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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消除贫穷已成为近来联合国各次会议和首脑会议的中心主题 特别是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1995年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 2000年千年首

脑会议 千年宣言 内载一项承诺 决心在 2015年年底前 使世界上每日收入

低于一美元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
1
 

2. 贫穷是一个多层面的现象 其特征为低收入和低消费 饥饿和营养不良 健

康不佳 缺乏教育和技能 无法得享饮用水和卫生 易受经济和社会冲击之害等

这些特征彼此密切相关 低收入限制了获取基本货物和服务的机会 而无法获取

货物和服务则限制了创收的机会 贫穷通常与诸如种族 族裔和性别等其他社会

因素相关 反映现时或历史上针对某些社群的歧视模式  

3. 近几十年来 以各种不同方式衡量的贫穷率在全世界和大多数国家都已下

降 有些国家的贫穷率更是急剧下降 不过 另一些国家却日趋贫穷 而且最富

与最穷国家间差距与日俱增  

 二. 收入贫穷的趋势 
 

4. 1990年和 1998年间 按每日一美元的全球贫穷线计算 发展中国家的贫穷

率已从 29 降至 23 如能维持这一下降率 则 2015 年的贫穷率将为 1990年

比率的一半 贫穷人口的总数在 1990年代略为减少 从大约 13亿减至 12亿
2
 

5. 虽然每日一美元的全球贫穷线并不反映在高收入或中收入国家被视为非穷

人所必需的收入和消费 但却适用于一些最穷的国家 从而作为显示世界上极端

贫穷的程度 也就是无法满足对粮食 住房和其他绝对必需品的最基本需求的人

数 的一个有用指标 它对于监测贫穷 包括中收入国家的贫穷趋势也很有用

因为这些趋势一般与较高贫穷线的趋势相同  

6. 大多数穷人都在亚洲 其中南亚约有 52 200 万人 东亚 包括东南亚 约

有 26 700万人 不过 撒南非洲的贫穷率最高 约占其人口的 48 在 1990年

代终了时 其他区域的百分比如下 南亚 40 东亚 1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2  

7. 在东亚 贫穷率从 1990年的大约 28 降至 1998年的 15 穷人从 41 800

万名减至 26 700 万名 这一数目急剧减少主要是因为该区域经济增长迅速 人

均国产总值年增长率达 6.6 在 1997-1998年经济危机之前 中国 马来西亚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都已大幅减少贫穷 该危机导致贫穷在短期内大量增加 特别

是在印度尼西亚 大韩民国和泰国 在印度尼西亚 贫穷率在 1996年至 1999年

期间几乎增加一倍 但目前似乎又降至危机前的水平 在大韩民国 危机后的城

市贫穷增加一倍以上 但随后又减少了  



 

 3 
 

 E/CN.17/2001/PC/5 

8. 在南亚 穷人的比例从1990年的44 减至1998年的40 但穷人则从47 400

万名增至 52 200万名 在 1990年代 人均国产总值每年增加将近 4 但减少

贫穷的速度缓慢  

9. 在撒南非洲 1990年至 1998年期间 贫穷率大体不变 约为 48 穷人则

从 21 700万名增至 29 100 万名 人均收入在 1990年代略为减少 而商品价格

下降 内部冲突和艾滋病却导致许多国家日趋贫穷 不过 少数国家的贫穷率大

减 在乌干达 1990 年代经济增长迅速 几达人均 5 使贫穷率从 56 减至

44 在科特迪瓦 加纳和毛里塔尼亚 适度的人均经济增长加上不平等现象的

减少 导致贫穷率大跌  

10. 在拉丁美洲 贫穷率从 1990年的 17 减至 1998年的12 而穷人则从 7 400

万名减至 6 100 万名 在巴西 自 1994 年经济稳定之后 贫穷率在两年内减少

了 30 在墨西哥 贫穷率在 1995年金融危机之后上升 拉丁美洲同其他区域

一样 贫穷通常呈现明显的地理分布 贫穷集中于安第斯国家的农村高地和易发

生旱灾的巴西东北地区  

11. 在东欧和前苏联 由于人均国产总值下降和不平等现象增加 贫穷率在 1990

年代急剧上升 每日收入不足一美元的人数从 1987年的100万名增至1990的 700

万名 到 1998年则增至 1 800 万名 约占人口的 4 在俄罗斯联邦 在 1987

年和 1998年期间 实际人均国产总值下降 41 不平等现象剧增 使得 19 的

人口每日收入不足两美元 在有些东欧国家 在 1990年代后期 经济恢复增长

贫穷率下降  

 三. 不平等的趋势 
 

12. 近几十年来 全球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与日俱增 主要由于最富与最穷国家

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 世界人口中最富的 20 的平均收入对最穷的 20 的平均

收入的比率从 1991 年的 60 1增至 1994年的 78 1 世界人口中最穷的 20 仅

获得世界收入的 1.1 在 1991 年为 1.4
3
 

13. 在各国内 不平等现象并无明显的总趋势 在 1980年至 1990年代初期间

就具备可靠数据的少数国家而言 不平等现象似乎在 24个国家有所减少 在 19

个国家有所增加 不过 不平等现象日增的国家包括面积较大的国家 因此世界

人口中大多数可能都居住在不平等现象日增的国家内 印度尼西亚 大韩民国和

马来西亚已大幅减少不平等现象并实现迅速经济增长 这两种趋势结合起来导致

贫穷率大大下降  

14. 关于不平等现象的新的 经改进的调查数据涉及更多国家 并包括对许多国

家进行的多种调查 这些数据推翻了旧的看法 其中认为日趋不平等是发展进程

初期的一种正常现象 Kuznets假定
4  
新的数据显示 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

并没有一般的联系 但显著的区域性模式是存在的 不平等现象在拉丁美洲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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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较为严重 在亚洲和发达国家的程度较轻 人们日益认为 较平等的社会往往

能够更有效地应付经济 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冲击 分担压力和适应转变中的形势

此外 严重或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减轻经济增长对减少贫穷的影响 从而需要

更大幅的经济增长 才能例如将贫穷率减少一半 生产性资产分配的严重不平等

包括土地 资本 教育和保健等方面的分配不均 也限制了发展  

 四. 其他贫穷指标的趋势 
 

15. 1996 年世界粮食问题首脑会议制订的一个同贫穷问题相关的国际指标是在

2015年年底前将世界上饥饿和长期营养不良的人数减半 1996-1998年间 一般

认为将近 82 600万人长期营养不良 其中约 79 200万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这

虽然已比 1969-1971 年间发展中国家内超过 95 000 万人营养不良的情况显著改

善 但预测 2015 年将有大约 58 000万人 远远高出指标 为在 2015 年年底前

将饥饿人数减半 需要每年减少 2 000 万人 但自 1990 年代初以来 饥饿人数

则以每年不到 800万名的速率减少 在撒南非洲 1996-1998年间有 34 的人口

营养不良
5
 

16. 发展中世界五岁以下儿童平均死亡率已从 1980年的 135 每 1 000个活胎

下降至 1998年的 79 经合组织的平均数为 6 不过 1990年代进展减缓 未达

到在 1990年和 2015年期间实现减少三分之二的指标所需的比率 五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在南亚已大幅减少 每 1 000 个活胎中有 89 东亚为 43 中东和北非为

5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为 37 在斯里兰卡 中国和越南 儿童死亡率降低了四分

之三 表明在这方面所能取得的成效 撒南非洲的儿童死亡率仍然偏高 每 1 000

个活胎中超过 150 在撒南非洲若干国家 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几年之后又日

趋上升
6
 

17. 国际社会制订了在 2015 年年底前普及初等教育的指标 在 1990 年代 小

学年龄儿童的入学比例在所有区域都已增加 在东亚 小学教育目前已几近普

及 小学净注册率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约为 94 中东和北非为 87 在南亚

为 77
7
 不过 在撒南非洲 自 1980年以来净注册率仅略增为 60 在非洲

的 12个国家内 半数以上的小学年龄儿童未入学  

18. 教育的性别差距在所有区域都已减少 但在南亚和非洲 差距仍然很大 就

全球而言 未入学的儿童中约有 60 是女孩 小学中女孩和男孩的比率在南亚是

82 在撒南非洲是 84 中学的比率更低
8
 

 五. 贫穷 自然资源与环境 
 

19. 贫穷通常集结于农村地区 虽然很难比较农村和城市的贫穷现象 但估计世

界上约 75 的穷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近期的经

济增长和减贫努力都集中于城市 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差异愈来愈大 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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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化使得生活在城市地区的穷人比例日增 但预测到 2025 年时 世界上

60 的穷人仍将住在农村地区
9
 

20. 农村和农业发展对于减少农村贫穷特别有效 尤其是在1975年和1990年间

不过 许多国家在 1990年代的减贫速度都减缓 因为农业生产力的增长慢下来

发展政策和筹资都集中于以城市地区为主的外向型制造业 农业为大多数穷人提

供生计 但农业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比例从 1980年代后期的 20 减至 2000年的

大约 12 而且其绝对值下降了三分之二 85 以上的穷人生活在低收入国家

但这些国家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份额大致保持稳定 约为 63 而实际价值却一

直下降  

21. 环境退化和资源耗竭对穷人所产生的影响轻重不一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农

村地区的穷人 他们的生计和就业直接依赖自然资源 土壤 森林资源 水资源

牧草 野生生物和渔业的退化或枯竭 正使得许多国家更加贫穷 由于农村穷人

往往依赖能否取得木柴 饲料 水等共同资源和其他必需品 将公共土地私有化

的趋势也使贫穷加剧 虽然穷人可能出于需要和因为没有所有权 知识和资本而

被迫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 但大部分资源的退化都是非穷困者过度开

采的结果  

22. 许多地区近年来的经验显示 穷人参与的社区组织如获得授权 能在可持续

的基础上管理自然资源 支持社区发展和减少贫穷 地方社区和用户团体集体参

与资源管理 对于水资源 森林和牧场的养护和管理特别有效 在某些情况下

还使可持续产量大幅提升  

 六. 今后的挑战 
 

23. 为了实现 1990 年代国际社会制定的同贫穷问题相关的指标 既须实现稳定

的经济增长 又须作出具体努力以满足经济和社会需要 由于贫穷人口不断变化

每年都有一些人脱了贫 但另一些人则由于失业 患病 暴力 自然灾害或其他

不幸而陷于贫穷 所以减贫的努力必须包括制订政策和方案 通过社会安全网和

其他支助结构 减轻特别是接近贫穷线的人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脆弱处境  

24. 大多数穷人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仍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 因此在

1990年代必须日益优先促进农村和农业发展 以扭转这种发展日益不受重视的趋

势 将须作出重大努力 提高农业生产力 扩大获得土地 信贷 教育 保健

饮水和卫生的机会 减贫也将需要改进农村基础设施 包括市场 公路 运输系

统 通讯 电力和其他现代能源以及储蓄和投资的机构和奖励办法  

25. 农村穷人往往生活在穷乡僻壤 从而更难于脱贫 因此 在这种地区执行的

消除贫穷政策和方案应当包括农业研究和推广工作 以便开发和传播适于可持续

农业的作物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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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必须让代表穷人的社区组织和其他组织参与减贫的决策 这种组织应予支

持和加强 以便促进社区发展的倡议 改进同政府和其他社群的对话 在农村

地区 应让社区组织包括穷人参与管理当地的水资源 森林资源和使用牧场的

机会  

27. 另一个严峻的挑战将是满足贫穷妇孺的特殊需要 妇女承受贫穷的最大压

力 她们脱贫的机会一般受到较大的限制 促使妇女有平等机会从事创收活动和

获得土地 水 信贷和其他资源 对减贫是不可或缺的 贫穷妇女赚取和控制的

收入较男子赚取和控制的收入更可能用于改进营养 保健 教育和其他基本需要

也必须确保所有儿童均可获得基本教育和保健 并确保女孩享有接受各级教育的

平等机会 由于贫穷往往以家庭衡量 所以缺乏按性别划分的贫穷率和趋势的数

据 必须具备更准确的数据 以便评估按性别区分的贫穷问题和拟定处理这些问

题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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