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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贫困”一词在苏联时期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学教科书中并不存在，这主要是受意识
形态的认识局限。
当时人们用“低收入居民群体”去描绘那些生活上存在困难需要政府提供特殊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的
人们。
事实上，贫困作为一种动态的、历史的和地域的概念，它随着时间和空间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而
变化，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
差异，贫困的性质、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有很大不同。
苏联关于“低收入居民群体”的范畴实际上就是对“贫困人群”进行的规定，是对“贫困”概念的模
糊化定义。
　　贫困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和地域的概念，关于贫困的定义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学者也给出了
非常丰富的不同定义。
如汤森的定义为，“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与社会活动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
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雷诺兹的定义为，“所谓贫困问题是指美国有许多家庭，
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江亮演的定义为，“通常所称的贫困是指生活资源缺
乏或无法适应所属的社会环境而言，也就是无法或有困难维持其肉体性或精神性生活的现象”；世界
银行的定义为，“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微和人力发展不足，它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包括缺
少发言权、权利和被社会排斥在外”；等等，不一而足。
综合学者或者权威机构的定义，可以得出有关贫困概念的一般共性：贫困是一个动态过程，它随着外
部环境，尤其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变化以及公众对“最低生活”的理解而变化，也就是对
是否贫困的界定随时间和环境变化而变化；从外延上看，贫困表现出复合特征，它总是和“落后”“
困难”等概念相关，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甚至“肉体或精神的”各个方面，除了收入，还可以用
教育、健康、营养、卫生、饮用水等多种指标来衡量贫困；从对贫困的认识标准来看，贫困具有客观
社会性，即贫困能获得社会公众普遍承认；从贫困的实质看，它属于“物质的缺乏”“参与机会的缺
乏（或称权利的缺乏）”和“能力的缺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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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洲研究丛书·贫困与国家转型：基于中亚五国的实证研究》以中亚五国的贫困问题为切入点
，通过梳理各国独立前后各个时期的贫困特征、性质、类型、差异及其演变过程，着重分析了导致各
国不同时期贫困变化的种种因素，探讨的主要问题是贫困与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及文化变迁
之间的复杂关系。
贫困在中亚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苏联时期已有之，各国独立初期与21世纪又有新的发展和变化；中
亚的贫困问题既具有学理意义上的共性特征，又具备显著的地区性特点；贫困问题既是中亚各国历史
、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伴随物，反过来又影响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转轨的进程；中亚
各国所制定的减贫战略约束条件不同、运行机制不同、运行效率也不同，最终结果也有所不同。
《亚洲研究丛书·贫困与国家转型：基于中亚五国的实证研究》侧重于探讨中亚五国的贫困问题产生
的深层次历史与现实因素，并对与此相关的各国政治和经济转轨进程做出理论分析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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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实上，中亚各国在进行价格自由化这项对市场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都考虑到了普通民
众，尤其考虑到了生活困难民众的物价承受力，这是各国采取分阶段开放物价政策的主要因素。
　　所有制领域的改革也是如此。
各国普遍认为，国有资产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是经济改革的核心，各国独
立之初很快就通过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法”，并规定了私有化方式、目标和具体过程。
在私有化目标上，中亚各国采取了与东欧国家全面私有化不同的道路，即仅对部分国有资产如住宅、
小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转为私人所有，对某些大型企业和部分中等企业改为非国有化企业，在产权上
部分转移或者只转移经营权，几乎中亚所有国家均规定重要战略性资源不实行私有化，如土地、矿藏
、水资源、森林、动植物资源等自然资源和文化历史古迹等。
　　从中亚各国所有制改革的实践看，各国之所以分阶段进行，而且没有实行全面的非国有化和私有
化，主要是基于中亚各国的基本国情：一方面大多数民众生活困难，在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过程中缺乏
自有资金，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有步骤推行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为社会提供缓冲空间，避免激化社
会矛盾并失去改革支持。
另一方面，应对财政困难，国家保留对部分资产的国有性质，有利于加强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提高政
府财政收入。
应该说，这两项经济领域的重大改革从目标、方式和过程的政策制定都或多或少受制于国家经济实力
下滑和民众生活贫困化的现实。
　　第二，贫困对各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较强抑制作用，在国家贫困化和民众生活贫困化的双重影响
下，一方面国家缺乏资金投入新兴产业，填补国民生产领域的薄弱环节；另一方面，在结构调整的成
本与效益之间，受经济实力影响，各国往往为回避结构改造的巨大成本，国家继续依赖原有经济优势
部门以获得财政来源，这为产业调整造成了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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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贫困与国家转型(基于中亚五国的实证研究)》由杨进所著，中亚国家独立至今已近20年，对中亚的
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逐渐形成一种热潮，各种研究成果不断推出，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广泛。
但是正如本书研究综述所言，由于种种原因，对中亚的研究还存在许多学术薄弱点，例如社会领域，
例如贫困。
事实上，贫困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理论性极强的研究领域，它不仅与政治有关，也与经济、社会等
学科领域紧密相连。
本书之所以选取贫困问题作为中亚研究的切入点，一方面是基于该问题之重要性，另一方面是试图通
过本研究改善中亚学科在该领域的薄弱点，因而就研究领域而言可以算作一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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