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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政府相继垮台，也

门、叙利亚、巴林、沙特阿拉伯等国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社会动荡，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北非中东变局有着错综

复杂的原因，贫困问题是这次浪潮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贫困的内涵与测度

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又叫生

存贫困， 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
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

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这样的个人或家庭就称之为贫

困人口或贫困户。 从生产方面看，劳动力缺乏再生产

的物资条件，难以维持自身的简单再生产，生产者只

能进行萎缩再生产。 从消费方面看，人们无法得到满

足衣、食、住等人类生活基本需要的最低条件。相对贫

困是指相对于一般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而言，生活处

于最低层次的状况，即生活水平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

生活标准的状况。通常是把人口的一定比例确定生活

在相对的贫困之中。 比如，有些国家把低于平均收入

40％的人口归于相对贫困组别。 世界银行的看法是收

入只有（或少于）平均收入的 1/3 的社会成员便可以

视为相对贫困。
贫困线是区分穷人与非穷人的界限，是判断收入

或消费的重要临界线。人均收入是用于测定贫困线的

主要指标。 目前采用的贫困线有两种：一种是世界银

行发布的贫困线， 该组织 2008 年将国际贫困线修改

为每人每天支出不足 1.25 美元； 一种是每个国家根

据国情不同而制定的官方贫困线［1］。

二、北非中东变局的贫困问题分析

（一）北非中东变局中的贫困状况

目前阿拉伯世界 1/3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埃及 8000 万人口中近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约旦

约 1/4 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 也门是世界上最贫穷

的阿拉伯国家，2300 万人口中 40%的人失业，30%的

人营养不良，50%的人处于赤贫状态。 日益增长的贫

困人口成为变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北非中东贫困原因

经济结构失衡。 突尼斯原是法国殖民地，殖民地

时期形成的单一经济结构使其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由

于这种经济结构多年来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因此突

尼斯的经济发展始终受制于世界市场。 2008 年全球

金融危机爆发后，突尼斯传统的制造业和加工业仍依

靠廉价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 未及时进行技术革新，
在内需不旺的同时又面临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减少的

窘境。世界金融危机使以出口和旅游业为主的突尼斯

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海外投资也相应萎缩，贸易逆差

逐步攀升，经常项目赤字在 2010 年占到突尼斯国民

生产总值的 4.1%。 埃及的对外贸易以旅游、运河服务

收入和侨汇为主，商品出口未受到重视。 2005-2009
年，埃及的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只有

16.6%， 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高达

30%。 其出口商品以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为主，缺乏资

本性货物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市场以欧美为主。 正

因为如此，埃及未能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

获得较多的经济利益。 叙利亚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基

础薄弱，大多数国企面临管理落后、设备陈旧、效率低

下、产品积压、亏损严重等困难。 在产业结构方面，其

对农业和石油工业的依赖有增无减，加工业显示出疲

软态势。也门的经济基础薄弱，工农业生产落后，大部

分生产和生活资料依赖进口，石油收入占国家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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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0%，工农业比重小，工业企业规模偏小，设备陈

旧，产品质量无保证，缺乏市场竞争力。
失业率高。突尼斯国内失业率的实际数字远高于

官方公布的 14%，失业人员中，有近 3 成是大学生，
特别是大学毕业生，甚至硕士研究生等等。“茉莉花革

命”的导火索就是一位失业的大学毕业生摆地摊遭到

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随即自焚抗议。从这次事件的导

火索就可看出年轻人失业是个很大的问题，正是这些

失业的年轻人成为了大规模骚乱的主力，最终导致了

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政权的终结。 埃及穆巴拉克政府

将国内投资集中于石化、纺织、金属制造等资本密集

行业，而对吸纳主要就业的中小企业和农业发展未投

入足够重视，加上劳动制度僵硬、就业市场扭曲、人口

不断增长，因此也未能有效缓解国内高失业状况。 失

业率高居不下，长期保持在近 10%水平。
物价飞涨。 2011 年突尼斯国内前十个月价格指

数增幅超过 4.5%，高于 2009 年的 3.4%。 特别是日常

生活品价格飞涨， 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以

至于民众在抗议中高呼：“需要面包、奶酪、汽油等。 ”
埃及长期存在较高的通货膨胀，尤其是近年来，受进

口食品价格高涨和政府物价补贴政策改革的影响，通

货膨胀水平走高，2008 年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 18.3%，
之后虽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不下，2010 年通货膨胀率为

11.1%，2010 年底， 在全球石油和食品价格上涨的背景

下，埃及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增大。
两极分化。 为刺激增长，穆巴拉克政府推行了以

私有化为主导的经济改革， 私有化改革在推动 GDP
增长的同时，却使埃及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 世界银

行估计近年来埃及人口 40％的人（约 2800 万人）生活

在贫困线以下， 而两成的富人拥有 55%的社会财富。
利比亚原油产量占全球的 2%， 但石油财富并没有惠

及其 600 万的人口，少数权贵掌握了巨额的财富。

三、北非中东变局的贫困问题对我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

计 划 （1994～2000）》 和 《中 国 农 村 扶 贫 开 发 纲 要

（2001～2010）》的实施，我国扶贫事业取 得 了 巨 大 成

就。 然而，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

水平不高，制约贫困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 2011 年

11 月 16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按农村贫困标准 1274
元测算，2010 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 2688 万人。
而 2011 年 8 月 5 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中国城市发

展报告 No.4》称，我国城市有 5000 万相对贫困人口

［2］。 可见，我国扶贫攻坚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优化经济结构， 构建中国经济结构协调发展战

略。 我国应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制度创新，营造优化结构的

政策环境，引导与激励结构调整与优化；完善市场经

济体制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优化结构的作用；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处

理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处理好

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

体经济的关系。 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重点领域与

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加强调控和监管，稳定物价。 2010 年和 2011 年，

CPI 涨幅节节攀升，群众生活压力加大。 因此，要按照

“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综合施策、重点治理、保障民

生、稳定预期的原则”，坚持扶持生产、保障供应与抑

制不合理需求相结合， 实施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

效机制相结合， 理顺价格关系与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相结合，抑制价格上涨势头，切实保障人民生活，保

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为此，要发展生产、加大投放，
保障供应。要加强市场监管，严惩价格违法行为，规范

市场秩序。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 促进以创业带动就

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

条件。 我国人力资源丰富，这是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发

展的有利条件。同时，我国扩大就业的压力很大，就业

形势严峻将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面临的重大课题。要

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扩大就业，千方百

计增加就业岗位，鼓励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加强就业

观念教育，营造自主创业的社会环境。运用好财税、金

融政策，增加融资渠道，放宽市场准人限制，加强技能

培训和信息服务，积极培育创业主体，使更多劳动者

成为创业者，推动创业型社会建设，扩大就业容量。推

进就业体制改革创新， 健全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

系，注重青年的就业问题。 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鼓励和引导大学生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就业。规

范和协调劳动关系，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发展和谐

劳动关系。
深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防止两极分化。 合理的

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表现。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

极分化。 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

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

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

避免两极分化。他强调：“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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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 ”［3］

如果富的越来越富，贫的越来越贫，产生了两极分化，
那就走上邪路了。第一，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健全劳动、 资本、技

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初次分

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

加注重公平。 第二，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

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第

三，加大个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

格局。 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

重，切实对过高收入进行有效调节，取缔非法收入。
加快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的

一项重要社会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

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还存在覆盖

面小、保障水平低、制度不健全等问题。 在新的形势

下，必须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要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

险制度，发展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 随着经济的发展

和国家财富的增加，要拓展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标准，
使更多的城乡居民分享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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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图书室、电脑室、培训部等农民工触手可及的“文化

服务站”，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求来配置资源，为农民

工营造了一片精神家园，使农民工渐渐地融入到城市

生活与城市文化当中，这样才能建立长效机制并发挥

更好的效益。
其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介入。 地方公益性

文化事业单位应该面向农民工开展一系列的免费文

化艺术服务，使农民工及其子女能够享受和利用当地

丰富的文化资源。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也应依托城市

社区，积极参与农民工文化服务工作，成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有力补充和生力军， 使农民工找到城市

“归属感”。 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介入，会更有利于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问题的解决。
其三， 政府通过购买第三组织服务为农民工服

务。 尽管有不少社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着文化服务，
但从整体来看，由于我国农民工基数较大，这种文化

服务的数量、力量显得过小。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相

关方面的培育力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不断

壮大社会组织，鼓励非盈利组织进入到为农民工提供

精神文化服务的领域。一些政府部门在为农民工提供

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往往采用“自上而下”的机制，这样

难以获知农民工真正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利用非盈

利组织带动、 鼓励农民工自行组织文精神文化活动，
丰富其工作之余的时间。

其四，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为避免农民

工因正当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引起压抑感，政府要积极

推进劳动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从法律、法规上保障

农民工正当权利。具体表现：首先，政府应该规范劳务

中介机构，取缔非法中介，并从政策和项目上为农民

工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 其次，政府应利用地方高校

资源，根据用人单位对技能要求，对农民工进行职业

技能培训，同时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督，保障农民

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 最后，政府应尽快打破

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壁垒，有效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

的实际困难。

四、结语

提高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安全阀”功能有助

于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以及社会的稳定， 抑制社

会“不和谐”现象的出现，但此“安全阀”并不能彻底

解决农民工问题，究其根本，应该加快体制改革，解决

人口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实行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

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因此，丰富农民工精

神文化，可当作现阶段 的 辅 助 性 手 段，发 挥 其“安 全

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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