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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 这些地区同

时也是贫困人口分布最多的区域。本文首先从地域、人口增长以及国家扶贫战绩几方面分析了西部少

数民族地区人口与贫困在地域上的重合性, 进而从区域发展、社会公平和政策效果以及贫困人口的人

文因素等方面分析了造成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贫困的原因, 认为虽然造成区域性少数民族贫困状况的主

要原因来自于区域发展的滞后, 但在摆脱贫困的难易方面, 政府提供的脱贫服务和民族人口的人文制

约因素则起着更为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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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thnic population mainly live in western areas of China with odiou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backwar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here the largest number of poverty population live in. First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gional coincide of populat ion and poverty in western ethnic area, based on the regi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chiev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f government. Then it discusses the causes of

ethnic populat ion becoming poverty on the aspect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ocial equality, the effects of

policy implement and the humanity of poverty popul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services to poverty

alleviation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humanity limitations of the ethnic population pla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work�s difficult 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ough the poverty are mainly caused by the lag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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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多种原因,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滞后, 贫困人口分布众多, 而且

贫困程度深, 治理难度大, 给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贫

�7�



困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因此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中国西部地区, 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地区, 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 ( 1�05亿人)

中, 有 50个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 72%。西部也是贫困人

口分布最多, 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 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到全国乡村贫困人口的 40%以上。全

国将近有一半的贫困县为少数民族比较集中居住的地区。例如, 中国 1986年公布的 328 个国家

级贫困县中, 有 141个少数民族贫困县, 其中连片的有 102个县, 近 90%分布在西部; 在国家扶

持的 205个贫困县中, 有 126个是少数民族贫困县, 占 61�46%。1994年颁布的 �国家八七扶贫

攻坚计划� 中的国定贫困县有 592个, 贫困人口约 8000万。其中,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县 366个,

占61�82%; 贫困人口 5408余万人, 占 68%
[ 1]
。经过 20多年的努力, 中国已经有 2亿多农村住

户摆脱了贫困, 但迄今中国仍有 2900万人 ( 2003年底数) 未解决温饱问题, 其中少数民族地区

有1304万人, 占 45%, 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12% �。新疆、青海、甘肃三省区少数民族聚居地贫

困人口分别约为 83�75万、27�8 万和 37 万, 分别占本省区少数民族人口的 7�6%、12�93%和
15�88% �。目前中国还有约 20个民族的 390万群众所在的 77个少数民族贫困县, 属于特殊贫困

少数民族地区。与一般贫困地区相比, 这些特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面大, 77个县共有扶贫攻坚

重点特困村8240个, 大多呈整体贫困状态, 贫困发生率高达 23�9%, 远高于同期全国 3�1%和
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 8�8%的绝对贫困发生率。贫困程度深, 77个特困县 390万特困人口

中普遍存在缺钱、缺粮、缺衣被、缺水和住房难问题�。由于经济发展的各类制约因素太强, 脱

贫的难度非常大, 这些地区的经济一直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摆脱落后和贫困的状态, 致使这些地区

成为我国接受政府救济和扶贫最早、实现温饱和脱贫最迟的地区, 成为最后扶贫攻坚的硬骨头。

为什么西部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多, 而且脱贫难度大? 研究其中的原因对政府的扶贫政策有什

么启示? 本文试图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分析。

二、关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人口贫困的几个问题的分析

(一) 为什么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

1�西部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特点, 使得居住在西部的少数民族容易受到地域的影响而沦为

贫困人口。

中国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对当地人的影响是远远超乎想象的。

众所周知,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西部各个地区, 或高寒缺氧, 草原植被覆盖率低; 或干

旱少雨, 荒漠化问题突出; 或被滥垦乱伐, 水土流失严重; 加之其他不合理开发和某些人为破

坏, 生态形势十分严峻。虽然, 我们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 因为有很多的例子说明, 在自然环境

严酷的情况下, 人们依然能够富裕起来。如荷兰北部沿海沼泽地带位于海平面以下 2英尺, 生存

环境恶劣, 而且矿产缺乏, 人们最初连生活都难以维持, 但是后来依靠发展股票和造船, 成为世

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北海道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这样一个现实, 即

贫困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分布在生态恶劣的地区�。例如, 中国的贫困地区, 总是与严重的水土

流失、或干旱缺水和土地荒漠化、或高寒气温低、或土地贫瘠等恶劣生态环境和环境退化联系在

一起。借用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 似乎可以将贫困人口的特点表示为: �富裕的人们可有各种不

同的环境, 而贫困人口所处环境特点都很相似。� 因此, 不仅是生活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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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人口, 都容易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劣性而与贫困联系在一起。没有

人能够否认西部恶劣的生态环境与人们的贫困之间存在一种非常强的相关关系, 正是这种相关

性, 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生活在西部的少数民族人口必然通过恶劣的生态环境这个介质与贫困结

下了不解之缘。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容易同时也是贫困人口的原因。

2�少数民族人口贫困发生率比较高的第二个原因, 可能来自于人口本身的解释。少数民族

人口本身规模不大 (只占全国总人口 8�4% ) (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由于少数民族人口

基数小, 因此少数民族人口中贫困人口所占的比重相对就比较大, 贫困发生率较高也就不足为奇

了。此外, 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生率偏高, 据 2001年统计年鉴资料和五普资料, 中国西部 8个民

族地区的粗出生率为 18�24� , 比全国人口的粗出生率 14�03�高 4�21个千分点。其中民族地区
的少数民族人口粗出生率为 21�30� , 比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出生率 17�63�高 3�67个千分点。贫
困地区的出生率更高, 例如新疆的国家贫困县在 2002 年出生率普遍在 15�以上, 有些高达

25� , 远远高于少数民族总的出生率。这导致了作为分子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 要快

于作为分母的少数民族总人口的增长, 并助长了 �越生越穷, 越穷越生� 的恶性循环。由于少数

民族新增贫困人口比重增大, 也使得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和贫困发生率二者进一步重合。

3�国家扶贫攻坚战役在中东部的战绩, 使得内地汉族地区贫困人口急速减少, 也是造成西

部少数民族人口与贫困人口重叠分布的原因。

经过 20多年的国家扶贫攻坚战役, 在全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贫困人口

从80年代初的 2�5亿下降到当前的不到3000万, 贫困发生率从 30%减少到不到 5%, 其中在中

国中部和内地的贫困人口下降最快, 成绩最显著。东部地区贫困人口在全国贫困人口的比例从

90年代初的 10�14%下降到 90年代末的 6�81%, 西部地区的比例则从 51%上升到 55% �。这种

状况使得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集中现象更为显著和突出。

(二)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成因以及脱贫的障碍因素分析

贫困的状态基本有两种: 一种是整体的连片贫困, 或者叫做地域性贫困, 一般以绝对贫困为

主; 另一种是局部的个体贫困, 即便整个地区经济发展了, 依然存在一些个体的贫困, 这类贫困

既有绝对贫困, 也有相对贫困, 而且这类贫困脱贫更难。从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贫困表

象上看, 两种类型都有, 但是仍然以第一种类型为主。因此, 我们可以从区域发展、社会公平和

政策因素以及人文因素等多方面探讨造成西部少数民族人口贫困的原因。

1�从区域发展的客观条件看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 贫困人口所在的区域存在由于整体上的经济不发达而导致的集中连片

的贫困人口分布现象。从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分布上看, 由于以绝对贫困为主, 且集中连片分

布, 因此, 地区经济的不发达所造成的贫困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归结起来, 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 1) 经济发展的基础薄弱底子差, 缺乏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包括资金、技术和必要的资源

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 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生产要素条

件, 包括自然资源和足够的生产要素注入, 在贫困地区这些生产条件是缺乏的, 或者全部缺乏,

或者部分缺乏而不能匹配。

� 缺乏发展资金成为经济不发达的重要原因。

西部经济发展落后体现在投资能力低, 发展缺乏资金。根据统计, 2003年西部国内生产总

值为 22955亿元, 仅占全国的 12�95%, 西部地区的人均 CDP 在 2003 年为 6306 元, 不到全国平

均水平的 70%。由于缺乏必要的积累, 缺乏发展启动经费和后续经费的投入, 因此极大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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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针对中国贫困地区 (主要是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缓慢, 存在大面积贫困的情况, 国家从上个

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了针对贫困地区的扶贫攻坚计划, 主要就是向西部缺少资金的地区大量注

入发展资金, 提高地区发展能力和水平,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

度, 不仅扶贫资金的分配重点向西藏等五个自治区以及云南、贵州、青海等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

西部省份倾斜, 而且还专门安排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等专项资金, 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

特殊困难和问题。据统计, 从 1994年到 2000年, 国家共向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

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投入资金 432�53亿元, 占全国总投资

的38�4%, 极大缓解了西部地区发展资金短缺的困难。对于西部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

大的推动作用, 在减少西部地区贫困人口规模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范围和大量地降低了贫

困人口的数量, 但是对于个体的或个别群体的贫困, 其作用却有限。

� 地理位置偏于一隅, 资源环境的整体组合条件出现欠缺, 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

响。

中国的西部地区总的来说资源非常丰富, 尤其是矿产、能源、草场资源等非常丰富。但西部

地区自然环境条件严酷, 缺乏农业发展的良好自然条件, 成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共同的特征。西

北地区干旱缺水, 土地贫瘠, 大量的土地呈现荒漠化景观, 农业生产的自然基础差。西南地区地

貌复杂, 地势陡峭, 土地破碎, 或高寒缺氧。在以农业人口为主要成分, 以农业生产为主要产业

的西部, 这些自然环境条件极大限制了农业的发展, 直接导致了人们尤其是农村人口整体生活水

平低下。虽然西部地区矿产和能源等自然资源丰富, 但对于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西部农村而言,

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更多是对国家整体和东部地区意义重大, 对西部来说, 农业资源的匹配不

理想对现阶段农村的发展制约是非常大的。

� 缺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和技术, 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状况差, 文化素质较低, 人力资源严重不足, 对区域经

济发展的制约是导致区域性贫困的重大制约因素。以西部 8个民族省区为例, 2000年0岁预期寿

命除了广西以外, 全部低于全国平均 73�77的水平, 其中西藏、云南、青海、贵州分别只有

66�15、66�89、67�57和 67�7岁。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婴儿死亡率高, 体残智障人员比重大。此

外, 整个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除了新疆和广西以外, 文盲率全部在10%以上, 其中西藏高达 55% ,

青海也高达23% ,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西藏只有 3

年, 青海和甘肃也不到 6年。西部每万人拥有的大 (专) 学生人数除了新疆、内蒙和陕西、宁夏

以外, 其他的都低于全国 3�6的水平 [2]
。由此可见, 当前在国家对西部资金方面的大力扶持下,

影响西部经济发展中最短缺的已经不再是资金, 而是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劳动者以及各类专业技

术人才。这不仅在过去, 更是在将来阻碍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障碍。

( 2)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发展不平衡, 起点较低

中国 55个少数民族, 发展的历史非常不一致。尤其西部的个别少数民族, 在新中国成立以

前甚至处在奴隶社会甚或原始社会, 一下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 从各方面都有许多的不适应。其

次,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政策, 受国际形势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影响, 长期存在着 �重边

防, 轻建设� 的问题, 贻误了发展的时机, 导致西部经济发展整体变得比较迟缓和落后。

( 3) 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及其相关政策

一般说来, 相对于富裕地区和城镇地区、贫困农村地区的人们由于地域、户籍、歧视等多种

原因, 在获得必要的发展资本机会方面处于劣势。长期以来, 局部民族地区更是如此, 因此形成

贫困 � 发展机会少 � 贫困的恶性循环。

但是近年来, 国家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特点, 在制度安排上对少数民族进行了一系列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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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 极大地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在各种机会获得上的优先地位。这些政策包括适当放

宽少数民族贫困县的扶持标准; 在扶贫资金和物资上向少数民族贫困县倾斜; 对民族贸易企业经

营的农副产品和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必需的工业品继续实行价格补贴; 国家在安排 �以工代赈� 资

金时, 将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作为投放的重点; 加强牧区的扶贫工作; 在少数民族

地区设立 �温饱基金� 等。这些制度安排方面的措施, 减少了一些制度设计本身对穷人不利的弊

端, 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群众的特殊照顾。对少数民族地区整体的脱贫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对某些民族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来说, 这种针对大面积区域性的政策的作用也依然有限。

2�从人文因素看民族地区的脱贫问题
如果说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揭示了为什么会造成贫困, 将贫困的责任归结为自

然、社会和政府, 那么人文因素则解释了难以脱贫的原因。就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来

说, 难以摆脱贫困的人文因素主要有:

( 1) 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使人们比较普遍地缺乏脱贫致富的迫切愿望。由于西部地

区地貌复杂, 交通不便, 再加上语言交流的障碍, 使得人们与外界的联系较少, 眼界受到限制。

同时, 这些生活在偏僻山区和荒漠边缘的人们, 已经适应了祖辈们世代沿袭下来的生活方式, 对

于外界的生活既不了解也不羡慕, 而且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自有一套对幸福的理解。例如, 一些

少数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中不提倡对财富和山林土地等资源的无节制占有, 一方面, 这有利于环

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 这些价值观念限制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欲望。具体表现为大

多数贫困人口安于现状。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值不高, 温饱成为大多数人追求的理想, 安贫乐命成

为当地一种主流的生活态度, 某些宗教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 �听天由命� 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
说, 对物质财富的欲望, 是改变贫困状态的出发点和动力。有了这种动力, 贫困人口才有可能为

获得这些财富付出努力, 并进而改变贫困面貌。然而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这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念, 严重削弱了获得财富的欲望。即便有了愿望, 但由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主要以农耕或

游牧的生活方式为主, 这使人们不愿意受到时间和工作的约束, 容易养成自由散漫的习惯, 与经

过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人们相比, 不愿付出更多的努力。

( 2) 安土重迁, 不愿意承担风险。安土重迁是西部少数民族的一个共同特征。由于大多数少

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和宗教, 内部环境的相对独立又大大加剧了本地文化与其他文化

的隔膜。这种状况严重地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与外界的交流, 包括一些比较传统的传媒工

具如广播、电视、报纸等, 都很少有人利用。由于语言和宗教的不同造成文化心理的不同, 人们

不愿直面外界的挑战, 也没有勇气出去竞争。因为离开民族聚居区进入较为发达的各民族杂居区

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一旦进入一个异质环境中, 他们将面临饮食、语言甚至心理等多方面的适

应, 因此不少人对外界异民族的生活, 往往有一种惧怕和推拒的心理, 心理承受力也显得十分脆

弱。不少人宁愿在家里受穷, 也不愿出去竞争和冒险。

( 3) 社区舆论和导向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在典型的乡土社会中人们十分看重 �面子�, 尤其
在少数民族社区中, 对那些普遍认为 �没面子� 的工种和职业, 当地人是很少涉足的。例如, 在

维吾尔族农村, 几乎没人愿意收购垃圾和废品。这就造成某些行业的空缺以及 �有钱没人赚� 的

现象发生。

( 4) 人力资本的欠缺, 使他们缺乏改变贫困状态的能力和信心。由于九年义务教育在西部地

区开始较晚, 不少地区至今仍然缺乏必要的民族语言教材和师资, 素质教育的目标难以在短期内

达到。同时, 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中缺乏针对农牧区, 尤其是针对少数民族农牧区的必要劳动技

能的培训, 即便人们已经有了比较强烈的获得财富的欲望, 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也往往因为缺乏技

术或能力而无力竞争。同时, 业余生活的极度贫乏, 致富信息渠道的不畅, 遏制了人们的知情选

择能力。这也导致人们在参与脱贫项目, 以及资助脱贫方面缺乏信心和勇气, 畏手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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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 与造成西部地区区域性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相比, 西部少数民族长期在恶劣的生

态环境中形成的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 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继续产生贫困和难以脱贫的重

要原因。这些人文因素, 表面看来是来自于少数民族群众内部的, 然而根源上还在于贫困本身,

而这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因此, 社会和政府有责任帮助他们改变这些不利因素, 进而帮

助他们彻底摆脱贫困。

三、少数民族人文因素解释的政策含义

贫困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具有代际传递和福利依赖的现象。较之区域整体发展的结构因素,

人文因素对人们的影响在时空的持续或逗留上更漫长、更深入, 因为社区规范的吸纳和吐故是需

要相当长的时间的。

以往中国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扶贫思路和措施, 虽然取得重大成效, 但是在贫困严重的少数民

族地区和人群中收效相对不大。无论是救济式扶贫还是开发式扶贫, 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经

济的落后和贫困面貌, 或者对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不太产生作用。� 投资少, 见效快� 的 �短平

快� 扶贫方式, 对这类贫困地区基本上不适用。这与那种只见 �树木� (物质因素)、不见 �森

林� (人文因素) 的传统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

由于传统观念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 一经形成就有着巨大的惰性和惯力。我们既不能选择传

统, 也不能摆脱传统, 而只能在传统的制约下谋求发展和前进, 求得不断的更新
[ 3]
。因此本文认

为, 政府在制定相关的扶贫政策时, 要考虑当地的传统观念和人文特点, 加强与扶贫对象的对话

和沟通, 了解其实际所需。考虑到地区差异和当地人们的不同需要, 对扶贫对象进行分类, 尽可

能提供各种致富信息和多种脱贫方案, 并鼓励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知情参与到各种扶贫项目中来。

减少针对整体的输血型扶贫, 加强针对个体的造血型扶贫力度。同时要加强对政策和项目实施的

调查、监督、评估力度, 及时调整相关政策。

在扶贫过程中, 要动员当地社会各界的力量。例如, 在社区舆论中起重要作用的往往不是一

般农牧民, 甚至村干部的力量也很有限, 而是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老、宗教人士和望族家长。如果

在扶贫方式的推行时发动这些社区精英出面作宣传工作, 就会引导社区舆论向着健康的方向发

展, 促使人们尽快更新观念, 打破那些不利的人文因素的制约,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脱贫行列中

来。

具体而言, 要重视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投入, 针对当地文化生活的贫乏和人们知

情选择力的低下状况, 可以通过提高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 通过推广普通话和增加信息交流, 通

过组织宣讲致富经验, 或者通过组织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群众进行劳务输出等方式, 开阔其视野,

激发其致富欲望, 大力提高他们的素质和人力资本存量。在加强自身竞争力的基础上, 提高少数

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参与能力。只有这样,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战才能取得持续的最终

的胜利。仅仅依靠外来的资金和技术等输入, 短期内能够见效, 但如果没有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

投入和参与, 从长期看来是难以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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