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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赋能与可持续减贫的
社会服务体系建设
◆  邓 锁 

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如何更好

地巩固脱贫成果、增强反贫困的可持

续性，是当前及之后较长一段时期的

重要任务与挑战。“后脱贫时代”的

减贫工作将更大程度上与农村基层社

会治理与发展的整体目标相结合，健

全和完善基层社会服务体系，尤其是

加强社会服务的经济赋能角色对于可

持续减贫有重要的意义，金融社会工

作在此方面可以发挥更多作用。

健全和完善社会服务体系，服务于

可持续减贫

贫困问题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

中。伴随着我国城乡人口流动与家

庭变迁，农村脆弱家庭仍然面临贫

困风险，相对贫困也将一直存在，

贫困者经济和社会需求的交织需

要更加体系化和综合性的反贫困干

预。精准扶贫突破了以往单一开发

式扶贫的不足，脱贫攻坚的各项行

动措施让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得到

保障，许多地区通过落实产业扶贫

政策和项目，如资产收益、贷款扶

持及折股量化等，在很大程度上提

高了贫困家庭的收入。不过，在持

续的扶贫工作中，还需要注意贫困

家庭所面临的多维度脆弱性与风险，

“增收”并不一定带来实质意义上的

“减贫”。比如产业扶贫项目尽管能

够在短期内获得较好的收益，但在

信息化时代，如果贫困农户没有资

产决策能力与相应的金融能力，很

容易受到外部市场波动影响，遭遇

经济上的损失。另外，脆弱人群还

常面临着社会层面的风险，制约贫

困对象生计发展的社会性因素同时

存在，如子女教育等可能导致的返

贫风险，贫困更多地指向一种经济

与社会剥夺之间的交织状态。因此，

脱贫工作需要更加重视反贫困的经

济与社会目标的整合，强化社会服

务的供给能力和体系建设。在这个

过程中，金融社会工作有更多发挥

作用的机会，既可以帮助贫困群体

获得金融能力提升，也能够促进他

们获得更多普惠平等的金融参与机

会，还能够帮助这些家庭规划教育、

医疗、就业、产业发展等，实现可

持续脱贫的目标。

脱贫攻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其背后的理念是基于对贫困复杂性

的更深刻认识，既有收入不足原因，

也与贫困者实现发展的条件、获得

发展的权利紧密关联。在扶贫工作

中，我们发现许多贫困对象在生计

发展上的困境与其发展条件的不充

分有关，其中既包含了人力资本不足、

身心功能障碍，也包括无法获得充

分的外部信息、资源和机会的限制，

如难以获得贷款、社会资本缺乏等。

相对于收入支持项目而言，多元的

社会服务项目能够更好地回应到贫

困对象的可行能力缺乏问题，具有

发展目标的社会服务供给也因此被

认为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投资。相对

于收入支持措施而言，社会服务具

有更好的普惠性和公平性，可以降

低由于瞄准性的扶贫政策所带来的

不平等和相对剥夺感。在过去的脱

贫实践中，聚焦于贫困家庭的收入

支持政策虽然极大地缓解了贫困家

庭的生活困境，但也可能带来普惠

性不足的问题，非贫困家庭尤其是

贫困边缘家庭可能产生较大的心理

不平衡。而社会服务设施或项目如
通过强化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来推动经济赋能、金融赋能进而贡献于可持续减贫具有重要意义。
图为海南省海口市扶贫爱心集市在该市秀英区永兴电商扶贫中心开市，贫困人员销售地方农
特产品多了渠道，有助于海南省经济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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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人服务、残疾人康复服务或

困境儿童服务则能够更多地惠及其

他人群，也有助于回应更加差异化

的社会需求。

社会服务能更好促进脆弱家庭的

经济赋能和生计发展

农户的生计问题仍然是解决经

济贫困的基础。当前许多地区农户

实现脱贫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外出

务工，农业生产如种植、养殖等常

常面临着较大程度的市场风险和不

确定性，家庭生计策略的决策及风

险等方面需要外部专业力量支持。

从发展性视角来看，致力于推动可

持续减贫的社会服务，包括金融社

会工作发挥着经济赋能的作用。脱

贫攻坚行动以来，政府和社会投入

了大量扶贫资源。不过，从赋能的

视角，还需要关注贫困对象能否充

分有效地理解和运用包括政策、资

金、物质等资源获得发展能力的增

进。金融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

理念和方法以及掌握的金融知识技

能，能够进行很好的干预，积极回

应贫困对象平等、充分参与经济活

动的需求。

社会工作者开展以经济赋能为

目标的社会服务干预有助于贫困对

象从获得发展资源到提升发展能力

的转化。首先，社会工作者协助贫

困对象更加准确、全面地理解相关

扶贫政策及信息，帮助其更好地做

决策与行动以及形成稳定的政策预

期。其次，社会工作者关注影响贫

困对象生计发展的社会心理层面因

素，可以更加细致深入地评估贫困

对象身心状态、对未来发展的认知

和期望等。最后，经济赋能还应关

注外部社会环境的限制，如就业机

会和生产性贷款的可及性等。

通过普惠金融与社会服务的结

合实现贫困者的经济赋能是一条可

行路径。金融排斥是当前农村脱贫

攻坚中的一个重要挑战，社会的金

融化可能导致贫弱人群面临更大的

社会排斥与风险，贫困家庭在如何

获得贷款、如何避免投资风险、如

何规划和平衡家庭的财务支出等方

面迫切需要更具针对性的服务支持。

金融社会工作近年来得到很多

关注，金融社会工作并非只是帮助

困难人群获得理财知识和技能，还

可以消除其获得金融服务、实现资

产积累的制度性障碍，增强其应对

贫困风险的可行能力。如一些社会

组织在扶贫中推行社区小额贷款的

模式，让贫困者能够更加便利地获

得金融贷款及服务。同时，依托社

区成员之间的互助信任关系，社区

成员形成互助资金管理小组，管理

发放与回收贷款，也有利于贫困者

的金融能力提升等。聚焦经济赋能

的干预体现了社会工作“全人”的假

设，承认个体经济性与社会性动机

的统一，这也是一种将社会目标与

经济目标实现有机整合的社会发展

策略。

可持续减贫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

多元化路径

国务院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系列文件中突出强调综合扶贫的

重要性，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

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对于基层社会

服务体系建设十分重要。近年来，社

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得到更多重视。

2017年，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等

部门专门发布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

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意见，指出应充

分发挥社会工作应对贫困问题的专

业优势。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为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及残疾人等有

需要的人群提供关爱保护、心理支

持、能力提升等服务已经得到很好

的实践，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未来

的脱贫工作中，社会工作应继续依托

大扶贫的工作格局积极介入脱贫攻

坚，刚刚兴起的金融社会工作也应

发挥自身独特作用，协助贫困家庭更

好应对生计发展及脱贫需求。

不过，在具体的扶贫实践中，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地方仍然以二元

视角来看待扶贫和社会服务的关系，

如将前者看作以收入提高为目标的

产业发展，而将社会工作简单化为

提供关爱服务，两者之间未能实现

很好的衔接整合。“后脱贫时代”要

求我们更加整体性地看待脱贫与社

会服务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社会

服务应被视为可持续减贫的内在构

成。此外，还需要积极推动社会服

务工作队伍的建设，加强社会服务

人员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知识和

方法的培训。

在未来持续的脱贫工作中，如

何保证各类反贫困政策和服务的可

持续性将是一个较大的挑战。随着

脱贫工作的深入推进，贫困家庭和

贫困边缘人群的社会服务需求将更

明显地表现出来，通过强化社会服

务体系建设来推动经济赋能、金融

赋能进而贡献于可持续减贫具有重

要的意义。社会工作强调从整体性

和发展性的视角来理解个体和家庭

的处境，通过推动社会服务的体系

化发展预防和回应个体和家庭的贫

困风险，社会工作包括金融社会工

作在“后脱贫时代”的参与将能够

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社会工作在

脱贫工作中的介入致力于经济与社

会目标的统一，有助于推动更加平

等和包容的社会发展，最终实现长

期和可持续减贫目标。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