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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非洲是全球贫困问题的重心ꎬ 长期以来面临复杂多样的

致贫因素并具备显著的贫困特征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国内外学者围绕非

洲贫困问题展开深入研究ꎬ 呈现研究规模扩大、 方法创新和内容多元化

的特点ꎮ 从国际视角来看ꎬ 非洲贫困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测度、 致贫机

制、 影响因素识别和减贫措施评估四个方面ꎬ 非洲本土学者的参与显著

提升了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实践性ꎮ 从中国视角来看ꎬ 相关研究以中非减

贫合作为核心ꎬ 特别注重探讨中国脱贫经验对非洲减贫事业的启示ꎮ 未

来ꎬ 国内学界应进一步深化非洲贫困成因的基础理论研究ꎬ 加强中非减

贫合作研究ꎬ 探索贫困识别与治理的新路径ꎬ 为非洲和全球减贫事业贡

献中国智慧和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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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继将消除贫困列为首要任务ꎬ
非洲成为全球贫困问题的焦点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非洲在减贫方面取得显著进展ꎬ
但贫困状况依然严峻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非洲大陆经济保持年均 ４ １％的强劲增长ꎬ
人民健康状况和营养水平有所改善ꎬ 青少年入学率大幅提高ꎬ 极端贫困发生率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６ ７％ 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１ ３％ ꎮ① 然而ꎬ 非洲面临的贫困挑战仍然严

重ꎮ ２０２０ 年ꎬ 新冠疫情、 地区冲突和气候变化的三重打击导致全球减贫进程逆

转ꎬ 贫困发生率上升至 ９ ７５％ 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状况更是进一步恶化ꎮ②

由于人口高速增长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 ７６ 亿人增至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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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４ ４８ 亿人ꎬ 占全球贫困人口总数的 ６３％ ꎬ 成为全球贫困人口最多、 贫困发

生率最高的地区ꎮ 此外ꎬ ２０２２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儿童极端贫困发生率

(４０％ ) 及其占全球极端贫困儿童的比重 (７１ １％ ) 均为世界最高ꎮ① 其中ꎬ 布

基纳法索、 乍得、 埃塞俄比亚、 尼日尔和南苏丹的儿童贫困状况尤为严重ꎬ 超过

９０％的 １０ 岁以下儿童处于多维贫困状态ꎮ②

贫困、 农业生产率低下和抵御极端灾害能力不足等因素相互叠加ꎬ 导致非洲

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ꎮ 非洲是全球饥饿人口比例最高的区域

(２０ ４％ )ꎬ③ ２０２３ 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 (５８％ ) 接近全球平均水平

的两倍ꎮ 营养不良问题同样令人担忧ꎬ ２０２０ 年非洲营养不良人数达到 ２ ８１６ 亿

人ꎬ 较 ２０１４ 年增加 ８９１０ 万人ꎬ 营养不良发生率 (２１％ ) 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９ ９％ )ꎮ 此外ꎬ 非洲还面临严重的贫富差距、 性别不平等、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缺乏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挑战ꎮ④

贫困人口居高不下、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突出、 不平等程度加剧、 局部武装

冲突持续以及极端天气事件激增ꎬ 这些因素叠加严重阻碍了非洲经济转型和现代

化进程ꎮ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爆发的苏丹内战持续至今ꎬ 导致超过 １１００ 万人流离失所ꎬ
国内贫困状况急剧恶化ꎮ 基于此ꎬ 本文将对 ２１ 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非洲贫困的

研究进行系统综述ꎬ 重点分析国外研究的特征、 趋势与核心内容ꎬ 总结国内研究

的主题和特点ꎬ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与重点ꎮ

文献计量分析

本文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中的 ＳＣＩ －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和 ＳＳＣＩ 收录文献为数据

源ꎬ 检索 ２０００—２０２３ 年国外关于非洲贫困的文献ꎬ 对去重筛选后的 ３１１２ 篇文

献进行计量分析ꎮ 研究发现ꎬ ２０００ 年以来国外非洲贫困研究呈现快速发展趋

势ꎬ 主要表现为文献数量持续增长、 研究机构日益多样化以及研究主题不断

深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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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数量来看ꎬ 非洲贫困研究整体上呈持续增长态势ꎮ 如图 １ 所示ꎬ 年发

文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１ 篇显著上升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２５６ 篇ꎮ 联合国先后于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确立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将消除贫困列为首要发展目标ꎮ
在这些目标推动下ꎬ 非洲贫困研究的文献数量在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出现明显增

长ꎬ 此后保持稳定增长趋势ꎮ 这表明学界对非洲贫困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ꎬ 相

关研究在非洲减贫实践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ꎮ

图 １　 非洲贫困研究的文献数量

从研究机构来看ꎬ ２０００ 年仅有 １１ 个国际组织或机构开展非洲贫困研究ꎬ
其中英美研究机构占比超过半数ꎬ 呈现西方大国主导特征ꎮ 随着时间推移ꎬ 非

洲本土学者凭借对当地贫困状况的了解ꎬ 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ꎬ 显著提升

了在贫困研究领域的话语权ꎮ 到 ２０２３ 年ꎬ 从事非洲贫困研究的国际组织或机

构数量已超过 ４００ 个ꎮ 虽然英美机构仍居领先地位ꎬ 但南非、 加纳、 尼日利

亚、 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的机构发文量已跃居前列ꎮ ２０００—２０２３ 年主要研究机构

发文量如图 ２ 所示ꎬ 开普敦大学、 世界银行、 金山大学、 牛津大学等机构的总

发文量位居前列ꎬ 构成非洲贫困研究的核心力量ꎮ 作为非洲顶尖高校之一的

南非开普敦大学已成为非洲贫困领域的重要研究机构ꎮ 该校设有专门的非洲

研究中心ꎬ 并创办了非洲区域研究期刊 « 社会动态———非洲研究杂志»
(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ꎮ

从共现关键词来看ꎬ 非洲贫困研究内涵丰富ꎬ 涵盖福利、 就业、 粮食安全、
脆弱性、 动态性等方面ꎻ 外延广泛ꎬ 涉及城市化、 移民、 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

等主题ꎮ 其中ꎬ 不平等、 健康、 增长、 收入、 性别、 粮食安全、 生计、 脆弱性、
农业是主要关注点ꎬ 影响因素和减贫举措构成研究的主要维度ꎬ 南非、 埃塞俄比

亚、 坦桑尼亚等是重点研究对象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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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开展非洲贫困研究的主要机构

　 　 从研究内容来看ꎬ 非洲贫困研究主题日益丰富ꎬ 其深化过程与贫困内涵的

发展和问题演变相伴而行ꎮ 在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期间ꎬ 研究主题相对集中ꎬ 主

要关注援助、 减贫、 女性贫困和艾滋病等方面ꎮ 进入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期ꎬ 贫

困性质和主要问题发生根本性转变ꎬ 贫困性质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和多维贫

困转变ꎬ 研究重点转向贫困陷阱、 粮食安全、 能源贫困和金融发展的减贫效

应ꎬ 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转向贫困水平测度、 影响因素分析和减贫效应评估的

定量研究ꎮ 总体来看ꎬ 当前研究聚焦于贫困与城市化、 环境、 经济增长和不平

等的互动关系ꎬ 以及扶贫措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特征ꎮ 研究热点包括非

洲城市化、 国家治理能力对贫困的影响ꎬ 资源诅咒与贫困陷阱ꎬ 以及贫困家庭

的韧性分析ꎮ

国外非洲贫困研究的四个维度

国外非洲贫困研究主要涵盖四个维度: 贫困水平测度、 致贫机制解析、 影响

因素分析和减贫措施评估ꎮ 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 焦点小组讨论等定性分析ꎬ
回归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 倾向匹配得分、 卷积神经网络等定量分析方法ꎬ 以及

参与式贫困评估等混合研究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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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同类型贫困的测度研究加深对非洲贫困的认识

贫困可从多个角度进行分类ꎮ 从主体角度看ꎬ 贫困主要反映社会弱势群体的

权利剥夺状态ꎬ 包括儿童贫困①、 残疾人贫困②和女性贫困③等类型ꎮ 从衡量方

法看ꎬ 贫困分为绝对贫困、 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ꎮ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以贫困线

为衡量标准ꎬ 多维贫困则采用综合指标ꎮ④ 绝对贫困线是满足人类最低生存需求

的货币标准ꎬ 如全球极端贫困线为每人每天 ２ １５ 美元 (２０１７ 年 ＰＰＰ)ꎻ 相对贫

困线则是收入或支出水平的平均值或中位数的固定比例 (如 ４０％ 、 ５０％ 、
６０％ )ꎬ 强调贫困的相对性和社会不平等程度ꎮ⑤ 多维贫困基于阿玛蒂亚森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的可行能力理论ꎬ 将贫困从经济匮乏扩展到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等多维度的权利剥夺ꎮ⑥ 多维贫困的综合指标不仅包括联合国开发署的人类

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ꎬ 还包括针对不同贫困类型构建的指标ꎬ 如水贫困指

数⑦和多维能源贫困指数⑧ꎮ
从发生特征看ꎬ 贫困包括极端贫困、 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ꎮ 极端贫困指收入

或支出水平无法满足人们最低物质生活需要ꎬ 以全球极端贫困线衡量ꎻ 长期贫困

指持续超过 ５ 年的极端贫困ꎬ 并表现出代际传递特征ꎻ⑨ 暂时贫困则指非贫困人

口因极端气候灾害、 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ꎬ 而收入或支出水平暂时低于贫困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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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通常不超过 ５ 年ꎮ① 从发生维度看ꎬ 贫困包括收入贫困、 能源贫困、
水贫困、 时间贫困和信息贫困ꎮ 能源贫困指缺乏获得可负担、 可靠、 可持续和

现代的能源服务机会ꎬ 从而阻碍生活质量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ꎻ② 水贫困则从

资源、 可及性、 能力、 用途和环境五个维度ꎬ 关注无法获得充足水资源的贫困

人口ꎮ③

贫困测度是非洲贫困研究的基础ꎬ 可分为定性、 定量以及定性定量相结合三

类方法ꎮ 定性分析通过家庭访谈和调查追踪家庭贫困状况的时间变化ꎻ④ 定量分

析采用 ＦＧＴ 指数法⑤、 Ａｌｋｉｒｅ － Ｆｏｓｔｅｒ 双临界值法⑥和多维贫困综合指标法⑦等测

度贫困的广度和深度ꎻ 定性和定量结合分析则采用参与式贫困评估ꎬ 依据当地居

民对贫困的理解确立衡量标准ꎬ 并结合家庭调查数据测度贫困水平ꎮ⑧ ２１ 世纪初

期ꎬ 由于多数非洲国家缺乏准确的货币数据且贫困测度方法尚未统一ꎬ 基于人口

和健康调查数据的资产指数法和参与式贫困评估成为主要方法ꎮ⑨ 例如ꎬ 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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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兹拉萨恩 (Ｄａｖｉｄ Ｅ Ｓａｈｎ) 等通过家庭耐用品指标和家庭特征指标构建资产

指数ꎬ 比较 ２０ 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 １１ 个国家的贫困水平ꎮ① 然而ꎬ 资产指数

法难以及时反映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ꎬ 不适合评估短期或中期贫困演变ꎬ 且需要

完善的资产指标支持ꎮ
近年来ꎬ 结合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贫困制图研究快速发展ꎬ 成为非洲贫困测

度研究的主流ꎮ② ２１ 世纪遥感科学步入高空间分辨率、 高光谱分辨率和高时间分

辨率阶段ꎬ 遥感影像更清晰、 信息更丰富且实时更新ꎮ③ 同时ꎬ 人工智能的崛起

带来神经网络、 支持向量机、 随机森林等机器学习算法的广泛使用ꎬ 为非洲贫困

测度研究提供新思路ꎮ ２０１６ 年ꎬ «科学» 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针对非洲统计数据

匮乏的问题ꎬ 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种新范式ꎬ 即利用公开遥感影像数据和卷积神经

网络方法测度贫困水平ꎮ④ 这类研究采用归纳—演绎方法: 先在有统计数据的地

区测算贫困水平ꎬ 并利用机器学习从遥感信息⑤和通话记录数据⑥中提取贫困特

征ꎬ 构建关系模型ꎻ 随后ꎬ 借助遥感影像和通话记录数据覆盖范围广、 实时更新

的特征ꎬ 在缺乏统计数据的地区推演贫困水平ꎮ 通过结合日间和夜光影像ꎬ 这类

研究克服了仅依赖夜光强度难以区分农村经济差异的局限性ꎬ 显著提升了结果的

准确性ꎮ⑦

(二) 贫困发生机制研究揭示非洲贫困的致贫机理

社会学、 经济学、 人类学和地理学领域的学者从各自学科视角ꎬ 提出了社会

排斥理论、 贫困陷阱理论、 贫困文化理论和贫困地理理论ꎬ 为解释非洲贫困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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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ꎮ
社会学认为ꎬ 社会排斥 (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是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的根本原

因ꎬ 其表现为资源、 权利、 商品和服务的剥夺ꎬ 导致贫困人口无法参与正常的经

济、 社会、 文化或政治活动ꎮ① 这种排斥既影响个人生活质量ꎬ 也影响整个社会

的公平和凝聚力ꎮ 非洲贫困人口主要由流浪儿童、 妇女、 残疾人、 疾病患者等弱

势群体构成ꎬ 他们在教育②、 就业③、 医疗④等领域处于劣势ꎬ 面临权利剥夺、
灾难性医疗支出、 交通劣势和脆弱的社会关系等社会排斥困境ꎬ 社会排斥导致贫

困ꎬ 贫困又加剧社会排斥ꎬ 形成恶性循环ꎮ 灾难性医疗支出是指医疗支出超过家

庭扣除基本生存费用后剩余收入的 ４０％ ꎬ 这一现象在非洲尤为普遍ꎮ 在大多数

非洲国家ꎬ 由于医疗费用昂贵且医疗筹资系统缺乏风险分担机制ꎬ 大多数贫困家

庭难以获得正规医疗服务ꎬ 或因承担高额医疗费用而陷入贫困ꎮ⑤ 交通劣势体现

在高昂的交通费用、 匮乏的交通工具以及不足的安全保障方面ꎬ 这不仅增加了低

收入家庭的经济负担ꎬ 还严重限制了他们就业、 接受教育和医疗以及社交ꎮ⑥ 贫

困人口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维系脆弱的社会资本ꎬ 导致他们在参与社会和

体制活动时处于弱势ꎬ 难以通过协商创造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关系ꎮ 弗朗西斯
克利弗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Ｃｌｅａｖｅｒ) 认为贫困人口能否获取社会资本严重依赖于三个相互

关联的因素: 身体健康程度、 社会关系中的回旋空间和争取自身权益的能力ꎮ 与

主流观点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创造、 补充或取代其他缺失资源从而减贫不同ꎬ
克利弗认为发展社会资本难以有效改善贫困状况ꎬ 社会关系、 集体活动和地方机

构反而可能加剧对最贫困人口的排斥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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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指出ꎬ 贫困会带来负面影响和压力ꎬ 改变个体的行为偏好ꎬ 降低其追

求高收入的冒险意愿ꎬ 进而形成风险规避的心理和行为模式ꎮ 这表现为采用新技

术意愿低ꎬ 对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长期项目投资少ꎬ 从而减少未来收入ꎬ 使贫困人

群陷入贫困陷阱ꎮ① 马哈茂德耶苏夫 (Ｍａｈｍｕｄ Ｙｅｓｕｆ) 等针对埃塞俄比亚农户

的调查发现ꎬ 长期贫困对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产生认知性影响ꎬ 可能导致风险规

避行为的路径依赖ꎬ 使其陷入贫困陷阱ꎻ 而财富的增加能够减少风险规避行为ꎬ
帮助农户接受更大风险以获取更高预期收益ꎮ② 贫困陷阱若无法突破ꎬ 可能造成

代际传递ꎮ 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家庭无法为子女提供足够的教育、 医疗和营养

等人力资本投资ꎬ 导致子女成年后难以达到脱贫所需的收入和消费水平ꎬ 从而陷

入贫困代际延续的恶性循环ꎮ 尤金库阿西 (Ｅｕｇｅｎｅ Ｋｏｕａｓｓｉ) 等通过博茨瓦纳

家庭调查数据分析ꎬ 证实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ꎬ 以及子女童年时期的

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对子女未来摆脱贫困具有显著影响ꎮ③

人类学认为ꎬ 长期贫困不仅导致物质匮乏ꎬ 还会形成一种阻碍个体改变境遇

的文化价值观ꎬ 即贫困亚文化ꎮ 贫困和依赖社会救济家庭的子女往往缺乏远大抱

负、 自立意识、 社会经验和认知能力ꎬ 容易形成与社会主流不相适应的价值观ꎬ
造成普遍的 “剥夺循环”ꎮ 贫困亚文化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

(Ｏｓｃａｒ Ｌｅｗｉｓ) 提出ꎬ 描述为贫困人口在西方社会秩序中形成的一种亚文化ꎬ 既

是对阶级分化和高度个性化资本主义社会中边缘地位的适应ꎬ 也是一种被动反

应ꎮ④ 然而ꎬ 贫困文化理论因将贫困归因于贫困人口的价值观念ꎬ 而忽视了政治

制度和社会结构对文化价值观塑造的重要作用ꎬ 受到学界批评ꎮ 这一理论对福利

政策产生负面影响ꎬ 不利于改善贫困人口福祉ꎬ 被视为逃避社会责任ꎮ 南非平权

运动中的黑人管理者案例表明ꎬ 在父母严格教导和个人努力下ꎬ 能够通过教育改

变贫困状况ꎬ 说明文化价值观并不能决定个人行为和成功ꎬ 贫困人口始终具有改

变现状的能力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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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５
Ｏｓｃａｒ Ｌｅｗｉｓꎬ“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ꎬ”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ꎬＶｏｌ ２１５ꎬＮｏ ４ꎬ１９６６ꎬｐｐ １９ － ２５
Ｊａｎｅ Ｃａｓｔｌｅ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ꎬＵｐ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ｉｎ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Ｖｏｌ １７ꎬＮｏ ４ꎬ１９９６ꎬｐｐ ３８９ －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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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者从地理视角探讨贫困的形成机制、 分布格局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

系ꎬ 强调地理位置、 地形、 坡度、 土地利用类型和资源禀赋等地理要素对贫困的

显著影响ꎮ① 空间贫困理论指出ꎬ 地理资本②对贫困形成和持续有重要作用ꎮ 随

着时间推移ꎬ 地理资本富裕地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ꎬ 而地理资本匮乏地区的贫

困状况会持续恶化ꎬ 陷入空间贫困陷阱ꎮ③ 此外ꎬ 贫困地域系统从整体视角探讨

贫困发生机制ꎬ 是特定地域范围内由自然禀赋、 区位条件、 人力资本和地理资本

构成的开放系统ꎬ 包括以人口、 土地和产业为核心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三个子系

统ꎬ 区域贫困则是特定地区这些要素耦合失调的外在表现ꎮ④ 在非洲ꎬ 政治、 社

会和经济环境的空间差异导致贫困现象从农村蔓延至城市ꎬ 城市贫困问题从城区

向郊区发展ꎮ 以加纳库马西 (Ｋｕｍａｓｉ) 大都市为例ꎬ 贫困现象的空间分布范围

不断扩大ꎬ 许多贫困居民生活在城市贫民窟ꎬ 无法获得基本社会服务和经济机

会ꎬ 陷入空间贫困陷阱ꎮ⑤ 保罗奥基拉奥克维 (Ｐａｕｌ Ｏ Ｏｋｗｉ) 等研究发现ꎬ
肯尼亚农村贫困的空间分布不均衡ꎬ 其格局受到坡度、 土壤类型、 到公共服务站

点的距离、 海拔、 土地利用类型等地理因素影响ꎮ⑥

(三) 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探讨非洲贫困问题的复杂性

非洲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聚焦生态环境、 城市化、 自然灾害、 艾滋病和国家

治理能力等方面ꎬ 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对非洲贫困发展和演变的复杂影响ꎮ
从生态环境因素来看ꎬ 环境资源产品 (薪材、 茅草、 野生动植物等) 是非

洲农村居民生计的重要支撑ꎬ 其功能包括满足收入或消费需求⑦、 提供紧急情况

０３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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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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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４０８ － 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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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Ｖｏｌ １０３ꎬ２０２０ꎬｐｐ １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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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７４
Ｂｅｄｒｕ Ｂａｂｕｌｏ ｅｔ ａｌꎬ“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ｓｅ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ｉｎ
Ｔｉｇｒａｙꎬ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Ｆｏｒｅ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Ｖｏｌ １１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１０９ －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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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生存保障以及缓解贫困和收入不平等①ꎮ 然而ꎬ 环境保护和减贫之间也存在

矛盾ꎮ 政府在建设国家公园等保护区时ꎬ 常因缺乏妥善安置政策而采取强制外迁

和限制进入等措施ꎬ 剥夺了当地居民获取和使用土地及其他资源的权利ꎬ 导致他

们流离失所和生计困难ꎮ 比如ꎬ 保罗韦德尔德 (Ｐａｕｌ Ｖｅｄｅｌｄ) 等对坦桑尼亚米

库米国家公园周边社区的调查发现ꎬ 设立公园严重影响了周边农村居民的生计ꎬ
包括丧失资源获取途径和潜在收入ꎬ 以及作物和牲畜遭到野生动物掠夺和

破坏ꎮ②

从城市化来看ꎬ 非洲是全球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ꎮ 由于城市拥有较完善的

基础设施和更多的就业机会ꎬ 大量农村人口持续涌入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非洲城市

人口以每年 ４ ７％的速度增长ꎬ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非洲城市化水平将超过 ６０％ ꎬ ２ / ３
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ꎮ③ 快速城市化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ꎬ 也引发城市贫困、
收入不平等④、 住房紧张和贫民窟增多⑤等 “贫困城市化” 问题ꎮ 吕克克里斯

蒂安森 (Ｌｕｃ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ｅｎｓｅｎ) 等通过在坦桑尼亚的实地调查发现ꎬ 大城市的集聚

往往伴随着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严重的收入不平等ꎮ⑥ 吉尔伯托马胡内

(Ｇｉｌｂｅｒｔｏ Ｍａｈｕｍａｎｅ) 等以莫桑比克为例ꎬ 发现该国城市化水平与能源贫困之间

呈现 “Ｕ” 形和倒 “Ｎ” 形关系ꎬ 表明城市化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增长和现代能源

使用机会ꎮ⑦

自然灾害 (如干旱、 洪涝、 病虫害) 破坏了非洲家庭的生计基础ꎬ 进一步

加剧了贫困问题ꎮ 由于缺乏灾后重建资源ꎬ 大多数家庭会因自然灾害陷入贫困陷

阱ꎮ 迈克尔卡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Ｃａｒｔｅｒ) 等研究埃塞俄比亚的严重干旱发现ꎬ 贫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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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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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８８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８５ －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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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家庭难以抵御自然灾害冲击ꎬ 干旱对这些家庭造成严重且持久的消极影响ꎮ①

玛琳马哈茂德 (Ｍａｈｒｅｅｎ Ｍａｈｍｕｄ) 等对新冠疫情期间乌干达农村家庭的调查

显示ꎬ 疫情封锁导致非农收入下降约 ６０％ ꎬ 同时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幸福感

和生活质量满意度ꎮ② 面对风险ꎬ 农村家庭主要采取消费平滑和资产平滑两种策

略ꎮ 消费平滑是通过销售农作物等资产维持消费水平ꎬ 这有助于将不稳定收入转

化为稳定消费ꎮ③ 而在面临冲击时ꎬ 贫困家庭往往不愿出售牲畜等资产ꎬ 而是选

择保护资产并承受短期消费损失ꎬ 以维持长期生产能力ꎮ④ 迈克尔卡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Ｃａｒｔｅｒ) 等认为ꎬ 较贫穷的家庭通常选择资产平滑来应对冲击ꎬ 而较

富裕的家庭则倾向于通过减少储蓄来维持消费水平ꎮ⑤

关于艾滋病与贫困的关系ꎬ 学界存在两种对立观点ꎮ 第一种认为艾滋病主要

影响穷人和女性等弱势群体ꎮ⑥ 在非洲ꎬ 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较低ꎬ 性别和

经济不平等迫使她们从事高风险活动ꎬ 从而增加了艾滋病感染的可能性ꎮ⑦ 温福

德马桑贾拉 (Ｗｉｎｆｏｒｄ Ｍａｓａｎｊａｌａ)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ꎬ 艾滋病影响国家经济

发展和家庭生计ꎬ 而贫困削弱了人们抵御艾滋病的能力ꎮ⑧ 第二种观点则质疑

“贫困导致艾滋病” 的说法ꎮ 尼科利纳特拉斯 (Ｎｉｃｏｌｉ Ｎａｔｔｒａｓｓ) 对撒哈拉以

南非洲的研究表明ꎬ 贫困因素在艾滋病预测模型中并不显著ꎬ 不是主要驱动

因素ꎮ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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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理能力来看ꎬ 腐败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的顽疾ꎬ 严重阻碍投资和经济增

长ꎬ 并加剧了贫富差距ꎮ 莫根斯贾斯特森 (Ｍｏｇｅｎｓ Ｋ Ｊｕｓｔｅｓｅｎ) 等研究发现ꎬ
在非洲城市地区ꎬ 贫困显著增加个人遭遇官员索贿的可能性ꎮ 由于贫困人群更依

赖政府服务ꎬ 他们更容易成为基层腐败的受害者ꎮ① 善治在减贫实践中起到关键

中介作用ꎬ② 直接影响减贫政策的实施效果ꎮ③ １９９２ 年世界银行 «治理和发展»
报告将善治定义为完善的发展管理ꎬ 强调其对构建和维持稳定、 和平的发展环境

的重要性ꎮ④ 西奥多戴维斯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Ｊ Ｄａｖｉｓ) 进一步指出ꎬ 提升政府效率和

维护政治稳定的善政措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实现脱贫的关键所在ꎮ⑤

(四) 减贫路径与实践研究从多领域提出非洲减贫举措

针对非洲的贫困特征和发展现状ꎬ 学者们从农业、 旅游业、 采矿业、 生态管

理、 金融等多个领域探讨了减贫路径及其效果ꎬ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ꎮ
在农业发展方面ꎬ 关于其减贫效果存在显著争议ꎮ 支持者认为ꎬ 农业发展能

够改善农民福利ꎬ 有效减少极端贫困ꎮ⑥ 农业减贫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发挥

作用: 直接途径是通过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来增加农民收入ꎻ⑦ 间接途径则是

通过降低粮价和增加劳动力需求ꎬ 带动农村经济发展ꎬ 由于贫困人口多为粮食净

购买者ꎬ 他们能从粮价下降和就业机会增加中受益ꎮ 面对全球变暖和极端气象灾

害的挑战ꎬ 气候智慧型农业技术通过提高生产率、 增强抗灾能力和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ꎬ 支持农业发展并缓解农村多维贫困ꎮ⑧ 农业合作社通过集体生产与销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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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生产支持和技术培训ꎬ 降低成本并提高产量和收入ꎬ 从而减轻农村贫困ꎮ①

持反对意见者认为ꎬ 低生产率、 小规模耕地和低商业化是限制农业减贫效果

的关键因素ꎮ② 单纯依靠小农发展难以实现农业转型和减贫目标ꎬ 将发展农业视

为脱贫途径忽视了非洲农业的特殊性: 非洲大多数农户规模小ꎬ 市场准入受限ꎬ
农业改良带来的收益有限ꎬ 农户仅能维持基本温饱而难以脱贫ꎮ③ 保罗科利尔

(Ｐａｕｌ Ｃｏｌｌｉｅｒ) 等建议发展混合商业农业模式ꎬ 促进小农、 大型农户和产业链企

业之间的良性互动ꎮ④ 克里斯托弗巴雷特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 Ｂａｒｒｅｔｔ) 认为ꎬ 应通

过降低交易成本、 提供技术和生产资料等措施ꎬ 促进小农更多地参与市场ꎬ 帮助

他们摆脱半自给贫困ꎮ⑤

旅游业发展被视为另一条重要的减贫路径ꎮ 旅游业通过创造就业、 增加税收

和改善基础设施ꎬ 提升了贫困人口的福利水平ꎮ 然而ꎬ 不规范的旅游业发展可能

导致环境破坏和通货膨胀等ꎮ 埃里克楚阿穆恩乔亚 (Ｅｒｉｃ Ｔｃｈｏｕａｍｏｕ Ｎｊｏｙａ)
等研究发现ꎬ 肯尼亚的旅游业发展减轻了贫困并改善了收入分配ꎬ 其中城市贫困

家庭受益更多ꎮ⑥ 虽然传统文化和社会规范限制了非洲女性参与旅游业ꎬ 但这一

现象正在改变ꎮ 黑泽尔塔克 (Ｈａｚｅｌ Ｔｕｃｋｅｒ) 等在乌干达实地调查后发现ꎬ 小

规模旅游业不仅能帮助家庭脱贫ꎬ 还促进妇女经济独立ꎬ 使她们的作用逐渐获得

认可ꎮ⑦

在采矿业方面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全球手工和小规模采矿活动最集中的地区

之一ꎬ 约有 １０００ 万从业者和至少 ６０００ 万相关人口ꎮ⑧ 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农业生产力下降和季节性特征造成 “农业贫困”ꎬ 许多农户转向采矿业谋生ꎮ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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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通过三种途径发挥减贫作用: 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ꎬ 创造教育和医疗机

会ꎬ① 以及在外部冲击时提供收入保障ꎮ② 然而ꎬ 手工和小规模采矿业存在严重

隐患ꎬ 例如有毒物质和粉尘危害健康可能导致极端贫困ꎬ③ 缺乏监管还导致环境

退化、 雇用童工和非法活动等问题ꎮ 罗伊麦科纳奇 (Ｒｏｙ Ｍａｃｏｎａｃｈｉｅ) 等建

议ꎬ 应将规范化重点放在改善采矿者生计上ꎬ 进而使贫困社区获得更多收益ꎮ④

生态系统服务支付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是一种兼具成本效益

和可持续性的自然资源管理机制ꎮ 在非洲ꎬ 这一机制不仅保护生态系统ꎬ 还成为

潜在的减贫工具ꎮ 坦桑尼亚西曼吉罗平原的生态系统服务支付项目为野生动物保

护提供了社区化管理机制ꎬ 使当地村庄通过保护工作获得稳定收入ꎮ 这类项目不

仅带来生态收益ꎬ 还增强了社区管理能力ꎬ 促进了利益共享和市场参与ꎮ⑤ 金融

发展在减贫中同样至关重要ꎬ 普惠金融通过提供交易、 储蓄、 支付和信贷服务ꎬ
促进创业、 女性赋权、 投资教育和管理风险ꎬ 从而改善贫困状况ꎮ⑥ 汇款作为私

人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通过转移购买力减轻贫困、 平稳消费并提供营运资

金ꎮ⑦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纵向溢出、 横向溢出和创造就业岗位等渠道改善民生ꎬ
对非洲经济发展和减贫具有积极作用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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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国外非洲贫困研究框架

国内非洲贫困研究特色与未来方向

国内非洲贫困研究规模相对较小ꎬ 但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具有鲜明特色ꎮ 研

究内容主要聚焦三个方面: 非洲贫困特征与影响因素、 中非减贫合作以及中国脱

贫实践对非洲的启示ꎮ 后两个领域成为国内研究的特色ꎬ 充分体现了加强中非合

作和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与目标ꎮ 在研究方法上ꎬ 由于非洲国家贫困调查

数据匮乏ꎬ 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ꎬ 定量研究较少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

深化和发展ꎮ

(一) 国内非洲贫困研究的特色

１ 强调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和西方干预对非洲贫困的影响

国内学者深入探讨了全球化、 国际干预和西方贫困理论对非洲贫困的影响ꎮ
他们指出ꎬ 非洲在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地位、 不当的国际干预以及脱离非洲实际的

西方贫困理论ꎬ 共同阻碍了非洲减贫进程ꎮ 依附理论揭示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不

平等对欠发达国家发展造成的结构性障碍: 非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

位ꎬ 被迫以低价出口农矿初级产品ꎬ 同时以高价进口制成品ꎬ 这种不平等的贸易

模式使非洲国家陷入发展困境ꎮ 安春英研究发现ꎬ 在全球化背景下ꎬ 非洲国家面

临经济合作不对称、 生产分工不合理、 国际贸易不平等以及国际金融垄断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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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ꎬ 这些都严重阻碍了非洲脱贫目标的实现ꎮ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ꎬ 世界银行等

国际组织在实施结构调整方案时ꎬ 将货币贬值、 取消政府垄断、 发展私营部门、
规范市场价格和削减政府开支等作为援助条件ꎮ 同时ꎬ 西方国家将民主化作为干

预手段ꎬ 强制将人权、 民主和善治改革纳入援助的政治条件ꎮ 然而ꎬ 事实表明ꎬ
西方援助不仅未能帮助非洲减贫ꎬ 反而加剧了非洲国家的外部依赖ꎬ 削弱了其自

主发展能力ꎮ②

非洲国家早期的反贫困战略深受西方主流贫困理论影响ꎬ 但这些理论与非洲实际

情况脱节ꎮ 例如ꎬ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推行的工业化发展战略ꎬ 未充分考虑非洲薄弱

的经济基础和严重的贫困程度ꎬ 导致城乡和部门间发展失衡ꎬ 地区贫困问题依然突

出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随着非洲国家自主意识的提升和对本土贫困问题认识的

深化ꎬ 强调提升贫困人群发展能力的综合反贫困理论逐渐得到认可与采纳ꎮ③

２ 开展务实和负责任的中非减贫合作研究

中非减贫合作研究主要关注合作基础、 领域、 成果及其减贫效应ꎮ 帮助非洲

人民提升发展能力并摆脱贫困是中非双方的共同目标ꎬ 这种合作坚持平等互利、
尊重非洲自主性并强调包容多样性ꎬ 形成了政府、 企业、 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的

合作模式ꎮ④

作为非洲重要的减贫合作伙伴ꎬ 中国自 １９５６ 年起开展对非援助ꎬ 涵盖农业

发展、 粮食安全和基础设施等领域ꎮ 其中ꎬ 农业减贫合作备受关注ꎮ⑤ ２０１１ 年ꎬ
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佩雅佩雅村建立的 “村级减贫学习中心”ꎬ
开创了中国减贫经验在非洲本地化的新路径ꎮ⑥ 此外ꎬ 福建农业大学与卢旺达的

菌草种植合作ꎬ 通过技术传授提高了当地农民收入并带动了就业ꎬ 为卢旺达减贫

作出重要贡献ꎮ⑦

研究表明ꎬ 中国对非投资和援助对非洲减贫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ꎮ 文春晖等研究

发现ꎬ 中国对非投资促进了非洲国家产业升级、 资本形成和制度优化ꎬ 推动了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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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和减贫进程ꎮ① 李晓等研究指出ꎬ 中国援助激励了非农生产活动ꎬ 提高了收入水

平ꎬ 并通过溢出效应带动经济增长ꎬ 改善了公共资源供给和多维贫困状况ꎮ②

３ 探索中国脱贫实践在非洲的本土化应用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９８９９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ꎬ ８２２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ꎬ １２ ８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ꎬ 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

务ꎮ③ 中国的产业扶贫、 金融扶贫、 生态扶贫、 易地搬迁和社会保障兜底等做

法ꎬ 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ꎬ 也为非洲减贫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ꎮ④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白皮书总结了中国减贫的六大经验: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 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 立足实

际推动减贫进程、 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 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ꎮ⑤

中国的减贫经验和成就获得非洲国家广泛认可和肯定ꎬ⑥ 特别是在提升政府

治理能力、 改善贫困人群生活质量和培养自我发展能力方面ꎮ⑦ 国内学者主张根

据非洲实际情况探索本土化扶贫方案ꎮ 安春英提出益贫式增长路径ꎬ 强调贫困人

群在经济增长中的受益ꎬ 既在相对意义上缩小社会不平等ꎬ 也在绝对意义上减少

贫困总量ꎮ⑧ 对非洲国家而言ꎬ 关键在于立足本国实际ꎬ 因地制宜地改良和应用

减贫经验ꎮ⑨ 周瑾艳认为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需要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和国家治

理能力ꎮ 王志章指出ꎬ 将中国扶贫经验引入非洲时ꎬ 需充分考虑双方在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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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内非洲贫困研究的未来方向

未来国内非洲贫困研究应立足自身优势ꎬ 强化对非洲贫困地区的实地调研ꎬ 重点

聚焦非洲贫困成因理论研究、 中非减贫合作研究ꎬ 以及非洲贫困识别与治理研究ꎮ
１ 加强非洲贫困成因的基础理论研究

非洲贫困的形成和演变受历史遗留问题、 内部发展动力不足以及外部不平等

的国际体系等多种因素影响ꎬ 成因机制极为复杂ꎮ 当前关于非洲贫困成因的理论

框架尚不完善ꎮ 社会学、 经济学、 人类学和地理学领域的学者从各自学科视角出

发ꎬ 提出了社会排斥理论、 贫困陷阱理论、 贫困文化理论和空间贫困理论等ꎬ 以

解释贫困的发生机制ꎮ 然而ꎬ 这些理论并未完全契合非洲的贫困实际和发展需

求ꎮ 随着时间推移ꎬ 影响非洲贫困发生和发展的主导因素不断演变ꎬ 部分贫困成

因理论已难以适应当前非洲的贫困现状ꎮ 非洲贫困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仍显

滞后ꎬ 无法满足非洲国家反贫困行动的理论需求ꎮ①

因此ꎬ 中国学者应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ꎬ 加强非洲贫困成因的基础理论研

究ꎮ 首先ꎬ 需要准确把握非洲贫困的深度和广度ꎬ 深入了解其形成与演变的历史

和现实背景ꎮ 其次ꎬ 运用综合性和系统性思维分析非洲贫困的影响因素ꎬ 识别主

导因素和次要因素ꎮ 最后ꎬ 揭示非洲贫困的发生机制ꎬ 提出符合非洲实际的贫困

成因理论ꎬ 完善理论框架ꎬ 为非洲贫困研究贡献中国智慧ꎮ
２ 巩固中非减贫合作研究

２０２４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召开ꎬ 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

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ꎮ 在中非减贫合作方面ꎬ 双方将建立多层次减贫与乡村发

展对话机制ꎬ 举办 “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 “中非部长级卫生合作发

展会议” “中非农业合作论坛” 等重要活动ꎬ 并根据非洲国家需求开展基层减贫

交流活动和减贫与乡村发展政策研修班ꎮ 此外ꎬ 中非将共同推动 “一带一路”
科技减贫专项合作计划ꎬ 促进中方科技减贫技术和经验在非洲的落地应用ꎬ 增强

非洲国家减贫发展的内生动力ꎮ②

中非减贫合作研究是国内非洲贫困研究的一大特色ꎮ 在中非减贫合作不断深

化的背景下ꎬ 中国学者应继续发挥研究优势ꎬ 巩固和深化中非减贫合作研究ꎮ 首

先ꎬ 探索各项合作举措的实施路径ꎬ 确保其有效推进ꎮ 其次ꎬ 搭建中非减贫合作

交流平台ꎬ 积极开展与非洲学者的联合研究ꎬ 以 “走到非洲国家去” 与 “请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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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学者来” 作为合作研究的两大支撑ꎮ 最后ꎬ 挖掘中国减贫经验中可供非洲借鉴

的内容ꎬ 因地制宜地提出非洲减贫路径ꎬ 助力非洲实现减贫目标ꎮ
３ 拓展非洲贫困识别和贫困治理研究

贫困具有区域性和动态性特征ꎬ① 准确识别贫困地区是有效实施减贫举措的

前提ꎮ 通过利用现有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或实地调查ꎬ 可测度绝对贫困、 相对贫困

和能源贫困等指标ꎬ 开展贫困识别与动态监测研究ꎮ 随着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

的发展ꎬ 即使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缺失的情况下ꎬ 精准识别贫困地区也成为可

能ꎮ 中国学者可借助遥感影像数据、 互联网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ꎬ 开展更高精

度、 更小空间尺度的精细化非洲贫困制图研究ꎬ 准确识别非洲贫困的地域分布

模式ꎮ
贫困地理学主张从地理视角研究贫困的分布特征、 演变机制和治理举措ꎬ 强

调地理资本对贫困发生和演变的重要影响ꎬ 认为区域贫困是特定地区人口、 土地

和产业要素耦合失调的外在表现ꎮ 借鉴贫困地理学研究方法ꎬ 中国学者可根据非

洲不同贫困区域的地理特征ꎬ 综合分析区域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要素及其耦合协

调状况ꎬ 有针对性地提出民生改善、 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等举措ꎮ 通过探索贫困

人口自身发展能力提升与政策保障相结合的治理措施ꎬ 推动非洲贫困地区实现脱

贫和可持续发展ꎮ

结　 语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非洲贫困研究取得显著进展ꎬ 呈现出研究规模扩大、 方法创

新和范式转变的特点ꎮ 国外研究以测度、 机制、 影响因素和减贫评估为核心ꎬ 逐

渐形成系统化、 多维度的理论框架ꎮ 非洲本土学者和机构的参与度显著提升ꎬ 为

研究注入新的活力ꎮ 国内研究以中非减贫合作为特色ꎬ 特别关注中国经验对非洲

减贫的启示ꎮ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ꎬ 中非减贫合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ꎮ
未来ꎬ 非洲贫困研究应加强以下三方面的探索: 一是深化非洲贫困成因的基础理

论研究ꎬ 构建适合非洲实际的理论框架ꎻ 二是巩固中非减贫合作ꎬ 推动合作模式

的创新与实践ꎻ 三是应用新技术提升贫困识别和治理的精准性ꎮ 通过跨学科协作

和实地调研ꎬ 推动中非减贫合作的高质量发展ꎬ 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ꎮ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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