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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I

内容摘要 

当前，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城市贫困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城

市反贫困行动已成为我国反贫困的主要内容。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关注城市贫困

母亲群体的反贫困行动。延续以往关于女性作为贫困群体的脆弱性群体的研究脉

络，在既往关于反贫困的三个重要解释视角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社区反贫困

模式”的理论模式，并对其做了相应的概念界定，着重分析该模式在项目实施中

的运行过程与运行机制。 

本文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结合福建厦门市 SM 区“幸福工程----救助贫困

母亲的行动”项目的实施的个案，结合社区在项目实施的运作过程中各种手段的

运用和项目实施的效果的实现程度，得出这种社区反贫困模式绩效具有有限性的

初步结论。同时针对社区反贫困模式绩效的有限性特点，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城

市社区反贫困模式绩效的影响因素，分别从反贫困主体自身的局限性和反贫困可

动用资源的不足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在结论部分简要地提出

了保障反贫困行动成功的有效路径，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反贫困行动提供可供借

鉴的建议和意见。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城市贫困母亲群体从城市贫困群体和城市贫困女性

群体中独立出来进行分析，并提出“社区反贫困模式”的理论解释模式，是对城

市贫困母亲反贫困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 

 
 
关键词：城市贫困母亲；“幸福工程”；社区反贫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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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ongoing urbanization, urban poverty has gradually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and urban anti-poverty ac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content of 

anti-poverty in china. In this context,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anti-poverty action of 

urban poor mothers. Continuation of the previous group of women as the vulnerability 

of poor populations of context, and based on the previous interpretation of three 

important anti-poverty perspective, the paper proposes the "Community anti-poverty 

model" theoretical model, and does its corresponding definition, then focus on 

analyzing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pattern of operation.  

The method of case study is applied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field work which 

focuses on cas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Happiness Project ---- Action of Helping 

Poor Mothers " in SM District, Xiamen City in Fujian Province. Then combining with 

the means that community used in the course of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the 

project effect of the degree of realization, the autho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project effect is a limited one.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limited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anti-poverty model,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mmunity anti-poverty model’ limited performance, including limited 

performance of the anti-poverty groups or persons and insufficiency of their available  

There are some contributions in this study. It not only separates the group of 

urban poor mothers from urban poor groups or urban poor female for analysis, but 

also proposes a new theoretical model of “Community anti-poverty model” which is a 

kind of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for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ories 

towards the anti-poverty of urban poor mothers. 
 
Key Words：Urban Poor Mothers; Happiness Project ; Community Anti-povert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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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的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行，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研究和解决城市贫

困问题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深远和广泛的意义。而其中，

从性别角度出发，关注城市贫困女性贫困问题是研究城市贫困问题的重要内容。

有学者提出，女性比男性更贫困（刘春湘 陈克云，2008）。1995 年世界妇女大

会的《行动纲领》指出：“当今世界上 10 亿多生活在令人无法忍受的贫穷状况下，

其中大多数是妇女，且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妇女将更加贫穷

（转引自汪雁 慈勤英，2005）。这种“贫困女性化”问题，即“贫困以女性面孔”

出现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2005 年我国 2000 多万贫困人

口中，也有 60%是女性。妇女收入总体上少于男性，遭受贫困的深度和广度相对

于男性贫困人口较为严峻。但是，截止目前，学者们关注 多的仍然是农村贫困

妇女的贫困解释与反贫困对策研究，对城市贫困女性的研究甚少，更别提城市贫

困母亲这一脆弱群体的研究。由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

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就业、农民工贫困、城市女性贫困（主要包

括老年妇女、女童、育龄妇女）等问题，而城市贫困母亲群体，关系着下一代的

成长与城市反贫困问题的解决，因此城市贫困母亲问题同样值得学者研究、探讨，

目的是找出缓解、消除这个群体的贫困问题的反贫困对策。 

从城市贫困母亲群体所扮演的角色看，城市贫困母亲扮演了一个多维度的

角色，其中有作为家庭成员的维度，同时兼具城市中与男性相对的政治与文化维

度。从贫困内涵的不同角度出发，城市贫困母亲问题的研究切入点就不同：经济

的、文化的或者政治的。“群体性贫困是指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脆弱群体的贫困。

这些贫困群体的共同特征有：缺乏社会保障、缺乏经济来源，在社会分配下处于

不利地位”（王国良 李小云，2003）。本文采用王国良、李小云的结合中国现实

并且从扶贫战略角度的贫困类型分法，把所有的贫困归结为两种类型：区域性贫

困和群体性贫困。将城市贫困母亲群体从城市贫困群体和城市贫困女性群体中独

立出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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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希望进一步结合“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的行动”项目在城

市实施的过程与效果评估，并非单纯地研究城市贫困母亲群体的贫困问题，而是

将更多的目光放在反贫困主体在反贫困行动中的主观能动参与，关注在政府和

NGO 组织实施的项目之外的反贫困主体所采取的反贫困行动。在反贫困行动中，

他们采用了哪些手段，使用这些手段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拥有怎样的资源或者说

可利用的资源有哪些？社区扮演了什么角色？当然笔者更希望基于以往的女性

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不同角度了解影响城市贫困母亲群体反贫困行动的各种因

素，初步明确在项目和政府政策帮助下，以及在反贫困主体的能力和可动员资源

方面有限的情况下，她们如何脱贫。并且探讨从主观和客观的两个维度上哪些因

素影响反贫困行动有效性的实现。从而为社会大众和研究者提供了解该群体的一

个窗口，为“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的行动”项目的实施提供可借鉴的建议和

意见，帮助反贫困主体更加有效地实现反贫困。 

二、 研究的意义 

城市贫困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进程中一直都存在和面临的问题，

其中城市贫困母亲群体是一个特殊的贫困群体，关系着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解

决，关系城市下一代的成长。本研究以“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的行动”项

目实施过程与效果评估为依托，以社区和城市贫困母亲在这一项目实施中所采取

的反贫困措施及其效果为切入点，分析总结当前城市贫困母亲群体作为社会脆弱

性群体的反贫困状况，深入探讨影响城市贫困母亲群体反贫困的因素及其影响逻

辑并初步提出“社区反贫困模式”的概念，在研究选题、研究思路、研究资料等

方面，都富有一定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1、现实意义 

本研究基于城市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通过具体的个案的研究，分析当前城

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贫困性别倾向问题。该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增进对城市贫困母

亲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的认识，对城市贫困母亲的生存状况也可以获得更为直观

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我们了解贫困问题存在后该群体的反贫困的行动过程及

其逻辑，以及影响其反贫困行动和效果的内外在等多种因素，凸显了作为性别中

弱势的一方在反贫困中存在的致命缺陷----拥有有限的资源和处于弱者地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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