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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特征、类型及成因分析 

——以云南省南华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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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脱贫攻坚战完成以后，绝对贫困问题已经消除，多维贫困问题将长久存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民族地区贫困的特征、类型及成因的研究有助于推动该区域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根据典型民

族地区南华县的实际情况来看，民族地区具有贫困发生率高、返贫风险高、贫困地区连片分布三个主要特征；民族

地区的多维贫困主要表现为思想文化贫困、能力贫困、个体内生动力缺乏三类；贫困原因主要在于生产经营方式滞

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条件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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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是在空间上具有世界普遍性、在时间上具有恒久性的问题。在 2020年我国消除绝对贫困，开启乡村振兴行动。民

族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原因，与其他区域之间存在经济社会差距。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对推进贫困户脱贫致富实

现乡村振兴，加强社会安定和边疆稳定，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学界关于民族地区贫困的特征、类型和原因的研究成果较多。民族地区贫困特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民族地区受自

然、地理、历史、文化、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自然环境恶劣、市场化水平低、生活方式落后、思想观念封闭、教育医疗资

源缺乏是民族地区贫困农村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具有贫困发生率高、贫困脆弱性高、高风险返贫三方面的特

征。对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类型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根据贫困成因可以将民族地区贫困类型细分为收入贫困、能力贫困、资源贫

困、文化贫困、制度贫困；根据贫困的维度可以将贫困分为绝对贫困(称为生存贫困)和相对贫困(发展贫困)。对民族地区贫困

原因的研究：从农户家庭经济为主的传统生计模式结合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特殊性来看，传统生计方式是现代社会转变困境的

阻碍，形成了民族地区贫困的原因。综上所述，对民族地区贫困的特征、类型及原因的研究较多，但民族贫困地区贫困农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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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特征、多维贫困类型和原因的分析仍缺乏针对性，尤其是在 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背景下如何重新审视民族地区贫困农

户的特殊性仍有待继续研究。 

南华县位于云南省中部高原地区的楚雄州，96%的面积是山区，主要分布有汉族、彝族、回族和白族四个主体民族，少数民

族人口占 44.29%，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本研究以云南省南华县数据为例，归纳梳理南华县农村贫困的特征、类型及成

因，对客观准确把握云南民族地区的贫困规律，规划区域乡村振兴具有借鉴意义。 

1 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特征 

1.1贫困发生率高 

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基础薄弱，贫困发生率较高。2014-2016 年全国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7.2%、5.7%、4.5%、3.1%、1.7%，南

华县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14.77%、11.62%、9.18%、2.69%、1.16%。南华县贫困发生率是全国贫困发生的两倍。楚雄州南华县贫困

面广量大，贫困程度较深，全县共有 6镇 4乡 128个村(社区)，1489个村(居)民小组，总户数 84519户，乡村人口 193863人(2017

年末)。根据扶贫建档立卡情况统计，2014 年 6 月，全县有 2 个贫困乡镇、20 个贫困行政村、6941 户贫困户、26261 名贫困人

口。2015年末建档立卡未脱贫贫困户 5387户 20661人，全县建档立卡的农村扶贫人数为 20661人；贫困村共 20个，约占 15%。

2018年未脱贫 614户 2069人，按照 2014年末全县农村户籍常住人口数(不包含农转城人口)177791人计算，全县贫困发生率为

1.16%。 

1.2返贫风险高 

民族地区个体的思想、文化差异造成民族地区返贫风险高。南华县部分贫困群众思想上安于现状，内生动力不足，个别贫

困群众不愿退出贫困行列，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等、靠、要”思想，青壮年外出务工现象普遍，当地多为“无业可扶、无法离

乡、无力脱贫”的贫困劳动力。按照“应纳尽纳、应退尽退”原则，南华县 2014-2018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中脱贫返贫户数及人

数分别为：21户 92 人、12户 53 人、33 户 145人、25户 97人 28户 101人。2018年虽然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大，但是返贫人

数比上年增加。 

1.3贫困地区连片分布 

云南省共有 91个县区是属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大部分县区是典型的民族地区。楚雄州共有 11个县级行政单位，其中有 8

个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以南华县为例，与南华县相邻的姚安县、牟定县、楚雄市均为云南省集中连片贫困县区。南华县作为

云南省 7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是云南省解放战争时期 59个革命老区县之一。相比之下，汉族地区 2800万左右的

贫困人口仅占汉族区总人口的 2.7%，集中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所确定的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的 334 个县，每个县平

均 8.3万贫困人口。 

2 民族地区农村多维贫困的类型 

实现多维型贫困脱贫不是靠短期内的收入提高，而是着眼于长期的个体自身生活能力提升。民族地区的农村多维贫困主要

表现为思想文化贫困、能力贫困和个体内生动力缺乏。 

2.1思想文化贫困 

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地理空间中，民族地区的贫困农村潜移默化的形成了当地特有的区域性亚文化。南华县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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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当地部分民族地区群众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有独特的区域亚文化，但当地部分贫困群众思想观念较为落后。2014 年南华

县共有数字电视用户 3.1万户，占全县的 36.68%，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用户 1.5万户，仅占全县 17.75%。外界信息的缺乏，当

地亚文化难以突破本身局限。 

2.2能力贫困 

能力贫困是贫困主体对于社会资源获取或分配在机会、能力或手段上缺乏或处于劣势，难以与外界环境有效互动获得持续

性的自我发展或整体性发展的能力。阿玛蒂亚·森认为“相关能力不仅是那些能避免夭折，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能受到教育

及其他这样的基本要求，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就”。能力缺失导致民族地区贫困个体难以摆脱或改造当前生活环境，处于“信

息隔离”和“教育隔离”的状态中。2017 年南华县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 88%，高级中学 1 所，专任教师为 195 人，毕业生 800

人。高中阶段教育资源有限以及学生毕业人数减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难以实现增加，导致能力贫困状态难以改善。 

2.3个体内生动力缺乏 

个体内生动力是个体有强烈的想法和愿望提升当前生活状况，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民族地区部分个体内生动力的缺乏，导

致贫困代际继承模式普遍存在，致富进取心不强，动力不足，贫困状态的改变很困难。南华县部分农户为获得稳定的贫困户补

贴，对家庭收入的填写不符合实际情况，阻碍了当地政府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部分真正贫困农户并没有得到帮扶。 

3 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成因 

贫有千种、困有百样，找准病根，才能药到病除。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原因主要是生产经营方式滞后、经济结构不合理、基

础设施条件滞后。 

3.1生产经营方式滞后 

民族地区贫困农村一般采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小农户生产方式，种植的作物种类多沿袭当地传统作物，并未对作物种

植进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水平落后，存在农产品的质量和种类与市场脱节的现象，市场竞争力弱。南华县农作物主要以

烤烟、玉米和萝卜为主。烤烟种植成本高，村民前期购买烟苗、地膜、复合肥花费较大，种植数量要按种植前和烟叶站签订合

同为准，合同外的烟叶，烟叶站不予收购，农户对剩余烟叶的销售承担风险。种植萝卜对水资源需求量较大，但水利设施条件

简陋，产量低，经济收入少。 

3.2产业结构不合理 

根据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理论，区域产业结构是随着经济发展处于永无止境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如果产业结构落后，将导致

经济滞后。从南华县的实际情况来看，支柱产业仍是传统农业，产业现代化水平有待加强，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从产业水平

来看，2018年南华县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楚雄州的比例分别为 8.57%、5.8%、6.42%，南华县三大产业占楚雄州的比例

增长缓慢，第二产业比例最低，当地居民收入渠道狭窄。从产业结构来看，2014 年南华县生产总值为 43.93 亿元，三次产业的

产值分别为 12.29亿元、13.58亿元、18.06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 33.6:33.4:33，第一产业的比重最大，三次产业的比例

相当，无法发挥二三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优势。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弱，缺乏农业现代化技术，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难以实现

经济增长。 

3.3基础设施条件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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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县贫困农村道路交通、饮水安全、住房保障以及就医四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条件滞后，导致基本民生问题的产生：

一是行路难，2015年南华县共需要通村路面硬化 221.7公里，南华县存在时间较长的“断头路”，省道 103线纪家村段有着“十

年断头路”的历史；二是吃水难，在南华县的边远贫困山区、干旱地区水源缺乏、道路崎岖，存在供水阻碍大、水质不符合标

准等问题；三是住房难，根据《云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全省脱贫攻坚 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意见》，2017

年南华县共锁定了 4类重点对象 8064户，根据危房等级认定标准，南华县有 C 级危房 2323 户、D级危房 701 户，截至 2018 年

南华县还有 2000户危房改造户未达到“安全稳固、遮风避雨”的房屋居住要求；四是看病难，一方面是收入低，看不起病成为

一个大问题，另一方面是医疗卫生资源的缺乏，贫困居民就医困难。 

4 结论 

由于云南省民族农村地区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具有特殊性，贫困类型具有多样性，贫

困原因具有复杂性。在已经消除绝对贫困的今天，如何重新审视民族地区的贫困特征、贫困类型和贫困成因，把握其贫困规律，

因地制宜，防止民族地区农村绝对贫困发生和大规模返贫，巩固民族地区农村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茶洪旺.发展中的贫困问题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案例分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29(01):104-110. 

[2]张跃平，徐凯.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贫困特征及“扶志”与“扶智”的耦合机制建设——基于四川甘孜、凉山两州的调研

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9(05):150-152. 

[3]张丽君，罗玲，吴本健.民族地区深度贫困治理：内涵、特征与策略[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1):18-23. 

[4]鲁建彪.关于民族贫困地区扶贫路径选择的理性思考[J].经济问题探索，2011(05):150-154. 

[5]马绍东，万仁泽.多维贫困视角下民族地区返贫成因及对策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8(11):45-50. 

[6]郭纹廷.乡村振兴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路径优化[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39(03):163-167. 

[7]左停，李卓，赵梦媛.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减贫与发展的内生动力研究——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

报，2019(06):85-91. 

[8]张俊浦.西北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原因的社会学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29(03):90-93. 

[9]赵玲玲，沈万根.吉林省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精准脱贫的对策[J].延边党校学报，2017，33(01):66-68. 

[10]周文华.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高校贫困生资助策略[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1)：39-42. 

[11]田豆豆.关键是走出“能力的贫困”[N].人民日报，2016-01-27. 



 

 5 

[12]李小云，高明.现代性与亚文化：深度性贫困少数民族群体消费与贫困的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3):37-46. 

[13]黄文娟.楚雄州南华县精准扶贫的现状及问题分析[J].价值工程，2017，36(15)：21-22. 

[14]普润香.农村反贫困存在的问题与现状分析——以楚雄州南华县 P村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30(18):176-177. 

[15]高洪深.区域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