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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国计民生的改善，而且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转换。一部
分人民群众由于各种原因成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应当得到保护和扶助，与其他群体
共享改革成果，这是政府和社会共同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与转型时期，弱势
群体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重要因素，成为我们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剖析了弱势
群体保护的现状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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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弱势群体的界定  

         1、提出弱势群体的背景  

         20 03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弱势群
体概念并要求对弱势群体给予就业援助。弱势群体是在对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回顾和反
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然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发
展，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界限，可以把改革开放大致划
分为两个阶段。1 992年之前，国民是在共同贫穷基础上低水平地实现共同富裕，绝大
多数民众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1992年之后，市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大，竞争日趋
激烈，贫富差别加速扩大，社会阶层分化明显。一部分人财富积累速度越来越快，致
富手段呈现出多元化—既有合法的手段，也有非法的手段；既有白色的手段，也有灰
色的，甚至黑色的手段。但有的阶层、群体从改革开放中受益很少，甚至利益受损，
有悖于帕累托改进。在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
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大批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单
位的职工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为改革开放承担的成本大于受益。于是，以下岗职
工、失业者、农民工和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弱势群体初具规模。  

         2、弱势群体的概念  

  弱势群体也称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 ,国内也有人使用困难群众、低收入人群
等概念来表述。英文名称是Social  Vulnerable Group，它已经成为横贯当代社会学、
经济学、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可以用于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利益分配和社
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现象 ,用于处理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问题。在国际社会，以是
否丧失具有市场竞争的能力资本 ,是否难于融入所处地域的社会生活、难于与其他群体
共享公平权利 ,是否远离社会权力中心和社会对于社会群体的既定评价等角度来定义弱
势群体，即认为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障碍导致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
上处于不利地位，并缺乏相应发展潜能的人群。  

  社会弱势群体作为一种普遍的客观现象，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和不可避免的事
实，其存在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体制原因与自身原因。和我们以前认识
有差别的是，弱势群体的产生并不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是
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存在着人的自然差别和以经济财产为内容的社会分层现
象，这必然导致弱势群体的存在。著名社会学学者郑杭生教授对弱势群体有一个形象
准确的界定：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
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社会弱势群体具有丰富的外延，是
一个动态的有机体。根据弱势群体的成因，可以将其划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
弱势群体，其中生理性弱势群体由残疾人、老年人和处境困难的未成年人构成；社会
性弱势群体由下岗失业人员、城市农民工、高校贫困生等构成。也有学者将自然性弱
势群体单独划分出来，主要指生态脆弱地区人员和各种天灾人祸中的困难者。  

  总体来说，弱势群体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的共同差别表现为贫困性、低层次性和脆
弱性，即物质生活困难、生活质量低下以及风险承受能力差。具体来说有以下主要特
征： (1 )经济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甚至徘徊于贫困线左右，处于社会底层。
(2 )消费结构中绝大部分或全部的收入用于食品，即恩格尔系数高达0 .8 - 1，入不敷
出。 (3 )生活质量较低，用廉价商品，穿破旧衣服，没有文化和消费娱乐，并有失学等
后果。 (4 )心理压力比一般人大，没有职业安全感，经济收入不稳定或过低，常有衣食
之忧，对前途悲观。 (5 )由于能力、素质较差，或生理高峰期已过，缺乏一技之长等自
身制约因素，能改变目前状况的机遇也较少，致富较为困难。 (6 )这种经济上的贫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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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劣势地位，将持续一段时间甚至终生。  

         3、弱势群体界定  

  弱势群体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所形成的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与
高收入群体相比较而存在。弱势群体构成了社会的边缘性社会群体，即社会意义上的
边缘人或地理意义上的边缘人。这些边缘性社会群体中的人们在金钱、财产、经济权
利、政治权利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处于弱势。  

  从我国目前的社会实际构成来看，主要包括三类人员： 一是下岗失业人员。随着
社会经济改革向纵深推进，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下岗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化。据不完全统计，至2004年末，全国有下岗职工约为100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
职工占了将近一半。二是农民工。农民工是指那些户籍仍在农村但已经完全脱离或基
本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在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打工、经营以及从事其
他服务行业为生的一类人群。农民工是当前我国城市经济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对城
市的繁荣和贡献较大，但由于制度安排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缺陷，他们被迫附着在城市
社会的边缘，得不到相应的权利，成为弱势群体。据不完全统计，农民工大约有1 .2
亿。三是城乡低收入人员。这部分人员包括：第一，“体制外”人员，即那些从来没
有正式工作的，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这部分人员有时也被称之为散工人
员。这部分人目前还没有见到权威的统计数字。第二，残疾人和孤寡老人。目前全国
残疾人约为6 000万左右。2005年农村有五保户（即孤寡老人）200万左右。200 5年有
40 0万左右的人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这其中一部分就是孤寡老人，人数估计在10 0
～20 0万左右。第三，较早退休的人员。这部分人当初从集体企业或国有企业退休时
工资水平非常低，在价格指数不断上涨的今天，收支相形见拙。许多人原来的单位现
在要么破产，要么奄奄一息，他们的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险无人承缴。第四，收
入较低的贫困农民。这部分农民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国务院扶贫办公
室主任刘坚2 006年3月28日说，目前全国农村仍有2365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处于
年收入683元至9 44元的低收入群体还有4067万人，两者合计6432万人。  

  二、弱势群体保护的现状和不足  

  在我国，传统弱势群体如残疾人、老人和孤儿等所谓的“鳏寡孤独废疾者”以及不
同时期的灾民一直存在，作为我国民政工作的救助对象，他们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保
护。改革开放以来，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被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所取代，与市场竞争机制相联系的收入分配机制逐步
建立，导致社会群体间经济差距扩大，转型时期的弱势群体日趋显性化。建国后，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规，但是从总体来
说，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还与社会全面进步不相适应，存在诸多不足：  

         1、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和安全网，也是包括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部分老
人、妇女和残疾人等传统弱势群体在内的城镇弱势群体生存的避风港。然而，由于保
障资金不充分、保障措施不到位、保障政策有空白、保障体制有断代等原因，使得社
会保障实施范围过窄，保障水平过低，从而使其上述作用目前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就
连作为“最后一道安全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是严重滞后，难以扩面覆盖低保对象。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止到2001年6月底，目前全国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
人群众中，享受到低保救济的只有458万人，应保未保的尚有1000万余人，其中绝大
多数为特困职工。由于未被“安全网”覆盖，大批城市贫困居民因而沦为弱势群体。  

         2、转轨时期就业机制不健全  

  随着改革逐步深入和经济结构调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国有企业富裕人员和下岗
失业人员大量涌现，失业率逐渐增长。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资料，我国的城镇
失业率，2 000年为3 .1%，2001年为3 .6%，2002年为4 .1%，2003年为4 .3%，20 04年
为4 .2%。由于我国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期，一
方面，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在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和国家垄断行业中，用人机制仍然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计划安置，竞争上岗还未全
面推开；另一方面，由于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
业中竞争就业机制所起的作用还不强，劳动力要素的配置还未达到完全优化，因此，
转轨期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制约了竞争就业机制的发展和完善。  

         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引起的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的主要生活、收入来源已由农业生产转向主要依赖于非农业的务工经商活
动，就其职业角色而言，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尽管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还
保留着承包地，但是种地只是执行着最低生活保障功能，是作为规避城市各种风险的
避难所而保留的，是替代社会保障制度执行着最低生活保障的功能。农民工在城镇的
就业分布很广，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工作特点是工作量大、工作强度高、工
作环境艰苦，甚至很多还存在安全隐患，缺乏相应的安全保护。另外，农民工呈现出
十分明显的年轻化的特征，这种年轻化的年龄结构的结果是他们不象其父辈那样热恋
土地，原来就未学会或者日益成为熟练工人而不再具备从事农业劳动的意识和技能，
从而在事实上完全失去了对土地的依赖，因而正承受着日益增大的、真正意义上的失
业风险。因此，农民工既然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也就脱离了传统的土地保
障的范围；既然已进入了城镇就业生活领域，也就与城镇其他劳动者一样，面临着城
镇就业生活中工业化所带来的各方面诸如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风险，客观上也就
有进入防范工业化劳动风险的城镇社会保障网络的需要。然而由于客观方面的原因，



以及制度和观念上的障碍，农民工一旦进入城镇就业生活领域，就沦为事实上的城镇
弱势群体。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一项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农民工达到了1 . 2亿人，
除去就近在乡镇企业工作的4000万人外，从农村涌入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达到8 000
万人以上。  

         4、农村劳动者几乎没有任何保障  

  虽然我国在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出台了不少的法律法规，但
是适用对象非常狭窄。不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受上述保护的，绝大多数都是
城市的老年人、妇女、残疾人、失业人员、退休人员和未成年人，缺乏保障的普遍
性。尤其对最需要保障的广大农民几乎没有任何保障。这不符合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会
保障体系，也有悖于建立和谐社会。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只有城镇人口享受较多，
农村几乎没有，这显然是社会不公的表现。总的来讲，社会保障应该覆盖城乡所有的
人口，应该以公平、平等的原则来构建，但基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民几乎没有任何
保障。  

         5、缺乏对弱势个体切实利益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对弱势群体对人文关怀的倡导与宣扬，将深刻影
响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唤起国人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审视。从政治的影响来看，有
助于进一步开放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提高民主化程度与开放程度。在社会方
面，有助于人们提高对人权的认识及对人的尊重意识，在社会形成一种良好宽容的秩
序。经济方面，有助于决策层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更多地考虑到普通人的需求及环保
的需求，使决策更人性化、生态更和谐。同时，对于市场经济中的个体来说，在经济
活动中也将更注重诚信这一商业活动的基本前提，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经营秩序。  

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不但要表现在原则和制度层面，而且还要体现在每一个弱势个
体的利益诉求之中。目前社会对弱势群体整体人文关怀大多只是在观念上，从整体上
重视弱势群体，而缺乏对弱势个体切实利益的人文关怀。如果真正保护了每一个弱势
个体的利益，也就实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目的。  

  三、 弱势群体对社会的影响  

  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一种社会消极现象，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深刻而重大的影
响。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经济发展  

  我国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有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存在，一方面
使大量的劳动力闲置，另一方面使在职劳动者负担加重，这样势必会挫伤在职劳动者
的生产积极性，削弱社会发展活力，影响经济发展后劲。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
提出的“奥肯法则”，即失业率每增加1%，国民生产总值则会减少约3%左右。我国
具有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日益增加，失业率居高不下，必然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速
度和增长后劲。  

         2、影响社会稳定  

  我国自古以来有“断绳理论”（绳子总是从最细处断裂），说明社会风险最易在社
会承受力低的群体上爆发。目前在我国，作为主导力量的社会弱势群体主要集中在城
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没有均衡地享受到经济增
长所带来的利益，很容易地会使其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和抵触心理，更容易倾向
于暴力，因此在弱势群体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近年来频发的集体上访、围
堵机关、围堵交通等事件，已经成为弱势群体寻求平等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此外，
外来农民工、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逐渐成为违法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能较好
地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保障程度极低的情况下，大量弱势群体的存
在势必会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3、影响社会公正  

  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表明我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日趋严重，并已成为妨碍社会公
平实现的重大障碍，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大量弱势群体的出现，是经济利益分
配和社会权力分配失调的表现。弱势群体的困境表明他们在代表社会公正的诸如生存
权、就业权、受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等权利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一个社会要有蓬
勃的生机和活力，必须有一定的差别；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的发展，必须把差别控制
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用评价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就能够说明我国强弱群体的差别。我
国改革开放前基尼系数是0 .16，1988年前不到0 .3，而在1994就达到0 .45以上，突破
了国际通行0 . 3—0 .4之间的合理范围，这样快的变化就说明弱势群体的不断增加直接
导致了社会公正的失衡，这是值得我们忧虑和关注的。  

  目前，弱势群体已占我国人口的相当大比例，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大隐患，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也就顺理成章地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要
从解决温饱问题的低水平共同富裕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保护
社会弱势群体也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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