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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贫困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报告
王翠翠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0000)

摘 　要 :通过对城镇贫困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调查分析 ,说明了当前城镇贫困产生的根源 ,结合实际分析了以社会最

低保障制度为主的社会救助制度的利弊 ,并结合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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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城镇居民个人

收入总量迅速增加 ,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 ,

与这一主要发展趋势不协调的是城镇贫困群体的不断增

加 ,城市贫困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虽

然我国在社会救助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但仍存在

一些弊端 ,我们必须尽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兼顾效率和

公平 ,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 ,保障公民基本生活 ,促进

社会公平 ,维护社会稳定。

1 　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 . 1 　现状

改革开放前 ,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 ,对城镇居民采取

供给制度 ,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 ,但较为稳

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 ,无劳动

能力 ,无赡养人或扶养人) ,由于数量少 ,政府能较好地解

决。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贫困人

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 ,1997 年达到 281 万人 ,2000 年达到

402 万人 ,2003 年已达到 2053. 6 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

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 ,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

度 ,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 ,1996 年全国城

市贫困率为 4. 2 % ,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 6 % -

8 % ,而 2006 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 5. 3 %。城市贫困发生率

有下降趋势 ,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 . 2 　特点

分析 2006 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

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06 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

4. 75 % ,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 4. 18 % ,而东

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 10. 5 % ,低保人口数

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 9. 1 %。2006 年的低保平均水平

为 203. 6 元 ,东北地区为 143. 1 元 ,明显低于平均水平 ,而东

南沿海地区为 221. 5 ,高于平均水平。显然 ,东北老工业基

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

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

合发展水平有关。

2. 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 6 % - 8 % ,而 2006 年

的这一数字下降到 5. 3 % ,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这

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

积效应。近几年来 ,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

题 ,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 ,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

会保障制度 ,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 　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是宏

观经济因素 ,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 ,致使

职工下岗与失业 ,家庭实际收入减少 ;二是个人因素 ,如个

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 ,导致不能从事或

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 ;三是家庭因素 ,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

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 ,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 ;其次是下岗 ;

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 ;第五是意外事故 ;第六是天

灾。

其中 ,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 ,为 40 % , 所占比例将近

一半。其次是下岗 ,所占比例为 16 %。这一现象的产生与

我国这些年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

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

业 ,人浮于事 ,冗员膨胀 ,工作效率低 ,经济效益差 ,无法适

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 ,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

经济体制改革 (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 ,使下岗、失业人员大

量增加 ,造成其收入下降 ,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

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 ,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 ,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

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 ,教育

费用也水涨船高 ,在居民消费开支中 ,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

比例 , 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

的压力 ,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

查结果显示 ,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 ,如

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

变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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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 ,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

目 ,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

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

据调查结果 ,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 ,其次是提

高最低生活保障 ,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

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

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 ,通过法律保障 ,建立社会救助制

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

害救助制度。其中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

核心 ,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决了我

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 ,

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所以我

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

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 ,必须加以重

视 ,如 :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

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调查结果 ,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

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

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 ,多方面扩

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 ,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

技能水平 ,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 ,积极转换就业机制 ,从以行

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3)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 ,增大就业安置量。

组织失业职工参与以服务街道为主的便民利民活动、公益

劳动、家庭手工业等进行生产自救。

(4)联合社会力量 ,建立生产自救基地 ,鼓励失业人员

从事个体经营。

从政策上扶持再就业工程 ,鼓励社会提供新的就业岗

位。

水资源稀缺的经济学思考
赵宏中 　周 　熠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在资源经济学分析框架里 ,水被认为是“可再生”的 ,但我国目前面临的水资源问题表明 :水 ,正在从“可再生资

源”转化为“不可再生资源”。从经济学角度阐明了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的原因 ,并提出政府应当拓宽思路 ,突破传统计

划经济的思维方式 ,用经济学的方法 ,从更高角度来解决当前的“水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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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学角度上认识水资源
在资源经济学分析框架里 ,经济学家们往往依赖于工

程技术人员的计算 ,定义“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

例如根据历史统计资料 ,建立所考虑的资源的“年获取量”

与“总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如果获取量保持不变但总存

量随时间逐渐递减 ,就说该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否则 ,就

是“可再生”的。于是得到诸如水、空气、鱼群、森林这类资

源 ,为“可再生资源”,而诸如矿产、能源、资本品此类为“不

可再生资源”。然后 ,再根据资源的可再生性与不可再生

性 ,提供不同的分析方法和定价准则。

但是这样一种基于工程学的资源分类方法 ,不仅不符

合经济学原则 ,而且不适应目前我们遇到的资源经济学问

题。事实上 ,中国目前面临的水资源问题表明 :水 ,正在从

“可再生资源”转化为“不可再生资源”。说起来 ,地球的储水

量是很丰富的 ,共有 14. 5 亿立方千米之多。但是其中海水

却占了 97. 2 % ,陆地淡水仅占 2. 8 % ,而与人类生活最密切

的江河、淡水湖和浅层地下水等淡水 ,又仅占淡水储量的 0.

34 %。更令人担忧的是 ,这数量极有限的淡水 ,正越来越多

地受到污染。据科学界估计 ,全世界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和

地区缺乏饮用水 ,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 ,目前

已有 70 % ,即 17 亿人喝不上清洁水 ,世界已有将近 80 %人

口受到水荒的威胁。我国人均淡水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

之一 ,属于缺水国家。

2 　水资源的稀缺性及特点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 2. 81 亿立方米 ,在世界上仅次于巴

西、前苏联、加拿大、美国和印尼而居第 6 位。绝对量虽算

丰富 ,但由于人口多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大大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 ,仅列世界第 88 位。而且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 ,人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