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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贫困的形成机理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目前，关于贫困形成机理的研究还没形成完整的理

论体系。本文首先回顾贫困形成机理的理论研究现状，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然后本文结合中国反贫困的实

践经验，提出一个贫困形成机理的分析框架，分析贫困的各致贫因素: 经济因素、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地

理环境因素、脆弱性因素、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以及它们的内在逻辑联系。最后本文做出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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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是个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长期存在的问题。
20 世纪以来，世界科技与经济得到空前发展，生产

和生活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贫困的范围与规模不断

缩小。但是，贫困问题并没有消除，国家之间、同一

国家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化正在加剧，贫富差距

呈扩大趋势，世界范围的贫困仍十分严重，并成为日

益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甚至成为社会矛盾与动荡的

根源。
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贫

困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也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

果。但目前，关于贫困形成机理的研究还没形成完整

的理论体系。已有的研究成果都只是从某个角度诠释

了贫困的成因，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贫困形成原因的

一个或几个方面。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大系统问

题，尤其是在多维贫困的视角下，贫困的形成机理将

更加复杂。如果仅仅从单一角度出发，很容易就同一

个问题形成迥然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分

析框架，科学的揭示所有的致贫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

理，从而提高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以中国反贫困实践为例，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生活在 1
天 1 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至少减少了 5 亿，贫困发生

率从 1979 年的 63% 下降到 2009 年的 10. 7%。但当

前，中国农村贫困的性质与特点已经正在发生新的变

化，其贫困分布已从改革开放初的整体性贫困向区域

性贫困 ( 尤其是老区、少数民族、边境地区的贫困)

过渡，2009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 65. 9% 分布在西

部地区。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反贫困实践，我们需

要进一步深化贫困发生机理的研究。本文从贫困的形

成机理理论研究现状入手，结合实际经验，试图提出

一个分析框架，揭示各致贫因素的内在逻辑联系。对

贫困形成机理的统一框架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
二、贫困形成机理的研究现状

贫困这种普遍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成因。其原

因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还有地理环境

等方面的因素。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家和学者从不同

的角度对贫困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
( 一) 经济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贫困问题是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很多学者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贫困的形成机理。1956 年，纳

尔逊根据人均资本、人口、国民收入与人均收入的关

系，提出了贫困的 “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

为，从资本供给方面看，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低

收入意味着低储蓄水平和储蓄能力; 低储蓄能力导致

资本稀缺、资本形成不足; 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规模

难以扩大，生产率难以提高; 低生产率又引起低经济

增长率和新的一轮低收入。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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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循环。从资本需求方面看，也类似形成一个恶性

循环。结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缪尔达尔提出 “循环

积累”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贫穷日趋加剧的困境: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水平很低，导致居民生活水

平低下，人口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困

难; 劳动力素质不高又导致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生

产效率低下; 劳动生产率低又引起产出增长停滞甚至

下降，最终低产出导致低收入，低产出导致新一轮的

低收入，使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的累积性循环

困境之中。此外还有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
杨小凯的分工和交易说等等。

( 二) 社会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社会学对贫困的研究也是一个活跃的领域，它主

要从社会视角寻找贫困的原因。例如马尔萨斯人口

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并不是由资本主义

私有制造成的，而是源于人口生产规律。他认为贫民

自身是贫困的原因，与社会制度无关。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学者们注意到了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布

劳 － 邓肯模型”为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提供了一个

可以量化的分析框架。这一模型可以反映父母的教育

和职业对子女后来所取得的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
Rowntree ( 1901) 发现，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发

生贫穷的可能性并不相同，尤其在儿童、父母、老年

等三阶段，特别容易落入贫穷。贝克尔和托姆斯认

为，贫富差距可能会在代际间形成一种传递机制。阿

玛蒂亚·森 ( 1999 ) 提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

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而不仅仅是收入低

下，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

能力。
( 三) 文化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贫困文化论是 20 世纪 60 年代由奥斯卡·刘易斯

创立的，这一理论强调父母养育方式与社区生活对孩

子的影响。他从全社会角度、社区层次、家庭层次和

个人层次等四个方面说明贫困文化对穷人的影响。
“贫困文化论”解决的问题是贫困是如何在穷人之间

传递的。认为贫困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刘易

斯认为，仅靠社会福利、社会救济是解决不了穷人

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消灭贫困文化，改变穷人的价值

观和生活方式，使他们产生内在的动力、产生劳动积

极性。
( 四) 制度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早期的制度贫困研究可追溯到马克思剥削理论的

核心观点: 即制度造成贫困。缪尔达尔 ( 1994 ) 认

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原

因，而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托达罗认为，贫困和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平问题并不

是自然增长过程的必然结果。如果增加的国民收入可

以在人们中广泛分配的话，那么它多多少少要依赖于

经济增长的特点和政治及制度的安排。许多经济学家

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当今发展中国家贫困落

后的根本原因是有效制度的短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

是“制度性落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是 “制度性贫

穷”。
( 五) 地理环境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这也是最为传统的贫困成因解释。贫困处境论是

以查理斯·瓦伦丁、海曼罗德曼等一批社会学家提出

的。Elissaios Papyrakis 和 Reyer Gerlagh ( 2004 ) 利用

美国 1986—2001 年期间 49 个州的截面数据，考察不

同区域间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对自然资源丰裕度与

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结

果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主要通过降低投资、对外开

放度、科研教育水平和增加贪污腐败等机制影响美国

地区经济增长。此外，由于全球气候环境的变化导致

自然条件恶劣，特别是自然灾害的频发，而造成人们

基本生活与生产条件可视为基本生存权利被剥夺的贫

困现象。这类贫困，有的学者称之为 “气候贫困”。
StoneM P ( 2006 ) 、胡 鞍 钢 ( 2009 ) 、程 静 ( 2010 )

都对此进行了研究。
( 六) 个体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以西奥多 . 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传统农

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这就是所谓的 “贫

困而有效率”的著名命题。舒尔茨认为增加农户的

知识，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有助于消除贫困。反

之，农民的人力资本低会导致农民的贫困。国内学者

李守经 ( 2000) 、韩劲 ( 2006 ) 、岳希明 ( 2007 ) 等

认为地区的人口素质低下、观念落后导致了贫困。贫

困人口的素质低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水平低，掌握的知

识量少，使得他们难以打破传统和习惯，接受新的生

产、生活方式以及大多数新事物、新现象 ( 沈 红，

2000) ，同时也影响他们非农就业的机会。对于这种

由知识缺乏造成的贫困，胡鞍钢等 ( 2001 ) 称之为

“知识贫困 ( knowledge poverty) 。
除以上所提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些学者

如 Ahmed、Lipton ( 1999 ) 、Chaudhuri et al ( 2002 )

等开始关注贫困脆弱性，即现在非贫困的人口可能由

于某种风险打击在将来陷入贫困状态。现在处于贫困

状态的人口可能只是短期的贫困而在将来脱贫或者在

将来继续贫困。贫困脆弱性来自于经济、社会、自

然、政治等多种方面。
纵观国内外学者就贫困发生机理的研究，已有丰

富的理论成果，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但是依然存在

着以下问题: 第一，目前关于贫困形成机理的研究还

没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已有的研究成果都只是从某

个角度诠释了贫困的成因，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贫困

形成原因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第二。现有对贫困形成

机理的研究围绕着贫困个体内在能力缺乏和外在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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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运用能力机会的缺失这两条主线。也就是说，现

行的理论体系大都是把人作为 “个体”来研究和对

待，而缺乏从区域和人群的构成这个角度来研究贫困

的形成机理。第三，贫困发生机理的研究对于气候变

化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气候变化与其它致贫因素的相互

关系研究尚不足。
三、一个分析框架的探讨

在梳理贫困的形成机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笔者

在这里提出一个贫困的形成机理分析框架 ( 如下图

所示) 。在这个模型中，导致贫困形成的因素分为直

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直接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个体因

素、社会因素、地理环境因素和脆弱性因素。间接因

素包括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这也就是说，经济因

素、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地理环境因素和脆弱性因

素直接导致了贫困的形成，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通过

直接因素的作用间接导致贫困的形成。模型中的实线

箭头表示的是直接作用，虚线箭头表示的是间接作

用。
贫困的形成机理分析框架

在这个模型中，贫困是指除收入外，包括教育、
医疗、营养等内容的多维贫困。多维贫困 ( multidi-
mensional poverty) 理论的主要创始者为 1998 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森 ( Sen，1999 )

把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一个过程，实

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

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可行能力。贫困

是对人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

下。经济因素包括包括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包

括教育、医疗方面的公共支出数量等内容。社会因素

包括户籍制度，城市用工制度等方面内容。个体因素

包括个人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精神面貌等内容。
地理环境因素包括贫困地区自然资源、气候条件等内

容。脆弱性因素指有由经济、社会、自然等因素造成

的在将来给定的时间内，一个人的福利低于预定水平

的可能性。制度因素包括经济和社会制度。文化因素

特指贫困地区的文化。
从导致贫困形成的直接因素来看，首先是经济因

素，无论是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纳尔

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缪尔达尔的 “循环

积累”理论，还是分工和交易说，都从不同的经济

视角阐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因素将导致贫困的产生。
除此之外，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即不同产业发展程

度都 贫 困 的 形 成 也 有 着 影 响 ( Ravallion，2007 在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分析了不同

产业发展对贫困减少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从经济角

度讨论贫困的形成的理论成果非常丰富。经济因素与

其它致贫因素存在以下关系: 首先，经济因素会通过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该地区的公共支出，进

而影响当地的教育水平和医疗、社会保障状况，最终

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状况 ( 也即个体因素) 。其次，

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状况会对其经济发展水平产生重

要影响。最后，经济因素也会受到制度因素和当地文

化因素的影响，经济因素也是脆弱性因素形成的重要

原因之一。现有的理论和后面的论证都涉及这方面的

内容。
第二，从社会因素来看，以维斯·莫尔为代表社

会分层职能理论，贫困结构论、贫困的代际传递理

论、都从社会的角度说明了贫困的形成过程。社会分

层职能理论试图从宏观上构架不平等存在以及贫困存

在有利于社会的理论观点。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在贫困 问 题 研 究 中，出 现 了 消 除 “社 会 剥 夺”和

“社会排斥”的观念。国际社会政策研究界将社会政

策目标从 “克服贫困”转变到了 “消除社会排斥”
上，这一转变就将贫困问题的解决从表象转向了根

本。社会因素直接导致贫困的形成。社会因素与其它

致贫因素存在以下关系: 首先，社会因素影响个体因

素: 由于社会排斥以及收入代际转移机理的作用，一

部分人 口 难 以 获 得 足 够 机 会 提 升 自 己 的 人 力 资 本

( 尤其是教育、医疗方面) 。其次。社会因素收到制

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各国很多实践都证明，一个地

区的制度和文化对这个地区的社会将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社会因素是脆弱性因素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从个体因素来看，指个人的人力资本因素

如; 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精神面貌等将导致贫困的

形成。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传统

农业内 部 的 资 源 配 置 是 有 效 率 的，这 就 是 所 谓 的

“贫困而有效率”的著名命题。他认为，农民之所以

贫穷是由于缺乏知识和高质量的投入，只要增加农户

的知识，并有效使用 “较好”技术的知识，引进现

代农业的高质量投入，便可望打破传统内部均衡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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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条件，从而带来更高产量，消除贫困。舒尔茨认为

增加农户的知识，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有助于消除

贫困。反之，农民的人力资本低会导致农民的贫困。
个人的人力资本因素不仅受到当地制度、文化因素影

响，还受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影响 ( 如教育

观念、教育水平、医疗状况等等) 。
第四，从地理环境因素来看，从经济地理角度考

察贫困，贫困被定义为生存空间不足。这种观点认为

贫困由于贫困者所居住的环境恶劣等原因引起的，比

如自然环境恶劣、土地贫瘩、交通不便、水资源缺

乏、自然灾害频发、基础设施落后等引起人们生存生

活的困难，从而导致收入低而且支出相对又高，最终

无法摆脱贫困。Prebisch ( 1964 ) 、Singer ( 1950 ) 等

人首先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解释资源出口国家贫困化增

长的原因，揭示了资源诅咒现象。目前，我国反贫困

的主战场在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等地理环境较差的地

区，也说明了地理环境因素对贫困形成的重要影响。
当然从各因素互相作用的角度看，一个地区的地理环

境对经济发展状况同样有着重要作用。这一点无论是

经济发展理论和各国发展实践都有很多的证明。
第五，从脆弱性因素来看，一些学者如 Ahmed、

Lipton ( 1999) 、Chaudhuri et al ( 2002 ) 等开始关注

贫困脆弱性，即现在非贫困的人口可能由于某种风险

打击在将来陷入贫困状态。现在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

可能只是短期的贫困而在将来脱贫或者在将来继续贫

困。贫困脆弱性来自于经济、社会、自然等多种方

面。近年来，风险和脆弱性重新受到关注。脆弱性不

仅是贫困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且是造成贫困和赤贫的原

因。有证据表明脆弱性对人的营养和收入都有持久的

影响。从脆弱性的角度看待贫困的形成，我们可以更

好的分析贫困形成的动态性。
从导致贫困形成的间接因素来看，首先从制度角

度来看，制度性贫困论认为任何一种贫困都是特定的

社会制度的产物，资本短缺、资源贫乏、人口失控以

及科技文化落后等之所以形成的原因，都可以在制度

分析中找到答案。即制度贫困制度落后和制度短缺，

是一切贫困形成的总根源。由于制度的内涵很广泛，

本文把制度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这些制度

通过影响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对个人

( 人力资本形成及发展机会获得) 的影响，从而导致

了贫困的形成。Mark Robert Rank 认为贫困根源于制

度，因此消除贫困需考虑更广泛的制度层面的解决措

施。Brady David 从宏观的制度层面着手，指出左翼

政治制度的力量对贫困有强大的负面影响。国内学

者，黄少安 ( 2003 ) 提出，中国农民的贫困是制度

性贫困，是不合理的制度决定了农民贫困、制约了农

民致富。现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税费制度、教育

制度和政治体制中不合理的成分是导致农民贫困或不

能致富的主要因素。胡鞍钢认为，中国需要一场制度

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

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局面。这种长期实行的不公平、不

公正制度本身就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

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这

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根本

原因。
其次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贫困文化论认为贫困是

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

之中，从而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
价值观念体系等，一旦此种 “亚文化”形成，就会

对周围人特别是后代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代际传递。
由于文化作用非常大，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

和个体的生活方式都将产生重要影响。贫困文化正是

通过这些途径间接导致贫困的形成。张纯元 ( 1996 )

调查结果表明几乎 23 个贫困县都长期封闭，普遍存

在“缺乏主动创新精神和竞争意识，保守思想严重，

商品经 济 观 念 淡 薄，难 以 适 应 市 场 经 济 发 展 的 需

要”。陈浩等 ( 2001) 认为农村贫困地区无不表现为

精神贫困。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独特的文化

特点 ( 比如宗教消费、价值观等) ，对于本地区的经

济发展、社会状况和个体生活有着重要影响，进而促

进了当地贫困的形成。
综上所述，经济因素、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地

理环境因素和脆弱性因素将会直接导致贫困的形成。
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通过直接因素的作用间接导致贫

困的形成。制度因素通过经济因素、个体因素和社会

因素导致贫困。文化因素通过经济因素、个体因素和

社会因素导致贫困。在导致贫困形成的直接因素中，

各要素也存在着相互作用。首先，经济因素、社会因

素和地理环境因素将导致个体的脆弱性，进而形成贫

困。其次，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也会作用于个体作

用。第三，地理环境因素也将作用于经济因素。
四、总结

以上是对贫困形成机理的统一框架进行的初步探

讨，阐明了各致贫因素的内在逻辑联系。对于贫困的

形成机理，目前理论界多是从不同角度的分析，还没

有一个统一、完整的分析框架。本文通过总结现有的

理论成果，提出了一个贫困形成机理分析框架，试图

更科学的揭示所有的致贫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理，从

而提高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当然鉴于贫困形成

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这一分析框架只是一个初步的探

讨，它需要在进一步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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