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贫困与反贫困
———定义 、度量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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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分析刻画贫困问题 ,指出:贫困是因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生存危

机和生活困境;一定层面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状态 ,这种状态不被改善是恶性循环的 。

在贫困度量方面 ,作者构造了综合贫困指数 ,解析琛氏贫困指数的物理意义及应用方

法 ,并给出了洛伦茨曲线和吉尼系数的数学表达方式 ,使得贫困的度量方法进一步系

统和严密。文章最后呼吁 ,为了减少贫困 ,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协调效率与公平的

关系 ,强化人口控制和资源 、环境保护 ,维护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屈锡华 ,男 ,1950年生 ,四川联合大学职业教育学院院长 ,副教授。

左　齐 ,男 ,1964年生 ,四川联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副教授。

　　贫困是世界面临的一大难题 ,反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在国际消除贫困年(1996)

之际 ,联合国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团结起来 ,为消除贫困 ,争取美好未来而努力 。

贫困问题既古老又现实 ,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都贯穿着贫困与反贫困的斗争。当今世

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贫困问题。我国农村目前仍有六

千万贫困人口 ,到本世纪末要基本解决这六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一规模巨大的扶贫

工程为世人所瞩目。

尽管贫困问题长期困扰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却未得到足够重

视 ,以致于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也不得不大声疾呼:“我衷恳地希望经济学家们在构筑自己的

理论大厦时不要忘记给贫困问题留点地位”。①

本文将从贫困的定义 、度量以及反贫困目标这三个方面展开系统分析 、论述和刻画。

一 、贫困问题素描

贫困的概念及其定义是认识贫困问题的基本点 ,在有关论及贫困问题的文献中都不同程

度地给出了刻画和描述 ,但都不尽全面和系统 。特别是关于贫困的定义众说不一 ,有的甚至指

出是无法确定的 。因而关于贫困的定义至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这里我们从贫困概念的

分层描述着手 ,归纳因素 、刻画状态和认识本质 ,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 。

(一)贫困概念的分层描述

1.贫困是一种共通性的生活状况。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 ,由于生产力低下 ,赖以生存的

生产及生活资料极其贫乏 ,因此贫困在那个时期是一种共通性的生活状态 ,是人类共同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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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如果说在那个时间因为物质的贫瘠而困扰人类是一个艰巨的问题的话 ,那也只是人类

从落后状态中逐步解脱出来的阶段性历史进程问题 ,还谈不上是一种社会问题 。

2.贫困是一类社会问题 。贫困作为一类社会问题的提出 ,严格说是同私有制伴生的 。私

有制的产生 ,也产生出贫富的分化 ,从大众的贫困中滋养出非贫困来 。于是贫困不再具有共通

性 ,而是社会生活中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于是社会生活水平再不只是一个低水平的尺度 ,至

少有高 、低两极的分化。这一分化必然产生社会矛盾 ,是因为分配不公的社会制度和所有制等

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至此贫困成为社会问题 ,成为阶层分化的相对矛盾。由此贫困的概念加

注了相对性的注释 ,也正因为这一概念的延伸和内涵的深刻而使贫困成为社会 、经济和政治问

题。

3.贫困是一种社会病态 。然而 ,贫困问题的矛盾深化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发展问题 ,

从而引起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广泛研究和政治家关注 ,还只是近百多年的事 。18世纪末期以

来 ,由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兴起 ,不但使得散布于乡间和手工业作坊的劳动者聚集 ,而且还

不断创造出一批批两手空空的无产者。因此 ,资本积累的另一方是累积的贫穷 ,财富的聚敛是

以更多的人们成为贫穷者为代价的 。过去因为生产力低下而普遍贫穷 ,但在先进的生产力条

件下 ,贫困依然存在而且更为加剧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病态 ,是社会制度本身存在问题 。

从根本上诊治这一社会病态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今的一切贫

困灾难 ,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

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 。” ①

4.贫困是发展进程中的非均衡矛盾。众所周知 ,目前发展中国家都还比较贫穷。但这一

类贫穷除去历史的成因之外 ,在现阶段的主要症结是欠发展的问题 ,是发展进程中的非均衡矛

盾;尤其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度 ,贫困主要是城乡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以及个体

劳动者素质间的差异等问题。

(二)贫困的定义

贫困与贫穷同义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互换 ,后者更为广义一些 。但在现代文献中 ,较

多使用的是贫困一词 。

贫困现象的社会存在显而易见 ,然而要给贫困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却十分困难 。这如

同一门科学的定义一样 ,需要经过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发展时期的修辞 、刻画才形成比较

规范和科学的表述。下面列出了一些不同时期的学者们所给出的贫困定义 。他们中既有社会

学家 ,也有经济学家 。

1.“贫穷是生活必需品的缺乏 。”②

2.“贫穷是指相对较少的一种状态 。”③

3.“贫困是指收入较少而无力供养自身及家庭的一种低落的生活程度 。”④

4.“贫困是指经济收入低于当时 、当地生活必需品购买力的一种失调状况。”⑤

5.“贫困是因无适当收入或不善使用(开支),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以及改善健康条件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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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去做有用工作的一种社会状况 。” ①

6.“贫困是作为某一特定社会中特定家庭的特征的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状态 。”② “现在

仍然存在的绝大部分贫穷是大量的经济不平衡之结果 。”③

上面列出了 6种定义 ,若除去一些相近的说法外 ,基本上是一个较完整的清单。第一种定

义直接指出贫困是生活必需品的缺乏 ,内涵基本生存需求的绝对贫困概念;第二种定义则突出

贫困的相对性概念。第三 、四 、五种定义以收入为尺度 ,并给出了粗略的程度刻画;而第六种定

义是定性型的概括。

贫困的概念不难理解 ,贫困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贫困现象的背后 ,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

原因和复杂的人文 、环境及政治经济因素 ,换句话说 ,造成贫困的原因很多 ,而贫困问题也同样

深入到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的确 ,如若考虑到种种成因和表象 ,要简明地给贫困

下一个定义十分困难 。事实上 ,关于贫困的定义至今还没有一种说法较为完善 。一些学者采

用分类刻画的方法 ,提出历史性贫困 、社会性贫困 、生产性贫困 、资源性贫困 、观念性贫困等说

法。④这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反贫困策划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在较多的文献中 ,是从

社会文化和经济两方面分别描述贫困概念的 。然而无论是哪类贫困 ,还是从哪方面刻画贫困 ,

都回避不了贫困本身这个原概念。当前 ,一个可参照的定义是由世界银行给出的:缺少达到最

低生活水准的能力。⑤ 这个定义的可参照性仅在于对最低生活水准的全球估测(275 ～ 370美

元 ,按 1985年 PPP⑥ 美元计算的年人均收入),即贫困线的下限和上限。除此之外 ,这个定义

一方面未涉及贫困的本质属性 ,另一方面将贫困视为一种能力的缺少 ,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 。

因为许许多多的贫困人口并非缺少这种能力 ,问题的实质倒是贫困者的能力的发挥和发展受

到的种种制约。

贫困 ,作为一个词的解释有“不足”的内涵 ,这已得到共识。但“不足”不仅是一个相对概

念 ,也是一个模糊概念 ,用以注解贫困定义会使概念更加含混不清。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做的

工作不是字面解释 ,而是对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现象的写照。当然 ,一个简明的定义写照的仅是

其本质 。那么 ,贫困的内核或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其一 ,所有可以列举的贫困因

素 ,无论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 ,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对于贫困者都只产生一个作用 ———

发展制约或障碍 。其二 ,当社会发展到物质极其丰富时 ,贫困的概念将是些什么新的内涵谁也

难定 ,但可以肯定:现在和过去的人民大众说的贫困普遍指的是一种社会低层生活的境况 ,在

这种境况中的人们大都生活艰难 ,甚至生命难以维持 ,处于危机四伏 、困境重重的境地。其三 ,

一定层面的贫困积淀将形成一种社会亚文化 ,这已为社会学家所论断。这种亚文化的内涵十

分广泛 ,但其所有的负面效应可用一句话概括 ,即贫困可以滋生和复制自身 。我们认为 ,这也

是贫困问题的本质特征之一 ,不可忽略 。

基于以上因素归纳和状态刻画及其可转移特征分析 ,我们试图对贫困给出一个不但具有

本质性 ,还具有原则性和逻辑性的定义:

贫困是因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生活困境;一定层面的贫困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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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状态 ,这种状态不被改善将是恶性循环的 。

这个定义的原则性 、本质性与逻辑性在于:任何贫困境况的陷入都是被迫的 ,是因为种种

因素所致;另一方面 ,要脱离贫困陷阱 ,也并非具有了什么能力即可 ,还需要外部制约条件的改

善。进一步 ,如果贫困者果真“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 ,这对于贫困者来说仅仅是一种

发展障碍 ,而且这一障碍本身还是贫困状况恶性循环的结果 。

二 、贫困度量及其应用分析

(一)基础度量指标

1.贫困发生率:贫困发生率是描述贫困现象的一个最基本的指标 ,是从贫困人口在其人

口总体中所占比例的角度 ,反映贫困现象的社会存在的面或发生率 ,故称为贫困发生率。若用

H 表示贫困发生率 , n 表示人口总体数量 , q表示贫困人口数 ,则

贫困发生率 H =
q(贫困人口数)
n(人口总体数)

(1)

　　但因为总体人口及其中的贫困人口均是不断变化的 ,故 H 又称为贫困人口调查指数 ,是

调查时点数据(一般以年度为统计期)。

2.贫困缺口(总差额):贫困缺口侧重从经济收入差额的角度度量贫困的程度 ,或者说为

了消除贫困 ,使得所有贫困者的经济收入都超越贫困线尚需要的社会财力 。先给定贫困线 z

(凡收入低于 z 者划入贫困人口行列):

设 y i表示贫困者的经济收入(y i<z , i=1 ,2… , q), G 表示贫困缺口 。则 G值越小 ,表示

贫困缺口越小 ,反之亦然 。

G =∑
q

i=1
(z -yi) (2)

　　3.贫困缺口率:由 G(贫困缺口), q(贫困人口数)及 z(贫困线)可组成另一贫困度量指标

I ,称为贫困缺口率 ,用公式表示:

I = G
q· z

(3)

　　分母为 q与 z 的乘积 ,即假设均以贫困线计贫困者经济收入水平时的贫困人口总收入 ,或

称为理论上的最大贫困缺口。因为当 yi=0(i=1 ,2 , …, q)时 ,

qz =∑
q

i=1

z =∑
q

i=1

(z -yi)

　　因此 , I 的直接含义是实际总差额与理论总差额的比值 ,显然 ,

0 < I <1

　　I 值越小 ,贫困程度越轻 ,当 I 接近 0 值时 ,说明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基本接近贫困线已

达到脱贫的临界点。反之 , I 值越大 ,社会贫困现象越严重 ,当趋向 1时 ,表示贫困阶层的人们

基本没有经济来源 ,必须靠政府救济给予生活资助 ,因而贫困缺口达到最大量。

进一步解析指标量 I 的表达式 ,即可知其另一层内在含义 。令 gi =z -y i ,(i=1 ,2 , … ,

q ,)表示第 i 个贫困者达到贫困线的经济收入差额(缺口),则

G = ∑
q

i-1

(z -yi)=∑
q

i=1

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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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G

q · z
=

1
qz ∑

q

i=1

g i =
 g
z

(4)

　　其中  g=1
q
∑
q

i=1
g i ,为平均差额(差额均值)。

4.贫困线指数:直接用贫困线(脱贫最低收入)同总体人均收入  y( y =
1
n
∑
n

i=1
y i)相比较 ,其

比值也反映一个人口社会的贫困问题 ,定义为贫困线指数 ,用 K 表示:

K =
z
y

(5)

　　5.综合指数:如果将贫困发生率 ,贫困缺口率及贫困线指数组合起来 ,可得到另一个新的

贫困指标量。我们定义:

R =H · I ·K (6)

　　称 R 为综合贫困指数 。显然 ,若相对贫困人口越多 ,贫困缺口越大 ,贫困指数越高 ,则贫

困问题越加严重 。这由贫困综合指数得以反映和度量 。从经济活动的角度 ,贫困的核心问题

是经济收入 ,综合指数正是体现了这一内核。事实上 ,

R =H · I ·K =
q
n
·
 g
z
·
z
 y
=
q g
n y
=
G
Y

　　式中 Y =n y =∑
n

1
yi ,表示国民总收入;G=q g =∑

q

i=1
gi =∑

q

i=1
(z -yi),为前面定义的贫困缺

口。

因此 ,综合指数实际表示贫困缺口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或比重),是将贫困问题放置全社

会中来考察 ,度量其社会经济负重程度 。综合指数由贫困发生率 、贫困缺口率及贫困线指数组

合而成。反过来说 ,它又可分解成三个方面的贫困指标量。因此 ,贫困综合指数既可用于贫困

地区间的综合比较 ,也可用于贫困地区间的特点及特征分析 。

(二)标准化度量

以上基础指标是统计绝对量或为绝对量的相对比值 ,简洁明了 ,计算方便 ,是度量贫困的

基本指标量。但不同地区(国度)间的贫困问题都有着显著的内在差别 ,即使在一些基础指标

量相近或相同的情况下 ,其贫困的形态或程度都可能大相径庭。这是因为基础指标着重从整

体角度给出计量而未考虑贫困人口的个体差异。因此 ,反映贫困结构差异的度量 ,还必须从贫

困人口的收入分布着手 ,必须对每个贫困者的收入及缓减其贫困现状的问题加以考虑。

另一方面 ,为了地区(国度)间的分析比较 ,还必须对指标量进行标准化 。

为便于分析 ,假定人口的收入 yi ,(i=1 ,2 , … , q , …, n)按序排列(由少到多),即

yi ≤ yi ,当其仅当 i < j

　　于是最穷的人排在最前面 ,前 q个人均为贫困者。越穷其个体的贫困缺口越大 ,就越是需

要更多的经济支持或社会福利 。或者说 ,对于不同程度的贫困者应给予相应的社会福利 ,使得

所有贫困者在得到政府或社会的资助下 ,都能达到一个基本相同的经济生活水准。贫困问题

的标准化度量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进行构造的 。

1.福利加权数(福利方程)

对于收入越低者 ,就应给予较多的福利补贴。从计量上讲 ,收入少 ,则贫困缺口大 ,需配以

较大的福利权数 。按上假设 , y i(i=1 ,2 , …, q)是递增序列 ,因而贫困差额(缺口)g i(gi =z -

y i , i=1 ,2 , …, q)则是递减序列 ,按差额大就应配以较大权数的原则 ,则可考虑一个递减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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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相对应的福利加权数 。显然 ,最方便而又最简单的递减序列就是自然数 1至 q 的反序 ,

即 q , q-1 , …2 ,1。同时 , q为贫困人口数 ,在加权求和后以 q(及 n , z)为常量可以得到更贴

切的贫困因素分解。

2.琛氏贫困指数

琛氏指数的构造及其物理含义

A .K .Sen 在 70年代中期(1974)给出了一个标准化度量的一般性公式:

Ps =U ∑
q

i=1
giW i , (7)

　　称为琛氏贫困指数 ,式中 W i 是福利加权数 , U 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化需要所配置的常数

(在取定之前可视为 q , n , z 的函数 ,即 U =U(q , n),或 U =U(n , z)等 ,使得 0≤Ps<1)。

令 W i=q+1-i , i=1 , 2 , … , q.

分别令 U =
2

zn
2和

2

 yn2 ,式中  y =
1
n
∑
n

i =1
y i为总体人均收入 ,可得到琛氏贫困指数的两个表

达式:

Ps1 =(
2

 yn 2)∑
q

i=1
g i(q +1-i) (8)

Ps2 =(
2

 yn 2)∑
q

i=1
g i(q +1-i) (9)

　　为便于分析 ,我们对(8)式稍作变形:

Ps1 =(
2
zn

2)∑
q

i=1

g i(q +1 -i)

=∑
q

i=1

(
g i
z
)

2(q +1 -i)
n

2

令 　Ii =
g i
z
, V i =

2(q +1 -i)
n

2 ,则

Ps1 =∑
q

i=1
IiV i ,

　　式中 Ii(i=1 ,2 , … , q)表示第 i 个贫困者的贫困缺口比 , V i(i=1 ,2 , …, q)为相应的加权

因子 。因此(8)式中的 Ps1表示以贫困线为参照的贫困缺口比加权和 。

同样(9)式可变形为

Ps2 = ∑
q

i =1
〔
gi
 y 〕

2(q +1-i)
n

2

令 　J i =
gi
 y
, V i =

2(q +1-i)
n

2 ,则

Ps2 =∑Ji V i ,

式中 J i(j=1 ,2 , …, q)表示贫困者相对于总体人均收入的收入缺口比 。故(9)式中的 Ps2实际

表示以总体人均收入为参照的收入缺口比加权和 。

因此 ,琛氏贫困指数是对所有贫困人口在一个人口总体中的贫困缺口比(或收入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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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利加权 。其中 Ps1反映缓减贫困的基本福利需要(以贫困线为相对量), Ps2反映贫困人口

达到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负担 。换句话说 ,琛氏贫困的指数是从脱贫与达到社会人均水

平两个目标 ,考察贫困问题的相对程度 ,分别给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相对度量。

琛氏贫困指数的缺陷

首先 ,在(8)、(9)两式中 , ∑
q

i=1
V i≠1 ,因而 V i作标准化加权因子欠妥。若选择 Wi=q+1-

i , i=1 ,2 , …, q 。则相应的标准化加权因子应为 V i=
W i

∑ Wi
=

2(q+1-i)
q(q+1)

。

为简化起见 ,作近似逼近也应为2(q+1-i)
q

2 。

其次 ,以 q , q-1 , … ,2 , 1为权数 ,只是满足了贫困缺口大应赋予较大权数的基本要求 ,而

这一权数本身仅表示贫困人口的序号(反序),它与贫困缺口分量 g i 并无内在联系 ,因而这两

者结合不可能有更深入的物理含义 。

琛氏贫困指数的多种表达式

在(8)、(9)两式的基础上 , A .K .Sen 于 1976年又给出了一个改进的指标:

Ps3 =
2

(q +1)nz ∑
q

i=1
g i(q +1 -i) (10)

和一个简易计量指标:　 　　

Ps4 =H〔I +G(1 -I)〕 (11)

　　式中 H 、I 、G 分别为前面所述的贫困发生率 ,贫困缺口率和贫困缺口。

继 A .K .Sen 贫困指数的工作之后 , Dominique Ton , N.Takayama 及 N.C.Kakwan 等

在 70年代末和 80年代也给出了一些贫困指标量 ,但都基本是在 A.K .Sen 给出的框架((7)

式:贫困指标一般模式)内重新构造系数 U 或权数Wi ,例如令 U = 2
nz(n+1)

, W i=(q+1-

i)
k
等 ,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琛氏指数 ,在理论及方法上并未超越 A .K .Sen 的基础工作。

(三)洛伦茨(Lovenz)曲线与吉尼(gini)系数

图 1　洛伦茨曲线

1.洛伦茨曲线的形态与吉尼系数的定义

洛伦茨曲线是按总收入与总人口的百分数计量的累

计收入频率分布(收入分布通常按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 ,

即收入函数是一个单调增函数)。如图 1所示:收入与人

口(纵轴与横轴)均按其总量的百分数比为计量单位。 L

为洛伦茨曲线 , S 1 表示 L 与对角线 OA 围成的面积 , S 2

表示 L 与OP 、AP 围成的面积 ,吉尼系数 G 定义为:G =

S 1

(S 1+S 2)

比值 G 反映出收入分配的不平均状况。如果收入分

配是绝对平均的 ,则累计收入频率曲线(洛伦茨曲线)应为

对角线 OA ,即人口与收入的比重衡等(任意百分比的人

口占有相同百分比的总收入)。

110



显然 , S 1+S 2为■OPA 的面积 ,在图 1的坐标系下 ,其值为
1
2
,所以

G =
S 1

(S 1 +S 2)
=2S 1 或 G =1-2S 2

　　绝对平均的收入分配在一个较大的人口社会中几乎是没有的。而不平均就存在相对低收

入 ,因而这部分人口的累计收入占总体收入的比重就必然达不到相对应的人口比重 ,又因为这

部分人按序被排在最前面 ,所以往后累计只是逐步填补这一缺口 ,这就使得曲线 L 虽为累计

频数 ,其图形必然是下凹的。

2.洛伦茨曲线的数学表达式与吉尼系数的近似计算公式

设收入函数 y =y(p), p ∈〔0 , n〕, y(0)=0 ,则总收入

Y =∫
n

0
y(p)dp

　　于是收入频率分布函数为
y(p)

Y
,累计频率函数

L(x)=
1
Y∫

x

0
y(p)dp , x ∈ 〔0 , n〕 (12)

显然 , L(n)=
1
y
∫
n
0 y(p)dp =

Y
Y
=1

如果再对表示人口数量的坐标轴压缩 ,即进行坐标变换 p=nu ,把区间〔0 , n〕变换成区间

〔0 ,1〕。

于是 u ∈〔0 ,1〕, dp=ndu , y(p)=y(nu)

L(x)=
1
Y∫

x

0
y(p)dp　　x ∈ 〔0 , n〕

=
1
Y∫

x

0
y(nu)ndu 　　x ∈ 〔0 , 1〕

=
n
Y∫

x

0
y(nu)du (13)

　　这即是图 1坐标系下的洛伦茨曲线 。于是 ,

S 2 =
n
Y∫

1

0∫
x

0
y(nu)du dx (14)

　　对上式作离散化处理 , u =
j
n
, j=1 , …, i , i=1 ,2 , …, n ,

令 y i=y(n·
i
n
)=y(i),得

S 2 =
n
y ∑

n

i =1
∑
i

j=1
yi■u■x .这里 ■u =

1
n
, ■x =

1
n

　　所以得:

S 2 =
n
Y ∑

n

i=1
∑
i

j=1

y j

n
2

= 1
nY ∑

n

i=1
∑
i

j=1

yj

=
1
nY
〔ny 1 +(n -1)y2 +……2yn-1 +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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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Y ∑

n

i=1

(n +1-i)y i (15)

　　即是以矩形面积之和逼近面积分。其近似公式还可以有:

Ss2 =
1

(n +1)Y ∑
n

i =1

(n +1 -i)yi (16)

　　或

S 2 =
1
nY ∑

n

i=1

(n +
1
2
-I)yi (17)

　　由(15)、(16)、(17)式得到相应的吉尼系数计算公式。

三 、反贫困目标

造成贫困的因素很多 ,理论上这些因素都应是反贫困的目标 。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不是

这样 。原因在于:其一 ,贫困就普遍而论总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而是一个综合症结 。

其二 ,致穷因素尽管方方面面 ,但这些因素都是相关的 ,或互为因果 ,或相辅相成 。根据综合症

结的特征 ,必须综合治理;根据因素关联的特征 ,必须攻其主要矛盾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和确定反贫困目标的原则 。

(一)人力资本投资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 ,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非物

质资本。这句话直接了当的意思是:劳动者也拥有资本 ———自身的劳动力 ,这种资本称为人力

资本 ———非物质资本 。或者说人力资本是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这里指出了一个十分

重要的概念 ,即人力资本具有质量要素 ,这是区别于物质资本的本质属性。由此而不难理解在

劳动力可充裕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① 中 ,其人力资本也具有稀缺性。

所以 ,在发展中国家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的分析 ,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弹性从传

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②这是二元经济模式的先决条件 ,也是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但这里

的可无限供给的弹性主要指劳动力的数量 ,指既充足又廉价的劳动力 。然而 ,传统部门的“过

剩劳动力”(刘易斯用“劳动力的充裕”或“无限的供给弹性”表述)怎样才能和可能被现代部门

吸纳呢? 这正是问题关键 。特别对于贫困劳动者 ,大都处于“过剩劳动力”的行列 ,他们怎样才

能在由现代部门开拓的就业天地中找到一席之地呢? 如果说劳动力的转移是现代生产部门发

展的必然 ,那么 ,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就是对劳动者的必然要求 ,对于要摆脱贫困的劳动者就是

更迫切的要求。

因此 ,提高贫困人口的劳动力素质无疑是反贫困的一大目标 ,而且是根本性的目标。这不

但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 ,更由于在现代生产的条件下 ,低素质的劳动力是过剩的 ,

已无用武之地。劳动者的劳力卖不出去 ,就没有了求生之路 ,贫困就是当然的了。那么 ,怎样

提高素质呢?这就需要投资。通过教育及生产技能培训的人力投资既高劳动力素质 ,从而被

现代生产部门所吸收 。这样 ,贫困者的劳力才出卖得出去 ,这些人力才可能形成资本 ,从而贫

困者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资本———人力资本 ,这是贫困者赖以发展和摆脱贫困的根本要素 。

人力资本的形成是需要经过人力投资才能实现的 ,这已由欧文·费歇尔(Owen Fisher)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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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等经济学家所论述 。发展实践证明:人力投资既能使个人经济受益 ,又能使社会经济受

益。所以 ,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的动力 。正如舒尔茨指出:“当前仍然存在的

贫困 ,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投资的机会遭到挫折的结果 。” ①

(二)减少贫困的经济增长

虽然反贫困的实现最终有待经济增长 ,但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就能减缓贫困 ,不适当的经济

增长甚至还可能扩大和加重贫困。因为社会总量的增加可能仅属于少部分人所有 。换句话

说 ,贫者愈贫 ,富者愈富 ,这也是一种增长方式 。这样的增长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当然不可取 ,因

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摆脱贫困为发展目标的 。

无论怎样高深莫测的发展模式 ,它的效果只有两种:是多数人受益还是少数人得利。而达

到哪种效果是通过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税收 、储蓄 、投资 、福利等政策和行为)实现的 ? 这样

说是不是又陷入了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境地呢 ?非也。首先 ,并不是有效率就一定没有公平(这

里指兼顾大多数人的利益 ,绝对的公平是从来没有的),或者有公平就不会有效率。虽然效率

与公平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确是一对矛盾 ,但他们从来也没有这样绝对化。只是认为追求效

率就要牺牲一些公平 。请看萨缪尔森② 是这样说的:“当各国试图把收入在它们的公民中间

平等地分配时 ,它们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对积极性和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问到 ,为了更公

平地分割社会馅饼 ,需要牺牲它的多大部分?”③ 这句话至多认为效率是以牺牲公平为前提 ,

更何况所说的前提是悬空的:从来没有平等分配收入的经济社会 ,也没有哪个经济社会试图去

平等分配收入。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也只能是“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另一位与萨缪尔森同时

代的著名经济学家奥肯是这样说的:“我们无法既得到市场效率的蛋糕 ,又公平地分享它。”④

这里的假设 ,又是莫须有 。在经济体制健全的社会 ,分享市场效率的首先是国家 ,至于这个国

家是否代表大多数民众的利益 ,那是政体和制度的问题 。因此参与分享的自然是产生效率的 ,

至于分享多少由社会分配原则和经济规律所定。事实上 ,人们一旦参与了市场经济 ,就没有人

想到可以不劳而获 ,也没有谁再试图去公平分享利益。当然 ,我们承认平等与效率在一定的发

展阶段确有矛盾和冲突的一面 ,但两者并不是绝对化的二律背反 。从“平等分配收入”这个前

提的虚无到“公平分享”这个假定的莫须有 , “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就根本不知是从何说起了 。

如果说公平与效率一定是呈现负相关的规律 ,那么总还存在一个两者均有的弹性过程 ,事实

上 ,西方经济的发展哪一天不是处在这样的弹性过程中呢?

其次 ,并不是没有公平就一定有效率 。试想 ,最大的不公平就是财富集中到一个人手里 。

这样就能产生最大的效率吗? 历史的悲剧早已证明这是注定走向反面的。

因此 ,既有一定的市场效率 ,又有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存在 ,事

实上整个发展中国家走的正是这样的发展道路。而且 ,从一个长期发展过程来看 ,兼顾扶贫的

投资和分配与市场效率不但不冲突 ,相反还有促进作用 。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条

件和基础与发达国家的现在和过去都根本不同。第一 ,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世界潮流为打破封

闭的落后状态提供了外部环境和压力。第二 ,发展中国家普遍试验的“飞地”⑤ 建设 ,使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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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实际指一国经济中以现代经济为特征 、发展迅速的地区 ,即所谓“经济开发区”或“特别经济区” 。

亚瑟·奥肯(Arthu r M.OKum , 1928-1980):《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 。
萨缪尔森:《经济学》 ,中国发展出版社 ,第 1247页。
保罗·A·萨缪尔森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经济学奖获得者(1970)。
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 ,第 6页。



了一定规模的现代经济模块。一方面可与世界经济循环接轨而加速发展进程 ,另一方面 ,作为

“增长极”对贫困地区有示范和带动作用 ,其扩散功能也必然波及贫困地区 。这说明 ,改变贫穷

落后的面貌不但机遇前所未有 ,内外因素的作用还可大大缩短反贫困的进程。而且 ,贫困地区

的变革(早期主要是促进劳动力转移)这本身既是“飞地”增长的功能作用 ,又是基本前提 。进

一步说明的是 ,在二元经济状态下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反贫困的目标和途

径 ,另一方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 。这就使我们找到了既减少贫困又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

途径 。

(三)人口控制 、资源与环境保护

人口控制之所以成为反贫困的一大目标 ,是因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人

口出生率均居高不下 ,使得人口数量成倍增加 ,人口压迫生产力的境况日趋严重 ,有限的耕地

和资源超负荷地承载着人口增长的种种负担 。所以 ,西方学者说南半球(指贫穷的国家)的处

境不幸被马尔萨斯言中①。一个世纪前马尔萨斯是这样说的:“随着人口的加倍和再加倍 ,正

像地球的体积减半 ,再减半一样———直到最后缩减到这种程度 ,粮食和基本生活资料下降到生

存所必需的水平以下” 。“由于自然界提供的土地数量是固定的 ,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 ,粮食

生产不能按几何级数与人口保持同步增长”。当然 ,马尔萨没有预计到他的“两个级数的增长

说法”② 就在一个世纪前被惊恐的人们一经冷静思考之后 ,就已认识到它的谬误之处 。至于

一百多年的今天 ,技术革新的奇迹 、生育节制的全球行为 ,这更是马尔萨斯所始料不及的 。尽

管两种生产绝非是马尔萨斯所断言的两种级数的增长模式和由此导出的悲惨境况 ,但他在上

一个世纪就指出无抑制的人口增长将会导致食物供给的危机 ,这不能不说是警世之言。

第三世界的贫穷当然与负荷沉重的人口压力密切相关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减轻压力和最

终摆脱负担。一方面必须发展生产和加大人力投资 ,尽可能地吸收过剩劳动力 ,另一方面必须

最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 。不然 ,经济增长的效率就会耗散在过速增长的人口负担之中 。而

经济不发展又怎样摆脱贫穷呢 ?

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 ,还必须保护或再生资源 ,必须恢复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 。这与人

口控制同等重要 ,因为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载体 ,是生产发展的原生条件。正因为人口压力过

重使得资源枯竭 、环境恶化而造成种种发展障碍 ,就必须控制人口增长和保护资源 、环境 。不

然就可能真的陷入了马尔萨斯所设想的困境 。

(四)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一定程度地缩减贫困范围 ,还是从总体发展水平超越贫困线 ,都需要一个稳定持续

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因此 ,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秩序是反贫困的基本前提 。社会动荡是

不可能发展生产的 ,混乱的经济秩序只能对不法者有利 。无论是前一种社会环境 ,还是后一种

经济状况 ,对于贫穷者都是雪上加霜 ,导致更多人的贫穷。在各国的发展史上都有这样的经验

教训 。

关于社会稳定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在西方经济学中论及甚少。可能因为资本具

有超越时空的自由度和无孔不入的属性 ,经济扩张可以使得资本游离到世界任何一个有利可

图的角落。因而只要存在经济扩张的可能性 ,就无需过多考虑某个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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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 ,缺少的正是这种物质性资本 ,具有无限供给弹性的只是非物质性的

人力资本。因此 ,发展中国家只能立足于本国本土的条件去寻求发展 ,自力更生才是根本出

路。社会动乱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 ,在这样的状态下反贫困是无从谈起的 。

所以在发展中国家 ,社会稳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条件 ,这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保障。应该看到 ,可持续发展的其他支持条件在发展中国家都有待创造和改善 。例如前面所

述的资源与环境支持条件 ,必须控制人口增长以减缓压力。此外 ,技术进步是持续发展的动

力 ,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 。

总之 ,摆脱贫困需要一个稳定持续的发展过程 ,这个过程的支持保障是社会稳定和经济的

持续增长 ,这是反贫困必须具备的社会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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