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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贫困”的 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显现出多层次性和丰富性。立足于对贫困概念的解读强调老年 

人口的反贫困问题，是中国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薄弱环节，从而凸显我国老年人口反贫困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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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世界面临的共性问题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都无法绕过这个问题去寻求自身的发展。而对贫困 

内涵的理解，势必关涉着对反贫困问题的思考，据此，我们将 

探讨的逻辑起点立足于对贫困概念的多角度、深层次解读。 

一

、“贫困”概念的多层次解读 

“贫困”虽然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但首次系统 

定义“贫困”的是英国的本杰明·郎特里。他在 1901的《贫困： 

对城市生活的研究》一书中指出，贫困是指一个家庭的总收入 

不能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的状况l1】。之 

后，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视角，对贫困的内涵进行了多种多 

样的阐述。如西奥多·w·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中认为， 

“贫困是作为某一特定社会中特定家庭的特征的一个复杂的 

社会经济状态。”世界银行在~199o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 

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口，并界定“人 

文贫困”是指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与 

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从而限制了人的选择。 

我国长期以来将贫困理解为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方面的 

困难，即将贫困更多地限定在物质生活领域的匮乏，或者可称 

之为“绝对贫困”。随着学术视角的开阔，我国学者对贫困内涵 

的探讨已突破经济层面的桎梏。如林闽钢在《中国农村贫困标 

准的调查研究》中认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等落后的总称， 

由低收人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 

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康晓光的《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认 

为，贫困是一种由于长期不能合法地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条 

件，不能合法地获得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机会，以至于使人 

不能维持一种个人生理和社会文化可接受的生活水准的生存 

状态。张彦丽等则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妇女贫困问 

题研究》中将贫困概括为，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人们在较长时期 

内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维持一种生理上要求的、社会文化可 

接受的和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 。还有学者侧重从 

贫困的成因界定贫困的内涵，如李兴江等在《转型期我国贫困 

问题研究综述》中认为，贫困主要是一种知识性贫困，是由于人 

口教育水平低下，在获取 、吸收和交流知识上能力的匮乏或途 

径的缺乏，从而导致全面的贫困。进而一些学者将贫困划分为 

不同层次阐释其内涵。如我国经济学家胡鞍钢将贫困划分为收 

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121。所谓收入贫困是指缺乏最低水 

平的足够的收入或支出；人类贫困是指缺乏基本的人的能力， 

如不识字 、营养不良、缺乏卫生条件、平均寿命短等；知识贫困 

是指缺乏获取、交流、应用和创造知识与信息的能力，或者缺乏 

权利、机会与途径获得的能力。杨菊华则分别阐释经济贫困和 

社会贫困，前者主要是由于收入偏低造成的低于社会公认的最 

低或最起码的生活标准；后者主要是由于缺乏物质和服务引起 

的包括经济、社会、文化 、身体和精神等方面的落后或困难Ⅻ。而 

王曙光则将贫困的类型分为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区域发展障 

碍型贫困、可行能力不足型贫困(结构型贫困)、先天缺乏型贫 

困和族群型贫困日。由上我们知道，贫困的内涵是多角度多侧面 

的，其内涵远远超出我们通常所认知的物质匮乏、收入低下，而 

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贫困内涵的界定势必更加丰富。立 

足于贫困内涵的不同理解，对反贫困的重点及途径的思考也将 

呈现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总体上来说，我国对贫困问 

题虽趋于多层次、多角度的诠释，但在反贫困的实践领域主要 

还是围绕着经济层面展开的，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二、老年人口反贫困问题——新中国反贫困实 

践的薄弱环节 

中国的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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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 3O多年中。如 1994年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9年 

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5年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取 

得了骄人的成就。根据有关统计，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2．5亿下降到2007年的 1 478万，总共减少了2．35亿，年 

均下降9．3％。贫困发生率从 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7年 

的 1．6％。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1981--2004年，贫困 

人口所占的比例从 65％下降到 10％，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 

6．52亿降至 1．35亿 ，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并指出如果没有中 

国的扶贫努力，在20世纪的最后 20年，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 

数量不会有所减少 。2011年 l1月 1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 

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体现了中国反贫困 

实践取得的最新成就，如不断加大扶贫的财政支持力度，财政 

投入从 2001年的 127．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2010年的 349．3 

亿元，年均增长 11．9％，10年累计投入 2043．8亿元。还指出：在 

农村扶贫标准提高的前提下，农村贫困人 口数量也是大幅度 

减少的，具体来说是从 2000年底的9 244万人减少到 2010年 

底的2 688万人 ，农村贫困人 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 2000年 

10．2％下降到2010年的2．8％。可见中国反贫困的实践的确取 

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但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薄弱环节。 

在中国进入老年型社会且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反贫困实践已经进入到纵深层次的 

攻坚阶段 ，贫困的发生形态与反贫困战略均需调整 ，长期以 

来的区域性反贫困实践已经取得巨大成绩，使得大规模减少 

贫困人口的实践难以持续，当下我们必须将反贫困的理论和 

实践凝聚到规模越来越大，情况越来越复杂的老年贫困人口 

这个特殊又普遍的群体上。然而理论和实践都清晰地表明， 

老年人口贫困1．口1题在中国是长期被忽视的。比如 1994年开 

始实施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宣称在 2000年的时候 ，解决 

8 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其中，针对一些脆弱群 

体 ，如残疾人 、儿童 、妇女等都有特殊措施，对老年人 口的贫 

困问题却只字未提。2011年 11月 16 Et发表的《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指出：中国政府把收入在扶贫标 

准以下的人口作为扶贫对象，把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革命 

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 

重点区域 ，并在这些地区确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给予重点扶持。仍对老年人 口这个弱势群体没有提及， 

而我们强调的是在中国进入老年型社会且老龄化加速的基 

本国情下，老年人 口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已是不能忽视的问 

题。老年人口属于人 口中的弱势群体 ，而贫困的老年人更是 

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我们倡导着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关 

注，那么老年人中最需要关注或者说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是 

老年人 口的贫困问题 ，对这个反贫困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在 

理论与实践上给予高度重视。 

三、老年人口反贫困问题的紧迫性 

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中国老年人口呈现 

加速增长的态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公 

告 ，大陆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 口中，60 

岁及 以上人 口为 177648705人 ，占 13．26％，其中 65岁及以 

上人口为 118831709人，占8．87％。同 2000年第五次全同人 

口普查相比，6O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2．93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 口的比重上升 1．91个百分点。无论是 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还是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 

在上升，老年人口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而在实际中，老年人 

口贫困的发生率远远高于总体贫困发生率，因此老年贫困人 

口的规模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数字。据此，我们说如果 

仍忽视老年人口的反贫困问题，具体讲如果没有覆及全体老 

人的退休养老制度、福利养老制度、保险养老制度和救助养 

老制度，那么 ，未来的老年人口的高龄化、老年结构的女性 

化 、家庭人 口的空巢化、生育子女的独子化等问题的叠加会 

导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被边缘化、弱势化，从而陷入“人口 

老龄化深化的陷阱”。进而我们断言，在人口老龄化的时代 

背景下 ，对老年人 口贫困问题进行反思与追问是十分迫切 

的，具体可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首先，构想多层次的救助体系帮助老年人口的紧迫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国的家庭模式已经转型为 4—2一I型，甚 

至还要向 8—4—2—1型发展，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仅凭家庭 

保障其生活是不可能全面解决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的。这就需 

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到老年人口的反贫困事业中 

来 ，通过多种途径的设想，多重力量参与才能对老年人口生 

活进行制度化安排。 

其次 ，弘扬尊老敬老社会风尚的紧迫性。对老年人 口贫 

困问题的关注、解决，是弘扬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的前提。尊 

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目前社会的整体风向却 

是“重幼轻老”，这造成了大规模老年人 口的精神层面 、心理 

层面的贫困。只有全社会树立起尊老、敬老的良好道德风尚， 

才能使老年贫困人口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乐。 

再次，老龄化产业发展的紧迫性。由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 

加，其带来的消费市场需求也势必不断增长，老年产业将是一 

个前瞻性产业，潜力巨大。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 口对老年设 

施、服务、文化等生活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才能使老龄产业 

作为老龄化社会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从而使老年人 

口的贫困问题在更深层次得以解决，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总之 ，对老年人口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关注是人口老龄 

化背景下不能忽视的问题。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的重视与解决 

应该成为中国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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