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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云南直过民族扶贫研究 

董赛赛
1
 

（云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摘 要】：当前关于贫困的衡量存在很多种方法和分析框架,可持续生计这一框架的核心是生计资本。目前云

南直过民族是在全省甚至全国范围内最贫困的种族,他们的贫困问题应该得到重视。目前很多直过区仍然处于贫困

的状态,他们早日顺利脱贫对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早日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可持续生计的

视角,利用生计资本的内容分析直过民族的贫困类型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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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为确保 2020 年所有人能一起进入小康社会,需要我们做出最后的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云南省委、省政府于 2016年 3月专门召开了“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推进会,并且

制定了《云南省全面打赢“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战行动计(2016—2020 年)》,决定用 5 年的时间,要打赢“直过民族”的脱贫攻

坚战。本文通过引入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SLA),系统的分析云南直过民族地区的贫困类型并提

出对策建议。 

2 云南直过民族的基本状况 

“直过民族”,是指从原始社会末期或者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较少民族,“直接过渡的地区”则被称

为“直过区”。云南省共有 9 个直过民族包括:独龙、德昂、基诺、怒、布朗、景颇、傈僳、拉祜、佤族。新中国成立以来,虽

然云南省加快了对直过民族的扶贫开发,直过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背

景等因素决定了它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低层次,总体的发展仍然比较滞后,“直过民族”整体贫困程度仍然较

深。 

3 可持续生计框架 

目前可持续生计框架被广泛接受和普遍应用的是由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他们提出的框架共包括五部分:第一是脆

弱性内容;第二是生计资本;第三是结构和过程转变;第四是生计策略;第五是生计输出。这个框架以人为中心,他们拥有的资本称

为生计资本,包括人力、社会、自然、物质和金融资本。而生计资产的获得和增长则是由社会、机构和组织环境共同决定。 

4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云南直过民族贫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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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计资本 5 个方面的评价,将贫困户的贫困类型划分为:人力资本贫困型、社会资本贫困型、自然资本贫困型、物质资

本贫困型、金融资本贫困型。 

人力资本贫困型。指人们的知识水平、技能和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贫困型主要是家庭劳动力由于老、弱、病、幼及教育

文化程度低和缺乏劳动技能所导致的贫困。落后的生育观念以及对劳动力的潜在需求,导致直过民族不合理的生育行为,使其陷

入人口增长—不合理利用资源—贫困的循环,最终导致直过民族的劳动素质低,科技推广和技能培训难度大。 

社会资本贫困型。指人们在追求更好的生计这一过程中所用的社会资源。它包括 3 个部分:社会关系网和社会组织,如宗教

组织、亲朋好友等;垂直的社会关系,如上级或者和领导的关系;水平的社会关系,如与其有共同利益的人。社会资本贫困型是由

贫困户的社会资源和人际网络的缺乏从而造成了贫困,这类贫困一般情况下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信息比较闭塞从而导致对外交流

困难和人际及社会资源缺乏。 

自然资本贫困型。泛指维持生计所需要的资源和相关服务,可以分为无形的公共资本和可以直接用于生产的资本及生态服

务。直过民族多位于高山、河谷等地貌条件复杂的地区,山高坡陡,耕地破碎,导致直过区耕地资源稀缺,耕地产量较低,导致自然

资本的缺乏。 

物质资本贫困型。包括为了维持生计所需要的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是人们拥有的各种固定资本的总和,它的意义在

于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力。物质资本贫困型的人们,他们的物质资本仅仅限于日常生活的使用,所拥有生产价值的物质资本十分

缺乏,贫困户的生计方式单一,非农化十分困难。 

金融资本贫困型。指人们在消费和生产这一过程中为取得生计目标需要的资金。它是 5 种生计资本中最直观但同时也是最

难调查的一种资本。金融资本的缺乏使他们的收入只能够维持日常生活,导致他们的非农活动受到限制。 

5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云南直过民族扶贫问题的对策 

当然,直过民族的贫困往往是多种生计资本缺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强调以人为中心,从五个不同的方面考虑贫困问

题的综合性,为这一民族的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综合的视角。 

5.1提高人口素质和劳动技能 

落实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使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不断提高直过民族人口的受教育文化程度,针对直过

区的交通不便这一基础设施的现状,应增加学校的数量,为适龄儿童入学提供便利。根据直过区的实际情况,组织劳动力培训,提

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如:加强从事农业劳动力的农业技能培训;加强二、三产业劳动力的就业培训,拓展贫困户的生计途径。 

5.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贫困户的危房改造或异地搬迁,从而提高贫困户的居住条件;改善他们的交通状况,完善道路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方便

居民出行,有利于其生活,另一方面,可以加强他们与城镇之间的联系,有利于获得就业机会和农产品销售等,有利于生产;改善用

水条件,保证贫困户的用水安全和方便,为生计提供保障。推进生态环境工程建设,开展土地的整治,从而提高耕地的生产力。 

5.3构建系统的国家社会支持体系 

针对直过区的特点,制定脱贫规划;成立贫困户的资金互助合作社,为贫困户多样化的生计策略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立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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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计问题的特征,从多个维度帮助直过民族。为他们提供外出务工信息,有计划地实施劳务输出;改善贫困村的交通状况以方便

贫困户物资运输和对外出行。 

6 总结 

本文通过研究背景和意义以及云南直过民族基本情况的介绍,基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分析了云南直过民族的贫困类型,通过

贫困类型提出了对策建议,为直过民族早日脱贫、我国早日实现小康社会提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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