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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先后出台了《国家八七扶

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2—2020年）》等政策文件。经过近四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呈现明显的递减

趋势：按照1978年标准来算，1978年至1985年，农村地区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

1.25亿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4.8%；1986年到1993年，减少到80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

下降到8.7%；1994年到2000年，减少到3209万，贫困发生率降至3.5%[1]。按照2010年农村扶贫标准

来算，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农村地区还有5000多万贫困人口需要脱贫帮扶[2]。可以说我国贫困治理

工作取得重大成绩，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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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于《中国扶贫 25年：从 2.5亿到 2900万》，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6/c_
128534526.htm.

[2]数据来源于201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2月15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的资料。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
com/politics/2015-12/16/c_1285345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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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和统一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启蒙运动之前处于相互渗透、相

互统一的状态中[1]。随着近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工具理性的地位持续提高，价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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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的，治理主体做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共赢[1]。

综合已有研究得知，扶贫主体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有的扶贫主体重视

价值理性目标，有的追求工具理性效果，也有的主体逐渐意识到平衡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重要性。

既追求社会公平也注重效率，是贫困治理的特点，也是社会扶贫主体在扶贫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扶贫策

略。也表明社会扶贫主体的价值理性具有较强的“以人为核心”、人文关怀的价值倾向，展现了扶贫主

体追求社会公平的自觉意识。社会扶贫主体的工具理性注重行动的后果，关注扶贫过程中使用的手

段，衡量扶贫的效果，体现了工具理性行动追求扶贫效率的目的性。社会扶贫主体只有做到价值理性

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才能实现最优的扶贫效果。

2. 案例简述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选择了全国重点贫困县D县作为调研点，该县现有人口

不足 18万人，贫困人口占 3.86万人，贫困发生率为 21.4%。2014年，W公司秉承“共创财富，公益社

会”的企业理念，与D县签署帮扶协议，形成结对帮扶关系，达成二者的“小康之约”。为此，W公司开

展了一系列扶贫工作：一是开展免费的技能培训，为贫困群体提供养殖、种植技术培训，为留守在农村

的妇女提供传统刺绣技术培训，为想要外出务工的青壮劳动力培育有针对性的劳动技能，为农村学生

传授电脑操作技能等，以充分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力量，提升他们的脱贫能力。二是设立扶贫专项基

金，以专项基金为支撑，开展各项公益服务，为弱势贫困群体提供生活救助。W公司投入5亿元作为

专项扶贫基金，由专门的理财顾问运作，每年保底有5000万元收益。他们的做法是将这些收益无偿

分配给D县近万名孤、残、重病等特殊群体，为贫困人群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三是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学院计划容纳5000人，设置符合D县经济、社会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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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的价值选择，为扶贫主体提供了价值标尺。以W集团在D县的扶贫行动为例，就体现了企业注重社

会发展、实现社会价值的理念。例如，在结对帮扶中，W集团不断增加扶贫专项基金，目前，扶贫专项

基金高达14亿元，已经发放5000万分红金，有效帮扶了D县处于贫困境遇的弱势群体。

此外，志愿服务是企业价值理性选择的另一表现形式。它包含奉献、友爱、互助和进步等核心理

念。 W集团将志愿服务融入扶贫过程中，一方面鼓励集团员工通过自觉自愿、自发组织的形式到贫

困地区参与扶贫；另一方面，组织志愿者队伍，制定志愿服务方案，支持集团员工以团体或个体的形式

在贫困地区开展驻点志愿服务，为贫困人群提供志愿帮扶。当问及“你对你们企业开展的志愿服务是

怎么看的呢？”时：

Z：我 觉 得 特 别 有 意 义 ，真 的 。 就 是 一 方 面 可 以 让 我 自 己 懂 得 珍 惜（现 在 的 生 活），还 能 够

力 所 能 及 地 帮 助 别 人 ，就 能 够 把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距 离 拉 近 。 我 们 企 业 在 这 方 面 做 的 确 实 不

错 。 我 们 在 其 他 的 地 区 、农 村 也 有 志 愿 服 务 团 队 的 ，都 是（由）我 们 集 团 的 员 工（组 成 的）。 正

式的和非正式的员工都有参与这个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20150829DZ001）

社会责任是企业价值理性的第三种表现形式。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扶贫主体，积极参与扶贫工

作，体现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正如W集团在D县定下“小康之约”后，不是仅仅将帮扶D县当

成自己的任务，而是当做企业的责任，当成企业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社会价值的义务。

H：他 愿 意 做 了 ，我 们 就 跟 他 签 订 回 收 合 同 ，把 他 的 地 整 好 ，包 给 他 种 。 这 也 算 是 我 们 为

当地做的一点贡献吧。帮助老百姓脱贫也是我们企业的社会责任。（20150829DZ00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价值理性致力于为社会扶贫主体提供一系列行动的信仰、理想等应然的标

准。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工作，其发挥的扶贫功能更多地体现了这种应然的价值标准，既为其他的扶贫

主体提供了一种榜样的效应，也丰富了社会扶贫的价值理念。

2. 工具理性选择：效率、利益和社会影响力 工具理性的行动主体追求行动手段的效率和行动方

案的正确性，工具理性致力于提供一种达致目的的技术、工具、手段、程序、规则和制度，选择一种最佳

方法和最优途径，以实现行动结果的最好效果[1]。工具理性首先注重的是效率，效率是企业扶贫工具

理性的重点内容。W公司通过市场化方式组织和管理扶贫项目，确保建设效率，从职业学校建设到特

色小镇建设，都如期超标准完成。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企业扶贫工具理性的重要表现。工具理性要求有计划地统筹、分配和运用资

源，以成本观念生产商品并在市场中进行交换，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工具理性经济行为是经过成本核

算和有效管理求取经营利润的最大化，由此带来的经济形态是市场导向和利润导向的赢利经济[2]。W
集团在扶贫过程中强调扶贫效益。在设计扶贫项目时，原计划在D县开展养殖和种植项目。然而，经

过调研和专家论证，认为养殖和种植难以实现规模化效益。因此，W集团改变了最初扶贫的策略，将

目标转向旅游产业，借助公司在旅游产业方面的核心竞争力，重点开发旅游项目，形成“当地实际+企
业优势”的扶贫模式，实现最大的扶贫效益。

L：你们公司在这个旅游小镇项目投资中一共投入了多少钱？

D：这 一 阶 段 投 入 了 有 1.4 个 亿 了 。 我 们 主 要 是 想 形 成 一 个 完 整 的 旅 游 服 务+餐 饮 链

条。明年就可以完成二期工程，高标准的旅游园区需要三年时间完成。

L：是大工程呀。预计能够产生多大的经济利润？

[1]王彩云：《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与融合》，〔武汉〕《江汉论坛》2011年第10期。

[2]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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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这 个 经 济 利 润 肯 定 是 有 的 。 利 润 的 话 ，前 期 基 本 是 保 本 ，预 计 后 期 利 润 会 可 观 一

点 。 等 到 成 熟 运 营 时 ，每 年 可 带 来 100 万 人 次 的 游 客 ，以 游 客 平 均 逗 留 时 长 2 天 、消 费 达 到

1000 元的标准来算，每年收入约有 10 亿元。（20150829DZ003）

扩大社会影响力是企业扶贫工具理性的另一表现。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与经济效益呈现正相关关

系，社会影响力越大，企业就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自2014年签署扶贫协议以来，W集团根据

当地的优势资源及产业特点，在D县培育产业、发展经济、培养人才、拉动就业、促进贫困农民增产增

收。在帮助D县脱贫的过程中，也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3.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共赢、协同发展 作为社会扶贫的主体，企业所坚持的社会公平与

所追逐的效率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企业在扶贫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

在企业扶贫中，共赢与协同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的具体表现。共赢与协同发展是兼顾企

业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最优选择。正如W公司在D县投资兴建职业技术学院，重点招收D县户籍

学生，择优录取50%的毕业生优先进入集团就业。这一举措让贫困地区的学生受益，又能推动当地教

育事业的发展，还可以为W公司搭建一个丰富的人才资源储备库，就是多赢的行动结果。再如W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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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角色分工，做到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2. 实现多维扶贫目标 社会主体特别是企业参与扶贫，既有价值理性的追求，也有工具理性的驱

动。一方面，企业参与扶贫开发，既为贫困地区群众带来福音，也为企业自身健康发展带来机遇；另一

方面，参与扶贫开发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并将其纳入到企业发展战略和文化建设之

中，实现企业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我们认为，企业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首先要顺理

成章地成为扶贫开发的重要力量，只有使市场开发能力最强的主体得以进入资源开发潜力最大的地

区，才能实现发展能力最强的组织与发展需求最为迫切的群体间的有效对接，最终实现互惠互利，共

同发展。其次，企业参与市场扶贫，不仅仅是开展公益的慈善事业，同时还要在贫困地区建立开发扶

贫项目，开发资源、培育产业。通过规模化生产、现代化管理、精细化分工、产业化经营，建立产业集

群，催生贫困地区发育新经济组织，既吸纳贫困人口就业，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也有利于构建企业互

利共赢、多元平衡、高效运作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创造企业自身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的新的实现模式。

新形势下，尤其是开展精准扶贫以来，将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和企业的发展能力有效结合起来，

已成为扶贫工作的创新举措，它体现了贫困群体和企业的共同需要。社会扶贫的新模式，既规避了政

府扶贫的弱点，又能体现市场元素的积极作用。企业参与扶贫，已由单纯的弱化了市场特性的捐赠帮

扶——“授人以鱼”，逐渐演化为可以调动双方积极性的“授人以渔”，通过精准扶贫，以帮助贫困群体

提高收入水平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目标，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解决温饱的基本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

3. 制定科学扶贫方式 在确定“为何扶”以后，“怎么扶”就成为关键。各类社会扶贫主体针对特

殊困难地区和群众脱贫致富的要求，通过定点帮扶、结对帮扶、实施专项扶贫工程、参与具体扶贫活动

等多种形式，支持产业发展，援建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卫生，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开展生态环境建设，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要实现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帮助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的目的，就必须运用科

学的扶贫手段、高效的扶贫方法，追求高质量的扶贫效果。为扶贫主体要制定科学的扶贫方式，实现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目的和手段的统一。

在选择扶贫方式时，要处理好外部资源与内源发展的关系。内源发展强调通过政策支持促进贫

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通过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做大做强产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使

贫困地区具备自我发展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内源发展强调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内生动力的

提升。通过“扶志”和“扶智”等方式增强贫困人群的发展信心，让贫困人群积极参与贫困治理，通过自

身努力改变不利处境，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强
调要“更加注重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指

出，贫困人群和贫困地区要“增强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因此，要高度重视贫困人群的主动参与和贫

困地区的内源式发展。

4. 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现阶段扶贫工作中仍存在“政府热、社会弱、市场冷”的局面，一些贫困地

区、贫困群众还不能正确对待扶贫与被扶的关系，认为扶贫就是给钱、给物。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顶

层设计，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有机结合的新机制，坚持政府引导、农民主体、部门联动、企业帮

扶、社会参与，努力实现政府扶贫、社会扶贫和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脱贫的有机结合，积极营造社会扶贫

主体参与精准扶贫的良好环境，以互惠互利为机制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激励社会扶贫主体

参与扶贫的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调动各类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积极性。

〔责任编辑：方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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