,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达到３４．５％[３４].这些数据表明,中国贫困人口可均等享受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水平不

断提高,教育扶贫成果显著.在印度,据２００１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印度男性与女性的识字率分别

为７５．８５％和５４．１６％,总识字率为６５．３８％,有近４０％的人口是文盲,２０１３年印度的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接近于１９％,远远低于世界２６％的平均水平[３５].同时,贫富差距也很严重.２０％的收入最低

的家庭占全部收入的７％,１０％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拥有全部收入的３４％.印度处在贫困线以下的



人口在独立初期为４０％,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这个比重上升到５０％左右[３６].贫困地区的

贫困人口更是很难接受高等教育,并通过教育改变家庭家族贫困现状.这一现象还会持续相当长

的一段时期.

五、印度包容性增长扶贫对中国的启示

中印两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型工业化国家,既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性.
在新的环境下,两国面临着反贫困、实现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的巨大挑战,这需要从实际出发,优化

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需要构建社会安全网络,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实现发展成果惠及人民

的目标.充分学习借鉴印度在包容性增长扶贫开发中一些好的做法,对探索适合我国现实需要的

包容性增长的扶贫路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高效、可持续、包容性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一)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

根据印度经验,要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重点是要扶持贫困落后地区,尤
其是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弱势地区和群体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机会.因此,首先国家层面

必须优化基础设施的顶层设计,增加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合理利用贫困地区资源禀

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特色旅游业、特色种养殖业,促进效益农业、规模农业的发展,转变经营

方式,为贫困人口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其次,夯实农村交通、能源基础设施,连接乡村道路与重要

农产品市场,畅通销售渠道,实现农村地区资源的转移和劳动力合理流动,扩大增收渠道.三是扩

大信息网络的覆盖面.信息的不对称和信息的阻塞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因素,为此印度政府充分利

用信息技术的优势投入大量财力在贫困地区实施了信息网络工程,为增强贫困地区与外界联系、发
挥属地资源优势、提高贫困人口技能、让更多人走出偏远山区寻找就业机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脱
贫效果明显.尽管我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实施了“村村通”等一系列信息建设,但贫困地区信息的死

角、盲点还很多,妨碍与外界的联系,亟需解决.四是高度重视贫困地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鉴于我国贫困地区田块分割严重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长期失修等现实,国家

应该列出专款,加大修复贫困地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力度,为贫困人口发展特色种养殖业,确
保基本收入提供保障.五是提高贫困地区资源利用率.根据自愿的原则,鼓励和支持贫困地区和

农户发展规模化效益种养殖业,走集约化、规模化道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增加贫困

人口的收入来源.要正确处理好城镇化和农业发展的关系.统筹城乡发展,避免减少农耕地的大

肆占用而造成的农民返贫、赤贫,保留农民的基本收入来源,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二)建构社会安全网络,促进包容性持续发展

印度社会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的二元特征和覆盖面严重不足的问题,邦际之间、城乡之间、部门

之间和职业之间的社保差异明显,这不利于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因此,我国只有实行全覆盖、
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社会安全网络,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受益,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保障制

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实现经济社会的包容性持续性发展.一是要确保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

制度落到实处,扩大贫困扶持范围,向城镇低收入者和农村特殊群体倾斜,让更多的贫困人口受益,
实现贫困人口的全覆盖.二是加大对农村地区基本社会服务的投资力度,尤其要加大对贫困地区

教育的投入力度;教育先强师,要对贫困地区师资队伍进行多方式、多渠道的培训,提高教师质量,
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尽可能引进优秀的师资力量,鼓励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优秀师资扶贫支教,改善教

师的工作条件,增加贫困地区教师的工资补贴,稳定教师队伍;改善教育基础设施,减免贫困地区高

中阶段教育的学费,使广大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均等地接受教育,学以致用,为贫困地区脱贫奠定人

才基础.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向特殊贫困群体提供医疗援助,构建贫困地区农

村农民就医支撑起社会安全网,避免出现“因病致贫”现象;加大西部贫困地区医疗卫生设施的投资

力度,着力改善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室的医疗条件,投资配置必备医疗设备,提供专项经费定期



举办医务人员专业技术培训,切实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满足贫困人群就近就医需要.四是加

强反贫困的法律法规建设,建立完善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法律保障制度,确保贫困人口的生

存权和发展权.最后,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限利用资源,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走可持续的扶贫发展之路,实现反贫困与和社会公共福利的和谐统一.

(三)深化合作服务意识,提升政府治理质量

印度是多党制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政党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种多党制致使印度分立集团众多、
社会结构复杂,在实施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过程中,政府治理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理力,执行决

策迟缓,影响扶贫效率.这从反面充分说明,加强治理能力建设,整合资源提高政府治理质量,对贫

困地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尤为重要.首先,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反贫困中的战斗堡垒

作用,凝聚力量,形成共识,集中实力打好不同区域的扶贫攻坚战;政府在制定反贫困的政策中要充

分发挥“智库”、“智囊团”的作用,强化政策的透明性、公开性和针对性,注重公众的参与性和实施的

可操作性.同时,对于不同的区域、民族、群体要注重政策的灵活性和倾斜性.其次,要深化政府各

部门的合作服务意识.减贫扶贫实现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增长,涉及面宽、范围广,不仅仅是扶贫主

管部门的事情,而是需要各政府机构的通力合作,在合作协调中,既要分工明确,又要强调配合,还
要有效保障监督,举主导力量实现各个目标击破,确保２０２０年按时完成扶贫攻坚的总任务.三是

对扶贫资金的使用要有所侧重,注重效率与公平.扶贫资金不仅要考虑连片特困地区、国家重点扶

持贫困县等区域性贫困地区,还要充分考虑非贫困县贫困群体的实际情况,要提高瞄准对象的精确

性,减少瞄准偏差,妥善使用扶贫资金,避免扶贫资源的浪费,提高扶贫效率.四是制定可行的包容

性增长扶贫开发模式评价体系,加强监测和评估.构建评价体系既要充分借鉴亚行已经开发出的

评价指标,又要基于我国不同连片特困地区的现实情况,以便客观公正掌握真实情况,评估扶贫效

果,调整扶贫政策,实行反贫困政策的动态化跟踪.要扩大监督的范围,不能仅局限于自我监督,要
让媒体、社会、贫困群体也加入到监督的圈子中,倾听他们的声音,从而确保减贫扶贫工作的有效开

展和扶贫政策的科学决策,提高政策实施的效果.
(四)提高贫困人口基本技能,改善贫困地区生存环境

印度政府在实施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中十分重视贫困群体的生产性就业,但要保障就业,就
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帮助贫困人口提高劳动技能,拓宽就业渠道,印度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

取得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实践证明,我国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的根源之一源自于贫困人群素质的

不高与劳动技能的缺乏.一是中央和各地方政府要分层次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的投

入,尤其是要高度重视贫困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通过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就业能力,
阻击贫困的代际传递;建立起学校与就业企业的协调机制,确保上学者可充分就业,以提高贫困人

口子女学习的积极性.二是要通过科技下乡、科技专员驻村驻户、兴办农业技术孵化器、发展农业

专业合作社、农特产品股份公司等形式定期向贫困地区农民提供农业种养殖新知识,更新传统品

种,培育种养殖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养“永久牌”的贫困地区科技带头人,增强实用技术的辐

射力和推广力.同时,要帮助贫困地区季节打工的农民提高劳务转移技能和择业技能,实现农民生

计的多样化和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三是选择临近中小城镇、小集镇、具有一定资源优势和交通条件

好的地区,进行整体规划,对生存环境恶劣、生态敏感的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实行整体性搬迁安置.
通过挖掘传统民间艺术开发旅游产品,发展农家乐等休闲业等,提供摆脱贫困的选择空间,帮助搬

迁农民实现充分的再就业.四是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倾斜投入的基础上,通
过发展地方农特产品深加工、打造边境边贸专业市场、开发旅游资源开发等,依托产业规模经营和

技术升级,结合具体市场需求等情况,形成一镇一主导产业的格局,延伸产业链条,用产业化带动贫

困地区中小城镇发展,提升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拉动就业,帮助贫困人口实现再就业摆脱贫困.
(五)构建参与式反贫困体系,建立社会扶贫大格局



印度在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过程中除政府主导作用外,也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私人

机构的参与,但由于存在监管缺位、资金短缺等种种问题,非政府组织目前发挥的作用有限,贫困人

口的参与意识较为淡漠,公众对贫困地区滞后的基础设施和贫民区蔓延的现状熟视无睹,直接影响

印度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的绩效.印度的事实说明,实施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治理要求政府、
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和公民个人都要发挥各自作用,构建参与式反贫困体系,形成社会扶贫大格

局.一是要建立政府主导、政策支撑的反贫困政策机制、投入机制、社会参与机制、激励机制、考评

机制等,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反贫困社会实践活动,着重培养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从单纯依靠“输血”转变为自我“造血”,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二是要积极吸纳包括联合国、国际

红十字会、慈善机构、光彩事业、民营企业、社会团体等在内的国际、国内组织,通过提供反贫困援助

和低息贷款、产业扶贫、知识扶贫、企业扶贫等形式,支持扶贫开发活动,提升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能力.三是培养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要强化主体意识,积极引导受援者成为反贫困的主体,
建言献策,积极参与,主动落实国家反贫困的政策,同时也要监督政府的反贫困工作,提高反贫困工

作科学性和效率,不断加快贫困地区减贫进程,真正从包容性扶贫开发中受益,共享改革和经济发

展成果.

六、结束语

贫困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印两国同属文明古国和新型工业化国家,有着相同

或相似的历史文化,在扶贫的道路上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使命,拥有共同的梦想.包容性增

长作为一种扶贫开发的全新理论,在促进经济社会包容性、可持续和平衡的发展中对两国具有同样

的重要意义.只有两国在实施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模式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这一理论的内涵

才能真正得以发展、丰富、完善和成熟,其理论也才能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开发,不断创新扶贫开

发模式,最终为人类的反贫困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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