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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绝对贫困得以消除，

但相对贫困问题依然突出，成为影响社会公平和

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对于巩固脱贫成果、

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讨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对策，

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决策参考和实践指导。

研究背景与意义



提出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

对策，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的现状、成因及

治理对策是什么？如何构建相对贫困

治理的长效机制？

研究目的与问题

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案例分析

等方法，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手

段。

数据来源

收集政府公开数据、统计资料、相关

研究报告等，同时结合实地调研获取

的一手数据进行分析。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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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贫困是指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其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

时维持的那种社会生活状况，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

部的收入差异。通常是在居民之间作收入比较，而不是以单

个居民绝对收入作为判定标准。

相对贫困的界定标准：世界银行将收入低于平均收入1/3的社

会成员视为相对贫困群体；国际上相对贫困线通用的测量方

法是平均收入或中位收入的50%；我国常用的相对贫困测量

方法是“1天1美元”的收入标准。

相对贫困的概念与界定



现状
随着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的逐年减少，相对贫困问题开始凸显。目前，我国相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

村地区，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这些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不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

较低。

特点
一是区域性，相对贫困往往集中在某些特定区域，如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等；二是动态性，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相对贫困的标准和人口数量会发生变化；三是多维性，相对贫困不仅表现为收入水平的

低下，还涉及教育、健康、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

相对贫困的现状与特点



成因
一是自然环境恶劣，导致生产生活条件差，难以摆脱贫困；二是历史因素，如

长期以来的发展不平衡、战争、自然灾害等；三是制度因素，如土地制度、户

籍制度等限制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机会。

影响因素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相对贫困人口数量越少；二是社会保障

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降低相对贫困的发生率；三是教育水平，教育

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

相对贫困的成因与影响因素



国内外相对贫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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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相对贫困治理实践与经验

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

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

核，实现贫困人口有序

脱贫。

发展特色产业，提高贫

困人口收入，实现可持

续脱贫。

保障贫困家庭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的权利，提高

贫困地区教育水平。

完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提高贫困人

口健康水平。

精准扶贫战略 产业扶贫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社会福利制度
通过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低收入家庭

的基本生活需求。

就业促进政策
通过积极的就业政策，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

率和收入水平。

教育公平政策
通过教育公平政策，保障贫困家庭子女接受

良好教育的机会。

多元化扶贫措施
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产业等多种手段，形

成多元化的扶贫措施体系。

国外相对贫困治理实践与经验



国内注重全面脱贫和共同富裕，国外
注重社会公正和福利保障。

治理理念比较 治理手段比较

治理效果比较 启示

国内综合运用行政、市场和社会手段，
国外注重法律和制度保障。

国内在减贫速度和规模上取得显著成
效，国外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方面
表现突出。

借鉴国外经验，完善国内相对贫困治
理体系；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
球贫困问题。

国内外相对贫困治理比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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