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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困问题研究
Ξ

许飞琼

　　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制、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 尽管政

府通过多种措施在缓解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在

历史因素、现实因素与未来发展趋势的交互影响下, 贫困问题

迄今仍然是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并日益呈现出复杂

性。因此, 重视贫困问题研究, 把握贫困问题的规律, 对于寻求

更加合理的反贫困对策尤其显得必要和重要。

一、中国贫困问题的国际背景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而减少贫困乃至消灭贫困始

终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主题之一。据世界银行测定, 在本世

纪末, 全球范围内的贫困问题仍在持续恶化, 发展中国家处于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已从 1985 年的 10151 亿增加到 13 亿,

并预计到 2000 年仍会有 11107 亿贫困人口无法脱贫。①在发展

中国家,1985 年的贫困发生率 (即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平均为 33%, 赤贫发生率 (赤贫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也达到

了 18% (赤贫的贫困线为年人均收入 275 美元, 一般贫困的贫

困线为年人均收入 370 美元) ②, 尤其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 贫

困人口甚至占总人口的 50% 左右, 并还在不断增长。据世界银

行《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估计, 进入 2000 年, 发展中国家的贫

困发生率, 还将停留在 18% 的水平。

在经济发达国家, 贫困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以

美国为例, 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1991 年有 3300 万人生活

在贫困线下, 占全美总人口的 13%;1993 年有 3900 万人口生

活在贫困线下, 比 1991 年上升 18118%;1994 年虽较 1993 年减

少了 100 多万人, 但仍有 3800 万贫困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的

1415% ③。当然, 美国的贫困人口是相对贫困人口, 它与发展中

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存在的赤贫人口并非同一概念, 但它依然

被视为美国的严重社会问题。因此, 自 1935 年政府从社区慈善

机构接管救济贫困人口以来, 美国政府便不断改进政策、增加

福利与救济金, 以缓解贫困及贫困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实上, 反

贫困战略一直成为困扰美国政府的重大难题之一, 也是美国国

会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中国发达的香港地区, 贫穷问题也相当突出。根据香港

社会保障学会的劳动收入统计,1996 年全港有 85 万人属于贫

困人口, 占总人口的 1314%, 其中, 约有 64 万人处于赤贫状况;

1986-1996 年的 10 年间, 香港收入最少的 1ö5 家庭的收入增

加仅为 400 港元, 而收入最高的 1ö5 家庭则超过 8000 港元, 后

者是前者的 20 倍;1996 年香港地区的基尼系数为 01518, 而

1971 年仅为 0143。这些表明香港地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④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其贫困人口曾经占世

界贫困人口总量的 20%, 但经过近 20 年来的改革与发展, 贫困

人口在大幅度减少, 贫困程度也在不断减轻, 从而使这种局面

发生了根本变化。以乡村贫困人口为例,1978 年时尚有 215 亿

人生活在赤贫状态中, 经过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

的农村经济改革, 到 1985 年时乡村赤贫人口减少到 1125 亿人;

又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大规模扶贫开发,1998 年已下降

到 4200 万人, 乡村赤贫人口比重由 1978 年的 3017% 下降到了

416%。⑤

通过上述资料,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首先, 贫困问题不是一国或一地区独有的社会问题, 而是

一个世界性问题, 因此, 摆脱贫困不只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

任务, 而且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众多发达国家乃至许多国际组

织共同的奋斗目标和重要任务。

其次, 贫困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 也不只是现阶段的

社会问题, 而且是未来时期还会长期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 一

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或许可以按预定的计划消灭贫困地区, 却无

法按照预定计划去消灭贫困人口。因此, 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

真正解决贫困问题, 需要通过长期的、不懈的努力才能逐步实

现。

再次, 在许多发达国家贫困问题依然严重、相当多的发展

中国家贫困问题仍在恶化的国际大背景下, 中国的贫困问题却

正在快速缓解, 这主要应归功于中国政府近 20 年来为反贫困

所做的艰巨努力及反贫困政策的效能, 但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

的现实所给予的启示, 却表明中国未来时期的反贫困任务依然

十分繁重, 政府面对这一社会问题不能有丝毫松懈。

二、中国贫困的基本特点

11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按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

的解释, 绝对贫困是生存贫困, 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下, 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不能满

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即维持人的生存的最低物质条件得不到保障,

生命的延续受到威胁。相对贫困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是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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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经济发展, 贫困线不断提高而产生的贫困; 另一方面则是指同

一时期, 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不同成

员之间的收入差别而处于生活底层的那一人群组的生活状况。发达

国家存在的贫困通常是相对贫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往往是绝对贫困;

而中国则因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不同成

员之间的收入不平衡,带来的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者并存。根据

相关年度的统计资料估算,1993 年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发生率

农村 (城市)绝对贫困发生率=
农村 (城市)贫困人口
农村 (城市)总人口 与相对

贫困发生率

农村 (城市)相对贫困发生率=

农村 (城市)贫困人口
贫困人口总数
农村 (城市)人口

人口总数
分别为 914% 和 11913%, 城市的绝对贫困发生率与相对贫困发

生率分别为 4% 和 5017%; 到 1998 年, 农村与城市的同类指标

分别为 416% 与 97133%、513% 与 106112%。可见, 在中国的农

村与城市, 绝对贫困人口与相对贫困人口都有一定比例, 只是

就农村而言, 两者的比例均在缩小, 而城市的比例无论是绝对

贫困, 还是相对贫困, 均在扩大。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政府采取

反贫困政策时, 不能单纯考虑绝对贫困人口的需要, 而是需要

兼顾相对贫困人口的需要, 并对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和贫困群

体实施相应的缓贫对策和水平不一的救济政策。

21 区域贫困与阶层贫困并存。区域贫困是针对一个地区而

言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贫困现象, 而阶层贫困则是针对不同阶

层而言的分散性贫困现象。根据“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全国

70% 的贫困人口集中在 592 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或市 (具

体分布见表 1)。

　　　表 1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扶持 592 个贫困县地域分布表

贫困县个数 省份 贫困县个数 省份 贫困县个数 省份 贫困县个数 省份 贫困县个数

云南 73 山西 35 江西 18 辽宁 9 浙江 3
陕西 50 内蒙古 31 安徽 17 福建 8 广东 3
贵州 48 河南 28 青海 14 宁夏 8
四川 43 广西 28 黑龙江 11 吉林 5
甘肃 41 湖北 25 湖南 10 海南 5
河北 39 新疆 25 山东 10 西藏 5

　　资料来源: 国务院《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 年; 并参见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编,《1995 年国家重点扶持贫
困县统计资料》。

　　这表明中国的贫困仍然主要是区域贫困; 不过, 经过近 20

年来的发展和国家扶贫计划的实施, 相当一部分贫困县事实上

已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国家政策规定, 即使贫困县在计划期

内已经脱贫, 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巩固其成果, 也允许其继

续享受国家的扶贫优惠政策) , 如山东蒙阴县、沂南县在 1995

年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即分别达到 1756 元、1626 元, 而同

年全国贫困县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 82319 元; ⑥经过近 4

年的努力, 又有一批贫困县实际上已摘掉贫困县帽子, 如湖北

省到 1999 年末时,25 个国家贫困县市和 13 个省定贫困县市的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 1710 元, 人均粮食稳定在 380 公斤以

上, 其中有 25 个贫困县市基本实现整体解决温饱, 并从解决温

饱阶段转移到巩固温饱脱贫致富阶段。⑦截止 1998 年底, 中国

乡村赤贫人口已下降到 4200 万人, 可见扶贫成效巨大; 但区域

贫困问题又并未完全解决,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部分贫困地区

还有着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 因此, 区域贫困问题仍是中国

面临的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阶层贫困 日显突出, 在城镇与非贫困乡村均存在着低收入家庭

与贫困人口, 且有扩大之势。表 2 的资料反映了城镇居民与乡

村居民近 20 年来收入水平差距的发展轨迹。

由表 2 可见,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其

中, 绝对差额从 20 世纪 80 年代年均 27912 元增长到 90 年代的

年均 2104 18 元,1998 年达到最高额 3265 元。城乡收入差距比

从最低的 1985 年 1186∶1 扩大到 1994 年的 2186∶1,1998 年

还保留在 2151∶1 的水平, 较 1997 年有所扩大。在乡村与城镇

内部, 贫富差距亦在不断扩大 (见表 3)。

　　　表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情况

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

城镇

(元)

农村

(元)

城乡绝对

差额 (元)

城乡比 (以

农村为 1)

1978 34314 13316 20918 2157∶1
1980 47716 19113 28613 2150∶1
1985 73911 39716 34115 1186∶1
1990 1 51012 68613 82319 2120∶1
1991 1 70016 70816 99210 2140∶1
1992 2 02616 78410 1 24216 2158∶1
1993 2 57714 92116 1 65518 2180∶1
1994 3 49612 1 22110 2 27512 2186∶1
1995 4 28310 1 57717 2 70513 2172∶1
1996 4 83819 1 92611 2 91218 2151∶1
1997 5 16013 2 09011 3 07012 2147∶1
1998 5 42510 2 16010 3 26510 2151∶1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8 》,78 页, 北京, 中国统
计出版社,1998; 《199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

　　　表 3 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表

农村 城镇 年份 农村 城镇

1978 01212 01160 1992 01314 01250
1981 01239 01150 1993 01320 01270
1985 01264 01190 1994 01330 01300
1990 01310 01230 1995 01340 01280
1991 01307 01240 1996 01330 01300

　　资料来源: 钟鸣、王逸:《两极鸿沟? ——当代中国的贫富阶层》,38
页,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

以 1996 年的上海、广东和内蒙古为例, 上海作为城镇居民

家庭人均生活费用收入最高的城市 (人均 7721 14 元) , 最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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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人均收入达 14952 196 元, 最低收入户为 3785 104 元, 前

者是后者的 3195 倍; 人均生活费用收入次高的广东省 (人均

7487 19 元) , 当年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达到 15549 188 元, 最低

收入户为 3291 146 元, 前者是后者的 4172 倍; 作为全国城镇居

民人均生活费用收入最低的内蒙古 (人均 3101 146 元) , 最高收

入户人均收入为 6338 163 元, 最低收入户仅为 1259 146 元, 前
者是后者的 5103 倍。⑧

　　　表 4　　城乡居民五等分法测量各层收入比 (1994 年)

按家庭年收入分组 各组占有全部收入的比例 (% )

最低收入的 1ö5 4127
次低收入的 1ö5 9112
中间收入的 1ö5 14135
次高收入的 1ö5 22113
最高收入的 1ö5 50114

　　资料来源: 钟鸣、王逸:《两极鸿沟? ——当代中国的贫富阶层》,33
页,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

表 4 更具体地展现了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事实上,1997

年, 按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计算, 收入最高的 1ö5 人口占有

全部收入已上升到 5114%, 收入最低的 1ö5 人口仅占有

4106%, 高收入阶层占有总收入的比例是低收入阶层的 1217

倍; ⑨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户为 10250 193 元, 是最低

收入户的 4122 倍, 是困难户的 4174 倍。βκ可见, 阶层分化及由

此带来的阶层贫困问题不仅客观存在, 而且已到了较为严重的

程度。区域贫困问题与阶层贫困问题此消彼长的趋势, 决定了

政府在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巩固消灭区域贫困现象成果的

同时, 宜及早考虑缓和阶层贫困问题的对策。

31 城市贫困与农村贫困并存。发达国家的贫困是城市贫

困, 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乡村贫困,

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集中在乡村; 而中国的贫困是城市贫困与乡

村贫困并存。如表 5 所示, 中国城乡贫困人口在总量指标上虽

存在较大差距, 但从贫困发生率来看,90 年代以来城市与农村

均在 4% 及其以上, 其中城市贫困人口增长势头在明显加快。因

此, 中国政府不能再按照以往的思路只注重乡村或乡村贫困地

区, 而是必须高度重视城镇中的贫困问题, 至少在现阶段应当

城乡并重地实施反贫困政策, 中、长期则应当以城镇为重点来

实施缓贫与反贫政策。

　　　表 5 城乡贫困一览表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1978 25 000 3017
1991 1 420 9 700 416 1115
1992 1 130 315
1993 1 330 8 000 410 914
1994 1 530 415
1995 1 240 315 416
1996 1 176 5 800 412
1997 1 5003 411
1998 2 0003 4 200 513 416

　　注: 1997、1998 年数据为作者根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数、国家统计
局的抽样调查资料和民政部门提供的有关数字进行综合估计
所得的数据。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与扶贫》, 中
文版,76 页, 北京,1997 。

41 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并存。中国的贫困问题不仅是经济

贫困, 同时还包括教育文化落后、人口素质差和思想观念上的

贫困, 是一种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并存的贫困。一方面, 在贫困

地区, 人口的增长速度往往快于非贫困地区, 人口膨胀导致对

自然资源的进一步掠夺。另一方面, 由于贫困而导致忽视文化

教育。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1995 年, 广西、贵州、云南三

省贫困地区的劳动力文盲率为 2817%, 比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

文盲率高 1512 个百分点; 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

22106%, 较全国农村平均指标低近 18 个百分点; 高中低 512 个

百分点, 仅为 3139%; 中专不到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 1ö2, 仅为

0137%; 大专及以上劳动力比重更只有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 1ö8,

仅仅为 0103%。三省贫困地区 7-15 岁儿童失学率为 1416%,

而云南最高达 2118%, 其中女童失学率比男童高 914 个百分

点。βλ1997 年, 四川、陕西、宁夏三省贫困地区的劳动力文盲率为

2615%, 比同期全国农村平均文盲率比重高 1614% 个百分点;

而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却比全国农村低 2512 个

百分点, 仅为 2915%;7-15 岁儿童失学率为 513%, 其中女童

为 619%。βµ在城镇, 一些贫困户的子女也面临着上学或升学的

困难, 其受教育的程度大多较收入水平高的居民户的子女要

低。与教育程度低相应, 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也普遍较为保守、

落后, 从而形成了物质贫困到精神贫困再到物质贫困的恶性循

环。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政府必须将扩大教育投入纳入反贫对

策中, 并采取切实的救助政策为城乡贫困户子女接受教育提供

条件与机会。

51 长期性与复杂性并存。中国的贫困问题与自然条件、人

口素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国民经济所处的阶段以及国

家的财税政策、价格政策乃至产业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 从而

形成了中国贫困问题的复杂性; 同时, 贫困人口基数大、分布

广, 加上国力的有限、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化和劳动就业、收入

分配、资金投向等政策的不规范, 以及物价的非常规波动, 社会

保障制度不健全等, 贫困问题将很难在短期内获得解决。事实

上, 根据国际反贫困的理论与实际经验, 当一国的绝对贫困人

口总数下降到总人口的 10% 以下时, 这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也

难以在短期内通过全面的经济增长摆脱困境。而且就中国目前

的现实及趋势而言, 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 贫富分化越来越严

重, 绝对贫困问题若长期得不到解决, 将有可能带来社会危机

与信仰危机。因此, 尽早努力与长期努力实施贫困政策应当成

为政府宏观政策中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三、中国贫困问题的基本致因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为主导

的综合转型时期, 导致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亦非常复杂,

它既包含了计划经济时代致贫的因素, 亦有市场经济条件下某

些因素的影响, 尽管各因素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影响度还在发生

着相应变化, 但中国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所面临的

贫困问题, 都将是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通过文献资料和

实

11 历史原因。中外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大多赞成这样的观

点, 即发达国家的贫困往往是现实原因导致的贫困, 而发展中

国家的贫困却通常是历史积淀下来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

701



家, 如果说旧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导致新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

那么, 现阶段的贫困显然有着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影响, 包括人

口众多、决策失误、生产效率长期低下和禁锢人们思想观念的

户籍制度等等, 造成了大多数农村居民长期处于赤贫状态而不

能自拔, 城镇居民亦因长期以来只领取低工资而处于低水平生

活状态。这些历史因素及其造成的贫穷后果均不是短期内能够

消除得了的, 尤其是观念、技能等方面的落后更是一个长期制

约因素。如据有关资料,1998 年在湖北农村贫困家庭中, 有

8411% 的劳动力仍以传统农业即种植业为谋生手段, 贫困地区

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仅占全部劳动力的 1215%。βν再如以往水利

建设中对移民生活的考虑就较少, 据世界银行调查统计, 中国

目前有 300-600 万库区移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βο因此, 中国

目前面临的贫困问题虽然有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 但过去数十

年中城乡贫困的积累却促使了贫困问题更加突出, 部分贫困人

口仍然生活在历史的贫困之中。当然,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

展和政府反贫困政策的实施, 历史贫困作为导致中国现实贫困

问题的一个影响因素, 在经历近 20 年来的改革开放后, 其重要

性正在减退, 再过 10-20 年, 历史贫困是应当从中国贫困问题

致因中予以剔除的因素。

21 自然原因。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 揭示过好地与差地

的收益和地租的差异。对城乡居民而言, 自然环境及相应条件

的好坏, 亦是制约其收入与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根据“八七扶

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 592 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名单, 可以发现

几乎都是山区、高原等自然环境较差甚至恶劣的地区, 其中有

307 个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大山区, 贫困人口

约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 60%, 如湘西、鄂西就是位居中国中

部的湘、鄂两省的贫困地区; 迄今仍未脱掉贫困县帽子的几乎

均是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 其中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地区尤其如

此, 这使得占全国总人口不到 10% 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却要占

全国乡村贫困人口的 40%。βπ就贫困强度指数而言,1994 年的

宁夏为 2177%, 河南为 0166%, 广东为 0103%, βθ宁夏是广东的

92133 倍, 这种差距因为发达地区发展速度愈快还在日益拉大。

洪涝、地震、台风、火灾、病虫害等各种天灾是导致贫困的又一

重要原因。据统计, 全国每年遭受各种自然灾害袭击的人数为 2

亿多人, 无论采取多么有效的救灾措施, 都会有一部分人口因

灾陷入困境, 即使按 1% 的灾民生活困难计, 每年也有 200 多万

人因天灾陷入贫困。因此, 自然条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 天灾

更是无法避免, 它们使贫者愈贫、脱贫者返贫, 甚至使一部分生

活水平较高的人口陷入贫困境地, 从而是中国贫困问题的长期

致贫原因。

31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

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向来呈

递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因国家施行的是重点发展东部地区的

经济政策, 使得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区域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差

距迅速扩大, 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

不平衡, 这是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高、程度深、数量大的重

要原因。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 年全国城

市贫困率为 412%, 贫困人口为 1176 万人。其中, 东部地区城

镇贫困人口为 188116 万人, 占 16%; 中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

658156 万人, 占 56%, 西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 329128 万人,

占 28%; 东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

2012 198 元, 其中最高是广东省为 3291 146 元, 最低的是海南

省为 1429 元; 中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

为 1545 193 元, 其中最高者安徽省 1911 182 元, 最低者为内蒙

古 1259 146 元; 西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

为 1714 185 元, 最高者为云南省 2017 199 元, 最低者为宁夏

1175 182 元; 由此可窥贫困人口的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

平密切相关。βρ因此, 国家还应当将地区经济政策作适度调整,

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就被看成是解决中国

贫困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41 家庭与个人原因。一方面, 从家庭结构来看, 单亲家庭,

有残疾人、重疾患者、无养老金保障的老年人的家庭, 往往经济

负担较重, 容易陷入贫困 (在发达国家, 单亲家庭往往成为政府

救济或援助的主要对象) ; 另一方面, 从个人因素来看, 孤寡老

人和孤儿, 残疾人, 重症患者, 受教育程度低者, 或因无依无靠

或因无工作收入或因收入极低, 通常是贫困人口的基本成员。

据统计, 需要帮助的残疾人群体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5%, 全国有

6000 多万残疾人; βσ民政部门 1997 年传统的社会救济对象 (包

括社会困难户, 无劳动能力、无固定收入、无直系供养亲属的人

员和 60 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等) 为 5856 万人。βτ 在乡村, 仅五

保户在 1997 年就达 300 万人, 其中, 得到集体供给的有 20013

万人。χκ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1995 年家庭户主文化

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贫困家庭占全部贫困家庭的 8013%, 与

1990 年相比, 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贫困 比重增长了 1411 和

1113 个百分点, 从而表明了个人文化程度的差异对生活水平的

影响。χλ家庭结构的差异与个人情况的差异是任何时候都无法

统一的, 从而亦意味并因上述情况而导致的贫困现象不可避

免, 而政府在实施缓贫与济贫政策时, 不仅需要考虑以家庭为

单位, 而且亦应当考虑个人因素。

51 失业原因。劳动者在就业竞争中失败而被迫失业, 意味

着丧失了收入来源, 失业者及其家庭可能因此而陷入生活困

境。近几年来, 随着国有经济的调整, 中国正处于失业、下岗高

峰时期。以武汉市为例, 由于职工失业、下岗原因而产生的贫困

人口已经成为该市贫困人口中的主体部分, 在该市 1998 年领

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口中, 失业及下岗职工家庭成员占领取

者总数的 63%, 其中 7 个城区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下岗职

工人数为 13653 人次 (国有企业 6007 人次、集体企业为 7646

人次) , 占 1416%。χµ可见, 政府对城镇贫困群体的救助重点正在

发生重大转变, 即由传统的救济对象转移到失业、下岗职工家

庭。值得指出的是, 导致就业失败的原因并非只是失败者自身

素质低, 也有的是人际关系不良, 有的是整个经济不景气导致

裁员, 有的则是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 有的是因企业经营的失

败 (如破产、被兼并)等。因此, 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应当充分考虑

城镇贫困人口群体的这种变化, 将就业政策的调整纳入反贫困

对策中, 尽可能多地提供就业机会将成为城镇最好的反贫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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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收入分配原因。收入分配对贫困问题的影响, 主要表现

在行业分配不公与分配要素发生变化两个方面。行业分配不公

既体现在工资收入上, 也体现在工资外收入上, 金融保险等行

业不仅工资收入高, 工资外收入也高; 涉外单位与部分股份制

企业则可以为员工提供高工资待遇; 而农、林、牧、渔、水利行业

等则收入较低, 导致部分职工及其家庭成员沦为低收入阶层,

生活陷入贫困境地。二是财产所有权或资本、技术等作为新的

要素进入分配领域, 必然进一步拉大居民的收入差距, 虽然资

本与技术作为进入分配领域是时代要求和竞争、发展的需要,

但一定时期内创造的财富总是一定的, 拥有资本与技术者由此

而出现收入急剧扩张效应, 而只能凭劳动赚取收入者所分享的

份额自然减少, 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将直接影响着未来中国贫困

问题的基本走势, 这是应当引起政府重视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

来加以调控的。

导致贫困人口产生的原因还有许多, 如企业因效益不良而

发不出工资或拖欠工资, 一些亏损、倒闭企业的离退休职工的

退休金得不到保障 (如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联合

统计公报,1997 年年底全国共拖欠养老金 30 亿元χν ) , 家庭或个

人投资失败而陷入困境, 因家庭成员有不良嗜好如赌博、吸毒

等沦为贫困, 等等。

四、中国贫困问题的基本走势

基于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我们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基本走

势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11 衡量贫困的水平指标将呈刚性发展并日趋高位化, 贫困

人口的结构将趋于三元化。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可以肯

定赤贫人口在数量上会持续减少, 国民的生活水平会不断提

高, 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将进入小康与富裕生活状态。然而, 经济

的持续发展也必然带来收入水平与生活条件的变化, 衡量贫困

水平的指标必定会呈现高位化, 进而使相对贫困人口所占的比

重会不断加大。如在 1985 年, 乡村贫困线为人均年纯收入 200

元, 到 1995 年时增长到 530 元, χο 10 年间上升了 165%; 城市贫

困线在“八五”期间为人均年收入 1086 元, 到 1996 年上升到

1671 元。χπ事实上, 经济愈发达, 贫困线水平愈是高位化。如香

港地区 1993 年的贫困线为 3500 港元,1997 年上升到 5000 港

元,5 年增长近 43%; χθ武汉市在 1996 年刚建立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时, 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为人均月收入 120 元,1998 年

上升到 150 元,1999 年 9 月又按国务院提高各类社会保障受保

对象待遇水平 30% 的要求, 将最低生活保障线提高到 195 元。

还可以美国 1925-1985 年间维持最低生存收入的贫困线的变

化趋势图 (见图 1)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因此, 贫困线水平趋向高

位化是贫困问题与贫困救助制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带

来的另一个规律就是许多原来不属于贫困人口的低收入者在

收入增长不够快的情况下, 将迅速落入贫困阶层, 使相对贫困

加大。同时, 在城乡贫困线趋高的情况下, 贫困人口的结构在现

阶段将趋向三元化, 即乡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人口和在城乡

间流动的贫困人口三元并存。如据有关资料显示,1990 年城市

流动人口为 3100 万人,1995 年为 8400 万人, χρ 目前估计达

112 亿人口, 这些人口在其居住地因没有正式居民身份, 吃、穿、

住、行、医疗、教育及就业等方面均得不到政府或社会的基本保

障, 当其失去工作或劳动收入极其微薄时, 就会陷入贫困之中,

且贫困程度将更高于城乡贫困人口, 当然也是最不稳定的社会

群体。因此, 各地的反贫困政策与救济政策中不仅需要覆盖有

本地居民身份的人口, 亦需要考虑流动人口中的贫困问题, 而

国家则应当尊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的规律及中国现阶

段乃至未来时期流动人口的发展走势, 重新检讨传统的户籍制

度, 这是完善反贫政策与救济政策的必要措施。

图 1　1925- 1985 年美国维持

最低生存收入贫困线

资料来源: 王生铁:《中国政府消除贫困行为》,142 页, 武汉, 湖

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

　　21 在致贫因素中, 历史贫困的影响趋弱, 而市场经济

条件下导致贫困问题出现的新因素却日益趋强。国民经济的持

续稳定发展, 国家扶贫力度越来越大, 尤其是以工代赈计划的

实施, 导致贫困的传统因素如长期贫困的积淀会得到减轻, 贫

困地区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医疗保健、

人口生育等生产与生活条件会进一步得到改善, 其对中国贫困

问题的影响度也会持续弱化。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诸如失业、

收入水平下降等新的致贫因素的影响度却在持续增长, 城镇新

贫困人口正呈强劲上升势头, 并成为城镇贫困人口中的主体构

成部分。如失业 (现阶段还包括下岗) 作为致贫的主要因素之

一, 在近 5 年甚至 10 年内, 都会呈现出强劲势头。据原劳动部

1996 年测算, 从 1996 年起每年有 360 万新的下岗职工, 到 2000

年时下岗职工总数将达 2100 万人, 其中只有 50% 左右的职工

在失业救济金用完之前能重新就业, χσ而不能重新就业的另一

半职工极易陷入贫困之中。与此同时, 收入分配不公现象预计

在近期内还有恶化的可能, 加之资本、技术进入收入分配领域,

贫富差距预定会进一步扩大。因此, 政府的反贫政策与救济政

策急需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人口的发生与发展规律, 将失

业者、低收入阶层作为实施济贫政策的重点。

31 贫困问题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并可能出现反向运

动的现象。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的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 它不

仅会带来赤贫人口的减少, 甚至完全可以消灭赤贫现象。但国

内外的实践也表明, 在一定时期内, 随着经济的发展, 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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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可能持续扩大, 而贫困线却会持续上升, 从而导致更多的

人口沦落贫困阶层。如中国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国内生产

总值 (GDP )以年均 19196% 的速度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年均增加 17134%, χτ 而同期城市贫困人口也年均增加了

512%, 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由 1990 年初期的 416%

上升到目前的 513% 左右, 绝对数增加了一倍。类似现象在经济

发达国家或地区也较为普遍, 如英国在 5900 万人口中就有

1200 万人生活在相对贫困之中, 占总人口的 1ö5 多, 其贫困人

口是 20 年前的 3 倍, 其中有 1315% 的贫困人口处于联合国规

定的贫困线之下 (每天生活费不足 4 美元) ; δκ在香港地区,20 世

纪 80 年代的 GDP 年均增长 15%, 贫困人口的年均增长却高达

4517%, 是 GDP 增长速度的 3 倍多, δλ 1997 年全港的 GDP 较

1990 年增加 113 倍, 而社会保障署援助低收入者的个案却增加

了 1193%。δµ因此, 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贫困问题, 而往

往是原有的贫困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贫困问题, 政府应当

对此给予警惕和重视。

41 妇女、老人和儿童将成为贫困人口中最受关注的群体。

尽管男女平等、同工同酬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但改革开放

以来的实践却表明, 因劳动力资源过剩和妇女本身素质原因,

妇女就业机会不如男性、劳动报酬低于男性、失业风险大于男

性, 这种现象可能持续下去, 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经济收入

的不平等, 进而导致女性较男性更易陷入物质和精神双重贫

困。例如, 在劳动收入方面, 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

者, 均较男性低。据有关资料,1997 年在全部职工中, 占劳动力

总数约 50% 的女性仅占从业职工总数的 38177%; δν再据中华

全国妇女联合会抽样调查, 在 1996 年的下岗职工中, 女性所占

的比例, 江苏为 55%, 辽宁为 6215%, 而天津则高达 69123%; δο

在文化教育方面, 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总是少于男性,1989 年,

贫困地区成年女性的文盲率为 49%,1990 年,180 万失学儿童

中有 100 万是女孩, δπ1997 年文盲、半文盲占 15 岁及以上的比

例, 女性为 23124%, 比男性高 16166 个百分点; δθ 在从业人员

中, 小学以下水平的女性占从业女性的一半以上,1997 年该指

标达到 54%; δρ妇女的低就业、低收入、低素质, 带来的必然是低

地位、低生活水平, 并影响着家庭生活水平。同时, 老年人因退

出劳动领域而致使收入锐减, 有的甚至没有任何养老保险, 极

易陷入贫困境地。据武汉市的资料,1998 年领取最低生活保障

金的人口中, 离退休人口就占了 7149%, δσ这还不包括无职业、

无退休保障的老年人; 此外, 儿童的贫困问题还表现在接受教

育的机会和受教育程度方面, 失学儿童与受教育程度低的儿童

不仅是现阶段的贫困群体成员, 而且充当着未来贫困人口的主

体。因此, 政府在制定反贫困政策与救济政策时, 尤其需要着重

考虑妇女、老年人和儿童等弱势群体。

总之, 中国的贫困问题将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无法

回避的重大问题, 现阶段则是历史贫困与现实贫困交混在一起

的复杂时期, 政府宜及早调研, 合理制定反贫困政策, 根据贫困

问题发展的基本趋势筹划有效的缓贫预案,争取不断缓和贫困问题,

并经过长期努力最终实现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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