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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贫民” 

    

 建设“小康社会”的讨论热余温尚在，一个新词汇——“城市贫民”浮出了水面。 

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截至2002年11月，我国的城市贫民已远远超过了1400万的底线，共1998万

城市居民陷入极度贫困。而今年3月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援引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说，中国目前城市贫

困人口有3000万左右，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10，并仍在不断增长。 

这仅仅是占中国人口约1/5的城市。要加上广袤的乡村地区数量该是多少？对具体数字学界估

算不一，但最保守的估计农村的贫困人口也在3000万左右。 

亚行在《2002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中说，中国在最近几年已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持续的经

济增长和以消除贫困为目标的政策的确立，已使农村贫困人口由1994年的8000万下降到2001年的

3000万以下，大约占农村人口的3%。然而，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设立的，

比每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低很多。 

城市贫民：一个“新”社会阶层 

“城市贫民”这个概念是在2002年12月12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民政部共同举办的“中

国城市反贫困论坛”首届国际研讨会上首次被中国政府高层在公开场合正式使用，他表明中国政府

开始以现实的态度正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并谋求积极解决。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贫民”现象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但自90年代以来，失业日益普遍化，随

着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失业人员为主体

的新贫困阶层。而国营企业普遍的低效率和亏损，以及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的落后，更加壮大了这

个队伍，加剧了贫困的程度。 

另一方面，城市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在“2000北京经济论坛”会上，北京市研究室的人士发言

说，北京市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7

倍，而北京市目前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由此可见一斑，更可怕的是，贫富差距仍

在以3.1%的增长速度继续扩大。 



统计表明，到去年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仍有500多万人没有找到新工作，全国城镇登记失业

人员还有681万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将在短期内造成国有企业新的失业下岗。而且，大量

涌进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民工，会使城市贫民的境况更加严峻。 

“城市贫民”雪球越滚越大，也越来越引起众多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因为“城市贫民”往往

具有地域集中化、赤贫化等特点，极易造成集体暴力化和犯罪蔓延等社会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形成

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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