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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反贫困

实践经验和理论的历史比较研究

宋洪远　 江　 帆∗

　 　 摘要: 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ꎬ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减贫发

展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ꎮ 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历史比较分析

的方法ꎬ系统梳理了两百多年来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反贫困理论的演变过程

及其减贫政策实践ꎬ回顾总结了一百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形成

过程及其减贫政策实践ꎮ 研究得出:由于基本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

差异ꎬ中国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反贫困道路上存在明显区别ꎬ形成了“以资

本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两种不同的反贫困模式ꎮ 在此基础上ꎬ本文论证了

以“资本为中心”的反贫困理念和政策实践的不足与缺陷ꎬ探究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反贫困理念和行动对实现持续稳定减贫的意义与作用ꎬ并对中国特色扶贫减贫

的经验和启示进行了总结提炼ꎬ为世界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ꎮ
关键词: 以资本为中心ꎻ以人民为中心ꎻ反贫困实践经验ꎻ反贫困理论

中图分类号: Ｆ３２３.８

一、引言

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中ꎬ贫困问题是人类长期面临的一种社会经济

现象ꎬ消除贫困是实现现代化的跨时代难题ꎮ 文艺复兴之后ꎬ欧洲得以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

来ꎬ并在经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之后ꎬ率先走上现代化之路ꎮ 但

是现代化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单轨车道”ꎬ受外来刺激和内生需要的双重影响ꎬ发展中

国家也开始了自主性的现代化道路探索ꎬ中国共产党更是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ꎮ 世界现代化进程不断重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并存关系ꎬ不同社会

制度作用于反贫困思想与实践的发展ꎬ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两种不同

的反贫困理念和减贫道路ꎮ
反贫困的思想和主张由来已久ꎬ长期以来的观点是反贫困政策的作用在于稳定社会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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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ꎬ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ꎮ １８ 世纪以后兴起的两次贫困启蒙运动①在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ꎬ贫困问题越来越受重视ꎬ解决贫困问题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政

府执政的主要目标ꎮ 从英国的“济贫法”到美国的“向贫困宣战计划”ꎬ从联合国提出的千年

发展目标到世界银行的反贫困报告ꎬ世界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机构实施的一系列反贫困行

动ꎬ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取得了一定成效ꎬ为世界减贫脱贫提供了经验和借鉴ꎮ 在贫困理论方

面ꎬ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

果关系论”等ꎬ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进行了理论阐释ꎮ 舒尔茨(１９８７)认为ꎬ人力资本、农
业发展对解决贫困问题具有重要作用ꎻ阿玛蒂亚森(２００１)提出的权利贫困理论将“权利失

败”视为可能产生贫困或饥荒的重要原因ꎻＤｅａｔｏｎ(２００３)从家庭这一微观视角考虑贫困问

题ꎬ探讨了贫困国家的消费特征以及贫困的决定因素ꎮ 国外学者提出的反贫困理论和政策

主张在特定时期得到了验证ꎬ并在非洲等贫困地区进行了实践应用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国外学

者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ꎬ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分析较为缺乏ꎻ多
数研究对贫困原因的分析未触及制度性根源ꎬ提出的反贫困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受经济基础、地理环境、发展失衡等因素影响ꎬ中国长期

饱受贫困问题困扰ꎻ贫困人口规模大、地区分布广、贫困程度深等问题ꎬ又大大加剧了中国贫

困治理的难度ꎮ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ꎬ就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ꎬ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

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ꎬ在反贫困进程中不断推动反贫困理

论的创新与减贫实践的发展ꎮ 从扶贫理论看ꎬ中国在继承唯物史观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ꎬ形
成了以目标升级、思路创新、动力增添、力量强化、体制创新等为主要内容的特色反贫困理论

(唐正东ꎬ２０２１)ꎮ 从减贫路径看ꎬ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具有重要作用ꎬ能够推动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陈济冬等ꎬ２０２０)ꎮ 从扶贫措施看ꎬ党建扶贫机制、官员治理能力、农民

增能赋权、产业帮扶、易地搬迁、数字普惠金融等ꎬ都有助于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增长ꎬ减少贫

困人口(李雨等ꎬ２０１９ꎻ涂圣伟ꎬ２０２０ꎻ文雁兵等ꎬ２０２０ꎻ高帅等ꎬ２０２０ꎻ杨灿明ꎬ２０２１ꎻ彭澎、徐志

刚ꎬ２０２１)ꎮ 综上所述ꎬ国内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中国的减贫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ꎬ但多

数研究主要是对具体的减贫实践与政策措施进行分析ꎬ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减贫道路

大历史观的研究较为缺乏ꎬ未能提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ꎮ
从人类减贫的历史进程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减贫实践看ꎬ中国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不

同的特色减贫道路ꎮ 如何对中国的减贫理念和实践经验进行系统阐释ꎬ是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界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ꎮ 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ꎬ
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ꎬ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ꎬ提
出了“以资本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二分法”分析框架ꎬ通过对比

分析强化对贫困问题本质的理解ꎬ进而彰显中国反贫困行动的内在价值ꎮ 本文除引言外ꎬ第
二部分通过系统梳理两百多年来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反贫困理论的演化过程及其减贫

政策实践ꎬ论证“以资本为中心”的反贫困理念和政策实践的不足和缺陷ꎻ第三部分通过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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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百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减贫政策实践ꎬ探究“以人民为

中心”的反贫困理念和行动对实现持续稳定减贫的意义和作用ꎻ结语部分概括“以资本为中心”
和“以人民为中心”两种不同模式的内涵和特征ꎬ总结提炼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经验和启示ꎮ

二、世界主要国家的减贫理论和政策实践

(一)早期的反贫困思想和主张

在古代ꎬ贫困被认为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ꎮ 为避免大规模饥荒导致民众发生暴乱

进而威胁政权稳定ꎬ执政者重点关注短期的贫困问题ꎮ 公元前 ４ 世纪ꎬ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

多德提出“分配正义”、“机会平等”、“自由权利”等思想ꎬ表现出了较强的反贫困意识ꎮ 其坚

信“自由秩序”有诸多好处ꎬ但认为“世上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区分”①ꎬ认同奴隶制的存在ꎮ 古

印度哲学家考底利耶提出的“建立在国家直接控制下的土地国有制村落”的设想和“通过政

府资助公共工程计划提供就业ꎬ解决外部冲击带来的社会成本”的建议(Ｂｏｅｓｃｈｅꎬ２００２)ꎬ对
减缓贫困问题、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ꎮ

１６ 世纪至 １８ 世纪ꎬ商业资本的发展使得重商主义思想盛行ꎮ 早期重商主义者通过对海

外贸易积累大量财富的经验总结ꎬ将流通领域中的商业贸易活动视为财富的源泉ꎬ认为一国

贸易收益的增加必须以至少一个其他国家收益的减少为代价ꎮ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ꎬ贫困

被视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ꎮ 在重商主义者看来ꎬ饥饿会促使穷人努力工作ꎬ贫困

是激励工人积极劳动并保持低工资的关键ꎮ
随着失业工人和乞丐数量的不断增长ꎬ欧洲的贫困率急剧上升ꎮ 为巩固统治地位、确保

政权稳定ꎬ一些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政策逐渐形成ꎮ １７ 世纪中叶ꎬ具有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

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认为ꎬ可以通过公共福利工程缓解贫困人口日益增加的问题ꎮ 另

一个重要的观点是ꎬ贫困由不良行为造成ꎬ是一种道德惩罚(配第ꎬ２０１１)ꎮ 为了纠正穷人的

不良行为、改造穷人性格并限制他们反抗的能力ꎬ英国实施了由公共部门提供、地方资助的

转移支付制度———«伊丽莎白济贫法»(也称旧济贫法)ꎬ公共资助的济贫院也开始出现ꎮ
早期的反贫困思想和主张带有很强的阶级性ꎬ缓解贫困的目的基本局限于应对导致政

治不稳定的短期根源ꎬ实质是为了确保政权稳定、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ꎮ 重商主义的兴起对

当时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ꎬ但是其在特权、垄断、国家干涉等方面与封

建主义存在共性ꎬ并在政策推行上与封建王朝存在密切关系(陈岱孙ꎬ２０１４)ꎬ贬低了市场竞

争机制ꎬ导致出现“贫困化增长”趋势ꎬ收入分配差距加大ꎮ 重商主义者从商人立场考察剥削

劳动的商业资本运动ꎬ极端重视资本的重要性ꎬ基本忽视了对人的关注ꎬ人本主义、民生主义

等思想和意识极为薄弱ꎬ轻视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益和人的发展ꎬ压低工资成为重商主义经

济政策的必然选择ꎮ
(二)第一次贫困启蒙运动

１８、１９ 世纪ꎬ世界 ８０％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ꎮ 现代化的制度改革和新技术的应用ꎬ在
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ꎬ也使得分配冲突日趋严重ꎬ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突出ꎮ 由于商人资本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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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①ꎬ加之在欧洲封建制

度末期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并得到一定发展ꎬ新的哲学和经济思想出现ꎬ为第一次贫困

启蒙运动开辟了道路ꎮ 针对重商主义将长期贫困视作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必然

产物ꎬ低工资导致的贫困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这一观点ꎬ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驳斥ꎮ
亚当斯密作为产业资本的代言人ꎬ为支持大工业的发展ꎬ保证产业资本在生产中的完全统

治ꎬ通过经济自由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同干涉主义政策进行了斗争(陈岱孙ꎬ２０１４)ꎮ 他的主要

观点是ꎬ只有实现自由贸易才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ꎬ提高工人实际工资有利于社会生产的

发展(斯密ꎬ２０１６)ꎮ 卢梭(１９６２)认为贫穷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ꎬ并非事物的自然秩序ꎻ康
德主张对穷人采取更加尊重的态度ꎬ认为应由国家而不是私人慈善机构承担让人们摆脱贫

困的责任(弗莱施哈克尔ꎬ２０１０)ꎮ 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ꎬ第一次贫困启蒙运动就此展开ꎮ
随着第一次贫困启蒙运动的逐步推进ꎬ一些反贫困政策理念开始出现ꎮ 美国思想家潘

恩(２０１３)主张征收土地税以支付统一红利ꎻ英国经济学家边沁(２００９)将社会选择建立在其

对个人效用的影响上ꎬ提倡对低于临界“生存”水平的所有收入免征所得税ꎮ 政府也开始采

取相应的反贫困政策ꎬ如欧洲和北美对大城市中的贫民、乞丐等“值得救助”的穷人实施“贫
困救济”ꎻ英国的旧济贫法要求每个教区承担解决贫困问题的义务ꎬ利用地方财产税帮助诸

如老年寡妇、残疾人士等无法工作的人ꎮ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从英国发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ꎬ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地位ꎬ使

得社会日益分裂成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ꎮ 旧济贫法强迫失地农民变

成劳动力商品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加剧了工人对资本的附庸ꎬ工人成为机器单纯的附属

品ꎬ并“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ꎬ“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②ꎮ 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总规律及其内在逻辑的观点看ꎬ机器对人力的根本替换使得生产性就

业大批减少成为必然(曼德尔ꎬ１９９８)ꎬ这也就使得部分在业工人被排挤沦为失业者ꎬ加速了

产业后备军的产生ꎮ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存在周期性ꎬ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

和发展的必要条件ꎬ其不仅适应了资本积累的要求ꎬ提供了随时可供剥削的劳动力ꎬ而且给

资本家提供了威胁在业工人的手段ꎬ迫使他们提高劳动强度ꎬ接受较低的工资待遇ꎮ
产业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二阶段(工场手工业)向第三阶段(机器大工业)的

过渡ꎬ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完全统治ꎮ 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ꎬ贫困化现

象日益突出ꎬ频繁的工人运动、武装起义等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关注无产阶级的贫困问

题ꎮ 这一时期通行的减贫举措仍遵循旧济贫法确定的基本原则ꎬ救济资金主要来源于对地

主征收的地方税ꎮ 由于单一的贫困救济“不能使穷人变富ꎬ却能使富人变穷”ꎬ引起了地主阶

级的强烈反对ꎻ同时ꎬ国家财政和慈善事业由于缺乏资金也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旧济贫法难以为继ꎮ

马尔萨斯从“人口论”角度系统研究了贫困问题ꎮ 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ꎬ人口和食物等

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不同ꎬ人口的增长会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马尔萨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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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ꎬ２００８)ꎮ 旧济贫法对穷人的救济会导致早婚和高生育率ꎬ进而使人口增加ꎬ但却不能增加

养活人口的生存资料ꎻ同时ꎬ他们所消费的食品却会使本应由更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

享有的食品份额减少ꎬ因而迫使更多的人成为被救济的对象(拉瓦雷ꎬ２０２１)ꎮ 马尔萨斯认

为ꎬ应该取消户外救济ꎬ让极端贫苦的人去往济贫院ꎬ并强迫他们工作ꎮ 这一观点深刻影响

了英国旧济贫法的调整和改革ꎮ １８３２ 年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改革中的胜利更是为制定和执

行新的济贫政策提供了条件ꎮ １８３４ 年ꎬ英国议会通过«济贫法(修正案)»(也称新济贫法)ꎬ
取消了斯宾汉姆兰制度①ꎬ在大幅削减支出的同时ꎬ对受救济者进行了明确规定ꎬ即必须是

被收容在济贫院中从事苦役的贫民ꎮ 新济贫法缩小了对穷人救济的覆盖范围ꎬ将受益者限

制在济贫院内ꎬ穷人被视为“囚犯”ꎮ
马克思批判了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规律ꎬ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ꎬ伴随资本积累ꎬ

资本有机构成必然提高ꎬ使资本总额中可变资本的数量相对或者绝对减少ꎬ造成资本对劳动

力的需求相对或者绝对减少ꎻ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ꎬ即“工人人口本

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ꎬ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

手段”②ꎮ 马克思还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将工资率保持在一个固定的“维持最低生活”
标准的观点和贫困是某种自然状态的说法ꎬ认为从劳动者个人身上去探寻社会普遍贫困、简
单地将贫困归因于穷人的愚昧无知并不合理ꎮ 马克思认为ꎬ古典政治经济学应对贫困问题

的措施不具有实质性的效果ꎮ 以英国为例ꎬ英国政府在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贫困思想

的基础上ꎬ通过修订法律、发展慈善事业等方式治理贫困ꎬ会导致穷人陷入自我否定的矛盾ꎻ
新济贫法名义上是对穷人的救济ꎬ实际上是迫使穷人完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ꎬ进而使得赤贫

“纪律化”、“永久化”(郑继承ꎬ２０２０)ꎮ
恩格斯也尖锐地批判了英国的新济贫法ꎬ认为其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手段ꎬ“这

个法律比简单地应用听之任之的原则还要残忍”ꎬ它“实质上把穷人当做犯人ꎬ把习艺所当做

惩治犯人的监狱ꎬ把住习艺所的人当做法律以外的人ꎬ当做人类以外的人ꎬ当做一切丑恶的

化身ꎮ”③由于新济贫法存在高度的不正义性ꎬ激起了“工人们一致的愤怒的呼声”ꎬ英国无产

阶级的斗争意识被渐渐唤醒ꎬ推动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ꎮ
从第一次贫困启蒙运动的发展过程看ꎬ１８、１９ 世纪ꎬ以亚当斯密、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古

典经济学家已开始用经济学框架考察贫困问题ꎬ对重商主义进行了驳斥和发展ꎬ并以自由主

义观点解释了资产阶级产业革命以来贫困问题出现的合理性ꎮ 但是ꎬ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

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ꎬ他们以财富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而忽视了人的重要性ꎬ认为穷

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道德、能力方面的缺陷ꎬ是市场法则的必然结果(黄承伟等ꎬ２０１７)ꎮ
从核心与实质看ꎬ改良主义缓解贫困压力的主张和实践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维持

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秩序ꎬ未能从贫困人口的基本权利和根本利益出发ꎮ 由于对贫困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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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存在偏差ꎬ古典经济学派错误地以手段替代目的ꎬ提出的为生产而生产这种无限追求

财富的理论和由之而引导出的政策ꎬ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ꎮ
(三)第二次贫困启蒙运动

在第一次贫困启蒙运动的影响下ꎬ精英阶层逐渐形成对勤劳但贫困群体的一种“情感认

同”ꎬ为第二次贫困启蒙运动提供了道德基础和思想来源ꎮ ２０ 世纪中叶ꎬ许多发展中国家政

治独立ꎬ全世界开始了对新自由的追求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使得各个国家经济

政治重新洗牌ꎬ建立全球性的价值体系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ꎬ贫困问题则成为价值体系

构建的重要媒介ꎮ 这一时期ꎬ全球的极端贫困发生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ꎬ与反贫困相关

的经济和哲学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ꎬ并推动了第二次贫困启蒙运动的发展ꎮ
在反贫困理论与政策理念的影响下ꎬ对整体富裕的认知使得人们更加强烈地呼吁政府

采取行动消除贫困ꎬ工业化国家社会性支出大幅增加ꎬ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美国经济环境恶化ꎬ贫困人口不断增加ꎬ越战更是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和阶级

矛盾ꎬ国家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ꎮ 为维护社会稳定ꎬ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困

宣战计划”ꎬ将重点放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ꎬ内容涵盖营养、卫生、教育、住房、培训和各种

社区倡议ꎮ 之后ꎬ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家庭援助计划”ꎬ向低于一定收入的群体提供统一支

付ꎮ 这一时期ꎬ美国反贫困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ꎬ认为“值得救助的”穷人和“不值得救助

的”穷人之间、“失业的”穷人和“有工作的”穷人之间并无区别ꎬ凡是穷人都有资格获得救助

(拉瓦雷ꎬ２０２１)ꎮ 但是里根在执政期间ꎬ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理论ꎬ认为政府救济并

非减贫的最好方法ꎬ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ꎬ进而使穷人受益ꎮ 在这一理念的影响

下ꎬ里根政府各项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削减ꎮ
在第二次启蒙运动发展过程中ꎬ贫困是一种自然现象的观点被推翻ꎬ贫困问题被视为必

须彻底根除的问题ꎮ 经济学家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范式发生了重要转变ꎬ经济增长不再被视

为发展的唯一目标ꎬ合理的增长作为一种减贫手段被纳入经济改革计划ꎮ 权利贫困、人力资

本、再分配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极大丰富了贫困理论的内涵ꎬ人的权利和发展问题受到一定

程度的关注ꎬ外在制度对减贫的重要性也逐渐受到重视ꎮ 但是ꎬ经济学家仍然忽视了贫困的

本质问题ꎬ提出的相关政策主张的根本目的仍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ꎮ 其未能意识到ꎬ随
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ꎬ“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

有制关系的发展ꎻ相反ꎬ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ꎬ它已经受到这种关

系的阻碍”①ꎮ
(四)二战后一些国家的减贫实践

两次贫困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ꎬ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全球贫困问

题ꎬ促进贫困国家经济增长成为反贫困的重点ꎬ消除贫困成为全球性的挑战ꎮ 随着经济全球

化趋势的出现和对发展重要性认识的提升ꎬ反贫困国际化的步伐也不断加快ꎬ在全球贸易不

断深入的背景下ꎬ一些针对解决贫困问题的国际机构开始出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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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之一ꎬ联合国在人类发展问题上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ꎬ
其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和印发的«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为全球消除贫困指明了方向

和路径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援助机构之一ꎬ世界银行提出了贫困线的参考标准ꎬ致力于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贷款和技术援助来帮助其推行反贫困政策ꎬ以减少世界贫困的发生ꎮ
在国际机构的引领和影响下ꎬ世界主要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提

出并采用不同的贫困标准ꎮ 发达国家主要采用相对贫困指标ꎬ比如ꎬ欧盟基于收入角度的相

对贫困标准确定贫困线ꎬ将国家人均收入的 ６０％作为贫困标准ꎻ日本的贫困线为全国居民家

庭收入中位数的 ５０％ꎻ美国按照家庭人数和收入确定贫困线ꎬ人口数不同的家庭ꎬ贫困标准

不同ꎮ 发展中国家则多采用绝对贫困指标ꎬ比如ꎬ巴西的贫困线为最低工资的 １ / ２ꎬ绝对贫困

线为最低工资的 １ / ４ꎻ埃及将收入低于全国人均支出的 １ / ３ 视为绝对贫困ꎬ低于 ２ / ３ 视为相

对贫困ꎻ印度的贫困线与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标准接近(拉瓦雷ꎬ２０２１)ꎮ
世界一些国家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减贫进程ꎮ 例如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后ꎬ巴西

通过改革实现了经济的适度增长ꎬ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ꎬ巴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

不平等问题得到一定缓解ꎮ 从经济增长模式看ꎬ巴西服务业的增长在减贫方面发挥了主导

作用ꎬ但 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服务业增长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巴西减贫进程ꎮ ２０ 世

纪中叶以后ꎬ印度通过实施粮食补贴、农业投入补贴、补贴信贷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ꎬ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贫困的发生ꎬ但由于多数农户无力承担肥料和机械化的费用ꎬ只能将土地所有

权出卖给富裕的农民ꎬ这直接导致印度无地农民数量从 １９５１ 年的 ２ ７９０ 万人增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５ ０００ 万人(博杜安ꎬ２０１５)ꎮ 与此同时ꎬ印度的自由化改革不断深化ꎬ对外开放水平

不断提高ꎬ在扩大与其他国家交流合作的同时ꎬ受世界经济震荡的影响程度也随之加深ꎬ过
度依赖国际市场导致的贸易不平衡又推高了印度的贫困发生率ꎮ

针对独立主权国家经济明显落后以及对西方发达国家依附的现实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认为ꎬ战后的全球格局决定了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时ꎬ必须将其纳入全球体系进行

考量ꎬ由此产生了“依附理论”ꎮ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认为ꎬ“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非

常不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势力落后的地区总是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分

离的腹地”①ꎮ 巴兰指出ꎬ发达国家垄断大企业通过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ꎬ在发展中国家投

资并榨取经济剩余ꎬ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经济根源ꎮ 阿明(２００８)认为ꎬ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产生的不平等关系ꎬ使得外围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受

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制约ꎬ高剩余价值率、相同的生产率和世界规模的利润率的平均化决定

了价值从外围向中心转移ꎬ中心的发展造成了外围的不发展ꎬ并使得外围依附于中心(李晓

红ꎬ２０１５)ꎮ
“依附理论”对全球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分析ꎬ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

国家贫困问题尖锐化的现象做出了解释ꎮ 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经济体系下ꎬ一国的经济

波动易造成全世界的连锁反应ꎬ引发其他地区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激增ꎮ 资本主义国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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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秩序和规则的垄断ꎬ通过资本扩张不断拓宽资本增值空间ꎬ使得全球收入两极化程度

不断加深、不平等现象日益恶化ꎮ

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和减贫政策实践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反贫困主张

贫困并非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ꎬ与西方社会相比ꎬ中国的贫困问题更早受到思想家
的关注ꎮ 早在春秋时期ꎬ孔子就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ꎬ不患贫而患不安”ꎬ体现了对财富分

配均平的理想追求ꎻ«周易»中记载“君子以裒多益寡ꎬ称物平施”ꎬ体现了均富济贫的美好情

操ꎻ«管子»中提出“凡治国之道ꎬ必先富民ꎮ 民富则易治也ꎬ民贫则难治也”ꎬ体现了对人民

富裕国家富强的正确认识ꎬ为中国反贫困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ꎮ
在儒家仁政、大同思想ꎬ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等的影响下ꎬ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等优良传

统逐渐形成ꎬ国家也一直重视济贫政策的实施ꎮ 周朝就有政府救济灾民的记载ꎬ例如ꎬ«周
礼地官司徒大司徒»记有“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ꎬ二曰薄征ꎬ三曰缓刑ꎬ四曰弛

力”ꎮ 汉朝政府建立“常平仓”制度ꎬ隋朝设立“义仓”ꎬ唐朝出现了具有一定可持续性的

救助机构“悲田养病坊”ꎬ宋朝出现了义庄、义田、义塾等多种宗族慈善形式ꎬ宋元时期设立

“广惠仓”并建立了专门性的丧葬类慈善机构“漏泽园”ꎬ清朝设立“义田”(吕洪业ꎬ２０１４)ꎬ这
些济贫政策和实践对扶贫减贫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ꎮ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ꎬ中国在对人民重要性的认识上与古代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差异ꎮ
“民惟邦本ꎬ本固邦宁”、“得天下有道ꎬ得其民ꎬ斯得天下矣”、“君舟民水”等思想的核心观念

为“民本”ꎬ强调人民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ꎮ “惠民利民”、“民贵君轻”、“平政爱民”等思

想要求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ꎬ要顺民意、重民生ꎮ 这些是与当代中国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思想

相契合的ꎮ
(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形成过程

在一百多年来的减贫进程中ꎬ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深刻分析中国贫困特点和减贫规律ꎬ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ꎬ遵循共同富裕的反贫困逻辑ꎬ不断丰富反贫困思想的理论内涵和时代特征ꎬ
创立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ꎬ由于“无产阶级在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ꎬ
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①ꎬ必须坚持共产党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ꎬ才能取

得反贫困运动的胜利ꎮ 这一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着力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基础ꎮ 中国

共产党诞生之初ꎬ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ꎬ农业和农村经济一片凋敝ꎬ亿万民众处于

贫困甚至赤贫状态ꎮ 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状态ꎬ毛泽东同志指出ꎬ“现今中国的贫困问题主

要是由已经被推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造成的”②ꎬ要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必须建

立新的社会制度ꎬ“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③ꎮ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产阶级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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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绝大多数人的ꎬ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这一观点ꎬ毛泽东同志于 １９４４ 年

将其创造性地概括为“为人民服务”ꎬ并将其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ꎮ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初ꎬ针对经济落后、人民贫困、绝大多数农民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社会现实ꎬ毛泽

东同志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ꎬ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

力”②ꎬ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③ꎬ提
出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ꎬ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ꎬ
消除贫困产生的制度性根源(任东景ꎬ２０２１)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ꎬ毛泽

东同志分析了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ꎬ指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路径ꎬ明确了消除

贫困的奋斗目标ꎬ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ꎮ
改革开放初期ꎬ面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发生率高的严峻形势ꎬ邓小平同志

指出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ꎬ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④ꎬ“社会主义的本质ꎬ是解放生产力ꎬ发展

生产力ꎬ消灭剥削ꎬ消除两极分化ꎬ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⑤ꎬ提出到 ２０ 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

康水平的目标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中国贫困人口向西部及偏远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地区集

中ꎬ贫困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分布特征ꎮ 江泽民同志提出ꎬ“扶贫开发是党中央、国务院

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ꎬ是全党和全国的共同任务”⑥ꎬ“要首先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

问题全面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ꎮ 这项工作ꎬ必须同我们对下个世纪整个经济发

展战略的考虑结合起来ꎬ同加快中西部地区建设、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ꎬ实现共同富裕

的目标结合起来”⑦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为进一步解决贫困问题、巩固温饱实现小康ꎬ胡锦涛同

志提出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主战场更加注

重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ꎬ“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⑧ꎻ强调“坚持

以人为本ꎬ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ꎬ进一步消除贫困ꎬ实现共同富裕ꎬ是中国长期

而艰巨的任务”⑨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ꎬ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认识ꎬ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反贫困的思

想ꎬ在消除贫困的重要意义、历史任务、战略部署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关键阶段ꎻ中

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贫困形势ꎬ减贫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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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ꎬ“小康不小康ꎬ关键看老乡ꎬ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①ꎬ强调“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

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②ꎬ“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

贫困群众”③ꎮ 为打赢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战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制胜法宝ꎬ开发式扶贫方针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鲜明特征”ꎬ强调要“看真贫”ꎬ要“真
扶贫、扶真贫、脱真贫”④ꎮ 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四十多年的扶贫工作实践和深邃思考ꎬ创造性

地提出并推动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ꎬ要求“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

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⑤ꎬ提出实施“五个一批”工程ꎬ要求

做到“六个精准”ꎮ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脱贫摘帽不是终

点ꎬ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ꎬ必须抓紧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ꎬ促进脱贫群众生活

更上一层楼ꎻ强调要弘扬脱贫攻坚精神ꎬ为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

量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的一系列重要论述ꎬ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ꎬ丰富了中国

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时代内涵ꎬ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ꎬ既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行动指南ꎬ又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明

了前进方向ꎮ
(三)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探索实践

在一百多年来的探索实践中ꎬ党和政府始终立足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ꎬ在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指导下ꎬ坚持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ꎬ立足实际推进减贫进程ꎬ
在保证贫困治理稳定性和减贫政策持续性的基础上ꎬ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ꎬ确定减贫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ꎬ循序渐进、持续努力ꎬ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减贫道路ꎮ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以后ꎬ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ꎮ 中国各阶级、各政党轮番登

台ꎬ尝试实行了君主立宪制、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等ꎬ但都没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ꎬ
没有改变近代中国的苦难历史ꎮ 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ꎬ开辟新的救国救民道路ꎮ １９２１
年中国共产党一登上历史舞台ꎬ就把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

为初心和使命ꎬ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了包括贫困问题在内的中国发展与出路问题ꎬ推动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ꎮ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ꎬ为使农民摆脱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ꎬ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

大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ꎬ通过“打土豪、分田地”ꎬ实现“耕者有其田”ꎻ通过消除生产资料

占有关系不同所造成的阶级分化和不平等ꎬ使穷苦人民翻身得解放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被推翻ꎬ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ꎬ建立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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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ꎬ为摆脱贫穷落后状况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为摆脱一穷二白的困难局面ꎬ党和政府团结带领人民ꎬ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ꎬ将所有从地主手中没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ꎬ统一地、公平合

理地分配给贫苦农民ꎻ探索建立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五保”制度①和特困群体救济为主体

的农村初级社会保障体系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ꎬ组织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ꎬ建立起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ꎬ消除了造成农民贫困的主要制度因素ꎮ
改革开放以后ꎬ为解决大规模的农村贫困问题ꎬ党和政府实施一系列农业农村重大改

革ꎬ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工作ꎮ 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ꎬ赋予

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ꎬ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ꎬ农业生产得到

了迅速恢复和发展ꎮ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ꎬ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ꎬ大力发展乡镇企业ꎬ鼓励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ꎬ大大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ꎮ 通过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

区发展资金”ꎬ启动实施“三西”②农业建设、“以工代赈”政策等方式ꎬ利用专项资金支持部分

极端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ꎮ 对“老、少、边、穷”地区实行资金扶持政策、减轻税收负担和组织

发达地区及城市开展对口支援ꎮ 实施以县为单位的扶贫瞄准机制ꎬ对 １８ 个集中连片贫困地

区实施重点扶贫开发ꎮ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ꎬ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ꎬ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ꎬ专门负责领导、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扶贫开发工作ꎬ为实

施农村扶贫开发方略提供了组织保障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国家推动扶贫开发方式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ꎬ农村贫困问

题明显缓解ꎬ扶贫开发工作取得巨大成就ꎮ 但是ꎬ这一时期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家重点扶

持的 ５９２ 个贫困县ꎬ且多为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革命老

区和少数民族地区ꎮ 解决这些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难度更大ꎬ扶贫开发的任务仍然十分艰

巨ꎮ 为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ꎬ１９９４ 年 ４ 月ꎬ国务院印发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ꎬ提出力争用七年左右的时间ꎬ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 ８ ０００ 万贫困人口

的温饱问题ꎮ 按照“四进七出”③原则ꎬ国家对过去确定的 ３３１ 个国定贫困县进行调整ꎬ调整

后的国定贫困县增加至 ５９２ 个ꎬ分布在 ２７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ꎬ覆盖全国 ７２％以上的农村

贫困人口ꎮ 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的颁布实施为标志ꎬ中国政府开始

了更加明确的扶贫到户的开发式扶贫战略ꎬ制定扶贫方针、划定重点扶贫区域和贫困县ꎬ开
展“项目式扶贫”并推出多种专项扶贫资金ꎬ推动扶贫方式由区域性扶贫向横纵联合、内外兼

顾的参与式扶贫转变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ꎬ中国的扶贫开发

继续向纵深推进ꎬ反贫困进程进入历史新时期ꎮ 之后ꎬ国家调整扶贫工作重点与瞄准对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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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指的是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ꎮ
“三西”指甘肃省河西地区、定西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ꎮ
“四进七出”指的是 １９９２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 ４００ 元的县列入国家贫困县ꎬ超过 ７００ 元的县退出

贫困县行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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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西部地区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ꎬ实施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ꎮ 积极开展产业扶贫、
易地搬迁扶贫和生态扶贫ꎬ实施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ꎬ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ꎮ 全面

取消农业税ꎬ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ꎬ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

担ꎮ 根据平均生活水平的变化及时调整贫困标准ꎬ将扶贫重点放在低收入人群上ꎮ 通过一

系列政策措施ꎬ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ꎬ收入水平稳步提高ꎬ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

解决ꎮ 为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ꎬ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ꎬ明确了到 ２０２０ 年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党和政府统筹谋划ꎬ把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

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ꎬ创新扶贫理念思路和体制机制ꎬ明确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ꎬ
确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ꎬ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ꎬ提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要求和主要路径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ꎬ提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ꎬ将脱贫攻坚的重点聚焦最困

难脱贫群体ꎬ要求转变扶贫方式ꎬ实现从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向坚持开发式和保障性扶贫相统

筹转变ꎮ ２０２０ 年ꎬ为有力应对疫情和特大洪涝灾情带来的影响ꎬ党和政府采取有效措施ꎬ一
手抓疫情防控ꎬ一手抓脱贫攻坚ꎬ积极应对困难与挑战ꎬ防止发生返贫、致贫问题ꎬ确保全面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ꎮ
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完成后ꎬ«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意见»和«“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先后印发ꎬ对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和安排ꎬ聚焦重点人群、持续增收、重点

区域、工作落实和系统建设等方面ꎬ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ꎬ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再上新台阶ꎮ
(四)中国的减贫成就和世界意义

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ꎬ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扶贫脱贫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ꎮ 从减

贫规模看ꎬ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 １.９ 美元的贫困标准ꎬ中国有 ８ 亿多贫困人口实现脱贫ꎬ对
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７０％ꎬ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ꎻ从减贫进程看ꎬ西方发达国家用

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摆脱大规模的贫困且绝对贫困仍未彻底消除ꎬ中国仅用短短几十年的时

间就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ꎬ走在全球减贫事业的前列ꎻ从减贫质量看ꎬ中国对脱贫

质量的要求和措施贯穿始终ꎬ通过严格脱贫标准和程序ꎬ强化扶贫监督和考核ꎬ开展第三方

评估和脱贫攻坚普查ꎬ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ꎬ确保脱贫质量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

验ꎮ 中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ꎬ提前 １０ 年实现«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ꎬ大大加

快了全球减贫进程ꎬ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中国消除贫困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ꎬ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ꎮ 在一些西方大国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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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浪潮ꎬ不断推卸全球治理责任之时ꎬ中国在消除自身贫困的基础上ꎬ积极参与国际

减贫合作ꎬ推动建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ꎬ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南南合作等ꎬ通
过提供项目资金支持、债务减免、技术扩散、智库交流等方式ꎬ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ꎬ开展抗疫合作ꎬ建立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ꎮ 为推动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ꎬ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

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ꎬ提出“全球发展倡议”ꎬ呼吁国际社会在减贫、粮食安全等领域加强

合作ꎬ解决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问题ꎮ 这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ꎬ为发展中国家消

除绝对贫困提供了中国方案ꎮ

四、结语

在系统梳理两百多年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反贫困理论及其减贫实践、回顾总结一

百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及其减贫实践的基础上ꎬ通过对中国与世界反贫困

实践经验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ꎬ由于基本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ꎬ中国与世

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反贫困道路上存在明显差异ꎬ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和“以人民为

中心”两种不同的反贫困模式ꎮ
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减贫进程看ꎬ“以资本为中心”的反贫困理论和政策实践可

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减贫进程停滞

不前ꎮ 资产阶级立足“非历史”的观点审视世界贫困问题ꎬ从市场逻辑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

制度的正当性ꎬ掩盖了当代资本掠夺与贫困积累的实质(刘海军ꎬ２０２１)ꎮ 资本家最大限度地

追求剩余价值ꎬ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ꎬ使得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加剧ꎮ
第二ꎬ资产阶级政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忽视了穷人的利益诉求ꎮ 早期反贫困思想和主张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地位ꎬ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ꎮ 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ꎬ虽然采取了

一些有利于穷人的救济政策ꎬ但其本质仍然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ꎬ贫困救济只是资产阶级

“唯利主义”的伪装外壳ꎬ提出的各种反贫困政策实践未能反映穷人的利益诉求ꎮ 第三ꎬ政党

轮替使得减贫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足ꎮ 不同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等存在一定差

异ꎬ使得减贫政策的执行很难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ꎻ各“选举型政党”为了获取选票ꎬ在选举

前以提高民众福利为口号ꎬ把减贫政策视为民主选举的政治工具ꎬ但结果往往是公共服务供

给不足ꎬ政府承诺无法兑现ꎮ 第四ꎬ资产阶级政党缺乏思想引领ꎬ减贫行动的号召力、执行力

不足ꎮ 资产阶级以抽象的人性论为依据ꎬ将“个人价值”与“普世价值”、个人利益与普遍利

益等同起来ꎬ致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存在虚伪性和欺骗性ꎬ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思想引领ꎬ
减贫行动号召力不足ꎮ 第五ꎬ执政党和政府减贫工作落实和监督机制缺失ꎬ削弱了减贫政策

的整体效能ꎮ 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既能通过促进医疗卫生、教育和经济发展降低人们的生

存风险ꎬ也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剥削劳动力和贪污腐败等增加贫困人口的负担(博杜安ꎬ
２０１５)ꎮ 由于缺乏减贫工作的落实和监督机制ꎬ政府的不当行为可能加剧贫困的发生ꎬ并在

客观上破坏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ꎮ 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证明ꎬ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

展ꎬ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不断显现ꎬ是富裕与贫困并存、增长与危机交替的制度性根源ꎮ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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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减贫理论和实践看ꎬ“以资本为中心”的减贫理念和政策实践使

得系统性的贫困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ꎬ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了“遭遇发展”的陷阱ꎮ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减贫道路看ꎬ“以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理论和政策实践可以概

括为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ꎮ 贫困问题本质上是对人民的根

本态度问题ꎬ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ꎮ 中国始终坚定人民立场ꎬ强调消除贫

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ꎮ
二是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ꎮ “治国之道ꎬ富民为始ꎻ民之贫富ꎬ国之责任”ꎮ 党和

政府始终把消除贫困作为定国安邦的重要任务ꎬ加强党对扶贫脱贫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ꎬ强
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ꎬ要求五级书记抓扶贫ꎬ为扶贫脱贫提供了坚

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ꎮ 三是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是中国消除贫困的根本前提和政治保证ꎮ 中国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ꎬ构
建起专项、行业、社会等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ꎬ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ꎬ凝聚

扶贫脱贫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ꎮ 四是充分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ꎮ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

府充分尊重、积极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ꎬ不断增强其参与发展、自主发展能力ꎬ实行扶贫同

扶志扶智相结合ꎬ使贫困群众既有脱贫致富的想法ꎬ又有脱贫致富的办法ꎬ引导其依靠自身

劳动增加收入、摆脱贫困ꎮ 五是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ꎮ 扶贫减贫是一个系统工程ꎬ需
要调动各方面积极参与ꎮ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通过完善社会动员机制ꎬ搭建社会参与平

台ꎬ创新社会帮扶方式ꎬ形成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帮扶格局ꎬ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供了强大动力ꎮ 中国特色的减贫实践及其取得的成就证明ꎬ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反贫困

行动ꎬ对实现持续稳定减贫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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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ｎｇ 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１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 Ｆａｎ２

(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
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ｍｂ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２００ ｙｅａｒｓꎬ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ｈａｒｐ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ｓ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ｔｉ －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ａｔｈꎬ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ｎｔｉ －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ｎｔｉ －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ｔ ａｌｓｏ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ｅｄꎬ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ꎬ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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