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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波 贺坤 

【内容简介】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在十三五期间实现

“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

整体贫困”的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

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我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

是，随着扶贫攻坚的推进，扶贫的边际效益递减，扶贫难度增加，精准扶

贫的作用日益凸显，农民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城市务工实现收入增加进而

摆脱贫困，是我国实现全面扶贫胜利的重要动力，但农民工群体在向城市

转移过程中因多方面能力被剥夺且离开国家扶贫减贫的视线，呈现出更加

复杂多元的贫困问题。如何精准识别并通过“靶向疗法”解决农民工群体

的贫困问题，可以有效提升精准扶贫效率和脱贫效益，既能够推动农村减

贫，也有利于城镇贫困问题的解决，是做好新形势下脱贫攻坚工作和 2020 

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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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全面推进和深化脱贫攻坚工作，我国扶贫事业取得

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在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与谋求发展等目

标驱动下由农村劳动力自发形成的农民工群体，通过进城务工实现工资性

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一方面成为通过提高自身发展能力实现被动脱

贫向主动脱贫转变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该群体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刚性，农民工群体虽然在城市工作生活，

但是很难获取市民身份，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各类权益均难以得到有

效保障，生存和务工环境普遍低劣，患病、工伤、失业、突发事故等因素

都可能导致其在城市的脱贫努力付之东流，陷入贫困。由于外出务工者基

本是农村家庭中的优质劳动力，农民工群体是否能够通过在城市的努力摆

脱贫困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背后的农村家庭能够摆脱贫困。因此，有效解

决农民工群体贫困问题是提升脱贫工作效率和扶贫工作效益的关键，既是

如期完成脱贫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也是进一步提高整体劳动

生产率，有效提升我国劳动力要素供给质量，助力供给侧改革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一环。 

一、精准扶贫视角下推进农民工群体减贫的时代内涵 

长期以来，农村贫困人口占据我国贫困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我国的

扶贫重点一直放在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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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3 万人。截至 2017 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2 年末的 9899 万人

减少至 3046 万人，累计减少 685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末的 10.2%

下降至 3.1%，累计下降 7.1个百分点，农村脱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

是，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和贫困人口碎片化，扶贫的边际效益递减问题

凸显，并且城镇贫困人口不断增多，如何有效提升精准扶贫效率与脱贫效

益成为如期完成脱贫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以

农民工群体的形式进入城市务工，逐步从经济快速发展中成长为一支新型

劳动力大军，不仅成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也成为农村家庭

非农收入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对于农村贫困家庭而言，基本能够实现“一

人务工，全家脱贫”。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2017 年

我国农民工总数不断上升，平均每年增加 632.71万人，平均增速为 2.71%。

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农民工总数为 28171万人，其群体总量相当于农村居

民总数的近 50%，该群体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贫困问题的影响不断扩大。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刚性，农民工群体虽然在城镇工作生活，

但是很难获取市民身份，实际上成为农村家庭向城镇的延伸，仍然带有明

显的原居住地贫困痕迹，并在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因户籍导致的多方面能力

和权利被剥夺，表现出新的贫困特征，成为城镇贫困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根据我们的测算结果，与收入维度相比，农民工群体在教育、社保、住房、

健康、社会融入等维度均表现出较高的贫困发生率。农民工的贫困是典型



— 4 — 

的多维贫困，而不是传统的收入贫困，且无论与城镇户籍居民相比，还是

同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相比，农民工群体在各个维度下均表现出更为严重

的多维贫困状况。其原因在于，农民工群体既脱离了国家在农村扶贫减贫

的视线，又因为非市民化的身份无法纳入城镇扶贫减贫的政策范畴，处于

“夹心地带”，相较于农村贫困和城镇贫困，农民工群体的贫困问题具有

“隐蔽性”、“复杂性”和“脆弱性”等特点，不仅影响农村贫困问题的解

决，也加剧了城镇贫困问题。 

因此，研究和解决农民工群体的贫困问题，可以有效提升精准扶贫效

率和脱贫效益，既能够推动农村减贫，也有利于城镇贫困问题的解决，是

推进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的扶贫攻坚

工作、 2020 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以及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二、多维贫困理论与测度方法发展对推进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 

对于中国二元城乡体制下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其面临的复杂境况使

传统单维贫困理论的适用性受到了极大局限。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辨识农

民工群体的贫困问题，需要从多个维度来识别和瞄准贫困。 

在传统的减贫策略中，收入水平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是一种有效的方

法。长期以来，理论界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大体上都也都是基于物质层

面上的一维方法，即将单一的收入标准作为贫困的测度指标。国际上的反

贫困项目大部分都属于此类，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根据购买力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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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价格计算的每人每天 1.9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然而，随着经济的

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多元化，贫困的存在形式和演绎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

以收入作为衡量标准的单维贫困测度只能反映人类发展和贫困的一个方

面，而不能充分反映收入之外其他维度的贫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

蒂亚·森（Amartya Sen）基于能力视角提出的多维贫困理论能够从更广阔

的视角来定义和分析贫困，弥补了单一维度衡量贫困的不足。在此基础上，

牛津大学人类发展与贫困研究中心的阿尔凯尔（Alkire）和福斯特（Foster）

于 2008年提出多维贫困的识别和分解方法（AF），使多维贫困的测度成为

现实，该方法也成为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测算多维贫困的主要方法。在上

述基础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 2010年公布了全新的 MPI 测度指

标体系，成为衡量发展中国家多维贫困程度主要指数。 

多维贫困理论和测量方法的发展为我们研究农民工群体的多维贫困

提供了有力工具，通过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多维贫困的识别和分解，全面和

深入地认清当前农民工群体的现实贫困问题，能够精确“瞄准”当前脱贫

攻坚的短板，既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注入长效驱动力，又利于推动城市减

贫工作，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和脱贫攻坚政策体系，切实

实现精准扶贫。 

三、从多维角度推动农民工群体脱贫的对策建议 

1.立足实际，尽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 

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方面，很多中国学者立足我国国情做出了卓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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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探索，但目前针对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尚无统一标准。由于

数据可得性以及研究视野等方面的限制，现有用于测量多维贫困的多维贫

困指数包含着许多未能达成共识的问题，即使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设定的较为成熟的 MPI 指标体系，也没有依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实需要

确定有差异性的测度指标。因此，我国应尽快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民工

群体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权能差异出发，

选取因市民化身份导致的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群体间能力剥夺差异最

为显著的就业、教育、健康、住房、社会保障和社会融合等维度，从国家

和政府层面设定统一的测度指标和被剥夺临界值，并针对具体指标开展数

据监测与统计，为精确识别农民工群体发生贫困的维度和全面提升精准扶

贫工作效率奠定坚实基础。 

2.还权赋能，以战略思维推进农民工群体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劳动力源泉，应当成为城市发展的基

础动力和战略资源，城市管理部门应以战略思维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建立有助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绩考核制度，注意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

社会发展特点，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反贫困和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积极推

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城镇化和市民化为抓手对农民工群体“赋权增

能”，通过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重新整合，改善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环境，

打破传统户籍管理体制造成的二元城乡分割对农民工脱贫努力的束缚，降

低城市生活成本和风险对农民工务工收入的侵蚀，充分释放农民工群体谋

求自身发展和参与城市建设的潜能，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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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筹兼顾，完善农民工群体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分担机制 

完善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分担机制，进一步构建中央政府与地

方政府、人口迁出地政府和人口迁入地政府之间的财政成本分担机制，建

立农民工群体城乡和区域迁移专项基金，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

多维贫困识别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充分利用多维贫困测量工具精确识

别脱贫攻坚短板，保障和提升农民工群体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

能力受限的贫困人口着重培育造血功能，注重通过教育资源的供给和实用

技术技能的培训来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基本可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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