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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中国古代“教养兼施”的救助理念到坚持开发扶贫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中国特色
扶贫道路模式，中国减贫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有关精神扶贫的思考和讨论。本文从马克
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传统济贫理念以及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精神扶贫思想溯源，论述了
新时代中国精神扶贫思想是摆脱贫困与提升脱贫质量的关键，要兼顾贫困人口与扶贫干部、要
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同时注重转变传统扶贫方式。在新时代脱贫攻坚阶段，中国特色
扶贫思想系统回答了精神扶贫“为什么”“扶持谁”“扶什么”“怎么扶”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
题，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精神扶贫的内涵，拓展了中国扶贫开发理论模式，为进一步打赢打好脱
贫攻坚战提供了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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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方略，推动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最好成绩。与
此同时，由于扶贫主体、方式及对象等多方面因素的制
约，加之越往后扶贫难度越大，中国现阶段脱贫攻坚也
暴露出一系列问题。特别是部分地区贫困人口缺乏内
生动力，出现福利依赖的“等靠要”思想，或由于文化贫
困、智力贫困而产生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等，成为脱贫
攻坚过程中的突出矛盾，不仅影响脱贫质量提升和目
标实现，也埋下了返贫甚至贫困代际传递的隐患。可
以说，精神贫困越来越成为脱贫攻坚的一大阻碍。

事实上，精神扶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扶贫开
发历史实践的产物，它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基
础，根植于中国传统济贫理念，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
文化基础。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内一些研究者

开始提出精神贫困是导致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推动
了国家开展以“文化扶贫”“智力扶贫”为主题的精神扶
贫工作。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阶段，习近平基于长期
对扶贫工作的认识体悟，以及对当前中国农村贫困问
题的深入思考，在一系列有关扶贫的考察、会议、讲话
中不断提出精神扶贫、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扶贫同
扶志扶智相结合等重要论断，阐述了精神扶贫的重要
意义，实施主体、内容、方法路径等，形成了一套丰富、
系统、科学的精神扶贫观，推动中国精神扶贫思想进一
步丰富和发展。

一、溯源：中国精神扶贫思想产生的基础与历史
演进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中国精神扶贫思想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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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马克思指出精神贫困
的客观存在以及精神扶贫与物质贫困、生活贫困、文化
贫困的关系，奠定了精神贫困的认识论基础。马克思
剖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指出其“在一极是财富的积
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
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
道德堕落的积累”［１］７３４　７３５。“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
工人生产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
……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
呆。”［２］１５８　１５９即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同时伴随着工人物
质和精神的贫困积累，在贫困根源“生产过程中物的因
素与人的因素的分离”作用下，不仅导致了生产资料的
贫困，也进一步衍生出劳动者的生活贫困、精神贫困和
文化贫困。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下，工人不仅
难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精神贫困的“局部的
人”［１］７４３，也进一步影响到后代，形成精神贫困的代际
传递。由于物质贫困造成的营养缺乏、教育缺乏以及
居住环境恶劣，导致儿童智力发展缓慢，“人为地造成
了智力的荒废”［１］４６０，贫困家庭“教养起来的人口中流
行着无知和放荡的现象 …… 他们的道德极度败
坏”［１］５４０。由此，马克思将精神贫困引入贫困问题的讨
论，不仅指出其客观存在，也深刻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
和后果。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论及反贫困时提出精神解放
目标，并指出消除精神贫困、实现精神解放的道路。按
照马克思、恩格斯理解的消除贫困的“好日子”，就是要
有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摆脱自然界的奴役和压迫，实
现经济解放；有和谐平等的社会关系，摆脱社会的奴役
和压迫，实现政治解放；以及精神舒畅，摆脱思想的奴
役和压迫，实现思想解放［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
政治、经济、教育等角度论述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
发展。即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创造消除
贫困的政治基础；“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
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
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
础”［１］６８３。同时，提供良好的教育设施和环境，全面发
展智育、体育等，“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
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１］５５７。

因此，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有关精神贫困的论
述，为认识和理解精神贫困、探索精神扶贫提供了基本
论点和方向，成为中国精神扶贫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济贫理念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

以及改善民生的内在追求。特别是在儒家民本思想、
佛教慈悲观念等影响下，推动了宗族、宗教及个人为主
体的民间慈善事业发展。这些为中国近现代减贫提供
了借鉴启示，也成为当代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重
要文化来源。

从文化溯源看，精神扶贫思想在一定程度承袭了
传统“教养兼施”的救助理念。“教养”即“教”和“养”的
合称，“养”是要实现人民衣食丰裕，“教”则表现为国家
通过“教化”实现人民具有良好品性与行为的目标。孟
子在其政治学说中提出“以教养二大端概之”，其中
“教”就包括了兴建学校、崇礼正俗等，偏重对民众进行
精神层面的礼仪和文化教育［４］２２０　２２２。后世“教养兼施”
逐渐发展成为社会救助的一种理念和方法，意指在对
贫民实施生活救助的同时，兼顾对其进行能力培训、思
想道德教化与行为改造。特别是宋以来，不仅官办救
助活动贯穿了“教养兼施”理念，宗族和民间慈善也践
行了这一理念。如明末陈龙正举办的“同善会”，明确
规定了受惠人的资格，“优先孝子、节妇等有德行而贫
困之人”，不救济“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
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５］１００。这些提出了救济
贫民的资格要求，也体现出慈善救助对道德败坏、精神
贫困者的严格排斥。晚清以降，伴随西方文化冲击和
社会变迁，“教养兼施”理念进一步推动近代慈善事业
发展［６］。如晚清绅商经元善提出“课工教艺”主张，“不
但恤贫，且以保富；不仅可变通赈济，亦可变通一切善
堂”［７］２４６　２４７。同时，他还倡导“开风气、正人心”的社会
公益活动，创办“劝善看报会”、新式女子学堂等，以实
现“扩充善念”，使众人“识时势亦明义理，除僻陋并革
浇漓”，达到“振刷精神，急起直追”以及“发愤自强，誓
雪国耻”的目的［７］２６８　２６９。及至民国举办的救济院，亦深
受“教养兼施”理念影响。不仅要“授人以鱼”，暂时解
决其生活，还要“授人以渔”，传授文化知识和职业技
能，以养成其自立精神和谋生能力，并实行感化教育，
纠正救助对象的恶习，最终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８］。
此外，面对乡村普遍的落后贫困，梁漱溟等一批知识精
英开展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也强调从文化、教育层面
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这些主张实践虽发端
于知识分子对中西方文化的思考，实际也包含了传统
教化观点，蕴含了扶智、扶志等精神扶贫理念。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民本思想延伸以及基本的救助
理念，“教养兼施”在推动解决经济意义贫困的同时，内
在地包含了启智扶志的精神扶贫维度，为中国精神扶
贫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文化渊源与历史基础。

９

向德平，刘欣　溯源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精神扶贫思想研究



（三）历史演进：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精神扶贫
思想

２０世纪初，毛泽东在一系列农村社会调查中已经
意识到精神文化贫困问题的存在。新中国成立后，毛
泽东将“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改善
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作为奋斗目
标，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在探索中国建设
过程中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农民主体地位，调动人
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倡导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等观点，成为后续扶贫工作的基本理念。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论述中国发展和反贫困
问题时，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
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９］１１６。因而在发
展过程中必须抓好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扶贫要先扶智；
二是扶贫发展要以独立自主为前提；三是要敢于转变
观念。在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
提出“解放思想”，强调打破思想上的僵化，发挥人民和
基层的积极性。可以说，扶贫扶智、独立自主、转变观
念等，就是要摆脱智力、文化以及思想意识上的贫困，
实际都体现了精神扶贫的意涵。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伴随开发式扶贫实施，江泽民在
毛泽东、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基础上，推动中国特色扶
贫思想进一步发展。在扶贫主体上，江泽民提出各级
政府和社会各界参与的“他扶”与农村贫困人口“自扶”
有机统一［１０］，指出“把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与群众的
积极性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巨大力量”［１１］５５１。同时强
调了精神、意志的重要作用，“扶贫先扶志，要树立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变苦熬为苦干，决不能因循
守旧，封闭保守，望贫兴叹，坐等救济，年复一年，面貌
依旧”［１２］１２２，这些论断逐渐构成中国特色精神扶贫思
想的重要内容。

进入２１世纪，胡锦涛将扶贫开发纳入经济社会发
展的大布局，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出“经
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的”［１３］８５１，“激发人的创造力、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是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前提”［１４］。同时将“坚
持尊重贫困地区群众主体地位，把激发群众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精神和主动性、创造性作为扶贫开发的内在
活力”［１５］总结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一条重要经
验，并强调发展教育特别是教育救助的重要性，以保障
困难群体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胡锦涛对于扶贫开
发过程中扶志、扶智的阐述要求，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精
神扶贫思想的演进发展。

总的来看，以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代表形成的
中国扶贫开发思想中，蕴含了精神扶贫的深刻理念、观
点和内涵。这对于当前推进精神扶贫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也为习近平精神扶贫观的丰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新时代中国精神扶贫思想的丰富与
拓展

　　中国特色精神扶贫思想本质上是在中国扶贫开发
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往的开发式扶贫强调依
靠贫困人口自身力量解决温饱、脱贫致富的重要性，当
前，习近平基于其长期对农村贫困问题的探索、关注和
思考，深刻阐述了新时代精神扶贫的重要意义，系统回
答了精神扶贫“为什么”“扶持谁”“扶什么”“怎么扶”等
一系列理论问题，推动中国精神扶贫思想进一步丰富
和拓展。

（一）精神扶贫是摆脱贫困与提升脱贫质量的关键
习近平在探索农村工作过程中较早意识到了精神

贫困及精神扶贫问题。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指出脱贫致富的实践过程“不但
是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建设物质文明的过程，也是我们
改造主观世界、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１６］１５３。同时，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我们脱贫致富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一方面把发展
商品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作为根本任务和中心工
作来抓；另一方面把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净化社会风气，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
素质作为一项战略目标予以重视”［１６］１４９。习近平不仅
指出了实施精神扶贫、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摆脱贫困
的题中之意，也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剖析了建设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的辩证关系。

推动打赢脱贫攻坚战进程中，习近平指出“扶贫既
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要坚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的理念指导扶贫开发，丰富贫困地区文化活动，加强贫
困地区社会建设，提升贫困群众教育、文化、健康水平和
综合素质，振奋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精神风貌”［１７］５０；
“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
和思路的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１６］１３８等重要
观点，进一步指出了精神扶贫特别是摆脱意识贫困、思
路贫困的重要意义。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
近平做出“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重要部署，
明确提出实施精神扶贫、激发内生动力对于建立健全
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提升脱贫质量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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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实施精神扶贫，不仅是摆脱贫困的题中之
意，也是进一步提升脱贫质量，实现贫困地区精神文明
建设的必然要求，由此也决定了精神扶贫的重要性、战
略性和长期性。

（二）精神扶贫要兼顾贫困人口与扶贫干部
认识和理解精神贫困是实施精神扶贫的前提和基

础。早期，习近平结合闽东调查工作实践，提出“地方
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
要’，怨天尤人，等等，这些观念全应在扫荡之列。弱鸟
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
首先要看我们的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１６］２。同时，他
指出“贫困意识”不仅出现在贫困人口当中，也存在于
扶贫干部当中。“我有个忧虑，就是‘贫困县’的帽子使
某些人产生了不应有的‘贫困县意识’，影响脱贫工作
的开展。”［１６］６８伴随扶贫开发进程的推进，习近平进一
步指出贫困群众精神贫困在文化、智力及教育上的表
现，特别是精准扶贫阶段日益突出的精神贫困问题。
“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的是知
识匮乏、精神委顿。”［１８］１３７“一些地方出现了‘干部干，群
众看’的现象。一些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靠着墙
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认为‘扶贫是干部的事，反
正干部立了军令状，完不成任务要撤职’。”［１８］１４０　１４１

因此，从精神扶贫来看，“干部和群众是脱贫攻坚
的重要力量”，既要注重贫困对象的精神扶贫，又要“重
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他们积极
探索，为他们创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环境和条
件”［１７］５１。一方面，“脱贫攻坚，群众动力是基础；必须
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
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关系，培育贫困群众依靠
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意识，培养贫困群众发展生产
和务工经商技能，组织、引导、支持贫困群众用自己辛
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用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
贫攻坚”［１８］１４３。另一方面，“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
部”；新时代中国精神扶贫也需要转变扶贫干部思想观
念，“淡化贫困县意识”，拿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
概，鼓起‘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劲头，攻坚克难，乘势前
进”［１９］。

在此，习近平认识到贫困主体与扶贫干部存在的
不同精神贫困问题，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偏重对贫困人
口精神贫困问题的狭隘认识和偏见，从而指出不仅要
扶贫困对象精神之贫，也要解扶贫干部精神之困，拓展
了精神贫困的内涵和类型。

（三）精神扶贫要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
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是新时代中国精神扶

贫思想的核心内容。２０１２年习近平赴河北阜平考察
时，就提出扶贫要扶志，强调有志气、自力更生的重要
性；２０１３年在湖南考察工作时，又提出“脱贫致富贵在
立志，只 要 有志 气、有 信 心，就 没 有迈 不 过 去 的
坎”［１８］１３２等重要论述。随后，习近平不断提出“人穷志
不能短，扶贫必先扶志”“激发内生动力，调动贫困地区
和贫困人口积极性”等重要观点和论述［１７］４９，强调扶贫
与扶志相结合，把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增强发展能
力作为根本举措，引导贫困群众树立自强自立、自力更
生、不等不靠的信心，以及“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观
念，从而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靠辛
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形成脱贫光荣的新风尚。

同时，习近平特别强调发展教育、扶贫扶智的重要
意义。一方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必扶
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
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１８］１３４。
另一方面，习近平强调了文化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倡
导教育和引导贫困群众改变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贫困群众要“发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引导
人民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１８］１４２；地方干
部则要“端正思想认识，树立正确政绩观”［１８］１４３。

因此，习近平强调以“扶志”和“扶智”改善强化贫
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精神世界、文化水平和社会风气，正
确处理外部帮扶与贫困群众自身努力的关系，以打破
扶贫过程中的“福利依赖”以及贫困问题“代际传递”，
也为探索精神扶贫实践提供了指引。

（四）精神扶贫要注重转变传统扶贫方式
习近平指出：“幸福不会从天降。好日子是干出来

的。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
实现。要尊重扶贫对象主体地位，各类扶贫项目和扶
贫活动都要紧紧围绕贫困群众需求来进行，支持贫困
群众探索创新扶贫方式方法。上级部门要深入贫困群
众，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不要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瞎
指挥。贫困群众需要的项目往往没有扶持政策，而明
眼人都知道不行的项目却被当作任务必须完成。这种
状况必须改变。”［１７］５０同时，针对“干部干，群众看”“靠
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等现象，习近平提出
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总结推广脱贫致富成功经验，宣传
脱贫致富先进典型等方式，充分调动贫困人口积极性。

２０１６年，习近平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指出，“一
些地方虽然瞄准了贫困户，但还是老办法老路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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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给钱给物，在调动贫困群众脱贫积极性、激活内
生动力上做的不够，发展方式也没有真正转变”［１８］１３８，
因而提出要改变传统扶贫方式，注重摆脱思想贫困、意
识贫困。“多采取以工代赈、生产奖补、劳务补助等方
式，组织动员贫困群众参与帮扶项目实施，提倡多劳多
得，不要包办代替和简单发钱发物。要加强教育引导，
各地要办好各种类型的农民夜校、讲习所，通过常态化
宣讲和物质奖励、精神奖励等形式，促进群众比学赶
超，提振精气神。”［１８］１４４

总的来看，习近平着眼于不同类型的精神贫困现
象，在强调扶贫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同时，也进一步反思
扶贫策略，提出转变传统扶贫方式，构建更加综合性、
多元化的精神扶贫政策体系，以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
富和内源性发展。

三、价值：新时代中国精神扶贫思想的意义

解决精神贫困问题，激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内生
动力，是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也是习近平关于
扶贫工作论述的重要内容。总的来看，习近平关于精
神贫困的思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激发贫困人
口内生动力、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等重要论断，进一
步丰富了中国精神扶贫思想，对于当前打赢打好脱贫
攻坚战，实现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稳定可持续脱贫也具
有重要意义。

（一）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模式
中国在７０年扶贫历程中，不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并在扶贫目标瞄准、减贫策
略、扶贫理念模式等方面积累了重要经验。在此过程
中，中国始终强调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与贫困人口自力
更生相结合，扶贫开发从向贫困人口提供满足最低生
活需要的物质援助发展到政策扶贫、投资扶持与贫困
人口内生发展相结合，并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建设投入，以及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人力资本
建设，逐步完善贫困地区发展的外部环境，提升贫困人
口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素质和能力［２０］。

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阶段，习近平着眼于摆脱精
神贫困的核心要义以及实现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建设
目标，进一步反思现阶段扶贫工作，针对精准扶贫实施
过程中存在的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等靠要”思想
严重、“有体力无能力”等内生性贫困问题，提出扶贫同
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内生动力等重要论断，深刻阐述
了精神扶贫的重要意义、对象、内容及实施手段。同
时，习近平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对贫困发生的根

本原因、不同主体和不同类型的精神贫困问题、扶贫内
力与外力的关系以及摆脱贫困的核心要义等问题进行
分析，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精神扶贫思想，进一步拓展完
善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为新时期“造血式”扶贫
方式转变提供了行动指南。

（二）为推动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实践指引
伴随脱贫攻坚进程推进，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精神

贫困问题等成为新的考验和挑战。在此意义上，习近
平着眼于贫困主体和扶贫干部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
的不同精神贫困问题，提出从尊重贫困对象主体性，创
新扶贫工作方式，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层面实施
精神扶贫，为调动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
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提供了行动指引和路径选
择。２０１８年，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
战、实现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我们党的
初心和使命”。这不仅揭示了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最
重要的工作任务，意味着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现有贫困县全部摘帽，以及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
也意味着提升脱贫质量，激发脱贫内生动力以及逐步
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相对贫困问题，包含了新时代
精神扶贫思想所提出的“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一
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
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１６］１４９。

总之，作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模式的重要组
成部分，精神扶贫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文化基础及演
进历史。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脱贫攻坚过程中推动发
展的精神扶贫思想，成为中国特色扶贫思想的最新进
展，其不仅为当前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理论指
导和行动指南，也将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进一
步完善，推动中国构建更具综合性、人文性和可持续性
的减贫发展策略，以中国特色扶贫方式回应世界减贫
进程中出现的共性问题，为世界减贫发展提供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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