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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贫困问题历来是世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的民生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针对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反贫困的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在提高社会成员生活
水平、保持社会公正、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以及分配政策等原因，
中国贫困问题呈现出新的特点，原有的社会政策已经不能完全满足解决新的贫困问题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从2008年起，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持承担了“中
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研究项目，希望通过对我国城乡困难家庭进行全面、真实、
系统地跟踪调查和研究分析，深入了解我国城乡困难家庭的贫困现状，系统跟踪把握困难家庭的贫困
走向，分析评估国家反贫困的社会政策及其绩效，为促进国家反贫困工程建设以及完善其他各项社会
政策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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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表3-16中我们可以看出，41-50岁年龄段的人员，其可支配收入、工薪所得、转移性收入和社会
救济收入相对来说比较高，这说明41-50岁年龄段成员是家庭的顶梁柱，家庭的主要收入来自于这部分
人。
51-60岁年龄段的人员，其经营所得、财产性收入和失业保险收入较高，这说明这一部分人中可能存在
一部分下岗职工，因此生活比较贫困。
61岁以上年龄段的人离退休收入和赡养收入较高。
　　4.婚姻状况与城镇贫困家庭可支配总收人　　为了解在不同背景变项之下，城镇贫困人口在对家
庭可支配总收入的态度上是否有显著差异，本研究以单因子变异数为样本，分析比较不同婚姻状况的
城镇贫困人口对家庭可支配总收入的态度，经统计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1）就全国而言，在
平均工薪所得方面，已婚家庭的最高，未婚家庭的最少；在经营所得方面，已婚家庭的最高，离婚家
庭的最少；在财产性收入方面，已婚家庭的最高，而未婚家庭的最少；在转移性收入方面，丧偶家庭
的最高，而未婚家庭的最少；在离退休人员退休金方面，已婚家庭的最高，而离婚家庭的最少；在赡
养赠送收入方面，丧偶家庭的最高，而未婚家庭的最少；在失业保险金收入方面，已婚家庭的最高，
而未婚家庭的最少；在社会救济收入方面，已婚家庭的最高，而未婚家庭的最少；在可支配收入方面
，已婚家庭的最高，而未婚家庭的最少。
　　（2）就东部而言，在平均工薪所得方面，已婚家庭的最高，而未婚家庭的最少；在经营所得方
面，已婚家庭的最高，而离婚家庭的最少；在财产性收入方面，已婚家庭的最高，而未婚家庭的最少
；在转移性收入方面，丧偶家庭的最高，而未婚家庭的最少；在离退休人员退休金方面，未婚家庭的
最高，而离婚家庭的最少；在赡养赠送收入方面，丧偶家庭的最高，而已婚家庭的最少；在失业保险
金收入方面，已婚家庭的最高，而未婚家庭的最少；在社会救济收入方面，已婚家庭的最高，而未婚
家庭的最少；在可支配收入方面，已婚家庭的最高，而未婚家庭的最少。
　　（3）就中部而言，在平均工薪所得方面，已婚家庭的最高，而未婚家庭的最少；在经营所得方
面，已婚家庭的最高，而未婚家庭的最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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