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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我国已消除绝对贫困，接下来缓解相对贫困难题将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相对贫困就绝对贫

困而言，人口基数更大、人口的空间分布更分散、致贫原因更复杂。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内容丰富

而科学，我国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继承、发扬和创新，建立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在新阶段，

我国对于相对贫困的治理要立足于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识别机制、长效保障

机制和长效动力机制；多维角度发掘生产力，推动“造血”式扶贫；注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精

神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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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eliminated absolute poverty by 2020, and the next step is to alleviate relative poverty, 
which will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n terms of absolute poverty, relative 
poverty has a larger population base, a more disperse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more complex causes of poverty. The Marxist anti-poverty theory is rich and scientific, and China 
has inherited, developed and innovated it on this basis, and established a system of anti-pover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stage, the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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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based on Marx’s anti-poverty ideology, establish a long-term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a long-term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a long-term motivation mechanism to solve relative po-
verty; explore productivity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o promote “blood-making” po-
verty alleviation; focus on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o achieve 
spiritual poverty era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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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已于 2020 年率先消除绝对贫困，这成为人类贫困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脱贫减贫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2020 年后我国贫困呈现出新特征，

这将会给中国减贫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要想有效缓解绝对贫困的难题，确有必要重新深刻剖析马克思

的反贫困思想。目前学术界关于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内涵、形成过程、实践路径和当

代价值的探讨，而就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缺少系统的研究。回顾马恩经典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反

贫困理论为出发点，联系中国实际，探索相对贫困的治理路径尤有必要。 

2.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内容 

2.1. 贫困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从制度角度出发对贫困问题的产生进行研究，阐释了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

有制。起先，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在扬弃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

质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他指出：“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

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1]马克思认为，工人凭借自身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或劳动成果其所有权并不归劳动者本人所有。

工人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工人把自己打包成商品卖给资本家，资本家支付维持工人生存所必需的

那部分工资之外，无偿占有劳动者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并且，资本家仅仅把一部

分赚来的“利润”用于自身的消费，另一部分的“利润”用来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断积累

本金，使生产在扩大规模上进行。通过加班或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进一步剥削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或相对

剩余价值。其结果是小资本家凭借对工人的剥削一步步变成大资本家，积累更多的财富。相反地，由于

大机器的生产减少了对工人的需求，工人失业情况加剧，工人越来越陷入贫困。至此，工人不仅与自己

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劳动本身相异化。甚至工人自己的内心世界也越来越贫乏，这就致使工人陷入无

尽的异化劳动中去。 
此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

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2]显然，这揭示了资本运动的无限性。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会要求工人延长工作日的时间即加班，并支付一定的加班费。当然，工人所收到的加班费实际上是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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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其为资本家通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出来的绝对剩余价值的。无产阶级的贫困累积和资产阶级

的财富累积是相伴相生的，资本积累的源泉来自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强烈追逐，而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下的雇佣劳动制度是无产阶级陷入贫困的根源。由此可见，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低收入群体和劳

动者之间不断产生并聚合贫困因子，衍生出工人的物质、精神、文化、知识等多种贫困。 

2.2. 无产阶级反贫困的途径：大力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是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之后，又进一步指出了消灭贫困的现实路径。马

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共享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才能够减少贫困”。

[3]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大规模摆脱了曾经的赤贫，但是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制度不动摇，

工人阶级就会一直陷入在贫困的泥潭之中。只有造成贫困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消失，也就是推翻

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才

能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寻得出路。当生产资料收归公有，资本家就无法继续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和劳动成

果。只有剥夺剩余价值的剥夺者被剥夺，才能摆脱贫困。 
不过，单单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造成贫困的根源还不足以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建

立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社会制

度彼此之间的博弈归根结底要看谁“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

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4]。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虽然有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但生产关系与其

不相适应，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资本主义旧的生产关

系。想要根除这一问题就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下，强化了

“物的依赖性”，实现了物这一客体对人这一主体的统治和压迫。因此，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准备

充足的物质条件，才能为进入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提供物质保障。逐渐弱化和消除“物的依赖性”对人

的剥削，才能扭转无产阶级不断陷入更大的贫困态势。 

2.3.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5]。马克思在《手稿》中这样写道。

马克思把工人除去了自身的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这种状态称为绝对贫困。2020 年 12 月 3 日，我国

已经消除了这种生存性的绝对贫困。 
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大环境下，劳动者只是就某一个环节进行生产劳动，其无法参与除自己以外别

的类型的劳动。这便使得工人所有的潜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而是局限于某个固定的环节内的工作。资

本主义下的社会分工为相对贫困的产生提供了制度性的前提，与此同时，也加深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的对立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从宏观层面上看，随着社会分工日益深化，工商业劳动创造了较高

的经济效益并聚集于城市。相反地，农业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不如工商业并集聚于农村地区。于是城市和

农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由此城乡间的相对贫困产生了。从微观层面上看，相对贫困表现个体

差距，也就是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的同时，工人的整体生活

水平相比之前有所改善。但是相比于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大资本规模、进一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

值而言，资本家的资本扩大的趋势要远远高于工人的工资涨幅。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是彼此割裂的关系，他们作为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内容是相互交织、相互依

赖的关系。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绝对贫困的难题必能逐渐得到解决，然而贫困标准线也会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升。这样就会又会涌现处于相对贫困线标准以下的群体。这也就是说，如果

社会制度得不到根本性的变革，相对贫困问题就会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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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0 年后我国贫困的新特征 

2020 年以前，我国的扶贫工作从小规模救济扶贫、体制改革扶贫、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阶段。这

四个阶段的扶贫工作都是围绕消除绝对贫困难题而展开的。目前，我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这也意味

着缓解相对贫困问题将会成为我党以后的工作重点。如果说绝对贫困主要是指生存性的贫困，那么相对

贫困则表现为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水平虽然能够保障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和整个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相

比较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由此可见，缓解相对贫困的难题比之前的工作人口基数更大、人口的空间分布

更分散、致贫原因更复杂。 

3.1. 相对贫困人口的基数更大 

之所以说我国相对贫困人口的基础更大，是因为已经实现脱贫了的绝对贫困人口是相对贫困人口的

一部分。事实上说，将绝对贫困人口转化为相对贫困人口的过程就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除了

这部分人群以外，还包括绝对贫困的边缘户、进城打工的农民和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其中绝对贫困的

边缘户即是指收入水平仅仅略微超过建档立卡户的这部分人。这部分群体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和刚刚实现

脱贫的绝对贫困人口相差无几，只是刚刚卡线，甚至现在这部分人的生活更为艰难。除此以外进城打工

的农民工群体也是相对贫困人口的一员。究其原因而言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选择离开家乡在外务工

的这部分人虽然看似较留在农村务农的群体工资更高，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承受着在大城市生活的更高的

生活开销。北上广意味着更高的工资水平的同时，也加大了农民工群体吃、穿、住、行以及教育子女的

生活压力。其二，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并且专业技能较为匮乏，在日益竞争激烈的现代化社

会中，他们中的大部分群体只能被迫成为建筑工人、服务员、操作工等。这些工作往往工资水平不高，

因此这部分人往往也是属于相对贫困人口的一部分。最后一部分是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国家统计局 2020
年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的情况是：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7869 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

收入 16443 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26249 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41172 元，高收

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80294 元。由此可见，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组的 10 倍不止，与中间

收入组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低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中间收入组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城

市中的相当一部分群体是生活在平均线以下的。 

3.2. 相对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更分散 

2020 年以前，我国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人口分布较为密集、区域集中度较高。首先，在

消除绝对贫困阶段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群体已经通过扶持就业和发展本地特色型产业等形式让他们

拥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是相比较而言，老弱病残等社会群体依旧需要靠政府的低保来维持基本的生

存需要。到了缓解相对贫困阶段，这部分群体依旧成为了高发人群。其次，如上文所说，进城打工的农

民和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也是相对贫困人口的一部分。这部分群体数量的增加导致了贫困人口的分布由

农村扩展到城市。因此，相对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也更为分散。 

3.3. 相对贫困的致贫原因更复杂 

2013 年我国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以来，这一阶段的扶贫主要是落实在经济层面上的，它体现为通过

提供社会性的帮扶政策来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该阶段是从贫困人员的收入不足而导致的生存性问题角度

出发进行贫困帮扶，这并不能从本质上彻底解决深层次的贫困问题。事实上，除了收入以外，还包括教

育、医疗、社保、住房等一系列因素所导致的贫困现象。在广大农村贫困地区，癌症、慢性病是导致人

民走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根本之策。只有让贫困地区的小孩接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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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提高他们整体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源源不断地为贫困地区脱贫提供人才保障。总之，这些贫

困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社会发展和分配不均导致的，因此，我国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到缓解相对贫困问

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下一步的扶贫重点要从经济扶贫转向文化扶贫、从事后扶贫转向事前扶贫。 

4.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下的相对贫困治理路径 

目前，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已经解决，但相对贫困的缓解仍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相对贫困治理需与

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美丽中国、新发展理念等密切结合起来。面对接下来相对贫困这一历史性难题，

以更高标准切实做好减贫工作确有必要。下文将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出发就相对贫困的治理提出以

下几点措施。 

4.1.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解决贫困问题。我国就马克思主义反贫

困理论进行了继承、发扬和创新，建立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相对贫困的治理需要建立解决相

对贫困的长效识别机制、长效保障机制和长效动力机制。 
首先，之所以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识别机制，是因为想要缓解相对贫困问题，首先要厘清相对

贫困是什么以及哪些人是相对贫困人口。由于相对贫困较绝对贫困而言难以衡量和辨别，所以精准识别

相对贫困人口显得尤为重要。在识别相对人口过程中，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参照

国际社会的相对贫困标准来划定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相对贫困标准。并对相对贫困人口进行

精准识别，充分利用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巨大技术优势，广泛收集、科学管理、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 
其次，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保障机制。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放松警

惕，撂挑子不干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不仅在物质文化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精神、

文化、安全、生态、住房等各个方面有了更高的期待。相对贫困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相对贫

困表现为消费型贫困、生活型贫困和收入型贫困等等。因此，要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制度保障体系、

政策保障体系和工作保障体系。切实做到上有政策，下有执行。 
最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动力机制。要深刻剖析导致贫困的内在原因，从本质入手，解决因

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导致的精神贫困、因成功脱贫后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的能力贫困、因物质生活水平

和收入水平不高导致的物质贫困等等。 
具体可以通过加强贫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养、梳理贫困人口主动摆脱贫困的观念、发挥互联网在特

色产业扶贫中的优势、注重就业扶贫、生态扶贫和教育扶贫等等方式来形成长效的动力机制。 

4.2. 多维角度发掘生产力，推动“造血”式扶贫 

正如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所言，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消除贫困的现实路径。大力发展生产力既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缓解相对贫困危机的目标指向。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生产力是从多重维度

进行考量的，相对贫困的治理要因地制宜，不同的致贫原因、不同的贫困对象要采取不同的扶贫对策。

对于欠发达地区要深入挖掘该地区的特色地理优势、生态优势、特色产业优势。同时要充分发挥数字经

济在脱贫致富中的重要作用，“互联网+”下的电商扶贫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利用互联网方便快捷的

优势帮助贫困地区脱贫。最后，相对贫困的治理要和绿色发展结合起来。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模

式走到了尽头，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昭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要切实平衡好相对贫困治

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良好稳定关系，我们要坚定好这一立场不动摇，从而为后脱贫时代

的反贫困事业注入永续的绿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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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注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精神脱贫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强调人的主体性在消除贫困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创新性地继承了这一思想，强调

内源扶贫，充分发挥人在发展生产力中的决定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

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处处说贫。”[6]要想彻底摆脱贫困，首先就要从思想上根除“我是

贫困户”的潜意识。这种心理暗示将会成为始终无法脱贫的精神枷锁，限制和制约人劳动能力和脱贫潜

能。要鼓励他们行动起来，增强他们脱贫致富的信心，凭借自己的双手实现脱贫。这表现为一方面要加

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力度，减小贫困地区同城市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可有效缓解和避免“贫二代”的

滋生。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贫困人口的技能培训，帮助他们用技术水平主动摆脱贫困，而不是被动地等

待政府给予物质帮助。 

5. 结语 

随着绝对贫困在中国得以解决，我国的反贫困事业将进入到一个更加崭新的历史阶段，相对贫困的

治理将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目前学术界在相对贫困的内涵、标准、治理路径等方面产生了丰富的

理论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学术界就城市相对贫困的理论研究、典型个案的实证性研究以及相关数据的

支撑等方面略显不足。总之，相对贫困问题的动态性、复杂性和主观性使得相对贫困的有效缓解成为一

项艰巨而复杂的历史性难题。相对贫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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