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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2021 年 2 月，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向世界莊嚴宣告現行標準下 9899 萬農

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四川涼山地區。四川省涼山州是中國

貧困問題最為複雜的地區之一，由於涼山地區彝族傳統社會需要 「一步跨千年」

面對現代社會的衝擊，劇烈的社會變動使得當地部分彝族群眾始終難以脫貧，並

且在部分地區滋生出嚴重的毒品與艾滋病問題，因此四川涼山地區成為中國大陸

政府近年來重點的扶貧對象之一。 

在政府資源的全方位投入之下，當地的脫貧行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政府

主導的脫貧行動以建設基礎設施為重點，使涼山地區的硬體設施得到質的提升，

包括普及義務教育、改善醫療衛生等項目也在不斷改變著當地人民的生活，更改

變著相對保守的彝族社會。當傳統彝族社會不斷在向現代社會靠攏的同時，涼山

彝族原本邊緣的獨特性也在漸漸受到主流社會同化，從而成為主流社會的一部分，

這也許也是世界眾多弱勢族群追求現代性過程中的殊途同歸。本文將主要以四川

涼山彝族地區的脫貧行動為例，以此對解決少數族群貧困問題有所幫助。 

 

關鍵字：民族地區脫貧、少數族群貧困、地區發展、文化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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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February 202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leader Xi Jinping 
solemnly announced to the world that the 98.99 million rural poor people 
under the current standards will be lifted out of poverty, which certainly also 
includes the Liangshan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Liangshan Prefecture in 
Sichuan Province is one of the areas which have the most complicated 
problem of poverty in China. As the traditional Yi society in Liangshan area 
needs to face the impact of modern society "one step across the millennium", 
drastic social changes have made it difficult for some local Yi people to get 
rid of poverty. Severe drug and AIDS problems have spawned in the region, 
so the Liangshan Yi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s of mainland China governmen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full investment of government resources, local anti-poverty work 
has achieved a certain effect. The government-led poverty alleviation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which has qualitatively improved the 
hardware facilities in Liangshan area. Projects including universal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are also 
constantly changing the lives of local people and changing the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Yi society. While the traditional Yi society is moving closer to 
the modern society, the original marginal uniqueness of the Liangshan Yi 
people is gradually being assimilated by the mainstream society and 
becoming a part of the mainstream society. This may also be the same goal of 
many disadvantaged ethnic groups in the world in their pursuit of modernity. 
This article will mainly tak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ction in the Yi area of 
Liangshan, Sichuan as an example, which will help solve the poverty problem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national area, minority group poverty, 
regional development, cultur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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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說明本研究進行的背景、動機，並研究目的、待解決的問題，以及研究

範圍及研究對象，另外亦就研究目的之達成進行研究規劃。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一、 研究背景 

(一) 全球性的貧困問題與貧富差距 

貧困，不只存在於某個區域，甚或已經是個全球化的問題。特別是隨著全

球化趨勢的腳步，在科技的帶動下，富者愈富，貧者卻愈貧。根據聯合國開發計

畫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1999 年 7 月 2 日發表

的《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中指出，占全世界人口 20%

的最富者和 20% 最貧窮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從 1960 年 30:1 擴大為 1997 年的

74:11。2019 年聯合國開發署針對 31 個低收入國家，68 個中等收國家和 2個高

收入國家等共 101 個國家進行調查，並發布了 2019 年的「全球多維貧困指數」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報告，在其中強調 2019 年全球現有的 77

億人口中，共有 13 億人處於「多維貧困狀態」，原因已然錯綜複雜，已非個人

或單純家庭因素，甚或乃是結構性的問題。不僅國與國之間資源分配極不均衡，

各會員國之內的貧富差距更是嚴重問題，並且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的現象仍然正

在蔓延當中2。 

到 2018 年為止，過去 40 年來，40%的財富集中於全球 1%的富人身上。在世

界上收入占全球排名 10％的人，這些人擁有的財富超過全球人民總收入的一半

3。而根據樂施會（Oxfam） 觀察，逃稅、剝削勞工、壓低成本，以及企業對政

策的影響力，都是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4。富人以其影響力影響政府部門制

 

1.李長久，＜20世紀世界財富急劇增長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經濟學文摘》，北京：中國人

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2000年5期。 

2.蕭徐行，＜《蕭徐行觀點》貧富差距與分配不平等是全球大問題＞，《經濟學文摘》，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2019 年 7 期。 

3.魯皓平，＜貧富差距超乎想像！1％富人竟擁有全球 40％財產＞，《遠見》，2018 年 1 月 8

日，網址：https://www.gvm.com.tw/article/41848。 

4.林信男，＜這 4 個原因讓貧富差距持續擴大 1%人掌握全球 82%財富＞，《鉅钜亨網》，2018

年 1 月 22 日，網址：https://news.cnyes.com/news/id/402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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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利於自己之政策，進而財富日增，形同對其他階層的剝削，對社會造成逐

漸加劇的隱憂。以下為基於美國中央情報局所統計的基尼係數資料得出的世界

財富差距圖。 

 

圖 1-1 全球貧富差距圖5 

而對于欠開發地區而言，全球性的貧困問題仍在持續。在包括聯合國

與 世 界 銀 行 等 國 際 組 織 制 定 的 包 括 千 禧 年 發 展 目 標 （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與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等行動中，均將消除貧困與饑餓作為其中的要點加以實施，但是就目前而

言在非洲、東南亞與南亞地區中依舊存在著相當數量每人每日收入低於

1.9 美元的絕對貧困人口（世界銀行 2011 年標準）。總括的說，全世界的

13 億貧困人口中有 84.5%，是集中生活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亞

洲地區，而在這兩個地區當中，又因為各國的發展歷史、自然資源與地理

位置的差異，造成各國之間和各國內部之間差異的極度明顯，世界部分地區

的極度貧困現象仍未得到有效解決6。 

 

 

5.轉引自魯皓平，＜貧富差距超乎想像！1％富人竟擁有全球 40％財產＞，《遠見》，2018 年

1 月 8 日，網址：https://www.gvm.com.tw/article/41848。 

6.蕭徐行，＜《蕭徐行觀點》貧富差距與分配不平等是全球大問題＞，《經濟學文摘》，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2019 年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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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世界各地區收入前 10%成人的收入份額（1980-2016）7 

 

(二)中國政府改善貧困問題的歷程與措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下文將簡稱為中國大陸或中國）自成立伊始，即以共產

主義為目標，社會主義為綱領制定施政路線。然而在毛澤東時代的施行過程

中，貧困問題在極大程度上並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建國初期毛澤東執政時，由於實施不合時宜的左傾政策，如三面紅旗、文

化大革命等，舉國經濟遭受嚴重打擊，農民生活並未得到實質性的提高，加上

城鄉二元體系的戶籍制度實施，更是將貧困人口限制在農村地區，造成中國絕

大部分的貧窮人口分佈在中、西部資源匱乏的地區。而這些地區的農業的條件

又受限於惡劣的自然環境、生態與社會條件，致使農業生產量低、生產環境差

與耕地不足等問題產生，造成這些地區人民長期處於貧窮狀態，是時中國大陸

的絕對貧困人口多達7億。 

鄧小平於1987年接見新加坡第一副總理吳作棟時曾說：「中國在這一段時

期也有發展，但整個社會處於停滯狀態。在那段特殊時期，農民年均收人60元

人民幣，城市職工月均收人60元人民幣。在近20年的時間裡沒有變化，按照國

 

7.資料來源自魯皓平，＜貧富差距超乎想像！1％富人竟擁有全球 40％財產＞，《遠見》，

2018 年 1 月 8 日，網址：https://www.gvm.com.tw/article/4184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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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標準，一直處於貧困線以下」8。然而，鄧小平這位被號稱為「打不倒的小矮

子」的中國新領袖則是一位實用主義者，他提出了被後世稱之為「貓論」的格

言：「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將中國從理想主義的深淵中轉移到

了現實主義的道路上。他「不要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也完全打破了

毛澤東時代共產主義吃「大鍋飯」的平均理念。在1978年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

屆三中全會中，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新一代領導隊伍提出了「對內改革、對外

開放」的戰略決策，使得中國的經濟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根據中國國家統計

局的數據，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總量（GDP）在1979到1989十年間，從一萬

四千多億元增加到了將近三萬五千億元人民幣，在年平均增長率的方面達到了

年平均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速，中國經濟發展方面獲得了顯著進步9。 

但是，當一個經濟體進入高速發展，但仍存在廣泛的貧困問題之時，未解

決的貧困問題所造成的貧富差距將成為一枚未爆彈埋藏在整個社會當中。中國

學者胡鞍鋼一度在《最嚴重的警告》一文中稱：「如果中國區域之間經濟的差

距繼續擴大下去，中國將會有發生南斯拉夫那樣分崩離析的危險。」10更有學

者也指出：「貧富懸殊進一步的加劇可能會產生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催生

民族衝突，並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負面影響。」11因此，到了鄧小平

執行轉為改革開放路線時期，使之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最快的一員之時，

即開始針對貧困人口進行農村的扶助貧窮工作，直到2010年扶貧工作已先後經

歷了《改革農村制度減貧（1978-1985）》、《大規模開發式扶貧（1986-

1993）》、《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畫（1994－2000年）》及《中國農村扶貧開

發綱要（2001－2010 年）》等4個時期12。 

經過扶貧工作的實施，唯迄至 2004 年時中國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絕對貧困人

口，仍然多達 1245.6 萬人，佔全國貧困人口總數的 47.7%，且部分少數民族地

 

8.《人民日報》1987年5月29日第一版，鄧小平會見吳作棟時說「左」的問題使中國耽誤近二十

年 本世紀末可實現生產總值翻兩番，1987年5月29日 
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10.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最嚴重的警告：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戰略與管

理》，2002 年 3 期。 
11.Ravi Kanbur, Xiaobo Zhang. 「Which regional inequality? 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and inland–
coastal inequality in China from 1983 to 199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7, No. 4, 
December 1999, P.686.   
12.劉牧，《當代中國農村扶貧開發戰略研究》，吉林省：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論文

2016年，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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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屬於集體貧窮狀況13。少數民族不只是貧困人口的主要組成分子，同時也極易

陷入多維貧窮的困境當中。且以中國城鎮貧困化加劇的一個重要特徵來看，它

不是因為整個國民經濟的蕭條而產生的，恰恰相反是發生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

的背景下14。 

然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中國扶貧辦聯合出版《中國扶貧開發報告2016》

藍皮書顯示，按照農民年人均純收入2300元人民幣的貧困標準15，農村貧困人口

從1978年的7.7億人，已經減少到2015年的5575萬人，減少了約7.1億或者92.8%。

以中國2011年購買力平均1天1.9美元的貧困標準，1981年至2012年全球貧困人

口減少了11億或者55.1%，同期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7.9億。中國減少的貧困人

口占到全球減少全部貧困人口的71.82%16。顯見其扶貧政策，近年來已經出現明

顯的績效。特別是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幅度顯著減少到6,850餘萬人，年均減少貧

困人口1,300萬以上，貧困發生率亦由2012年的10.2%，下降至2017年的 3.1%17。 

中國成為目前全球唯一的提前實現了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中達到貧困人

口減半的國家，也是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

從2013年至201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8000多萬人，每年減貧人數都

保持在1200萬以上，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1.7%，且於832個貧困縣，已脫

貧者達436個。根據統計，貧困縣地方生產毛額（GDP）年均增速高出中國平均水

準2個多百分點，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又高出中國農村

平均水準2.3個百分點，發展差距逐步縮小18。中國政府官方宣稱將於2020年底

徹底消除境內的極度貧困問題。 

   且與其他開發中國家不同之處，其扶貧行動大多由政府主導，透過由中央到

地方政府層層把關的「精準」脫貧，來促進貧困治理的管理與提升。而其中的精

準扶貧則是粗放扶貧的對稱，是指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

運用科學有效的方式，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的治貧

 

13.石貴恆，＜主體視角下的民族地區貧困問題分析＞,《中國民族》，2006年4期。 

14.陳端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中國剩存貧困問題研究》,《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03年第

5期。 

15.人均純收入是指農戶當年收入扣除家庭生產經營性支出後的收入總和 

16.曉樺，＜中國貧窮線與國際標準的差異＞，《勞工教育及服務網路》，2017 年 4 月。 
17.尹中南，《中共精準扶貧政策執行之研究—基於「中國減貧研究數據庫」的資訊計量分

析》。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政治研究碩士班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18.中央通訊社，＜中國官員：95%貧困人口年底前脫貧＞。2019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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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然而在扶貧行動的同時卻產生了城鄉差別對待，都市內的貧富差異因為

政策的控制，將城市貧民只集中於城中村，不會有外溢情事；但是鄉村雖然獲

得普遍的扶貧補助，經濟競爭力的低落和人口外流，仍無法將年輕一輩留在老

家19。在這個情況下農村地區——特別是自然條件惡劣或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的脫

貧行動則具有更艱巨的難度。 

 

二、研究動機 

   中國四川省大小涼山地區，是目前全中國彝族人最主要聚居的區域，於 1952

年正式劃分為民族自治地區，也就是今天的涼山彝族自治州的一部分。多數彝

族原住民長期生存在條件較為惡劣且封閉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且 25 度以上

的陡坡地區，環境的生存條件極為缺乏且惡劣20。在中國大陸政府的統計中，涼

山彝族地區也一直被列為極深度貧困區域。在蒐集閱覽文獻期刊時，有一段話

一直令筆者印象深刻： 

 

為什麼諾蘇人…在海洛因和愛滋面前特別脆弱？ 

當地人的生活如何隨著毒品展開？ 

對於海洛因和愛滋這兩個猶如孿生的流行病，當地人又是如何因應？ 

此外，政府部門在當地的疾病介入計畫，究竟引發什麼樣的合作或衝突？

21 

 

諾蘇，是彝族人的自稱。上述語句是摘錄自人類學家劉紹華，於《我的涼山兄

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一書當中。在探討當地漢人口中，「懶惰」到極處，

以致窮到極處的彝族人之時，如果以精準扶貧的視角而言，到底什麼是這個民

族要脫貧所真正需要的幫助？ 

而當地人口中所定義懶惰到極處，以致窮到極處的評論，不也是把「高危

人群」視為「異文化」，試圖透過日常經驗的質化研究，以降低處於不同世界的

 

19.蔣世學，《2002-200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北京市：社會科學文出版社，2003年，頁

25。 

20.中國財政學會和財政部科研所赴四川省涼山州調查組，＜關於保護金沙江流域生態平衡, 

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實施2 0萬人移民開發的調查報告＞，《農業經濟》，2019年10月，頁44。 
21.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臺北：群學出版社，2013年，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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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與「高危人群」兩者間的理解溝通的障礙的繆誤？22 

  彝族始終延用先民流傳下來的半農半牧的經濟模式維生，在高山地區不斷

進行遷徙。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特別是1958 年到1978 年的人民公

社時期，彝族群眾的自由搬遷現象被嚴格的遏制23。加上彝族又無法打破自然資

源、區位條件、歷史傳統等諸多要素的約束，使得遊牧業收束後向農業傾向發

展，完全依靠自然方式進行，屬於極度的「看天吃飯」；而此自然資源又隨著政

策變動，越來越萎縮、越來越受到限制。其次，由於歷史原因，涼山彝族極少與

外界接觸，不懂得現代農業技術，導致農業生產力低下，經濟發展自然越來越

低落，影響村鎮建設整體水準24。 

且一項極為嚴重的事件，即如劉紹華之研究所顯示的，於1999年之調查顯

示，由於地處四川省西南部，涼山彝族與境外之「毒品王國」：亦即金三角、金

新月等毒品銷售必經之雲南省毗鄰，以致成為毒品返運「四川通道」的關卡之

一。自90年代以來，深受國際毒品潮的侵襲之苦，不唯毒品一度蔓延到全州64000

平方公里的許多角落。且部分重災區已由毒品消費市場演變為毒品消費和中轉

市場。其中位於交界處的中國108國道和成昆鐵路西昌站、德昌站、普雄站、甘

洛站等多點入場販毒的同時，還極力開闢寧(南)鹽(源)公路和其它山間小道等

通道。並且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非法加工毒品。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涼山較

省內其他地區的毒品受災面廣、程度深、時間長25。 

1999年左右，涼山州17縣(市)就有12個貧困縣，而378萬人口就有210萬貧

困人口，人口文盲、半文盲率占53. 57%，尤其是女性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率

高達66.7%。以布拖縣地區之建卡貧困戶，全年人均現金收入僅有90人民幣，收

入如此低，更加使得毒品暴利如此驚人。在涼山經濟特困、人口文化水準較低

的昭覺縣、布拖縣、美姑縣，紛紛成為毒品重災區，販毒的結果便是吸毒26。以

盜養吸、以搶養吸、以販養吸、以娼養吸、以賭養吸等犯罪活動，層出不窮。對

 

22.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臺北：群學出版社，2013年，頁82。 

23.劉蜀川，＜自發移民問題研究———以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為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7 年第6 期，頁55。 

24.舒科，＜鄉村振興視野下的涼山彝族特色村鎮建設模式研究＞，《農業經濟》，2019年10月，

頁44。 

25.馬林英，＜對涼山彝區吸販毒問題的現狀調查＞，《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1999 年 8 月，總 20 卷增刊，頁 317。  
26.馬林英，＜對涼山彝區吸販毒問題的現狀調查＞，《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1999 年 8 月，總 20 卷增刊，頁 31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54

8 
 

涼山而言，深度貧困還加上了吸毒販毒之各式後遺症、情況更加複雜。 

唯自習近平擔任國家領導人之後，隨著精準扶貧計劃的推動，涼山州於2018

年減貧19.9萬人，退出貧困村500個27；至於貧困人口，則從2013年底的72萬，

減少到2018年年底的30.9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9.5%下降到12.7%28。 

以中國四川省涼山州之彝族而言，究竟在長年處在主流文化的邊緣加上與

外界隔絕的狀況，甚或被毒品蹂躪的態勢下，如何透過精準扶貧而致逐一脫貧？

透過那些舉措並政策的推動來達到此目標？目前當地之扶貧還有哪些挑戰與困

難存在？設若以吸毒而言，政府如何因應，如何面對？該族是否亦已「脫毒」？

如此由深度貧困到脫貧之政策，哪些可以做為我國之參考？這些都是促使筆者

進行本研究的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有關脫貧的概念，廣義的是涵蓋了包括教育、環境、就業、身心、思想等多

重面向，事實上貧困亦有著個人主觀感受，與客觀貧困之分。本研究係乃以中

國官方之對四川涼山州彝族之貧困界定而訂定。並以研究動機之滿足，本研究

設立欲達到之研究目的與解決之問題，於本小節加以整理。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共有五項。 

（一） 瞭解過去中國政府所實施的扶貧行動帶來的成效與問題。 

（二） 明白中國現行之精準扶貧政策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影響。 

（三） 歸納中國四川涼山州彝族扶貧政策之施行、遭逢挑戰與困難。 

（四） 整理研究成果提出相關建議，以做為各地具有類似發展困境的借鑒。 

（五） 對於傳統文化較為盛行地區中，由於經濟發展所導致的文化變遷現象

提出見解。 

 

 

27.羅正琴，＜四川涼山彝族地區旅遊精準扶貧＞，《鄉村科技》，2019 年 10 月（中），頁 48。 

28.＜中國發佈──涼山彝區貧困人口降至 30.9 萬 未來 3年將新增扶貧資金 200 多億元＞，

《北京新浪網》，2019 年 6 月 17 日，https://iview.sina.com.tw/post/1969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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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題 

本研究問題共有四項。 

（一）中國經濟高度於成長下，民族貧困問題為何遲遲沒有得到解決？ 

（二）中國實施了哪些精準脫貧政策？ 

（三）四川涼山彝族地區之精準扶貧政策如何實施？該地區的扶貧政策，仍存

在哪些挑戰與困難？ 

（四）以中國四川省涼山州彝族地區經過扶貧後的現況為例，有哪些新的發現？

並有哪些相關建議可供參酌？。 

 

第三節 研究途徑 

 有關本研究的研究途徑，筆者企圖從民族貧困的發生與精準扶貧制度的效

用著手，從而探討精準扶貧是否可以解決民族貧困的事實，因此涉及到的研究

途徑有「歷史」與「制度」兩個面向。 

 

一、歷史研究途徑 

 四川涼山州彝族地區的貧困問題並不是近年才發生的現象，中國政府的扶

貧措施在不同時期也展現出了不同特點，因此耙梳時空背景資料對於研究主題

的產生尤為重要。本文將一方面從歷史時空背景入手，對於涼山貧困問題與中

國扶貧措施有關的資料予以選取或安排，以完成研究主題的完整脈絡架構。 

 

二、制度研究途徑 

 從政策脫貧的角度來說，不同模型的脫貧政策產生不同的制度功能，本研

究將分析涼山彝族地區扶貧制度，進而探討該制度產生了何種制度功能，確認

其制度功能的存在是否著顯該功能的制度有其存在的價值與必要性。因此本文

另一個方面將從制度入手，對脫貧政策制度功能方面的資料予以收集，並對涼

山彝族地區的精準扶貧政策進行田野調查以達到較為全面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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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會學習過去經驗，制度也非突然出現，皆有歷史脈絡29。四川涼山州彝族

地區長期處於奴隸制的社會制度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雖然廢除了奴隸

制，然而傳統的力量始終在涼山地區擁有廣泛的影響力。經歷了大陸經濟改革

開放，涼山彝族的傳統文化也受到了外界社會變革的衝擊，但是涼山彝族地區

仍舊是大陸貧困程度最深的地區之一，對此情況中國政府也採取了各種扶貧制

度幫助當地脫貧。 

首先施行的是稱之為救濟式的扶貧方式，但是發放物質救濟無法徹底幫助

當地脫貧。其後的開發式扶貧以開發項目分配扶貧資金，雖然在全國範圍內獲

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由於涼山彝族地區的自然條件與民族因素，開發式扶貧也

未使涼山彝族地區徹底成功脫貧。在此情況下，政府制定了精準扶貧制度以改

變涼山彝族地區的經濟狀況。因此本文使用歷史研究途徑與制度研究途徑，以

歷史為脈絡，制度為現象，分析中國涼山彝族地區的歷史特點，總結精準扶貧

制度的成效。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對象 

本小節說明本研究的範圍與研究對象。 

 

一、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將中國做為世界解決貧困問題之現況的重要成員，放置在全球愈

加重視發展援助與少數族群貧困的情況下來探究。因此研究範圍界定主要於兩

個向度來探討。 

其一，中國少數民族發展的視角與現況。 

其二，四川省涼山州彝族貧困形成之多維原因。 

 

 

 

 

29.蔡相廷，＜歷史制度主義的興起與研究取向－政治學研究途徑的探討＞，《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學報》，2010 年，第 41 卷第二期頁 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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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對象 

以中國四川涼山州之彝族做為本研究進行之研究對象。 

四川涼山彝族地區是全中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面積6萬平方公里，2018年

末涼山州之戶籍總人口數為529.94萬人，其中彝族戶籍人口284.13 萬人，占全

州總人口的53.62%30；截止2019年5月，在涼山州17個縣級行政單位中，彝族與

藏族聚居程度較高的11個縣均被列為深度貧困縣，占整個四川省45個深度貧困

縣的近1/431。其地圖如下。 

 

圖 1-3 四川涼山州彝族自治區地圖32 

 

 

 

 

 

 

30.四川省統計局，《四川統計年鑒—201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9 年，頁 68。 

31.中國扶貧開發年鑒編輯部，《中國扶貧開發年鑒 2019》，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9 年，

頁 32。 

32.網絡媒體360度，https://m.baike.so.com/doc/5334486-55699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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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本小節說明本研究進行基於研究目的之達成研究設計與使用之研究方

法。 

 

一、研究設計與相關思考 

（一）有關研究方法的選擇 

在確定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之後，置放於筆者眼前的是，到底要如何著手

進行本研究？以研究方法而言，一般可區分為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與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兩個大類。量化研究其研究的理

論來自於事實資料的歸納過程，目的在建立一種超越個人主觀經驗與信念且無

價值判斷的客觀知識，而質性研究則是更重視反映出現實的真實情景，更著重

於體現現實現象的整體性、互動性、轉換性以及脈絡性。研究時兩種方式的結

果常是可以互相彌補的，量化研究注重演繹與實證，可以從樣本調查得出問題

趨勢，但是可能結果由於比較宏觀而過於武斷與形式化33。而質性研究則需要

參與投入研究對象的生活與活動中，以了解其中各種現象所含的深層含義，增

加量化研究工具中的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34。然而對筆者來說，量化研

究法的實施在涼山彝族地區有一定的難度，因為研究對象四川涼山彝族長期生

活在較為偏僻與封閉的環境之下，如果使用量化研究法，首先問卷發放便是一

大問題，更何況還涉及問卷代表性及結果準確性等問題。 

在排除了量化研究之後，筆者決定由質性研究來著手進行研究。 

 

（二）有關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指從事研究工作所實際採用的步驟和方式35。利用妥適的研究

方法，將有利於達成研究的目的，進而瞭解特定的社會情況、事件、角色、群

體或之間的因果關係。因此研究者常會利用一種或一種以上的研究方法，交叉

 

33.傅讌翔，《台灣嘻哈舞蹈文化現象之研究―以大台北都會區為例》，台北：中國文化大學舞蹈

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7 年，頁 45。 

34.Tilden , V. P., Nelson, C. A., and May, B. A.（1990）, Use of qualitative methods to enhance 
content validity, Nursing Research, 39(3), 172–175. 
35.張紹勳，《研究方法》，臺中：滄海書局，2000年，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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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以尋求事實的真相。期能從實證的個體，提升到理論的總體層面，兼顧靜

態社會結構及動態社會變遷的分析36。究諸學術研究之進行，亦是研究者之職

責所在。 

而以研究目的而言，筆者乃係希透過本研究來探究中國四川涼山州彝族之

扶貧與脫貧。中國少數民族極多，至於四川涼山州自古以來便遠離了中原地

區，一直是為邊陲之地，彝族又因為屬於少數民族，是以可以說是邊緣之邊

緣。以中國大陸之綜合國力崛起，亦必須協助脫貧，方才能真正躋身世界大

國。因此目前中國官方已然發表了數份四川涼山州彝族脫貧的相關數據，且學

界亦有不少研究。換言之，立足現有文獻基礎之上，再結合媒體報導，可以形

成本研究之文獻來源。唯研究者亦必須就文獻獨立判讀，官方有官方立場，自

媒體亦有自媒體之侷限，研究者在資料判讀上必須基於學術責任，並非被牽著

鼻子走。 

  其次，則又與本研究之動機有關。筆者曾數度造訪四川涼山彝族村落。短

短數年之間，看到它們的變化，當然也觀察到它們的侷限，包括硬體先行的情

況下，軟體尚未來得及跟上而形成的文化「軟肋」。這些筆者自身的觀察，亦

有助於驗證閱讀文獻資料之敘述。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於研究方法的選擇並資料蒐集之策略，說明如下： 

 

（一）文獻研究法 

文獻分析法係以現成文獻記載資料作為分析對象之研究方法，即將特定研

究對象的相關文獻加以收集並分析，結合理論做有系統的歸納整理與邏輯推

理，找出其脈絡條理以求得客觀研究發現。本研究之文獻主要蒐集自中國政府

官方公佈資料以及中國國內發表之學位論文以及期刊，另如台灣學者劉紹華之

人類學書籍，以客觀「第三者」的視角切入，亦是本研究參考的資料等。 

 

 

 

36.席汝楫，《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方法》，臺北：五南，1997年，頁237-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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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分析法 

如前文所及，筆者曾經數度前往涼山州，初時聽聞漢人都說引起當地彝人

的極度貧困的原因，是因為懶惰，因而產生對彝族貧困問題之好奇；後來多方

與當地居民訪談，方才發現所謂彝族人的懶惰只是表象，而引起這個表象的內

在肌理；則是彝族人長期處於社會邊緣化，無法正常參與漢人主流經濟文化體

系所產生的後果。這種現象可以類比於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中所提到的，

在研究涼山彝族毒品問題的時候，發現涼山彝族毒品問題，並不是彝族人不想

追求現代性的麻醉劑，而是在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走上了歧路。筆者計劃親

自探訪涼山彝族地區，選取當地個案舉例分析，以此完成本研究之進行。 

 

（三）田野調查法 

田野調查，俗稱田調，又稱田野工作(field work)，是社會科學領域中非常

古老的蒐集資料方式37。在一般術語中，田野調查法被定義為：「研究人們日常

生活自然行為模式。田野工作者進入他們的世界，直接學習（learn firsthand）

有關他們如何生活、如何說話和行動，以及他們為何感到迷惑和痛苦」38。研

究者並非在進行調查時一無所知，為了能早日融入研究的情境中，增加對研究

對象或研究議題的瞭解，研究者必須在從事田野調查以前有充分的準備39。 

因此筆者在查閱資料之後，曾在 2017 年前往涼山州府西昌了解涼山彝族

概況，並在 2018 年由扶貧機構的協助和對接下，選定昭覺縣某彝族聚居村作

為田野調查對象。涼山州昭覺縣為貧困程度較深的貧困縣，並且彝族人口佔比

很高，選定的田野調查對象也為貧困村，全村人口全部為彝族，是對涼山彝族

貧困問題較為典型的田野調查對象。筆者使用田野調查研究法，在當地扶貧人

員的協助下，藉助觀察、訪談等實際操作檢測精準扶貧是否使調查對象脫貧，

並且對調查對象有何長遠影響。 

 

 

 

37.陳文俊譯，Earl Babbie 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臺北：雙葉，2005 年。  

38.林淑馨，《質性研究：理論與實務》，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10 年。  

39.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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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流程 

有關研究流程之規劃，其圖示於下： 

 

 

 

 

 

圖 1-4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提出研究成果與研究建議 

  

蒐集相關的文獻 

（中國貧困問題的現況與過去扶貧政策的成效） 

研究標的再聚焦 

（中國精準扶貧政策，並四川涼山彝族之

接受扶貧並脫貧歷程） 

思考研究途徑與選擇研究方法與研

究限制 

撰寫論文並修改 

走訪涼山了解當地實際情況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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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概念界定 

本章對研究所指涉相關文獻進行整理，以使本研究立足於前人研究學理的

基礎之上進行，並可鳥瞰本研究探討之貧窮議題。 

  

第一節 貧窮定義與成因 

於學界之觀點，貧窮之定義及形成，包括微觀視角與宏觀視角。 

 

一、 貧窮的定義 

貧窮的定義大致分為「絕對貧窮」和「相對貧窮」兩類。 

在二十世紀初的早期社會研究中，貧窮概念往往與生存的最低生理需求相

關。比如在英國社會學家朗特里（Rowntree）在對英國約克郡的工人家庭研究

中，他對貧窮的定義僅僅是「總收入不足以獲得維持身體功能正常的最基本生

存活動要求」40。而另一種貧窮的定義則在二十世紀後半段開始得到重視，在

加爾布雷斯（Galbraith）對美國社會的研究中，他認為「一個人是否貧窮不僅

取決於他擁有多少收入，還取決於其他人的收入水平」41。此後在界定「貧

窮」的问题上，學者們一般將其分成「僅足生存」(subsistence)的「絕對貧

窮」 (absolute poverty)，與「取決於其他人的收入水平」的「相對貧窮」

(relative poverty)兩種衡量概念。 

對於絕對貧窮，國際一般採用以無法滿足基本維生需求（每人每天生活費

用或收入）的貧窮線（poverty line）作為標準。目前世界銀行所制定的國際貧

窮線是每天收入1.90美元，約合新台幣57元，收入低於此線者則屬於極端貧窮

（extreme poverty）。目前全球有超過7.8億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以下，這個數

量超過世界人口總數的11%。 

至於中國官方設定的中國貧窮線的標準，于2016年為人均純收入3,100元

人民幣，再到2020年的4,000元，按照經濟發展水平逐步變動 。這個數字大致

相等於世界銀行所確定的絕對貧困標準1.9美元日均收入，但是由於世界銀行

的標準並不抵扣生產經營性支出，因此中國大陸的標準數額略高於世界銀行的

 
40.Rowntree, B. S. (1902).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The Macmillan company. 
41.Galbraith, J. K. (1958). The Affluent Society. Houghton Miff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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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貧困線42。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13年2月發表的數據，2012年有9899萬農

村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43。 

對比絕對貧窮，相對貧窮則更多指的是經濟分配上的不均，其著重強調在

全體人口中收入低於某種標準比率，這個比率通常可用一些指標來估計。例如

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基尼係數介於0-1之間，越接近1，則表示不平等

程度越高。相對貧窮定義的優點是其不僅只看到人們基本的生理需求，還根據

當時社會整體生活狀況進行考量，和社會群體相互比較，從而得出更具社會公

平性的標準。相對貧窮定義的缺點在於其很難制定出社會通行的貧窮標準，因

此具有實行上的困難性。 

而在二十世紀末的社會研究中，一些學者將「貧窮」概念的定義從 「收

入貧窮」擴展到「貧困」的領域中。「貧困」概念比起收入上的貧窮，更強調

貧窮是社會困境所造成的結果。比如在印度經濟學者阿瑪蒂亞（Amartya）提

出的「能力貧困」(lack of capability)中，他認為：「所謂貧困，是指的對人類

基本能力和權利的剝奪，而不僅是指的收入低下」44。 里恩（Rein）則認為貧

窮有維生(subsistence)；不平等(inequality)；外部性(externality)三種廣泛性定

義。其主要在強調基本生存與生理機能運作的最低需求；貧窮者所處位階的相

對低下；以及貧窮者對社會的影響是來自社會成員的界定，而不是貧窮者的需

求45。在此類論述中，學者們認為貧困不僅表現為由於低收入和低生活水平所

產生的生理形式剝奪，更表現為由於社會、文化各方面的不發達狀態而產生的

社會形式剝奪。 

直至今日學界對於貧窮的定義已不可計數，因此本文將以「絕對貧窮」為

主要標準維度討論少數族群的「貧困」問題。 

 

二、 貧窮的成因 

至於貧窮為何存在？有可能是社會運作失常，也可能是個人能力問題，但

通常貧窮產生原因是多重的。例如美國學者貝恩（Bane）與埃伍德

 

42.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調整貧困人口脫貧收入標準＞，《中國政府網》，2020 年 1

月 3 日，網址：https://www.gvm.com.tw/article/41848。  

43.中國國家統計局，2019 年 2 月 28 日，《2018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44.Amartya, S.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Alfred A. Knopf. 
45.轉引自呂寶靜，《社會工作與台灣社會》。臺北：巨流，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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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wood）即指出，貧窮的存在其實是處於「家庭需要」與「家庭盈利能

力」的推拉力量之間。當人們停留在貧窮的狀態越久，其脫離貧窮的機率越

低。甚或貧窮程度越來越嚴重。且雪拉登（Sherraden）更明確指出，時間是資

產累積的成功元素，尤其是循序漸進與相關資源的長期投入46。換句話說，貧

窮不是短時間的結果，設若不管理它，則可能世襲。 

究竟貧窮應歸屬為誰的責任，相關學者並不認為單單是由於能力或是懶惰

所造成。盡管每個人天生的技能、健康以及所具有的資源皆有所不同，條件較

差者便容易陷入貧困的泥沼中47，但1960年代以後學界對貧窮管理之方向開始

翻轉。貧窮的歸因由個人取向，翻轉為從文化貧窮或從結構貧窮層面探究48。

而貧窮的過程也不僅是個人特質影響貧窮的程度，還有家庭成員的組成，也會

對貧窮產生時間上的牽引49。換句話說，貧窮現象會因貧困環境的持續而不斷

加深，在貧困環境中成長的子女在教育程度、就業職場的競爭力等多個方面都

可能受到不利影響，這些因素都可能會導致貧窮的世代延續，這也是為何貧窮

家庭常常形成世代貧窮的主要成因50。阿爾基雷（Alkire）和福斯特（Foster）

之研究，亦歸納出貧窮的兩種面向，一個是去看個人在特定生活面向上被剝奪

的程度，來定義出貧窮程度；另種方式為測量個人在多少生活面向上被剝奪，

以界定出貧窮的基準點51。 

在隆德（Lund）的研究中，發現測量個體貧窮的綜合指標內涵相當多樣，

包含教育程度、收入、就業、居住環境，包括物理環境的特性、水電等能源取

得的便利性與環境衛生品質、環境擁擠程度、經濟壓力、家庭最低基本費用支

出、糧食供給穩定與否、社會階級、社經地位等52。 

綜合而言，學界在貧窮的成因方面更聚焦於全面探討各種可能的變量，而

 
46.Sherraden, Michael (1991). Assets and the Poor: 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 NY: M. E. Sharpe. 
47.魏楚陽，＜社會正義、公民意識與貧富差距：黑格爾視角的觀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25卷3期，2013年，頁393-419。 

48.王篤強。《貧窮、文化與社會工作：脫貧行動的理論與實務》。臺北市：洪葉文化，2007年。 

49.鄭淑文，《從家庭生命歷程分析貧窮動態--以嘉義家庭扶助中心經濟扶助個案為例》。國立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50.呂朝賢，＜臺灣兒童貧窮：輪廓與成因＞，《臺灣社會福利學刊》，9卷1期，2010年，頁97-

137。 
51.Alkire, S., & Foster, J. (2011).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7), 476-487. 
52.Lund, C., Breen, A., Flisher, A. J., Kakuma, R., Corrigall, J., Joska, J. A., Patel, V. (2010). Poverty 
and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Asystematic review.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1(3), 51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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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貧窮為資源被剝奪而產生的動態結果。 

 

二、民族貧窮及其成因 

除了個人並家庭微觀視角之外，宏觀視角的民族貧窮更引發了注意。英國

「社會流動與兒童貧窮委員會」（Social Mobility and Child Poverty 

Commission）於2013年的研究報告指出，就業並非治癒貧窮及促進社會流動的

良方，而貧窮問題也不僅存在於於失業家庭之中53，該報告之貧窮與社會排除

研究發現，在一千三百萬的貧窮人口裡，家戶中有工作人口的比例，首度超過

家戶沒有中有工作人口的失業家戶（workless households）54。問題是貧窮並未

因工作人口的增加而得到緩解。 

美國人類學家劉易斯（Lewis）對墨西哥和波多黎各之貧民生活進行研究

的結果，發現貧窮等同於一種次文化，窮人為此文化的體驗者，通過與社會的

脫離、封閉而代代相傳。因此認為貧窮文化呈顯的是窮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適

應，同時亦是對他們處身於邊緣位置的回應55。 

    中國之少數民族在民族平等的民族自治的前提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少

數民族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著。楊延昭認為中國之民族地區之所以成為貧困

集中區和重災區，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民族地區往往處於中國

的邊遠山區，多屬於高原、山地地形，交通不便，群眾生產生活條件較差，經

濟發展較為落後，特別是商品經濟發展程度不夠。其二是各少數民族群眾思想

傳統，接受新鮮事物較慢，沒有掌握科學生產技術，還存在「看天吃飯」的現

象，勞動回報率較低。其三是商品經濟不發達，部分地區還處於自給自足的小

農經濟時代，與市場經濟發展相互脫節56。 

 

第二節 政策脫貧理論與精準扶貧政策 

一、 國際扶貧與救援 

 
53.Maclnnes, T., Aldridge, H., Bushe, S., Kenway, P., and Tinson, A. (2013). Monitoring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2013. Yor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54.Sherraden, Michael (1991). Assets and the Poor: 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 NY: M. E. Sharpe. 
55.Lewis, O. (1975).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Basic Books. 
56.楊延昭，＜民族地區貧困原因與扶貧對策＞，《理論月刊》，第3期，2005年3月，頁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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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起 

二次大戰之後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之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成

功，致使西方國家將發展理論(development theory)視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

而經濟發展委實又隱含著歷史過程、剝削自然資源、有計畫的促進經濟、社會

和政治的發展、一種情境、一個過程、制度改革、現代化、生產工具等多元而

複雜的概念57。而此即是扶貧概念之源起。認為發展是直線的、進步的且可以

預測。擺脫生活貧窮、與追求國家的現代化，認為經由大量的投資與技術協

助，能將社會型態從農業轉變為現代工業社會58。成為面對貧困之首要課題，

到底如何在低度開發國家，注入龐大的投資，並透過工業活動的帶動，成為落

後經濟的成長引擎59。發展至今日，世界各國對外援助都以「國際發展合作」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為名，對開發中國家提供支援之對外

政策性措施，藉以維繫其國際政經關係，從而獲得政治利益，也達到人道救助

之國際美譽。 

馬歇爾計劃後，又歷經布列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決議

成立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再經美國馬歇爾計畫與共同

安全法案（Mutual Security Act），至國際開發協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DA）及發展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乃至美國之布雷迪計畫（Brady Plan）等之推動，遂演變成為今日之型

態。且又有眾多第三部門之參與，顯見國際救援是為一普世價值。目前國際援

助之途徑與方式如下： 

 

1 雙邊援助  

   援助國與受援國一對一的關係，經由雙方簽訂某些協定，由援助國直接提

供資源(包括有償及無償)，以幫助受援國發展經濟、舒解困難。 

 

 
57.Adrian Leftwich(2000), States of Development: On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in Developm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p. 16. 
58.Ronald H. Chilcote,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pp. 278-279. 
59.Erik Thorbeche(2000), 「The Evol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Doctrine and the Role of Foreign Aid, 
1950-2000,」 in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Learnt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ed., by 
Finn, Tarp London: Routledge, p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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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邊援助  

  由國際組織擬訂援助計畫，並向其他援助國募集資源，援助國扮演資源提供

的角色。  

 

3 財政援助  

援助國為滿足受援國，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上的需求，以及舒解受援國

財政上的困境，所提供的資金或物質方面的援助。  

 

4 技術援助  

   援助國對低度開發國家 (受援國)，提供知識、技術、工藝、資訊等方面的

援助，包括專家諮詢、考察培訓、技術專題研究、專案規劃設計、採購諮詢、

工程監理，以提昇受援國的執行能力，增加生產效能，奠定完整、良好的發展

基礎。 

  

5 專案及方案援助  

   援助國將援助的資金直接用在受援國某一項具體建設目標的援助。或者是

根據一定的方案計畫而不是單指某個具體的工程項目提供的援助。  

 

(二)理論觀點 

唯以學界之立場而言，為何要進行國際援助？立論基礎為何？以下分別論

述。 

 

1.現實主義理論 

認為，國家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最核心和最關鍵的問題，便是它的生死

存亡，是維繫、持續和擴展國家的存在，因此，國家安全成為國家利益的根本

點，一切政治運作便是為了尋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特別是權力，政治與軍事

上的權力具有根本性的意義60。乃是以利益和權力作為基本概念解釋國家的對

外政策行為。就國際開發援助而言，此出現乃係與二戰之後，美俄兩大集團之

 

60.鄭春、趙海英，〈西方國際政治學視野中的國家利益概念辨析〉，《河北學刊》，第32卷第2期，

2012年3月，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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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有關，為了阻止以蘇聯為核心之共產集團的擴張，是以美國進行圍堵

（Containment），並因而展開了系列國際開發援助，並將國際援助分為提供財

政以及軍事安全支援兩大類型。其間「盟國救濟復興機關」美國是的最大出資

國；而 1946 年、1949 年又分別開始實施「佔領地區政府救濟資金」、「佔領地

區經濟復興資金」等，用以援助推動歐洲各國的經濟恢復，重組美國抵禦「蘇

聯共產主義擴張」的盟友。而對歐洲以外地區，又制定了援助第三世界的計

劃。 

誠如摩根索(Morgenthau Hans J.)所言：「援助的目的是為政治利益，也必須

偽裝成經濟發展。」以現實主義之觀點來詮釋美國之國際援助，共有三項目

的：加強對蘇聯的遏制政策、實現國家利益，把國際援助作為政治和外交的手

段。其次，通過對受援國的經濟援助，建立美國對當地的經濟掌控，以確保美

國海外市場和經濟利益。第三則是藉由國際援助以建立親美之國家網絡。 

 

2 全球主義理論 

該理論範式，乃反對現實主義的假設、前提、論證和結論，認為國際社會

可以實現源於普世的、抽象的理性和道德的政治秩序，強調國際援助政策行為

的全球性、跨國性。 

緣何要從事國際援助，實際上是因著共在一個地球之上，國家與國家之間本

來就當互助、互利，而這也是全球共同體基礎上的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最大

化，該理論堅持務需把國家利益的考量和戰略、外交的因素等最小化甚至剔

除。而減少貧困、維護全球共同利益和促進國際社會穩定乃係為全球主義論述

之三大援助目標。也藉由國際援助來傳播自由、民主的價值標準，基於理想和

善意解讀國際援助的政策行為及其動因，強調國際援助對於經濟發展和解除貧

困的意義和作用。該理論認為現今人類的處境，就像美國經濟學家托達羅

（Todaro） 所說：「世界就像人的身體，當一個器官疼痛，其他的器官也會感

受到；如果許多器官受傷，整個人就會感到痛苦」（The world is like the human 

body: If one part aches, the rest will feel it; if many parts hurt, the whole will suffer.）

61。認為富裕國家根本無法忽視貧窮國家水深火熱的惡劣情況，如果全球整體

 
61. Michael, P. T. and Stephen. C. S. (2011). Economic Development (11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p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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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惡化，其他國家終將無一倖免。唯有利他 (altruistic)才能反饋利己 (self-

interest)，已開發國家透過其所屬機構、國際組織、民間組織，以提供人力、物

質、資金、設備、技術、知識……等方式，來幫助低度開發國家發展經濟，提

高收入、增進社會福址，來改變貧窮的生活面貌。任何國家作為全球共同體的

一員，都應有幫助弱國、窮國的責任和義務。 

 

二、全球化趨勢與文化衝擊 

唯此扶貧計劃乃濫觴於馬歇爾計劃，此時亦是全球化襲捲之際。而由全球化

之進行來看，它不免顯出兩個特性，其一是地球村與國家疆界之泯滅；其二是對

在地文化的衝擊。 

 

(一)全球化之定義 

早於 1960 年加拿大哲學家麥克魯漢（McLuhan）即提出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指出因傳播媒介，特別是電視的發達，令地球上的不同地方，

都可以獲得同等的資訊，促進不同地方的融合，令地球變得好像一個村落般緊密

62。這可說是「全球化」論述的先驅。是一種因著電子媒體之勃興而帶動的訊息

天涯若比鄰。往後隨著科技推升，越來越多全球化相關的論述。 

全球化指的是「一個（或一組）社會關係與交易的空間組織轉型之過程，而

這個過程引發了跨洲（transcontinental）或區域間活動的流動與網絡（flows and 

networks of activity）、互動、以及權力運用（exercise of power）」63。也用來體現

一個規模正逐漸擴展的場域，是沃特斯（Waters）定義全球化為「一種社會過程，

其中地理對社會和文化安排的束縛降低，而人們也逐漸意識到這種束縛正在降

低」；且此社會發程中過程，其中地理對社會和文化安排的束縛降低，而人們也

逐漸意識到這種束縛正在降低64。另有如日本學者大前研一認為，隨著全球資本

和傳播科技的發展，群眾們分散於世界各地，共同分享著「全球化」的利益。而

人們透過手機、網際網路的方式，進行聲音與影像的溝通和交流，時間與空間的

 
62.Levinson, P (1999). Digital McLuhan: A Guide to the Information Millennium. London: Routledge, 
pp. 52.  
63.沈宗瑞等譯。《全球化大轉變：全球化對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衝擊》，台北：韋伯文化， 

2001 年，頁 56。 

64.Malcolm Waters 著，徐偉傑譯。《全球化》。台北：弘智文化，2000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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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瞬間縮小；交通運輸的便利發達，有別於過去受到人力、獸力以及自然力的

限制，高速鐵路、噴射客機、快艇皆展現科技的日新月異節省大量的時間，而隨

著時間累積所發展的技術，正是人類的心血結晶之作65──積極而正面的看待全

球化之成果，亦認為如何掌握此趨勢亦是為商機並專業之所在。還有加來道雄亦

指出科技將會呈現三大方向發展，分別是材料科技、電腦科技與生物科技66。首

先，電腦與電信的便利性，增進了不同國家與社會人群溝通的機會，有助於共同

意識的建立，社會同質性日趨明顯。其次，新科技的運用於國家與社會各領域，

改變了其風貌。各領域普遍運用新科技的結果，遂使地理的個殊性減少，且某一

領域的改變，亦帶動其他領域的改變，全球化的特徵因而日趨明顯。第三則新科

技顛覆了傳統的價值觀，傳統文化的內涵與意義因而改變，人類也更易接受不同

文化的觀念與事物。也因此「全球化」不只是單單的「全球化」，它的確是跨民

族跨國家的，牽涉到「越界」，此誠如湯姆林森（Tomlinson）之定義「一種跨國

界，全球同一步調、空間的鄰近感…也就是 Marx…所提及的『時間縮短對空間

的泯滅性』或 David Harvey 所指出的『時間與空間的縮小』。」67 

 

(二)全球化與文化衝擊 

在論述全球化趨勢之時，必須去理解的是在天涯若比鄰之無遠弗屆下，總

體人類之歷史、生活經驗乃至經濟差距盡皆被壓縮，貧富差距也跟著拉大。68

它也是「可經歷的日常生活行為的疆界瓦解，這些行為發生在經濟、資訊、生

態、技術、跨文化衝突和公民社會等面向……民族國家和民族社會的統一性崩

解了；形成的是新型態的權力和競爭關係，以及民族國家的機構和行動者，與

跨國行動者、跨國認同、跨國社會空間、跨國型態與過程間的衝突和交錯。」

69 

以具體現象來詮釋，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資料顯示，全球有五十國的

 

65.大前研一。《專業-你的唯一生存之道》，台北：天下文化，2009 年，頁 69。 

66.楊國賜、林志宏、陳國華、方顥璿編著。《教育與未來》。臺北：國立空中大學，2002 年，

頁 47。 

67.鄭綮元、陳慧慈譯。《全球化與文化》。台北：韋伯文化，2001 年，頁 89。 
68.Wallerstein, I. (200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69.U. Beck 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臺北：台灣商務，1999 年，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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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平均所得近十年來不增反減，其中大多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70。相

對的，全球化趨勢之下，美國企業以其雄厚之資本，幾乎成為大多數國家之主

流，粗放式的農產品打到在地小農幾無生存空間；至於金字端頂端者亦駕乘全

球化之潮流，而更加快速的累積財富。唯人類社會亦是一種有機之存有，在地

亦會展開其有關全球化的思考及因應作為，使得在地文史以其在地鮮活之訴

求，開始出現對應調適。 

另且文化的衝擊亦是一個被探討已久的主題。文化有多重層次，文化的衝

擊也會發生在不同的層次。「無聲的語言」（silent language）曾被用來形容文化

深層的差異71。全球化並國際援助施展的同時，美式文化亦席捲美援所到之

處。以至於整個東亞迄至 21 世紀的現在，仍未脫離美國文化次殖民地之陰影，

部分父執輩「美國月亮比較圓」，簡潔的刻劃出美國文化襲捲之下，本土文化的

自我否定。這種文化變遷現象作為表象，更牽扯到現代性與現代化的內在肌理

問題。 

現代性作為時代性與永恆性的交匯，只能是一個永遠的進行時，其承載了

從古至今人類對未來社會的發展給予了無限期望，無論是柏拉圖的《理想國》

亦或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人們都希望未來社會藉以「大道」與「理性」達

到「大同」，而現代化作為現代性的外在手段承載著這些夢想。馬克思·韋伯

（Max Weber）將現代性思想作為一種信念倫理，將其定位于理性化的歷史發

展過程中72。而福柯（Foucault）則在其的「權力理論」中認為權力構築理性秩

序，而秩序壓抑個體的自由發展。他認為權力下的理性用普遍性掩蓋差異性，

使權力之下的同一來代替個體與個體的差異。而這種情況在現實社會中正在進

行。自西方出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後，隨著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提升，現實

社會正漸漸開始以西方為範本的資本化與工業化指代現代化，而這種現代化正

攜全球化的浪潮快速改變著整個世界的文化。 

 

三、政策脫貧理論 

 

70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2019.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71.Hall, E. T. (1960). The silent language in overseas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38(3), 87-95. 
72.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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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貧」政策，是出於國家之視角，以政策之推動來保障低收入者的工作

權與財產形成權之問題。 

相關理論方面，雪拉登（Sherraden）曽經提出資產累積福利理論（asset-

based welfare theory），認為政府應運用誘因機制，幫助經濟弱勢家庭累積金融

性資產，並朝向指定的使用目的進行有計畫的投資，如此不但有助經濟弱勢家

庭的社會性、心理性及經濟性方面受惠，而且拓展了生活機會（life 

chances），進而將其整合回歸主流社會，真正成為脫貧自立的公民73。雪拉登

亦批判美國政府太重視中高收入家庭的資產累積政策，反而無形中禁止了低收

入家庭的累積資產問題，以致低收入戶根本無從累積足夠的經濟資產，反倒限

制了其未來的生活機會，因而建議政府在幫助低收入戶累積資產的政策方面，

應扮演更具系統性的「制度性」角色，提供具有多元化的資產累積政策74。 

派克斯頓（Paxton）立足於雪拉登的「資產累積」理論，進一步區分出「擁

有資產」（owning assets）與「福利效果」（welfare effects）間關係的建構。認為

以「資產」做為基礎的福利效果模型，一方面與擁有的資產形式種類有關，另一

方面則牽涉到福利政策的實施效果。派克斯頓基於所雪拉登預設的「資產累積」

福利效果模型，分類為心理性、經濟性與社會性等三類，他也指出擁有的「資

產」，本身具有多種層面的意涵，不同形式的資產將可能產生不同效果的影響，

也會決定相關方案的輸送結構與財政配置，並且資產累積方式的主動直接與被

動間接產生的具體效果不同。對於「福利效果」方面，派克斯頓認為個人「擁有

資產」之後可能發生的心理性效果包括了更敢於實施某些風險性行為，及對於

自信等增權性（empowerment）能力的加強，社會性的效果則包括家庭穩定、社

會參與、教育成就、身心健康等人際互動網絡關係的增強；而經濟方面的效果，

則直觀表現在勞動力市場更出色的就業成就、兩代資產更多的轉移與累積等在

經濟利益層面的增進效果75 。這些理論都強調經由政策來釋出對貧窮人口的政

策善意，短時間看，似乎不再如此獨厚富人；長時間看，這才是致令社會國家能

夠長治久安，而得以免除因貧窮問題導致了社會的動蕩。 

 
73.Sherraden, M (1991). Assets and the Poor: 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 NY: M. E. Sharpe, 3-16. 
74.Sherraden, M (1991). Assets and the Poor: 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 NY: M. E. Sharpe, 261-
316. 
75.Paxton,W. (2001).Theasset-effect:An Overview. The Asset-Effect. London,UK：Institute for Poblic 
Policy Research,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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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經濟學中的經濟發展理論 

 發展經濟學是主要研究落後國家發展經濟的方法，以較短時間成為發達國

家76。然而，發展經濟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發展路徑，因此在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中，

相關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經濟發展論述。 

在這其中需要提到的是劉易斯（Lewis）的二元經濟發展理論。劉易斯的二

元經濟發展理論是建設在古典主義的「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之上

的。在「馬爾薩斯陷阱」理論中，其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存在邊際生產率為零

的剩餘勞動力。在此思路之下，劉易斯構建了一個由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組成

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它認為這兩部門之間存在關聯效應，並提出由現代部門

從傳統部門吸收勞動力，現代部門得到利潤後得以擴大部門，最終使得兩部門

之間的邊際生產率相等77；在劉易斯的模型中，他將現代部門的擴大與傳統部門

的縮小作為發展的過程，他認為只有現代部門利潤的資本積累足以提高勞動生

產率，並強調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貧窮「不是因為他們窮」，只是因為「他們資本

太少」78。然而，在後續研究中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理論受到了很多學者的質

疑；質疑的觀點主要分為三個面向：第一農業的剩餘勞動力並非無限、第二農

業只能消極適應工業、第三忽視了具體的時間條件。 

費（Fei）和拉尼斯（Ranis）認為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必須以農業生產力的提

高為前提，否則農業勞動力短缺引起的工資提高將使工業部門的吸引力降低，

因此工業不是總能從農業部門獲得剩餘勞動力79。舒爾茨（Schultz）則進一步認

為貧窮的根源在於農業的落後，應該著重引進先進生產要素進行農業現代化改

造，並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再投資，最終使得農業成為經濟發展的源泉80。而凱

恩克羅斯（Cairncross）批評劉易斯的理論忽視了具體的歷史條件81，西方發達國

家進行工業革命時期可以通過海外殖民地掠奪進行原始積累，而現在的發展中

 

76.梁小民，＜評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理論＞，《經濟科學》，第 4期，1982 年 2月，頁 64。 

77.高帆，＜論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趨向＞，第 9 期，《經濟研究》，2005 年 09 月，頁 92。 

78.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2), 139-191. 
79.Fei ,J. C. H. and Ranis ,G.（1964）,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 Richard D. Irwin , Homewood ,IL. 
80.Schultz , T. W.（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81.Cairncross, A. K. (1956).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66 (264), 694–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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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卻面臨西方發達國家的競爭。最後就連劉易斯本人都承認：「印度重點發展

工業而遭到失敗的事實使我確信，農業的發展是第三世界經濟福利的重點。」82 

劉易斯的發展理論顯然不完全適用於發展中國家，但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仍

舊起到了重要的啟發意義。 

  

五、中國大陸精準扶貧政策 

   如前所述，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大規模的扶貧開發

實踐，客觀上以經濟及社會基礎來做為扶貧的基礎，分階段的進行貧困問題的

管理。至於民族地區扶貧模式的相關研究也在進行變化，基本上1986年是為分

界點。1985年以前，民族地區扶貧模式主要在於救濟，相關研究要集中在呼籲

對民族地區實施救濟式的社會經濟政策，以增加其地區經濟總量。而從1986年

開始，研究則轉向以政府干預為主的開發式扶貧。並開始了與區域開發計畫相

結合的扶貧計劃83。 

    第三階段政府改采精準扶貧政策，是習近平於2013年就任國家領導人之後

所提出的。 

何謂精準扶貧？汪三貴、郭子豪認為，精準扶貧最基本的定義，是扶貧政

策和措施要針對真正的貧困家庭和人口，通過對貧困人口有針對性的幫扶，從

根本上消除導致貧困的各種因素和障礙，達到可持續脫貧的目標84。 

鄭瑞強、王英認為精準扶貧是一個完整的系統，這個系統是基於國家政策，

形成的一種理論、機制和行為的系統，精準扶貧是新時期我國扶貧開發的戰略導

向，為促進精準扶貧的良性運行，需要正確把握結構性貧困特徵，增進精準扶貧

推進需要系統思維；促進農村產權制度的改革深化，提高貧困人口資產性收益；

強化貧困人口的動態管理，創新扶貧脫貧區域正向退出機制；釐清財政扶貧思路，

促進財政金融政策聯動；實施精準扶貧開發監測評估，重塑脫貧人口生計空間85。 

洪名永、洪霓認為精準扶貧的理論來源，主要是基於「共同富裕」理論。精

準扶貧就是通過幫助貧困人口，提高貧困戶收入和生活水準，來減小貧富差距，

 

82.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 1979, The Nobel Prize Theory: A Correction, October 17, 1979. 
83.楊勤，《涼山民族地區扶貧機制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專業學位論文，2009年，

頁10。 

84.汪三貴、郭子豪，〈論中國的精準扶貧〉，《黨政視野》，第7期，2016年3月，頁44。 

85.鄭瑞強、王英，〈精準扶貧政策初探〉，《財政研究》，第2期，2016年2月，頁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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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實現全國範圍內的共同富裕86。 

李鶤則認為精準扶貧，是必須通過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以及精準

考核四個過程的扶貧方式87。 

張瑞敏也認為「六個精準」是習近平精準扶貧思想主體，其包括了扶貧對

象精準、措施到戶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

效精準六個面向，主張要綜合運用社會保障、資金扶持、資源開發、移民搬遷等

多種扶貧手段，創新方式方法，找準幫扶政策，精準施策，用以幫助貧困戶脫貧

88。 

楊延昭從民族地區精準扶貧工作作為出發點，認為民族地區之精準扶貧政

策必須針對民族地區之貧困導因而施行。包括一是要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

鋪好發展的基礎。二是要加大投入，發展教育以及職業技術培訓，以提高民族

地區的人文素質及勞動技能。三是發展產業，與發達的商品經濟接軌，細化分

工，促進經濟發展等89。 

 

六、精準扶貧之實施與推動 

究諸中國內部之貧富差距及貧困之狀況，貧困家庭或貧困民族基本上乃是市

場淘汰後的結果，換句話說，其基本上要藉由自己的能力來擺脫貧困需要時間極

長，恐怕能力也不足。也因此必須側重於政府協助來加速其脫貧。吾人可觀察到

中國之精準扶貧政策及推動，乃是由中國共產黨主導並由國家政府來實施的90。

中國共產黨建構之扶貧模式，是側重於發揮貧困地區的自然優勢，並結合現有的

科技技術，以旅遊、農業等為平臺，以此最終達到真正的脫貧，降低返貧的機率

91。 

 

86.洪名勇、洪霓，＜論習近平的精準扶貧思想＞，《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第6期，2016年6月，

頁1-5。 

87.李鶤，＜農村精準扶貧：理論基礎與實踐情勢探析＞，《福建行政學院學報》，第2期，2015

年2月，頁5-6。 

88.張瑞敏．＜習近平精準扶貧思想探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期，

2017年4月，頁18-20.。 

89.楊延昭，＜民族地區貧困原因與扶貧對策＞，《理論月刊》，第3期，2005年3月，頁33-35。 
90.宮留記，〈政府主導下市場化扶貧機制的構建與創新模式研究—基於精準扶貧視角〉，《內蒙古

農業大學學報》，第5期，2016年5月，頁154-162。 

91.向延平、陳友蓮，〈我國農村精準扶貧最優選擇：資產收益扶貧模式〉，《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

第6期，2016年6月，頁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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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扶貧的機關，包括扶貧領導小組的成員，主要來自中國共產黨與政府內

部的各機關，依其組成分析來看，以國務院的部會 27 人為最多數，佔 54%；其次

是具黨組織成員身分 15 人，佔 30%；國營企業 6人再次之，佔 12%；社會及人民

團體僅有 2 人，佔 4%。歸納這些數據可知，中共扶貧工作乃是以為國務院各部

會為執行主體，黨組織成員為協助角色，而國營企業與社會及人民團體，可視為

小組內之附隨，重點是都具有官方色彩，其間並無民間企業與非政府組織被納入，

這與中國政府長期堅持以政府為主導執行扶貧工作有關92。 

其次，扶貧資金主要來自政府財政扶貧資金、國際扶貧資金和其他扶貧資金

等三部分所構成，其中政府財政扶貧資金又是最主要的來源，而中共在推動精準

扶貧政策後，政府專項扶貧資金的投入，更是逐年大幅度提升93。以中國財政部

在「2019 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中所提及，2019 年預計投入 1,260.95 億人民

幣的資金，相較 2018 年，即上升了 18.9%94。 

至於政策執行方面，中國國務院扶貧辦等部門在2014年5月聯合制定《建立

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提出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

核等「四個精準」；而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又在2015年6月在「四個精準」的

基礎上提出精準扶貧的「六個精準」。至此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向確

定，最終中國國務院於2015年年底出台了《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其

內涵即是「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95。其中，「六個精準」是以精準識別

為開端，包含識別、幫扶、脫貧全部過程，即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

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五個一批」

是在「四個一批」的基礎上增加了教育脫貧與生態補償部分，最終內容包含各

種幫扶、脫貧路徑，包括發展生產、易地扶貧搬遷、發展教育、生態補償以及

社保兜底等。另外，資產收益扶貧方式在《決定》中首次提及，涉及財政扶貧

資金、集體資源和資產、農民資產等股權收益向貧困戶的分配。 

 

92.尹中南，《中共精準扶貧政策執行之研究—基於「中國減貧研究數據庫」的資訊計量分

析》，台灣：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政治研究碩士班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頁34-

35。 

93.尹中南，《中共精準扶貧政策執行之研究—基於「中國減貧研究數據庫」的資訊計量分

析》，台灣：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政治研究碩士班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頁37。 

94.尹中南，《中共精準扶貧政策執行之研究—基於「中國減貧研究數據庫」的資訊計量分

析》，台灣：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政治研究碩士班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頁38。 
95.檀学文、李静，〈習進平精準扶貧思想的實踐深化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第 9期，2017 年

9 月，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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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更是重中之重，也是精準扶貧工作的首要前

提。對於識別扶貧對象，就是要嚴格按照中國國家貧困的選擇標準，通過貧困

戶申請、村委會審議公示、鄉鎮審核公示上報的流程，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

識別出真正貧困人口的區域96。 

此識別標準按2014年4月，中國國務院以人均純收入2300元為基準線，結合

住房、醫療、衛生、教育等因素，從上而下，進行全面的貧困人口識別，全國

共達7017萬貧困人口，這也是2014 年以來全國脫貧攻堅的重點人群97。至於政

策推動之目的，乃是為讓了貧困人口、貧困村以及貧困縣，達到「退出」。貧

困人口退出以收入標準和「兩不愁三保障」為標準，兩不愁是為不愁吃、不愁

穿，三保障：即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貧困村和貧困縣退

出，以貧困發生率為主要標準，其他輔助標準由省級予以規定；而貧困人口退

出由村「兩委」提出退出名單，再經過村「兩委」和扶貧工作隊共同審查、貧

困戶簽名認證、村內公示公告等程式；貧困村退出需要申請、審核、鄉鎮內公

示公告等程式；貧困縣退出則需要有地市、省兩級審查並向社會公示公告，且

由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評估檢查通過，最後始能由省級政府批準退出。採

用層層向上會報的方式進行。 

 

第三節 中國四川省涼山州彝族簡介 

彝族，凉山彝族他們自稱「No-Su(諾蘇)」，是中國大陸政府官方認定的

五十六個民族中的一支，在50年代中國共產黨曽經基於「民族平等」的觀念，進

行了大規模的民族識別。確定除了主體的漢民族之外，其餘尚有55個少數民族，

約占總人口的8.49％98。 

另外，於1949年9月27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決定建立一個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並通過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

綱領》，確定了實施民族區域自治99。是時，很明顯的，大部分中國的少數民族

 

96.姜言明，＜精準識別,邁好扶貧第一步＞，《大眾日報》，2014年09月19(01);17-21.。 

97.文古子博，《基層治理視域下民族地區精準扶貧困境及對策研究——以四川涼山三個鄉為例》，

西華師範大學政治學理論碩士論文，2019年，頁15。 

98.根據中國大陸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55個少數民族人口113,792,211人，占總人口

1,370,536,875人的8.49％。 

99.李正文，《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少數民族政策與地方治理（1978-2011）：以三個民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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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在全國各地，呈現「大分散、小聚居」的景象。至於對少數民族的治理，是

以「國家統一」為最高指導原則，實行少數民族區域自治（regional autonomy），

成立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自治區域面積高達全國總面積約

64％100。 

唯到底何謂少數民族？美國學者郝瑞（Harrell）就曾指出「研究少數民族的

文獻一再地指出，少數民族的疆界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的，任何關於民族身

分的界定，都會因為無法明確處理定義不了的、遊走疆界內外的人群，而在歷

史發展中被迫調整。」101在他研究彝族的著作中，更是直接提到「據說，彝族這

一族稱是50年代由毛澤東創造的。這一族稱所涵蓋的人群，過去具有許多不同

的族稱。……50年代末期，進行民族識別時，開始使用這一新的美好的「彝」之

族稱，彝族指原居住在雲南、四川、貴州和廣西等省區的人口眾多、內部具有多

樣性的人群。」102換句話說，是基於國家治理之便而「創造出來的」，而非指涉民

族本身之文化或組成。如此使得其內部擁有眾多的變異性，是許多少數民族被

官方所統一界定的名稱，乃係一「集合體」，或依美國學者安德森（Anderson）

所提出的概念所述為一個「想象的共同體」103。他們不只分佈在四川、雲南、貴

州、廣西等中國省區。也是跨國境而居的民族，根據不完全統計，也散居於中南

半島各國，如緬甸、柬埔寨、越南、泰國等，約有幾十萬人口104。 

本小節對彝族所居住之自然環境、社會結構等加以簡述。 

 

一、 自然環境 

涼山彝族自治州，位於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處，東鄰雲南省昭通地區，

西連雲南省中甸，北接甘孜州、雅安、宜賓等州市，南靠攀枝花市，幅員面積六

萬餘平方公里，總人口393.9萬人，其中彝族約占42%。全州轄17個縣市, 其中

 

州為例的分析》，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頁6。 

100.李正文，《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少數民族政策與地方治理（1978-2011）：以三個民族自治

州為例的分析》，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頁6。 

101.石之瑜，《族國之間—中國西南民族的身分策略》，臺北：揚智文化，2004年，頁229。 

102.融璞莊園，＜巫達：顏色、象徵與國家權力 涼山彝族的等級名稱與民族名稱＞，《歷史》，

2019年7月1日，https://kknews.cc/history/ml8lv66.html。  

103.Benedict Anderson（2010）.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時報出版. 

104.沙馬拉毅，＜彝族文藝研究綜述＞，《西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總17

卷，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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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里為藏族自治縣。現州府所在地西昌市位於成昆鐵路中段，自古以來就是通

往雲南和東南亞的「南方絲綢之路」的重鎮。平均氣溫17℃，享有「萬紫千紅花

不謝，冬暖夏涼四時春」之美譽105。 

然而在這總面積達6. 01萬平方公里，所轄17個縣市的自治區裡，彝族居民

大多生活在二半山區、高原及高寒山區，依靠著耕種和畜牧維生。早在19世紀

之前，他們基本上長期處於畜牧業為主、農業為輔的生產狀態；到19世紀初，農

業才逐漸上升到主導地位。至今，彝族民間還有「若無放牧者，耕者被凍死；若

無耕地的，牧人被餓死」的諺語，說明農業與畜牧業的相輔相成的關係。也因為

無論是農業還是畜牧業，大量繁重的體力勞動，都仰仗男子來承擔；至於婦女

則主要從事家務勞動及承擔一些輔助性工作。男子是生產力發展的生力軍，因

而十分看重求子、生育男子。 

唯自然環境也是涼山地區致貧的客觀因素，具有不可違逆性。該州境內80%

為山區，地貌複雜，斷塊山、斷陷盆地、斷裂谷眾多，最高海拔為5958公尺的木

里縣恰朗多吉峰，最低為雷波縣大岩洞金沙江谷底305公尺，相對高差達5653公

尺。而貧困人口又主要分佈在海拔2500到3000公尺的二半山區和高寒山區。這

些地區通常農業生產率低，農業生產成本高。特別是自然環境的複雜多樣，更

導致自然災害頻繁，雹災、旱災、泥石流、地震及蟲害等頻發，使得好不容易脫

貧的農村，返貧率復又提高。更為要的是，自然環境的惡劣使少數民族地區的

基礎設施改善比較緩慢，直接影響到農村貧困地區經濟的發展106。 

到了20世紀80年代，彝族開始自由搬遷，這種搬遷最先產生於西昌市和攀

枝花市周邊。由於屬於無證遷移且流動性較強，因而被定性為「盲流」。到了90

年代，「盲流」人口越來越多，大量高山彝族向低海拔地區遷徙，打破了原有的

社會秩序，也給遷入地的資源環境帶來了壓力，促使地方政府開始清理「盲流」

人口，採取了強制遣返措施。2000年後，涼山州興起打工潮，越來越多的打工者

湧向全中國，使得涼山州的勞務輸出人數急劇上升。且伴隨著打工潮和城鎮化

的推進，低谷地區、城市周邊出現了勞動力空缺，土地和房屋閒置；於是高山、

 

105.王麗娟，《涼山州鄉土彝語文教材的編譯問題研究》，西南大學民族教育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0年，頁10。 

106.吉正芬，＜發展型扶貧：全面脫貧背景下扶貧攻堅的戰略選擇——以涼山州為例＞，《西南

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7 年第9 期，頁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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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山彝族陸續搬入填補，涼山彝族的移民搬遷又一次加快。而隨著市場經濟

的建立，地方政府也開始尊重山區彝族的遷徙自由107，這使得他們與漢人的接

觸越來越頻繁，把越來越多的資源帶入自治區當中，而其固有封閉之文化亦漸

漸敞開。 

 

二、 文化特色 

涼山彝族社會的「文化特色」，傳統上被認為有兩個核心內容：家支與等級

制度。而等級制度與家支制度，又都通過家支組織在現實中，得以運作鋪展108。 

 

（1）等級制度 

等級制是彝族社會最顯著的特點，也是彝族社會運行機制。彝族傳統社會

中分為茲、諾、曲諾、阿加和嘎西五個階級，其中茲和諾為彝族的貴族等級，諾

在漢語中稱為「黑彝」。曲諾為平民等級，阿加和嘎西屬於奴隸階層，曲諾、阿

加、嘎西在漢語中統稱為「白彝」，彝語則統稱為「節伙」意為「被佔有者」109。

這五個階級在彝族社會中所佔人數比例一般為曲諾和阿加較多而其他階級較少

（表 2-1），如此形成的「橄欖型」社會體系維持了彝族傳統社會的穩定110。 

 

表 2-1 1956 年普查工作隊涼山彝族人口報表材料節選 

鄉 黑彝 曲諾 阿加 嘎西 總計 

人口 佔比 人口 佔比 人口 佔比 人口 佔比 

瓦吉木 229 10.86 626 29.68 914 43.34 340 16.12 2,109 

南城 158 7.38 1,278 59.69 466 21.77 239 11.16 2,141 

則洛 410 9.79 1,707 40.78 1787 42.69 282 6.74 4,186 

拉里溝 11 0.92 1,041 87.4 65 5.46 74 6.21 1,191 

 

107.劉蜀川，＜自發移民問題研究——以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為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7 年第6 期，頁55。 

108.季濤，＜流變的人觀，異質化的族群構建——以涼山彝人工頭為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4 年第4 期，頁33。 

109.袁亞愚主編，《當代涼山彝族的社會和家庭》，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11。 

110.四川省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四川省涼山彝族

社會歷史調查》（綜合報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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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四川省涼山彝族社會歷史

調查（綜合報告） 

 

1. 貴族等級 

在貴族等級中包括茲和諾兩個階級。 

(1)茲，是土司，即由歷代中央政府所任命的本民族地方官員。而是否擁有

官印，是為土司的標誌；只要有官印，不管其所統領的地域多大，其的等級就是

「茲夥」111。土司是以前受官方認定的統治階級，其它所有彝人都屬於被統治階

級。茲在過去的數量就很少，而現在更是很難尋覓其存留後代。 

(2)諾，沒有政府的任命，但擁有強大的家族，他們也許是古代的外來征服

者，由於自視血統高貴，從不與非貴族的「曲」階層的人通婚，更不與「阿加」、

「呷西」階層通婚112。嚴格實行等級內婚制。 

茲和諾兩個階級的統治範圍在有的地方互相重疊，也就是茲依靠諾的效忠來統治

平民與奴隸等級，但更多的時候兩者的統治範圍並不相同。 自明清以降特別是

清雍正年間中央王朝大規模推進「改土歸流」政策之後，對土司的廢除並沒有使

中央王朝直接有效地控制涼山地區，與此相反的是土司政權的瓦解使諾的統治逐

漸活躍，也形成了茲和諾統治範圍二分的政治格局113。 

    

2． 平民等級 

(1)曲諾。他們都是自由民。名義上都隸屬於某一家族的「諾」，每年要給諾

服一定的勞役，每逢過年過節還要給諾送禮，諾打仗時還要自備武器彈藥隨諾出

征。但曲諾有自己的財產，有人身自由，享有親子權，是為「諾」不得隨意買賣

轉讓的114。因此有的曲諾，甚至還擁有奴隸，個人財產方面有的曲諾甚至超過「諾」。

因此，在土司統治區又叫「官百姓」115。 

 

111 .融璞莊園，＜巫達：顏色、象徵與國家權力 涼山彝族的等級名稱與民族名稱＞，《歷史》，

2019年7月1日，https://kknews.cc/history/ml8lv66.html。 
112.同前註  

113.陳金全、巴且日伙主編，《涼山彝族習慣法田野調查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頁 25。  

114.融璞莊園，＜巫達：顏色、象徵與國家權力 涼山彝族的等級名稱與民族名稱＞，《歷史》，

2019 年 7 月 1 日，https://kknews.cc/history/ml8lv66.html。 

115.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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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奴隸等級 

阿加和嘎西，都屬於奴隸階層。 

(1)阿加，可以有自己的房屋和少量的財產，但沒有完整的自由，必須住在主

子的旁邊，主子隨叫隨到，隨時要替主子做事，不能在未經主子的允許下隨意搬

遷116。財產生命權也掌握在主子的手裡，主子可以隨時把他們賣掉或者轉讓。婚

姻也是由其主子配婚所選定的，即由主子配給相同等級的人，所生的子女，由於

沒有親子權，子女往往被主子抽選降等做下一階層的「嘎西」。阿加的來源主要

有以下兩種，一是曲諾階層破落後的等級下降者；一是經過婚配的嘎西，主子讓

其獨立門戶者117。 

(2)嘎西更是整個系統中底層的階層，沒有任何財產，沒有房子，沒有田地，

沒有人身自由。其生殺予奪之權掌握在主子手裡：主子可以隨時將他們進行買賣，

饋贈。嘎西的來主要有三種途徑：一是從阿加家被降等級的子女；二是從外地擄

掠來的漢族和其它民族；三是無依無靠，失去了家支支持的曲諾118。 

 

（二）家支制度與婚嫁習俗 

彝族以父系血緣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家族制度，隨著父係家族的不斷繁衍，

譜係往往可長達幾十代，而譜係可以回溯至同一父係祖先、具有一個共同的家

支名又不通婚的血緣集團，便稱為一「家」，一「家」之下再分「支」，支下分

房，房下有戶，這個網狀的血緣便統稱之為「家支」119。涼山家支是以男性繼

承、父系血緣為紐帶，男性具有財產管理、處置權，女性只有部分繼承權。且血

統觀念很強，在彝族社會規則裡，血統直接影響到人的社會地位和受尊重程度

及其子孫後代的社會地位。而若婚姻雙方所屬不同的等級，其後代的階層將會

從屬於婚姻地位較低那方的等級，因此彝族社會強調同階層內婚姻120。 

 

116.Stevan Harrell 著，巴莫阿依曲木鐵西譯，《田野中的族群關係與民族認同——中國西南彝族

社區考察研究》（Field Studies of Ethnic Identity: Yi Communities of Southwest China），南寧：廣西

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17.融璞莊園，＜巫達：顏色、象徵與國家權力 涼山彝族的等級名稱與民族名稱＞，《歷史》，

2019 年 7 月 1 日，https://kknews.cc/history/ml8lv66.html。 

118.同前註  

119.陳金全、巴且日伙主編，《涼山彝族習慣法田野調查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頁 26。  

120.曲比阿果，＜傳統與現代婚姻觀念之間的調適及社會影響——以涼山彝族婚姻觀念變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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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父子連名所維繫的家支制度裡，有無兒子成為核心家庭財產繼承的首

要問題。把兒子作為解決諸如賣地、遺產繼承等問題的唯一考慮條件和限制條

件的同時，也大大提高了子嗣在解決問題中的作用，進而把男性提到顯要位置

的中心地位。卻將女性絕對邊緣化。也由於家產都被男性牢牢控制在手裡121。

使得到20世紀末，包辦婚姻買賣婚姻仍然盛行122。 

其間於20世紀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來，買賣婚姻越演越烈，一度完全

是公開的交易，彝族女孩兒，從幾百元上升至幾千人民幣，甚至上萬元人民幣。

同時，有些需要扶貧的家庭，他們節衣縮食，存下的錢就是為了給兒子取妻子

123，目的即是為了傳承子嗣，以達到血脈綿延的目的。 

   家支制度結合等級制度的結果，人成為擴展政治勢力和經濟勢力的一種手段。

透過婚姻之等級實施為基礎的買賣婚姻制。婦女不過是丈夫的財產之一。目前

涼山還保留著讓姻繫紐帶，結為更緊密的政治聯盟及保證財產不外流的「姑舅

表優先婚」和「轉房制」124。被視為夫家的財產轉房給丈夫的弟兄或丈夫家的其

他人。如果丈夫沒有親兄弟，便轉房給叔伯弟兄，甚或轉房給丈夫的長輩或晚

輩。 

唯家支成員之間，嚴禁通婚和發生婚外性關係。婚姻只能在不同的家支之間

締結，否則將被視為亂倫。凡是父系族內的同輩男女，都禁止通婚。隨著生產力

的發展，父權制取代母權制掌控家支，人們的交往範圍日益擴大，不同血緣家

族間的男女相互交往成為可能。為了不違背共同的先祖訂立的規則，同時又必

須擔負起延續種族的重任，便有了以族內婚制為前提的家支外婚。如果說彝族

內婚的目的在於區分血統貴賤，維護先祖血統的純正，相對的，家支外婚的意

義在於延續整個家支的後代，繁衍血脈125。然而根據學界研究，目前甚至有家

支內婚者，絕大部分發生在貧困家庭。王卓與張伍呷於2018年進行之調查，發

現86%的受訪貧困戶，選擇等級內婚。貧困家庭因為「貧困」或者支付不起高昂

 

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7 年第12 期，頁68。 
121.田茂旺，＜四川涼山彝族財產繼承習慣法中社會性別規範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

文社會科學版) 2010 /02 總第222 期，2010年），頁71。 

122.賈銀忠，＜制約涼山彝區經濟發展的文化因素＞，《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8年8月，總19卷4期，頁61-62。 

123.同前註 

124.瓦西羅曲，＜涼山彝族「爾比」研究之一＞，《中國民族文學網》，1987年第5期，頁88。 

125.王卓、張伍呷，＜涼山彝族婚姻制度的鬆動與走向研究———兼析彝族貧困代際傳遞的原因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8 年第3 期，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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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價錢」、或者因為「社會等級」不夠而被排斥，即使隨著與漢人之交流而

致鬆動的等級內婚制度，貧困家庭也很難「攀上婚」，當然也無法突破舊有的低

下的家支社會等級，來改變其貧困的底層地位126。 

 

（三）「德古」、「蘇易」與「畢摩」 

涼山彝族社會除了血緣上的家支身份，還有諸如「德古」、「蘇易」與「畢

摩」此類的特殊身份。 

「德古」是彝語，「德古」也可簡稱「莫」，「德古」有時也被稱為「家支

頭人」，但這種稱法不太準確。家支頭人其實包含兩種人：一種是具有財力，有

一定影響力的奴隸主，或者單純在家支內的輩分比較高，是這種人其實稱為「蘇

易」更準確；另一種是知識淵博、能言善辯、道德高尚的人，這些人不一定是很

富裕的或勢力強大的家支中的人，但是他們在彝族社會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德古」多產生於較高輩分或較大年齡的人中，但這不是必須的條件。「德

古」不是世襲繼承，不是由社會地位更高階層委任，也不是在家支內部集體選

舉產生，而是依靠個人的能力自然產生。他們由於見多識廣、熟知彝族習慣法

和判例、能言善辯、處理問題和判決案子果斷明白、平時作戰勇敢等具備這樣

綜合素質的人來充任，通過一件件糾紛的成功調解而得到人們和社會的公認。

從職業性質而言，「德古」更多的時候是調解糾紛、判決案子，而頭人更多的時

候是帶領家支的人打仗或參加生產、生活、宗教等一些集體活動。不過許多人

既是「德古」又是頭人127。 

 「德古」和「蘇易」有區別，有的「德古」集「蘇易」和「德古」於一身，

有的卻只能是一個血緣家支的「蘇易」，而不能成為超越血緣家支的「德古」。

「蘇易」可以是一戶的「蘇易」，也可以是一個血緣家支的「蘇易」，而「德古」

卻不能是一戶的「德古」，因為「德古」必須受到涼山彝區某個區域彝族群體的

整體認同，否則將沒有足夠威望調解不同家支間的衝突，而「蘇易」一般情況下

只需受到其家支的認同即可。因此，在涼山彝族社區中，「德古」的威望存在空

 

126.王卓、張伍呷，＜涼山彝族婚姻制度的鬆動與走向研究———兼析彝族貧困代際傳遞的原因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8 年第3 期，頁179。 
127.蔡富蓮、米伍作，《當代涼山彝族血緣家支、傳統習慣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年，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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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較蘇易要廣128。 

 由於受到家支制度血緣等級的限制，「德古」群體中也有存在等級。在茲等

級所統治的範圍內，諾和曲諾等級的「德古」從屬於茲，曲諾等級的「德古」大

都雙重從屬於茲和諾。低等級的「德古」一般都遵從于高層「德古」，假如諾血

緣家支之間的糾紛雙方各持己見，這種情況可以通過更高等級的「德古」來解

決129。由此可見「德古」的權威還是局限在家支血緣等級的框架當中，然而彝族

傳統社會也有超越家支血緣範疇的特殊身份——「畢摩」。  

 「畢摩」是彝族宗教體系中的法師，他們精通彝文、熟悉各種經書及宗教儀

式，彝族日常的傳統宗教活動均離不開「畢摩」的主持儀式和念誦經文，比如超

度送魂、祈福消災、歃血盟誓等等。「畢摩」在一定程度上游離於家支等級之

外，構成一個特殊的職業階級，他們在彝族社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聲望，其

職位一般通過父子相傳承，但是也有在世襲之外接受「畢摩」師傅教導而成為

「畢摩」者。值得一提的是，彝族「畢摩」不僅是彝族宗教中溝通人與神的使

者，同時也是彝族文化的創造者和傳承者，由於「畢摩」階級掌握彝文使用方

法，他們用彝文留下了涉及宗教、政治、歷史、地理、教育等方面的寶貴記錄

130。 

 

三、 彝文 

彝文，又被稱為蝌蚪文、夷字等，是彝族由刻畫符號演進而成的象形文字系

統，最早期的彝文是表意文字，隨著時間推移大量的表音符號被加入到了彝文

中。彝文主要由法師「畢摩」掌握，大多數的彝文經典也是主要依靠「畢摩」在

宗教儀式中的作用而得以保存131。 

彝文在使用的分佈上又主要分為涼山規範彝文和雲南規範彝文。1974年，四

川省民委語文工作組和涼山州語文工作指導委員會對北部方言區（指四川大小

 

128.蔡富蓮、米伍作，《當代涼山彝族血緣家支、傳統習慣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年，頁 166。  

129.同前註   

130.陳金全、巴且日伙主編，《涼山彝族習慣法田野調查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頁 22。 

131.陳金全、巴且日伙主編，《涼山彝族習慣法田野調查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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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山地区）的傳統彝文進行改造，擬定了《彝文規範方案》。1983年，雲南省彝

文規範領導小組成立，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擬定了跨多方言的《雲南規範彝文方

案》，1987年經雲南省政府批准試行。涼山規範彝文和雲南規範彝文的差別很

多，如圖2-1所示，涼山規範彝文是由音節和音拍所構成的音節文字132，雲南規

範彝文則是和古彝文相似，是由表示詞或語素組成的語素文字133。 

 

圖2-1 彝文示意圖 

涼山彝文和雲南彝文形成如此差別之原因，郝瑞（Harrell）認為是由於这

两个族群實際上根本不应该劃分为同一個民族。在他的著作中，他多次提及

「諾蘇」134与「裡潑」135在文化上的巨大差異，他發現不同地區的彝族在語言

上、風俗習慣上的不同處甚至多於相同處，雲南的彝族相當一部分只能說漢

語，而其他地區的彝人使用六種均屬於藏緬語支的不同方言，其差別較漢語的

普通話、閩南語和粵語的差別還要大，造成相互之間不能通話136。他認為這些

族群只是由於斯大林時期的民族識別原則，因此將他們一律都被分為了單一的

民族——彝族，並擁有了相同的語言——彝文，他們「都被官方識別為彝族，

 

132.如英文 

133.如漢字 

134.四川凉山彝族稱自己為「諾蘇」  

135.雲南楚雄彝族稱自己為「裡潑」 

136.Harrell, S. (1995). Ethnicity and Ethnic Groups in China. Hong Kong:New Asia Academic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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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自己不是漢族」137，更像是一個「被人為創造出的民族」，因而不同地

區之間彝文的巨大差異更不難理解。 

 

第四節 中國四川省涼山州彝族貧窮成因探究 

本研究之貧窮，主訴是為民族貧窮。於本節分述其貧窮成因。 

 

一、人口素質影響就業能力 

以涼山彝族而言，過去由於基礎教育未嚴格執行，勞動者素質不高，致富

門路少，限制了收入的增加。截止 2006 年底，全州 17 個縣市中還有 5 個縣未

普及義務教育，「普通九年義務教育」人口覆蓋率僅為 80.3%。小學輟學率高達

3.47%，青壯年的文盲率高達 10%。由於基礎教育薄弱，大多數人都只掌握有簡

單、原始的農業和畜牧業生產技能，經濟來源基本上都來源於種植或養殖收入。

由於彝族地區許多年長彝人習慣使用彝語，而對漢語的使用能力較差，這對彝

族與漢族的語言交流方面起到了負面作用。外出務工可謂是農民脫貧致富的好

途徑，但由於文化知識水準低、勞動技能單一、語言表達能力差以及民族風俗

習慣等方面的原因，外出務工的人數很少，有一些受過初高中以上教育的年輕

人外出打工，也主要只是集中在該縣或涼山州內，這些因素影響了收入的增加

138。 

 

二、民族歧視影響就業機會 

其次，以求職週期、工作穩定性和總體滿意度而言，調查結果顯示，部分少

數民族農民工到外地找工作時，會受到不公正待遇，有些雇主不願招收少數民

族員工，對少數民族農民工就業造成不利影響。但是如果就職之後，則民族身

份並不會影響收入水準。而且在就業以後，於工資水平與崗位職級方面，則少

數民族員工和漢族員工都享受了同工同酬的待遇。另外，學歷對少數民族的找

到工作的速度亦會產生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更容易受到提拔。以文盲、半文盲

 
137.Harrell, S. (1990). Ethnicity, Local Interests, and the State: Yi Commun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2 (3), 515-548.  
138.朱煒，《基於科教扶貧的涼山地區農村反貧困研究》，西南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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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受過基礎教育者而言，收入有明顯收入，且呈現分段式躍升的現象139。也因

此受教育有助於少數民族於求職之競爭力的提升。 

 

三、毒品餘患仍在 

英國學者湯森（Townsend）認為貧窮只有在相對剝奪的概念之下，才能被

客觀且一致地界定140。再就涼山州之昭覺縣為例，它屬於國家級的貧困縣，於

1994年前後，毒品進入昭覺地區，並於1995年發現第一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到了2007年底全縣已累積報告2124例，死亡211例。如此導致之結果是隨著愛滋

病發病和死亡高峰期的出現，留下大量特困兒童，無論他們的生活或學習陷入

困境。而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相對剝奪則是弱勢群體的基本心理特徵141。

而在西南民族大學於2013年所調查的3178名特困兒童中，發現有50%左右的特困

兒童，由祖輩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撫養；有20%左右的特困兒童由父親或母親一

方撫養；而15%左右的特困兒童則由叔叔或姑姑撫養；另有10%左右的特困兒童

由哥哥或姐姐撫養；至於由由姨媽或舅舅撫養的只有少數。這些家庭大多極為

拮据，缺乏年輕力壯的勞力，多靠老人的其他兒女或家族其他成員的救濟來生

活;藍寄養在叔伯、舅舅、姑媽或姨媽家裡的特困兒童，基本可以正常讀書，很

少成為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家裡的勞動主要由撫養者承擔；唯獨與兄弟姐妹相

依為命的特困兒童，一般都沒有條件接受教育，生活非常困難142。 

這些在山彝區特困兒童的形成原因，可概括六種情況；(1)父母一方死亡，

另一方棄養；(2)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服刑或勞動教養；(3)父母雙方服刑或

勞動教養;(4)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重殘或喪失勞動能力；(5)父母雙方重殘、

重病喪失勞動能力；(6)另經當地縣市人民政府認定的其他特殊情況。有大多數

貧困的原因，是由於毒品和愛滋病所致。包括3178名特困兒童當中，父母一方

死亡者2664名，占總數的83.83%；父母一方服刑或雙方服刑142人，占總數的

 

139.里昕、伏紹巨集、張霞，＜民族地區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業能力實證研究——以四川涼山彝族

自治州為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3 年第9 期，頁116。 
140 .Townsend, P. (1979).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141.韓佩玉、蔡華，＜相對剝奪視角下的涼山彝區「特殊困難兒童」現狀及思考———以昭覺縣

為例＞，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社會學》，2013年，頁48。 
142.韓佩玉、蔡華，＜相對剝奪視角下的涼山彝區「特殊困難兒童」現狀及思考——以昭覺縣為

例＞，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社會學》，2013年，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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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一方死亡另一方棄養者2099人，其中父親死亡、母親改嫁棄養1742人，

占特困兒童總數的54.81%; 母親死亡、父親棄養357人，占特困兒童總數的

11.23%143。以民族貧窮來看，一方面出於對少數民族貼上標簽，唯一旦他們有

機會踏入職場，則不會受到差別待遇，問題是如何可以得到第一份工作，是為

關鍵；另一方面，亦和地理環境有關，此地理環境加上民族特性，對內凝聚力極

強，加上早年之半遊牧半農的維生方式，不容易和漢人有固定往來，隨著中國

的經濟發展，他們原先的維生方式被迫限縮於農業，但農業又因技術不純熟，

以致收穫不佳。唯如此也使得以地利之便而入侵之毒品，暴利更加誘人，不只

形成民族生命的悲哀，也形成家庭的殘破，進而與愛滋並毒品連結的社會標簽

更加牢牢固定。 

 

四、傳統社會結構之影響 

肖立新於2011年針對涼山彝族自治州之農戶經濟合作進行研究，該調查涉及

的388戶農戶中，2010～2011年1年之內，參與農企農合組織合作生產銷售、合夥

做生意、種植養殖、基礎設施建設、銷售農產品、購買農資、共用農機牲畜、勞

動互換合作的次數分別為36、56、86、102、156、264、343、352 次，合計1645

次，戶均參與4.24次。參與上述合作項目成功的次數，依次為30、51、74、94、

136、228、322、347次，合計1514次，合作成功率為92.04%（表2-2）144。該研究

發現設若總體參與程度高，成功率高；反之，參與正式合作的程度低，成功率相

對較低；另外在388戶農戶在調查涉及一個年度內，參與正式合作的次數為92次，

僅占總戶數的23.71%。 

此項資料表明：其一，在涼山彝族自治州農村，由於交通不便，農業生產規

模化、組織化程度低，農業生產形式主要還是單家獨戶的小農生產；其二，參與

正式合作的92戶農戶中，有85戶位於集鎮周邊和鐵、公路沿線的溝谷地帶。可見，

交通運輸條件是影響農戶參與正式合作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三，388戶農戶參與

正式合作的成功次數為81次，成功率為88. 04%。該資料表明，雖然靠契約維繫

 

143.韓佩玉、蔡華，＜相對剝奪視角下的涼山彝區「特殊困難兒童」現狀及思考——以昭覺縣為

例＞，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社會學》，2013年，頁50。 

144.肖立新，＜民族貧困地區農戶經濟合作的基本特徵——基於涼山彝族自治州的調研＞，《西

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2 年第7 期，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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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式合作的成功率已較高，但仍低於單個農戶間靠長期瞭解形成信用的成功率

且非正式合作物件的選擇依次為村民、熟人、親戚145，顯示出彝族人特別重視家

支和血統關係，並影響了社會網絡的導向。使他們於合作關係之尋求上，無法單

純以利益與利潤之獲得為考量。 

表 2-2 四川涼山州農戶參與農企經濟合作情況表 

 農企合

作生產

銷售 

合夥做

生意 

農合組

織養殖 

參與基

礎設施

建設 

銷售農

產品 

購買農

資 

共用農

機牲畜 

勞動互

換合作 

總和 

合作次數 36 56 86 102 156 264 343 352 1,645 

合作成功

次數 

30 51 74 94 136 228 322 347 1,514 

成功率 83.33% 91.07% 86.05% 92.16% 87.18% 86.36% 93.88% 98.58% 92.04% 

資料來源：西南民族大學涼山彝族自治州農戶經濟合作調研 

 

五、財富管理不當 

酒在涼山彝族生活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交際功能。包括走親訪友、朋友相

聚、客人親戚臨門、婚嫁的進行、喪事、宗教活動、修造房屋、過彝年或者火把

節等，甚或連民間解決家支間的糾紛、打官司等，也都離不開酒146。 

另外即是他們極度好客，為了款待客人，不惜借貸。是以涼山彝族有一首

爾比(諺語)：「客人不來，主人也無食(肉)」。換句話說，得等客人上門，主人

才有機會也便有機會吃肉。這樣的習俗影響亟深亟遠。於 1991 年公部門曽經對

涼山州的 1 百戶貧困戶作了調查， 當年百戶人家購買生產、生活資料總支出

93006 元，生活資料占總支出 24%，其中僅購白酒一項就支出 7076 元，占生活

資料總支出的 31.6%。百戶人家出售大牲畜 1120 頭，占總數的 25%，自食 1474

頭，占總數的 33%。從以上數字中，可以看出自食的牲畜和白酒，占了較大的比

例，被界定為「畸型消費」。也顯示出於資產管理的能力缺乏147。 

 

145.同前註 

146.賈銀忠，＜制約涼山彝區經濟發展的文化因素＞，《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8年8月，總19卷4期，頁62。 

147.賈銀忠，＜制約涼山彝區經濟發展的文化因素＞，《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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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產業發展之結構性因素 

四川涼山州，該地區亦屬於結構性貧困。如果把涼山地區劃分為發達地區、

次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根據2015年的經濟發展統計資料，涼山州各區域產

業結構差異較大。州府西昌發達區域三種產業結構比為:15.7：43.2：41.1，第

二產業占的比重最大，第一產業比重最小；安寧河谷平原次發達區域為30.6：

42.1：27.2，第二產業占的比重最大，第一產業有較大的比重；其餘欠發達地區

為39.1：29.1：31.8，第一產業比重最大，第二、三產業比重都較小（表2-3）。

在次發達區域和欠發達區域，第一產業占的比重較大，而且以種植業為主，產

業附加值較低，市場價格波動較大，農村從中的獲益有限。第三，因著歷史因素

及民族習俗的影響，這兩種因素相互交錯，最終體現於觀念的落後。包括該地

直到1956年，才廢除奴隸制度，是中國最後廢除奴隸制度的地區。但迄至20世

紀末，發展仍受到很大的限制148。迄至2010年人均GDP為8953元，是全國平均水

準的30.17%，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36元，是全國平均水準的56.36%；2011年底，

11 貧困縣的386個鄉鎮中有173個鄉3.82萬戶屬於極度貧困狀態。極度貧困村雖

然只占11貧困縣總人口的2.11%，但存在以下三個特點:第一是人均純收入極低，

其2011年人均純收入低於853元。第二是生產生活環境惡劣，大多屬於不宜人居

住的海拔2500公尺以上的高寒山區、嚴重乾旱的缺水地區、滑坡泥石流等自然

災害嚴重地區。第三是基礎設施條件極差，至2011年有146個村不通公路、118

個村不通電，有191個村、11.75萬人缺乏安全飲用水149。 

表 2-3 四川涼山州各地區產業結構表（2015） 

 西昌地區 安寧河谷地區 其餘地區 

第一產業 15.7% 30.6% 39.1% 

第二產業 43.2% 42.1% 29.1% 

第三產業 41.1% 27.2% 31.8% 

資料來源：2015 年涼山統計年鑒 

 

1998年8月，總19卷4期，頁61-62。 
148.吉正芬，＜發展型扶貧: 全面脫貧背景下扶貧攻堅的戰略選擇——以涼山州為例＞，《西南

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7年第9期，頁191。 

149.徐效勇、姜寒，＜連片特困地區中央扶貧資金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以四川省涼山彝族自

治州國家級貧困縣為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3年第10期，頁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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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四川省涼山州彝族脫貧現況與精準扶

貧之實施 

本研究中國四川省涼山州精準扶貧政策之實施，最接近之政策乃是2018年

6月出臺之《關於精準施策綜合幫扶涼山州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意見》，從12

個方面採取34條政策措施精準支持涼山州的「脫貧攻堅」；並於2018年7月涼山

州委召開的八屆五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貫徹落實該意見的實施方案，提出

將用好、用足各項支撐政策措施，聚焦聚力難點精準施策、綜合治理。而各級政

府的支持，是為涼山彝族自治州脫貧的基礎150。 

於四川涼山州實施迄今，於2018年涼山州減貧19.9萬人，退出貧困村有500

個，而貧困發生率從2017年年底的11%降至2018年底的7.1%；於2019年年底計畫

實現14.1萬人脫貧，並達到318個貧困村退出，4 個貧困縣脫貧151。城鎮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30420元、增長8%，收入增速高於經濟增速4個百分點；農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2560元、增長9.9%，收入增速高於經濟增速5.9個百分點152。

城鎮新增就業2.1萬人，失業人員再就業6434人，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2.64%。

實施棚戶區改造12404戶、貨幣化安置1534421戶154。 

本章將梳理中國有關單位對四川涼山州彝族所進行的脫貧計劃與實施情況。 

 

第一節  硬體建設 

在許多發展經濟學模型中，硬體建設乃是經濟發展之基礎。無論是劉易斯

(Lewis)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又或是舒爾茨(Schultz)的「改造傳統農業」

模型都離不開硬體建設的支持155。涼山彝區是全國貧困程度最深的區域之一，

基礎設施和住房條件差，自行改善現狀又因薄弱的經濟基礎進入惡性循環，因

 

150.羅正琴(2019)，＜四川涼山彝族地區旅遊精準扶貧＞，《鄉村科技》，2019 年 10 月（中），

頁 49。 
151.同前註 

152.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

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涼山彝族自治州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及2019年計

畫的決議＞2019年1月31日。 

153.指拆遷補償以貨幣為標準進行，不進行或少進行房屋補償。  

154.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

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涼山彝族自治州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及2019年計

畫的決議＞2019年1月31日。 
155.Michael, P. T. and Stephen. C. S. (2011). Economic Development (11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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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要依靠政府力量進行幫助156。 

 

一、搬遷式扶貧與彝家新寨 

（1）易地搬遷式扶貧的基本概念和搬遷方式 

易地搬遷式扶貧乃是利用外力因素，將原本生活在自然環境條件較差、生

活基礎設施缺乏、經濟發展十分落後地區的貧困人口，通過整體移民搬遷的方

式，遷居到自然環境相對較好、基礎設施完善、經濟發展水準較高的適合人居

住的地區。政府通過相關手段改善搬遷安置區的生活、生產條件，調整該地區

的產業結構，創造就業機會，拓寬貧困建檔人群的收入管道和增加其收入水準，

逐漸幫助移民搬遷人口實現脫貧的目的。 

搬遷式扶貧根據不同情況又分為不同的搬遷形式：根據居民不同需求和現

實狀況，對搬遷式扶貧方式採取了以下幾種不同的方式：易地搬遷、地質災害

避險搬遷、彝家新寨幾種搬遷模式；根據每個鄉鎮具體情況和居民的搬遷意願，

又可分為集中安置、彝家新寨、自主搬遷；按照移民搬遷距離又可分為：村內搬

遷、鄉內搬遷和縣域搬遷157。 

以涼山州西昌市開元鄉的扶貧搬遷為例，在這些搬遷方式中，易地扶貧搬

遷的居民給與的補助，為不低於平均建房成本的80%，並且規定要居民在新建房

屋中所繳納金額不超過1萬元/每戶。人均住房面積不超過25平米，具體實施辦

法為，每戶搬遷人口為2人的家庭，新建住房面積不超過75平米，每戶搬遷有4

口人的家庭，新建住房面積不得超過100平米。對於沒有建房能力的貧困建檔戶，

均由政府統籌建造公租房、廉租房。納入彝家新寨搬遷模式中的建卡貧困戶，

住房建設資金都有三萬元左右的財政補助。地質災害避險搬遷安置，在2015年

以後開始的搬遷戶，除了三萬元的財政補助，另外每戶還增加一萬元的基礎設

施等財政補貼，資金均由縣級財政直接向搬遷移民發放158。 

 

 

 

156.舒科，＜鄉村振興視野下的涼山彝族特色村鎮建設模式研究＞，《農業經濟》，2019年10月，

頁44。 
157.張春，《B 縣實施彝家新寨安居扶貧政策分析》.成都西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158.熊耀，《易地扶貧搬遷中的風險及防控機制研究—以涼山州 H 鄉為例》.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碩士學位論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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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彝家新寨模式搬遷現況 

自2011年政府開始在涼山州實施「彝家新寨」建設。「彝家新寨」是政府為

了改善彝族人民生活水準和住房條件，通過基礎建設扶貧手段為彝區人民修建

的，且基於尊重文化傳承之原則，刻意將彝族圖紋、符號等融入其中，如將漩渦

紋、帶狀紋、螃蟹腳等紋飾用於房屋外觀裝修。唯統一建造的成果，使得村鎮外

觀較為單一159，可能存在刻板「東方主義」之傾向。涼山彝族地區現有村鎮建設

主要基於歷史遺存和現狀之革新，包括： 

（一）「三房」改造，對原有的彝族風貌瓦板房、石板房、茅草屋進行維護

性改造，不破壞原有建築。 

（二）新村建設，因地理原因對原有村鎮進行改造修建困難較大，因此採取

在交通便利的區域重新修建具有彝族傳統風貌的村鎮160。 

下面將以鹽源縣衛城鎮彝家新寨的建設情況作為典型案例進行說明。岔河

村、半山村和磨盤村的「彝家新寨」新農村建設情況如下： 

（一）衛城鎮岔河村2013年度開展「彝家新寨」新農村建設項目共實施97戶，

其中10戶為貧困戶，每戶政府補助3.5萬元進行民居改建，新修建房舍60平米，

院壩及牲畜圈舍由個人出資修建，除去政府補貼的補助款外，用於修建房舍超

額部分由個人承擔，每戶可在農村信用聯社貸款5萬元用於建設院壩及圈舍。與

此同時政府衛城鎮政府完成岔河村通村公路建設投資120萬元161。 

（二）2013年縣扶貧移民局對半山村實施建設了73戶「彝家新寨」風貌改造

建設，每戶彝族村民補貼2萬元，全村73戶合計資金146萬，配套資金160萬元用

於建設兩條公路和修建半山村黨支部活動室及半山村民委活動室162。 

（三）2014年「彝家新寨」衛城鎮磨盤村總投資50萬元，資金來源於大涼山

彝區「十項扶貧工程」州、縣兩級資金，修建了磨盤村 「彝家新寨」移民新村 

1.8 公里道路兩側雨汙分流排水設施，2014年和2015年在磨盤村分別修建通村

水泥路合計13.1公里。2015年，60多萬修建磨盤村村公所，補助100萬元用於磨

 

159.舒科，＜鄉村振興視野下的涼山彝族特色村鎮建設模式研究＞，《農業經濟》，2019 年 10

月，頁 44。 

160.同前註 

161.楊長友，《涼山彝區新農村建設研究—以鹽源縣衛城鎮為例》,成都西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

論文，2017. 

162.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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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村整村推進專案建設163。 

可以看出，在三村案例中「彝家新寨」個人房屋的改建資金是由政府和受幫助

個人共同承擔，而公共基礎改建資金部分則均多來自州、縣和鎮級資金。這項

政策設計的內在機理是藉以個人與政府共同出資建設的方式達成個人內生致富

動力的提升，並防止受幫助對象對外部力量「等、靠、要」思想的出現。 

 

表 3-1 「彝家新寨」建設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總計涼山州迄至2018年年底，建成彝家新寨302個164。完成38.9萬人農村飲

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165。包括佛山2018年對口所援建之11個貧困縣農戶的住房

 

163.同前註 

164.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

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涼山彝族自治州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及2019年計

畫的決議＞2019年1月31日。 

165.同前註 

 

 

 

彝家新寨新

農村建設 

建設前 建設後 

1、居住地位高寒山、二

半山  

1、移民搬遷至移民點  

2、土坯房：抗震性弱、

灰塵多、住房條件差  

2、新居：新建磚混結構磚瓦房，

居住條件改變  

3、水、電設施差，無水

泥路  

3、修通了水泥路，過於集中用

水、用電，導致水、電偶爾不足  

4、公共服務基礎設施較

差 

4、修建活動場所  

5、多無幼兒設施  5、開展「一村一幼」幼教點  

6、無垃圾專業處理設施  6、修建垃圾處理處  

7、照明設施缺乏 7、「彝家新寨」新農村建設點有

太陽能路燈 

8、彝族村民很難接觸外

部社會 

8、彝族村民接觸外部社會改變傳

統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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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也已經實現省定34個鄉鎮及448個建制村、州定500個擬退出貧困村通村

硬化路全覆蓋166。實現建築業總產值248.4億元、增長26.4%167。 

 

二、交通建設 

涼山地處橫斷山脈核心區，地震斷裂帶和大小河流縱橫交錯，山高坡陡穀深，

72%的面積為高山地貌，複雜的地理環境和地質條件導致涼山交通發展極其緩慢，

特別是大涼山彝族群居地，交通設施落後嚴重限制了彝區經濟增長的活力。根據

涼山州統計年鑒，2010年整個涼山州鄉鎮公路通暢率為53.6%，自然行政村的公

路暢通率僅為18%。從國家開始對涼山彝族貧困地區實施精準扶貧開始，就加大

在交通設施上的建設以及資金投入。根據涼山州的統計資料可知，政府在交通產

業的投資規模長期佔比很高。根據表3-2可知，交通運輸業的固定資產投入，在

涼山州全年整體固定資產投資中佔有很高比例。除2014年以外，從2015年至2020

年涼山州在交通產業上的投資占整體投資比例一直維持在10%以上168。 

 

表3-2 2014-2020年歷年涼山州全年固定資產總投資及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投資

明細（人民幣） 

 交通運輸業/

萬元 

累計比上年

同期±% 

固定資產總投

資/萬元 

占比% 

2014 699,346 / 10,458,692 6.69 

2015 1,106,614 58.2 10,731,770 10.3 

2016 2,438,957 120.4 11,115,152 21.9 

2017 2,140,353 -12.2 11,340,437 18.9 

2018 1,903,153 -2.7 9,608,365 19.8 

2019 1,794,673 -5.7 10,934,319 16.4 

2020 2,268,467 26.4 12,290,175 18.5 

資料來源：2014-2020 歷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166.同前註 

167.同前註 

168.涼山州統計局. 2020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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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2014-2019年涼山州公路通車里程數及增長率 

 公路通車里

程/公里 

增長率

/% 

等級公路通

車里程/公里 

增長率

/% 

高速公路通

車里程/公里 

增長率

/% 

2014 24,928 / 18,619 / 213 / 

2015 25,958 4.1 20,016 7.5 212.7 -0.14 

2016 27,138 4.5 25,343 26.6 212.7 0 

2017 27,398 1.75 23,651 10.5 228 7.19 

2018 27,585 0.68 24,681 4.36 212.74 -6.69 

2019 27,328 -0.93 25,216 2.17 213 0.12 

資料來源：2014-2020歷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涼山州在公路建設方面的具體情況根據表3-3可知，在2014年末全州公路通

車里程達到24928公里，其中等級公路通車里程18619公里，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達

到213公里。到2019年時涼山彝族自治州公路通車里程達到27328公里,其中：等

級公路通車里程25216公里，高速公路通車里程213公里169。從上列數據中可以看

出，涼山州在公路通車里程與高速公路通車里程的成長幅度並不明顯，然而在等

級公路通車里程的進步速度明顯，這是因為涼山州近年的道路建設主要以道路翻

修升級為首要目標，尤其是2016年在政府交通產業的投資規模增大後，向對應年

份的等級公路通車里程數也隨之猛增，這在振興鄉鎮經濟方面起到了顯著作用。 

航空方面，西昌青山機場始建於1967年，1975年開航，2011年完成改擴建工

程，機場位於西昌市北郊，距離市中心和發射中心分別為13.5公里和50公里，每

天有航班往返成都，並開通到重慶、北京、昆明、上海、廣州的直達航班。年旅

客輸送量達52.2萬人次。為西南一流支線機場。總體看來，已初步構成快捷的航

空、鐵路、高速公路等對外交通運輸網路。在未來機場建設方面，預期完成青山

機場的再次擴建工作，會東運輸機場、鹽源通用機場建設動工，甘洛運輸機場、

昭覺通用機場的建設工作已經進入籌備環節。 

如今的涼山已經成為全國重要清潔能源基地、釩鐵稀土資源綜合利用基地和

 

169.涼山州統計局.2019 統計年鑒.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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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性優質菸葉基地，是四川南向大通道交通樞紐和重要經濟走廊170。全州有產

業園區18個，如西昌釩飲產業園、成涼工業園、會理有色產業園已達四川省百億

級成長型特色園區。另外產業集中度達58%，戶規上工業企業入駐園區、占規上

企業總數的56.8%，園區工業企業實現銷售收入512.7億元、增加值273.3億元，

涼山州正加速融入成都經濟區，打造中心城市和民族地區合作典範、資金技術密

集區和自然資源富集區合作典範；與攀枝花市共同建設攀（攀枝花）西（西昌）

國家級戰略資源創新開發試驗區；與珠海市東西扶貧協作、並與川滇齡十市州經

濟合作向積極推進，向融入泛珠三角州和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邁進171。 

與此同時，涼山州在鐵路、水運方面建設上都取得了相當程度的提升，在鐵

路方面截止2020年底，實現涼山境內鐵路營運里程達到600公里，實現西昌與昆

明、成都3小時運營里程。在水運方面，截止2020年底完成內河航道800公里的通

航，溪洛渡樞紐轉運體系已形成初步規模，金沙江下游的航道完成351公里的全

線通航，實現金沙江沿線，金陽港、雷波港等港口的建設。但是就未來的水運發

展而言，由於金沙江水利工程逐步的完成，未來水運運輸能力可能將會受到船閘

噸位的發展限制。 

 

三、水、電以及網路基礎設施建設 

涼山水電業「三江」經濟帶的建立，其創建的目的是該區域水資源比較豐

富，利用該區域的自然、地理優勢，大力發展清潔能源產業，近些年來在該區

域創建了若干水電站，為清潔能源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平臺。其中溪洛渡水電

站於 2014 年實現全部機組發電，成為中國第二大、世界第三大水電站。2015

年，涼山州政府提出了建設雅礱江、金沙江流域風光水互補清潔能源示範基地

的戰略構想，並開始對外招商引資大力發展水電產業。2013 年白鶴灘水電站

主體工程正式開工，2021 年首批機組發電，電站建成後，將成為僅次於三峽

的世界第二大水電站172。 

 

 

 

170.楊勤，《涼山民族地區扶貧機制研究》，西南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頁 13。 

171.楊勤，《涼山民族地區扶貧機制研究》，西南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頁13－14。 

172.涼山州統計局. 2020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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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涼山州「三江」重點水電開發專案 

項目名稱 所在江

河 

建設地點 建設規模 項目總

投資 

溪洛渡水

電站 

金沙江 四川雷波

雲南永善 

總裝機 1260 萬千瓦，年發

電量 576.7 億度 

636 億元 

白鶴灘水

電站 

金沙江 四川寧南 

雲南巧家 

總裝機 1600 萬千瓦，年發

電量 641 億度 

600 億元 

烏東德水

電站 

金沙江 四川會東 

雲南祿勸 

總裝機 740 萬千瓦，年發電

量 339 億度 

250 億元 

錦屏一級

水電站 

雅礱江 木裡鹽源 總裝機 360 萬千瓦，年發電

量 174 億度 

232 億元 

錦屏二級

水電站 

雅礱江 冕寧、木

裡、鹽源 

總裝機 440-480 萬千瓦，年

發電量 232-256 億度 

454-475

億元 

官地水電

站 

雅礱江 西昌、鹽

源 

總裝機 180-240 萬千瓦，年

發電量 87.13-111.29 億度 

90-120

億元 

楊房溝水

電站 

雅礱江 木裡 總裝機 220 萬千瓦，年發電

量 110 億度 

/ 

卡拉水電

站 

雅礱江 木裡 總裝機 110 萬千瓦，年發電

量 52.5 億度 

/ 

瀑布溝水

電站 

大渡河 甘洛 

漢源 

總裝機 300-360 萬千瓦，年

發電量 145.8-160 億度 

199-217

億元 

深溪溝水

電站 

大渡河 甘洛 

漢源 

總裝機 66 萬千瓦，年發電

量 32 億度 

53 億元 

資料來源： 2019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從實施精準扶貧項目以來，涼山州政府積極推動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建設， 

2015 年國家能源局批復《四川省涼山州風電基地規劃報告》，根據地理資源條件

與電網承受水平，最終確定涼山州風電基地規劃場址總計 121 個，發電規劃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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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 1048.6 萬千瓦173。至 2020 年涼山小高山風電工程項目完成驗收，開始並

網發電。該專案設計年上網電量約 4億千瓦時，配套建設 220 千伏升壓站一座，

可為當地提供新的電源送出通道，有效緩解涼山鹽源地區風電並網及送出壓力，

提高了涼山州的供電能力和電能品質，解決鹽源縣 35.6 萬人的用電問題174，借

助清潔能源的快速發展能夠帶動當地高新技術產業和脫貧增收。 

從表 3-5 資料可知，對環境有污染的火電發電量從 2014 年開始逐漸持

平，清潔能源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量逐年升高。這對整個涼山州的環境保

護與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並對確立新能源產業為全州戰略性新興產業，

推進新能源基礎設施建設，使新能源開發走在全省前列。但是，對於由於水庫

修建所產生的水庫移民安置，其社會風險也是政府不容忽視的系統性問題175。 

 

表 3-5 2014-2018 年涼山州發電量統計表 

年份 火電/億

千瓦小時 

水電/億千

瓦小時 

風電/億

千瓦小時 

太陽能發電/

億千瓦小時 

總計/億千

瓦小時 

2014 15.19 851.12 2.26 0.508 869.75 

2015 14.66 937.08 9.34 0.86 961.94 

2016 17.83 992.82 14.08 2.07 1,026.80 

2017 18.48 1,020.87 29.52 7.85 1,076.71 

2018 17.23 1,027.29 39.88 6.53 1,090.93 

資料來源：2014-2018 歷年涼山統計月報 

 

在網路通訊基建方面，從 2004 年到 2014 年 10 年間，中國移動涼山分公

司累計投入 7.8 億元，完成 1298 個通訊基站的建設，讓涼山州所有行政村實

現 2G 網路覆蓋176。從 2016 年至 2018 年，涼山州政府與移動、聯通、電信三

 

173.《四川經濟日報》2015 年 5 月 27 日能源資訊版，國家能源局批復《四川省涼山州風電基

地規劃報告》，2015 年 5 月 27 日 

148.涼山州統計局. 2020 年 1-12 月統計月報. 2021. 

175.李丹、白月竹(2007)，＜水庫移民安置的社會風險識別——以涼山水庫移民為例＞，《農村

水利》，2007 年 6 月，頁 146——147。 

176.涼山移動，＜涼山移動「三個到位」保障白鶴灘水電站及移民安置區通信暢通＞，《涼山移

動官方微信公眾號》，2021 年 3 月 16 日，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qNwSzQX-1j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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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累計投入超過 6 億元，完成了 1568 個目標行政村的寬頻網路覆蓋177。中

國移動涼山分公司，推出了「村通工程、電信普遍服務」等網路覆蓋工程項

目，對扶貧網路通訊基礎設施加快建設步伐。2018 年投資 5456 萬元，建設

326 個 4G 基站，持續加強州域內重要交通幹道的 4G 網路覆蓋。2018 年 7 月，

中國電信率先全面開通鹽源、木裡兩縣 63 個鄉鎮的光纖寬頻和 4G 網路。

 截至 2018 年底，涼山州行政村通 4G 覆蓋率 85%，行政村通有線寬頻覆蓋

率 90%178。2019 年至 2020 年中國移動涼山分公司繼續投資 1.6 億元解決全州

17 個縣市行政村和重要道路的通信網路覆蓋。根據涼山政府年報，從 2015 年

至 2019 年涼山州的互聯網使用者整體呈現增加趨勢，而固定電話、行動電話

的用戶則略有減少。2015 年的互聯網上網用戶數為 67.08 萬戶；固定電話使

用者 66.47 萬戶，行動電話用戶 501.78 萬戶179。至 2018 年，由於 4G 網路基

站的全面覆蓋與政府的行政性推廣，互聯網使用者數量呈現爆炸性增長趨勢，

但也由於該次增長是藉由政府的行政性推廣得以達到的效果，因此使用者數量

隔年又回落到正常水平。到 2019 年底的互聯網上網用戶數 99.41 萬戶；固定

電話使用者 57.11 萬戶；行動電話用戶 409.92 萬戶180。從每年的使用者數量

變化可知，在涼山州互聯網正在取代傳統聯絡方式成為主流交流工具，這也使

得涼山彝族居民取得新型資訊的難度降低。 

表 3-6  2015-2019 年涼山州網路、通訊設備使用者情況 

資料來源：2014-2019 歷年涼山統計年鑒 

 

Jor5B6ENQ。 

177.涼山州統計局.2019 年涼山統計年鑒.2020. 

178.涼山州統計局.2018 年涼山統計年鑒.2019. 

179.涼山州統計局.2014-2019 歷年涼山統計年鑒. 2014-2020. 

180.涼山州統計局.2014-2019 歷年涼山統計年鑒. 2014-2020. 

年份 互聯網用戶/萬戶 固定電話/萬戶 行動電話/萬戶 

2015 67.08 66.47 501.78 

2016 61.04 42.94 347.17 

2017 61.04 48.12 347.29 

2018 266.59 52.93 414.66 

2019 99.41 57.11 4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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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最低生活保障 

  自 2011 年國家對貧困家庭開始進行嚴格識別並執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後，

涼山彝族自治州所擁有的貧困人口從2011年107.67萬人，降至2017年的49.07

萬人，貧困發生率從 28.8%減少到 11.03%181。 

 

 

圖 3-1 2011-2018 年涼州貧困率變化情況 

資料來源：2011-2018 歷年涼山統計年鑒 

 

涼山彝族自治州經過多方面的努力，極大的改善了底層人民的生活，貧困人

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從 2000 年的 1361 元增加至 2017 年的 11415 元，增長了近 9

倍182。 

 

181.涼山州統計局.2011-2018 歷年涼山統計年鑒. 2011-2019. 

182.涼山州統計局. 2001-2017 歷年涼山統計年鑒. 20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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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2001-2017 年涼州貧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資料來源：2001-2017 歷年涼山統計年鑒 

 

根據已有的統計資料可知，2014-2019 涼山州社會福利與救助力度逐漸

加大，城鎮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逐漸減少，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維

持穩定，但人均補助金額在逐年增加183。這個數據也進一步說明了，涼山州

內安寧河谷西昌地區與其他彝區的發展差距，由於交通條件便利、人員受教

育程度較高等原因，西昌城區的經濟發展速度始終高於其他彝區，因此城鎮

納入最低生活保障人數的減少對比農村更為明顯。 

 

表 3-7 2014-2019 涼山州城鎮、農村社會福利與救助詳情表 

年份 城鎮納入最

低生活保障

的人數/人 

城鎮保障

金支出/

萬元 

城鎮人

均 /萬

元 

農村納入最

低生活保障

的人數/人 

農村保障

金支出/

萬元 

農村人

均 /萬

元 

2014 77,900 19,600 0.252 557,600 63,400 0.114 

2015 73,600 19,200 0.261 571,200 67,400 0.118 

2016 64,800 21,600 0.333 464,500 94,000 0.202 

2017 56,500 19,200 0.34 434,900 90,400 0.208 

2018 45,200 17,800 0.394 431,600 96,800 0.2246 

2019 34,300 13,900 0.405 509,000 109,800 0.216 

資料來源：2014-2019 歷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183.涼山州統計局， 2014-2019 歷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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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兩不愁三有三保障 

涼山州政府對貧困人口最直接的生活保障措施是「兩不愁、三保障、三

有」 政策，其的含義為貧困戶年人均純收入穩定超過當年國家扶貧標準且吃

穿不愁，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並且在此基礎上做到戶戶有

安全飲用水、有生活用電、有廣播電視。 

中國大陸政府的扶貧標準是以戶為單位的，年均純收入標準是指農戶當年

收入扣除生產經營性支出後的收入總和，其具體計算方式為： 

 

年人均純收入=（工資性收入+家庭生產經營性收入+轉移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家

庭生產經營性支出）/家庭常住人口184 

 

當以戶計算的人均年收入低於當年政府確定的扶貧標準時，此戶將會確定為扶

貧對象戶，建檔參與最低保障補助與「三保障」措施以滿足最低吃穿消費和基

礎生活需求。其中政府確定的扶貧標準每年都將以當年經濟發展水平來做變動，

如從 2011 年的扶貧標準 2,300 人民幣元，到 2016 年的 3,100 元， 再到 2020

年的 4，000 元標準逐步變動185。這個數字大致相等於世界銀行所確定的絕對貧

困標準 1.9 美元日均收入，但是由於世界銀行的標準並不抵扣生產經營性支出，

因此中國大陸的標準數額略高於世界銀行的絕對貧困線。對應的「三保障」和

「三有」措施內容分別為表中所示。 

 

表 3-8 涼山州「三保障、三有」詳情表 

「三保障」 義務教育 建檔貧困戶家庭子女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不向

學生收取學費、書本費、作業本費等，無因貧

困而輟學，無因上學而舉債。 

 

184.四川省脫貧攻堅領導小組，四川省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退出驗收工作指導意見. 2016，頁

4。 

185.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調整貧困人口脫貧收入標準＞，《中國政府網》，2020 年

1 月 3 日，網址：https://www.gvm.com.tw/article/4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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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醫療 參加新農合或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的建檔立卡

貧困人口百分之百參加醫保。基本醫保繳費中

的個人繳費部分，由政府財政部門統籌各地區

指定的最低檔次繳費標準給予全額代繳。 

住房安全 通過農村危房改造、易地搬遷、生態移民、避

險搬遷等措施，達到村內無房戶、危房戶和住

房困難戶，實現住房保障率達 100%。 

「三有」 有安全飲用水 飲用水每天每人獲得水量不低於 40 升，符合

國家相關水質標準，正常成人取水的人力取水

往返時間不超過 20 分鐘，保證供水率不低於

95%。 

有生活用電 貧困戶家中需要有生活用電能滿足照明、電

視、電風扇、冰箱、洗衣機、電飯煲等日常生

活用電。 

有廣播電視 貧困戶家中通過直播衛星、有線電視、地面數

字電視三種方式能收聽收看廣播電視節目。 

資料來源：四川省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退出驗收工作指導意見 

 

 由於「兩不愁、三保障、三有」 政策在大陸各地的全面施行，中國國家領

導人習近平於 2021 年 2 月莊嚴宣告現行標準下 9899 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186。然而在最低保障政策的全面實施中也存在問題，比如貧困標準以戶計算的

規則。雖然根據貝恩（Bane）與埃伍德（Ellwood）和雪拉登（Sherraden）等貧

困研究學者都認為家庭是貧困問題的核心，因此大陸的貧困標準也是以戶為單

位做最低生活保障的統計依據，但是 2021 年 1 月涼山州會理縣發生的「墨茶事

件」也說明了這項規定的漏洞，這點的內容在後續章節會有說明。 

 

 

186.新華視點，＜習近平莊嚴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新華網》，2021 年 2

月 25 日，網址：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

02/25/c_11271378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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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毒品、艾滋受害者救濟 

1995 年 6 月 28 日，涼山首次從來自雲南的靜脈吸毒人員中發現愛滋病感染

者。截至 2007 年，涼山州累計檢測出 HIV 感染者已經超過 6000 例，然而由於

歷史情況複雜，防疫力量不足，這並非普查之後的確切數字。更為嚴重的是，愛

滋病感染者中，彝族占總比的 91.54％；15 歲至 40 歲青壯年占總比的 90.49％；

農民占總比的 94.4％187。 

涼山州對吸毒人員，實施州、縣、鄉、村四級幫扶，融合推進毒品重點整治

與脫貧攻堅，吸毒人員、以販養吸人員、潛在涉毒犯罪高危人員實現本地管控

和就業幫扶，因毒致貧返貧風險大大降低，全州貧困家庭吸毒人員 13834 人全

部在強戒所、綠色家園或工作戰站戒治、康復、就業，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已全部清零188。 

對於受到毒品、艾滋危害的兒童，從 2004 年至今大陸政府對這部分特殊兒

童開始予以關懷保護，主要集中在救助、安置、關愛服務三個方面。在四川涼山

州彝族自治州，對於失去雙親的孤兒，政府給予基本生活補貼。對於受毒品、愛

滋病影響的特殊困難兒童，在納入城鄉低保的基礎上，享受地方政府提供的專

項生活補貼。如果這些兒童在學校讀書，還可享受寄宿制學生生活補貼和營養

午餐。此外，州婦聯對部分毒品和愛滋病高發區的村寨，發放救濟物資並開展

生產救助。其中「借豬還豬」專案就是婦聯出錢購買母豬和母雞，按照每戶一隻

母豬，每個孩子兩隻母雞發放。通過對涉毒家庭展開生產自救，提高家庭的經

濟保障功能。 

涼山州政府通過開辦各種層級類型的全寄宿制愛心班和兒童關愛之家，提

供從小學一直到高中學習階段的教育救助。2015 年 8 月以來，涼山還與安徽、

江蘇、上海等地學校合作，易地開辦「涼山特困學生初中班、高中班和職業教育

班」;婦聯也舉辦女童班，幫助涉艾、涉毒家庭的兒童上學。近年來，中央財政

和地方財政每年用於救助涼山孤兒和特殊困難兒童的資金達兩億多元189。 

 

187.崔婧，《涼山彝族自治州財政反貧困研究》，成都西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頁

63－64。 

188.涼山新聞網，＜鐵腕禁毒肅清毒害——涼山禁毒形勢實現歷史性轉變＞，《涼山新聞網》，

2020 年 10 月 21 日，網址：https://www.ls666.com/html/2020-10/21/content_32168.html。 

189.劉婷，＜西南民族地區涉毒人員未成年子女保護的實踐和反思＞，《雲南警官學院學報》，

2020 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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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人才引進、特色產業與招商引資 

此乃藉由政策性的鼓勵並導入外部資源，含人才、企業投資等用以協助當地

產業的帶動。四川涼山州彝族地區在經濟發展客觀條件上存在人員受教育較低、

經濟基礎薄弱的事實，這也使得外部資源的進入對當地起到了顯著帶動效果。 

 

一、 人才引進 

涼山州政府為推動扶貧工作順利進展，開始推行各種人才引進工程，2018

年四川省調撥10000個專項事業編制，到深度貧困地區，其中涉及涼山11個縣190。

與此同時，根據涼山實際情況實施深度貧困縣人才振興工程，如「特崗計畫」、

「三支一扶」、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計畫等系列專案，成功為11個深貧縣招錄

招聘各類人才1.54萬名，定向培養緊缺專業大學生、實用人才5000餘名，分層

分類培訓教育、衛生等13個領域人才6.58萬人次，配置5900餘名省內對口援藏

援彝綜合幫扶等幹部人才，統籌選派5600餘名第一書記、駐村工作隊員、專職

副書記充實脫貧基層191。類型的政策通過「人才下派」的措施，鼓勵和引導人才

支援貧困地區並進入事業單位與政府機關，以解決貧困地區人才資源缺乏的問

題。 

然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相當比例人才引進計劃的實質是通過服務基層換

取入職公務編制，這一方面說明了中國大陸政府運用公務編制達成扶貧目標的

靈活性，並起到了鍛煉人才、豐富優秀幹部儲備的效果，另一方面也使得部分

人才在基層服務時可能存在功利的企圖心。 

 

二、發展特色產業 

通過產業發展一批，以作為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之精準扶貧攻堅「五個一

批」中的第一批，是中國共產黨在「十三五」期間扶貧開發領域所要實施的重要

 

190.羅正琴，＜四川涼山彝族地區旅遊精準扶貧＞，《鄉村科技》，2019 年 10 月（中），頁

49。 

191.于伍卓，《涼山州深度貧困地區美姑縣人才扶貧的案例研究》，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碩士學位

論文，2020 年，頁 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54

63 
 

政策工具。至於產業扶貧作為發展生產脫貧的重要方式，是指依託貧困地區之特

色產業，來帶動一定數量的貧困人口脫貧和致富的扶貧模式，也是中國大陸政府

開發式扶貧的重點。於 2015 年 12 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

戰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了發展特色產業脫貧，所制定貧困地區特色產業發展的

規劃，《決定》中提出，制定專項政策，統籌使用涉農資金，以重點支援貧困村、

貧困戶因地制宜地發展種養業和傳統手工業等192。 

中國大陸學者亦指出，目前由中國各個省區的扶貧專門資金的使用來看，絕

大多數省份 70％的資金都是用於產業扶貧，由比例之重得見其重要程度。且易

地搬遷脫貧、生態保護脫貧、發展教育脫貧等，都需要通過發展產業，來實現長

期穩定增收，沒有產業脫貧，就無法真正落實脫貧攻堅，因此產業扶貧也是脫貧

攻堅的根本方式193。 

涼山州除西昌市周圍的安寧河谷地區外，地理情況以山區高原複雜環境居多，

因此涼山州政府在區域協調的指導下,依託地區的資源優勢,揚長避短佈局各項

產業,並且增強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功能。核心目標為圍繞西昌中心以各條發展

軸為紐帶,構築農業「三帶」經濟，帶動各個片區的協調發展194。 

農業「三帶」經濟分別是指河谷經濟帶、二半山經濟帶和高山經濟帶。發展

的具體方向是: 

（1）河谷坪壩地區以優質稻、糖料、臍橙、石榴、青花椒、旱季蔬菜生產基地

建設為重點,將河谷坪壩地區建成為熱帶、亞熱帶特色農產品商品基地195。 

（2）二半山地區在提高糧食生產能力的同時,以烤菸、蠶桑、中藥材、反季節蔬

菜等為特色種植業,以肉牛、黑山羊為主的特色畜牧業,發展特色經濟林和速生原

料為主的林業產業196。 

（3）高山地區以天然林保護、`退耕還草、退牧還草、天然草場恢復與建設等生

 

192.新華網，〈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新華網網站》，2015年12月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07/c_1117383987.htm 

193.尹中南，《中共精準扶貧政策執行之研究—基於「中國減貧研究數據庫」的資訊計量分

析》，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頁65。 

194.馬曉璐，《涼山州特色經濟發展研究》，昆明雲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年，頁 39。 

195.王列，《涼山彝族自治州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頁 16。 

196.王列，《涼山彝族自治州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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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工程建設為主,建設草食畜牧、高寒特色產品經濟帶197。 

特色產品開發專案包括:特色農產品開發專案、特色畜牧產品開發專案、特色林

產品開發專案、特色水產品開發專案。具體產品、區域佈局以及建設內容和規

模見表 3-9。 

 

表 3-9 涼山州特色農業產品開發專案表 

項目名稱 子項目名稱 專案佈局 專案建設內容和規模 

特色農產

品項目 

水稻發展項

目 

西昌、會理、冕寧、

德昌、會東、寧南 

完成新品種引進，實施工廠化育

苗，建設完成 80 萬畝綠色優質

稻生產基地 

馬鈴薯項目 鹽源、昭覺、佈施、

雷波、會東、越西、

美姑、金陽、甘洛、

普格 

建設完成100萬畝優質馬鈴薯基

地，其中建蔬菜型、薯條薯片加

工型馬鈴薯基地 30 萬畝，澱粉

加工型馬鈴薯基地 70 萬畝 

蕎麥項目 美姑、喜德、昭覺、

佈施、鹽源、越西、

金陽 

建設優質無公害苦蕎買基地 50

萬畝。項目總投資 4500 萬元 

烤煙項目 會理、會東、德昌、

寧南、西昌、鹽源、

越西等地 

以 9縣市為主建優質烤菸160萬

畝，年烤煙種植面積穩定在76萬

畝，產量在 200 萬擔。 

桑蠶項目 寧南、會東、德昌、

西昌、普格、冕寧、

會理、甘洛、金陽、

雷波、布拖、鹽源 

建設優質桑蠶生產基地，年產規

模在 40 萬擔 

早市和反季

蔬菜項目 

西昌、德昌、普格 建設 10 萬畝早市蔥類蔬菜基地 

 西昌、德昌、會東、

會理、寧南、雷波、

金陽 

建 10 萬畝茄果瓜類蔬菜基地 

 西昌、德昌、冕寧、

普格、寧南 

建 20 萬畝秋冬豆類蔬菜基地 

 西昌、德昌、會理、

寧南、鹽源、昭覺 

建 10 萬畝茄果瓜類反季節類蔬

菜基地蔬菜基地 

 金陽、雷波、佈施、

西昌、會理、鹽源、

冕寧 

建 10 萬畝魔芋基地 

 

197.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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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水果專

案 

會理、西昌、會東

海拔在 1700 米以

下的地區 

建 30 萬畝石榴基地 

 鹽源、越西、喜德 建 30 萬畝蘋果基地 

 雷波、寧南、金陽、

會東、會理、布拖、

德昌 

建 20 萬畝石榴甜橙基地 

 西昌、德昌、會理、

寧南、金陽、鹽源 

建 20 萬畝櫻桃、葡萄、樹莓、芒

果、香芭蕉、桂圓、枇杷、桃、

李、棗等優質特色南亞熱帶水

果、小水果基地 

糖料項目 寧南、會東、德昌 建設蔗田 10 萬畝 

優質花卉項

目 

西昌、德昌、越西 建設花卉基地 5萬畝，其中鮮切

花 3萬畝 

中藥項目 安寧河流域、金沙

江流域、二半山地

區 

建附子、香茅草、川棟、腎茶、

紅豆杉、丹參、昌蒲、杜仲、大

黃、半夏等優質中藥材基地20萬

畝 

特色畜產

品開發專

案 

山羊養殖 會理、會東、寧南、

木裡、甘洛、美姑

等地 

建設山羊科技示範區 50 個、圈

養戶 6萬戶、多年生人工草場 18

萬畝 

肉牛養殖 涼山州 17個縣、市 建設山羊科技示範區 100 個、圈

養戶 5萬戶、多年生人工草場 15

萬畝 

奶源基地建

設 

西昌 建奶牛社區 20 個、飼養戶 2000

戶，配套多年生人工草場 15 萬

畝 

肉豬養殖 會理、會東、寧南、

木裡、甘洛、美姑

等地 

建瘦肉型養豬場 5萬戶，配套建

設沼氣池 5萬個 

土雜肉雞養

殖 

昭覺、美姑、鹽源、

金陽、越西、美姑、

雷波等地 

建優質土雜肉雞生態養殖戶1萬

戶，果園或林間多年生人工草地

20 萬畝 

特色林木

業開發專

案 

商品林基地

建設 

冕寧、西昌、德昌、

喜德、會理、會東、

鹽源、越西、昭覺

等地 

建 15 萬畝桉樹，30 萬畝榿木、

楊樹，65 萬畝華山松、雲南松，

15 萬畝竹等為主的速生豐產林

基地 125 萬畝 

果林基地專

案 

涼山州 17 個縣市

低山和二半山地

區 

建 110 萬畝花椒、青花椒，50 萬

畝核桃、板栗，20 萬畝油橄欖等

經果林基地 

林藥、林化原

料林基地專

案 

西昌、雷波、布拖、

甘洛 

建 5萬畝杜仲、黃伯、厚朴等三

木藥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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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裡、鹽源、德昌、

會理、會東、冕寧、

美姑等地 

雲南松采脂基地 200 萬畝，2 萬

畝白臘蟲基地 

 西昌 建 3萬畝紅豆杉基地 

 會理、會東、寧南、

雷波 

建 5萬畝印棟基地 

 雷波、金陽、寧南、

鹽源、會理、美姑 

建 20 萬畝小桐子、5萬畝油桐基

地 

特色水產

開發專案 

池塘、湖泊、

水庫等生態

養殖 

西昌、雷波、金陽、

寧南、鹽源、會理、

美姑、普格等地 

水產養殖面積 2萬公頃，水產品

總產量 3萬噸，人均水產品佔有

量 7.5 公斤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王列，《涼山彝族自治州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 

 

三、招商引資 

由於產業扶貧作為涼山扶貧工作的主要方向，涼山州政府將精準扶貧工作

同招商引資工作相結合實施產業扶貧招商行動，計劃通過招商引資發展本州的

特色產業，帶動貧困人口參與產業項目開發，激發扶貧對象的脫貧內動力。在

這一背景下，涼山州政府因地制宜引導企業參與投資產業扶貧項目，制定《進

一步支援工業企業穩增長的意見》《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實施方案》《降低實體

經濟企業成本實施方案》等惠企政策，建立企業流動資金貸款風險補償資金，

幫助停產企業恢復生產等補助措施，以增強涼山州招商引資的吸引力度198。 

其具有代表性的招商引資成果有雷波縣的本道農業中草藥種植項目、廣闊

農業騰椒種植項目、新洋豐臍橙種植項目、巨星農牧生豬養殖項目等多個農業

產業專案，這些招商引資項目打造了「一村一品」扶貧產業，扶持帶動就業增收

1.5 萬餘戶合計 6.6 萬人199。另如，喜德縣引進四川鐵騎力士集團發展 30 萬頭

生豬現代化迴圈產業落戶，專案總投資 3 億元。甘洛縣聯合中山市引進甘洛縣

高山有機蔬菜種植專案，種植高山蔬菜基地 3000 畝，項自總投資 1.7 億元。會

東縣引進總投資 5 億元的陝西海升藍莓產業示範園項目等等200。據涼山州經濟

 

198.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

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涼山彝族自治州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及2019年計

畫的決議＞2019年1月31日。 

199.王列，《涼山彝族自治州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 

200.重慶晨報，〈招商引產業扶收入增-涼山州招商引資助力產業扶貧〉，《重慶晨報網站》，

2019年12月。https://www.cqcb.com/xinshishang/zixun/2020-12-15/3422595_p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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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和外事局統計資料，截止 2019 年全州履約招商引資專案 264 個，累計到位

州外資金 450.2 億元，外貿進出口額 3.48 億元、增長 15%201。 

從涼山州開始精準扶貧工作以來，同招商引資相關的工作一直在逐步推行。

在相關政策、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前提下，在涼山州投資建廠的企業數量不斷

增加。根據資料顯示，不同行業限額以上的企業，2016 年在涼山州區域內註冊

企業法人數 846 家，到 2020 年達到 1539 家，相比 2016 年企業數量增加了近一

倍202。 

 

 

圖 3-3 涼山州近 5年工商註冊企業法人數 

資料來源：2016-2020 年 1-12 月統計月報 

 

第四節 金融融資與勞務輸出 

一、金融融資 

為了落實金融精準扶貧工作牽頭職責，涼山州政府及中國人民銀行涼山支

行通過優化融資結構深入推進「央行扶貧再貸款+個人精準扶貧貸款」、「央行

扶貧再貸款+產業精準扶貧貸款」等金融精準扶貧模式，充分運用扶貧再貸款資

 

201.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

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涼山彝族自治州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及2019年計

畫的決議＞2019年1月31日。 

202.涼山州統計局. 2016-2020 年 1-12 月統計月報. 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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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加大金融精準扶貧貸款投放力度，使全州金融精準扶貧貸款各項指標大幅

增長。截至 2017 年 6 月末，涼山州金融精準扶貧貸款 176.04 億元，排名四川

省第 5位，同比增長 25.34%203。 

涼山州的主要農業金融組織機構有 13 家，其中，國家政策性銀行與股份制

銀行均為一家，國有獨資銀行五家，易地銀行金融分支機搆三家，以及新設立

的成都農商銀行涼山分行204。 

 

表 3-10 涼山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 

編號 名稱 歸屬性質 

1 農業發展銀行 國家政策性銀行 

2 中國工商銀行 國有獨資銀行 

3 中國農業銀行 國有獨資銀行 

4 中國銀行 國有獨資銀行 

5 中國建設銀行 國有獨資銀行 

6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 國有獨資銀行 

7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涼山分行 全國股份制銀行分支機搆 

8 南充市商業銀行涼山分行 異地銀行金融分之機構 

9 攀枝花市商業銀行涼山分行 異地銀行金融分之機構 

10 成都農商銀行涼山分行 異地銀行金融分之機構 

11 涼山州商業銀行 地方性銀行金融機構 

12 涼山州農商銀行 地方性銀行金融機構 

13 涼山州村鎮銀行 地方性銀行金融機構 

 

對於農村金融精準扶貧方面，不同金融機構採取一系列措施進行小額農業

金融扶貧行動專案。比如涼山農商銀行實施「惠農興村—整村推進」金融支援

工作模式，針對涼山州農戶小額信用貸款面臨的難題，具體針對不同農戶實施

差別化的授信額度，小額農貸授信額度為農戶 0.3-5.0 萬元，而對於信用較高

的貸款人其貸款金額可以達到 20 萬元；提供貸款具有無抵押、無擔保，隨借隨

還，在很大程度解決了貧困農戶生產資金短缺，緩解了農戶經濟壓力205。 

 

203.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

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涼山彝族自治州 2018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及 2019 年

計畫的決議＞2019 年 1 月 31 日。 

204.李思齊，《涼山州農業產業化發展的信貸支持研究》. 四川農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頁22。 
205.李思齊，《涼山州農業產業化發展的信貸支持研究》. 四川農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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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涼山農商銀行支持農業產業化的措施 

金 融 支 付 設 備

(套)  

便民服務點  便民服務措施  貸款（億元）  

486 台 ATM 機、

1480 台 POS 機，

支付終端 1997

台。 

設立金融服務點

1918 個，支付終

端進入1324個村 

為農戶建立經濟

檔案26.11萬份，

涉及 1569 個村，

其中貧困戶 1.8

萬戶 

涉農貸款 136.76  

億元，農戶貸款

占 總 貸 款 的

25.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李思齊，《涼山州農業產業化發展的信貸支持研究》 

 

二、勞務輸出 

涼山州統計局 2010 年初進行了農村勞動力存量和需求估算，認為，全州有

農村勞動力漢族與彝族共280萬人，大約有一半即140萬人是農村剩餘勞動力。

以此為依據，該年該州啟動了勞務開發工程，從此勞務輸出力度迅速加大，由

政府推動、市場運作的勞務經濟推進機制迅速建立起來。到 2014 年全州轉移農

村勞動力 101 萬餘人，比同期增加了 13 萬多人；實現勞務收入 106 億餘元，同

比增加近 25 億元；農民人均務工收入達 1萬元以上206。 

但是由於早期勞務輸出人口中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及以下學歷人員

占總量的 70%左右，其中還包括了一定數量的文盲和半文盲，高中以上學歷不足

總量的 5%。受教育程度的影響使得涼山勞務報酬提高速度緩慢，因此政府在勞

動力轉移的同時開始推進職業教育政策。 

 

表 3-12 涼山 2006-2010 年勞務輸出人員受教育程度 

年份 小學及以下學歷比例 初中學歷比例  高中學歷比例 高中以上學歷比例 

2006 37.93% 35.43%  23.03%  3.62%  

2007 36.30%  39.92% 20.32%  3.47% 

2008 35.24% 40.18%  20.07%  4.51% 

2009 33.50%  40.94%  20.72%  4.84%  

2010 30.68%  42.34%  22.06% 4.93%  

資料來源：涼山州勞務部門統計資料 

 

頁 23。 

206.何愛華，＜東西部扶貧協作背景下佛山—涼山職業教育精準扶貧的實踐研究＞，《職業教育

研究》，2019年第1期，頁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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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山彝區的職業教育主要通過三種方式來實現：在涼山州內職業學校本地

就讀、四川省「9+3」207免費教育計畫的省內異地就讀以及對口的省外易地就讀。

以佛山-涼山兩地教育行政部門共同研究確定對口扶貧招生計畫為例，重點面向

國家貧困縣建檔立卡貧困家庭子女招生，優先招收 11 個國家貧困縣建檔立卡應

屆和之前未繼續接受教育的往屆初中畢業生到廣東佛山中職學校就讀，其次再

招收戶籍為涼山州其他縣區建檔立卡困難家庭學生、國家貧困縣貧困家庭學生、

其他縣區貧困家庭學生，招生做到扶貧精準到戶到個人。近 3 年招收建檔立卡

貧困家庭學生人數見表見表 3-13 

 

表 3-13 2018—2020 年佛山對口涼山州招生註冊人數 

年度 招生總數 國家貧困縣建檔立

卡貧困家庭學生 

其他貧困縣建檔立卡貧困

家庭學生 

2018 148 104 44 

2019 190 138 52 

2020 228 164 64 

總計 556 406 15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何愛華，《東西部扶貧協作背景下佛山—涼山職業教

育精準扶貧的實踐研究》 

 

截止 2018 年，涼山州有 16 所中等職業學校，其中，5所中專學校，9所職

業高中，2 所技工學校；國家示範校 1所，國家級重點中等職業學校 2所，省級

重點中等職業學校 2 所；全日制在校生 30925 人，專任教師 1475 人，生師比為

21∶1208。由於職業教育工程持續推進，勞動力素質在客觀上也發生了變化，勞

務開發由數量增長向「數質雙增」的轉變，促進了勞務收益的增加。 

 

第五節 基礎教育與民族教育政策 

中國共產黨在 2015 年 12 月所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

 

207.9 年小學初中+3 年職校 

208.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

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涼山彝族自治州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及2019年計

畫的決議＞2019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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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中，教育被賦予「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要求，其中教育扶貧的實現方式

被描述為「讓貧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品質的教育」；之後，在《深度貧困

地區教育脫貧攻堅實施方案（2018—2020 年）》中，又指出務要進一步聚焦於深

度貧困地區之教育扶貧，期許要用三年的時間集中攻堅，以確保深度貧困地區，

能夠如期完成「發展教育脫貧一批」任務。 

至於教育扶貧的目標，則是以貧困學生為中心，將教育扶貧目標概括為：多

上學、上得起、上好學、促成長。而教育扶貧的重點對象，又大致可分為兩種群

體：一種是城鄉發展差異不平等，導致的教育貧困學生，包括農村貧困家庭學生、

留守兒童和城市流動兒童；一類是較早離開學校、進入社會的非學齡教育貧困人

口，主要是高中學歷以下、無技能、低技能的農村貧困青壯年和進入城市謀生人

員209。 

 

一、涼山基礎教育普及情況 

從 2016 年春季學期開始，涼山州將實施「幼教+小學+初中+高中」21015 年

的免費教育，目標到 2020 年全州將全面完成 15 年免費教育的普及，教育事業

將達到全省教育發展的平均水準。到 2018 年，涼山州已經基本上將學前教育普

及到兩年。到 2020 年，學齡前學生的入學率將在三年內提高到 85％以上211。

2020 年，九年義務教育的入學率達到 95％，小學和初中學齡人口的入學率超過

99％，小學的年輟學率和初中將分別保持在 0.8％和 1.6％之間212。 

2015 年涼山州開始實施「一村一幼」計畫為適齡兒童提供學前教育，截止

2019 年在全州範圍內共設立幼教點 3069 個，接受教育的適齡兒童達 12.85 萬

人。從 2016 年到 2019 年涼山州幼教點個數已經從 2217 個幼教點個數增長到

2019 年的 3069 個，班級數量由 2814 個增長到 4036 個，僅僅 4 年的時間幼教

點個數與班級個數的增長率分別為 38%和 43%213。 

 

209.鄧純餘，〈教育扶貧怎麼做才精準〉，《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網站》，2019年1月15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115/c40531-30537925.html 

210.3 年幼教+6 年小學+3 年初中+3 年高中 

211.羅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教育精準扶貧研究一以四川省為例》.成都四川師範大

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212.马璇，《“一村一幼”計畫政策執行成效研究——以涼山州為例》.成都西南民族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20，页 9。 

213.马璇，《“一村一幼”計畫政策執行成效研究——以涼山州為例》.成都西南民族大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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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學和中學階段，涼山州政府按照普通小學每生每年不低於 600 元、普

通初中每人每生不低於 800 元的基準定額補助，並提供免費的教科書與營養餐，

對有經濟困難的小學、初中寄宿學生每年提供 1000-1700 元的生活費補助。從

2013 年至 2018 年涼山全州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共 604.62 億元，年均投入從

2013 年的 67.5 億元增長到 2018 年的 134.99 億元，連續五年的年均增長率達

到 20%214。 

 

圖 3-4 2016-2019 年幼教點個數與班級數量統計情況 

 

 

 

学位论文，2020，页17-19。 
214.涼山彝族自治州教育局，＜關於涼山教育方面的補助政策和資金來源＞，2019 年 10 月 17

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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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2016-2019 年幼兒學生人數與輔導保育員數量統計情況 

 

二、 農民夜校 

由於涼山州彝區的教育基礎薄弱，存在相當數量的彝族群眾只具有較低的

學歷和生產技能，其中部分群眾因為年齡偏高與生計壓力必須從事生產工作，

所以很難脫產參加技校的培訓，為此涼山州政府為了提高在地群眾的文化水平

與生產技能，專門在農村基層各地開設了農民夜校。農民夜校指的是在縣政府

的引導下，由基層政府機關提供場地和動員群眾，進行不脫產的職業與技術教

育活動。 

比如甘洛縣先後組織來自黨校、宣傳、農牧等系統的教員對村貧困戶代表、

黨員群眾進行了種植養殖技術培訓和「四好家庭」215創建等政策理論宣講。該

縣在 2016 年 227 個村全覆蓋已建立 227 所「農民夜校」，實現村村有「夜校」。

老師則是來自駐村第一書記、駐村工作組成員和駐村農技員。此外，該縣還依

託四川大學幫扶師資、縣農牧部門及職中專業教師組成 18 個講師團，並從農村

黨員創業明星、「土專家」、合作社帶頭人等優秀群體中選拔 236 人組建成立

「農民夜校」流動講師團 56 個，利用村黨群活動中心、院壩等平臺，廣泛開展

講學活動216。 

喜德縣於 2017 年開始創設農民夜校，當年舉辦中式烹調、焊工、創業等各

類職業技能培訓班 25 期，培訓人數達 1275 人，合格 1155 人，其中培訓建檔立

卡貧困戶 1051 人。創業培訓 25 人，合格 23 人，取得初級職業等級證書 166 人，

取得專項職業資格等級證書 966 人，取得創業合格證書 73 人217。 

 

三、 民族教育政策 

涼山彝族依據血緣關係形成的父系「家支」，是涼山彝族社會最有影響力的

社會群體。人們長時間崇尚並信任家支頭人、「德古」和「畢摩」218的指導，更

 

215.住上好房子、過上好日子、養成好習慣、形成好風氣 

216.新華網，〈四川大涼山深處興起“農民夜校”〉，《新華網網站》，2016 年 8 月 18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18/c_1119414971.htm 

217.涼山日報，＜喜德縣就業扶貧培訓專班開班＞，《涼山日報網站》，2019 年 9 月 10 日，

http://www.lsz.gov.cn/jrls/gzdt/xsdt/202009/t20200910_1688323.html。 

218.「德古」「畢摩」身份概念請查閱第二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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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于傳統的彝族民族教育方式，對子女到學校接受教育並不太受重視。彝族傳

統的教育形式靈活多樣，通常將生產與教育聯繫起來，運用其樸素的世界觀和豐

富的語言，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傳承自己民族的優秀文化，但是在科學技術領域有

所欠缺。 

涼山民族教育事業主要是從五十年代末期中國共產黨內戰勝利後逐漸發展

起來的。那個時期接受教育的人群及其教育內容方面都極為有限，主要以家支教

育和宗教教育為主，部分教育內容落後，文盲率很高。  

根據「十一五」教育規劃，四川省 2001 年開始實施《民族地區教育發展十

年行動計畫》。隨著《民族地區教育發展十年行動計畫》的實施，民族教育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目前,已基本形成了從幼稚教育到成人教育、從初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從普通教育到職業技術教育,多門類、多層次,具有涼山特色的民族教

育體系。從表 3-15 可以看出涼山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自 2001 年實施《十年行動

計畫》以來，前後 10 年來發生的變化。 

 

表 3-14 涼山州民族教育 2001—2010 前後相關資料變化 

項目 2000 年 2010 年 增長/% 

中小學少數民族學生/萬人 53 81.38 53.55 

寄宿制補貼/萬元 2 21.517 975.85 

接受雙語教學/萬人 7.98 26.11 227.19 

小學學齡兒童覆蓋率/% 92.8 98.05 5.25 

初中學齡兒童入學率/% 39.73 72.6 42.87 

青壯年非文盲率/% 91 98 7 

資料來源：涼山州統計局資料整理 

 

在提高受教育範圍的同時，涼山彝族地區也摸索出了獨特的雙語教學模

式，其中分為一類模式和二類模式。一類模式是指的「以彝語文為主要教學用

語」，同時開設一門漢語文的教學形式；二類模式是指「各科以漢語文為主要教

學用語，同時開設一門少數民族語文的教學形式」，而這兩種模式的目的均為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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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母語起步，漢語會話過渡，雙語並重」的效果219。但是就涼山州教育部門

的雙語教學學生數據看來，一類模式的學生長期遠遠少於二類模式的學生人

數。如表 3-16 數據所示，比如在 2014 年一類模式的學生數為 8505 人，而二類

模式則為 252335 人，兩者的數量存在巨大的人數差距。有學者認為形成如此差

距的原因有： 

1. 由於工資物質待遇較低，生活條件惡劣，很難留住合格的雙語老師，因

此可以通曉彝漢雙語的高質量師資力量極少，在此情況下無法奢望形成

高質量的雙語教學質量。 

2. 在彝族學生選擇教育模式的時候，當地教育部門有時選擇「一刀切」的

方式，弱化了彝族學生的教育選擇權。在一些調查中調查組發現，當地

少數民族群眾對政府教育部門用行政力量推動二類模式雙語教育的行為

持保留態度，他們認為二類模式更多的反映了當地政府部門想法，對少

數民族群眾的現實需求沒有得到落實220。 

3. 由於某些少數民族語言的受教育人數較少，對應的教育資源和教材的需

求也很小，因此教材編纂者與出版商並沒有很強的經濟動力編寫和出版

配套教學書籍，因此存在教材科學知識內容落後、教輔書籍數量少等問

題221。 

雖然對於語言政策存在一些學者的爭議，但是中國教育部門對彝語一類模式也有

相對的高考照顧措施，比如一類模式在高考中有單獨的招生政策。一類模式的學

生在報考藏文、彝文專業時根據單獨公佈的本、專課招生計劃單獨劃定錄取分數

線，單獨享受特別招生錄取待遇。如果一類模式下的考生報考普通高校的非藏文、

彝文專業時，享受四川省普通招生考試少數民族地區學生加分政策，彝族學生本

科第一批錄取院校（一本）加 25 分，其他院校加 50 分，漢族考生一本院校加 10

分，其他院校加 25 分222。因此總的來說，涼山彝族的民族教育政策對於當地少

數民族雖有過度推行二類模式之嫌，但是也相對的對一類模式有特別照顧。 

 

219.萬明鋼、劉海健，＜論少數民族雙語教育＞，《教育研究》，2012 年第 8 期。  

220.蘇德，《民族教育政策：質性研究與案例分析》，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4 年。  

221.蘇德、袁梅，＜涼山彝族的雙語教育：現實及前瞻＞，《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2016 年第 36 卷第 6期，页 41-42。 

222.丁君瑜，《多元文化教育視角下的涼山彝族地區彝漢雙語教育探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16，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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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涼山州雙語民族教育 2011—2014 相關資料 

  模式

年度 

一類模式 二類模式 

小學 初中 高中 學生數量 小學 初中 高中 學生數量 

2011 年 38 6 2 7,828 696 71 8 236,479 

2012 年 36 6 2 8,246 724 80 8 247,925 

2013 年 34 6 3 8,368 751 88 8 258,089 

2014 年 17 5 3 8,505 863 80 10 252,335 

資料來源：涼山州教育局資料整理 

 

第六節 醫療與公共衛生 

依據中國國務院扶貧辦於 2015 年進行的調查資料，目前中國大陸農村的

3,000 餘萬貧困人口中，因病致貧的比例高達到 44.1%，而未脫貧人口，多數是

病情重、條件差的民眾，且很多疾病都是長期的、慢性的、易復發的，換句話說

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即健康貧困已成為最大的致貧因素，且呈現惡性循環。從

健康的角度，既要關注現有因病致貧貧困人口的健康脫貧問題，包括脫貧人口因

健康風險而返貧；也要關注現有非貧困人口，可能因健康風險，而陷入貧困。總

體是為健康所引致的貧困脆弱性問題。 

據中國國務院民政部公佈，在 2018 年中國大陸所有縣（市、區）的農村低

保標準均動態達到或超過國家扶貧標準，截至 2018 年底，全國共有農村低保對

象 3,519.7 萬人，農村低保標準達到 4,833 元/人/年；共有特困人員 482.3 萬

人，全年累計支出特困人員救助供養資金 334.6 億元；2018 年，全國共實施臨

時救助 1074.7 萬人次，累計支出救助資金 121.6 億元，平均救助水準 1131 元/

人次223。 

 

一、基本醫療保障 

涼山州政府對經濟困難地區的基本醫療保障主要分為幾個面向，第一是「三

 

223.新華網，〈民政部：全國農村低保標準達到4833元/人/年〉，《新華網網站》，2019年1月

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1/25/c_11240422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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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兩傾斜、兩增加、一窗口」的宏觀舉措，第二是實施分類管理與三措施的

強化完善行動，第三是建立醫療分級級制度、推動支付方式與公立醫院綜合改革

的系統性規劃。其具體政策內容如下：  

 

表 3-16 涼山基本醫療保障改革 

三覆蓋 新農合 

大病保險 

重特大疾病醫療救助 

兩傾斜 新農合對農村貧困人口實施政策傾斜 

大病保險對農村貧困人口實施政策傾斜 

兩增加 增加商業健康保險支持力度 

增加臨時救助對健康扶貧支持力度 

一窗口 設置定點醫療機構設立綜合服務窗口 

實施分類救治 明確醫治對象、措施精準、務見實效 

三措施 加強貧困地區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 

強化人才綜合培養 

實施三級醫院穩定持續的「組團式」對口幫扶 

建立醫療分級制制度 建立貧困地區縣域內醫療衛生機構分工合作機制 

推動支付方式改革 強化基金預算管理，實施精準支付政策 

加快公立醫院綜合改革 破除「以藥補醫」機制，完善公立醫院補償機制 

 

在多重措施下，涼山州在2017年完成居民電子健康檔案建檔率90%的目標，

並且達到適齡兒童國家免疫規劃疫苗接種率 90%、新生兒訪視率和兒童健康管

理率均超過 85%、早孕建冊率和產後訪視率均超過 85%、老年人健康管理率 70%、

高血壓患者管理率 60%、糖尿病患者管理率 60%、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管理率 80%、

肺結核患者管理率 90%、中醫藥健康管理率 45%、傳染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報

告率 95%等等的成績224。 

 

224.饒婧婷，《涼山州基本養老和醫療保險供給優化研究》.成都西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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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禁毒防艾 

涼山州吸毒總人數約六萬餘人，其中昭覺最多，越西次之，布拖居第三，木

裡縣和寧南縣相對較少。涼山州 89%的吸毒人員吸食的毒品種類是海洛因。涼山

吸毒人員主要以 26～45 歲青壯年為主，18 歲以下未成年人和 60 歲以上老年人

吸毒的情況較少見，並且在數據上主要以男性、彝族、小學輟學及初中輟學、沒

有固定工作及沒有工作的人員為主，女性吸毒情況比男性少。 

2018 年，涼山州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整體推進「1+15+N」225的專門社區戒

毒康復場所項目建設。在鹽源縣建設「綠色家園」戒毒康復小鎮，除鹽源、木裡

外的 15 縣市，根據毒情分別建設 1 個集中戒毒康復場所。吸毒人員在 30 人以

上的鄉鎮、街道全部成立社區戒毒社區康復工作領導小組，按 30∶1 標準配備

禁毒專職工作人員。吸毒人員 50 人以上的鄉鎮(街道)均按照標準成立社區戒毒

康復工作站，50 人以下的鄉鎮(街道)集中按照距離分片成立工作站。本地社區

戒毒康復管控吸毒人員有困難、難以落實管控的，委託送交專門社區執行。貧

困戶吸毒人員、特殊病吸毒人員、女性吸毒人員，為更好地執行戒毒康復，集中

委託專門社區執行。 

除了專門的戒毒康復場所之外，涼山州政府還建立了「十戶聯保」、 「禁

毒+網格」、 電子管理平臺三種管理模式用以監控社區中的戒毒人員康復工作。

三種管理模式具體內容如下： 

1.「十戶聯保」管控模式是一種依託村民自治、突出群眾「參建參禁」的主

體地位、創新探索「支部+家族禁毒協會下的十戶聯保」新禁毒工作模式。具體

是按照群眾自願、自由組合原則，以「十戶左右」農戶為單位組建，捆綁國家各

項惠農補助和社會保障經費，通過利益共用、風險同擔方式，實現聯保戶成員

之間自我管理和自我約束，形成群眾自發、相互幫助拒毒防毒體系。涼山州採

取「十戶連保」辦法，將同村社的 10 戶人家編成一個組，選出一個組長，若有

一戶人家出現吸毒、販毒等，就取消這 10 戶人家所享受的惠民政策。「十戶連

保」辦法在社區戒毒社區康復工作，可以有效督促社區戒毒社區康復人員定期

尿檢，杜絕複吸、脫失，幫助其完成社區戒毒社區康復。 

 

225.1 個戒毒康復小鎮+15 個集中戒毒康復場所+N 個社區戒毒康復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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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毒+網格」管理模式主要依託現有的社區管理體系和資訊平臺建設，

以社內的居民為服務對象，劃分成若干個區域，每個區域劃分成若干個網格，

在每個網格區域內配置有專門的網格員，即時採集網格內居民家庭的情況，實

現對網格內居民的全覆蓋、全方位、全過程動態管理和服務，努力使公共資源

整合化，管理服務水準更有效率，管理服務機制更加便民226。涼山州積極推行

禁毒+網格模式，在社區戒毒社區康復工作中，網格員可以即時掌握社區戒毒社

區康復人員的現狀，定期對社區戒毒社區康復人員進行尿檢、家訪、談心、評

估，有效監督社區戒毒社區康復人員的戒毒和康復效果，對他們的資訊進行即

時維護和更新。 

3.社區戒毒康復工作電子管理平臺是通過定期向轄區內社區戒毒社區康復

人員發送尿檢提醒、談話提醒，並廣泛開展社區禁毒宣傳教育。管理平臺系統

通過手機終端還能進行即時定位，工作人員通過 GPS 定位，不定期對社區戒毒

社區康復人員進行定位抽查，掌握社區戒毒社區康復人員的活動軌跡。戒毒康

復人員遇到困難，需要醫療救助、就業諮詢等，也可以通過系統聯繫相關工作

人員，形成具有地方特點的社區戒毒社區康復工作模式涼山州「集中+分散」的

戒毒康復模式初步形成。2018 年 3 月全州成立 546 個鄉、鎮、街道社區戒毒康

復工作領導小組，建成 403 個社區戒毒康復工作站，配備專兼職工作人員 1,028

人，建成 1個省級示範點和 37 個州級示範點。 

在防艾上，2018 年涼山州新報告病例中以注射吸毒為傳播途徑的占 19.60%，

異性傳播占 65.50%，傳播途徑的構成已經由注射吸毒傳播為主向異性傳播為主

轉變，愛滋病的流行規律表明，艾滋病在吸毒人群中流行一段時間後，將通過

無保護的性行為導致其在性亂人群及吸毒者的配偶或性伴中流行，吸毒者已成

為將愛滋病和性病向一般人群傳播的「橋樑人群」。對 2017 年涼山州吸毒人群

哨點監測結果進行分析，吸毒人群均以男性為主，年齡主要分佈在 20～50 歲，

民族除了西昌的樣本漢族所占比例為 73.57%外，其餘各縣樣本都是以彝族為主，

婚姻狀況以已婚為主，西昌的婚姻狀況已婚人數構成比相對其他 6 縣較低，為

46.38%，文化程度以高中及中專以下為主227。 

 

226.楊黎華，＜創新社區戒毒社區康復模式研究—以四川省涼山州為例＞，《雲南警官學院學

報》，2020 年，頁 14-19。 

227.朱成華，<四川省涼山州愛滋病流行原因及防治狀況進展>，《復旦學報》（醫學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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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山州衛生部門改變了防艾宣傳資料內容形式和宣傳方法，企圖用新的方

式宣導正確的衛生知識。在宣傳資料方面，採用彝漢兩語與簡單易懂的圖畫結

合的防艾資料。在宣傳內容方面，對艾滋病傳播方式、非傳播方式、預防措施均

進行介紹。尤其對安全套的推廣使用和靜脈注射吸毒的堅決抵制，這兩個當地

的艾滋病主要傳播途徑的預防措施進行深入介紹。宣傳方法方面，考慮到當地

居民的知識水準，可在學校開設艾滋病健康教育課程，針對彝族人群的喜好製

作電視廣播宣傳節目，創作歌舞話劇作為防艾宣傳載體，發放撲克掛圖年曆，

在彝族家支內部利用本土人力資源宣傳，多進行面對面的宣傳教育，開展高危

人群中的同伴教育等。 

通過青少年－家庭－家支－社區的資訊傳播方式，使當地人群能夠得到足

夠的艾滋病相關預防治療知識，改變傳統性觀念，增強自我保護意識。同時在

社會上營造支援性環境，減少當地社會對艾滋病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的歧視和

排斥。並且涼山州政府完善了艾滋病檢測監測系統，如在艾滋病疫情高度流行

區，設置青少年監測試點，對當地人群婚前性行為態度、偶遇性伴數、安全套使

用情況進行監測。對艾滋病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建立病例檔案實施鄉級管理，

有效改善病例管理率，降低失訪率。 

在各種舉措的實施後，四川涼山州於 2018 年年底實現全州開展吸毒人員網

格化管理服務工作覆蓋率達 70%以上，完成普格、布拖、昭覺、金陽、美姑、甘

洛、越西、喜德 8 個重點縣全民健康體檢。當年，涼山州愛滋病抗病毒治療覆

蓋率達 83.3%，母嬰傳播率降至 5.26%，破獲毒品刑事案件 840 起，新增吸毒人

員、外流販毒人數分別下降 51%、74.6%，吸毒人員管控率達 98.6%228。 

  

三、生育管控 

很多彝族群眾有著比較傳統的生育觀念，表現為三:一是須有子女。不能孕

育的婦女，要專請「畢摩」念經「招魂促育」。不育婦女往往被另眼看待，無子

女的男人往往感到非常悲觀。二是重男輕女。當地性別觀念濃厚，女人在宴席

 

年 9 月 42 卷第 5 期，頁 676-679.  

228.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

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涼山彝族自治州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及2019年計

畫的決議＞2019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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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能與男子同桌，女兒一般沒有繼承財產的權利。三是多子女。普遍認為多

子多福，一個家庭生育 3－5個孩子是常態。超生與貧困問題交織，使得該區域

脫貧困難重重。 

因此，為了控制人口慣性增長，涼山州開展了生育秩序整治行動。在州－

縣層面:從 2017 年 2 月 10 日起，相繼出臺了《涼山州生育秩序整治行動方案》

《涼山州堅持和完善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制實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將全州

符合政策生育率提至 90%以上，並與超生重點縣簽訂人口與計生目標管理責任

書。在縣－鄉層面:2017 年涼山各地縣政府召開生育秩序整治動員大會，與鄉鎮

負責人簽訂了目標管理責任書。 

 

表 3-17 鄉鎮計劃生育獎懲措施(2018 年) 

任務 措施 

超生費徵管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計畫外生育的，

計畫外一孩首次徵收社會撫養費不低

於 16,000 元，計畫外二孩徵收不低於

18,000 元，依次遞增。 

各村每成功繳納一例，徵收達 16,000

元的，獎勵村上 2,000 元、包點幹部

1,000 元;徵收達 12,000 元的，獎勵

村上 1,000 元、包點幹部 500 元。若

未完成任務的，每戶在績效工資裡面

扣除 2,000 元(書記、主任各 800 元，

會計 400 元)，不夠扣的，在該村辦公

經費裡扣除。 

安環 對於不能完成安環任務的，每差一人

未安環，扣除該村三職幹部和計生員

各 100 元。超額完成任務的，每多完

成一例，獎勵村三職幹部和計生員各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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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後，2018 年當年 11 個重點縣政策外多孩率降至

8.1%229。但是另外不可忽視的是，計劃生育對生育權的影響和中國大陸年齡結

構老齡化、少子化的趨勢，這使得在涼山州實施嚴格計劃生育的行為需要更長

的時間來做檢視確認。 

 

第七節 旅遊開發 

Ashley（阿什利）認為擺脫貧困的方式方法有很多，可以從多方面著手，而

旅遊業的發展是其中優秀的脫貧模式，除了能為當地創造收入，並發展地方文

化特色，還能吸引大量外地遊客以親身體驗的方式改變外界對當地的刻板印象。

在區域性扶貧中，各地進行旅遊商業專案的開發和經營，藉以提高當地群眾的

各項收入，提高生活水準和生活品質，這在全世界範圍內已經是相當普遍的作

 

229.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

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涼山彝族自治州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及2019年計

畫的決議＞2019年1月31日。 

孕前檢查 未完成縣上孕前優生檢查任務的，每

差一對，扣除該村三職幹部和計生員

各 100 元。 

超懷孕摸底 未清楚摸底或未上報，發生一次政策

外生育，給予計生員通報批評並罰

1,000 元;第二次再發生政策外生育

的，次年予以解聘。 

年度排名 對各村上一年計生工作進行排名，排

名第一的村獎勵 3,000 元，第二名獎

2,000 元;排名倒數第一的行政村罰

款 3,000 元，倒數第二罰 2,000 元。

若年底全鄉計生工作排在全縣倒數三

名以內，對全鄉排名倒數第一的村三

職幹部進行免職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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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30。用旅遊開發促進經濟發展，因而群眾收入得到增加，致令獲得的經濟收

入直接用來購買最基本的物質生活用品，形成了貧困人口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條

件。 

目前四川省涼山州將旅遊觀光視為產業建設的一環。2001 年，涼山州政府

專門制定了《涼山彝族自治州文化旅遊發展規劃》。規劃指出，要興建專門用於

展示彝族文化的文化廣場，並重點打造涼山文化旅遊帶。《涼山州「十二五」旅

遊業發展規劃》明確提出要以火把節、彝族年、「畢摩」文化和選美、歌舞、服

飾、飲食等彝族傳統文化為依託，重點打造獨特的彝族風情和原生態文化品牌，

深度開發民族特色文化旅遊產品。涼山州政府及合作單位籌備舉辦了涼山彝族

傳統火把節、涼山州民族文化藝術節、西昌文化旅遊博覽會、全國深度貧困地

區扶貧工作推進會等旅遊推廣活動，將涼山彝族旅遊觀光產業推銷往全世界231。 

 

一、火把節 

以區域產業特色發展而言，「火把節」是涼山州彝族一年一度的重要節慶，

內容包括:賽馬、鬥牛、鬥羊、鬥雞、摔跤、選美、歌舞比賽和表演、服飾藝術

展示、文學、書畫展示、跳舞、各種土特產品交易、百貨交易等，這些民俗文化

都可以更進一步的開發、利用，促進涼山彝族經濟的發展，以增加涼山州在世

界的知名度232。在涼山州彝族火把節的發展過程中，1993年之前，火把節的舉辦

源自民間、傳於村寨，是一個由當地彝民自發組織和參與的民間節慶活動。到

了1994年以後，涼山彝族自治州州政府以官方的名義舉辦涼山彝族火把節，將

布拖和普格村寨火把節習俗移到州府西昌這一中心城市。 

 但是另一方面，由於各種旅遊資源集中於西昌地區，並且政府又將火把節的

舉辦會場遷往了西昌。雖然涼山州在旅遊收入上不斷提高，但是在其收入集中

在西昌地區，其他地區旅遊收入十分有限。 

 
230.Ashley, C.(2000) The Impacts of Tourism on Rural Livelihoods: Namibia’s Experienc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Working Paper No 128. ODI, London. 
231.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涼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一屆人民

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涼山彝族自治州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及2019年計

畫的決議＞2019年1月31日。 
232.賈銀忠，＜制約涼山彝區經濟發展的文化因素＞，《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8年8月，總19卷4期，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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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8 涼山州2012-2016旅遊業接待旅客和收入統計 

資料來源：涼山州旅遊局資料整理 

 

二、 民族服飾 

彝族服飾體帶有濃郁的地方色彩，通過彝族服飾可以一窺彝族奴隸制社會

時期的家支等級制度。奴隸制社會等級森嚴，處於不同地位、不同階級的人所

穿著的服飾在質料、款式及色彩等方面都有嚴格的區分，充分體現出了等級制

度的特點，尊卑貴賤通過服飾便可一目了然。涼山已經把彝族服飾文化作為發

展旅遊業的重要內容之一進行開發。在有「彝族服飾之鄉」的涼山昭覺縣，政府

修建了「古代彝族服飾展館彝文化展示廳」，以此讓遊客更加瞭解涼山文化。 

 

三、 生態旅遊觀光 

四川涼山是全國最早開展生態旅遊的地區之一，憑藉著優質的生態旅遊資

源，政策推動、市場的運作，形成了彝族村寨旅遊、森林公園、自然保護區、濕

地旅遊為主要類型的生態旅遊區。該地區自然資源豐富，囊括了自然旅遊資源

的 4 個基本類型。區域內擁有豐富的水域風光景觀，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

及其支流，州內湖泊眾多，美麗迷人的邛海、鐘靈競秀的馬湖和瀘沽湖，有規模

龐大的古冰川遺跡以及形態奇異的土林、溶洞、溫泉、瀑布等自然景觀；生物景

觀，亦擁有國家一級保護獸類 7種、二級保護獸類 19 種，國家一級保護鳥類 9 

種、二級保護鳥類 38 種，省重點保護鳥類 18 種，野生植物資源名目繁多，僅

中草藥類就達 2,400 多種233。根據產業經濟學理論，生態旅遊產業已經成為涼

 

233.羅正琴，＜四川涼山彝族地區旅遊精準扶貧＞，《鄉村科技》，2019 年 10 月（中），頁

49－50。 

年份 接待遊客人數/萬

人次 

增長率/% 旅遊總收入/

萬元 

增長率/% 

2012 2,685 22.0 942,000 17.1 

2013 2,865 6.7 1,383,100 46.8 

2014 3,165 10.5 1,890,000 36.6 

2015 3,729 17.8 2,516,600 33.2 

2016 4,081 9.4 3,016,211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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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州重要的支柱性產業，表 2-19 羅列了涼山州的主要生態旅遊資源234。 

表 3-19 涼山州主要生態旅遊資源匯總表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吉克阿木，《協同學視角下區域旅遊產業競爭力評價

研究以涼山州為例》 

 

 

234.吉克阿木，《協同學視角下區域旅遊產業競爭力評價研究以涼山州為例》. 景德鎮陶瓷大學

碩士學位論文，2017。 

旅遊資源類別 數量 具體內容 

國家級自然與文化遺產 1 四川瀘沽湖 

中國優秀旅遊城市 1 西昌市 

國家 A 級旅遊景區 33 4A 級 11 個，3A 級 19 個，2A 級 3 個 

國家級旅遊度假區 1 四川省邛海旅遊度假區 

國家級風景名勝區 1 螺髻山-邛海風景名勝區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1 美姑大風頂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國家濕地公園 2 邛海國家濕地公園 

雷波馬湖國家濕地公園 

國家級生態旅遊示範區 1 西昌市邛海國家生態旅遊示範區 

國家級水利風景區 2 瀘沽湖水利風景區 

西昌邛海水利風景區 

國家級地質公園 1 大渡河峽谷國家地質公園（甘洛） 

省級自然與文化遺產 1 木裡大寺 

省級自然遺產 2 螺髻山、恰朗多吉 

省級旅遊度假區 2 瀘沽湖旅遊度假區 

會理古城—仙人湖旅遊度假區 

省級風景名勝區 4 瀘沽湖風景名勝區、馬湖風景名勝區、 

彝海風景名勝區、小相嶺-靈關古道風 

景名勝區 

省級森林公園 3 瀘山森林公園、姑姑山森林公園、 

黑龍海子森林公園 

省級濕地公園 1 昭覺穀克德省級濕地公園 

省級自然保護區 6 螺髻山自然保護區、鴨嘴自然保護區、 

冶勒自然保護區、申果莊自然保護區、 

馬鞍山自然保護區、麻咪澤自然保護區 

省級地質公園 1 雷波馬湖省級地質公園 

省級生態旅遊示範區 2 瀘沽湖旅遊景區 

螺髻山旅遊景區 

省級水利風景區 3 安寧湖水利風景區、黑龍潭水利風景 

區、會理大海子水庫水利風景區 

省級特色小鎮 1 西昌市安寧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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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苦蕎文化 

涼山彝族苦蕎文化底蘊深厚。彝文典籍《勒俄特依》、《事物起源——蕎》

敘述了彝族祖先最早發現和種植苦蕎的事蹟；《物始紀略蕎的由來》歌頌了苦

蕎的重要作用。這些古老的譯文典籍記載體現了苦蕎在彝族人心目中的重要地

位。此外在涼山地區還流傳著許多關於苦蕎的深化傳說和歷史傳說，也為苦蕎

文化增添了許多色彩235。 

目前涼山苦蕎茶成為涼山州食品業的朝陽產業，曾經邊緣化的苦蕎茶迅速

成長為新一代粗糧茶飲品的標杆，受到遊客的熱烈追捧，遊客在品味健康茶飲

的同時，也能體會到厚重的彝族文化。 

 

五、 紅色旅遊 

涼山紅色旅遊作為涼山旅遊業的一部分，近年來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如會

理縣投入資金2,040萬元加強了景點建設236。投資370萬元，建設會理會議遺址; 

投資400多萬元修建了紅軍長征過會理紀念碑和紅軍主題廣場; 投資600多萬元

修建紅軍長征過會理紀念館237。冕寧縣修建了彝海結盟紀念館、《長征頌》雕塑

和彝海紅軍將領單體雕塑，還修建了紅軍長征紀念館、紅軍文化廣場等景區配套

工程238。 

在涼山州積極推動開發紅色文化旅遊資源的情況下，2017年有5個景區景點

入選全國紅色旅遊工作協調小組印發的《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名錄》，分別是

會理皎平渡紅軍渡江遺址、會理會議遺址、會理紅軍長征紀念館、冕寧彝海結盟

遺址和西昌衛星發射基地239。 

 

 

 

 

235.蔣珍珍，《涼山彝族文化旅遊發展研究》. 延邊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頁 17。 

236.景志明，＜四川涼山紅色旅遊發展的對策與思考＞，《社會科學研究》（人文社科版），2011 

年 6 月，第 10 期，頁 121-124。 

237.同前註 

238.同前註 

239.羅正琴，＜四川涼山彝族地區旅遊精準扶貧＞，《鄉村科技》，2019 年 10 月（中），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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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四川省涼山彝族地區脫貧計畫之困難

與挑戰 

第一節  易地搬遷式扶貧致貧 

一、文化衝突 

涼山州是中国大陆彝族群居地區，該地區又處於涼山腹心地帶，長期與外

部世界交流很少，彝族的許多生活習慣保存的比較好，雖然這些傳統的生活習

慣保留了民族特色，但是在農村地區一些習俗也對當地扶貧產生了負面影響。

例如，傳統的彝族住房是人畜混居，房屋中既有牲畜的圈養區域，也有人的生

活區域，兩塊區域相連，無法保證衛生安全。另外，火塘文化在彝族傳統文化

中佔有非常重要角色，在生活中全家圍繞著火塘而坐，屋內空氣品質無法保

證，容易產生疾病；而在精準扶貧專案中建造的彝家新寨，對家中的生活、牲

畜區域進行合理的劃分，既保證了衛生條件，也保證了生活品質，但是這種新

型居住環境不免對傳統生活方式產生衝擊。比如，在新的居住房屋中，廁所設

計在房屋主體中，部分彝族百姓就拒絕入住或者在後面改變其使用功能，有的

廚房只有電和沼氣,沒有考慮火塘配置,部分群眾入住後將廚房完全閒置,而在

客廳中重新挖坑建火塘240。 

 

二、土地糾紛 

土地問題是制約扶貧搬遷進程的一大瓶頸，通過對涼山地區易地扶貧搬遷

工作的調査，可知在搬遷式扶貧專案中產生的土地問題如下: 

（1）新建安置點佔用耕地問題 

由於扶貧搬遷目標地很多位於地理條件相對較好的安寧河谷地區，由於安

寧河谷地區人口稠密，因此可分配的土地資源也相當的有限。在一些建成的移

民村中，土地真正分配到戶的還不到一半，有的縣的移民村從組織移民集中入

住開始，經歷了較長的調整期、適應期，可是土地未能調整分配到戶，移民無

地可種，移民群眾反響很大。 

 

240.張春，《B 縣實施彝家新寨安居扶貧政策分析》.成都西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頁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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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宅基地賠償方案 

涉及大量土地調整,土地協調矛盾不斷。新建區集中修建涉及大量的土地

調整，而沒有統一的土地協調標準和方案,涉及農戶切身利益,單靠農戶私下協

調難以完成,主要靠鄉、村幹部做工作,漫天要價、強迫調整和幹群對立等現象

時有發生。 

（3）與搬遷目標地的原住民產生糾紛 

整村式扶貧搬遷佔用土地面積與農業資源較多，受搬遷者與搬遷目標地的

原住民容易產生糾紛。由於整村式搬遷用地的來源多是徵用自原來住在這片土

地的村民土地，雖然政府已經向村民賠償了徵地費用，但是原住民有時會因為

土地歷史原因、習俗衝突、土地劃分和農業水源等問題與新住民產生衝突。 

 

三、搬遷費用致貧 

以彝家新寨式搬遷扶貧為例，新房的建設資金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專項資

金、部門整合資金、農戶投工投勞資金，各項資金占比如下表所示。 

表 4-1 新居建設資金組成對比表 

建設資金來源 在總投資中的比例/% 

專項資金 52.16 

部門整合資金 6.34 

農戶自籌及投工投勞資金 41.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魯小東，《涼山「彝家新寨」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研究—基於甘洛縣海棠鎮 80 戶農戶》 

 

從表中資料可知，農戶自己所籌部分占了整個資金的 41.5%。由於該地區

大部分都屬於貧困建檔戶，農戶自籌部分資金難度較大，資金籌措比重有待優

化。從當地的實際情況可知，對當地的農戶經濟基礎並未作出客觀考慮。由於

涼山彝區經濟生活水準還非常低，這就使得自籌部分的資金對於本身生活就困

難的農戶壓力更加大，甚至導致農戶返貧241。 

 

241.魯小東，《涼山“彝家新寨”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基於甘洛縣海棠鎮 80 戶農

戶》. 四川農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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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扶貧人員素質有待提高 

一、教育與醫療品質偏低 

涼山州 2020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資料顯示，2020 年末涼山各

級學校總計 914 所，在校學生為 98.4 萬人。專任教師 5.75 萬人,平均每位老

師帶 17.11 個學生。而在這之前，老師的數量更少，特別是農村地區，每個學

生享受的教學資源較少。造成貧困人口科學素質水準低，造成貧困人口對能力

建設缺乏必要認知，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自我發展能力建設的工作難度，對

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建設造成消極影響。 

涼山州属于中国經濟發展水準較為落後的地區，當地的醫療品質從醫院數

量、醫療人力資源配置、基礎設施、管理機制等方面都遠落後與中東部地區。

根據 2019 年四川省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可知，截止至 2019 年底，涼山州

全境內三級甲等醫院只有西昌有 2家，三級乙等醫院也只僅有 3家，金陽、越

西、美姑等 11 個縣沒有一家三級甲等醫院，而像普格、布拖等幾個縣只有一

家等級醫院。另外根據涼山州各級村衛生室人員數量統計可知，在涼山鄉村地

區醫療資源更是匱乏，根據表中統計資料可知，涼山境內鄉村醫療品質發展較

好的西昌市，平均每個自然村鄉村醫生和衛生員的數量才 1.72，金陽縣的資

料更是只有 0.8，一個村醫生、衛生員的數量不足 1人。而在冕寧縣每一千人

所對應的醫生數量只有 0.7 個，從上面這些資料可知，涼山不管是醫療機構，

還是醫療人員數量都非常低，無法保障該地區群眾的醫療品質水準242。 

 

 

 

 

 

 

 

 

242.四川省衛生健康委員會. 2019 年四川衛生健康統計年鑒.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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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019 年涼山州村衛生室人員數 

地區 執業 

（ 助

理） 

醫師 

註冊 

護士 

單位下設的村衛生

室 

鄉村醫生和衛生員 平均每

村鄉村

醫生和

衛生員 

平均每

千農業

人口鄉

村醫生

和衛生

員 

執業 

（助理） 

醫師 

註冊護

士 

鄉村醫

生 

衛生員 

西昌 107 6 0 0 419 1 1.72 1.35 

木裡 0 0 0 0 136 0 1.20 1.16 

鹽源 69 27 0 0 292 5 1.18 0.89 

德昌 57 5 0 0 165 8 1.26 1.09 

會理 123 34 0 0 352 0 1.16 1.07 

惠東 9 1 0 0 358 12 1.23 1.11 

寧南 40 6 0 0 125 1 1.01 0.85 

普格 2 0 0 0 129 15 0.94 0.70 

布拖 0 0 0 0 184 3 0.98 0.96 

金陽 0 0 0 0 140 0 0.80 0.71 

昭覺 0 0 0 0 270 0 1.03 0.85 

喜德 0 0 0 0 249 0 1.50 1.27 

冕寧 51 5 0 0 243 4 1.10 0.83 

越西 0 0 0 0 325 0 1.12 1.04 

甘洛 0 0 0 0 227 0 1.00 1.05 

美姑 0 0 0 0 328 1 1.13 1.23 

雷波 5 0 0 0 252 0 0.93 0.99 

資料來源：四川衛生健康統計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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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2019 年涼山州各縣市不同等級醫院情況 

地區 三級 二級 一級 

甲等 乙等 甲等 乙等 丙等 甲等 乙等 丙等 

西昌 2 2 4 4 0 6 1 0 

木裡 0 0 1 0 0 0 0 0 

鹽源 0 0 2 0 0 2 3 0 

德昌 0 1 1 0 0 0 0 0 

會理 0 0 2 2 0 0 1 0 

惠東 0 0 2 0 0 0 0 0 

寧南 0 0 2 0 0 0 0 0 

普格 0 0 1 0 0 0 0 0 

布拖 0 0 1 0 0 0 0 0 

金陽 0 0 1 0 0 0 0 0 

昭覺 0 0 1 0 0 0 0 0 

喜德 0 0 1 0 0 0 0 0 

冕寧 0 0 2 0 0 0 0 0 

越西 0 0 1 0 0 0 0 0 

甘洛 0 0 1 0 0 0 0 0 

美姑 0 0 1 0 0 0 0 0 

雷波 0 0 1 0 0 0 0 0 

資料來源：四川衛生健康統計年鑒 

 

二、涼山州人才引進緩慢 

涼山州人才引進的過程中存在了很多問題和不足，特別是在外來人才引進

環節更是進展非常緩慢，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地區經濟發展落後，產業結構性失衡 

涼山州處於中国經濟發展水準最為落後的西部山區，涼山州同其它人才引

進政策落實較好地區的根本區別是經濟發展水準較低，在人才引進的過程中，

外來人才會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準判斷工資待遇，而這一只是一個較小的因

素。涼山州經濟發展水準較低帶來的問題就是涼山產業結構性失衡，產業結構

不合理同樣制約著涼山州的人才引進政策，因為涼山當地經濟發展水準相對落

後，導致當地交通、科研、商業服務等發展滯後，很難吸引到外部投資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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睞，特別是科技型產業的入駐，這就導致涼山產業發展環境較為單一，無法形

成磁吸效應，對外部人才吸引力不足。 

（2）區位條件偏遠，交通不便成為障礙 

涼山州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交通條件不良，全州至今尚無高鐵通行。在人才

引進的過程中，地區的交通條件也是外來人才通常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節日團聚的概念很強，每到過節外來人才都要返鄉探親，

然而交通不便導致返鄉困難，對外人才吸引力大幅度降低。 

（3）引才資金匱乏，物質激勵存在差距 

涼山州屬於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地區，財政資金較為匱乏，往往還需要上

級財政進行撥款支援基礎設施建設。很難拿出財政預算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人

才引進上，這種情況就會導致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對於外來人才來說，涼山本

地企業發展水準有限，資金相對缺乏，外來人才的薪酬水準與發達地區相比普

遍低很多，這就導致涼山本地企業很難引進外部優秀人才。第二方面，由於涼

山州財政預算緊張，導致各級地方政府很難從財政預算中播出一部分專項資金

進行外來人才引進，這就導致涼山地方財政對引進人才的財政補貼相對發達地

區很少。以涼山州為例，同東部發達地區相比，缺乏有競爭力的物質激勵。 

（4）社會保障缺失，服務機制不健全 

涼山地區未能建立健全的人才保障機制也是其人才引進吸引力不足的一大

因素。人才保障機制不健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健全的社會保障體

系、不完善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同時缺乏相對安全的基本公共衛生體系的建

立，使得人們難以享受到保障性較高的公共資源和服務。由於缺乏對企業的監

督管理，企業往往為了節省企業成本，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給員工繳納社

保，員工並沒有享受到自己應該享有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二是不健全的人

才服務機制，當地政府、相關部門還不能夠及時得提供滿意、周到、及時的服

務。例如，生活配套設施的建設不夠完善、各種人才審批手續較繁雜、各種補

貼資金發放不及時等。 

（5）缺乏關心重視，工作氛圍不和諧 

涼山地區的一些企業管理者缺乏尊重人才的態度，因為平時欠缺人才資源

管理的學習和培訓，與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理念相脫節，仍處於將人才視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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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的階段，這些錯誤理念直接導致其不重視對人才的使用、發展，缺乏合理

有效的激勵機制，很多人才因為在單位沒有很好的發展前景，外來人才在單位

工作的積極性會慢慢消退，一段時間過後會導致外來人才的流失。除了管理者

錯誤的管理理念，外來人才在進入單位後易水土不服。因為外來人才剛到單位

的時候，往往會由於語言不通、習慣不同、學歷差異等原因，再加上身邊缺少

朋友、熟悉的人，容易造成單位不和諧的人際關係環境，使其陷入各種各樣的

糾紛之中，甚至形成人際關係冷漠的氣氛，阻礙各項工作的正常開展，這種情

況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便會大大提高工作難度，導致工作效果的不理想，無

形中形成一種挫敗感，心理壓力增大，不利於其身心健康，導致大多數外來人

才往往會選擇離開。 

 

三、從業人員積極性有待提高 

另外，以前許多扶貧政策著重點放在了對貧困地區輸血上，忽視了對貧困

地區的造血，已經讓該地區許多建檔貧困戶養成 「等、靠、要」的思想。並

且這種思想已經在某些程度上同化了基層政府，形成了一種 「農民靠政府、

政府靠中央」的不良現象。考慮如何通過自己的勞動徹底脫貧的人較少，致使

貧困群眾對自己是脫貧主體的認識不夠，自我發展內在動力不足，思想意識傳

統保守和固守陋習的現象也還大量存在。過冬了等待政府發放「暖冬」物資；

過節了等待政府的慰問金；耕種了等待政府的「種子和肥料」，許多貧困群眾

已經形成一種慣性等待，一切等待政府包辦安排。 

 

第三節  產業發展薄弱 

一、對外來投資吸引較差 

（1）基建條件相對其他地區較差 

受到涼山地理環境的限制，涼山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較為落後，

對當地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制約的作用，這方面的制約因素主要體現在：（1）陸

路公路網密度較低，截止到 2019 年底，全州公路通車里程 27328 公里，其中

等級公路 25216 公里，雖然相較於之前有所進步，但是對於涼山州的面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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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道路里程與道路質量仍需要改善。截止 2020 年底，涼山州下屬的越西、

甘洛、喜德、布拖等縣還沒高速公路。（2）鐵路方面建設落後，在涼山州中有

會理、美姑、昭覺等縣還沒有鐵路貫通，另外涼州全境內只有一條再建的成昆

高鐵涼山段，鐵路運輸落後無法進行大宗商品運輸。  

（2）生態環境脆弱 

涼山屬於國家重要的生態和水源保護地區，該地區發展的環境容量、生態

承受能力都十分有限，過度開發會引起生態失衡的局面。生態環境保護是該地

區發展的重要基礎，對東部地區產業轉移承接能力有限，當地各級政府在招商

引資過程中會有很多環境保護的束縛。 

 

 

二、部分特色產業依靠政府補助 

在涼山州對當地特色產業精準扶貧的過程中，涼山各級政府為了複製當地

的許多特色產業，出臺了許多優惠政策，比如越西縣針對本地特色產品蘋果、

花椒相繼出臺了《蘋果花椒產業園建設專案獎補實施方案》等。雖然這些政策

促進了產業的發展，但是許多產業只是依靠政府的補貼、扶助是不可能實現真

正脫貧的。有關機隨機對會理縣某鄉鎮居民進行了一項關於政府精準扶貧專案

的調查可知，其中有許多村民對於該村的扶貧專案瞭解程度遠遠不夠，甚至許

多村幹部對扶貧項目也不甚瞭解，導致貧困戶無法具體的參與到扶貧專案中。

可見，僅靠政府機關努力是遠遠不夠的，需要社會各界的力量才能使好的專案

得以開展，使貧困戶積極參與扶貧專案。政府在扶貧的過程中也未對社會團體

以及相關企業積極鼓勵，使之參與至扶貧專案之中，導致扶貧缺乏精準性和效

率。 

 

三、青年勞動力外流產生在地空心化 

涼山地區發展勞務輸出雖然可以很好的解決當地大量閒置的勞動力，為該

地區許多貧困家庭增加經濟收入，但是勞動力過渡外流也會對當地經濟發展帶

來某些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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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2006—2010 年涼山州農村剩餘勞動力勞務輸出情況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農村人口

（萬人） 

324.8 323.2 321.5 319.4 328.5 

勞務輸出

（萬人） 

35.1 39 40.2 42.6 54.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李韻，《勞務扶貧對涼山彝區內生增長能力的影響

研究》 

 

 

圖 4-1  2006—2010 年涼山州勞務輸出人員年齡結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李韻，《勞務扶貧對涼山彝區內生增長能力的影響

研究》 

 

從上面的圖表可以看出，涼山對外進行勞務輸出的勞動力主要是 18-45 歲

之間的壯年勞動力，其中 35 歲以下的勞動力又佔據了其中的 80%左右，這部

分已婚務工人員的很大一部分子女都是未成年，大量勞動力轉移對子女的教育

培養上產生很大的消極作用243。 

另外，由於大量壯年勞動力流失後，涼山本地的產業發展需求的勞動力得

 

243.李韻，《勞務扶貧對涼山彝區內生增長能力的影響研究》. 四川社會科學院碩士學位論文，

2014，頁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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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滿足，必然給特色產業的技術推廣帶來一定的難度。涼山州屬於彝族聚居

區，本身勞動力的技術水準落後，高學歷的技術人才也較少。這部分較高學歷

群體對彝區農業技術傳播而言彌足珍貴。這部分人流出以後，使有些先進的農

業技術喪失了承接載體，比如果樹、花椒、菸葉等的作物的品種改良、產品保

鮮儲存和部分產品的粗加工技術在失去較高端的勞動力之後，進行的難度提高

了很多。 

 

第四節  自主致富動因依舊不足 

一、脫貧動因依舊依靠政府 

 涼山地區由於環境與外界相對封閉，思想較為保守，至今當地部分地區還保

留著一些傳統陋習。涼山州的很多貧困戶都是靠天吃飯，對未來的生活水準完

全寄託在精神圖騰上。不相信自己還能通過技能進行創收，只是簡單的想依靠

政府的補貼生活，整個脫貧的環節完全寄託在政府方面。在涼山農村地區，政

府鼓勵進行特色農產品種植，但是許多農戶對這些扶貧項目持有懷疑態度，不

肯積極參與到扶貧專案中來。許多貧困戶居住在深山中，一直依靠種植農產品

來獲得收入，對各級政府推廣的技能培訓班毫無興趣，更別提自主學習和自主

創業。 

 

二、參與式扶貧流於形式 

（1）在扶貧考核過於形式化 

扶貧考核是對扶貧成果的核對總和審查。在精準扶貧效果的考核上，考核方

式過於簡單，考核的形式主要是通過查閱扶貧台賬,衡量考核的指標變成了對資

料表格、展板、材料的「考核」,一定程度上存在「走馬觀花」式考核現象。對

扶貧資金管理的考核主要立足於扶貧資金的安全性,主要通過紀律部門監督財

政扶貧資金使用和管理上是否存在違規違紀情況,資金是否及時到位,在對扶貧

資金管理使用的規範性和有效性上缺乏完善的考核機制,考核方式過於單一, 

對扶貧資金的全程使用過程缺乏績效管理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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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過於追求政績 

地方政府往往為彰顯政績，追求「短、平、快」扶貧項目，因為這些項目能

夠在短期時間內達到明顯的扶貧效果。但這些立竿見影的扶貧專案，通常充斥

著急功近利，虛報成果。在調研中就發現，涼山州會理縣天寶山某村的「一村一

幼」扶貧專案，就存在資源浪費情況。該村條件較好，村內有礦山，企業家屬區

自帶有幼稚園等配套設施，但在實施一村一幼項目時，政府又再建了一所幼稚

園，且聘請了 3 位老師，但在招生中只有幾名學生報到，且能否繼續維持也是

未知數。而在其他一些扶貧專案中，如危房改造、易地搬遷等項目雖然能在短

期內改善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環境，扶貧效果顯著，但由於這些專案都需要貧

困戶自行出資一部分，對於年收入只有兩三千元的貧困家庭，出資上萬元所帶

來的問題往往反而會加劇貧困深度。 

 

三、部分老年彝人觀念守舊 

由於家支觀念畢竟起源於彝族古老的氏族生活，其內含嚴格的血緣基礎、對

集體權威的無條件服從和思想意識的相對封閉和保守，特別是一些老年彝族群

眾對這一觀念更是深信無疑。這種保守思想對整個涼山彝區發展都產生了非常

消極的影響。家支觀念極其重視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提倡個人為氏族群體無條

件履行道德義務。人們以是否符合家支傳統來衡量個體的人生價值，這樣的人

會受到家支群體乃至整個彝族社會的最高肯定。為此，涼山彝族傳統的道德文

化相當部分內容是為血緣家支服務的，它把個體規定在血緣家支網路內，過於

強調家支集體利益，而對個人價值和個人發展重視不夠。在個人發展日益多元

的現代社會，家支觀念就極大地阻礙了彝人的自主意識，使彝人對家支過於盲

從、過分依賴，缺乏開拓意識，阻礙了個性的全面發展和個人價值的充分體現。

由於家支觀念賴以形成的血緣基礎所導致的封閉性和保守性，在村級民主選舉

中，也會產生許多不利的影響，阻礙基層民主的健康發展，這些負面現象主要

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選舉動機囿于家支利益，弱化鄉鎮指導；（2）大家支

壟斷選舉，小家支民主權利難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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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貧困識別標準還需細化 

在貧困人口的識別標準上，中國大陸政府普遍使用了可以量化的標準作為

政府判定貧困人口的依據，並運用這些標準制定相關扶貧補助規定。從好的方

面來看，這些硬性量化判別標準使得扶貧行動更加的規範化，從而減小當地權

勢民間團體對扶貧行動的把持。但是從壞的方面來看，這些硬性標準也使得政

府對於特殊貧困對象的識別不具彈性，讓有些應得到扶貧補助的對象無法得到

應有的幫助，導致某些無法挽回的後果。本節將以墨茶事件為例討論對於特殊

貧困對象的識別問題。 

一、墨茶事件 

中國大陸影音平台「嗶哩嗶哩彈幕網」（bilibili，簡稱 B站）上一位生

前粉絲數不到 200 的直播主「墨茶 Official」，2021 年 1 月 10 日房東發現他

在四川涼山州會理縣某出租屋中死亡，死因是糖尿病併發疾病酮症酸中毒。這

位曾自嘲「沒人看的直播主」在死後引發卻引發廣大共鳴，2021 年 2 月 1 日

該頻道總點閲數已經超過 1,800 萬、訂閲粉絲超過 170 萬244。截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微博的「墨茶 Official」話題有 5.8 億次閱讀與 26.6 萬次討論

245。 

 

二、事件背景 

「墨茶」（墨茶其現實姓名未公開）生於 1998 年，戶籍為四川省涼山州西

昌市經久鄉莊潘村。墨茶 3 歲時父母離異隨母親生活，11 歲時經歷了外公外

婆與舅舅因為財產糾紛產生的家庭矛盾。讀初中到職高期間在會理縣跟父親生

活，後來又回到母親家生活，父母雙方都很少關心墨茶，墨茶與周圍人逐漸疏

遠。2016 年，墨茶的外婆生病，墨茶的母親付了十幾萬的醫療費。雖然墨茶

的母親在 2014 年買了車，之後經營「黑出租」246與足浴店，但是外公表示，

此前掙錢都花進去了，家裏的條件並沒有變好。不久後墨茶職高肄業回到母親

 

244.袁愷勳，＜墨茶之死︱直播主貧病亡引共鳴 B 站設「紀念帳號」被批偽善＞。《hk01》，

網址：https://www.hk01.com/中國觀察/590443/，2021 年 2 月 23 日。  

245.林念，周取，宋曉，＜墨茶，一個孤獨年輕人的死亡＞。《每日人物》，網址：

https://news.ifeng.com/c/83NJ7iyF3zf，2021 年 1 月 27 日。   

246.指在未獲得出租車運營許可證的情況下運營出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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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母親與外公發現墨茶沉迷於網絡，墨茶與母親的矛盾加劇。隨後墨茶去母

親安排的眉山的培訓學校學習，不久後離開並長時間留在成都，直至 2019 年

底返回母親家247。 

 2020 年 2 月起以「墨茶 Official」的虛擬形象直播解說遊戲實況，並在 B

站發佈影片，但直至其去世前一直少有人觀看關注。同年 6月，墨茶因為鼻子

腫物前往醫院就診。11 月，墨茶的父親帶其至攀枝花醫院手術切除鼻部纖維

肉瘤，手術後查出 2 型糖尿病。其母希望前去照顧墨茶但被本人拒絕。手術

後，墨茶因與父親不和，獨自外出，不接父母電話，直至去世248。 

 由於時值中國大陸「全面脫貧」後不久，「墨茶因貧病交迫而死」話題不

斷再被擴大；尤其中國大陸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在 2021 年 1 月 20 日剛發表了

「脫貧高質量，大步奔小康」的文章，部分媒體開始提問「高質量的脫貧卻救

不了一個貧病的墨茶？」、「有人連草莓都吃不起，如何能說是全面脫貧？」

249。 

 

三、事件分析 

由於「墨茶」事件的真相已經成為多方推卸責任的「羅生門」，而其本人

也已經死亡無法發聲，所以只能通過各方說法來推測事件的全貌。首先，墨茶

的死因是糖尿病併發疾病酮症酸中毒，酮症酸中毒是由於糖尿病患者體內胰島

素不足，身體轉而消耗脂肪和產生酮酸而導致的。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由

饑餓和不遵醫囑的飲食習慣導致，最有效的治療手段則是皮下注射胰島素。然

而對於墨茶而言他只有足夠的錢購買泡麵作為食物，並且他的醫保卡餘額早已

是負數，醫院也很難在這種情況下預先開胰島素給他。這樣看來墨茶的父母和

扶貧機構好像對他的死亡負有些許責任，但是實際上無論是他的父母還是扶貧

機構都沒有違背任何規定。 

第一對於墨茶的父母而言，墨茶已經成年，雖然其母親曾拒絕給他提供生

 

247.清棠，＜「墨茶」之死…B 站博主掀扶貧論戰＞。《世界新聞網》，網址：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45/5209561，2021 年 1 月 29 日。   

248.杜都督，＜死了两次的“墨茶”＞。《鳳凰周刊》，網址：

https://news.ifeng.com/c/83PQarWrj2U，2021 年 1 月 28 日。   

249.清棠，＜「墨茶」之死…B 站博主掀扶貧論戰＞。《世界新聞網》，網址：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45/5209561，2021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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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費，但是對於成年的子女而言父母並沒有提供生活費的義務，並且他的母親

還需照顧家中長輩已然不易，要求墨茶自食其力當屬正常。 

第二對於扶貧識別機構而言，墨茶並不符合貧困戶的標準。首先，墨茶已

經成年，兒童福利和教育部門很難給予幫助，並且由於他並沒有完成職高教

育，從而也無法享受很多教育專案補助。其次，他的家庭條件也不符合貧困戶

的標準。墨茶母親告訴媒體其家境還算不錯，自己有一輛 2014 年購買的東風

悅達起亞牌轎車，也與人合夥開了一家足浴店，其於 2016 年 1 月和 2019 年 5

月分別在西昌購買了 18.53 平方的商業用房和 43.11 平方的辦公用房，因此扶

貧識別人員按規定也不能將其劃分為貧困戶。 

第三對於醫院方面而言，由於墨茶並不是貧困戶且醫保卡早已欠費，在基

層醫療普遍資金緊張的情況下，醫院方面也很難給墨茶提供有較高價值的藥

物。 

可以由此看出，其實墨茶之死的直接原因是墨茶作為流動人員，他的家庭

中斷了他和扶貧系統之間的聯繫造成的。墨茶的父母並不貧窮，這就導致他的

家庭不符合貧困戶的條件，孩子也享受不到扶貧福利。這也是由家庭為單位作

為貧困識別標準的缺點，因此對於貧困識別標準可能還需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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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分析 

本文選取的個案是位於涼山州昭覺縣的彝族聚居村，個案調研時間為 2018

年 11 月。該村村名應當地基層人員要求代稱為昭覺縣 B村，相關人員名稱也應

要求採取匿名。 

 

第一節 基本資料 

昭覺縣 B 村位於昭覺縣東南部，平均海拔 2,200 米，是典型的二半山區行

政村，農民收入以種植業、養殖業和外出務工為主要來源。全村幅員面積 11 平

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積 1,694 畝，林地面積 5,215 畝，草地 600 多畝，轄 6 個

農牧村民小組。全村總戶數共 585 戶，人口數為 2,252 人，全部為彝族。其中

婦女人數 1,022 人，全村勞動力 920 人，常年在外務工 780 人左右。中國共產

黨黨員 29 人，其中女性黨員 1 人，貧困戶黨員 4 人。殘疾人 23 人，其中貧困

殘疾人 2 人。精準識別建卡貧困戶 177 戶，人口數為 604 人，其中已脫貧 96 戶

316 人，未脫貧 81 戶 288 人。2016 年底全村人均純收入 4,371 元人民幣（本章

所有貨幣單位均為人民幣/元），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 2,679 元。主要糧食作物

為馬鈴薯、蕎麥、玉米，總產量達到 118.5 萬公斤，人均糧食產量 564 公斤；

主要經濟林木有核桃、花椒，現有核桃 1,914 畝。牲畜存欄數 3,968 頭。通電

戶 585 戶，貧困戶新農合參保率 100%，貧困戶全部納入財政兜底。計劃生育率

96%，九年義務教育入學率鞏固率均達 100%。愛滋病患者 102 人，其中貧困戶 12

人。在冊吸毒戒毒人員 73 人。 

B 村的基層幹部團隊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為當地原本的幹部團隊，一部分

為精準扶貧行動下派的駐村幫扶小組。當地原本的幹部有村支書一名，村主任

一名，這兩名本地幹部的年齡較大，雖然未接受過高等教育，但是在村民中具

有相當威望。而駐村幫扶小組有駐村第一書記一名，駐村工作隊隊員兩名，這

三名下派的幹部年齡相對年輕。駐村第一書記為大學畢業生，身為彝族人通曉

涼山彝語和漢語，他也是本次調研行動的協調者與翻譯。 

昭覺縣 B 村貧困村建設專案涉及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等九類

專案，2016 年—2018 年三年總投資 2,775 萬元，資金來源全部為政府國家攻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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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資金。其中村組道路投入 1,150 萬元；危舊房及庭院改造投入 1,296 萬元；

水利建設投入 20 萬元；增收產業投入 30 萬元；村級陣地建設投入 104 萬元；

能力提升投入 5 萬元；公共服務投入 100 萬元；集體經濟投入 30 萬元；社會保

障投入 40 萬元。 

 

 

圖 5-1  昭覺縣 B村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第二節 調研結果 

對於昭覺縣 B村的調研結果將分別從硬體建設、產業開發、公共衛生和教育

四個方面討論中國政府的扶貧行動在該村的實施成效，以檢驗政府的精準扶貧

行動是否真正落到了實處。 

 

一、 硬體建設 

在精準扶貧行動之前，昭覺縣 B村存在基礎建設薄弱的情況。首先硬化道路

基礎較差，因農戶居住分散，6 個村民小組之間尚無硬化社道，99%農戶無硬化

入戶路，缺乏照明設施，夜晚和雨天時出行極為不便。其次水利設施也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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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生活排水渠溝設施。村內無村辦公室、文化活動設施等村級活動場所，無

垃圾處理設施，無公共廁所，無廣播網，無寬頻網路，農業生產生活基礎脆弱。

並且農戶住房條件較差，還存在土坯房、危舊房，影響了村域經濟發展和人民

生活水準提高。 

 

（一）農戶住房改造 

關於農戶住房條件的改進方式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易地扶貧搬遷，第二

類是危房改造，第三類是風貌改造，根據農戶所遇到的困難分類制定改進方式。 

易地扶貧搬遷主要針對的是居住在距離村中心偏遠，並且交通不便的農戶。

B村 6 個村民小組農戶居住分散，部分農戶居住在距離交通幹道偏遠的地區，這

些農戶的物資補給和農產品交易不便，子女就學需要翻山越嶺耗費較長時間，

並且遇到自然災害時還會有額外安全風險。對於這種類型的農戶如果額外修建

從村中心至農戶住房的道路，不僅耗資巨大，並且道路使用效率很低，因此將

這些農戶直接搬遷到距離村中心較近位置的實施效果更好。 

具體的操作流程是先由農戶向村委會申請易地搬遷（附錄 1），其種類分為

自建、統建、投靠親友搬遷和購置商品房四類，其中自建和統建兩類需要村委

會進行審批（附錄 2），再由鄉鎮級政府檢查通過（附錄 4），並代表農戶向上級

機關申請補助。對於房屋自建搬遷的農戶，需要農戶簽署建房承諾書（附錄 3），

再由村委會直接將施工補助款發放到農戶手中，農戶自己統籌規劃建設工程。

統建的農戶則需要村委會統一協調，由政府部門代為尋找工程公司根據統一的

搬遷房設計圖進行施工，施工補助款將直接交予工程公司，在工程建成之後每

戶均需要農戶、村委會和鄉鎮政府三方共同檢測通過（附錄 5），並且在整個項

目完成之後還需要農戶和鄉鎮政府對整個項目進行複查（附錄 6）。在農戶已經

入住新房之後，舊房進行拆除恢復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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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昭覺縣B村易地扶貧搬遷舊房 

資料來源：B村駐村幫扶小組提供 

 

而危房改造的流程與易地扶貧搬遷類似，只是在審核上需要對舊房的安全

等級的進行評判，當房屋安全等級評判為確實有危險時，在舊房原址或者附近

修建新房。 

關於新建住房的補助標準，以人均住房面積不超過25平米，補助金額三萬

元人民幣左右為基準，並且補助金額不能低於平均建房成本的80%。居民在新建

房屋中所繳納金額不超過1萬元/每戶，超過1萬元部分由政府補足。截至調研時，

B村根據農戶情況新建住房150戶，面積12,000平方米，其中貧困戶88戶。 

 

圖5-3  昭覺縣B村易地扶貧搬遷統建新房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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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筆者對B村統建新房調研時發現，所有統建新房都附贈了太陽能熱水器，

多數家具也是由政府贈予，但是房間內部仍然略顯空曠。並且由於所有統建新

房都是按照相同的搬遷房設計圖進行施工，因此房屋外形有些單調。 

最後一種風貌改造是針對住房沒有安全問題，但是住房內部佈局不合理的

農戶而設計的。由於涼山彝區地處偏僻，很多彝族群眾還是遵循習慣人畜混居，

並且沒有專用的糞池和水電入戶，根據這種情形政府出資對沒有安全問題的住

房進行改建，其中包括改建糞池、房屋裝修、水電入戶和庭院改造等工程。截至

調研時，B村完成改建住房60戶，面積4,200平方米，其中貧困戶20戶。完成庭院

改造和改建糞池70戶。 

 

（二）道路及生活設施建設 

駐村工作組進駐昭覺縣B村開展扶貧攻堅工作以來，與鄉幹部村社人員及農

戶進行多次溝通，瞭解村民生活中的實際情況。針對該村道路狀況不良的情形，

政府出資通組硬化道路24公里，路面厚度18釐米、寬度3.5米，將6個村民小組

之間以硬化道路相連接，惠及建卡貧困戶113戶。並修建硬化入戶路硬化20公里，

覆蓋全村585戶。在村民小組農戶出行的必經河流上修建了一座永久性長50米的

出行便民橋，維護已經使用了6、7年的便民吊橋用於農戶耕作和放牧，新建8公

里生產便道，覆蓋建卡貧困戶10戶及498人的出行。 

在完善了大部分路面硬化處理後，針對村民夜間出行缺乏照明設施等問題，

政府出資在村民集中居住點、村文化廣場、通路社組、新建便民橋等地設置太

陽能路燈，共安裝105盞。施工人力由村社自行組織村民施工，此項工程受益約

430餘戶，其中精准識別建卡貧困戶113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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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昭覺縣B村新建道路及太陽能路燈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在水利建設方面，政府出資修建飲水池1處、飲水管4,000米；改善飲水池8

處、飲水管9,000米。改建生活排水排汙渠系8,000米。 

在其他公共服務建設方面，政府還出資修建了 8處公共廁所、8處垃圾集中

收集處理點、8 處廣播站和 8 處健身場地。可以看出在道路和生活設施建設方

面，昭覺縣 B 村的硬體建設得到了相當的提升，也為將來農村經濟的發展奠定

了基礎。 

 

（三）村委會和村級活動場所建設 

 根據涼山州脫貧攻堅指揮部要求，村一級應建設文化室、村民集中活動室、

村衛生室等的要求，政府出資對昭覺縣 B 村現有村委會業務用房進行了修繕改

造，修建了兩層小樓附帶活動廣場作為村委會辦公地點和村民活動場所，包括

辦公室 8 間、村衛生室 1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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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昭覺縣B村村委會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村委會兩層小樓的部分空間是作為教室設計的，目的是方便開展「農民夜校」

教育活動，為農戶普及農業技術和禁毒衛生知識。村委會二樓設有村衛生室一

間，筆者調研時雖然看到室內有藥物儲備，但是從未看到有醫生坐診或村民前

來問診，據駐村第一書記解釋由於醫療資源短缺，村衛生室只能由縣醫院每月

固定時間輪派醫生坐診，其餘時間則採取預約制，即需要村民先行提前預約才

可以問診。 

 

圖5-6  昭覺縣B村「農民夜校」教室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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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業開發 

由於昭覺縣 B村的平均海拔高於兩千米，屬於高寒山區，年平均氣溫較低，

陽光不足，產業結構調整難，「望天田」收成靠天的問題突出。並且由於該村地

處山區，土地資源也相對貧瘠，全村有耕地 1,694 畝，人均耕地不足 1 畝，耕

地中 45%屬於瘦薄地，制約了村內種養植業規模化產業化發展。這些因素使得農

業生產效益無法提高，特色產業組織化程度低，產業規模小、產量少、商品率

低，無村級農民專業合作社，無法拉動農業產業向規模化、集約化、標準化方向

發展，農民增收緩慢。 

 

（一）特色農業開發 

由於昭覺縣 B 村的地理因素限制，種植傳統農業作物很難得到充足的經濟

效益，因此種植經濟作物的收益更為明顯。根據 B 村耕地面積小、收益低的客

觀事實，駐村幫扶小組與村民協商結合該村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大力發展核桃

產業。由於核桃產業對地形要求低、經濟收益較高，B村開拓山坡梯田擴增土地

種植核桃增收。至 2018 年累計種植核桃達 1,900 畝以上，貧困戶全覆蓋，爭取

每年為農戶增收 3,000 元以上。 

 

（二）西門塔爾牛養殖 

針對昭覺縣 B 村的高海拔地形特點，駐村幫扶小組因地制宜引入原產地為

瑞士阿爾卑斯山區的高地肉牛品種西門塔爾牛，以此作為特色養殖業帶動貧困

戶脫貧。 

「扶貧助困投放基礎母牛項目」的流程是政府部門選定貧困戶作為扶貧對

象，先由政府部門出資再由村委會集中購買西門塔爾牛，並向貧困戶宣傳養殖

知識，之後扶貧對象需要與政府簽訂目標責任書明確責任義務，不得將基礎母

牛轉賣，更不得用於招待客人或婚喪嫁娶等消費性用途，否則加倍賠償。在牛

發放至扶貧對象之後，村委會需要幫助扶貧對象做好母牛疾病預防等事項，扶

貧對象也需要一個月向村上匯報一次養殖情況，有特殊情況及時向村、鄉反映。

同時鄉政府需要督促村、戶對牛的飼養管理，確保基礎母牛的健康成長和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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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飼養情況每季度定期檢查驗收、評比和通報。 

2017 年政府為 B村 24 戶貧困戶每戶補助 8,000 元購買西門塔爾牛，2018 年

政府又為該村 55 戶貧困戶每戶補助 7,250-8,000 元購買西門塔爾牛,每年平均

可為農戶增收 4,500 元以上。扶貧對象每年交回的 500 元發展集體經濟，有利

潤後平均分配給貧困戶。對特困戶及其他原因沒有能力單獨飼養的貧困戶 30戶，

按「集體+農戶模式」，按集體 2 成: 農戶 8成比例收益分成。集體以提供場地、

圈舍入股方式分紅，20%收益為集體經濟收入。實現農戶增收、集體經濟增加的

目標。 

 

圖5-7  昭覺縣B村基礎母牛發放儀式 

資料來源：B 村駐村幫扶小組提供 

 

（三）集體經濟 

昭覺縣 B 村耗資 30 萬元成立 B村肉牛養殖合作社，建立合作社章程，建設

現代化牛舍、倉庫、員工工作房 200 平米，購買西門塔爾肉牛 25 頭（其中大牛

15 頭，小牛 10 頭）。農戶可通過投資、土地折資、寄養等方式成為合作社成員，

並按相關規定享受效益分成。 貧困戶在參加合作社時享有優先權，在效益分成

上比一般農戶多 10%。 B 村村肉牛養殖項目所有資產與效益歸集體所有，所有

資金的使用必須提前規劃並在村民代表大會上徵得半數以上村民同意，資金使

用用途只能是發展該項目與村公益性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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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衛生 

2016 年昭覺縣 B 村已完成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保率達 100％覆蓋，其中包

括愛滋病患者 102 人。除去前文所提及的新建村衛生室 1 間並定時論派醫生看

診以外，針對在冊吸毒戒毒 73 人，B村採取「支部+家族禁毒協會」模式嚴防戒

毒人員複吸。以村支部為龍頭，以村民小組為主體，村包組、組包人，層層簽訂

目標責任書，層層落實工作職責構築禁毒防線。結合當地實際推行禁毒 「十戶

聯保」工作機制，捆綁國家各項強農惠農政策和社會保障經費，將全村家庭劃

分為若干聯保組，各組推選一名較有威望的長者擔任片長，負責對各組群眾成

員進行監管、督促，並及時將動態彙報村委會，由村委會向縣鄉工作組彙報。 

與此同時，B村村支部根據彝族村民對傳統習俗較為信任的情況，鼓勵自發

組織各家各戶自籌 5 元錢，使全體村民積極參與到了禁毒工作中來，集體請彝

族「畢摩」250至村支部現場進行傳統盟誓儀式，以殺雞、喝血酒賭咒等方式發揮

傳統民俗儀式的制衡力和約束力，讓參與村民對「畢摩」和祖先發誓拒絕毒品，

使禁毒工作對村民的影響提高至習俗層面。據 B 村駐村第一書記聲稱鄰村的禁

毒儀式上，曾有參與村民臨時反悔，不敢向「畢摩」和祖先喝血酒賭咒發誓，臨

時從儀式現場翻墻逃跑的情況。由此可見，傳統盟誓在彝族村民觀念中普遍具

有約束力，也使村民拒毒防毒的工作效果提高。 

 

圖 5-8  昭覺縣 B村禁毒宣誓儀式 

資料來源：B 村駐村幫扶小組提供 

 

250.「畢摩」身份概念請查閱第二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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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育 

昭覺縣 B 村村民文化程度較低，其中文盲和半文盲占 40%，其餘村民也多是

小學文化水平。貧困農戶普遍缺乏農業科技實用技術，無一技之長，只能從事

傳統種養殖業生產，從而無法提高工作收入。針對義務教育年齡的學生和已經

進入工作年齡的成年人，政府採取加強基礎教育和「農民夜校」兩種方法提高

村民受教育水平。 

 

（一）「農民夜校」 

由於昭覺縣 B村地理位置較為偏遠，交通不便，考慮到授課者的交通安全和

時間安排問題，因此 B 村的「農民夜校」授課時間多選擇在白天。「農民夜校」

的課程內容分為職業培訓、政策宣導、法律普及、禁毒防艾、婦女維權知識等幾

類，課程開展時間每月不定，但是需要每月 10 日之前將本月開展活動計劃公告

並上傳至鄉政府，每月至少會進行一次「農民夜校」。上課方式多是請授課者到

村委會的「農民夜校」教室當面授課，但是由於 B村村委會的 「農民夜校」教

室設有遠程教學設施，因此少部分情況會進行遠程視頻教學。 

 

圖 5-9  昭覺縣 B村「農民夜校」廚師職業培訓 

資料來源：B村駐村幫扶小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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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基礎教育 

昭覺縣 B 村有村中心小學 1 所，2018 年在校學生 489 人，其中「一村一幼」

幼兒園學生 92 人，學前班學生 108 人，小學學生 289 人，B村與臨近鄰村的部

分小學學生與幼兒園學生在此就讀。村小學配有教師 12 名，其中小學及學前班

教師 10 人，幼兒園教師 2人。該村中心小學同時有幼兒園、學前班和小學學生

的原因是 B村「一村一幼」幼兒園至 2018 年調研時還未建成，因此幼兒園和學

前班學生需要暫時借用村中心小學空閒教室解決場地問題。村中心小學對所有

學生均不收取學費、課本費、作業本費，對貧困戶子女提供額外生活補助，另外

小學對所有的上課學生提供免費的學生午餐（表 5-1），財政來源均來自政府資

金251。 

 

圖 5-10  昭覺縣 B村村中心小學教學樓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251.義務教育階段按照普通小學每生每年不低於 600 元的基準定額補助公用經費，公用經費補

助由中央和省按 8：2 比例全額分擔。義務教育階段在校學生，按照國家統一部署，免費提供國

家規定課程教科書所需資金由中央全額承擔（含出版發行少數民族文字教材虧損補貼），地方課

程教科書資金由省級財政承擔。免費作業本費補貼小學每生每年 30 元，分擔比例為省財政分擔

55%，州對各縣（市）分擔 10%，各縣（市）分擔 35%。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每生每天享受 4 元

的營養餐補助，全年按 190 天計算，每生每年補助 7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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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昭覺縣 B村村中心小學秋季 15 周菜譜 

週數 

用餐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午餐 肉炒豆腐 

米飯 

白菜湯 

肉炒萵筍 

米飯 

西紅柿蛋湯 

肉炒蓮花白 

米飯 

白菜湯 

肉炒芹菜 

米飯 

酸菜湯 

肉炒蓮花白 

米飯 

白菜湯 

 

筆者在調研時發現該小學每個年級學生人數存在較大差距（表 5-2），並且

學生男女比例女生略多於男生，與常見的傳統重男輕女家庭只送男生接受教育

的情況不符。在對此情況詢問過小學校長後得知，由於村中心小學的教學力量

有限，許多外出打工的村民將年紀較大的子女帶到打工地點上學，以期望得到

更好的教學質量，因此每年該校的轉出學生數遠高於轉入學生數，在 2018 年為

轉出 22 人轉入 3人，使得高年級的學生數量遠低於低年級學生數量。並且由於

近年來政府部門嚴格施行義務教育全覆蓋政策，採取「六長」252和「雙線八包」

253層層分級管理責任制，使得過去時有發生的將學生學籍掛靠在學校，但是學

生並未到校上課的情況減少，無論男生女生都必須接受義務教育。而學生男女

比例的差距也正是因為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外出打工的村民往往選擇將男生

帶在身邊，以得到更好的教育水平，使得該小學的女生數量高於男生。 

 

表 5-2 昭覺縣 B村村中心小學學生人數分佈 

年級 

人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學生人數 63 54 59 47 37 29 

 

筆者曾詢問過該小學校長在施行精準扶貧政策之後，學校還是否存在其他

的困難，該校長回答最大的困難還是在人手方面。由於全校只有十二名教師卻

 

252. 「縣長、教育局長、鄉鎮長、校長、村長、家長」共同負責的控輟保學 

253. 「縣領導包鄉鎮、鄉鎮幹部包村、村幹部包村民小組、組幹部包戶」 「教育局領導包學

校、學校領導包村小、班主任包班、科任教師包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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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管理學生近五百人，有些科目無法得到專任教師，多數教師也是身兼數職，

因此教學質量無法得到保證。當筆者詢問校長為何在人手如此缺乏的情況下，

仍未得到外來志願支援的教師時，得到的回答是他們認為可能是由於該村中心

小學地處偏僻交通不便，並且該小學也沒有有住宿條件的教師宿舍，使得如果

支教教師住在縣城而來此任教，不僅在交通上不安全也浪費時間，因此志願教

師大多都安排在靠近縣城條件較好的學校中。不過校長也特別提到下一步他們

打算新建一棟教師宿舍，雖然主要目的是為了給目前住的較遠的小學教師使用，

但是也算是為將來可能會有的支教教師創造基礎條件。 

B 村村中心小學為「各科以漢語文為主要教學用語，同時開設一門少數民族

語文的教學形式」的二類模式學校。筆者在查閱該小學課表的時候發現該小學

每日平均有兩節漢文學習課程，但每週平均只有兩天有一節彝文學習課程，甚

至六年級每週只有一天有一節彝文課程。在詢問過該校校長和彝文教師後了解

到，他們認為彝文在學生與長輩日常交流中即可完成學習，無需學校方面過多

安排，並且學習漢文有助於其進學能力與求職之競爭力的提升。 

 

第三節 分析總結 

從對個案昭覺縣 B 村的調研中可以清楚看出，該村的扶貧項目資金基本全

額來自於各級政府的支撐，而對此模式的成效可以從三個面向進行分析。第一

個面向是從基本脫貧層面的，第二個面向是從更高層面發展的，第三個面向是

從文化變遷的。 

 

一、 基本脫貧層面 

昭覺縣 B 村本身缺乏勞動力，全村勞動力 920 人，占村人口 2,252 人的 40%，

並且多數年輕壯勞力外出打工，剩下婦女、兒童、老人，剩餘勞動力 140 人占

總勞動力的 15%。客觀而言，在年輕壯勞力缺失的情況下，依靠農業全面脫貧本

就是一件困難的事。雖然在村委會的計劃中曾試圖引進外來投資者投資建廠，

但是由於位置過於偏遠物流成本高昂並無結果。從調研結果來看，很多貧困戶

房間內部的多數家具都是由政府贈予，村內很多地方都散落著這些家具的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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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可以由此看出，實際上昭覺縣 B村在經濟上還是非常依賴於政府的補助。 

 

 

圖 5-11  昭覺縣 B村家具包裝箱 

 

但是，另外的問題是政府的補助是否可以支撐昭覺縣 B村的基本脫貧。從

政府 2016 年—2018 年三年投資 2,775 萬元，每年近千萬的扶貧金額可以看出

政府在此個案上基本不考慮經濟效益，並且投資的大部分資金均用於建設可以

長期使用的硬體建設上。對特困戶的脫貧舉措上，個案也有「集體+農戶模

式」和每月三百元僱傭其打掃村衛生這樣的收入保底措施。實際上在這些政策

的施行下，如果只是需要達到人均純收入每年 3000-4000 元的最低標準，其難

度並不高，但是問題在於如何取得更高層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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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更高層面發展 

由於外出務工的收入遠勝於在地工作，經濟上的絕對優勢使得多數勞動力

即使背井離鄉亦選擇在外務工，這也是個案產生勞動力空心化現象的主要原

因。台灣學者劉紹華老師在其專書《我的涼山兄弟》的後記中分析道：「個體

化的最大動力是經濟因素，向更大空間拓展的移動渴望，其渴望的時間軸線也

是向先進發展移動」254。實際上，不止是村鎮的勞動力在向「先進發展移

動」，與此同時縣城的勞動力也在向西昌移動，並且西昌的勞動力也在向成都

移動——或者說人群都在向著他們所認為的「先進發展移動」。這種對現代性

的追求並不是第一次發生在涼山彝族身上，實際上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初，涼山

彝族就曾經接受過一次現代性的洗禮。不過在那次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主流

社會並沒有給他們合適的途徑，因此很多彝族人選擇毒品作為追求現代性的麻

醉劑，伴隨艾滋病成為外人固定彝族人的標籤。但是，這次主流社會給予了他

們途徑——教育。 

從調研結果中可以看出，雖然涼山地區的教育資源仍處於較低水平，但是

涼山彝族通過教育已經開始逐步融入主流社會。在個案中，B村的多數年輕勞

動力已經選擇在外務工， B 村村中心小學的很多學生也受外出打工村民影響

在外上學，並且小學中的漢文課程已經遠遠多於彝文課程，逐年嚴格施行的義

務教育全覆蓋政策正在給予新一代的彝族青年接觸外界的工具。 

然而教育給予了彝族融入主流社會的機會，也在消除著涼山彝族的獨特

性。在此次調研時，恰逢彝族民族節日彝族新年，許多在外務工的年輕勞動力

選擇回鄉過年。雖然彝族新年在傳統上會舉辦很多青年參與的娛樂活動，比如

摔跤、射箭等競技項目，但是據筆者觀察那些回鄉過年的年輕勞動力，娛樂活

動最集中在各種「低頭族」的活動上，最常見的是「刷」各種短視頻，已經少

見在外務工的青年還在參與傳統民族活動了。 

 

 

 

 

254.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臺北：群學出版社，2013 年，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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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變遷 

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劉易斯(Lewis)在「二元經濟結構」模型

中所推崇的現代工業部門擴張，又或是舒爾茨(Schultz)在「改造傳統農業」理

論中所提倡的傳統農業部門的現代化，这兩派学者均認為解決貧困問題需要生

產部門的現代化改造與對人力資本進行再投資255。而在實際脫貧工作中，對生

產部門的現代化與人力資本投資又難免會對當地的族群文化造成衝擊。因為在

市場經濟中，解決生理形式貧窮的務實途徑是使「個體」在現代經濟生產系統

中找到己方的合適位置，但是在「個體」融入現代經濟生產系統的同時，當地

的族群文化也在與主流文化相接軌。因此在絕大多數經濟較為落後族群的脫貧

案例中，經濟發展中的現代化作用也在對其的文化同步進行類似于「移風易

俗」的現代性改造256。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這種現代性改造也是弱勢族群「個體」在經濟發展渴

望下的「理性選擇」。在個案調研即將完成之際，筆者曾對一位當地受過高等

教育並且社會地位極高的彝族人士進行了訪談。當問及是否認為在雙語教育中

彝文過於薄弱的時候，他說如果真的要選擇雙語教育，並不會給自己的孩子選

擇漢文和彝文的雙語教育，則是會給自己的孩子選擇漢文和英文的雙語教育。

當地的彝族精英已經將焦點放在了實用性更強的英文上，這並非是對英文有特

殊的喜愛，只是因為英文可以創造更高的經濟利益與實用價值。也正是由於無

數「個體」基於經濟利益與實用價值的「理性選擇」，使得原本封閉保守的傳

統彝族社會開始「移風易俗」，最終形成了文化的變遷257。 

然而現代性的改造不僅造成了文化變遷的表象，更是爭奪定義理性話語權

的結果。現代性的改造實際上是權力將自者的期望套上理性化的外衣，將其套

用在具有差異的他者身上，並將其定義為現代化的最終結果。福柯

（Foucault）認為定義理性秩序本就是種權力建構，而秩序壓抑個體的自由發

展。他認為權力下的理性用普遍性掩蓋差異性，使權力之下的同一來代替個體

與個體的差異。 

 

255. Michael, P. T. and Stephen. C. S. (2011). Economic Development (11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256.李汀洲，＜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地區的脫貧行動與文化變遷：以四川涼山彝族地區為例＞，

台灣第十二屆發展研究年會，2020 年。 

257.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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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昭覺縣 B村風貌改造 

 

但是對於經濟發展而言，這種個體的獨特性並不是有利的條件，因為容忍這

種獨特性在經濟上對主流社會而言是很「昂貴」的成本。雖然各國社會都聲稱

自己容納多元文化，但是各國多數民眾卻不想自己來付出這些額外成本，因此

弱勢族群的獨特性往往會引起主流社會的邊緣化。最終是拋棄這種獨特性和主

流社會同化，還是保持獨特性繼續處在社會的邊緣，成為了全世界弱勢族群的

選擇題。 

民族作為一種想象的共同體，其的內在機理是一種邊界，是人們由不同文化

與觀念差異性所構成的 「想象中的邊界」，民族則是這個邊界之內具有相同文

化與觀念的個體，為了確定自者與他者的不同建構的最終產物。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民族在通過文化交流或武力行動互相影響之後，這種無形的邊界會具有極

強的變動性，而現在所有現存民族都是經過無數邊界變動的最終結果258。對於

處在邊緣化的少數民族，如果無法對於主流文化產生足夠的經濟吸引力或是文

化吸引力，少數民族群體會自然跟從「理性」而選擇效率，最後無數的「理性選

擇」形成了現在世界上的各個民族。 

 

258.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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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章節將首先對中國政府涼山彝族的脫貧行動提出研究發現和研究建議，

意圖就後續脫貧行動的完善予以貢獻。隨後對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予以說明，最

後對中國的少數族群貧困問題進行總結性的討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政府曾在扶貧事業上投入了大量資源，

但是仍有大量少數民族地區處於極度貧窮狀態。在最早期的救濟式扶貧中，發

放物質救濟只能起到「杯水車薪」的心理安慰作用，更多少在一些少數民族地

區中滋長出「等、靠、要」的思想。其後的開發式扶貧雖然在全國範圍內獲得了

一定成果，但是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中，由於在起點、目標、動力、文化及其自

然條件等因素各方面與漢族地區有著重大差異，開發式扶貧在這些地區遇到了

較大的困難。 

精準扶貧的特點不僅在於扶貧各項策略更為精準，更表現在對扶貧項目的

投入資源更為全面和巨大。從文中第三章的宏觀耙梳和第五章的個案分析可以

看出，中國政府在扶貧項目的硬體基礎建設上不計經濟收益的投入，不僅為過

去自然條件發展受限的涼山彝族地區打下了發展基礎，更可以將硬體建設項目

當作內地版的「一帶一路」工程，從而消耗大陸的過剩產能。 

但是涼山彝族地區的發展困境不僅是在硬體上的，更是在文化層面上的。涼

山彝族地區在文化上長期游離於主流文化之外，即使涼山彝族想要融入主流社

會也缺乏相關合適途徑，致使涼山彝族在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中或誤入歧途或

只能從事各種低級工作。在實施精準扶貧政策後，中國政府在教育上投入資源，

使涼山彝族獲得了各種現代知識，也使其可以順利融入主流社會。 

然而這也是有著代價的，如前文提到的教育給予了彝族融入主流社會的機

會，也在消除著涼山彝族的獨特性。涼山彝族的獨特性是其有別於漢族的不同

點，但是這些獨特性往往不具有經濟效益，當彝族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這

些獨特性也在不斷向著主流社會靠近，形成了地區文化的變遷。最後新一代的

涼山彝族走出了深山，留下一個多是彝族老人的四川涼山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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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值得特別說明的是，無論走出還是留下的涼山彝族，多數也獲得了比之

前更好的物質條件，這也是涼山彝族對於現代化與現代性問題所交上的答卷，

更是全世界弱勢族群可能都會遇到的選擇題。 

下面將根據本研究之結果提出幾點相關建議。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經過多年的摸索，四川涼山在精准扶貧工作上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就

目前來看，涼山脫貧工作如果想取得進一步的成果，防止返貧現象發生，需要

從根本上上來解決涼山扶貧問題，建議主要從涼山貧困戶思想上來進行相關改

進。 

 

一、完善培養機制 

涼山地區人才外流的現象非常普遍，而涼山又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地區，該

地區的發展缺不了本地的優質人才。因為精準扶貧專案到該地區的人才只是階

段性的，如果實現涼山州徹底脫貧，還需要本地人才發揮作用。 

 

（一）提高教育水準 

教育的水準關係到一個地方、一個民族的發展與未來，從教育上入手是最有

效的辦法，只有下一代得到了足夠的知識，才會積極去創造財富。同時還能把

在學校學到的知識帶到家裡，潛移默化的影響家長的觀念。要提高教育水準就

必須配備高素質的教師隊伍，從涼山州目前的現狀來看，教師缺口仍然較大，

教師的流動性大，導致影響學生的學習進度。所以，涼山州可以繼續加大財政

投入，解決住房、提高待遇、拓寬職稱晉升途徑，引進一批留得住更長時間的老

師；尋求和高校合作，簽訂一批定向或者本土的師範生，畢業後必須到崗服務，

通過教育扶貧改變思想。 

 

（二）培養本土人才 

涼山州許多地區缺乏因地制宜的產業致富帶頭人，說在根本上仍是缺乏「產

業人才」，要培養一直本土的致富帶頭人就顯得尤為重要。首先可以通過縣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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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召開村民大會等多種方式向貧困群眾宣傳產業致富帶頭人的培養工作,依託

文化惠民演出等機會向百姓發放宣傳單,並進行現場講解,有針對性讓一批有學

習意願的群眾,實現按需培訓、群眾參與、培訓後有效的原則，做到培訓需求精

准、培訓物件精准、培訓內容精准等，讓培訓不流於表面。其次，規範培養，對

脫貧致富帶頭人組織開展精准、規範培養工作。比如根據類別不同分類培養、

根據文化程度不同進行分層次培訓、根據不專案的脫貧帶頭人採用不同的培養

模式,做到分類型開展培訓,確保學有所需、學有所用。培養一批本土的隊伍才

能實現脫貧的真正意義，否則脫貧攻堅結束，幫扶的各類人才回到原來的崗位

上時，貧困群眾因為沒有一個帶頭有人的引領又會陷入返貧的境地。 

 

二、增強貧困戶自主脫貧意識 

（一）激發貧困戶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 

隨著政府扶貧活動的進一步開展，需要精准扶貧中的各方主體參與到扶貧

工作中來，共同推進脫貧活動。參與式發展理論提到，要尊重貧困戶的意願，讓

貧困戶可以平等的參與精准扶貧，讓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在參與的過程中得到鍛

煉和發揮，最終促使脫貧變成他們的自發行為。 

貧困戶參與精准扶貧專案的過程中，應該在內心明確自己是精準扶貧的主

體，應該樹立精準扶貧中的主體意識，充分發揮自身在精準扶貧中的主體作用，

要深刻認識到，自己也是主體之一，應該積極主動地去脫貧，這也是發展精準

扶貧的重要基礎。對於貧困戶來說，首先，應該積極參與扶貧措施的制定，建言

獻策，積極反映貧困戶自身的需求和問題；其次，在脫貧活動中，要明確自己不

是被動享受的客體，而是脫貧工作的主體，應當提高自主脫貧意識，通過自己

的努力實現脫貧，消除族群處在主流文化邊緣的消極認知，以此來樹立堅定脫

貧的信心和主體意識，積極主動的去參與脫貧專案。 

 

（二）加大提高貧困戶知識水準的投入 

提高貧困戶的自身能力建設，自身能力提高，也是增強他們內在自主脫貧意

識的重要一點。國內外的學者都認同教育對於精准扶貧的作用和效果，教育作

為公共供應，可以消除對個人或弱勢群體的權利的剝奪，提高人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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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教育扶貧措施使適齡學生以及高等教育學子做到了不因貧輟學，但是對於

高齡貧困戶來說，他們的文化水準也應該得到重視。只有提升了他們的文化水

準，後續勞動技能培訓等才能展開。對此應該針對貧困戶們的文化水準進行等

級劃分，採取分等級的掃盲教育，提升基礎文化水準與文化素養。為了適應社

會和產業化的發展，在當地務農的貧困戶也應努力提高科技文化水準，以發展

現代化農業，可以實行農科教結合，不斷加強貧困地區農村的成人教育和基礎

教育，開展法制道德的宣傳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同時有針對性地通過各種

不同類型的短期培訓和各類職業技術學校教育，增強農民掌握先進實用技術的

能力。 

 

三、運用科技手段緩解人才缺口 

涼山地區因由地理、經濟條件等因素，在教育、醫療等方面長期存在人才缺

口。比如在本文個案昭覺縣 B 村由於缺乏醫療人員，其村衛生室只能由縣醫院

每月固定時間輪派醫生坐診，其餘時間則採取預約制。並且 B 村村中心小學缺

乏教師，全校學生近五百人卻只有十二名教師，因此教學質量無法得到保證。

對此情況可以運用科技手段來緩解人才的缺口，比如在本文個案中的「農民夜

校」教室設有遠程教學設施，因此可以在授課者不在現場的情況下進行「農民

夜校」遠程視訊教學。科技手段也可以運用在更多方面，比如村衛生室可以使

用視訊方式進行遠程問診，小學也可以藉助視訊方式獲得更好的授課質量。 

但是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科技手段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才缺口，卻

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科技手段也需要相應的人員使用才可以解決問題，因

為涼山地區彝族具有使用現代科技設備能力的人員較少，經常接觸科技設備的

彝族多數在外務工，因此各種設備的使用或者使用設備的教學還需要各種人才

輔助才能解決。 

 

四、對已脫貧對象進行持續監測 

2021 年 2 月，全國扶貧攻堅總結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在宣告脫貧

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的同時，存在 34 年的國務院扶貧辦正式更名為國家鄉村振

興局。原國務院扶貧辦成建制轉換為新成立的國家鄉村振興局，這表明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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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下一階段農村工作的重點，從最基本的貧困地區、貧困人口脫貧層面上升

到了所有農村地區和全體農民。但是在現階段，更重要的任務仍是鞏固脫貧攻

堅的成果259。 

脫貧攻堅戰取得了成效，但是因病返貧、自然災害等原因導致的返貧問題依

然可能出現。扶貧是一個系統性且具有週期性的工作，因此需要建立起系統、

長效且可以內外部相互印證的監控機制防止返貧。及時進行動態跟蹤扶貧工作，

形成有效的信息反饋機制，不只可以對已脫貧對象提供有效支持，還可以對下

一步從解決「絕對貧窮」到改善「相對貧窮」的農村振興工作給予務實建議。 

 

第三節 研究限制 

一、 個案調研內容所受限制 

由於彝語語言因素和調研對象地處偏僻的原因，調研行程只能由基層政府

人員所安排，因此本文的個案調研對象可能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並且由於當地

很多村民只會彝語，作者與其進行交流時也需要憑藉村幹部們的翻譯，這些客

觀存在的困難都是對調研結果信度的不利影響。 

 

二、 全面脫貧後的資料有限 

由於全面脫貧與論文撰寫時間差距較短，關於涼山脫貧現狀的新聞與全面

脫貧之前的內容並無實質性差別，這方面也沒有相關學術論文發表，致使作者

對涼山脫貧的信息渠道受限。並且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原因，致使作者無

法在宣佈全面脫貧之後對已宣佈脫貧的調研對象進行回訪，也無從確認對象是

否已經真正脫貧。因此本文未將涼山全面脫貧後的現狀當作研究重點。 

 

 

 

 

259.央视新闻，＜从扶贫办到乡村振兴局有何不同？看看专家怎么说＞。《央视新闻》，網址：

http://m.news.cctv.com/2021/02/28/ARTIhYgdV2JULKuWujOgalNu210228.shtml，2021 年 2 月

28 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54

124 
 

第四節 討論 

一、 非主流的邊緣人 

台灣學者劉紹華老師在《我的涼山兄弟》中寫道：「在歷史的洪流中，邊緣

的獨特性從不討好，這是世上眾多弱勢族群逐步被捲入現代性漩渦的殊途同歸」

260。弱勢族群的獨特性往往會引起主流社會的邊緣化，而又是這種獨特性塑造

了弱勢族群與主流社會的區別，因此弱勢族群的貧困問題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未

解難題，甚至在已開發經濟體的案例中也無從找尋借鏡。比如美國的印第安人

問題，至今仍未得到長期有效的解決之道。 

1830 年，美國第七任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簽署了印第安人遷移法

（Indian Removal Act）使其生效，這直接致使超過 45，000 名印第安人被迫向

西遷移。在 1876 年之後的一百多年裡，以美國第十八任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為始，隨後美國政府在各地陸續建立了三百多個印第安人保留地（Indian 

Reservation），並將印第安人驅逐到這些保留地中。由於美國白人通過強行驅逐、

強制買賣、強制同化等手段強行摧毀了印第安人的傳統文化體系，但是又始終

未能在印第安人群體中建立新的文化認同，因此印第安人普遍對現代生活的適

應性不足。 

位於南達科他（South Dakota）州的松嶺印第安人保留地（Pine Ridge Indian 

Reservation）是美國面積最大的保留地之一，然而松嶺保留地的人均預期壽命僅

為男性 47 歲，女性 52 歲，為西半球人均壽命最短的人群261。在松嶺保留地 2010

年統計的近兩萬人口中，近九成的居民失業，嬰兒死亡率是美國平均水平的五

倍，近九成的居民有酒精中毒的困擾262。雖然為了幫助印第安人發展經濟，美

國政府特許印第安人在保留地內經營賭場並對煙酒商品免稅，平均每年保留地

賭場業也可以獲得高達三百多億美元的利潤，但是實際上大部分保留地賭場因

為地處偏僻經營慘淡，極少數盈利的賭場也只是因為地理位置交通比較方便，

而不是因為該部落更具有商業能力。在印第安人群體中普遍存在的吸毒、酗酒

 

260.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臺北：群學出版社，2013 年，頁

323。  

261. Williams, Matthew，〈Reservation Road〉，TIME，2011 年 2 月 26 日,網址：

https://time.com/time/photogallery/0,29307,2048598_2235606,00.html。  
262.100 Reporters，〈Gold Mines in Hell〉，100 Reporters，2012 年 2 月 21 日,網址：

https://100r.org/2012/02/gold-mines-in-hel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54

125 
 

問題，如同涼山彝族在改革開放初期使用毒品作為現代性的的麻醉劑，問題的

發生並非是由於這些弱勢族群不接受現代性所造成，而是他們在追求現代性過

程中因為各種原因無法融入主流社會走入的歧途。 

 

二、 傳統與現代性的和解 

對於世界上眾多的弱勢族群來說，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也是對族群獨特性的

重構，過去的傳統價值如何有效在現代社會中融合，使其對社會變革產生正面

影響，在涼山彝族地區的扶貧政策中也能找到範例。除去前文已經提到的聘請

「畢摩」進行傳統宗教儀式禁毒之外，涼山法院也在利用涼山彝族普遍熟悉的

民族習慣法調解糾紛。 

涼山彝族地區沒有產生完備細緻的成文法法律體系，但涼山彝族卻有獨立

完備的民族傳統法或稱之為民間法，它是彝族社會千百年來在內部產生、形成

並逐步完善的，具有較為完整體系的法律制度形式，由於它的性質特點，一般

也稱它為習慣法。習慣法在彝族地區有著巨大影響，它通過語言、諺語等各種

形式在生活中耳濡目染。而國家法律因語言障礙、觀念意識、生存環境、漢文化

知識，以及法律的普法程度等原因，彝族群眾對此還不甚瞭解，因而早期佔據

彝族農村的法律依然是習慣法。早期彝區群眾並不願意去法庭解決糾紛，習慣

使用習慣法解決問題，然而有時反而引起更大規模的矛盾，甚至引起群體性的

械鬥。政府權力對基層的干預力量減弱，導致彝族地區生活的某些領域出現「失

控」現象。血緣家支勢力過度膨脹、傳統習慣法濫用、社會控制弱化等，在一定

程度上影響了彝族社會的穩定263。 

施行習慣法進行調解的調解員是前文所提到過的 「德古」， 昭覺縣人民法

院 2002 年開始對全縣範圍內的「德古」進行調查摸底，初步統計後得知比較有

名的「德古」共有 609 人，為縣人民法院總人數的十二倍264。為了加強彝族地

區法治建設，通過由精通彝語的彝族法官為「德古」普及農村常見的民間糾紛

調解中所使用的法律知識和調解原則，吸收他們為「特邀人民陪審員」參與法

 

263.蔡富蓮、米伍作，《當代涼山彝族血緣家支、傳統習慣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年，頁 126。  

264.陳金全、巴且日伙主編，《涼山彝族習慣法田野調查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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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審判工作。布拖縣人民法院自 2004 年起，布拖縣人民法院拖覺法庭作為第一

個推行聘請民間調解員的試點法庭，該法庭從眾多民間調解員中，聘請了 8 名

德高望重的「德古」作為法庭的調解人員，專門調解不願上法庭的民間糾紛。在

調解此類案件中，50%的訴訟費支付給聘請的調解員，50%歸法庭，同時，每成功

調解一件案件，縣人民法院還要額外獎勵 200 元給拖覺法庭和調解員265。法院

使用民間調解人員調解民間糾紛後使得願意去法院的彝族群眾人數增加，這樣

使得法律系統可以深入到更基層的案件中。與民間「德古」調解相比，法院調解

嚴格按國家法律法規進行，但是勝在程式規範並且與國家司法解釋相符，保證

調解法律上的合法性。 

習慣法的成功使得涼山彝族地區的法制化進程加快，「德古」在民間糾紛調

解中越來越接近成文法，最終目標也是運用成文法，實現彝族社區的法制化。

雖然在此範例中，彝族的習慣法最後可能將會逐步消失，但是彝族「德古」們使

用傳統的力量解決現代化中出現問題，也給予了世界弱勢族群在傳統與現代性

問題上更多的思路。 

 

 

 

 

 

 

 

 

 

 

 

265.陳金全、巴且日伙主編，《涼山彝族習慣法田野調查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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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农户易地扶贫搬迁申请书 

        乡（镇）         村村民委员会：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

家庭人口     人，家庭住址      村    组，本人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居住地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限

制式禁止开发地区，难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不具备基本发

展条件），自愿申请搬迁至                 ，拟建住房      

平方米，建筑方式为（自建[ ]，统建[ ],投亲靠友搬迁[ ]，

购商品房[ ]），计划总投资     万元，自筹资金    万元

（其中：亲朋好友无偿捐赠    万元），特申请纳入易地扶

贫搬迁，联系电话             。 

请村委会审查，并恳请乡（镇）政府审核批准。 

特此申请。 

附：搬迁前旧房照片 

 

 

 

 

 

 

                       申请户主（签字按手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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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昭觉县建档立卡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申报表 
申请人姓名 
（户主） 

 身份证号码  家庭人口  

申请人住址 乡（镇）          村      组 

迁出原因  

迁出地  迁入地  

原住房面积  拟建住房面积  

拟建住房结构        土木[  ]      砖木[  ]      砖混[  ]      其它[  ] 

计划总投资 
（万元） 

 
自筹资金 
（万元） 

 
拟申请政府补助 

（万元） 
 

申请人意

愿 

建筑方式 ［ ］自建     ［ ］统建 动工时间  

我自愿申请易地扶贫搬迁，在享受政府补助政策时，承诺拆除旧房并将

原宅基地复垦。 

           申请人（签字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村 委 会 
评议意见 

该户申请内容属实，通过民主评议程序，其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条件。根

据本人意愿，建议纳入易地扶贫搬迁对象，我们将督促其按时按质完成搬迁

任务。 

     村支部书记（签字）：          村主任（签字）：            

                                   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乡  镇 
审核意见 

经调查和审核，上述情况属实，同意其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乡镇主要领导（签字）：            

乡（镇）（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本表一式三份：县以工代賑办公室、项目乡镇、项目村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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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农户建房承诺书 

承诺人（户主）：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乡（镇）            村      组 

在此，我庄重承诺：一是建房面积不超过每人 25 平方米

的标准；二是不因建房产生新的债务，导致贫困加剧或返贫，

自筹资金绝不超过 1 万元；三是保证在    月底前完成建房

任务；四是不占用基本农田建房，建房时做到「建新拆旧复

耕」；五是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建房选址无地质灾害和山体

滑坡隐患。同时，建房时签订安全责任书，明确施工双方的

安全责任，保证施工期间无安全事故发生。 

若违背以上承诺，我自愿放弃国家对我的建房补助，并

自行承担一切经济损失，乡（镇）党委政府、村两委不承担

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 

以上承诺，敬请全体村民监督。 

 

 

                  承诺人（户主）签字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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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昭觉县农村安全住房规划选址、用地审批表 

建房户姓名或安置点  

身份证号码  

选 址 地 点    乡（镇）         村        组   

一、安全选址审查内容 

1.是否按「三避让」原则（避开地震活动断裂 

带、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避开行洪通道）。 
是（ ）    不是（ ） 

2.房屋修建地点及周边是否存在滑坡、塌方、 

地面深陷、地裂缝、坑洞、山洪、泥石流等危

险。 

是（ ）    不是（ ） 

3.房屋修建地点是否选择在条状突出的山嘴、 

高耸孤立的山丘、非岩石陡坡、河岸和边坡的

边缘。 

是（ ）    不是（ ） 

4.房屋修建地点周围是否受到有问题的水库、 

淤地坝、尾矿等威胁。 
是（ ）    不是（ ） 

二、涉及选址、用地的相关单位意见 

    经住建、国土现场踏勘，易地搬迁户         建房选址的地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

规划，未占用基本农田。 

 

                                                                村委会（公章） 

                                                                年  月   日  

                            同意住建、国土等部门意见。 

 

 

             乡镇主要负责人（签字）：                             乡镇（公章）： 

                                                                  年    月    日 

农户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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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乡镇       村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 

易地扶贫搬迁住房建设验收表 

搬迁人姓名 
（户主） 

 身份证号码  家庭人口  

申请人住址 乡（镇）         村      组 

住房结构 土木[  ]      砖木[  ]      砖混[  ]      其它[  ] 

住房面积  
附属设 
施面积 

 
动工 
时间 

 

搬迁人意见 
已完工，申请验收 

           搬迁人（签字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村 委 会 
验收意见 

验收合格 

 
村支部书记（签字）：            村主任（签字）：            

                  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乡    镇 
验收意见 

验收合格 

    乡镇主要领导签字： 
        乡（镇）（盖章） 

                 时  间：     年    月    日 

备注 

 

本表一式五份：第一份：县财政局或平台公司资金拨付附表；第二份：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

室存档；第三份：县发改局以工代赈办存档；第四份：乡镇政府留存；第五份：项目村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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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验收报告 
 

按照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设管理要求，      年    月    

     日，由乡（镇）验收组、帮乡单位业务人员及项目乡

（镇）、村相关人员对        乡（镇）         村易地

扶贫搬迁工程进行检查验收。 

    项目计划：      乡（镇）       村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 

实际完成：计划搬迁   户    人，新建住房  套，总

面积      平方米，其中主房    平方米，附属房   平方

米。 

检查情况：   户  人安全住房（符合/不符合）入住条

件。                                                          

乡（镇）验收组意见：                                                              

乡（镇）验收组成员签字：                                    

                                                           

农户签字捺（手）印：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