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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对贫困的认识
修改后的贫困统计数字可以增进人们对发展进程的理解

直
 言

不 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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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世界银行高级

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修改后的贫困统计数字可以增进人们对发展进程

的理解，设想你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总理，你已经努

力工作了多年来改革本国经济以便使经济增长率持续

提高，减少贫困。当你正满怀信心认为事情进入了正

确的轨道，并且实现新千年发展目标已经有了很清晰

的进展时，出乎意料的是，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提出

的新的计算结果表明，你们国家的最新校正的国际贫

困率比过去想象的要高很多。你感到非常震惊，于是

你仔细思考，并且要求你的专家仔细检查他们的统计

结果。然而同样的，他们重新检验的实证

经验证据，证实贫困确实比你想象的要普

遍得多。

这差不多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

定者发现他们自从世界银行贫困国际比

较估计数据的发布以来所面临的处境。

这个消息的确让人清醒：我的同事Martin 
Ravallion和 Shaohua Chen的研究把衡量全
球贫困的标准调整为2005年物价水平为基
准的每日1.25美元，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较之用世界银行较

早的以1993年物价水平每日1.08美元的贫困
线衡量时要多。在对贫困的计量方法上有

了较大修改以后，他们估计14亿人口或者
说25%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生活在世界贫困线以下。过
去，在2007年发布的文献中，估计有9.5亿或者17%的
发展中国家人口每人每天的生活标准为1.08美元甚至
更低。在更新的计算方法下，新增的贫困人口有4亿。

新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从1981
年的52%下降到1990年的42%和2005年的25%，对发展
中国家这一整体，这个比例从1981到2005年保持每年
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连续下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整

个世界仍然走在实现到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比1990年
减半的轨道上，这是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

戏剧性转变

贫困人口数量改变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世界银

行采用了近年发布的国际比较项目的结果，以及675
份涵盖116个国家1981年至2005年的调研。重新统计了
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数量。原来是用“每日一美

元”的贫困线作为衡量极度贫困的门槛。它是基于当

时（即1993年）最容易获得的生活成本数据，但是已

经发现这些数据低估了许多贫困国家的

生活成本。因为目前所知的贫困国家人

口的生活成本高于原来的设想，所以生

活在贫困中的人口数也会相应比原来增

加。

虽然所有发展中国家贫困线的标准

提高了，但是实际上贫困人口比原来的

估计是逐渐减少的。国际贫困线和衡量

贫困率的总体方法从30年前第一次估计
以来就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数据的可靠

性、及时性和复杂性。

这些材料的更新表明减贫的巨大成

功，尤其是东亚（见图）。回顾20世纪
80年代初，世界范围的贫困发生率是
最高的，几乎80%的人口生活在1981年
每天1.25美元以下。截止到2005年，这
一比率已经下降到17%。仅中国一个国
家，用这一标准衡量的贫困人口就减少

了大约6亿，虽然这一进程一直以来还
很不平衡。

但是这种进步不仅出现在东亚——

该地区有很多贫困率降低的例子。除中

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1981—2005年间
以1.25美元标准衡量的贫困率从40&下
降到29%，尽管总贫困人口下降得不够
多，贫困人口依然维持在12亿。印度在
减贫方面迈出了显著步伐，按照每人

每日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贫困
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60%下降到2005年
的42%。南亚其余国家也取得了相似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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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平等

更新的数据表明东亚地区的贫困在减少，但是，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贫困几乎增加了一倍。

(每天生活标准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口，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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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经过长时间停滞，拉丁美洲的贫困比例也在下

降，从2002年的11%下降到2005年的8%。

重新思考和调整

但是进展是不平衡的，全世界一些地方的贫困程

度依然严重到高得不能接受。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

人均每天1.25美元来衡量，2005年的贫困人口比率为
51%，与1981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考虑到非洲贫困
化的程度很深，为了达到同样的减贫效果，非洲比其

他地区有更需要达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尽管出现了这种数据表达方面的符合实际的新

闻，但更新后的估计数还是有助于国际社会以及发展

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和调整他们的发展战略

和政策。世界银行研究人员20年来所做的经验研究表
明，贫困发生率随着经济增长有下降的趋势。使用了

1980—2000年80个国家的样本中三份连续的家庭调查
和每日一美元标准下的贫困率，Ravallion（2007）估
计增长对贫困减少的弹性是负的——也就是说，它们

二者趋于相匹配——占大约所有案例的80%，虽然在
不平等很严重的国家贫困减少率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比

率趋于减少。这一研究发现得到了新的全球贫困人口

数据的支持。地区经济增长率以及过去15年里生活在
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的变化表明了同样的事

实：东亚地区1981—2005年间经历了最高的平均增长
率，与之相伴的是最大幅度的减贫。相反，撒哈拉以

南非洲和欧洲以及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率最低，同时减

贫工作的成绩最差。

因此核心政策问题是如何让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减

少贫困。证据表明高经济增长率与开放相联系。进一

步加大贸易开放程度并不总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

是它也可以带来分配效应，以缓和贫困的影响。但

是，通常的情况是，贸易开放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

长，而穷人会从中收益。

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经济增长、贸易指标的改善和贫困减少之间的相

互关联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开放促进了以比较

优势为基础的经济战略的形成，而比较优势正式是一

个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迈克尔•波特(1990)指出了
国家竞争的四个优势来源：

• 能很好利用国内充裕的要素的部门或产业
• 能够使企业实现规模效应的巨大的国内市场
• 产业集聚
• 鼓励提高效率和生产增长的充满活力的国内竞争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国内充裕的要素实际上指反

映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较优势。产业集聚和国内竞

争要素依赖于一个国家是否采取顺应其比较优势的

发展战略。这是因为一国的产业发展如果公然背离其

比较优势，会以变成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和没有竞争力

的市场而告终，因为这样本国公司不能在开放竞争的

市场中自行发育，而必须要依靠补贴和保护才能生存

（Lin,2007）。
在这种情况下，产业集聚也很难建立和维持，因

为政府不可能对同一产业的大量企业给予补贴和保

护，从而使集群得以形成。当一国顺应其比较优势，

巨大的国内要素市场就变得不必要了，因为产业能够

在全球市场中竞争。

发掘比较优势

因此，波特的四个要素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描

述：允许各国发掘自身的比较优势。任何低收入、资

本稀缺的国家背离其比较优势而试图发展资本密集型

产业，都会以封闭的没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告终。穷人

会遭受经济增长缓慢和缺少就业机会的双重打击。

相反，低收入国家开放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比较优

势，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和提高收入的潜在

能力，这些是创造就业和减贫的关键。

虽然最新公布的贫困数字会使政策制定者和研究

发展的专家更加羞愧，这些数字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

会，使我们重新评估到目前为止学到了什么。扩大开

放程度作为开发利用比较优势的途径会提升一国经济

增长的表现，并有助于减贫。最后，世界上所谓贫困

人口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多这一让人感到不舒服的事

实确实可以提高我们对发展进程和我们为减贫所做出

的努力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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