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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 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

上指出：精准扶贫是新时期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

指导性思想，坚持根据贫困原因、贫困类型制定、

实施政策，通过生态保护、教育扶贫等方式实现

脱贫。根据中央部署，福建省委省政府结合自身

实际，进一步加快推进 23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的扶贫开发工作，着力解决县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突破薄弱环节，解决发展“短板”，协调山海经

济发展，打造生态县，成就生态省，并承诺截止

2020年，23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部“摘

帽”，真正实现“百姓富，生态美”。在这样的

形势下，开展生态扶贫研究尤为必要，具备理论

意义与实际意义。

一ȁ扶贫开发与生态扶贫的文献回顾

在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方面，

靳科 (2013)通过对西部五省 53个国家级贫困县

综合研究发现，这些贫困县仍受到资金短缺、粗

放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交通不畅等因素的制

约 [1]。刘慧等（2013）认为生态环境脆弱、人力

资本、管理体制等因素是制约着西部地区扶贫开

发的主要障碍 [2]。另外，也有学者认为，权利贫困、

社会参与不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

能力弱化、政府的公共扶持效率偏低也是造成我

国现行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的根源 [3]。祁新华

（2013）等基于博弈理论，分析了政府、企业、

民众之间的博弈关系，认为协调几者之间的利益

冲突是采取扶贫模式首先要解决的难点 [4]。生态

扶贫，顾名思义，就是以改变贫困地区的生态环

境为着力点，通过加强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改

变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达到实现贫困地区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一种全新的扶贫方式。罗盛

峰等（2015）认为目前关于生态旅游扶贫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生态旅游扶贫的概念、可行性、参与

主体、开发思路与模式、扶贫绩效等方面 [5]。范

永忠等（2012）指出，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完善

政策体系，重组扶贫组织机构与管理体制，形成

制度规范下的有效的农村扶贫治理机制 [6]。何誉

杰（2014）从体验经济着眼，提出体验型生态农

业旅游扶贫模式 [7]。

从现有的研究动态来看，大多集中于致贫原

因、扶贫模式、扶贫困境与对策的研究，而提升

扶贫效益方面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

我国西部、中部与民族地区中绝对贫困区域的致

贫原因与对策研究，而对于我国东部地区中相对

贫困区域的扶贫研究相对较少；理论研究居多，

实证和定量研究不足。基于此，文章以福建省 23

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对象，结合实证数据，

以生态扶贫为切入点，探讨适合福建省生态扶贫

工作的对策建议。

 二ȁ生态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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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福建省而言，23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大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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