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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写作本书起因于2001年一次街头路人的聊天。
一日作者在街头散步，两个路人边走边说：“现在不怕了，大不了吃低保！
”当时，政府正运用行政杠杆在城市急速普及低保。
先生负责低保工作，民众有这样的反应，心里自然是非常高兴的，说明政府做了一件安民的工作。
回到家讲起此事，先生未及高兴，儿子就说：“爸爸，你的工作还没做好。
天桥上总有要饭的。
”儿子的话一针见血，正所谓“童言无忌”。
这以后，作者在街头又多次听到人们谈论低保，他们的言谈引起了作者的思考，那就是，贫困问题看
来决不仅仅是穷人本身的问题，贫困问题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如何处理贫困问题也不仅仅是政府一个
部门的事情，它与许多行政部门甚至政府决策都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也就是说，贫困与政府公共管
理有着直接的关系。
　　作者一直在做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研究工作，未曾涉猎过贫困问题，既然贫困与政府公共管理有
着直接的联系，又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于是作者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
经过数年，今年初终于完成了书稿。
回想这几年的写作过程，犹如走了一趟珠穆朗玛。
真是苦不堪言。
　　众所周知，贫困管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06年测算，全球有8，54亿人的食物无法满足其最基本的能量需求，其中有8.2亿人
生活在发展中国家，2500万人生活在转型国家，900万人生活在工业化国家。
可以说，贫困问题存在于每个国家以及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
尽管发达国家的情况大大优于发展中国家。
但按照相对标准，美国也有3000万以上的人口低于美国的贫困线而需要政府给以不同形式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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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贫困与公共管理：理念、体制、政策与技术　　贫困，一般性的定义就是指社会中的一些人
由于缺乏基本的衣食住行条件，生活处于贫困状态。
缺乏食物就会产生饥饿，而缺少收入，则有可能意味着无钱看病、上学、无钱购买房屋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在中国，一般人都能说出许多原因，如人们往往认为，贫困产生于天灾，或者是由于懒惰；学者大多
还会作出有深度的学理分析，但中国学者多将贫困现象归为经济的不发达。
这样，无论是一般人的常见，还是学者的分析，其基本理念都是将贫困作为一个社会自然或经济现象
，似乎与制度性的安排没有多少关系。
其实．如果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贫困都不仅仅是自然而然的社会现象。
贫困并不完全由天灾、懒惰。
甚或是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
贫困现象总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发生与存在，这样一来，贫困就与政府管理有了干系，也就是说。
贫困现象都是发生在特定的公共政策框架之内，是与政府的公共管理密切联系的。
　　举目世界，不同国家由于经济和社会制度安排的不同，从而使得贫困管理结构出现了多方面的差
异性，而不同的管理结构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并且对社会整体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一些国家的贫富和这些国家人民的整体贫富状况并不完全一致。
有的国家，尽管富裕程度较高，但由于体制的缺陷，其国内的贫困人口较多，贫困人口的困难程度也
比较深。
而有的国家，尽管发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同，却没有发生极端贫困的现象，贫富的差距
不大。
比如，一个外国人到印度。
即使没有医疗保险，也可以在公费医院中享受免费的医疗；而在当下的中国，即便是国人，如果没有
医疗保险，当有重大疾病时，就会遇到较大的麻烦，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远高于印度。
　　在一个国家内。
在同样的制度下，贫困现象的产生是不是主要取决于个人的禀赋包括聪明程度及家庭的富裕程度呢？
其实也不完全如此，公共管理在这种制度下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比如，有的国家就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一个富裕的家庭要把全部财富留给子女也不容易，国家制度参
与了家庭财富分配，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成员之间的财富起到了调节作用。
又比如，我国曾一度实行全方位的计划经济，并以阶级成分管理国民，国民收入处于绝对平均和绝对
贫困的状态。
因此，贫困现象并不完全决定于人们的自然禀赋，政府的公共管理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贫困管理>>

媒体关注与评论

　　贫困不仅仅是经济过程的产物——它是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尤其是，它是政府机构的责任心和负责态度的产物。
　　——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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