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主持人语】“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5 575万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反贫困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特征，绝对贫困的消除不等于扶贫工作的终结，如

何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解决相对贫困、提高减贫的可持续性值得深思。本期推出专栏，讨论脱贫攻

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问题。“相对贫困、再分配与财政获益：税收和转移支付的作用如何？”一文指

出，绝对贫困主要关注个体收入是否能够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相对贫困不仅关注收入，更反

映一种相对剥夺，更多地表现为贫困的脆弱性、发言权的丧失、社会排斥等。然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

基础上发现，个税和社保缴费会加深相对贫困，而政府公共转移支付有利于降低相对贫困，转移支

付再分配效应大于社保缴费和个税总体的再分配效应，财政工具给居民带来的财政致贫可能会被

财政获益所掩盖。该文章在相对贫困减贫效应测度和财税政策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等方面丰富

了现有研究。“特困地区可持续减贫：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一文基于特困地区实地入户调研数据，

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探索了特困地区农村可持续减贫路径，研究发现可持

续减贫要兼顾当前与长远的减贫策略转向，做好收入贫困—贫困退出—可持续减贫的减贫政策衔

接与协同，关注生计资本在收入贫困、贫困退出和可持续减贫中影响机制的不同。这一研究对理解

可持续减贫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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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贫困、再分配与财政获益：
税收和转移支付的作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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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对贫困将成为继绝对贫困之后未来反贫困工作的重点，探寻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合理

财税政策工具值得关注。文章在相对贫困视角下，从税收和政府公共转移支付角度出发，对我国居民的

相对贫困状况、收入再分配和财政工具致贫、获益水平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和农村相对

贫困和再分配状况有所改善，城市相对贫困有所加深；个税和社保缴费会加深相对贫困，而政府公共转

移支付有利于降低相对贫困，转移支付再分配效应大于社保缴费和个税总体的再分配效应，且个税、社

保缴费和转移支付对城镇和农村减贫和再分配的贡献有所差异；财政工具给居民带来的财政致贫可能

会被财政获益所掩盖。财税工具对相对贫困和再分配的意义重大，且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治理存在一

脉相承的政策可行性，因此要重视财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为再分配和相对贫困的改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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