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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0月31日举行地球人口70亿纪念仪式前夕，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11年世界人

口状况》报告称，截至2011年10月底世界人口已达到70亿，预计2050年将达到93亿，到本世纪末将

突破100亿，甚至有可能达到150亿的“天文数字”。同时，这份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还警示：人口的

膨胀加剧了城市的贫困化隐患，随着城镇化的继续发展需要更好的城市规划。近年来，由于城市人

口的迅速膨胀，与现代社会相伴的城市贫困化程度的加深，已成为许多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和谐

的因素和不安全的隐患，社会利益分化冲突进入了新的活跃期和多发期。城市贫困现象和社会利益

分化冲突的严重性日益受到学术界和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我国同样也面临着城市人口

膨胀和城市贫困化以及社会利益分化冲突的种种矛盾。 

 

   城市人口膨胀与贫困问题 

 

   自世界工业革命以来和世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贫困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难题，其中

分配不均是导致城市贫民阶层存在和迅速扩大的重要因素。城市贫民阶层的失业、社会保障、分配

制度、社会公平等许多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和足够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全球范围内城市中的一些贫困人口从暂时的贫困逐渐走向长期的贫困

化，形成了庞大的社会贫困群体。与此同时，在社会贫困群体中，多数贫困人口不仅其终身贫困甚

至延续到其后代，改变贫困命运的机会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而越来越渺茫。 

 

   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人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城市人

口的不断膨胀和密度的加剧带来的城市贫困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更是如此。

从世界城市化、城市人口和城市贫困化现象的发展趋势看，未来20年世界新增的城市人口将主要来

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绝大多数新增城市人口将来自贫困群体以至贫民窟。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

布的最新统计，2008年全球城市人口达到33亿，首次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预计到2030年全球城市

人口将达到50亿，全球80%城市居民将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其中从2000—2030年间，亚洲地

区城市人口将从14亿增长到26亿，非洲地区将从2.94亿增长到7.42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将从

3.94亿增长到6.09亿。由于全球城市化迅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许多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

城市贫民的大量增加和贫民窟问题的日益突出，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城市贫富差异状况，已成

为当代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报道，目前全球有近10亿人居住在城

市条件恶劣的贫民窟中，相当于世界总人口的1/6，全球城市人口的1/3，预计到2020年居住在城市

贫民窟的人数将增至 14亿。目前，发展中国家约占世界城市贫民窟人数的 90%，即便是发达国家

也不例外，约有数百万人居住在类似贫民窟的环境中（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早先公布的数字是

5400万人），与其国力和发达程度极不相称。 

 

   城市贫困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导致贫民窟产生并存在的重要因素有：战争和地

区形势的动荡导致难民大量增加、流动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城市贫困和不平等加剧、居住没有保

障等。 

 

   城市贫困化带来的诸多隐患 

 

   城市贫困化的日益突出也带来了社会危机的诸多隐患。城市贫民阶层的扩大带来的主要问题



是，容易导致暴力冲突和犯罪蔓延等社会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形成巨大的压力，社会的平衡显得十

分脆弱。从目前世界各国社会状况看，社会阶层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阶层的均

衡，一旦城市贫民阶层发展到一定规模，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阶层均衡将随时有可能被

打破。由于城市贫民阶层是城市中的绝对弱势群体，不仅生活没有保障，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受到歧

视，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机会不均等、权利不平等等问题，他们往往会有机会和权利被剥夺的感觉。

这样的境遇容易使他们滋生对社会强烈的不满情绪，不满情绪积累和酝酿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社会

冲突。 

 

   从现代世界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向看，城市贫困化、社会阶层间矛盾和冲突的解决是现代社会

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现代社会的形成是一个由

许多个体、群体和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主要因素无不涉及这些社会的基

本结构及其构成的社会关系。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势，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正是因为城市

化有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全球在今后将经历一个人口结构重大变化的转折期，人类历史上将面临

着城市居住人口不断膨胀的过程，同时也将面临着城市贫困现象迅速蔓延的现实。 

 

   当今世界，全球范围贫困化趋势的加剧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避免地会

受到这一发展趋势的影响，城市贫困现象将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社会上最为敏感的问

题，成为本世纪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尽管世界各国对于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非常关

注，长期以来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但随着城市贫困问题多样化，城市贫困问题的研

究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当代城市贫困问题作为当代全球问题的综合性学科领域研究对象时，对于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更具有了时代的特征和现实的意义。 

 

   我国城市人口膨胀与贫困化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贫困化以及社会

利益分化冲突问题带来的社会风险日益突出，各种新旧矛盾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

会效应。 

 

   我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是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之一。其中，农民打工者为城市建设做出

了重要贡献，但却往往成为城市居民中的流动人口，而一旦失去工作就成为城市贫困人口。据统

计，目前我国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13亿）的50%以上，并正在以每年1.4%左右的速度增长，预计

2020年将超过 60%或接近 70%。其中城市低保对象约 2300万，如果包括流动人口，贫困人口超过

3000万，预计每年新增城市贫困人口不少于80万。 

 

   目前我国城市贫困化和贫困人口的现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失业一方面导致原有部

分贫困人口仍无法摆脱贫困，另一方面造成新增贫困人口过快；其二，城市常住人口贫困问题日益

突出，形成了贫困群体；其三，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现象加剧了城市贫困化，形成了城市流动贫困群

体；其四，城市贫困群体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即不满情绪的敏感性和社会稳定的不确定

性。特别是由于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过大，并在分配机制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现象，城市贫困

问题也就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大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分配中的不平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相当多的高收入者并非通过劳动手段致富，

而大量的原国有企业职工成了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部分；二是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中包

括在职与退休、不同行业和同业级差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三是腐败和滥用职权剥夺了社会财富，

使贫困人口无法享有社会财富。由于这三方面的因素，再加上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和救

济机制的缺失，必然导致城市贫困群体数量不断增加，加大城市贫困化趋势。 

 

   另外，目前我国城市中，社会阶层间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阶层的均

衡。一旦城市贫民阶层发展到一定规模，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阶层均衡将被打破。我国

城市贫民阶层的存在和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不仅反映了社会贫富差距的不

断扩大，而且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更是社会矛盾尖锐化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严重性

已引起我国政府与有关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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