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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全面小康和精准脱贫基本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环境得到根本改善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领域

仍然有社会问题持续浮现，精神贫困问题继续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成为共同富裕路径研究的新的重点问

题。学界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围绕精神贫困内涵阐释、精神贫困成因解

析、精神贫困治理思路探索和特定群体的精神贫困现象分析等方面形成了可观成果，同时也有必要在学

科交叉、研究方法多样性、国际交流借鉴等方面的不足上进一步深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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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comprehensive well-offness and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basically been achieved in 
China, making the 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 of Chinese people fundamentally improved, social is-
sues concerning cultural-ethical advancement keep on emerging, and the topic of spiritual poverty 
continues to receive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society to become a new focal point of researches on 
paths to common prosperity. Over the years researchers have accumulated considerable achieve-
ments in various fields like Marxism, economics, sociology, etc., focusing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spiritual poverty, general causes of spiritual poverty, governance strategies for 
spiritual poverty, and focused studies of spiritual poverty in specific social groups. Meanwhile,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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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necessary for researchers to improv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 d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mutual learning for better academic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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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是数千年以来缠绕人类文明的一大梦魇，纵观人类历史，各种社会形态、各个民

族和国家尝试过不同样态不同路径的贫困治理，到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

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我国的贫困治理重心由

绝对贫困逐步转向相对贫困，特别是精神层面的贫困治理。聚焦研究相对贫困和精神贫困问题，对于充

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基础、启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理解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

论述和丰富支撑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近年来国内各学科学界对于精神贫困理论形成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为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并

进一步为有关中国精神贫困治理，以及理解和支撑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国式现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最

终提升人民幸福生活水平，提供了值得参考的学理指引和实践方案基础。同时，学术界在学科交叉、研

究方法、向外借鉴等方面也显示出薄弱之处，这则给我国的精神贫困问题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

本文将总结精神贫困研究的问题缘起，梳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精神贫困概念、成因、治理和重点群体

的典型研究成果，并据此总结出国内现有精神贫困研究的特点、不足和拓展方向，以期为精神贫困问题

研究进一步深化提供助力。 

2. 精神贫困理论研究的问题缘起 

精神贫困问题研究具有深厚的思想史渊源和现实紧迫性。理论层面，马克思、恩格斯等理论家从不

同的时代思想把握出发，提出了看待精神贫困问题的丰富视角；现实层面，随着共同富裕、精神文明建

设和全面小康建成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重心，精神文明建设也越发成为关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和发

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原则构建，以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现实课题。 

2.1. 理论渊源 

精神贫困研究有着丰富的理论土壤。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视角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资

本主义私有制剥削的背景下，分析得出精神贫困产生的原因和必然性——精神贫困是无产阶级物质绝对

贫困化之果。从经济基础出发分析上层建筑的现象问题，为当代学界分析精神贫困现象出现的原因具有

深刻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黑格尔、卢卡奇、布尔迪厄等哲学理论家关于精神贫困现象出现原因的观

点和由此引发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的分析，对于当代学界深入对精神贫困现象的解决方法亦具有

丰富启发意义。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性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过重要影响。黑格尔认为，人是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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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神发展的环节，人只有在精神领域认识到绝对精神、客观世界与自我的同一性，认识到国家利益与

个人诉求的同一性，才能实现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意义，而陷入贫困的市民，开始怀疑、否定市民社会，

个体精神上的贫困使人与绝对精神的演变轨迹背道而驰，使人失去发展方向与价值追求，导致自身的精

神贫困。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分析出发，提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和资本逻辑导致了无产阶

级的精神贫困现象。一方面，资本逻辑下不能转化为货币或商品的事物都被视作无价值、无意义的存在

物，轻视了精神文明的构筑和对人本身的尊重，“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拥有的感觉所代替。

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2], p.52)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劳动的异己性使工人阶级精神

世界扭曲。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人和其所创造产物的主客体关系发生了异化，人沦为了物的奴

隶。“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

动。”([2], p.54)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将会被资产阶级无偿剥夺，工人阶级在付出极为艰辛的劳动后换来

的反而是每况愈下的贫困，从而导致个体精神世界的扭曲。 
恩格斯则基于自身大量的实践调查，还在对工人阶级精神贫困问题原因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

解决工人精神贫困问题的路径探索。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培养

阶级意识，进行改变社会制度的新的反抗，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认为，

在资本逻辑的强有力统摄下，分工越来越细，工人被严格区分在固定的生产部门，从而造成了工人劳动

的抽象化、孤立化。只有打破私有制下生产部门的人为隔阂，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才能根本上摆

脱精神贫困状态[3]。 
活跃于 20 世纪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György Lukács)从物化现象、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

背反和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被彻底物化了的世界，劳动产品采取了商品的形

式，劳动也不再意味着通过创造性的生命活动和人的存在价值的实现，反而使人变为千篇一律的物。在

这种客观现实基础之上，人的意识也被物化，人无法体认到世界的真实和主客体间的丰富关联。有研究

梳理出，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视域下的工人阶级仍拥有“尚未枯萎的灵魂”——阶级意识，它借以革命

性的实践将能不断得到巩固，最终仍然可以达到“总体性”的现代文明[4]。同时，卢卡奇关于“共产党

的斗争集中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上”的相关论述，也强调了塑造阶级意识、关注精神贫困对于无产阶

级及其政党的重要性，在当代依然值得重视。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体系上世纪 70 年代末传入国内，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布尔迪厄基于“场域、惯习、资本”的相互作用，提出“场域 + [(资本) (惯习)] = 实践”的

观点，提出处于场域的不同位置的个体所形成的惯习及所持有的资本量不同，最终会导致生产生活实践

结果存在差异。有研究就基于这个视角，提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之困是精

神贫困的内在发生机理[5]。 
不过，如黑格尔所言，哲学等理论思维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6]，上述理论探析是理论

家们对与当代中国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理论性把握。要真正解决中国的精神贫困问题，还需要结合

好中国扶贫实践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矛盾变化，从而回应好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丰富好中国式现代化学理基础和习近平文化思想。 

2.2. 现实缘起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7]。一个民族的复兴，

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探索精神贫困发生机理和治理路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要求，是践行和丰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要求，更是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凸显社会问题的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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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需要。 
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迫切需要从精神贫困到精神富

裕的理论研究。十年前的首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

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

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

[8] 2023 年 10 月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对于解决人民群众严峻面临的精神贫困问

题具有重大的价值引领和路径指导意义，同时也对精神文明建设、精神贫困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新方向。

研究精神贫困问题，是深刻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要求。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凸显的精神贫困现实问题，急切需要学界探索精神贫困的发生机理

和治理路径。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扩大、社会结构广泛深刻变迁，多元价值互相激荡，一定程度上对人民

群众的价值取向、道德追求、思想观念产生了冲击，在此背景下发生了一些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党

政队伍中，有学者总结，仅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前后，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 114 万多人，

处分农村党员、干部 55 万多人，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7 万多起；在基层，许多群

众仍然受到落后思想文化的影响，如学界代表性的调研成果发现，特定地区存在“40%的人相信宿命，

25%的人安于贫困，20%以上的人‘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严重”[9]，现实社会问题仍然呼唤学界进

一步深化对精神贫困问题的剖析研究。 

3. 近年来国内精神贫困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 

经过梳理，可以看到国内学界对于精神贫困问题的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

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并且在精神贫困基本内涵的理解阐释、精神贫困成因解析、特定群体的精神贫

困现象聚焦研究以及精神贫困治理思路几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全面、深入、注重现实

问题关照。 

3.1. 精神贫困基本内涵的阐释方法研究 

科学界定精神贫困的内涵外延是深化相对贫困和精神贫困治理研究的前提，学界对这一基本范畴的

阐释方式较为多样，可概括出以下几个基本理解。 
第一，精神贫困问题有相对和绝对之分，呈现动态性、两面性、历史性、相对性的特征。例如，余

德华提出精神贫困是相对于社会发展、进步及其要求而言的动态范畴，既有绝对形态，亦有相对形态，

是由经济、教育、自然条件、文化传统、社会发育程度等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并提出精神贫困具

有社会历史性、相对独立性和动态变化性的基本特征[10]。类似地，王爱桂认为精神贫困可进一步划分为

绝对精神贫困(主体教育缺失、科学文化知识匮乏等硬性匮乏)和相对精神贫困(个体的文化水平、道德品

格、价值观念等滞后于物质生活水平的发展)，且精神贫困根据主体又可分为物质相对贫困人群和物质相

对富裕人群的精神贫困问题[11]。于春玲、周赫群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视角，继续强调精神贫困有绝对精神

贫困和相对精神贫困之分，绝对精神贫困由于物质贫困而发生，相对精神贫困则是个体或社会阶层群体

精神文明水平落后于物质发展水平和社会整体精神文明水平的贫困现象([12], p. 105)。 
第二，精神贫困是复杂主客观因素叠加、有意识和无意识交叉造成的“个体失灵”“认知失调”的

生存状态和精神现象，具有主观性和不可量化性。例如，刘欣指出，精神贫困不仅揭示个体由于道德知

识素养、思维行为策略等方面的不足而陷入贫困的生存状态，也意指穷人陷入贫困境况后所呈现的上述

特殊精神状态，甚至是减贫策略影响下产生的意外后果[13]。刘欢、韩广富类似地指出，精神贫困既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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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致贫原因，也可被看作一种现象表征与客观结果，概念界定无法用数据分析得出，具有很强的相

对性与主观性[14]。丁志刚、李航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认知失调理论，提出“精神贫困”是指现代社会边缘

化的贫困人口由于受到传统生存方式、文化样态等因素的影响，自身固有知识文化、价值观念、实践系

统不能有效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发生的“认知失调”[15]。柳礼泉、杨葵基于“精神包括思维、情感、

意志等有意识的方面，也包括人的一般心理活动等无意识的方面”的界定，强调了精神贫困是指贫困群

众因外在客观条件和自身主观原因导致在精神状态、价值取向、思维观念、道德水平等方面落后于社会

主要物质生产方式，实质上是个体缺乏主体性的结果[16]。 

3.2. 精神贫困的普遍性成因研究 

学界现有的对于精神贫困成因的解析，从整体上可分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理论性剖析，以及

脱贫攻坚语境下关于中国扶贫对象的具体的历史的精神贫困成因剖析两大类。第一类马克思主义视域下

关于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的生产历史考察，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出发，为精神贫困研究提出马克思主义

学科基础性的逻辑框架借鉴；第二类脱贫攻坚语境下对于贫困群体精神贫困具体的实践的考察，则是当

代中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历史经验，侧重贫困文化、扶智增志、阻断精神贫困传递等现实问题。  
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关于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生成的历史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贫困化

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无产阶级劳动者越劳动，资本权力越强大，无产阶级越贫困，精神世界

越荒凉的历史现象，其理论框架也被不少学者所吸收借鉴，有学者基于其中的基本观点提出了对精神贫

困成因的马克思主义解析：1) 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对个体精神贫困有直接影响，自由时间的绝对和相

对不足直接造成精神贫困。例如，艾博提出自由时间的绝对匮乏使劳动者无暇发展自己、剩余劳动增加

使自由时间相对缺乏、自由时间的消极运用使拥有自由时间的人用于享乐与利益增殖，缺乏深层反思和

自我发展，形成了个人财富的增长和思想上进步呈不协调的发展趋势这三方面，仍然是现代精神贫困的

现实之境[17]； 2)资本逻辑和劳动异化对精神世界的禁锢，是需要警惕的精神贫困之因。例如，于春玲、

周赫群总结出精神贫困有器物、制度、意识形态三大根源，器物根源即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

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并使工人劳动时间不断加长，从而一切从事精神活动的剩余时间被挤占；制度

根源即物化结构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引起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资本逻辑使人沦为精神荒

漠中丧失丰富性的单向度存在物；意识形态根源即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禁锢了

工人阶级的精神生活、思维能力和阶级意识([12], p.107)。 
第二类是脱贫攻坚语境下对中国扶贫扶志对象的精神贫困成因剖析，可以看出学界普遍借鉴了西方

当代贫困识别理论，认识到“贫困文化”、物质基础、“可行能力”、扶贫副作用会导致精神贫困问题。

1) “贫困文化”和习得性无助是精神贫困重要成因。美国人类学家 Lewis 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影响

广泛的“贫困文化”概念，它是贫困人群中形成和传递着的心理定势和非物质因素，类似一种意识形态

或一种“迷因”，会导致人在不自觉中集体性地形成落后价值观指导下的独特生活方式[18]。美国人类学

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论述也反复被学界研究所引用：“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

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19]可见，“文化惯性”和“贫困

文化”的视角已经广泛为国内精神贫困研究成果所吸收；例如，有学者指出产生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

传统贫困价值观逐渐发展成一种稳定的、可遗传的“贫困文化”，使人逐渐失去对贫困感的感知，产生

习得性无助心理，这是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贫困问题之因[20]。其他研究也多基于贫困文化概念，继续强

调落后传统文化中的人生观、生产观对贫困人口贫而自足、消极认命的影响。2) 错误扶贫方式之副作用

直接促生精神贫困。学界普遍指出，“输血”式救济扶贫、政府治理失灵和不结合基层情况的“水土不

服”包办式扶贫方式会直接促成贫困个体的进取意识不佳([11], p. 45-46)。3) 物质基础和文化事业的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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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遍原因。学界对于精神贫困的发生，普遍以物质贫困和文教设施事业这一原因作为起点。结合学界

上述普遍共识，对于精神贫困多发群体，还可以梳理出这样的原因链条：“物质贫困→可行能力不足→

物质贫困→文教条件贫困→精神贫困”、“可行能力缺乏 + 传统贫困观(贫困文化) + 不适当扶贫方式→

精神贫困→可行能力缺乏”，等等。 

3.3. 特定群体的精神贫困现象聚焦研究 

学界对特定群体精神贫困现象的微观聚焦研究，有多个学科交叉参与，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现实关照

力和治理实践进路，值得特别关注。精神贫困理论研究的深化，从研究的对象来看，不同群体的差异化

研究十分重要。现有研究成果对于特定群体的微观聚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集中在对于青年及其中

的大学生、农民及其中的农民工这几个特定群体精神贫困现象发生过程的剖析，其研究范式和逻辑进路

具有的创新性，值得学界借鉴。 
对于青年群体，学界指出其容易受劳动异化和信息娱乐化碎片化的侵袭，造成以工作意义贫困、语

言内涵贫困为表征的精神贫困。1) 外在劳动意义危机造成青年以工作意义贫困为表征的精神贫困。朱健

刚《内卷化、时空压缩、无组织化：新技术时代青年工作意义贫困的根源及对策分析》是论述青年工作

意义贫困的典型成果之一，其指出当代青年自视为追求解决物质的贫困的“打工人”，却又陷入“意义

的贫困”即工作的无意义感，指出工作意义的贫困表现为内容的内卷化、过程的时空压缩与无产阶级沦

为“打工人”的无组织化，并认为工作意义贫困的根源是新技术、资本和权力的叠加，工人在失去工作

目的的主体性后，还失去了工作执行的主体性，深刻阐释了“机器换人”下的精神贫困危机[21]。类似的

典型观点还见于邱林川《告别 i 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一文，其同样基于当代“机

器换人”背景，通过指出数字资本主义使消费者和工人双双沦为“玩工”和“游戏劳工”(Playbour)，剖

析了工人劳动和非劳动状态都处于身心不健康的现象，并进一步提出解决原则，即通过“工人生产内容”

取代“用户生产内容”，通过线上传播和社会化学习落实人文教育，通过人文教育重建劳动者工作场域

意义这一路径[22]。2) 语言贫乏现象反映的青年以个体精神缺失为表征的精神贫困。典型成果如柯子刊

《青年语言贫乏的三维解读》，文章指出青年语言贫乏是由于人文素养和创造能力的缺失所导致的，指

出消费主义下个体创造力丧失和日常交流语言泛化，反映了语言背后无个体精神支撑的“语言贫乏”这

一精神贫困的突出表现形式[23]。安晓东《语言贫乏之忧的三个维度考量》借鉴斯蒂格勒、卡尔维诺等文

学、哲学理论家观点，也指出了语言的贫乏也是精神贫困的一种表征、精神贫困主要指个体创造力的丧

失、强迫性的娱乐化信息挤占独立思考等等观点[24]。 
对于农村人口，学界强调传统农业文化意识形态对农民主体性的负面影响，造成了规模性的农民精

神贫困。例如，刘欢、韩广富提出，农民“可行能力”不足是农村精神贫困产生的内在原因，农村相对

贫困人口大多表现出社会参与能力、竞争进取能力与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等的缺乏。可行能力缺乏内在的

作用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日常风俗等方面，使其缺乏致富的内生动力，从

而引发能力不足型精神贫困，并着重强调了警惕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等传统

贫困观的必要([14], p. 175-178)。周伟指出依赖思想浓厚、内生动力不足、陋习积重难返、利己主义明显

是农民精神贫困的典型表现，经济和教育的限制、政府对农民精神关注的不足、农民因循守旧的传统没

有与时俱进则是内在关键成因，基于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历史主体的观点，应当坚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建立适宜的监督激励机制，持久推进农村移风易俗运动，重塑农民的主体存在[25]。 
对于农民工，学界多认为外部层面上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身份限制，以及自身层面价值观的单调滞

后，是农民工发生精神贫困的主要原因，呈现角色意识矛盾、价值片面自利的表征。长期关注农民工精

神贫困的典型研究学者如孙咏梅，其将数据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相结合的逻辑进路，系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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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二元经济带来的农民身份限制、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居民权益的不平等是农民工精神贫困的现实基础

[26]，并指出“不应依靠西方反贫困理论的法律‘赋权’方案”的原则方向，并且通过分位数计数回归(QCR)
等多维测度方法，完整论证了“外部环境变动等间接影响因素的提高会增大隐性贫困度，而提高劳动者

自身素质等直接影响因素则有助于摆脱隐性贫困状态”的结论[27]。同时，社会工作学科也多见对农民工

精神贫困的关注，典型成果如杨云峰《农民工反精神贫困探析——以社会工作视角》，分析指出了农民

工精神贫困“一方面有着思想观念上的滞后性、角色意识上的矛盾性、价值目标上的单调性、理想信仰

上的自利性的外在形式，二有着排斥变动的农业社会文化模式这一内在结构”的观点，提供了社会工作

层面上对“社会价值选择、社会角色认知、社会交往策略、社会参与规范”的现实策略[28]，其完整的现

实关照进路同样值得学界借鉴。 

3.4. 精神贫困的治理思路研究 

基于学界对于精神贫困成因的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循着学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原则、宏观

扶贫工作模式革新和微观精神贫困群体治理三方面视域和语境，分别梳理出对应的精神贫困治理思路和

原则。 
第一，坚定维护劳动者主体性地位，着重克服资本逻辑的侵蚀。一方面，要着力维护好劳动者主体

地位，如艾博总结出的，对于因自由时间的绝对匮乏和相对匮乏而导致的“精神贫困”，要坚定社会主

义道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发展生产力，就要在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为劳动者提供

自由时间，既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使劳动者继续受自然

强制力的奴役，也不能寄希望于经济发展中自己产生出自由王国，使技术牢笼消弭劳动者主体存在([17], 
p. 15-16)；另一方面，要在社会发展中坚持取代商品拜物教和资本逻辑的影响，例如对于资本逻辑的影响，

于春玲、周赫群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增殖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规则的资本逻辑颠倒人和资本的

主客关系，人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成为支配人精神生活的主宰”的分析，强调在社会发展中，必

须强调恢复资本的客体性地位，重新确证人的主体性地位，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12], p. 
106-107)。 

第二，探索精神贫困识别和决策新体制，促进社会多主体参与。1) 总体原则上，可以借鉴余德华的

总结，即遵循“消除精神贫困应以动摇传统生活方式作为突破口→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广大民众接触新的

生存和生活环境→人口流动是精神脱贫的重要推动力量→生产力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是精神脱贫的基础”

这一原则逻辑；2) 对于政府，可以借鉴谢小芹等提出的政府体制进路及类似观点，其引入“政策学习理

论”，提出建设“感知–增能型”学习机制和“接收–迭代型”学习机制，两大学习机制分别由基层和

基层以上政府完成，并形成学习机制、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机制和权责分配机制之间三者互相促进的治

理实践原则[29]；3) 对于微观个体，有学者提出“新的文化模式只能产生于自身，只有从历史和现实的

结合点上去寻找文化改革的过渡台阶，才能增进欠发达地区人们的认同感” ([10], p. 19)，即不能片面输

入新的精神观念，而要在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进行渐进性的文化演进，以此充分动员个体积极性，避

免挫伤贫困个体的精神内驱力。 
第三，树立全方位扶贫理念，依据国情建立多管齐下治理机制。综合各个学科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出：

全方位扶贫是精神扶贫的最终目的，不能仅仅为精神扶贫而扶贫。由于贫困具有多重性，不同的贫困相

互作用、互为因果，其需要经济、制度、文化和地域各层面全社会的合力。例如，从经济学统计学代表

性成果，可以梳理出物质、权利、精神、能力、福利对整体贫困的贡献度是该学科内经常使用的精神贫

困识别指标；同时，要从外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入手，全面改变有关贫困人口的合法权益、社会福利、

人口生存压力、传统观念、综合素质和社会认知的情况，最终达到精神贫困主体重塑主体性和劳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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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性最终目标。 

4. 精神贫困理论现有研究评析与展望 

根据前文梳理出的国内精神贫困问题研究典型成果，可以总结出现有成果的基本成效特点：1) 研究

对问题的各环节覆盖比较全面，涉及了精神贫困的历史缘起、概念内涵外延界定、相对和绝对精神贫困

的区分及其形成原因、存在突出精神贫困问题的社会阶层或群体等问题链上的各环节。特别是学界参与

研究的学科领域多样，对于精神贫困的发生机理，以及基于此提出的治理实践路径，积累起了非常丰富

的阐释视角和思维模型；2) 研究内容比较深入，研究者普遍具有比较广阔的研究视野，现有研究成果既

突出国内问题，又有不少成果借鉴了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既强调现实问题，又做到了基于历史的解

读，不少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深度；3) 重视研究成果的现实借鉴意义，现有研究成果大都从当下中国共

产党治理相对贫困和理想信念等现实问题出发，聚焦服务政策转变革新，能够为党和政府深化认识相对

贫困特别是精神贫困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提供学理性的原则和路

径参考。 
同时，经过前文的成果梳理，仍然可以发现学界对于精神贫困问题研究总体层面存在若干不足。 
首先，学界尚未形成对于精神和精神贫困概念内涵外延的较为统一的界定，大部分研究成果在精神

贫困可分为相对精神贫困和绝对精神贫困等方面具有共同点，但对于精神贫困问题逻辑上的内涵尚未完

全达成统一认识，这就导致精神贫困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例如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从问题链上脱

落，淡出了大部分研究的视野，没有和精神贫困理论紧密挂钩，而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不少

论述都可看出，阶级意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精神贫困研究的重要方面。 
其次，从研究的视野来看，学科视野有待交叉拓展。应该注意到，精神文明受到不同时期的社会心

理、社会结构变迁、经济状况和盛行社会思潮的相互影响等因素的深刻影响。比如，杭承政、胡鞍钢就

从经济学分析框架入手，参考国外“志向失灵贫困陷阱”的函数模型，细致拆解了行为人由于低边际收

益和低财富的恶性循环陷入贫困陷阱的线索，并引入精神贫困问题，提出“精神贫困”实质是“个体失

灵”，对于党和政府提出了四元治理体系公共政策的建议[30]，其逻辑进路值得马克思主义等学科借鉴。 
再次，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向外理论借鉴有待进一步加强。学界现有成果在向外借鉴方面虽然引介

了贫困文化等成果，但是对于更多标志性贫困治理理论体系的借鉴尚不足够。贫困问题，特别是相对贫

困和精神贫困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问题，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焦点也有重回贫困治理这一根本问题

的趋势，如 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发给写作了《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等专著

的班纳吉等学者，其团队着重研究了精神贫困方面的恶性循环发生机制，有不少论述存在着和马克思主

义等学科的对话空间，如《贫穷的本质》中就论述道：“自打贫穷一出现，我们就产生了某种以约定俗

成的方式来贬低穷人的冲动。穷人频繁地出现在社会理论及文学作品中，他们被描述得有时懒惰，有时

上进……有时无助，有时自强。”[31]这和马克思与黑格尔对于工人阶级精神贫困、逃避劳动现象产生的

观点对立的情形，可以相互对照补充。西方经济学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又有哪些漏洞可以由中国自

主知识体系进行弥补？显然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为精神贫困研究提供诸多的拓展方向。综上所述，学界

对精神贫困问题的外部借鉴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最后，从研究立论的方法来看，有必要增加个案分析等多样性的研究方法，以便提出更有效更细致

的现实治理进路。现有研究成果对于精神贫困现象的解决路径，许多和现行的政策方针相重复，并未能

给治理相对贫困和精神贫困进一步的政策和工作办法提供新的原则和理论支撑。究其原因，缺少对个案

的调查研究当占其一，对发生精神贫困的阶层和群体的微观剖析尚不多见。在这方面，例如刘亦民、肖

汉仕基于湖南两县农民精神生活状况调查，基于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和充足的样本研究，指出了疏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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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与上级政府的沟通渠道，激活农民主体地位，以及坚持马斯洛相关理论，提出使农民拥有充分的民主

话语权和主人翁感的路径，同时指出了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与农民结合开发“脑矿”，把农民潜藏的能动

资源转变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等等原则[32]，对于政策导向的优化不无启发。现有研究成果有必要借鉴类似

方法，通过细致分析个案形成可行性更强的解决路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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