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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困的基本问题

（一）贫困的界定
1、英国汤普森:

• 在《英国的贫困：家庭财产和生活标准的测量》一书中写

道：“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食物、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和缺

少最低生活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

的。”



2、世界银行:

• 1980年: 从“缺乏”的角度界定 贫困, 范围从单纯的物质的“缺

乏”到无所不包的社会的、精神的、文化的“缺乏”。

• 1990年:  将贫困定义为“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

• 2001年: 从“社会排斥”的角度界定贫困,认为贫困是由于贫困

者资源有限,以致他们被排除在所在国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

活方式之外。



3、 欧共体:

• 1989年 ：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群体的资源——包括

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至于他们被排除在

他们所处的国家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

4、 中国学者:

• 童星、林闽在《我国农村贫困线标准研究》一文中对贫困的定

义：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最低收入造成

的缺少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生活

状况。



 （二）贫困类型

• 根据贫困的内涵：广义的贫困和狭义的贫困

• 根据贫困的成因：普遍性贫困、制度性贫困、区

域性贫困和阶层性贫困

• 根据绝对性与相对性：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三）贫困标准
1、世界银行：

•  370 美元（按 1985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约合 1 天 1 美

元）作为国际通用的衡量贫困标准

•  275 美元(约合 1 天 0.75 美元)作为国际通用的赤贫标准 

2、欧洲经济委员会：

• 贫困线应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可支配收入的50%。

（以上两个贫困线实际上都是相对贫困的贫困线。）



3、国际劳工组织：

• 在工业化国家，贫困线大体上应相当于制造业工人平均
工资的30%。

4、美国：

• 贫困线标准是根据家庭人数和所在州来决定

• 美国大陆相连接的48个州和首都华盛顿为一个标准（两

口之家2008年贫困线标准为14,000美元， 2009年贫困

线标准为14,570美元）

• 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分别有自己的标准



5、中国：

• 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为1196元

• 中国计划在2011年将贫困标准上调到人均纯收入1500元

6、 越南：

• 2011-2015 年间贫困户标准是：农村贫困户标准为人均

年收入480万越盾，折合成人民币为1511元



（四） 贫困的测度

1、国际贫困标准法

• 收入比例法，由OECD提出

• 操作方法：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收入的50-60%作为该

地区贫困线，即最低生活保障线。

2、生活需求法

• 根据当地维持最低生活所需的商品、服务列出清单

• 根据市场价格，计算拥有以上商品服务所需现金，即“
贫困线”



3、生活形态法

• 根据生活形态选择剥夺指标

• 根据剥夺指标和被调查者实际生活状况确定那些人属于
贫困者

• 根据贫困者被剥夺的需求、消费和收入，计算“贫困线
”

2、恩格尔系数法

• 以一个家庭用于食品消费的绝对支出除以已知恩格尔系
数，即“贫困线”

• 这是源于“恩格尔定律”的收入比例法



二、贫困经济学基本问题

（一）贫困经济学的含义

    贫困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

科，所要研究和考察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

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和矛盾。具体地说：

    贫困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贫困现象的产生、发展及其运动规

律的一门学科。



（二）贫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Ø   贫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穷人问题。

Ø    研究内容：

• 贫穷的原因；

• 经济社会发展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收入分配的基本制度；

• 政府如何助推穷人发展；

• 如何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贫困经济学的宗旨

Ø 贫困经济学奉行均衡发展战略

• 主张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应当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幸福。

Ø 贫困经济学关注市场竞争中的弱者

• 主张实行一定的政府干预来校正市场失灵；

• 主张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上要对弱势群体有所
倾斜。

Ø 贫困经济学的核心是公平与发展

• 其实质就是解决各类穷人问题。



（四）贫困经济学的研究主题

穷人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贫困和穷人，能够回答如下问题：

Ø 什么是贫困；

Ø 贫困的标准是什么；

Ø 贫困的原因有哪些，根源是什么；

Ø 穷人的行为；

Ø 穷人的发展；

Ø 如何使穷人变成富人等。

贫困经济学对“贫困”内涵的阐释：

Ø 贫困指一种没有足够收入、无法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状态

Ø 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即“能力的贫困”或

“机会的贫困”



三、贫困理论

1、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相关研究

（1）马尔萨斯的贫困理论

• 结论：贫民自身是贫困的原因，社会制度没有责任

• 在理论上首次提出贫困问题
（2）马克思的贫困理论

• 最早从制度层次上揭示贫困根源

• 结论：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是“剥夺者被剥夺
”



2、20世纪50、60年代后的贫困理论

（1）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 1953年《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文

• 系统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探讨了贫困的根源和摆

脱贫困的途径

• 结论：“一国穷是因为他穷。”



（2）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 1956年发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为人均收入处于维持生命和接近

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即“低水平均衡陷阱”

• 结论：资本稀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关所在。发展

中国家须进行大规模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

过人口增长，才能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



（3）莱宾斯坦：“临界最小努力”理论

• 1957年提出经济发展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

• 发展中国家要打破低收入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必须首先

保证足够高的投资率，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的

增长，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这个投资率

水平即“临界最小努力”



（4）缪尔达尔：“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

• 理论内容：

Ø 在动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因素互为因果，呈现出 

“循环积累”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关系不是均衡的、守

恒的，而是一种“累积性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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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突破低收入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途径
Ø权力关系、土地关系、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实现收入
平等

Ø增加储蓄以促进资本形成，使生产率和产出水平大幅
度提高，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迅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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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玛蒂亚·森：权利贫困理论

• 森理论的独特魅力在于深刻分析了隐藏在贫困背后的生

产方式的作用，以及贫困的实质。

• 森主要研究的是贫困的特殊形态——饥饿。他认为要理

解饥饿，必须首先理解权利体系，并把饥饿放在权利体

系中加以分析。

• 饥饿是交换权利的函数，不是食品供给的函数。



• 森的权利体系包含四方面的权利：

Ø 以交换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将自己的资源或雇佣来

的要素与他人交换

Ø 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将自己的资源或雇佣来

的要素用于生产

Ø 以自身劳动力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将自己的劳动力

用于自己组织的生产或者受雇于他人

Ø 以继承或转让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继承财产或接受

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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