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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人类

社会发展初期，人们长期与贫困饥饿作斗争。随着技术与

制度的不断变迁，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世界科技与经济

得到空前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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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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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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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地理环境、个体六个视角对

现有的理论进行梳理，并作出评论。

1  经济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贫困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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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

1953年，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中提出

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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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循环[1]。从资本需求方面看，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

平低，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引起投资引诱不

足；投资引诱不足导致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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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规模小，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导致低产出和

低收入水平。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正是这

两个循环相互联结、相互作用，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在封闭

条件下长期难以突破的贫困陷阱。

1.2  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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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在一个人均收入的理论值，只要人均收入低于这

一理论值，国民收入的增长被更快的人口增长率所抵消，

使人均收入退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固定不变；当

人均收入大于这一理论值，国民收入超过人口的增长，从

而人均收入相应增加，直到国民收入增长下降到人口增长

时为止，在这一点上，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增长达到新的

均衡，但这不是低水平均衡，而是高水平的均衡。如果其

他条件不变，这种均衡也是稳定的。

1.3  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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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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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收入水平过低是导

致发展中国家持续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缪尔达尔以为，

低收入的原因有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等许多方面，其

中比较重要原因是资本稀缺、资本形成不足以及收入分配

上的不平等[3]。

1.4  分工和交易说

杨小凯等新兴古典学派学者认为，贫困地区的贫困

是因为缺乏分工和交易，而这又是因为交易效率的低下使

然。因为在贫困地区的交易效率低于交易效率的临界值，

表现为交易费用的高昂使得贫困地区处于自给自足的落后

的小农经济状态。因为交易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均衡投资回

报的高低，因而作为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则成为贫困

分析的落脚点。此观点可以归结为：交易的低效率—交易

费用的高昂—均衡分工的低水平（或无分工）—生产率低

下、经济落后—贫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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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马尔萨斯人口论

从理论渊源上讲， 早对贫困问题进行探讨的是马尔

萨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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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该理论既包含了人口

数量挤压贫困，也包含了人口素质挤压贫困的双重含义。

2.2  社会分层职能理论

以戴维斯·莫尔为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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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这种学说认为，所有社会都被分成许多层次，因

此收入、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是一种普遍现象。每个社

会都有一定的位置，这个特定位置上的人比其他位置上

的人更能对这个社会发挥作用。而该位置上的人选一经

确定，就必须给他们适当的鼓励以对他们的作用予以奖

励，这样就必然产生不平等和贫困。这是普遍的、必需

的和不可避免的，收入不平等是天然合理的，贫困的产

生也就不足为奇。

2.3  权利贫困论

权利贫困是指一批特定的群体和个人因应享有的政

治、经济、文化权利和基本人权的缺乏导致的贫困。在

20世纪70年代，社会排斥被用来指很多人因长期失业

而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后来，这个概念的涵义被拓宽，

指某些群体部分地或全部出局，享受不到人类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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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95年在丹

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及进一步行动”世界峰会

上，将“社会排斥”视为消除贫困的障碍，要求反对社

会排斥。波刚（Paugam）从实用主义出发，将社会排斥

具体化，如强调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恶劣的居住条

件、家庭压力和社会疏离等。

2.4  贫困代际传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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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特里（Rownt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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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麦克拉纳汉

（McLanahan）认为贫困家庭的未成年子女进入劳动力市

场并非为了追求个人成就。因为就业能力低和经济状况不

佳，将来择偶及可能限于相同情境的对象，而有可能组成

另一个贫穷的家庭，这是由于家庭的低收入造成了两代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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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的结果。他还认为贫困与父母世代的经济社会背景有

关[8]。兰克（Rank）提出“结构弱式的观点”来说明经济

失利的两代效应，认为美国社会中女性及黑人的社会族群

之所以有较高的贫困率，是由社会结构的嵌入机制，以及

两代间相似的社会经济地位所致。

2.5  能力剥夺学论

阿玛蒂亚·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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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玛蒂

亚·森认为贫困更多的是因为能力被剥夺的结果，是缺少

各种经济机会以及交换权利束的残缺或缩水的结果。疾

病、人力资本的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软弱无力、社会歧

视等都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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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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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沃尔曼指出，对贫困

问题研究必须深入贫民大众心理、态度和价值体系之中，

进一步分析他们的贫困文化。

4  制度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该种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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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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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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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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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学者如茅于轼[11]、刘玉龙[12]、黄少安[13]等对中国的研

究表明：不合理的制度造成了贫困。

5  地理环境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从经济地理角度考察贫困，贫困被定义为生存空间

不足。这也是 为传统的贫困成因解释。贫困处境论是查

理斯·瓦伦丁、海曼罗德曼等一批社会学家提出的。他们

认为贫困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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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贫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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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无法摆脱贫

困。普雷比斯（Prebisch）、辛格（Singer）[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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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皮拉基斯（Papyrakis）和格拉夫

（Gerla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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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Stone）、胡鞍钢[15]、

程静[16]都对此进行了研究。

6  个体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个体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着重于从贫困人口的自身因

素方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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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来的研究中，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常常用

素质、观念、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或拥有的知识量等

指标衡量。国内学者如李守经 [17]、韩劲 [18]、岳希明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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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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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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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等称之为“知识贫困”（knowledge poverty）[20]。此

外，有的学者如李守经等从发展主体自身残缺、发展主

体对权利的无知、发展主体对权利的主动放弃等方面分

析了贫困形成机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如艾哈迈德（Ahmed）、

利普顿（Lipton），利贡（Ligon） [21]、克里斯蒂安森

（Christiaensen）[22]和哈龙（Haroon）[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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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贫困脆弱

性来自于经济、社会、自然等多种方面，故笔者认为它是

一种综合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7  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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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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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马尔萨斯的贫民自身导致贫困论、马克思

等人的制度贫困论、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论、刘易斯的

贫困文化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短缺论等，都只是从某个

角度诠释了贫困的形成机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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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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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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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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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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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反贫困事业，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贫困

发生机理的研究。

（3）当前，贫困地区大多是气候变化的高度敏感

区，而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加剧、森林植被萎缩、水土流

失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灾害，使得这些地区的环境

进一步恶化，贫困农户生计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趋势越

来越明显。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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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候变化与其他致贫因素的相互

关系研究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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