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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argues the necessity and scientificity of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al logic. Then,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level of connection results is conducted, and it is 
found that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using 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two strategies, and using a coupled coordination model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research method is 
relatively single. Then from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rural individuals and other subjects summed up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connection of the two. Finally,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summary and research outlook provide the direction of 
thinking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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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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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从脱贫攻坚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相互关系文献研究出发，从历史、理论、实践逻辑论证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必要性
与科学性，紧接着对于衔接成果水平评价研究综述，发现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使用熵权法对于两大战略发展水平进行量化衡
量，采用耦合协调模型衡量两者的衔接水平，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然后从政府，企业，乡村个人等主体总结两者衔接所面
临的理论和现实困境。最后进行文献研究总结与研究展望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思路方向与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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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脱贫攻坚目标中国已经如期实现，当前是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的时间也是乡村振兴的初期发展时间，2021 年 3 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里指出了有效衔接的重大意义 [1]，

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是为了确保基础扎实稳固，从而为乡村

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乡村振兴是我们的发展方向，只有在

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推动更高层次的发展。实现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可以使前者为后者提供良好条

件，同时后者的发展又会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这种

衔接将使两大战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相互联系，同

时也将推动中国更早、更好地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学者们针对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

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理论层面和

实践层面的丰富成果。对于两大战略的目标、内容、主体、

政策、理念等方面进行联系与区别的分析和探讨，关于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联系形成了丰厚的理论成果。同时对于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理论、实践、困境、意义

等方面做出了研究，得出基于实地考察、数据分析的实践成

果。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不仅论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

振兴的实践方法、理论意义等，而且将两者联系起来论证其

有效衔接的理论逻辑、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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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者相互关系研究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我们国家处于民族复兴道路上

的两大重要战略，脱贫攻坚是对于贫困的治理，解决我国庞

大的贫困人口。乡村振兴是将发展重点放在农村，促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两者的相互关系，自从乡村振

兴战略提出后就有学者开始研究，到完成脱贫攻坚战略后，

很多学者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其中，研究理论也开始丰富起

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所提出的时间有先后，战略目标也

不同，但是其服务主体大部分在农村即主体相同，脱贫和发

展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先后步伐。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受

到了学者们的重点研究探讨，现在得到学界主流的认可的

是，两大战略具有差异性，也具有相似性，脱贫攻坚为乡村

振兴提供发展基础，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有的学者认为两者之间是继承接续发展，认为脱贫攻

坚是乡村振兴的立足基础，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继承发

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任务就是必须完成脱贫攻坚战

略，可以将脱贫攻坚战略认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部分，乡

村振兴战略就包含乡村脱贫与振兴发展 [2]。脱贫攻坚战略中

的精准扶贫、脱贫的政策也是乡村振兴的内容和手段。乡村

振兴战略是要促进发展以保证巩固脱贫攻坚战略的成果，防

止脱贫人口返贫，加强对脆弱性脱贫人口的监测与保障 [3]。

学者们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异同性也有探讨，

脱贫攻坚提供了乡村振兴的最重要的基础，乡村振兴通过帕

累托最优过程使得城乡资源协调，从中增强了脱贫攻坚的内

生动力。两者是相互作用、协调、促进的关系 [4]。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是在战略内容上是可以融合的，在作用

上是承接的，在主体上是一致的互相包含的关系，这种关系

为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提供了理论支撑 [5]。同时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既有统一性，也有差异性，两大战略在共同富裕的

视角下是相辅相成，具有联动关系的整体 [6]。

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前置任务，为后者提供夯实

的现实基础与理论借鉴，乡村振兴则是对于脱贫攻坚的继承

与发展，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的同时，吸收其理念与实践经验，

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这两大战略的政策理念和组织

体制都具有相似性和共融性，服务主体都是乡村的相同性，

都为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提供了可行性支撑。越来越多的学

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探析两大战略的关系，服务于研究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理论、机制、路径、困境。

3 有效衔接的逻辑研究

3.1 衔接历史逻辑
两大战略具有时间点的先后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传承

接续的关系。两者的有效衔接具有历史上的承接，都是中国

贫困治理史和发展史上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发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反映了中国共产

党对贫困治理理论的借鉴与发展，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两

者的有效衔接是贫困治理理论吸收了脱贫治贫的百年经验，

再结合新时代的背景继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7]。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由于两大战略都是服务于中国实现

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目标所决定的 [8]，两大战

略只是国家在不同时间点解决不同问题的所提出的战略，将

视角拉长放到历史中，两者是在实现长远目标的两个步伐，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摸索和发展。从党的十五大首次提

出“两个一百年”发展规划后，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分别又

进一步勾勒了新的发展内容图谱以及时序目标，分别将时间

节点设定为 2020 年与 2050 年，分别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

发展目标，两大目标的实现与衔接也是符合衔接历史逻辑 [9]。

3.2 衔接理论逻辑
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对于贫困治理和发展所提出，在理

论上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科学理论都是一脉相承

的。从理论上来讲，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是对于马克思主义

反贫困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也是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贫

困治理方面的传承和应用 [7]。这两者的统一也为有效衔接提

供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要求、为人民服务的

思想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要求也都体现了有效衔接的

理论逻辑 [8]。同时两大战略的理念目标互通，体制机制相容，

主体一致也是有效衔接的理论逻辑 [10]。最后，中国积累了

大量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反思，形成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以及两大战略的衔接是一个系统工程

这三者是有效衔接的理论逻辑 [9]。

3.3 衔接实践逻辑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实践逻辑多集中于对

于中国的特殊基本国情发展的要求即中国的贫困治理需求，

国家治国理政能力提升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中国基层贫困治理的需求是有效衔接的实践逻辑，随着脱贫

攻坚战略的实现，中国的贫困治理迈出一大步的同时要继续

做好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以确保中国减贫振兴的持续发展
[7]。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借鉴、实践经验和最重

要的现实基础，两者的有效衔接契合发展规划，具有必然性

作为其实践逻辑 [8]。两大战略之间的设计就是相互嵌入的，

也是体现出贫困治理体系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

理的改变，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

要求。这三者是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实践逻辑 [9]。

4 有效衔接的成果评价研究

脱贫攻坚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成果及其有效衔接成果

效益如何衡量，现如今的学者对于这个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

证研究多集中于两者的耦合作用，多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

模型。为了构建衡量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水平体系，乡村

振兴水平的衡量多采用构建五个振兴目标中的二级指标后使

用熵权法，脱贫攻坚成果的衡量多采用“幸福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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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调查即人均收入和吃住医疗等方面的指标。从而进行分析

两者的耦合水平 [11]。为了衡量两者的有效衔接的程度，学者

们都采用构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指数的方法 [12-14]，然后利

用耦合协调模型进行分析处理。研究结果从横向看耦合度高

低与地域相关，经济发达区域耦合水平高，西北西南地区的

耦合阶段都处于初级阶段。从纵向看耦合水平随时间提高。

现有的文献研究多集中于熵权法进行对于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进行量化衡量，然后采用耦合协调模型研究两者的

衔接水平。研究方法过于单一，且指标的选取的科学性有待

改进，需要寻求更多的科学衡量方法。

5 有效衔接的困境研究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困境主要在于政策衔

接、理念转化、现实基础、体制机制、主体参与、基层组织、

人才培养等等多方面的限制 [15-17]。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面临

着基层干部对于衔接机制的不了解，工作流于表面，农村的

基础条件落后，人才匮乏的局面，同时还存在认知博弈与思

维转化、人才培育与政策设计等一系列的观念与实践问题亟

待探讨与厘清。衔接过程中有着对于土地问题的协调工作不

完善、产业经济基础薄弱、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主体思想水

平有待提升、多方协作合力未被激发等困境。

通过对于文献的梳理将分主体总结，政府组织方面；

对于两大战略的认知不足，政府组织对于政策的转变和衔接

落后于实际发展需要，基层组织的落实困难，或者流于表面

形式，没有把握住重点和要点。企业方面：农村的基础设施

较差，人力资源不足，环境规制和当地财政政策等限制对于

企业的生产效益较低，发展面临困境。乡村个体方面：缺乏

主人公意识，乡村人才缺失，人才吸引力不够，素质水平有

待提升，对于国家的政策战略不关心或者了解不深。资源环

境方面：乡村的盲目发展已经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城乡资

源的差异性，如基建、电力、交通等的不利，依赖于科学技

术的进步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问题。

6 研究总结与展望

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总结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

兴战略的关系，学者们大多数认为两大战略是具有差异性，

也具有接续性的。所以先梳理好两大战略的区别和联系，从

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来说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必要性。然后对于两大战略有效衔接水平的衡量

研究主要集中于熵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最后对于衔接的困

境分政府、企业、乡村个体等多主体出发总结衔接问题。

论文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对于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的宏

观理论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对于微观层面的衔接理论研究应

该加强，可以从微观视角出发研究，以丰富研究理论层次，

为具体实践提供更具体的，更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而不是

大而泛的总结性理论研究。有利于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自身的水平

衡量和两者的衔接衡量多集中于熵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实

证方法过于单一，指标选取有待完善。选取多角度的量化方

法和更加科学的实证研究来衡量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这有

利于弥补单一方法的缺陷与不足，让研究结果增加信服力。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的现实困境是多

主体、多层次、多方面的。随着研究层次的加深、理论的丰

富，将会更好地指导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的实践，使得中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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