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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re are a few theories on defining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such as competence frailty theory ,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theory and poverty group theory.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are distinctiv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 extreme poverty , economic dependence , being discriminated in system identification , low

individual quality and being marginalized in society. Many reasons resulted in the existence of the groups

including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and society , irrationality in induce distribution system , problems in

tax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 personal quality and ability. Disadvantaged groups of different types may leas to

different kinds of crises and imp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 problem can only be solved

by common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 regulations , society and members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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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产物 , 一个庞大

的社会弱势群体逐渐形成。近年来 , 对此问题

的关注和研究 , 主要集中在弱势群体的界定、

成因、特征、危害及治理等方面。

一、弱势群体的界定

11 能力脆弱论。郑杭生认为 , 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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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指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

人或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

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1 ] 。杨团认

为 , 弱势群体就是在社会各个群体中处于劣势

的脆弱的一群。他们可以从是否丧失具有市场

竞争能力的人力资本、是否难融于所处地域的

社会生活、难于与其他群体享有平等的公平权

利、是否远离社会权力中心和社会对弱势群体

既定评价等角度来界定[2 ] 。邓志伟认为 , 社会

弱势群体是指人类社会中创造财富、积聚财富

能力弱 , 就业竞争能力弱、基本生活能力差的

人群[3 ] 。

21 社会地位论。刘书林认为 , 弱势群体

并不是指主观方面的条件有什么低下或缺陷 ,

而是指权力和权利方面 , 发展的机遇方面 , 生

活的物质条件方面不具有任何优势的人们[4 ] 。

张敏杰认为 , 弱势群体应指由于自然、经济、

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难以像正常人群

那样去化解社会问题造成的压力 , 导致其陷入

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5 ] 。李福勇认为 ,

弱势群体之“弱”, 一是弱势的经济基础和发

展竞争力 ; 二是弱势的社会政治地位及各种公

民权利[6 ] 。

31 群体构成论。何平认为 , 弱势群体主

要包括四种人。一是下岗职工或已经出了再就

业服务中心但没有找到工作的人 ; 二是那些从

来没有在国有单位工作过 , 靠打零工、摆小摊

养家糊口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 ; 三是进

城的农民工 ; 四是较早退休的“体制内”

人[7 ] 。王思斌认为 , 弱势群体包括儿童、老年

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失业者和贫困者甚

至包括单身母亲、吸毒者、酗酒者等[8 ] 。孔祥

利认为 , 弱势群体主要是指国企的下岗职工、

失去土地的农民、城镇的失业者和半失业者、

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和无业者、农村的

“五保户”和贫困户、城镇的贫困人口及靠政

府低保救助的生活者、农村辍学者及在校的贫

困生[9 ] 。

41 相对弱势论。成思危认为 , 弱势群体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全国 , 农民便是弱势群

体 ; 在城市里 , 进城务工的农民和下岗失业工

人是弱势群体 ; 在股改中 , 中小投资者是弱势

群体[10 ] 。张宇认为 , 由于一些社会阶层在资

源的生产和分配中所占份额相对比较少 , 在经

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 , 而

成为弱势群体[11 ] 。李林认为 , 在具有可比性

的前提下 , 一部分人群 (通常是少数) 相对于

另一部分人群 (通常是多数) 在经济文化、体

能、智能等方面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 此部分

人就是弱势群体[12 ] 。

二、弱势群体的特征

11 生活状况的贫困化。郑杭生认为 , 社

会弱势群体一般来说是其个人及家庭生活达不

到社会认可的最基本标准的有困难的群体[13 ] 。

钱再见认为 , 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决定了弱势群

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 , 既表现为生活水平

的数量低下 , 又表现为生活质量的低层次

性[14 ] 。刘书林认为 , 弱势群体具有许多客观

特点 , 他们与权力、金钱、热门行业无缘 , 不

具有在职业、教育、社会关系、家庭等方面的

任何优势 , 在改革中他们是受益比较少的一部

分人 , 他们的生活状况基本处于紧张状况 , 有

的甚至难以为继[15 ] 。沈立人也指出 , 弱势群

体一般收入分配不多 , 只能维持生存和生活必

需 , 生活质量不高 , 生活方式简单 , 谈不上发

展和享受 , 高档商品与他们无缘[16 ] 。

21 心理承受的脆弱化。沈立人指出 , 弱

势群体政治上、社会上缺乏竞争力 , 他们本应

当靠自己的努力来争取改善其处境 , 但是机遇

不多 , 并且风险不小 , 经济上、社会上风吹草

动他们首先是受害者[17 ] 。彭子细认为 , 弱势

群体具有社会心理动荡不安的脆弱承受能力特

征。他们对强势群体的资源占有机会、分配不

公 , 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 而又无能为力 , 导致

他们普遍具有被剥削感和挫折感 , 由此产生不

满、焦虑、苦闷与悲观心理 [18 ] 。朱力认为 ,

弱势群体恰恰是社会的各个群体中经济承受力

和心理承受力较弱的群体 , 成为社会结构的薄

弱带[19 ] 。

31 制度认同的边缘化。钱再见指出 , 弱

势群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底层 , 他们的政

治参与机会少 , 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低 , 远

离社会权力中心[20 ] 。孙立平则将弱势群体的

政治影响力低称为制度性歧视。突出表现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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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务工的人员身上 , 在某些大都市地方政府规

定了许多不允许他们从事的工种 , 现行的户籍

制度使得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受教育、享受医

疗保险等方面被边缘化[21 ] 。石彤认为 , 从事

较高职业健康风险工作的人 , 因为工伤或职业

病致残 , 不仅带来经济补偿、就业及家庭等问

题的出现 , 更使这一群体容易被社会排挤边缘

化[22 ] 。

41 自身素质的低劣化。彭子细认为 , 受

教育程度低是我国弱势群体的一个特征 , 他们

文化素质低 , 大多数人没有技术专长。个人竞

争力弱 , 其经济收入少[23 ] 。陈岗认为 , 弱势

群体有强烈的受挫情绪和严重的被剥夺感 , 其

正常心理受到不同程度扭曲 , 公民、公德意识

及相应的品行修养比较差[24 ] 。

三、弱势群体的成因

11 经济社会的转型。郑杭生认为 , 弱势

群体被弱化的原因是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社

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市场经

济体制的确立必然为追求效率而产生优胜劣

汰 , 必然在分配上拉开档次和差距 , 必然由于

产业结构调整而将淘汰、萎缩没有前途产业中

的工人[25 ] 。肖文涛认为 ,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正逐渐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 市场竞争遵

循的优胜劣汰法则 , 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人成

为胜者和强势群体 , 另一部分人沦为败者和弱

势群体[26 ] 。张蕾认为 , 弱势群体是计划经济

体制下实行的就业政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必

然结果 , 是产业结构趋同化、重复建设和盲目

投资的结果[27 ] 。王小宝认为 , 弱势群体中的

农民工和失去土地的农民是城乡二元体制的产

物 ; 义务教育以外的收费制度改革 , 在转型期

教育救助不到位的情况下 , 形成了新的受教育

弱势群体[28 ] 。

21 分配制度的不合理。范恒山认为 , 改

革开放后 , 收入分配渠道的多元化及分配制度

的不规范 , 形成了收入分配上强者越强 , 弱者

越弱的“马太效应”, 不显形地但却是强有力

地加快了弱势群体的产生[29 ] 。薛晓明认为 ,

政府在制定分配政策的过程中 , 只能根据社会

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 不可

能保护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 , 因而某些社会成

员变成了弱势群体[30 ] 。王小宝认为 , 城乡收

入差距拉大、城镇贫富收入悬殊、地区收入差

距明显、行业收入差距扩大 , 使收入和财富占

有高度分散化[31 ] 。

31 社会保障制度的失缺。郑杭生认为 ,

弱势群体产生于社会福利的不完备、不健全 ,

在福利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情况下 , 社会弱者

是不存在的[32 ] 。朱庆芳认为 , 社会保障是市

场经济运行的安全阀和稳定器 , 但在我国 , 它

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社会保障覆盖率低 ,

保障基金严重短缺 , 社会福利政策没有倾向贫

困户 , 因而加剧了贫富差距的程度[33 ] 。范恒

山认为 , 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不规范以及

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缺陷 , 使一些无收入或低收

入城镇人口得不到必要的、及时的救助而最终

积弱成群[34 ] 。

41 个人素质较差。昝剑森认为 , 大部分

失业者和下岗职工文化素质偏低 , 谋生渠道单

一 , 择业观念陈旧 , 是形成弱势群体不可忽视

的重要因素[35 ] 。董辅　认为 , 由于个人年龄

增大、健康不佳、残疾以及文化教育程度低、

缺乏专门技能等都是形成弱势群体的个人因

素[36 ] 。薛晓明认为 , 弱势群体产生的个人原

因包括 : 个人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身体素

质、家庭赡养系数、就业人口和家庭收入及思

想观念等四个方面[37 ] 。

四、弱势群体的危害

11 导致群体间的矛盾与对立。郑杭生认

为 , 从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系看 , 当这种

关系达到极致时 , 就会导致弱势群体的激烈反

抗 , 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视心理 ,

社会中就会潜伏冲突的危机 ; 从社会协调发展

与弱势群体关系看 , 若不能保障社会弱势群体

的基本生活、不维护他们的基本利益、不尊重

他们的人格尊严 , 社会就不会稳定和谐[38 ] 。

21 违背社会公正。钱再见认为 , 以低收

入和贫困性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弱势群体的问

题 , 首先就违背了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 弱势

群体窘迫的存在状况和低劣的生活质量 , 也不

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 弱势群体由于

生活压力大 , 经济承受能力差 , 风险抵御力

弱 , 这一庞大的队伍中就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

·25·



险 , 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39 ] 。

31 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周良沱认为 , 目

前我国弱势群体承担了改革成本而未获益 , 当

他们无法负担生活压力时 , 一点点刺激便不惜

采取过激的举动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 ; 弱势

群体对社会稳定最大影响莫过于高失业率对社

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 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复

杂心态和失望情绪会转化成一种社会离心力甚

至反社会倾向 , 容易引起对改革的否定性评

价 ; 弱势群体容易被国际反华势力和非法组织

所利用[40 ] 。

41 滞缓经济的发展。覃丽华认为 , 一是

导致即期消费需求萎缩 , 进而形成“生产过

剩”, 降低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 二是预

期消费压力增大 , 抑制民间投资增长势头 ; 三

是收入差距过大 , 表现在行业、城乡、东西部

之间 , 使得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向

高收入地区和行业 , 造成了经济结构失衡 , 资

源配置畸形 ; 四是弱势群体问题的日益突出 ,

社会公众对改革的认同感也发生了变化。改革

若不能获得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广

泛认同和支持 , 则不可能取得真正意义的成

功[41 ] 。

51 诱发各种危机。孔祥利认为 , 弱势群

体造成的危机按结果有以下几种 : 一是贫困危

机。由于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低下、物质资料

极度匮乏 , 从而使他们身处生存生活状况十分

困苦的境地而造成的危机。二是秩序危机。弱

势群体的利益如果被忽视或侵害 , 就会使他们

通过非理性的方式来表达、维护和争取 , 从而

导致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紊乱造成危机。

三是犯罪危机。当社会矛盾激化 , 经济压力和

心理负荷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 社会风险将首先

从庞大的弱势群体中爆发 , 容易诱发各种犯

罪。四是认同危机。弱势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对

自己的现状感到不满意和失望时 , 会对社会和

政府及其政策产生怀疑 , 容易受到一些非法组

织和邪教的欺骗 , 从而造成危机[42 ] 。

61 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薛晓明认为 ,

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惠及 13 亿人的全面小

康社会 , 而弱势群体的出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中的不和谐表现 ; 目前弱势群体的主体

是工人和农民中的一部分 , 若不关注弱势群体

的生活状况 , 会影响党的执政之基 ; 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共同富裕 , 体现社会公正 , 若弱势群

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 , 基本权益得不到维

护 , 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43 ] 。

五、弱势群体的治理

11 政府治理。孔祥利认为 , 在弱势群体

诱发的危机治理中 , 政府应扮演主导性角色。

政府应出台有关解困、扶贫、就业与再分配政

策 , 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所有劳动者、资金来

源多渠道、管理法制化、保障方式多层次的社

会保障制度和管理体制[44 ] 。张敏杰认为 , 解

决弱势群体问题的政府政策重点有七个方面 :

解困和就业政策、农民权益保护政策、共同富

裕和扶贫政策、社会福利和财政政策、社会保

障政策、人口政策以及收入再分配政策[45 ] 。

郑杭生、李迎生认为 , 我国针对弱势群体的社

会政策模式应当是补偿性社会政策与发展性社

会政策的结合。前者主要是指社会保障政策、

社会救助政策、住房补贴政策及其各种基本权

利的保护政策等。后者主要是指就业政策、教

育政策、积极的扶贫政策等[46 ] 。王思斌认为 ,

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辅助弱势群体的政策理

念 ; 建立整合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体系 ; 提

高行政部门的政策执行能力[47 ] 。

21 法律治理。郑杭生认为 , 建立相关政

治保障机制 , 保证弱势群体能够通过各种途径

合理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 , 进一步完善法律制

度 , 为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保障提供必要的法

律支持[48 ] 。孔祥利认为 , 必须对政府行为立

法 , 明确规定政府施政行为的一般原则 , 使政

府在管理和解决弱势群体问题时 , 有法可依、

有法可约束[49 ] 。田菩提认为 , 制定、完善与

下岗职工、农民、民工、妇女等弱势群体相关

的权益保护法律法规 , 保护他们在劳工制度、

经济利益、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 ; 为弱势

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 形成一系列配套的福利法

律咨询服务与法律援助体系[50 ] 。刘卓红、胡

宜安认为 , 弱势群体的弱势性表现为 : 一方面

权利微弱 , 无权主张和表达自己利益 ; 另一方

面 , 受违法行为侵犯 , 维权艰难。因此 , 推进

政治文明建设无疑是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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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51 ] 。

31 社会治理。钱再见指出 , 必须大力发

展社区服务 , 建立社会互助网络 , 针对弱势群

体提供小型多样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体系 ;

要大力发挥第三部门和社会志愿者的支持作

用 , 鼓励创建各种民间团体、设立基金会 , 以

及发展专门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持、保护和服务

的慈善机构[52 ] 。肖文涛认为 , 各种非政府组

织、团体乃至个人 , 都是当前辅助弱势群体的

力量 , 要动员和引导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及海

外各界人士慷慨解囊 , 携手扶助济贫[53 ] 。田

菩提认为 , 要倡议和组织优势群体 , 通过社会

公益事业、福利事业 , 积极救助弱势群体 , 在

社会中形成关心弱势的良好氛围[54 ] 。张敏杰

指出 , 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对扶助和支持弱势群

体的主要途径有 : 第三部门即那些非政府且非

营利的机构 ; 社区即在一定地域内 , 按一定的

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具有共同人

口特征的地域生活共同体 ; 人际关系即人们通

过彼此互相交往 , 增加思想感情交流从而产生

一种亲密感并从中吸取力量 ; 通过新闻媒体用

舆论监督的手段来反映弱势群体的疾苦 , 解决

存在问题 , 呼吁社会公众伸出援助之手 ; 志愿

服务[55 ] 。

41 自我治理。张敏杰强调 , 必须加强弱

势群体中的个体自身支持意识 , 家庭里以初级

社会关系和人生价值取向为基础的个体支持系

统 , 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 并进而发掘他们的潜

能 , 提高他们的竞争力[56 ] 。宋希仁认为 , 弱

势群体自身也应减少依赖性 , 增强自主、自立

能力 ; 要克服自卑感 , 培养自尊、自强精神 ,

把他律与自律结合起来[57 ] 。朱力认为 , 社会

扶助与弱势群体自救结合。一方面要充分激发

弱者的自信心 , 调动弱者的潜能 , 使他们立足

自身 , 经过艰苦奋斗 , 摆脱暂时的困境 ; 另一

方面 , 社会支持要侧重于形成“造血机制”,

教给弱者战胜困境的合法手段 , 创造摆脱困境

的各种有利的条件和机会[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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