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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贫困的内涵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难题，不仅存在于发展中

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研究贫困问题，首先要给出贫困的

内涵，贫困的内涵随着扶贫实践的开展，以及研究者认识的

深入而演化。

较早进行贫困问题研究的是美国和英国，英国的汤普森

在他的《英国的贫困：家庭财产和生活标准的测量》一书中写

道：“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食物、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和缺乏最

低生活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美国

较 早 的 贫 困 线 定 义 是 由 %&’()*’+, 在 !" 世 纪 -" 年 代 给 出

的，她将购买美国农业部食品计划所包含食物的费用的 . 倍

设定为贫困线，如果某人所在家庭收入低于由此计算出来的

具有相同特征家庭的贫困线，这个人就被认为是贫困者。此

后，一些国际组织也对贫困的内涵进行了解释，并且随时间

的进展，内 涵 不 断 发 生 变 化 ，如 世 界 很 行 在 《$/0$ 年 世 界 发

展报告》中定义贫困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是某些群体没

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在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

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时，就是处

于贫困状态”；在《$//"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贫困概念被修订

为 “缺 少 达 到 最 低 生 活 水 平 的 能 力 ”；在 《!""" 1 !""$ 世 界 发

展报告》中则认为：“归于贫困的人，物质匮乏是最明显的表

现形式，低水平的健康和教育水平使他们陷入贫困难于自

救；而一些表面上不存在这两方面的人，往往受到忽视，但当

他们面临家庭变故，失去工作，或突然患上疾病时，他们就陷

入了显性的贫困状态。这些人在社会中地位低下、言微权轻，

经常受到一些无理恶劣的对待，甚至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公

共产品与基础服务，他们在身心等诸方面都显得与现实社会

存在较大差距、格格不入”。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结合我国

实际提出了自己对贫困的定义。例如童星、林闽在《我国农村

贫困线标准研究》一文中是这样定义贫困的：贫困是经济、社

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缺少生活必需品和

服务以及没有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生活状况。

2 贫困线的测定方法

（$）生物学法。一般认为成年人每月必须的最低营养标

准在 !$""2!3"" 千卡之间（我国制定的成年人每日最低营养

标准为 !$"" 千卡），按照这种思路，世界银行在 $/0# 年曾用

购买力平价方法换算出结果如下：成年人每人每天至少要消

费 $ 美元才能维持最低营养水平。因此，如果一个家庭人均

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营养水平就确定为贫困人口，即人均年

收入在 .-# 美元以下即为贫困人口，如果人均年收入在 !4"
美元以下则成为赤贫。用这种方法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我

国 $//0 政府年确定不变价人均年收入 -.# 元为贫困线。

（!）恩格尔系数法。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

出的比重，此系数越高表明生活越困难。国际上将恩格尔系

数在 -"5以上视为生活贫困，因此可以先确定居民最低包含

消费标准，在用它除以上述系数，就可以得到贫困线。

（.）基本需求法。该方法是根据各项消费对于居民生活

的重要程度，确定生活必须消费的商品服务项目和最低需求

量，在对每一项依据 #5最低收入户实际消费的混合平均单

价计算金额，其全部之和即为贫困线。

（3）比例法。从相对贫困的概念出发，把一定比例的最低

收入居民定义为贫困居民，把他们的收入水平定为贫困标

准，或者把全社会居民人均收入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定为

贫困线。

（#）马丁法。马丁法是由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马

丁提出的一种计算贫困线的方法，有高低两条贫困线。低贫

困线是食物贫困线加上刚好有能力达到食物贫困线的住户

的非食物必需支出；高贫困线是指食物支出达到食物贫困线

的住户的总支出。

（-）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法。把居民的各项消费品支出看

成是居民收入的函数，建立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然后根据现

有的统计数据估计模型，从而得出模型中设定的各类消费品

的基本需求支出以及总的基本需求支出，以此作为贫困标

准，即贫困线。

对河北省城镇居民贫困线的测算

摘 要：贫困线的确定是正确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贫困状况的重要问题，因而得到众多学者的

关注，提出了许多测算方法。本文利用扩展的线性支出法对河北省城镇居民的贫困线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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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北省城镇居民贫困线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对河北省城镇居民贫困

线进行实证研究。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是由经济学家朗茨于

$%&’ 年提出来的，其基本形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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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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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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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2!)2$。这里 - 表示可支配收入，!) 表示第 )

种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 为各种商品的需求量，() 为商品

价格。该模型将人们的消费支出分为两部分：基本需求和根

据个人偏好的选择需求。()*"
) 表示维持起码生活所必需的最

小需求量 3 第二部 分 解 释 为 超 过 基 本 生 存 支 出 的 收 入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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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中可用于第 ) 种商品上的支出。如果

/

) + $
!!)2$，说

明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除用于消费外，尚有一部分结余用于

储蓄；如 果

/

) + $
!!)$$，则 说 明 消 费 者 没 有 储 蓄 或 动 用 了 以 前

的储蓄。

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可利用横截面数据进行估计。由于

在横截面数据中，价格是不变的，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可以

表示为

模型可变换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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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式变为 5)+"),!)- （’）

（’）式即可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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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贫困线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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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人们的日常消费分为八大类：食品、

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

文化服务、居住、其他商品及服务。

利用按收入分组的城镇居民的消费资料，用 78-79: 拟

合出八个方程。之所以要采用收入分组资料，主要是使各组内

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基本一致，消除拟合方程的异方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中小括号中数字为各系数的 ( 值，它是检验各系数是

否显著的统计量，通常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比较。本模型中

显著性水平为 ">"#。若 (1"3 系数不显著，(2">"#3 系数显著。

原假设 ")+"，系数不显著即 ")+"，系数显著即 ") 不等于零。

分析：经检验以下各方程都不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由

模型可以看出八个方程整体都很显著，拟合度都比较高最低

的也在 ">@= 以上，因此模型是适合的。* 的系数都很显著，说

明各大类商品的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相关，既符合经济学

理论，又与实际相符合。") 不全显著。"!，"’，"<，"# 不显著，这

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有消费者具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时，才会

消费这四大类，因此对这四类的消费直接与收入成比例。即

这四大类商品没有与收入无关的基本消费支出，其消费需求

都是引致需求。也有可能是样本点不够多造成方程拟合偏

差，使上述四个系数不显著，所以在求贫困线时应该把上述

四个系数剔除。

计算贫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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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得出的结果为年收入贫困线，换算成月收入，则家

庭月收入低于 !&" 元为贫困户。

上述贫困线可理解为绝对贫困线，因为月收入 !&" 元只

能满足基本支出，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计算相对贫困线：

相对贫困线+’!’& A ">#=%#$#+#=@’>&@
换算成月收入，则家庭月收入低于 <&’>=# 为相对贫困。

以上计算的是河北省城镇居民整体的贫困线，若要计算

每一个地区城镇居民的贫困线，可用全省城镇居民贫困线乘

上各地区收入差异指数，再乘上价格差异程度指数，可用公

式表示为：

BC+B·DC·?C

其中 BC 为各地区贫困线，B 为全省贫困线，DC 为 各 地 区

消费价格指数，?C 为各地区收入差异程度指数。

另外，贫困线确定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贫困线需要随

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可用上一年的贫困线乘以消费价格

指数作为下一年的贫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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