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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贫困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有其产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及发生、发展的变化规律，它
不仅是人口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发展问题。
    现代经济学认为，制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文化、制度和经济在文明社会中是一个紧密关联
的有机体，“文化是制度之母”，同一制度对不同文化的主体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绩效，因之产生不同
的结果（贫困和富裕）。
    目前，人们主要从经济、能力和权利三方面来定义和衡量贫困，对贫困成因，个人、社会、自然因
素各有侧重。
本研究从文化视角，遵循文化——制度 ——经济的思路，尝试用整合的方法来解释贫困，以推进对转
型期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解和解决。
文化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决不仅仅是穷人拥有相同的文化，社会结构和整体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人们的选择及生存状态。
文化不是传承的，是社会化的产物，具有社会属性，而贫困文化作为当前转型期中国断裂社会的一种
文化现象，其本质特征是土地至上，其文化结构可以精解为“面子要紧－土地至上－不流动”。
即贫困文化与“改善自我－财富最大化－流动”的社会主流文化之间是断裂关系，随着社会分化的日
益加剧，其断裂程度将会加深。
制度是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反映，它不仅具有经济增长、政治管理和道德教化功能，还具有收入再分
配功能，但由于在制度选择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程序不公平，制度往往成为主流文化的另一种垄断，并
可以从中获取垄断收益。
正是由于文化断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贫困人口处于制度的边缘，并产生制度边缘性的负效应——制度
排斥和制度失意，最终使穷人难以获得资源和机会而陷入贫困状态。
这就需要政府做出支助性的制度安排来改善穷人的组织和受教育现状，提高他们的市场和政治谈判能
力，诱使贫困文化的变迁，以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处境。
因为，只有自我持续发展才是真正成功的发展，只有自我持续脱贫才是真正成功的脱贫。
    因此，贫困不仅是人们的一种生存状态，而且也是一种选择（不管是自愿还是无奈），从一定意义
上可以认为，文化断裂下的制度边缘性是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个体和社会双
重因素引发了贫困，这比贫困文化和社会排斥、社会剥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相对贫困存在的必然性和绝对贫困存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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