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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消费扶贫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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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

务和标志性指标，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

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进展。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距离

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只有两年时间，正是最吃劲的时候，必须坚持不懈做好工作，不获

全胜、决不收兵”。 

    应该看到，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实现这一目标，需动员全社

会力量，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创新方式方法，提高扶贫成效，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其中，消费

扶贫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

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既能满足消费者需求、激发扶贫的责任感，又能催生贫困户脱贫

的内生动力，使其走上长期稳定增收的道路。深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用好消费扶贫这一扶贫方式，

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作用。 

    消费扶贫兼具公益与市场双重属性 

    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注重长效机制的建设，推动消费扶贫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社会各界

力量都需积极参与到扶贫工作中，不仅要给贫困地区“输血”，还要培养其“造血”机能。特别

是要动员社会力量为贫困地区注入资金、技术等，依靠市场机制，利用市场需求，引导贫困地区

生产和提供让消费者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使其逐步形成自身的“造血”机能。2019年 1月，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坚持政府

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创新机制，着力激发全社会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性”，正意在于此。 

    由此可见，消费扶贫不仅具有公益属性，也具有市场属性。扶贫属于社会公益事业，由国家

统筹协调，采取转移支付和地区对口支援等多种方式扶助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善贫困户生活条

件，从而实现共同富裕。而消费扶贫则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

务，以全社会的消费需求来拉动贫困地区的生产能力，为贫困地区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市场和销路，

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虽然是以消费的方式来帮助脱贫，

但其公益的性质没有改变，仍然属于帮扶性质。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消费需求更多地表现为市场

需求，受到供求规律影响，因此消费扶贫又具有市场属性，即贫困地区的产出需要满足社会需求，

符合社会大众需要，在社会力量帮助下，提高贫困地区的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以适销对路的产

品和服务打开市场，从而实现供需良性循环，为贫困群众彻底脱贫提供长期稳定的内在支撑。在

这一过程中，需要社会力量与贫困地区实现精准对接，包括产业、技术、产品、服务以及技能培

训等。一方面，要鼓励社会力量消费贫困地区的产品和服务，让更多人了解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

状况，为贫困地区的产品和服务提供需求市场；另一方面，需要社会力量将消费需求直接传递到

贫困地区，以需求引领供给，通过输出技术和人员提高贫困地区的产能，精准对接销地市场，以

定制化生产满足消费需求，从而实现双赢。 

    做好消费扶贫需精准施策 

    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既是生产的终点，又是生产的起点。在消费扶贫过程中，

要将消费与生产、流通相结合，打通制约消费扶贫的痛点、难点，推动贫困地区的产品和服务融

入全国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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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生产环节，要以提升贫困地区产业基础为核心，以提高贫困地区人员劳动技能为主

线，提升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在产业扶贫方面，要因人因户因村实施产业帮扶，选

择当地特色产业进行重点培养；实施农产品定点质量帮扶，对口指导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推

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逐步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强绿色产品、地

理标志农产品和有机产品认证，组织力量专门制定扶贫产品标识，积极培育贫困地区绿色产品品

牌。在提升贫困群众劳动素质方面，要以定制化方式按需输出劳动技能，根据贫困地区实际情况

和社会需求开展各类劳动技能帮扶；因地制宜开展专业知识培训，引入社会力量，到贫困地区进

行休闲农业等方面知识的宣讲，组织农民进行学习，开阔视野；定点开展网络技能培训，以供销

社为主，结合电商下乡活动，根据不同地方发展条件和特点，加强贫困地区网络使用的普及和推

广，同时帮助开拓网络销售渠道，更好地与消费者实现有效对接。 

    第二，在流通环节，要以健全贫困地区流通网络体系为基础，创新对接模式，引导社会力量

助力消费扶贫。在完善流通体系方面，需加强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

的交通条件，重点完善乡村道路内部网络体系以及与县级路网的接驳等；加大流通基础设施供给，

包括增加贫困地区仓储设施，培育一批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等；构建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流通网

络体系，以供销社为主导，以大型电商平台企业和流通骨干企业为辅助，建立从城市到乡村、从

“农田”到“餐桌”的一站式双向流通渠道；加强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通过大力推进“互联网+

消费扶贫”，打造消费共享平台、产销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实现以产定销，

以消费拉动贫困地区生产良性循环。在创新对接模式方面，要在传统对口帮扶的基础上，鼓励政

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等机构与贫困地区建立“农餐对接”“农企对接”“农社对接”等

模式；支持销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超市及电商平台企业设立扶贫专区，可采取产品预售、产

品定制等方式，实现精准营销。 

    第三，在消费环节，要加强精准监管，提高消费扶贫的综合效应。要对消费扶贫企业及其行

为进行精准识别，规范企业行为，为消费扶贫创造良好环境；加强对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价格的

监督，保障贫困地区销售产品或服务获得合理收益；强化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建立从产地到销地

的全链条质量监控体系；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