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非洲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有感

舒运 国
？

贫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 大敌 , 也是全球性的重大问 题 。 在 当今世界 ,

贫困 问题在发达国家得到 了基本的解决 , 但是在发展中 国家 , 仍然是一个

十分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 , 尤其在非洲大陆 , 贫困 问题显得格外突 出 。 据

世界银行 2 0 0 8 年公布的
一

份研究报告显示 ,
按照最新制定的每天 1 ． 2 5 美

元生活费的贫困线标准 ,
2 0 0 5 年全世界贫困人 口 已从 1 9 8 1 年的 1 9 亿降

至 1 4 亿 , 而撒哈拉 以南非 洲是 唯
一

贫 困人 口 比例没有 明显下降 的地 区 ,

1 9 8 1 年该地 区 5 0 ． 8 ％的 人生活在贫困线 以下 , 2 0 0 5 年这
一

比例仍达到 了

5 0 ． 4 ％ 。

？可见 , 非洲 的减贫形势十分严 峻 。 因此 , 如何迅速而又有效地

减贫 , 成为非洲 国彖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
非洲大陆独立 以来 , 各 国制定

了
一些相应政策 , 采取了不少措施 , 国 际社会也提供了可观的援助 , 但是

非洲 国家的贫困程度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改善 。 这个问题 已经引起了非洲 国

家和 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 学界也展开 了相关的研究 。 在 中 国学界 , 安春

英研究员 对于非洲减贫 的研究启 动较早 , 而且
一

直锲而不舍 , 跟踪不放 。

去年 1 0 月 , 她集十年的研究成果 , 撰写了 《非洲 的贫 困与反贫困 问题研

究 》
③ 一书 。 笔者拜读此书 , 感想颇多 。

① 舒运 国 , 浙江师范大学中非商学 院常务副院长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② 邹 志鹏 ： 《 世行研究报告 ： 非洲 减贫进程最为严峻 贫困待根 治 》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ｃｅ．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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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8年 9月0 6 日 。

③ 安春英 ： 《非洲的贫困 与反贫困 问题研究 》
, 中 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 0 1 0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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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 , 本书有两个特点十分突出 。 第
一

, 作者以非洲 国家的减

贫问题为核心 , 层层展开论述 , 表现出严密的逻辑结构 。 笔者认为 , 研究

非洲的贫困和反贫困 问题 , 必须 回答下列 的问题 ： ( 1 ) 国际学术界对于贫

困和反贫困作了什么研究 ？ 形成 了哪些理论流派 ？ ( 2 ) 非 洲大陆的贫困化

处于什么状态 ？ 它具有什么 特点 ？ ( 3 ) 造成非洲大陆贫 困化的根源是什

么 ？ ( 4 ) 非洲 国家为减少贫 困 制定了什么战略 ？ 其效果如何 ？ ( 5 ) 在非洲

国家 , 政府 、 私营企业和 非政府组织在减贫活动中 , 各 自 扮演了 什么 角

色 ？ ( 6 ) 国 际社会为非洲减贫提供了可观 的援助 , 它们的作用和特点是什

么 ？ ( 7 ) 尽管非洲 国家和 国际社会都为非洲减贫作出 了大量努力 , 但是非

洲大陆的贫困化没有得到 明显的改善 。 人们不禁要 问 ： 究竟有哪些 因素导

致非洲 的持续性贫困 ？ ( 8 ) 通过对于非洲贫困与反贫困 问题 的研究 , 我们

可 以得到哪些有益的启迪 ？

令人高兴的是 , 本书 的八章阐述 , 恰恰回答了上述问题 。 本书首先梳

理 了 国际学术界关于贫困 和反贫困问题研究的各种理论流派 , 包括致贫理

论和反贫困理论 。 这些理论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 同样为读者理

解非洲大陆的贫困 问题提供了理论背景 。 在此基础上 , 作者阐述了非洲大

陆的贫 困问题现状 , 指 出 非洲是全球贫困发生率最高 的地 区 , 是贫困人 口

数量持续增长的地区 , 因此非洲减贫具有紧迫性及世界性意义 。 作者剖析

了非洲大陆贫困的根源 ,

—

包括历史根源 和现实根源 。 在此基础上 , 作者研

究了非洲大陆贫困化的特点 。 对于非洲 国家的减贫行动 , 作者从国 内 外两

个方面进行解剖 , 前者涉及非洲 国家的现行减贫战略与实践 ； 后者则评估

了 国际援助对于非洲减贫的效应 。 最后 , 作者 以 中 国学者的视角 , 对非洲

国家如何实现减贫与发展提出 了若干建议 。

由上可见 , 作者对涉及非洲 的贫 困 与反贫困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整

理和分类 , 然后分章剖析 , 各章之间相互联系 , 彼此渗透 , 从而呈现给读

者一部内 容全面和 丰富 的学术著作 ^

第二 , 本书采用多学科 的研究方法 , 综合分析了非洲 的贫困和反贫困

问题 。 对于贫困问题 , 有学者称之为经济发展 中 的
“

哥德 巴赫猜想
”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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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称其为
“

经济王国的沼泽地
”

, 这充分说 明对于贫困 问题的研究 , 是

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 。 贫困是人类社会存在 已久的社会现象 , 对于它

的研究巳经涉及哲学 、 经济学 、 政治学 、 历史学 、 地理学 、 社会学 、
心理

学 、 人类学和决策学等多种学科 。 本书研究非洲 的贫困和反贫 困 问题 , 也

必然要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
比如 , 在剖析非洲大陆贫困根源时 , 用历

史学的方法研究西方列强在非洲 大陆的殖 民 主义侵 略和 统治所造成 的恶

果 , 用历史学 、 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揭示了非洲 国家独立后决策失误所

带来 的负面影响 。 又如 , 在阐述贫困 的概念时 , 作者使用经济学方法讨论

了经济贫困和社会发展贫困问题 , 用心理学的方法讨论了穷人对于贫困 的

心理感受和认知 。 再如 , 在讨论制约非洲减贫的主要 因素时 , 采用 了地理

学方法分析了 自然与环境 因素 ( 气 候变化和气候灾害对于经 济发展 的影

响 ) , 用政治学方法分析了政治因素 ( 政治发展与腐败现象 ) , 用经济学方

法分析了经济 因素 ( 经济增长水平与模式 、 资本形成能力 和劳动力素质 )
,

用社会学方法分析了社会文化因素 ( 社会服务网络建设和传统文化 ) 。

毫无疑问 , 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 使本书 的研究更加深化 , 结论更具说

服力 。

由 于作者长期研究非洲 的贫困与反贫困 问题 , 因此形成了许多 自 己 的

学术观点 , 在本书 中不乏具有创新意义的闪光点 ：

第
一

, 关于非洲 国家贫困 的基本特征 。

作者对非洲 国家贫 困的 基本特点 , 从理论上作 了高度概括 。 客观地

说 , 非洲 的贫 困问题并不是一个刚 刚 出现的新问题 , 我 国学术界过去也多

有涉及 。 然而 , 对于贫困的 阐述 , 大多列举一些经济发展或者社会生活 的

具体指标 , 诸如 ＧＤＰ 、 人均收人 、 人 的预期寿命 、 受教育程度等 , 这类

数字虽然十分直观 , 但是缺乏理论深度 。 本书对非洲大陆的贫困 作了理论

分析和总结 , 提出 了普遍性 ( 贫困是非洲大陆普遍存在的 问题 ) 、 区域性

( 贫困人 口相对集中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 ) 、 群体性 ( 贫 困 主要聚集

于失业者和
一些从事微小型职业者之 中 ) 、 不平等性 ( 社会各个收入 阶层

在财富增长方面存在高度不均衡性 ) 和长期性 ( 贫困问题在短时期内难 以



2 8 4非洲研究


根本解决 ) 等五个基本特征 ,
？ 使读者对非洲大陆 的贫困 问题有 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 。

第二 , 关于非洲大陆贫困 的根源 。

非洲 国家贫困 的根源 , 是
一

个老话题 。 学界存在两种代表性 的观点 ：

一种认为主要是历史根源
——西方殖 民主义统治造成的后果 ； 另一种认为

主要是现实根源——非洲 国家发展战略失误所致 。 上述两种观点争论不

休 ,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2 0 世纪 8 0 年代非洲统一组织发表的 《拉各斯行动

计划 》 与世界银行颁布的 《伯格报告 》 。 本书作者对于非洲贫 困的历史根

源和现实根源分别作了剖析 , 在分析现实根源时 , 把非洲 国 家独立后的发

展战略 , 划分为工业化发展战略 、 结构调整方案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

然后逐一进行 了剖析 。 作者得出 的结论是 ： 尽管非洲 国家贫困 的原因十分

复杂 , 但是
“

比较起来 , 其中必有一个起关键和第
一

位作用 的 因素 , 即起

决定作用的 因素 。 国家发展战略与政策是核心因素
”

,

“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

续发展和政府发展政策的实施 , 历史贫困作为 导致非洲现实贫困问题的一

个影 响因素 , 其重要性正在减退 , 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 日益深刻影响

着非洲 国家的减贫效果
”

。

② 上述观点既全 面 、 客观分析了非洲大陆贫 困

的历史和现实根源 , 又依据时代 的发展对两种根源作了动态的分析 , 无疑

是令人信服的 。

第三 ,
关于非洲国家的减贫政策或战略 。

非洲 国家减贫战略的制定 , 始于 2 0 世纪 9 0 年代 。 中 国 国 内 对于非洲

国家减贫战 略的了解和研究都 比较稀少 。 作者在分析了非洲 国家的减贫战

略后 , 把这些战略归结为两大类 , 即
“

复合型
”

减贫战略和
“

核心型
”

减

贫战略 。 前者是将 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与减贫 内容融为
一

体的发展战略 , 减

贫只是国家发展战略 中 的
一项 内容 ； 后者是国家层面专 门的减贫战略 , 因

此针对性更强 。 作者认为 , 之所以 出现不同类型的减贫战略 , 主要是 由 于

非洲 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 目 标不尽一致 , 因此减贫的 目标 、 途径也存在

差异 。 大体说来 ,

“

核心型
”

减贫战略在减贫制度安排 、 实施体系 和资金

① 安春英 ： 《非洲的贫困 与反贫困 问题研究 》
, 中 国 社会科学 出 版社 2 0 1 0 年版 , 第 6 4

—

6 7

页 。

 ,

② 同上 书 , 第 7 0— 1 0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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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人方面 的力度更大 , 因此减贫效果也更为 明显 。

？ 作者精心选择了肯尼

亚 、 加纳和南非为个案 , 对三国 的减贫战略作了具体分析 。 肯尼亚 、 加纳

和南非不但代表了非洲大陆的不 同区域 , 而且分别代表了非洲 大陆不同 的

减贫态势 ： 加纳在减贫 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肯尼亚则呈现出 曲折发展和

起伏不定的走势 , 而南非正在采取各种措施 , 为减贫的成功而努力 。 这种

宏观研究与 微观研究 的有机结合 , 值得提倡 。

第 四 , 关于制约非洲减贫 的结构性 因 素 。

从整体上看 , 非洲大陆减贫行动 的效果并不显著 , 非洲至今仍然是世

界上最贫困的大陆 。 为 了揭示其 中的原因 , 作者对非洲大陆减贫所面临 的

各种 问题 , 作 出深人的分析 。 从 内 因看 , 这些因素包括 自 然与环境因素 、
,

经济因素 、 政治因素 、 社会 与文化因 素 ；
从外因看 , 包括国 际经济环境因

素 。 作者在详尽剖析了这些因素后 , 认 为非洲大陆在减贫 中遭遇 的许多

困难是结构性的 , 不可 能在短时期 内解决 。
人们对此应该有个理性 的认

识 , 对非洲 大陆 的减贫行动应该有长期的准备 。 上述分析对于人们客观了

解非洲大陆减贫所面临的 困难 , 对于非洲大陆减贫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 无

疑十分有益 。

第五 , 中 国学者的建议 。

作者并没有仅以研究为 目 的 , 而是把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 , 把研究成

果应用于减贫实践 。 在本书 的最后一章中 , 作者以 中 国学者的视角 , 对非

洲大陆的减贫行动 , 提 出 了 自 己 的建议 , 包括以强有力 的经济增长数量与

质量奠定国家减贫的基础 ； 加强对 自 然资源开发收益 的管理和转移支付 ；

关注农业增长与农村发展 ； 加快工业化进程 , 为 穷人提供更多 的就业 机

会 ； 推进非洲
一

体化进程 , 提高农 、 矿产品 的 出 口竞争力 , 以 贸 易促增

长 、 促减贫 ； 提高贫困人口 的人力资本 , 拓展其获取经济机会 的能力 ； 为

贫困人 口构筑社会安全网 ； 实现减贫行动以 自 力 更生 、 自 我发展为基础 ,

国际援助为有力支持 。 这些建议建立在充分认识非洲大陆现状和减贫行动

进程的基础上 , 既吸收了非洲 国家在减贫进程 中的经验教训 , 也借鉴 了 国

际社会其他 国家 ( 如 中 国等 ) 减贫的成功经验 , 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

？ 安 春英 ： 《非洲的贫困 与反贫 困 问题研究 》 , 中 国 社会 科学出 版社 2 0 1 0 年版 , 第 1 0 8
—

1 1 1 页 。

②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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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 国学术界对于非洲贫困和反贫困 问题研究的第
一

部专著 , 填

补了我国在该研究领域的空 白 , 因此具有开拓性意义 。 然而 , 也正是因为

首创 , 所以难免存在一些不足 。 比如 , 本书缺少对于 中 国 国 内学界关于贫

困问题的研究 。 对于贫困 问题 的研究 , 我 国起步较迟 ,
1 9 8 6 年在 山西忻

州 召开
“

全国贫困与发展 问题研讨会
”

, 正式把贫困与发展作为 当代 中 国
‘

面临 的重大问题 , 并开始 了对贫困问题 的研究 。 自
2 0 世纪 8 0 年代以来 ,

中 国学术界对贫困经济学展开 了研究 , 至今已经发表和 出版了一些研究成

果 。 中 国学者 的研究 , 除 了对贫 困经济学的理论领域外 , 更多的是结合 中

国 的减贫实践 , 总结中国 的减贫成功经验 。 由 于中国和非洲 国家同属发展

中 国家 , 因此 , 中 国 的减贫研究 , 对非洲 国家具有
一

定的参考作用 。 本书

专文介绍 了 中 国与非洲 国家的减贫合作 , 如果能够再专文介绍 中 国学术界

对于贫困和反贫困 问题的理论研究 ,
相信效果会更好 。

瑕不掩瑜 , 《非洲 的贫困与反贫困 问题研究 》 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

平的著作 。 值得一读 ！

( 责任编辑 ： 主学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