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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消除贫困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识。文章分析了世界贫困的发展演化

历程，指出了世界减贫的时空不均衡特征及其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包括不平衡减贫加剧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的资源过度开发，世界流离失所者增加加剧贫困识别的不精准性，以及乡村衰退加剧减贫成效的不稳定

性。从联合国 2030 年减贫目标的角度，提出应加强世界减贫的国际合作，同步推进减贫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

发展转型，系统实施乡村振兴，为实现世界范围的可持续减贫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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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的问题和现实难

题。由于受资源禀赋、发展水平与发展策略、经济结

构、人力资源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均存在不

同程度的贫困问题。消除贫困，促进人类社会全面发

展、进步与繁荣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追求。2015 年联合

国颁布了 2030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

会、经济和环境 3 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进而转向可持

续发展道路。“消除一切形式的极端贫困”位列 17 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首，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重要基础。伴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贫

困认知从单纯强调缺乏食物及资源维系基本生活，扩

大到包括医疗卫生保健、健康与寿命、文化教育程度

以及政治权利等条件的改善[1-3]。消除贫困也由单一的

物质性投入转向物质投入与非物质投入（社会资本）

相结合[4,5]。近年来，降低国家机构的脆弱性、创造机

遇、促进赋权以及增强安全保障、减少不平衡与共同

富裕成为世界减贫的重要议题[6,7]。



  院刊  43

世界贫困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关键问题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极大地

推进了人类减贫事业，提升了人类生活品质。然而，

不平衡发展、自然灾害、战乱、气候变化、经济波动

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全球可持续减贫进程，并诱发了饥

饿、资源过度开发、地区冲突等一系列问题。本文系

统研究了世界减贫历程及发展演化的时空格局，深入

剖析了当前世界减贫所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与挑战，

从可持续减贫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与行动计划。

1 世界减贫历程回顾

1.1 减贫的理论基础
贫困是一个综合性、动态性概念，涉及经济学、

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并随着时

间、空间、发展环境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改变。

不同的贫困定义反映了人们关注角度的差异，较为通

用的观点认为贫困最终不是收入问题，而是贫困人口

缺少获取收入的能力或机会，以至于缺乏创造及维持

正常生活的能力与条件[8-10]。世界银行在《1990 年世界

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家庭或群体没有足够

的资源去获取他们公认的，一般能够享受到的饮食、

生活条件、参加某些社会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

状态[11]。此外，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体系

不健全、歧视等也是制约人们获取收入能力的重要因

素。因此，减贫不仅要弥补贫困人口的物质缺乏，还

需要帮助他们提升创造并维持正常生活的能力。

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短期

性、绝对性贫困容易根除，但相对贫困长久存在，脱

贫与返贫在不同时间与空间层面上交替显现。由此，

减贫既要力求减少致贫的因素，又要确保人们实现长

期、稳定脱贫。在反贫困路径问题上，国际社会主要

有 3 种模式：① 资源输送，即通过对贫困人口给予物

质资源来支撑其生产与生活。② 消除贫困人口的机能

障碍（dysfunction），即通过改进贫困人口的生活方

式和社会规范消除其“机能障碍”来解决贫困问题。

③ 侧重优化导致贫困状态的经济社会结构，为人们摆

脱贫困提供机会[12]。随着人类减贫事业的不断推进，贫

困的“孤岛效应”日益显现，贫困的区域封闭性、空间

集聚性、贫困人群集中性、致贫原因多样性等倾向显

著，亟待采用超常规、有针对性的减贫政策与措施[13]。

1.2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世界减贫
1990—2015 年，世界减贫取得了巨大进展。根据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按照每人每日生活费 1.9 美元

（2011 年购买力）的测算标准，1990 年全世界极端

贫困人口为 18.95 亿人，贫困率（贫困人口数量占全

世界总人口数量的比重）是 35.85%。2015 年全世界

极端贫困人口减少到 7.36 亿人，贫困率也下降到 10%

（图 1）。在 25 年里，世界人口数量增长了 20 亿，但

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却减少了 11.59 亿，贫困率平均每

年下降 1 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将全世界划分为 7 个区域：东亚和太平

洋地区、欧洲和中亚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中东和北非地区、南亚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以及其他区域。在1990 年，世界贫困人口主要集中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率均在 18% 以

上（图 2）。在 2015 年，世界银行统计所的 164 个

图 1    世界贫困率与贫困人口数量（1990—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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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有 84 个国家的贫困率降到了 3% 以下，23 个

国家的贫困率在 3% 到 9% 之间，14 个国家的贫困率

在 9% 到 18% 之间，43 个国家的贫困率在 18% 之上。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地区的减贫效果显著，而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减贫形势严峻（图 3）。

1990—2015 年，得益于各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与减贫政策的有效实施，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地

区贫困人口数量分别从 1990 年的 9.87 亿、5.36 亿减少

到 2015 年的 0.47 亿、2.16 亿，贫困率分别从 1990 年

的 61.6%、47.3% 下降到 2015 年的 2.3%、12.4%。

以中国为例，1990—2015 年中国的贫困率由 1990 年

的 66.58% 降到了 2015 年的 0.73%，有 7.46 亿人（每人

每日生活费 1.9 美元）摆脱了贫困，占到世界减贫规

模的 64.37%①，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减贫效果并不明显：该

地区的贫困率由 1990 年的 54.3% 下降到了 2015 年

的 41.1%，但是贫困人口数量却由 1990 年的 2.78 亿

增长到 2015 年的 4.13 亿，占到了世界贫困人口数量

的一半以上。全世界最贫困的 28 个国家中有 27 个位

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其贫困率均超过了 30%。此

外，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与贫困率 1990—

2 0 1 5  年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变化过程，贫困人口

由 1990 年的 1 420 万减少到 2008 年的 880 万，然后增

长到 2015 年的 1 860 万，贫困率也从 1990 年的 6.2% 下

降到 2013 年的 2.6%，之后上升到 2015 年的 5%。欧

洲和中亚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

化趋势，贫困人口数量先从 1990 年的 1 330 万增长

到 1999 年的 3 670 万，然后下降到 2015 年的 710 万，

是世界七大区域中贫困人口数量最少的地区。

2 世界贫困重心时空演化过程

为了深入揭示世界减贫的发展演化规律，本文引

入重心模型，测算了世界贫困重心的时空演化过程。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1990—2015 年间全球各地区的人

口与贫困统计数据。

2.1 重心计算公式
xj = ∑n

i=1 (Tij · xi ) / ∑
n
i=1 Tij ，                       （1）

yj = ∑n
i=1 (Tij · yi ) / ∑

n
i=1 Tij 。                       （2）

其中，Tij ( i =1,2,3,…,n ，j =1,2,3,…,n ) 表示第 i 个国家或

地区 j 年的贫困人口。Pi = ( xi , yi ) 为该国家或地区的行政

重心地理坐标，Pj = ( xj , yj ) 为第 j 年贫困人口的重心。

2.2 移动距离与方向计算公式
设第 t 年与 t−1 年贫困重心分别为 Pt =  ( xt , yt )， 

①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source/poverty-and-equity.

图 3    2015 年世界各国贫困率

图 2    1990 年世界各国贫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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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1 = ( xt₋1 , yt₋1 ) 期间的贫困重心移动距离为：

dt = √ ( xt − xt₋1)
2 + ( yt − yt₋1)

2 ;                    （3）

移动方向为：

αt = arctan (  yt − yt₋1
xt − xt₋1

)。                             （4）

2.3 计算结果
1990—2015 年，世界贫困重心时空格局发生了

显著变化，由南亚转移到了非洲大陆。世界贫困重心

从 1990 年位于印度中东部地区的贾坎德邦开始向西南

方向移动，在 2002 年世界贫困重心从印度西岸进入

印度洋并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在 2013 年世界贫困重

心到达非洲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并继续向非洲内陆

移动。2015 年世界贫困重心到达了埃塞俄比亚东部地

区。在 25 年里，世界贫困重心向南偏西 71.80° 方向累

计移动了 5 033.32 公里，其中向南移动了 1 572.37 公

里，向西移动了 4 781.42 公里，说明印度以东地区即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减贫推进了世界贫困重心

向西快速移动（图 4）。

因此，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成了世

界减贫的主战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0 年世

界 80% 的极端贫困人口集中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

南亚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于 2005 年、2011 年分

别超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地区，从而成为世界

极端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2015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占据了世界 56.16% 的极端贫困人口②。

3 世界减贫面临的关键问题

3.1 世界不均衡减贫加剧地区资源过度开发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有 57.4% 的人口依靠农业生产来维持生计，通过过度

开垦土地以获取更多的农业产出与务农收入。然而，

这种农业经营方式加剧了地区资源消耗并诱发了生态

环境破坏问题。2015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农业生产

耗水量占到了该地区淡水资源总采用量的 73.05%，而

这一比例在 2016 年上升到了 91.82%③。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这种依赖大量水资源灌溉的农业生产模式是脆

弱的，一旦遇到干旱甚至是水资源短缺将直接导致农

业减产，影响农户的家庭收入。

在过去 10 余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历了

大规模的毁林开荒过程（图 5），2005—2016 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北部、东部和南部地区农业

用地扩张以及森林与灌木用地减少共存，且较为显

著。如表 1 所示，2005—2016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减少了 156 万平方公里的森林与灌木用地，年均

减少 141 605 平方公里。同时，新垦农田的面积增加

了 146 万平方公里，年均增速为 133 055 平方公里。

随着世界贫困重心向非洲大陆转移与深入，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的毁林开荒过程得以加剧，2005—2009 年

森林与灌木用地年均减少速度为 89 320 平方公里，而

2009—2016 年森林与灌木用地年均减少速度增加了

近 1 倍，达到 171 480 平方公里/年。人们通过毁林开

荒扩大耕地面积来获取更多的农业产出，进而获得更

多的农业收入，而这不仅加剧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自然资源过度消耗，还将势必影响到地区及全球的

② 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povDuplicateWB.aspx.
③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source/poverty-and-equity.

图 4    世界贫困重心时空演化格局（1990—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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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安全，而建立在资源过度开发基础上的减贫

将注定不稳定、不可持续。

由于 2005、2009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与 2016 年的

土地利用数据在分类标准上有一定的差异，本文按

照 European Space Agency （ESA）的分类标准，将

2005、2009 和 2016 年的土地覆被类型的分类进行统

一，统一后非洲的地类标准可分为林地与灌木、草地

与稀疏植被、农田、裸地、建设用地和水域及水生植

被 6 大类，其中水域包括水生植物、雪地、冰川及水

体。

3.2 国际流离失所者加剧贫困识别的不精准性
在过去  20  年间，世界范围内的流离失所者数

量急剧增加，由 1997 年的 3 390 万人增长到 2016 年

的 6 560 万人[14]。近年来，叙利亚内战以及在苏丹、

索马里、刚果（金）、尼日利亚、中非共和国等国发

生的冲突及派系武装斗争迫使大量人口流离失所，

涌入周边国家甚至进入欧洲境内躲避战乱。同时，

全球饥饿人群也在快速增加，2015—2016 年增长

了 3 800 万人[15]。由于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些流离

失所者很快进入贫困化状态。针对这部分群体的人道

主义援助也因其流动性、不确定性等因素限制而难以

发挥应有的效用。

当前，政府及学者采用一系列方法措施来提高贫

困识别精准性，如以营养、收入为基础的贫困识别指

标[16]、多维贫困化体系[17]，使用移动电话数据[18]以及

将机器学习应用到高分辨率卫星影像[19]。然而，随着

战乱、自然灾害等引发的全球范围内流离失所者数量

的增加，贫困群体的流动性增强，导致了贫困识别的

不精准性、不确定性问题凸显，制约了减贫措施的有

效实施，也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减贫的艰巨性。

3.3 乡村衰退加剧世界减贫成效的不稳定性
当前，全球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乡村地区。世界

银行一项覆盖 89 个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显示，全

球 80% 的贫困人口居住在乡村地区，64% 的贫困人口

从事农业生产。然而，乡村地区人口贫困率是城市地

区人口贫困率的 3 倍多，达到 18.2% 比 5.5%。以农业

图 5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土地覆被变化（2005—2016 年）

表 1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土地覆被变化（2005—2016年）
（单位：万平方公里）

土地类型     2005年 2009年 2016年

林地与灌木 1 248.79 1213.06 1093.02

草地与稀疏植被 563.00 579.43 568.58

农田 244.10 261.04 390.46

裸地 508.75 511.85 507.11

建设用地 2.14 2.04 5.18

水域及水生植被 33.77 33.12 36.19

2005年 2009年 2016年

土地覆盖类型
林地与灌木
草地与稀疏植被
农田
裸地
建设用地
水域及水生植被

km
0 3 000 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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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为生计手段的人的贫困发生率是从事非农业生产

人群贫困发生率的 4 倍[7]。由此，在乡村地区从事农业

生产的人更容易致贫，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世界

减贫的主要支撑平台。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

界范围内的乡村衰退问题已日益显现并引发关注[20-22]。

由于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处理不当，导致

了城乡差距扩大化，诱发了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

失并最终导致乡村经济衰退、农业低效化、空心化等

问题，严重制约了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23-25]。广大乡

村地区因其在资源禀赋、发展质量方面的差异，对全

球化、知识经济、气候变化等发展主导过程的响应差

异明显，进而影响到乡村地区为农户提供可持续、稳

定生计的能力与条件。建立在乡村地区逐渐衰退基础

上的减贫成效是不稳定、不持久的，也必将加大农户

生计的脆弱性。

4 结论与讨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减贫事业取得了卓

越成绩，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近 12 亿，贫困率

也下降到 10%。这缘于过去 25 年间世界经济的稳固增

长，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人口密集的东亚和太

平洋地区、南亚地区不断增长的财富，极大提升了贫

困人口的生计水平，巩固了减贫成效。当前，全世界

有一半国家的极端贫困人口发生率在 3% 以下，已达

到了 2030 年的世界减贫目标[7]。

世界减贫的时空演化格局具有显著的不均衡特

征。1990—2015 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地区

在减贫人口规模及贫困率降速方面均领先于世界其他

地区。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减贫效果并不明

显，贫困率降速缓慢，贫困人口不断增加，贫困人口

规模占到了世界贫困人口数量的一半以上。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的减贫形势严峻，已成为世界减贫的主战

场。当前，资源的无序与过度开发、战乱冲突及灾害

所诱发的流离失所者、乡村衰退等问题制约了世界减

贫进程，降低了减贫成效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随着世界减贫进程的不断深入，减贫难度持续加

大。近年来，世界金融危机、地区冲突、气候变化所

引发的自然灾害等事件频发，加剧了世界减贫的复杂

性、不精准性与反复性，降低了减贫成效，亟待系

统、科学审视世界减贫问题。

（1）世界各国和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资源

禀赋与发展路径不同，贫困程度及致贫原因迥异。因

此，应科学研判并诊断识别制约世界可持续减贫的关

键因素，制定行之有效的减贫策略。

（2）世界减贫是各国共同的责任。一方面，应

建立世界减贫协调机制，集中世界资源与力量支持非

洲、南美洲等地区的减贫工作，通过联合行动确保最

不发达国家政局稳定，避免因地区冲突引发大规模的

贫困、饥饿、流离失所等问题。另一方面，以中国为

代表的国家在减贫领域取得了瞩目成绩，积攒了丰富

的经验与成功模式，应加强减贫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

流，向贫困国家及地区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减贫模

式与经验。

（3）减贫与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转型应同步推

进。在全球化、知识经济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一些国

家和地区的发展被日益边缘化，难以形成具有竞争力

的经济体系，亟待发展转型。依托科技创新及人力资

本储备，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现多元化发展，不断增

强产业的科技含量，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培育新兴

产业，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贫困人口，从而对减贫成

果形成有效支撑。 

（4）作为世界减贫的重要支撑平台，乡村衰退

问题严重制约了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亟待重塑新型

城乡关系，科学、系统推进世界乡村振兴[22]。① 应

加快村镇建设，形成村镇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的

城乡地域格局，为乡村振兴、农民就业与创业搭建平

台[26,27]。② 应以村镇化为基础，补齐乡村发展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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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乡村转型发展，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构

建协调、互补的城乡关系，着力提升乡村地区应对外

界发展环境变化的能力，即乡村弹性�[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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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verty eradication is one of the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goals, and is also the important index of human social 

progress.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world poverty and points out the spatial-temporal uneven pattern of the 

world poverty reduction. The current challenges to the world poverty reduction include aggravated resources exploitation in Sub-

Saharan Africa, worldwide forcibly displaced people who lower down poverty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and rural decline which leads to 

instable poverty reduction. Oriented by the UN’s poverty eradication goal by 2030, the study proposes to strengthen worldwide poverty 

reduction collaboration, to promote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to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so a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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