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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群体贫困与反地域贫困
段国旭

贫
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识 别和度量贫困则是缕析

这一复杂社会现 象的基础

和关键。虽然理论界对贫困给出不同

的定 义，但 笔者认 为，贫困是一个综

合性 概念，既 指向群体贫困，又指向

地域贫困。事实上，我国农村扶贫的对

象虽然指向贫困人口，但实施过程中基

本上指向了以 贫困县为单位的区域扶

贫。目前实施的整村推进、到村入户的

农村扶贫模式，虽然扶贫瞄准机制整

体上转为指向贫困人口，但也没有脱 离

贫困县域这个基础。因此，把地域贫

困视同为县域贫困并与群体贫困进行

直接联 系并实施 大部重合的农村扶贫

实践，需要从群体贫困与地域贫困各

自的内涵以 及反贫困战略的发展方向

予以反思。

群体贫困是指社会部分成员缺乏

达到最低 生活水平的能力且依 靠自身

力量难以谋求进一步发展的状况。识

别和度量群体贫困的主要指标是贫困

标准或贫困线。贫困指向人群，不 仅

包括农村贫困人口，而且包括城镇贫

困群体。在我国长期以 来城乡二 元社

会的分割体制影响下，城乡贫困标准完

全不同，享受到的公 共服务与福 利也

各不 相同。从广大农村地区来讲，以

农村人口 满足必需营养标准（摄入热量

2100 大卡）的最低食品 费用支出和最低

非食品 消费支出为基本依据，根据当时

的物价水平和消费指数确定一定时期

的 贫困标 准，形成全国农村地区统一

的贫困线。经过逐年调整，这个贫困线

2005年为 683元。从城镇情况看，由于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界定城镇贫困的标

准不一致，我国至今还 没有一个统一

的城镇人口 贫困标准，这导致政府反

群体贫困的行动出现了多个政策边界。

地域贫困是指一定地理区域存在

的相对于其他 区域的经济欠发达、社

会发育程度相对较低、生态环 境相对

恶劣等制约其谋求进一步发展的状

况。识 别和度量地域贫困，应界定地

域综合性评价体系并把其他地区作为

参照，这需要建立指标对比与评价系

统。贫困指向地 域，不 仅指广义 上的

中西部不发 达地 区，而且指以 流域、

山 区、沼泽等自然地貌 划分的超越行

政辖区的 贫困地带。目前通常所称的

贫困带，一般 是 出于对贫困县数量较

多、自然条件较差或自然灾害较多等

方面的粗略判断，而没有明确的指标

边界。虽然扶贫手段越是瞄向具体贫

困单元，贫困问题的解决效果也就 越

好，但 扶 贫手段 瞄准贫困人口，即使

微观意义 上的贫困人口 甚至贫困群体

聚集的 贫困村庄实现即期脱 贫，广义

上的地域贫困及至贫困带问题仍是 未

解难题，因为解决地域贫困的关键在

于整个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

庞 大的复杂系统 工 程，不是以 贫困人

口 为瞄准目标的单一扶贫手段 所能涵

盖。由于地域边界存在着不确定性并

超越行政边界，若以 经济社会数量指

标对地域贫困进行确认，带来的经 济

风险（贫困帽子及开放 度问题）与政治

风险（社会矛盾放 大化问题）就会成为

政府现阶段确定地域边界的难题。但

从经济社会的发展 角度讲，如 果明确

地域贫困边界，就可以 形成政府部门

在相应领域的扶持边界，进而形成一

个综合性的扶贫解困机制，这个机制

不仅可以 指向地域中的农村群体贫困

问题，而且指向 贫困地域的相关薄弱

领域，并通过综合机制形成扶贫合力，

促进整个地域的 经 济社会发 展。因

此，作为政 府反 贫困的核心政策，地

域贫困边界的界定应提上重要日程。

地域贫困与群体贫困紧密相连，

群体贫困不完全发生在贫困地域，贫

困地域则一定存在贫困群体。就 政府

的反 贫困政 策来讲，反群体贫困与反

地域贫困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相

辅相成，相互促进。反地域贫困通过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带动

群体脱困，反群体贫困通过提高贫困

群体的素质和能力，并通过项目带动，

促进贫困地域的发展。现在社会上对

政府扶贫存在着一种误区，谈及扶贫，

就认 为是对农村贫困人口 进行 帮扶。

事实上，政 府的扶贫政 策不只 局限于

农村扶贫，而且 还包括针对城镇贫困

群体的扶贫，针对欠发达地区的地域

扶贫。长期以 来针对解决广大农村地

区贫困群体实施的扶贫政策，仅是反

贫困的一个重要方面。政 府的反贫困

政 策不仅要反群体贫困，而且要反地

域贫困；不仅要完善并使 用好财政扶

贫资金与政 策，而且应整合所有的反

贫困专项 政 策，建立统一的反贫困体

制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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