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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跨世纪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

周中林

　　在人类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 随着世界经

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世界贫困问题日益严重。

贫困的国家和人口越来越多。据有关资料统计:1996

年在全世界大约 60 亿人口中, 有 13 亿贫困人口, 比

五年前增加了 3 亿。其中亚太地区有 8 亿穷人; 非洲

613 亿人口中, 约有 50% 挣扎在饥饿线上; 拉美有 2

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中, 有 59 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于世界银行

1993 年确定的 380 美元的贫困线。更为严重的是:

目前贫困人口仍在以每年 2500 万人的速度增长,

平均每分钟增加 47 人。①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

势的加强, 世界贫困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并制约世界

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不稳定因素。因此, 减轻贫

困、消除贫困不仅成为有关国际组织长期工作的重

心, 也是发展中国家致力解决的艰巨任务。

一、发展中国家贫困的表现
1995 年 3 月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

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对“贫困”作了新的界定:

认为贫困是一种状态, 它不仅取决于收入, 还取决于

能否获得基本的社会服务。据此, 我们可以将贫困定

义为: 指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为, 所得收入不

足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通常情况下, 人们一

般使用贫困线来作为是否贫困的标准。1995 年世界

银行把人均每天生活费不到 1 美元定为绝对贫困

线。世界各国也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收入与消费水平

确定了相应的贫困线, 如 1995 年, 我国将城市贫困

线划为年人均收入低于 1547 元人民币, 农村绝对

贫困线为年人均收入低于 530 元人民币。

当代世界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亚太地区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 占全球贫

困人口的 6212%, 其中 6814% 集中于南亚地区, 南

亚地区也是世界最贫穷的地区; 其次是非洲, 贫困人

口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 再次是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海地区; 最后是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在这些贫困

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 贫困人口在农村和城市之

间的分布也各不相同, 亚太和非洲地区 80% 以上的

贫困人口集中于农村, 城市贫困人口只占 20%; 拉

美和东欧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占 40%, 城市贫困人口

占 60%; 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

的比例分别为 35% 和 65%。

当代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贫困问题虽然情况各

异, 但普遍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人均收入水平低, 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越

来越大, 贫困程度日益加重。人均收入是衡量一个国

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根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 年 10 月统

计的有关数据表明: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P ) 不足

320 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 25 个, 其人口占世

界人口的 2615%。若按 1995 年世界银行规定的人

均每天生活费不到 1 美元列为绝对贫困考虑, 这些

国家绝大多数居民都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 1994

年, 我国人均 GNP 为 530 美元, 也属于低收入国家。

若将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收入与世界总收入

加以比较, 我们不难看出, 在近 30 年来, 世界贫富的

差距不但没有缩小, 反而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联合

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曾撰文指出:“60 年代, 世界

最富裕的 20% 的人口占世界收入的 70%, 最贫困的

20% 的人口占世界收入的比例为 213%, 到 90 年

代, 前者所占的比重进一步上升为 83%, 后者下降

为 114% ”。②1997 年 6 月 12 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发表的《1997 年度人力资源发展报告》统计的数字

表明: 占世界人口 20% 的最贫穷的人口占世界总收

·211·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入的比例已降到 111%。

第二, 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文化素质差。由

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贫困人口的人均 GNP 水平

低, 仅能甚至根本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因此,

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得不到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

文化素质差, 文盲或半文盲较多, 在贫困人口中, 有

70～ 90% 的人不会读写③, 如尼泊尔,1995 年其人口

文盲率为 90%, 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冈比亚

等贫困国家的文盲率则在 70% 以上④。由于文化素

质差, 一方面, 使贫困人口的劳动技术和劳动技能缺

乏, 只能从事简单的劳动; 而且这种简单的甚至原始

的劳动一旦遇到各种自然灾害, 便得不到应有的物

质保证; 另一方面, 文化素质低, 使得贫困人口就业

难, 经常面临失业的威胁。

第三, 贫困国家和地区贫困人口基本生活条件

差、死亡率高, 平均寿命短。世界贫困国家和地区贫

困人口大部分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基础设施

较差的山区和半山区、荒漠和沙漠地区。如非洲的撒

哈拉以南地区、南亚地区等都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的地区。由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 更加重了这

些地区的贫困, 他们经常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饮食

结构十分单一, 营养严重不良, 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

疾病经常发生, 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致使平均

寿命短, 死亡率也较高。据有关资料统计, 工业发达

国家平均每 400 人有一名医生, 而非洲国家每 316

万人才有一名医生。医疗条件的悬殊, 一方面提高了

贫困了人口的死亡率, 以婴儿的死亡率为例, 发达国

家婴儿死亡率平均为 7‰,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

58‰, 而在那些极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婴儿

死亡率更高, 甚至达到 13% 至 16%; 另一方面, 由于

医疗条件差, 加上生活环境恶劣, 在贫困国家或地区

居民的平均寿命比高收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短

10～ 30 年。⑤

第四, 国际债务负担沉重。世界发展中国家或地

区的贫困往往是与其沉重的债务负担紧密相联的。

由于国际债务负担沉重, 致使本国经济发展步履艰

难, 从而导致贫困状态日益恶化。据有关资料统计,

1982 年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债务总额约为 7000 亿美

元, 到 1993 年则翻了一番多, 达到 15000 亿美元。

1996 年已上升到近 20000 亿美元, 其中, 贫困的非

洲和拉美地区的国际债务额更是大幅度上升,1982

年非洲国家的国际债务总额为 890 亿美元, 到 1993

年达到 2900 亿美元,1996 年又上升到 3200 亿美

元, 现已达 3500 亿美元。拉美国家的债务总额则从

1982 年的 2000 多亿美元上升到 1993 年的 4870 亿

美元和 1996 年 6070 亿美元, 其 人 均 外 债 额高

达 1300 多美元。⑥

当代世界除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存在大面积的

贫困现象外,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贫困现

象, 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贫

困表现为匮乏性贫困或称之为绝对贫困。其贫困人

口缺乏必要的衣着和住房, 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

难以保障必要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目前, 世界上每

年约有 1800 万人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和贫困有关

的其它原因, 远远超过战争造成的死亡, 他们绝大多

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贫困主要表现为

相对贫困, 一般不存在解决温饱问题, 只是相对于社

会平均收入而言, 收入水平较低。如 1993 年美国官

方相对贫困线标准为四口之家年均收入在 14763

美元以下者, 如果按人均计算则为 3690 美元, 这远

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收入水平。

　　　　　二、世界贫困问题对世

界政治经济的影响
当代世界的贫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

已经并将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巴

西前总统科洛尔曾公开宣称: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

题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真正的核弹头”。他认为

不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贫困, 即使冷战和核军备结束,

世界也不会安宁。当代世界的贫困问题对国际政治

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第一, 极大地阻碍了贫困国家和地区及整个世

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世界贫困国家或地区, 由于贫

困往往是与缺乏生产能力和技能及文化素质低下相

联系的, 因此, 贫困人口不仅本身劳动力的简单再生

产得不到应有的物质保证, 而且他们还经常面临失

业的威胁。这样, 他们的贫困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从物质上和心理上强烈地阻碍

了公众对于发展的参与, 从而妨碍社会经济健康发

展。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

加强的今天, 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为一个相

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

体。在这种世界经济形势下,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无疑

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顺利发展。

第二, 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的稳定

和国际社会的安宁。在北非、中东和南亚一些发展中

国家或地区贫困是滋生原教旨主义和暴力行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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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贫困极大地引起了贫困国家社会的动荡。不

仅如此, 贫困也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危机。据统计, 从

波黑到阿富汗, 从巴勒斯坦到非洲和前苏联, 大约有

5000 万难民由于国内社会动荡离开国土和家园, 涌

入其它国家。另外, 世界上还有 2500 万环境难民

(指由于干旱、水土流失、沙漠化和其他与环境恶化

有关原因而离开本土的人)。据有的学者估计, 到

2000 年, 环境难民可能会增加到 5000 万人。这些难

民加上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向国外流动的劳动

力, 构成了今天和未来世界的一个严重问题。发达国

家对边境移民采取的严格限制政策和非人道的粗暴

措施, 更引起国际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从而导致暴力

恐怖活动接连不断。

　　　　三、发展中国家减轻和消

除贫困的主要对策
世纪之交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及其日益加

重和恶化的趋势, 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努力寻

求减轻和消除贫困措施是贫困国家及世界其它国家

或有关国际组织的紧迫任务。减轻、消除贫困, 必须

从造成贫困的原因中去寻找对策。

第一, 从国际方面来看, 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贫困

问题的产生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对这些国

家的财富和资源的残酷掠夺有关的。当代贫困的发

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乎都是资本主义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 长期的殖民统治, 造成了殖民地

单一的经济结构, 造成了殖民地的经济落后; 从而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发展中

国家经济基础差、底子薄, 加上在经济上又面临不利

的国际经济环境, 从而导致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差距越来越大, 贫困不断加重。因此, 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应在实际行动上采取切实措施, 帮助贫困的发

展中国家减轻、消除贫困。与此同时, 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发展, 生活水平的提高, 贫困的减轻和解除, 在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 也是发达

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

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轻和消除贫困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最贫困国家的优惠贷款, 提供发展援助。广大贫困的

发展中国家, 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困难之一是资金

缺乏。但令人忧虑的是,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

助日益减少, 已降到历史最低点了。70 年代发展中

国家经过激烈谈判, 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

援助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017%。但时至今日, 只

有少数几个北欧国家达到该指标, 绝大多数发达国

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离该指标甚远, 甚至有下降

的趋势。1995 年, 援助发展委员会的 21 个成员国提

供的政府援助由 1994 年的 59115 亿美元下降到

58819 亿美元, 即由占它们国民生产总值的 013% 下

降至 0127%。其中美国削减最多, 削减 2716%, 从而

使这种援助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011%。

(2)减免重债穷国所欠外债, 促进其经济摆脱贫

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1994 年提出了

为重债穷国减轻债务负担、促进经济发展的倡议, 这

一倡议得到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积极

反应。世界银行决定, 在公平分担的前提下, 率先从

净收入中划出 5 亿美元作减债基金。1994 年 1 月,

西方债权国家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首脑会议上

达成关于减免贫困国家 2ö3 以上债务的协议。经过

一年多的酝酿, 这一减债方案终于得到实施。 1996

年的 9 月 28 日和 29 日, 西方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

和十国集团分别宣布同意给重债穷国减免高达 77

亿美元的债务。这一减债数额占这些国家债务比重

的 80%。涉及 20 个世界最贫困的国家, 其中大部分

是非洲国家, 这些国家获得了从艰难的债务绝境中

摆脱出来的机会。

第二, 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来看, 要想摆

脱贫困仅依靠发达国家的那些援助是不够的, 必须

依靠自身的努力去摆脱贫困。

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主要对策有: (1)

维护国内政局稳定, 制定正确的适合本国国情的经

济发展战略。和平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

的必要前提, 同时, 也是经济获得持续发展的有力保

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经济

之所以飞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主要原因

之一就是这些国家或地区拥有一个和平稳定的政治

社会环境, 同时, 政府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

展战略。在这方面, 我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改革

开放以来, 由于我国制定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

展战略, 我国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贫困人口迅速

减少。按世界银行新的贫困线标准计算,1993 年中

国贫困人口减少到 315 亿, 比 1990 年中国贫困人口

减少了 1090 万, 平均每年减少 273 万。 (2) 加快经

济增长速度,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加快经济增长是摆

脱贫困的一项长期战略。实践证明, 经济增长对于消

除绝对贫困起着巨大的作用。只有保持高速的经济

增长才能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 (下转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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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14 页) 和生活水平, 才能减少生活在绝对贫

困之中的人口总数。在非洲低收入国家中, 经济发展

缓慢是延长与加重贫困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发展中

国家贫困人口的减少, 贫困的减轻、消除, 必须依靠大

力发展经济, 提高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鉴于目前世

界有 80% 以上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 大力发

展农业在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为此, 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大力重视农业

生产, 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激励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措

施, 减轻农民的负担, 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促进农业

产业化,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3) 控制人口增长, 大

力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人口素质。发展中国家人口的

迅速增长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 世界贫困的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 几乎都是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国家或地

区。如 1995 年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达

30‰, 印度、越南、菲律宾、缅甸等国家在 20‰左右。人

口增长速度过快使人口总数迅速增加。这样, 一方面,

使劳动成果的相当部分只能用于维持生存, 而不能用

于生产性投资, 直接影响了其资本积累的速度; 另一

方面, 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造成了劳动力的绝对过

剩, 从而导致失业增加。同时人口过度增长也分散了

社会对于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资, 使社会发展严重

滞后, 最终影响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因此, 控制人口增

长, 开发人力资源, 提高人口素质是发展中国家强有

力的摆脱贫困的对策之一。 (4) 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使更多的人员就业。这

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现实的暂时途径之一。

(5)实现收入分配平等。要解决贫困问题, 首先要抓增

长。增长与贫困问题的解决有密切的联系, 但又不能

把二者等同起来,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经济增长了,

只是为减少贫困人口提供了前提条件, 并不等于就解

决了贫困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和分配政

策, 否则经济的迅速增长并不一定能达到减贫效果。

总之, 世纪之交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 不仅

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需要开展广泛有效的国际

合作, 而且发展中国家本身更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

施。只有这样, 进入 21 世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才

有可能减轻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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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⑤世界银行:《1996 年度世界发展报告》, 中文版,

162、162 页,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

⑥《世界经济研究》,1998 (2)。

(作者单位: 荆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经济系)

(责任编辑: 郭　雁)

·821·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