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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相对贫困凸显，是当前我国社会贫困的一个显著特征。资源禀赋、市场竞争和

制度设计诸因素，促成社会贫富分化，并使社会贫困呈现阶层固化和代际传递趋势。政府需要适时调整反贫困战

略，重新审视扶贫主体、扶贫对象、扶贫方式、扶贫重点，并作出富有实效的反贫困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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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会因为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而消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发

展，社会财富巨大累积，但贫富分化如影相随且呈日

益强化之势。贫困作为物质资源匮乏或遭受剥夺的

状态，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但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贫困也表现为一种相对状态，且内涵

伸展至精神层面。探讨我国反贫困问题，需要敏感

把握我国社会贫困发展的整体趋势，深入分析社会

人口致贫的内在机理，并从更广阔的视野———从绝

对贫困人口扩及贫困边缘群体，从当前贫困人口扩

及代际贫困群体，理清扶贫思路，制定反贫困战略和

制度。
一、当前我国社会贫困发展新趋势

贫困标准线是国际社会认定“贫困”的重要指

标且具有动态性特征。按照世界银行的名义国际贫

困标准线，贫困人口是指每天生活费低于 1． 25 美元

的人口。从我国贫困人口数量来看，按 2010 年标准

(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1274 元) 贫困人口仍有

2688 万，而按 2011 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 农村居民

家庭人均纯收入 2300 元人民币 /年) ，中国还有 1．
28 亿的贫困人口。［1］45 － 46我国贫困线标准历来偏低，

经测算，中国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大致相当于每天 1
美元。但也要看到，贫困标准线的变更导致我国贫

困人口数量增加仅是表面现象，在我国消除绝对贫

困的过程中，贫困人口在结构、分布、社会发展机会

以及代际传递等方面都在发生了新变化，这些新变

化突破了传统意义上以生存为基线的贫困定义，而

更多地凸显贫困人口的发展诉求，也对我国新时期

的扶贫开发工作和反贫困战略转型带来了新需求与

新挑战。
( 一)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相对贫困人口

成为主体部分

当前我国的社会贫困特征首先表现为绝对贫困

与相对贫困共存。绝对贫困又称生存贫困，是指在

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

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

存需要。相对贫困是相对周围的人而言，是指与社

会平均水平相比其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时维持的

那种社会生活状况，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

部的收入差异，通常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

收入或平均收入的 50% 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相

对贫困线。绝对贫困人口规模，与贫困线标准设定

密切相关。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我国绝对贫困人

口大幅减少，绝对贫困发生率已经很低。据统计，

“以绝对贫困标准测算，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规模从

2000 年的 3209 万人下降到 2008 年的 1004 万人，绝

对贫困发生率从 2000 年的 3． 5% 下降到 2008 年的

1%。”［2］11在贫困人口中，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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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对贫困标准线统计，我国相对贫困人口总数

约有 2． 6 亿人［3］87 － 88，相对贫困人口成为主体部分。
在相对贫困人口中，除了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城市相

对贫困人口也值得重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生活在

城 市 的 相 对 贫 困 人 口 规 模 呈 不 断 上 升 态

势［4］1610 － 1617。
( 二) 贫困人口缺少发展机会，返贫现象折射贫

困边缘人群困境

发展机会是摆脱贫困状态的核心要素。贫困人

口陷入贫困，主要非自身因素，而是缺少更多的发展

权利与就业机会。这是公平和效率不平衡的制度性

缺失造成的。在扶贫的过程中，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制度的障碍，从而形成了制度性贫困，即不合理的制

度导致了公民的贫困，制约了公民的致富机会［5］57。
在贫困人口中，返贫现象也折射发展机会对贫困人

口的重要性。“返贫”是指某些地区或某些阶层的

贫困人口在脱贫之后又重新陷入了贫困的现象。有

研究显示，西部部分地区贫困人口返贫现象比较严

重，返贫率高，平均返贫率在 15% － 25%，个别地方

高达 30% － 50%。［6］205“返贫”现象的存在，部分抵

消了人们为减轻贫困所作的努力，从而整体上延缓

了缓解贫困的进程。“返贫”现象既表现为现有医

疗、住房、教育等高负担的直接结果，也反映了当前

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有研究表明，农民返贫的

因素日益多样化，各种因素之间交替作用，增加了农

民返贫的危险性［7］87。部分脱贫人口的生活水平仍

然在贫困线上下摆动，只要稍有不测，就极可能返

贫，处于贫困边缘线的人口，若缺少制度性的安排，

重返贫困的概率是极大的。
( 三) 贫困代际传递日益显露，贫困现象陷入恶

性循环

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研究始于国外。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学家在对贫困阶层长期性贫

困的研究中发现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存在着贫困的

代际传承现象，并从社会学的代际流动研究范式中

演变出“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概念。国内对贫困代

际传递现象日益关注，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已成为中

国反贫困战略的新目标。当前，由于制度设计的缺

陷，我国贫困人口在阶层中向上流动机会在减少，贫

困代际传递现象也普遍存在，特别是在边远农村地

区，由于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发展的机会

均少于社会平均水平，这就使得下一代脱离贫困境

遇的机会也大为减少。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高校

自主招生制度对贫困家庭子女设障，自主招生操作

过程对贫困家庭子女不利，自主招生结果对贫困家

庭子女不公［8］73。正因如此，“面对贫困问题，应该

确立一种大的反贫困观念。反贫困不仅是帮助贫困

人群尽快摆脱贫困状态，提高他们的发展能力，还应

将反贫困的政策措施扩展为减少非贫困人群的陷入

贫困的风险，同时帮助相对贫困人群实现自我发展

的良性循环。”［9］2

二、当前贫困发生的内在机理

贫困发生的原因很多，大致可以归结为资源禀

赋、市场竞争和体制机制等三类因素，而贫困代际传

递是以上各种因素在代际之间综合作用的结果。
( 一) 资源禀赋劣势是贫困发生的客观条件

自然环境条件恶劣是贫困地区的普遍现象，从

区域环境条件考察贫困地区时，可以看到这些地区

不仅资源占有量低，而且地处边远，交通闭塞。不仅

本区域的资源蕴藏占有量低，而且资源的供给和来

源状况也差。生产生活条件较差、资源极度匮乏、人
均耕地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等，这些都是导致

贫困发生的自然原因。此外，导致贫困地区贫穷落

后的自然因素还包括气候、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等诸

多方面。另一方面，贫困人口自身素质偏低也是促

使贫困发生的主体性因素。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主要

取决于教育，接受的教育越多，其摆脱贫困的机会就

越多。有研究表明，农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就

给其增加 0． 26 的非农副业获得机会，从小学到高中

总的会增加近乎 3 倍的机会比率［10］123 － 124。此外，

贫困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非贫困户，这就使得

贫困人口非农就业能力较低，发展经营的路径较窄，

可从事的工作薪酬较低。
( 二) 贫困人口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市场经济是调节、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的有效途

径，但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又具有导致贫富分化的

自发趋势，会使各种利益主体的收入趋于分化，从而

形成一种“马太效应”，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由于

多种原因，市场经济中各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在数

量和质量上可以有巨大差别，从而决定了收入差距

形成的必然性。贫困人口的收入在市场经济中主要

依靠劳动收入，而劳动收入的大小与劳动能力、社会

承认的劳动量等因素联系在一起。首先，贫困人口

的劳动能力偏低。贫困人口的劳动能力普遍存在先

天的不足( 遗传基因、体质及智商等) ，更有后天的

差异( 生活条件、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等) ，居民劳

动能力的差别往往并不是居民本身的行为所造成

的，而是由其所不能控制的先天或后天因素 (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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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后天因素) 所造成的。其次，贫困人口向社会提

供受承认的劳动量常常是偏低的。人们获得劳动收

入凭借的是其向社会实际提供的社会承认的劳动

量，但因劳动偏好的不同，劳动能力相同，劳动偏好

越强的部门，在工作机会相同的条件下，其提供的劳

动量会越多，获得的劳动收入就越多，劳动偏好越弱

的部门，其提供的劳动量越少，获得的劳动收入就越

少。贫困人口一般处于劳动偏好最弱的部门，其劳

动量的承认在市场竞争中是随机的。
( 三) 制度性贫困导致贫困人口缺少发展机会

制度本质上是一系列权利的集合，它减少了人

类活动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减小了人的可能的选择

范围。但若在分配权利的过程中，由于不公平的分

配法则而使得部分人无法获得同等的权利，从而陷

入贫困，这就是“制度性”贫困。当前的贫困既是贫

困人口自身方面主客观条件造成的，也是一系列社

会制度安排消极因果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

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制度、政策通过影响城乡之间人

口迁移流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

产品供给、社会福利，进而影响到城乡之间在社会公

共资源分配、发展机会、基本权利和国民的生存与发

展空间，并最终导致城乡贫富差距拉大和贫困人口

群体的相对“固化”。制度性贫困还会造成贫困的

代际传递，当贫困成为制度设计缺憾的牺牲品时，贫

困人口摆脱贫困境地的机会就变得更少。
( 四) 贫困因素的综合深化促使贫困在代际之

间传递

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

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

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造成贫困

代际传递的原因，是贫困因素的综合深化并在代际

之间连续形成。国际持续性贫困研究中心对贫困代

际传递的机制和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将贫困代际

传递的原因归结为四大因素: 即人口与健康因素、社
会关系网络因素、教育因素和生活环境因素［11］75 － 79。
显然，当贫困也变成了“世袭”，就会严重影响社会

和谐。贫困代际传递会造成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

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

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在制度性贫困环境

中，基尼系数过高后，低收入阶层会产生“相对剥夺

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

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三、我国反贫困的战略走向

借鉴国际上反贫困的逻辑切入点，即“基本上

是沿着从注重物质资本的投入，到关注人力资本的

投资，再过渡到综合的反贫困战略”［11］75 － 79 思路，结

合我国贫困的新趋势，未来反贫困战略有以下四大

走向:

( 一) 扶贫主体转型: 由线性式走向网络式

扶贫工作是政府的责任，但并不等于扶贫就只

能是政府来扶贫，要改变传统由上而下的线性扶贫

模式，形成网络式的扶贫体系。保证每一个社会成

员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责任，

如果一个社会的效率和发展是以一部分人挣扎在温

饱线以下为代价的，一个地区的繁荣昌盛是以另一

个地区的长期贫穷落后为前提的，就根本不可能说

这个社会是公正的或正义的。政府是扶贫的重要主

体，但在实际扶贫过程中，政府的强势地位不能压抑

其他社会主体力量。扶贫主体需要由政府独揽的线

性扶贫转向以政府主导、人人参与、社会帮扶的网络

式扶贫转型。在政府主导的基本前提下，需要鼓励

贫困人口和社会力量自发参与。一方面，要通过引

导，使扶贫对象在主观上认同扶贫项目的各项工作

是“自己的事”，在客观上要使扶贫对象自愿参与到

扶贫项目的各项工作中来，包括项目设计、项目决

策、项目实施、项目监督等全部项目工作都是扶贫对

象“自己的事”，从而有效地实现扶贫者与被扶者的

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扶贫工作也需要发挥社会的

力量，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在反贫困中的作用，坚持政

府搭台民间唱戏的原则，推进民间慈善事业建设，不

断提高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帮困的能力。
( 二) 扶贫对象转型: 由群体走向个体

扶贫对象的转变是由贫困人口分布改变所决定

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贫困人口的分布格局决定

了扶贫对象选取的方式。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推

进，以县为单位的大面积集中连片贫困正在逐步消

失，当前贫困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细小化特征，这

就决定了扶贫对象的选择也要随之发生变化。扶贫

对象需要直接瞄准到户，通过“靶向疗法”，瞄准贫

困对象，实施个性化扶贫。从改善贫困人口生存质

量的角度看，个体瞄准比区域瞄准精度更高。反贫

困目标从区域转向小户和个体，扶贫对象由面到点

的转型，其宗旨就是优先满足贫困个体的生存生活

需要并培养其个体发展能力，从而实现在短期内消

除绝对贫困，快速改善和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
具体而言，一是直接瞄准贫困人口进行反贫困。要

求扶贫对象必须相对集中，必须让那些真正需要扶

持的贫困人口得到扶持，而不是让那些拥有信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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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和特权的非贫困人口得到好处; 二是动态调整扶

贫对象，提高扶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是探索推进

个性化扶贫的新模式，针对物质贫困、能力贫困和权

利贫困采取不同的扶贫模式。
( 三) 扶贫方式转型: 由开发式走向发展式

扶贫方式对扶贫成效有决定性的影响，总体上

要将提供贫困人口更多的发展机会、提高贫困人口

脱贫致富的能力，作为扶贫工作的基本路径。从现

实来看，采用单一的扶贫方式已难以满足分散的贫

困户脱贫需求。在区域扶贫阶段，可以根据区域发

展的整体特征，采用主导式的扶贫方式，如救济式扶

贫、开发式扶贫，但随着扶贫对象落实到贫困户或贫

困个人，扶贫的方式需要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进

行发展式扶贫。发展式扶贫的核心是因地制宜，因

人制宜，极具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的致贫原因，采

取不同的扶持方式。例如，对丧失劳动能力、残疾、
无法自救或地处贫瘠地区无资源条件的贫困人口，

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实行救济式扶贫; 对于有资

源条件的地区，实行开发式扶贫，并且要逐步向发展

式扶贫转变。发展式扶贫不但注重生活条件的改

善，更注重扶持和改善生产条件，提升自我发展能

力，适用于目前大多数具有发展潜力的贫困人口，是

防止家庭代际贫困传递的有效途径。
( 四) 扶贫重点转型: 由当代扶贫走向子代防贫

贫困代际传递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不相适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障碍，

严防贫困“世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由当代

扶贫走向子代防贫，将是当前扶贫重点转型的必然。
在扶贫重点转型过程中，需要确立当代与子代扶贫

重点。新时期反贫困的目标是实现标本兼治，既消

除当下的贫困，又阻断贫困的传递。建议以代际差

异化为切入点，实施“上代救助、中代参与、下代发

展”的反贫困战略。一是上代救助。对上代( 60 岁

及以上) 以救助式扶贫为主，目标是满足这部分人

群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增强幸福感。通过直接

救助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式来实现。二

是中代参与。对中代( 19 ～ 59 岁) 以参与式扶贫为

主，目标是调动这部分人群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着重提供技能培训、就业机会与市场要素。三

是下代发展。下代( 18 岁及以下) 能力培育是严防

贫困“世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也是本战

略的重点。对下代要以发展式扶贫为主，通过助学、
助医、生活资助以及提供发展机会等方式，增强子代

的人力资本储备，提高综合素质和社会流动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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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cial Trend of Poverty and Anti － Poverty Strategy Direction

ZHOU Zhong － gao ，BAI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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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olute poverty and relative poverty coexists． Ｒelative poverty highlights i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China’s current social
poverty． Ｒesources advantage，market competition ability of poverty and lack of system design，all of factors promote social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and make the society stratum solidific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The govern-
ment needs to adjust the anti － poverty strategy，re － examines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the way and keynote of pov-
erty alleviation and makes effective anti － poverty system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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