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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快速下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 ,农村贫困问题

并没有继续得到明显改善 ,贫困人口数量保持刚性稳定 ,过去对贫困人口数量的估算也受到了各方面的质疑 ,贫困

人口生计脆弱性、妇女贫困等一系列的贫困问题仍然十分严峻。本文从我国贫困人口数量、贫困人口分布、贫困结

构和贫困程度以及贫困人口生计等角度 ,总体叙述了当前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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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pite of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in China since the op ening policies in

1978 , the p ace of the reduction of the poverty population has been slowed down in recent years . There has been a long

time argument on the accuracy of poverty population in rural China . The vulnerability of livelihood of poverty population ,

women poverty and other is s ues are s till very harsh. This article s ummarized the poverty is s ues in China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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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全国 31 个省 (区、市) 618 万个农村住户的抽

样调查 ,2004 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 610万

人 ,比上年减少 290 万人 ,减少 10 % ,贫困发生率为

218 % ,下降 013 个百分点 ;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

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 977万人 ,比上年减少 640

万人 ,减少 1114 % ,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

为 513 % ,比上年下降 017 个百分点 ;绝对贫困人口

与低收入人口合计数量为7 587万人 ,比上年减少

930 万人 ,减少 11 % ,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 811 % ,

下降 1 个百分点 ;粮食主产区和西部开发区 12 省脱

贫速度快于其他地区 ,其中粮食主产区绝对贫困人

口减少 176 万 ,占全国脱贫人口总数的 6018 % ,低

收入人口减少 464 万 ,占低收入人口减少量的

7215 % ;西部开发 12 省脱贫 147 万人 ,占全国脱贫

人口总数的 5016 % ,低收入人口减少 210 万 ,占低

收入人口减少量的 3218 %。2004 年是我国进入新

世纪以来贫困人口减少最多的一年 ,这主要得益于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及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的支

农政策 ,如补贴和减负等。但是中国农村贫困问题

依然形势严峻 ,不容乐观。

1 　贫困人口数量

21 世纪以来 ,农村贫困人口由于社会、经济、环

境等相互交织的脆弱性而导致的应付各种风险的低

能力 ,加上政府开发式扶贫经过 10 多年的强势作用

后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 ,使得各方面惠及贫困群体

的程度越来越小 ;虽然财政扶贫资金总量连连上升 ,

但其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却逐年

下降 ,国家扶贫投资强度呈现出不升反减的态势 ;扶

贫资金的目标瞄准也一直受到了各方面的怀疑与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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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小云等 (2004)研究也表明即便是到达贫困村

的扶贫资金 ,其贫困群体受益比重也不超过 20 %。

经济增长涓流效应的减小、扶贫投入强度的下降以

及扶贫资金目标瞄准的偏离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

我国从 2001 年起农村贫困人口的下降速度开始减

缓 ,2001 年贫困人口为2 970万、2002 年为2 820万、

2003 年为2 900万 ,贫困人口始终在3 000万左右徘

徊 ,贫困发生率也始终在 3 %上下浮动。2004 年虽

然在政府支农政策的强力拉动下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幅度明显 ,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下降到2 610万 ,但是

得到扶助并走出贫困农户的生计并未得到明显改

善。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科学的贫困人口识别

指标体系 ,也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贫困人口普

查 ,所有关于贫困人口数量的判断皆是根据抽样调

查估算而得 ,政府、国际机构、学者都有各自的不同

估计。政府估计采用的是收入贫困线 ,此贫困线是

1994 年国家统计局根据菜篮子法测算的满足最低

需求的食品贫困线和利用回归法测算的非食物贫困

线的加总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625 元的官方贫

困线 (随后每年都进行调整) 。根据此贫困线估计我

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在3 000万左右 ,贫困发生率为

3 %。而此标准仅为国际目前用来测算全球 10 个最

贫国的人均每日 1 美元标准的 66 %。2000 年国家

统计局根据 1 美元的标准 ,测算出我国低收入人口

贫困线 ,即 827 元 ,据此估计我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约

为6 000万左右。2004 年考虑到农村物价指数因素 ,

将收入贫困线定为 668 元 ,此标准虽然高于 625 元 ,

但仍然属于极低水平 ,仍然低于国际上通用的 1 美

元标准。国际社会在承认中国反贫困的巨大成就的

同时也对中国政府的贫困人口数量估计提出了质

疑。世界银行以人均每日消费 1 美元的标准估计我

国 2001 年贫困人口为 2112 亿 ,2002 年为 116 亿。

已经被识别出来的 1418 万个贫困村覆盖了我

国 118 亿农村人口 ,官方口径为覆盖了我国 83 %的

贫困人口 ,即 2 400 万 ,据此可以计算出这 1418 万

个贫困村的平均贫困发生率为 13 %。但根据我们

在全国 100 个贫困村进行的参与式贫富排序结果 ,

其贫困发生率在 30 %～80 %。这样可以估计 ,实际

的贫困人口数量至少是目前官方公布数字的 3～6

倍 ,即 7 200 万～114 亿左右。如果还考虑到贫困村

确定中存在的问题 ,则实际贫困人口数量要还多。

不少地方贫困村识别过程中的限定指标的做法 ,使

得最后确定的贫困村数量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 ,

还有相当数量的与现在已经认定的贫困村社会经济

发展程度相似的贫困村未能被列入贫困村名单。如

某省认定了 1 200 个贫困村 ,但根据地方官员估计

该省至少有 5 000 个实际贫困村 ;根据从其他省了

解的情况 ,已经被认定为贫困村的数量只占到实际

贫困村数量的 35 %～75 % ,即便以 75 %估计 ,目前

实际贫困人口数量至少是目前官方公布的 4～8 倍 ,

即相当于 112～214 亿人。

尽管政府对上述贫困线一直在调整 :1978 年为

100 元 ,1985 年为 206 元 ,1990 年为 300 元 ,1994 年

是根据马丁法测算的 625 元 ,随后根据农村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调整 1997 年为 640 元 ,2003 年为 637

元 ,2004 年为 668 元 ,但官方在界定贫困人口时为

了统计的方便 (农村住户调查系统)定义贫困人口为

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年贫困线的人口。这种收入贫困

线的界定方法一则没有考虑到纯收入计算中有形资

产的贡献 ,这些有形资产 ,如秸秆、生产工具等是无

法转化成资本用来降低贫困农户的脆弱性 ;二则没

有考虑到农民家庭消费支出的货币化 ,贫困地区农

民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支出必须使用的是现金 ,而

不能是食物。显然 ,没有考虑这几方面限制因素的

官方贫困人口数量是相当保守的 ,不能反映出我国

农村实际贫困状况。

贫困人口数量的估计直接影响到扶贫资源的投

入。在绝对贫困发生率还较高的情况下 ,政府严格

的贫困标准是非常有用的 ,它帮助政府把有限扶贫

资金投向最需要帮助的目标。但是随着绝对贫困人

口数量的快速下降 ,严格的贫困线在识别穷人和决

定扶贫政策时不再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 ,因为虽

然低于严格的贫困线的贫困人口数量非常少 ,但大

量刚刚越过这个标准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当中。

2 　贫困人口分布

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已经从过去的集

中在国定贫困县的区域集中向更低层次的村级社区

集中 ;贫困村不仅广泛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在东部粮

食主产区也同样存在。20 世纪中国贫困人口的减

少大部分发生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沿海和中部地区 ,

贫困人口向西部和山区集中 ,同时西部和山区的贫

困深度也比其他地方更严重 (世界银行 ,2001 年) 。

但是目前贫困人口主要表现为向村级集中 ,包括东

部粮食主产区的贫困村庄。由于生计的脆弱性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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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应对各种风险的手段 ,加上国家已将扶贫资金重

点投向了中西部地区 ,表现为东部地区和粮食主产

区的低收入人口返贫情况严重 :2002 年我国中部地

区共有 108 万人脱贫 ,西部地区有 70 万人脱贫 ,而

东部地区则由于部分省份遭受较为严重的自然灾

害 ,绝对贫困人口增加了 71 万人 ,当年粮食主产区

也成为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地 ,约有1 554 万人 ,占到

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 55 %。2003 年 ,西部开发

12 省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 5816 % ,其低收

入人口占全国低收入人口的 53 % ;粮食主产区贫困

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 4717 % ,低收入人口占

全国低收入人口的 49 %。西部省区的贫困人口和

低收入人口比上年减少 44 万人和 310 万人 ,而粮食

主产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则分别增加了 133 万

人和 9 万人 ,当年返贫人口的 71 %居住在粮食主产

区。2004 年由于国家在粮食主产区实施的种粮直

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以及农业税费减免等一系列

直接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的政策以及自然气候条件

相对较好的情况 ,粮食主产区绝对贫困人口减少

176 万 ,占总脱贫人口的 61 % ,仅黑龙江、安徽、山

东、河南 4 省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分别减少 37 万人、

32 万人、27 万人和 23 万人。从这几年的贫困人口

分布的变动来看 ,贫困人口的地理分布的强相关性

没有得到缓解 ,而贫困人口和自然气候因素之间的

强相关性逐渐凸显出来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农村人口生计的高度脆弱性 ,脱贫的基础非常薄弱。

3 　贫困结构和贫困程度

我国对农村人口结构的研究还不多。从贫困角

度对农村贫困人口结构研究的一般做法是把农村贫

困人口分为民政救济户、贫困户、中等户和富裕户 4

个基本类型 :民政救济户是指农村中的五保户 ,其没

有生产能力 ,也没有可靠的生活来源 ,只能依靠政府

救济生活的农户 ,这类人口基本上不包括在目前的

开发式扶贫战略中 ;贫困户多是农村中家庭人口比

较多 ,主要劳动力有疾病 ,只能从事农业生产 ,生活

极其困难的农户 ,原则上这类人口应属于我国扶贫

工作的首要目标瞄准群体 ;中等户多是除了可以进

行农业生产 ,还有小规模的养殖业 ,劳动力负担系数

相对要低于贫困户 ,这类人口也可以享受到扶贫项

目的扶持 ;富裕户是指农村中比较富裕的人群 ,收入

是以外出打工、副业和养殖业为主原则上这类农户

不是扶贫政策的主要对象。总体而言 ,上述农户类

型呈正态分布 :贫困农户和中等户占绝大多数 ,民政

救济户和富裕户较少。全国 20 个村的实地调查 (表

1)数据显示 :在贫困村中 ,贫困户的比例为 30 %～

85 % ,平均为 61 % ;中等户占 1316 %～5013 % ,平均

约为 30 %。

表 1 　全国 20 个重点村贫困农户比重

Table 1 　Proportion of poor farming households in 20 KWVs %

村序列 富裕户 中等户 贫困户 村序列 富裕户 中等户 贫困户

1 214 3615 6112 11 1015 2611 6314

2 214 2618 7017 12 2214 4716 3011

3 819 1718 7313 13 2111 3917 3912

4 1618 5013 3219 14 1814 3316 4810

5 312 4512 5116 15 111 1316 8512

6 812 2510 6617 16 315 1411 8214

7 711 1713 7516 17 516 4015 5410

8 1612 3515 4813 18 612 3013 6314

9 611 2116 7213 19 619 2210 7111

10 1411 2514 6015 20 619 2317 6915

平均 914 2916 61

资料来源 :宁夏、江西、云南和广西 4 个省区 8 个县 20 个村的实地调查。下同。

　　我国贫富差距较大。2002 年 ,我国城乡居民可

支配收入的差距达到 3111∶1 ,社科院的一项研究表

明 ,如果加上社会保险和福利等非货币性收入因素 ,

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农村的 5～6 倍。592

个扶贫工作重点县的人均 GDP 水平仅为 100 个最

发达县的 1/ 7 ,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最低的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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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只有 614 % ,高收入组拥有全

部纯收入的 4318 %。自 1996 年到现在 ,农民人均

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 ,2002 年底为 01364 6 ,

如果考虑农民的其他金融资产和房产的差异 ,农民

的不平等程度还会更大①。2004 年农村居民内部收

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 013692 ,比上年提高 01 12 个

百分点 ,这种城乡差别和农户内部之间差别的扩大

也就说明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在加剧 ,相对贫困人

口在逐年增加 ,相对贫困深度在加深。

联合国在 1997 年全球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一

个测定贫困程度的新指标 :人类发展指数 ( HDI) ,主

要测定人类生活中 3 个要素短缺情况 ,即寿命、知识

和生活体面程度。其中生活体面程度主要是指无法

喝上安全饮用水的人、无法获得医疗保险的人以及

稍微和严重低体重儿童 (5 岁以下) 所占的比例。

2000 年 9 月联合国峰会上提出了包括消除贫困、普

及教育、促进教育和卫生健康、可持续发展等 8 项千

年发展目标 (MD G) 。这些指标和目标扩展了贫困

的概念 ,为多维度的衡量贫困程度和评价减贫效果

提供了依据。由于经济稳定快速的发展和政府的扶

贫努力 ,我国在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上取得了显著

成就 ,尤其是在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普及初等教

育、促进性别平等和赋权给妇女、减少婴幼儿死亡

率、生育健康等方面已经基本实现了联合国的千年

发展指标 ,但在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获得安全饮

水的人口比例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进程非常

缓慢。

与 20 世纪相比 ,我国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并没

有得到改善 :贫困人口的生活入不敷出 ,食品消费量

严重偏少 ;家庭支出恩格尔系数高 ,自给性消费比重

大 ;家庭设备数量少 ,档次低 ;文化消费支出少 ,社会

服务水平低 ;农业生产水平低 ,没有长效投资 ;健康

状况不良 ;儿童辍学风险大等一系列的指标仍然是

贫困人口的典型特征。少数民族贫困、残疾人贫困

问题依然突出。过去在统计贫困人口数量时 ,一般

不会作性别差异分析 ,并且在中国确定贫困人口时

一般都是以户为单位 ,这样贫困妇女人口都被包括

在贫困人口中。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同一个家庭或

同一个社区 ,同样都是贫困人口 ,妇女受到贫困的影

响程度要比男性人口更大 ,尤其是在受教育机会、营

养状况和卫生保健等方面 ,而受到的扶贫干预的影

响却要小。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信息显示了

贫困地区妇女的贫困程度更为严重。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 592 个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 (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

查显示 ,无论从经济状况、就业、教育、健康以及社会

地位等方面衡量 ,贫困地区妇女的贫困程度都更为

严重 :

1)贫困程度女性比男性严重。2004 年 ,扶贫重

点县在 668 元之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共计 1 613 万 ,

共中 4812 %为女性 ,女性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为

813 % ,比男性高 014 个百分点 ;在 668 元以上 ,924

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共计 2 580 万 ,其中 4815 %是

女性 ,女性人口的低收入发生率比男性人口高 016

个百分点。

2)女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及收入状况与男劳动力

有较大差距。2004 年 ,扶贫重点县女劳动力的全年

平均就业时间在 6 个月以下的占 1718 % ,比男劳动

力高 611 个百分点 ;平均从业时间为 913 个月 ,比男

劳动力少 014 个百分点 ; 从事农业劳动时间占

7714 % ,比男劳动力高 1014 个百分点。外出务工劳

动力占 11 % ,比男劳动力低 12 个百分点。平均每

个外出务工女劳动力的月工资为 460 元 ,比男劳动

力低 1611 %。

3)女劳动力文化程度较低。女劳动力中的文盲

率为 20 %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4013 % ,初中文化程

度的占 3414 % ,高中占 318 %。与男劳动力相比 ,文

盲率高 1312 个百分点 ,小学文化程度的比重高 912

个百分点 ,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别低 1515

和 519 个百分点。女劳动力接受过各种职业技术培

训的比例也仅为 715 % ,不到男劳动力培训比重的

一半。

4)女童在校率仍低于男童。根据抽样调查结

果 ,7～15 岁女童年末在校学生的比重 (在校率) 为

9218 % ,比男童低 113 个百分点。

5)妇女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差。2004 年 ,扶贫重

点县妇女健康人口比重为 9211 % ,比男性低 117 个

百分比。与男性相比 ,主要是长期慢性病和体弱多

病现象较多 ,但残疾比重稍低。

6)妇女的社会参与程度很低。根据贫困监测调

查 ,2004 年底 ,妇女担任社会职务 (指乡村干部 ,村

民代表 ,乡村集体企业和各种群众组织负责人等) 比

重仅为 017 % ,比男性低 416 个百分点 ,同时 ,一些对

07

① 国家统计局. 2003 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北京 :中

国统计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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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的专项调查表明 ,妇女参加村民大会和村民

小组会议的比重 ,妇女对扶贫项目的了解程度 ,通过

公开途经了解村内事务的比重均显著低于男性①。

这些数据显示 ,我国贫困地区妇女的贫困问题

不仅在当下比男性更加严重 ,这主要表现为女性贫

困发生率要高于男性、女性外出就业机会、文化程度

和健康方面的状况都要逊于男性 ,并且这种状况还

将长期存在 ,因为女童的受教育机会要低于男性。

4 　贫困农户的生计特点

411 　生计特点

按照 DFID 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发展框架中的五

大资产来分析 ,贫困农户的生计状况表现出以下

特点 :

1)自然资本受到不可抗拒的因素影响较多 ,因

而使生计暴露于风险之下 ,而没有可行的措施予以

补救。面对这种情形 ,贫困农户一般都是听天由命 ,

不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农户的生计表现出较大的

脆弱性。

2)贫困农户的物质资本一般只能维持自身生产

和生活需要 ,在面临风险的时候不具有转换性 ,不能

转变为可以交换的资产来降低生计脆弱性。

3)贫困农户没有可以流动的金融资本积累 ,并

且在金融服务的可及性方面也非常低 ,他们更多地

依赖于农村的非正规金融工具 ,如高利贷、亲朋好友

的互借互助等。

4)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使其他资本的运用成

为可能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在未来得到回报的

特点 ,但贫困农户缺乏对人力资本进行投入的能力 ,

他们绝大部分人没有参加过培训 ,并且也有相当部

分的农户不能送孩子上学 ,也不能去医院看病。

5)农村社区是社会资本比较弱的地区 ,贫困农

户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家庭网络 ,很少参与各种

社会组织 ,也很难拥有社会权威 ,而相对封闭的狭窄

的家庭网络对于农户抵御不利的打击有时是非常无

力的。生计系统的脆弱性以及资产配置和转换上的

有限性是贫困农户的典型特征。从实际调查数据来

看 ,农村贫困人口这些年的在各种资产拥有状况并

未得到明显改善。

412 　贫困群体拥有的物质资本变化

表 2 显示 ,多数农户拥有的生产工具没有发生

变化 ,说明了生产方式没有改变 ,对提高生产效率的

贡献有限。多数农户房屋质量及拥有的耐用消费品

没有很大的变化 ,说明缓贫活动在增加贫困群体的

物质资本方面的效果不大。因此 ,在缓贫活动对缓

解贫困群体的脆弱性方面的贡献似乎不大。

表 2 　4 省抽样贫困群体拥有的物质资本的变化情况

Table 2 　Changes in physical capital of the poor

物质资本 总户数/ 户
物质资本变化的户数/ %

减少者 增加者 未改变者 无此项资本者

房屋质量 350 7143 34186 57171

房屋面积 350 3143 21114 75143

粮食产量 348 34120 28174 37107

粮食不够吃的时间 349 47128 21149 31123

家庭耐用消费品数量 352 4155 47116 48130

家里农业生产工具种类 348 2101 19154 78145

贵重的首饰 350 1171 3143 11143 83143

家庭大牲口数量 350 7114 28129 26129 38129

家庭家禽数量 350 7114 28157 37114 27114

①　农调总队. 2004 年我国贫困地区妇女贫困程度更为严

重. 三农数据网 ,2005 03 24

413 　贫困群体拥有的金融资本的变化

表 3 显示 ,缓贫活动对家庭现金收入、农产品销

售收入、外出打工收入产生了相对积极的作用 ,但是

这种作用依然局限在不到 50 %的农户范围内。这

可能与缓贫项目相对低的覆盖率及项目对贫困群体

需求相对低的瞄准率有关。值得注意是现金收入的

增加并没有相应导致储蓄率的提高和获得信贷情况

的改善。贫困群体在支付现金化的硬约束 ,加之低

的储蓄率和低信贷率而无法积累抵御风险的金融资

本 ,失去了在财政上缓解脆弱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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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省抽样贫困群体拥有的金融资本的变化

Table 3 　Changes in the financial capitals of the poor

项目名称 总户数/ 户
金融资本变化/ %

减少者 增加者 未改变者 没有

获得贷款数量 350 6100 38100 11114 44186

获得高利贷数量 350 2186 21171 6129 69114

借款数量 (私人无息) 352 6153 41119 11108 41119

家中存款 349 3115 14161 10160 71163

到市场出售农产品数量 350 3143 28157 20100 48100

商贩上门收购农产品数量 350 1171 22157 19143 56129

外出打工收入 330 6167 44155 12173 36106

出售农产品收入 350 7143 34186 19171 38100

家庭现金收入 348 13151 50186 27101 8162

414 　贫困群体拥有自然资本的变化

从表 4 可以看出 ,贫困群体拥有的自然资本在

过去几年中改善不明显 ,在受灾次数、面积及受灾程

度方面出现了恶化的趋势 ,这一趋势与全国农业生

产条件的变化趋势相一致。在饮水方面虽然有了改

善 ,但所影响的群体不到 40 % ,自然资本的恶化直

接导致了贫困群体的脆弱性 ,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

了最近几年出现的返贫现象。

表 4 　4 省抽样贫困群体拥有自然资本的变化

Table 4 　Changes in the natural capitals of the poor

项目名称 总户数/ 户
自然资本变化/ %

增加 减少 不变
备注

取水距离 350 10129 38100 51171 增加 = 远了 ,减少 = 近了

饮水质量 339 33192 14145 51162 增加 = 远了 ,减少 = 近了

取水时间 342 10153 36184 52163 增加 = 远了 ,减少 = 近了

可用水源 350 28129 30186 40186 增加 = 远了 ,减少 = 近了

受灾次数 350 60129 15171 24100

受灾面积 350 55143 20157 24100

受灾程度 350 43171 38129 18100

稳产面积 350 5143 54100 40157

小学路程 286 14134 10114 75152 增加 = 远了 ,减少 = 近了

初中路程 269 10141 7106 82153 增加 = 远了 ,减少 = 近了

415 　贫困群体拥有的人力资本变化

按照表 5 所列的反应贫困群体健康状况的指

标 ,显示贫困群体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 ,不论男女 ,

不生病的比例多于生病的比例 ,即近一半以上的贫

困群体基本处于健康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贫困群体

所参加的培训虽然没有覆盖大多数的贫困群体 ,但

仍有相当大的增加。妇女参加培训的机会相当少 ,

显示了缓贫培训活动的性别不敏感性。可以间接地

判断 2001 年以来的扶贫开发对于贫困群体人力资

本的改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存在的问题仍然是

如何使受益更加公平。

5 　贫困村社会发展状况

我国扶贫干预的瞄准单元是以村为基础 ,瞄准

手段主要依托于扶贫项目 ,并且从近年的扶贫投资

来看 ,大部分的扶贫资金使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尤其是 2002 年 ,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超过

了 1/ 3 ;而增加的主要动力来自国家对农村地区道

路修建的投资加大 ,2002 年用于道路修建的扶贫资

金达到了 4912 亿元 ,占到总资金量的 1917 % ;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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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 省抽样贫困群体拥有的人力资本变化

Table 5 　Changes in the human capitals of the poor

项目名称 总户数/ 户
人力资本变化/ %

减少 增加 没有

男成人生病次数 348 27159 24171 47170

男成人看病次数 349 30195 24107 44199

女成人生病次数 349 27151 26136 46113

女成人看病次数 349 28108 22192 49100

男孩生病次数 336 28157 14158 56185

男孩看病次数 336 28157 14158 56185

女孩生病次数 324 37104 6148 56148

女孩看病次数 325 37123 5154 57123

男性村民参加技术培训次数 348 4189 42124 52187

女性村民参加技术培训次数 349 2187 15176 81138

男性村民参加扫盲活动次数 350 3114 2129 94157

女性村民参加扫盲活动次数 349 4101 4130 91169

的基本农田建设和人畜饮水工程的投入比重是逐年

减少 ,用于文教卫生业的投入比重保持在 4 %～5 %

的稳定趋势。虽然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 ,农民纯收

入中非农业比重越来越高 ,但是对于贫困农户来说 ,

收入的主要来源仍为农业 ,2003 年贫困农户收入的

2/ 3 来自于农业。贫困农户收入对农业高度依赖 ,

而扶贫资金投向重点却逐渐偏离农业 ,这在某种程

度上解释了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

来贫困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和生计水平的改善。

从村级调查的数据来看 ,近年来我国贫困村情况改

善形势仍不容乐观。按表 6 所示 ,贫困村庄的居住

环境、社会、卫生、教育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改善。

几乎所有村庄 (92 %)的卫生条件有所好转。尽管有

一半以上村庄的卫生室、卫生员的条件没有明显变

化 ,但毕竟有 30 %～40 %的村庄的这些条件变好

了。另外 :81 %村庄的小学条件改善了 ,70 %～80 %

贫困村庄儿童入学率与在校率都提高了 ,尤其是女

童的情况大大改善 ;70 %的村交通变好了 ,46 %的村

通往乡镇的班车增加了 ;68 %的村庄接收电视节目

的台数增多了 ; 7814 %的村子外出打工的人多了 ;

80 %以上村庄比以前得到了更多的扶贫项目 ,78 %

的农户也比以前得到更多的扶贫项目扶持。以上社

会、卫生、教育等条件的大为改善一方面主要得益于

近年来人们 ,尤其是扶贫系统的工作人员对贫困多

元性的认识 ,即贫困不仅仅是收入贫困 ,也表现在社

会等多个方面 ;而另一方面则得益于社会各界在这

些领域的扶贫投入与努力。但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

值得特别关注的变化 : 1)在 37 %的村庄饮水质量提

高的同时 ,还有 27 %村庄的水质变差 ; 24 %村庄的

可饮用水源增加的同时 ,几乎一半 (46 %) 村庄的可

饮用水源反而减少 ;24 %的村庄取水距离变近的同

时 ,35 %村庄的取水距离比以前更远 ; 2) 一半以上

村庄受灾害的次数比以前增加 ,40 %左右村庄的受

灾面积及灾害影响人口也都增加 ; 3 ) 接近一半

(4817 %)村庄的稳产面积减少了。尽管受负面变化

影响的农户比例不到 50 % ,但这些变化不仅降低缓

贫效果 ,更重要的是削弱了缓贫效果的持续性。

6 　结 　论

我国官方统计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与其他算法

尚存争议 ,官方统计目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 2 610

万 ,低收入人口 5 000 万 ;但是按同一标准估算 ,世

界银行最新认为 2002 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为

116 亿 ,包括了低收入人口和绝对贫困人口 ,笔者估

算认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至少也在 112 亿左右。

贫困人口虽然仍较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 ,但是

由于在过去 10 年中农村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一直未

能有效地发育 ,生计脆弱性导致缓贫努力不稳定和

返贫现象频发 ,造成年度间贫困人口向中部甚至东

部地区扩散。最新数据表明女性人口贫困问题十分

突出。

农村贫困人口生计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

1)自然资本受到不可抗拒因素的影响较多 ,使

生计暴露于风险之下 ,而没有可行的措施予以补救 ;

2)贫困农户的物质资本一般只能维持自身生产

和生活的需要 ,在面临风险的时候不具有转换性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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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4 省抽样村级贫困状况变化

Table 6 　Poverty changes at the village level %

指 　标 减少 增加 不变 备 　注

稳产面积 48165 21162 29173

草场面积 4135 34178 60187

森林面积 5141 40154 51135

粮食产量 27103 54105 16122

灾害次数 32143 51135 16122

灾害影响面积 35114 43124 21162

灾害波及人口 35114 37184 27103

小学条件 2170 81108 16122 增加 = 好了 ,减少 = 差了

小学距离 13151 37184 48165 增加 = 远了 ,减少 = 近了

女童小学入学率 75168 24132

女童小学在校率 81108 18192

男童小学入学率 67157 32143

男童小学在校率 67157 32143

乡镇公路 2170 70127 27103 增加 = 好了 ,减少 = 差了

乡镇班车 8111 45195 40154

电视收台 67157 32143

卫生室 2170 32143 64186 增加 = 好了 ,减少 = 差了

卫生员 5141 43124 51135 增加 = 好了 ,减少 = 差了

村庄卫生 5141 91189 2170 增加 = 好了 ,减少 = 差了

获助农户 2170 78138 18192

村获助项目 8111 81108 10181

外出打工 78138

取水距离 24132 35114 40154

饮水质量 27103 37184 35114 增加 = 好了 ,减少 = 差了

可用水源 45195 24132 29173

牲口数量 43124 29173 21162

家禽数量 13151 62116 21162

技术掌握 89119 10181

人地矛盾 35114 29173 35114 增加 = 加重 ,减少 = 减轻

能转变为可以交换的资产来降低生计脆弱性 ;

3)贫困农户没有可以流动的金融资本积累 ,并

且金融服务的可及性也非常低 ,他们更多地依赖于

农村的非正规金融机制 ;

4)贫困农户缺乏对人力资本进行投入的能力 ,

他们绝大部分人没有参加过培训 ,并且也有相当部

分的农户不能送孩子上学 ,也不能去医院看病 ;

5)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家庭网络 ,

很少参与各种社会组织 ,也很难拥有社会权威 ,而相

对封闭的狭窄的家庭网络使农户抵御逆境的/ 打击

有时是非常无力的。

虽然我国扶贫干预逐渐转向以贫困村为单元 ,

扶贫项目要求到村到户 ,但是贫困村的基本状况并

未得到明显改善 ,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体系依

然十分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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