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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贫困问题作为一项世界性、历史性的社会现象,在人

类历史上由来已久,伴随人类进化发展至今。纵观人类历史,正

是由于克服了历次重大灾荒与饥饿,人类得以繁衍生息。贫困

虽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意义,但是本质之处古今中外一

致,那就是在于人民最基本的生活如衣食住方面难以解决,今天

人类所面临的贫困问题仍然包含最基本生存需要,但也随着时

代发展给贫困赋予了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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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20年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与全面

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交汇点,这标志着中华民族长期落后和贫困

的状况即将成为历史[1]。正是这一年,中国脱贫攻坚取事业得

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解决,贫困问题在中国已经

成为过去时。“但是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2]。所以在贫困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深入的今天,探讨

后2020中国反贫困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1 研究背景

中国的脱贫攻坚战过程艰难但成果丰硕,完成了消除绝对

贫困的艰巨任务。中国的脱贫攻坚战是目前中国战略反贫困的

重要一环,是有效社会治理的关键部分,我们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的下一节,就是要巩固目前取得的脱贫成果,同时主力解决相

对贫困问题,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决定。脱贫攻坚战

的胜利,只是完成了贫困治理的阶段性任务,并不意味着贫困治

理的结束,贫困治理工作的重心将从绝对贫困治理转向长期的

相对贫困治理。[3]相对贫困治理“强调促进社会公平、共享发展

成果、增进人民福祉,[4]所以后2020新时期研究反贫困有着重

要的社会治理意义。
2 文献综述

贫困是指人的物质资源匮乏或基本生活需要不能得到满足

的状态,或者说是缺乏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5]贫困问题自古

便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无论是先秦儒家思想中“仁政”、“重民”还
是道家倡导无为轻徭薄赋都有明显的治贫思想内涵,各朝代的

治贫实践也给我们留下非常丰富的治理经验,20世纪60年代,
瑞典经 济 学 家 冈 纳 · 缪 尔 达 尔 在 其 著 作《世 界 贫 困 的 挑

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一书中,首次将“反贫困”作为研究术

语而提出[6],可以说,反贫困的研究也涉及贫困的成因机理和意

义。中国的扶贫研究几乎和中国的反扶贫实践同步进行,但中

国现当代贫困问题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西方贫

困研究的学习、借鉴、整合和本土化四阶段,经历即基于经济增

长反贫困研究、个体发展反贫困研究、制度和亚文化反贫困研

究、组织反贫困研究、区域整体反贫困研究和中国特色党建扶贫

开发反贫困理论研究视角。在反贫困的实践研究中,发展经济,
促进就业,仍为反贫困主要视域,但社会学也成为反贫困理论重

要领域,社会学理论也成为反贫困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7]。
3 问题指向

区域性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终结成果需要长期巩固,广
大农村地区成果巩固要放在首要位置,脱贫攻坚反贫困首要在

农村,巩固脱贫成果首要在农村。近一亿人的脱贫成果保障,需
要政府社会市场始终紧密联结与配合。后2020反贫困最主要

的障碍就是已脱贫人口因病由此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家庭开支过

大而返贫和部分落后多数进步的相对贫困拉大的双重问题。农

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相对城市略显不足,农村人口长期以来对

自身健康管理不重视,加之为生计工作迫于无奈透支身体等种

种让部分已脱贫农村人口身体情况不甚乐观,后2020巩固成果

反贫困的焦点在于保障已脱贫人口的医疗卫生权益,保障目前

享有各项医疗优惠政策不变的基础上,政府要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探索符合实际的新政策,做好兜底保障的措施;社会和市场要

紧密联结配合政府发挥自身优势,实行岗位帮扶,根据实际情况

创造就业机会和岗位,以促进该情况居民增加收入,弥补政府在

巩固成果反贫困方面的不足,切实保障脱贫人口治得起病,返不

了贫,相对贫困程度不至拉大。
相较于小部分因特殊情况可能存在的返贫人口和返贫现

象,后2020反贫困问题的解决另一着力点在于推进社会治理,
破除阶层固化壁垒。就目前情况而言,东西部发展差距进一步

拉大,同一区域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增大,底层纵向社会流动难度

增加,社会排斥现象加剧,简单而言就是看不起穷人,不承认穷

人权利现象突出,后2020反贫困要着力在普遍增加全民收入的

基础上通过宏观调控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建立橄榄型收

入分配格局,保障已脱贫人口的各项权利,减少社会排斥,以增

加收入为基础,拓宽已脱贫人口社会流动通道,获得更多社会承

认,弥合脱贫人口和富裕人口的社会不平等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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