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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章重点关注在当前以及 2020 年我国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后的更长时间内贫困群体稳定

脱贫和持续发展的问题。文章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 1．提出和界定“后脱贫攻坚期”的概念，指出“后脱贫攻坚期”是贫

困群体的脱贫期、成长期和风险期; 2．提出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概念，并就其含义和意义进行论述，指出增强贫困

群体经济－社会韧性是实现稳定脱贫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和预防性措施; 3．从经济、社会、文化、政策四个方面讨论贫困

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的建构问题。文章立足现实，从发挥社会工作作用的角度，思考新时期我国的反贫困战略，呼应现

在中央正在讨论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问题，为稳定脱贫和持续发展提供研究借鉴和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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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的反贫困已经进入后脱贫攻坚期，面对贫困群体走出绝对贫困但可能返贫的风险，在后脱

贫攻坚中要关注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的建构。经济－社会韧性是在经济状况下行和面对经济困境

时，贫困群体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抗拒外部压力、稳住心态、并寻找机

会走出困境谋得发展的内在的和行动的特征。它的建构需要在脱贫过程中积累经济韧性，建构社会韧

性，激发贫困群体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使它们结合起来。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建构应该成为后脱

贫攻坚中反贫困行动的重要内容，反贫困政策实施者和社会工作者在其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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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开发式扶贫，还是近几年开展的脱贫攻坚，都

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实践。2015 年以来，中央动员全国力量开展的脱贫攻

坚战更是反贫困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距 2020 年我国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只

有一年时间，中央也已提出“及早谋划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的战略思路”。可以理解，2020 年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之后，我国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这就提出今年以至更长时间内贫困

群体如何走出贫困和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把这一阶段称为“后脱贫攻坚期”，并从反贫困可能遇到困

难的角度，运用经济－社会韧性的分析视角，讨论贫困群体如何应对困难，走向持续发展。



一、后脱贫攻坚中反贫困成果的持续及挑战

( 一) 后脱贫攻坚期及反贫困问题

“后脱贫攻坚期”是本文为了论述问题而使用的一个概念。像社会学中提出“后工业社会”“后现代”

等概念以描述某一时代或阶段基本的经济社会特征一样，本文出于研究问题的需要，提出“后脱贫攻坚

期”的说法。“后脱贫攻坚期”是一个时间( 或时段) 概念，指的是中央提出的“脱贫攻坚战”的后期，也是

指“脱贫攻坚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从内容上来说，它既指脱贫攻坚这一阶段临近结束的时段，也是脱

贫攻坚结束后的持续反贫困时期。显而易见，“后脱贫攻坚期”反映的不是一个精准的时间概念，而是指

与贫困群体的脱贫密切相关、具有反贫困意义的经济－社会时间。本文使用这一概念，并不是为了标新立

异，而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和可能: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贫困群体是否能稳定脱贫、走出贫困、逐渐

走向富裕还是一个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开始脱贫攻坚时、从当下做起，而且在

贫困群体按现行标准脱贫后，还要做很多工作。由于当下脱贫攻坚与脱贫后的活动具有连续性，所以本

文用了包含两个时段的“后脱贫攻坚期”的概念。更具体一点说，“后脱贫攻坚期”是贫困群体即将面临

脱贫和实现了现有标准脱贫但是没能实现稳定脱贫的阶段。如果对于贫困群体来说“后脱贫攻坚期”是

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它会与如下一些重要问题相联系: 贫困群体是否可以实现稳定脱贫? 他

们如何面对相对贫困的处境? 按现行标准脱贫后他们有持续走出贫困逐渐致富的能力吗? 在经济社会

形势面临新挑战的情况下，贫困群体如何沉住气、寻机会，走向持续发展之路? 所以，“后脱贫攻坚期”是

贫困群体的脱贫期，是他们走出贫困、获得新的发展的成长期，也是他们可能遭遇成长困难、出现返贫的

风险期。本文从风险和困难的角度分析问题，力图从困境中找到稳定脱贫和持续发展之途径，基本理论

视角是实现有韧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新世纪特别是 2012 年以来，中央更是加

大了反贫困力度。为了实现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切实改善民生，2015 年出台的《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将 7 000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到全党全

社会面前; 鉴于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和面对的最艰难的任务，2018 年又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对 2020 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做了细致、有力的部署。按照中

央部署，到 2020 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完全脱贫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全面脱贫问题的艰巨性和反贫困的长期性。一方面是脱贫攻坚后期剩下的贫

困人口的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更大; 另一方面，他们按现有标准脱贫后如何巩固脱贫效果，持续脱贫

而不致返贫，也是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做这种思考的理由比较简单: 一是实施脱贫攻坚以来的贫困

人口的贫困程度较深，真正走出贫困并不那么容易; 二是其中有些贫困者走出贫困的愿望不强烈、内在动

力不足; 三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地理和生态环境以及政策档口期对他们在经济上走出贫困不太有

利; 四是日益严酷的市场化竞争继续在将他们向边缘地位挤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我国经济进入新

常态的情况下，他们的弱势地位有可能会更加严重。从反贫困的发展规律来看，这些新脱贫的人群基本

上会走出绝对贫困而进入相对贫困状态。怎样使这一群体跟上趟、不掉队、不返贫，既是这一群体关心的

问题，也是政府和社会特别关注的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反贫困效果的时效性和持续性问题。《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定》中就提出，要“切实提高扶贫成果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获得感”。《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更加注重帮扶的长期效果……做好脱贫攻坚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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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的衔接，对摘帽后的贫困县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发展成果，接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群

众生活改善……抓紧研究制定 2020 年后减贫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之后，我们将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到那时，现在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举措要逐

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1］，这些政策和论断都是十分重要的。笔者以为，对脱贫攻坚

或反贫困持续性效果的政策性研究必须尽早开始，必须把当前的脱贫攻坚和反贫困行动与其效果的持续

性、发展性密切联系起来，必须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包含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行动过程，发挥政

策优势，同时切实将贫困群体的内在动力激发出来，以实现脱贫攻坚和反贫困行动的预期效果。

( 二) 后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可能遭遇的挑战及加强能力建设

随着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尚未脱贫和刚刚脱贫群体的经济状况也会得到发展，但是这一群体在发

展中也可能会面临许多压力、遭遇种种挑战，从而使期望的、稳定脱贫和持续发展目标受阻，这也正是政

府和社会所担心的。这些挑战主要来自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该群体的低收入、弱财产状态。尚未完全脱贫和刚刚脱贫群体的家庭资产和收入基本上处于

低水平，在需要进行生产性投资和必要的生活支出方面，仍可能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这使他们面临返贫

威胁。

第二，可以用来支持自己发展的环境脆弱。贫困群体完全、稳定地走出贫困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支

持，虽然脱贫攻坚和反贫困以来他们所处的环境有所改变，但是来自环境的压力还是十分明显的。一方

面是脆弱的自然资源环境、不利的社会地理环境，另一方面是严酷的市场竞争环境，天灾人祸和市场震荡

都威胁着他们的稳定脱贫。

第三，基于经济能力和文化的内在发展不足。虽然长期以来政府强调扶贫扶志，但是由于文化的原

因和经济能力孱弱，会有为数不少的尚未脱贫者和刚刚脱贫者完全依靠自己走出贫困的能力不足，否则，

反贫困和脱贫攻坚也不会这么艰难。

第四，政府强有力支持的撤出。在全国大力脱贫特别是实施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得到了来自政府

和社会的有力支持，中央更是动用“超常规举措”推进脱贫攻坚。脱贫攻坚结束后，这样及时和有力的支

持会撤出，这可能会使贫困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可能会给刚走出绝对贫困者以“失去支持”的

威胁。

第五，贫困家庭资产增加、收入增加放缓的心理效应。由于得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近些年贫困

群体生活改善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也给许多贫困群体以正面的鼓励。脱贫攻坚结束后，随着政府强有

力支持和社会力量的撤出，贫困群体增收、生活改善的速度可能会慢下来，这种“放缓”也可能引起刚走

出贫困的群体的负面心理反应。

总的说来，对靠外部支持走出贫困和刚刚走出贫困、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群体来说，可能面临着不可

忽视的挑战。为了减少这些群体返贫的可能性，除了制定适宜的经济－社会政策对他们实施持续的支持

之外，还要致力于增强他们自身的能力。贫困群体彻底走出贫困、走向持续发展需要多种“可行能

力”［2］，既包括通过劳动获得经济收入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中进行投入－产出理性判断的能力，也包括合

适地配置自己的资产和资源进行再生产的能力，形成适宜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能力，还包括他们在

面对顺境或逆境时所应具有的理性、定力和素质。

关于脱贫攻坚后对脱贫群体的继续支持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正在考虑制定相应的政策，包括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实施社会保障兜底等。但明显的是，像脱贫攻坚期那样、用“超常规举措”对脱贫

3第 1 期 王思斌: 后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建构



群体予以如此强有力支持的做法已不可能再持续。这就是说，刚刚脱贫群体可能面临“返贫”风险。除

了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外，本文从面对“返贫”风险的角度，从增强贫困群体能力、特别是增强其社会、

心理能力的角度出发，通过阐释经济－社会韧性的概念，探讨贫困群体走出贫困、走向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二、建构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含义和意义

( 一) 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的含义

本文面对的是在反贫困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在本次脱贫攻坚结束后也可能出现的贫困群体返贫的

风险和挑战问题。由于刚走出贫困的群体存在上述所说的经济脆弱、环境不利、个人能力不足等方面的

问题，因此，这一群体可能出现返贫。关于返贫问题，学者们已有很多研究。如何在该群体脱贫后能延续

脱贫后期形成的良好势头，在外部支持和内在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使刚脱贫群体克服困难、走出危机，本文

从经济－社会韧性的视角进行分析和阐述。

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遭遇外部压力但我国经济仍然有不俗表现时，李克强总理用“中国经

济有韧性”［3］加以说明。对于中国经济表现出较强韧性的现象，笔者曾用社会韧性予以分析，指出我国

社会所具有的社会韧性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持因素。笔者曾指出，社会韧性是社会的结构性、各部分之

间的连接性，是维系社会结构和发展的力量与特性。社会的韧性通过社会信心、人们的生存方式、社会关

系等方面支持着经济的韧性发展［4］。在笔者看来，一个经济体在遭遇困境时的坚韧发展，不但与经济因

素有关，而且与社会因素或社会韧性有关，即经济活动参与者有一种抵抗不利因素、支撑经济顽强前行的

特质。这种特质不是面对危局的孤注一掷的冒险，也不是基于一种侥幸，而是存在于经济活动参与者以

往的生产生活经验、存在于其经济活动结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也存在于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之中的具

有一定结构性、经验性和稳定性的行为特征。社会韧性的核心主要不是基于自己的优势经济实力，而是

在经济呈现下行趋势、遭遇风险时，坚韧地抵抗这种趋势、扭转不利状态并力图获得新的发展机会的行为

特质。所以，社会韧性是在遭遇逆境时才表现出的，它是直面逆境、想方设法走出逆境的行为特质。当人

们面对不利的经济发展环境或形势，将自己并不占优势的经济能力与经济环境相比较，发现自己有某种

优势和发展的可能性，进而理性地决定抵抗不利环境的压力时，就是社会韧性的表现。

与经济发展困境相关的人们的社会韧性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自己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它

也是社会化的结果，也与对他人相关经验的借鉴学习有关。与经济发展困境相关的社会韧性是在不利的

但又是在困境中获得发展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没有受过挫折的人是不会有韧性的，一受挫折即溃败不

振者也不会产生韧性。那些遭遇挫折但不服输、通过自己的扎实努力获得新的发展机会者有较强的心理

韧性和社会韧性。当然，这里所说的韧性不是赌博式的孤注一掷，而是经过多次困境—反抗机制而形成

的，它是以往经验的积累和沉淀，并成为面对新困境的一种经验。另外，这种韧性也可能与借鉴他人的成

功经验有关，与自己从前辈那里继承来的群体文化、家庭文化有关。这样，面对不利的经济处境，社会韧

性既是一种心理资本［4］，也是一种社会资本。作为心理资本它与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结构有

关，作为社会资本它是一种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对社会情势的理性判断，它与以往的生活经验、当事人所

具有的社会支持网络有关。社会韧性作为一种面对困境的、相对稳定的积极的行为和心理特征，实际上

是人们的一种“性情倾向系统”［5］。在面临经济困境时，它常表现为冷静观察、仔细思考、在忍耐中寻找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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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贫困离不开人们的经济韧性，因为归根到底，反贫困是以贫困群体的稳定脱贫为目标的，而在此过

程中免不了会遭遇经济上的不利处境。李克强总理从宏观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方面阐述了中国经济有

韧性的理由，包括回旋余地、四梁八柱、政策红利等。一些学者从制度改进的角度说明中国经济韧性的制

度性保障［6］。笔者认为，在脱贫攻坚和后续维持发展的过程中，贫困群体和家庭也要有自己的经济韧性。

这里的经济韧性实际上是指在遭遇经济困境时，能够稳得住生产和生活、抵抗和忍受住经济压力，并在此

过程中寻求走出困境、获得发展能力所反映的特征。

对于贫困群体来说，经济韧性的载体是其基本的经济基础和处理这些经济资源、维持生存和谋求初

步发展的能力。首先，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经济基础( 家庭财产、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经济收入、量入为

出的生活方式等) 是形成其经济韧性的必要前提。如果一个家庭的经济是如此拮据，以至于没有任何腾

挪空间，那就难以产生经济韧性。其次，处置或配置自己的经济资源和生产、生活要素，把握和创造机会

的能力，是经济韧性的内在根据。如果在遭遇困境时不能有效地运用好自己的资源和可能的发展机会，

家庭经济状况就可能会“随波逐流”地走下坡路。所以，对于贫困群体来说，经济韧性不但要有基本的经

济基础，而且要有面对困境理性地决定自己经济行为的能力，包括处理好生产和生活的能力。

本文使用了经济－社会韧性的概念，它指的是在经济下行而遭遇困境时，经济活动参与者要同时具有

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由于经济韧性与社会韧性密切相连，所以将其表述为经济－社会韧性。经济－社会

韧性是在社会因素支持下的经济韧性，也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韧性，是面对经济困境时经济

韧性与社会韧性的结合，是两种韧性相结合而形成的应对经济困境而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如果给一种

界定，可以说，它是在经济状况下行和面对经济困境时，贫困群体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经济行为和社会

经济关系方面的、抗拒外部压力、稳住心态并寻找机会走出困境谋得发展的内在的和行动的特征。

经济－社会韧性有多种类型或表现形式，它由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的强弱组合而成，包括较强的经济

韧性和较强社会韧性，较强的经济韧性和较弱的社会韧性，较弱的经济韧性和较强的社会韧性，较弱的经

济韧性和较弱的社会韧性。由于经济韧性与社会韧性的一定的相关性，我们也可以把它简化为强经济－

社会韧性、中经济－社会韧性、弱经济－社会韧性三种类型，它们可以大略地对应于面对经济发展困境的

较强的反应能力、中等的反应能力和较弱的反应能力。总的来说，经济－社会韧性对处于不利环境和处境

中的贫困群体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接下来，我们从经济－社会韧性的角度来分析后脱贫攻坚中贫困

群体应对贫困压力的问题。

( 二) 经济－社会韧性对于贫困群体的意义

任何群体都可能在发展中遇到困境，因此，任何群体都需要具有韧性，而不是在困境或逆境下随波逐

流、走向垮塌。但是，对于有较强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源的群体来说，面对困境还只是一个克服困难的问

题; 对于正在走出贫困或刚刚走出贫困的群体来说，这种韧性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如果他们的经济－社

会韧性不强，在遭遇困境时就可能又回到贫困状态。因此，贫困群体具有经济－社会韧性的重要性比一般

群体的重要性更大。还有一点是必须考虑的，即由于贫困群体的经济基础薄弱、社会资本不足、进取思想

较弱，所以他们反贫困的经济－社会韧性会弱一些，扶贫要扶志和扶智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于是，

对于正在走出或刚刚走出贫困的群体来说，有无经济－社会韧性以及这种韧性的强弱，就关乎脱贫攻坚和

反贫困行动的成败。

经济－社会韧性作为一种内在的能力，对于正在走出或刚刚走出贫困的群体来说有多重意义。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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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来说，这种韧性与心理学、社会工作上的抗逆力相关。按照塞勒比( Dennis Saleebey) 的说法，抗逆力

( resillence) 是当个人面对逆境时能够理性地做出建设性、正向的选择，处理不利条件，从而产生正面结果

的能力［7］18。但是，本文所说的韧性更强调人们内在的行为特征，强调它的结构化、制度化行动取向。另

外，经济－社会韧性不只是像心理学那样主要强调心理反应，而是也看重经济因素、社会结构因素对人们

反抗逆境的作用。

对于贫困群体来说，经济－社会韧性不但是抵抗不良环境的力量，也是他们在困境中进行忍耐性生存

以寻求机会的特征，还是一种潜在的发展力。它将伴随贫困群体走出贫困、走向持续脱贫的全过程，因此

具有重要意义。

三、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建构

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社会资本不甚丰厚的贫困群体的脱贫和持续脱贫来说，其经济－社会韧性有时是难

以完全分割的，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本文还是先将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分列开来，然后再进行综合性的讨论。

( 一) 贫困群体发展的脆弱性

在脱贫攻坚和制度化反贫困过程中，家庭和外来扶贫者的主要目标是家庭收入的增长，在强有力的

外部支持下，贫困家庭的收入增长似乎也不成问题，但是在“扶志扶智”方面常常较软。这既有贫困群体

文化方面的问题，也受扶贫者定期脱贫指标任务的约束———工作人员更多地将精力投向看得见的经济收

入增加。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持续脱贫和走向发展来说这种做法也可能衍生不利后果。

实际上，贫困群体依靠外力在短时间内走出绝对贫困后，还可能会遭遇另一种形式的“困境”，即来

自外部的直接经济支持减少，或贫困群体的经济活动并不那么乐观。典型的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产

业结构调整中，贫困群体依然会处于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弱势地位［8］。在家庭经济收入不像脱贫攻坚期

或制度化反贫困进程中那样靠外部支持可以较快增加时，贫困群体就可能会出现“相对剥夺感”，这是一

种纵向的自我比较，是财产和收入的增长率方面的比较。如果是这样，面对强资本和高技术结构主导的

市场经济，他们在持续脱贫或谋求发展时就可能出现一定程度、某种形式的“退行”，即他们自我反贫困、

谋求发展的动力变弱，甚至出现无力感，持续下去就有可能再次跌进贫困陷阱。

“退行”( 或“退化”) ( regression) 是人们在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后，面对新的困境而出现的、退回到

原来的思维和行为状态，进取意识和克服困难的行动弱化的现象，也是原有的、不太积极的态度和行为未

能发生真正彻底改变、遇到挫折就滑向原来状态的现象。弗洛伊德把“退行”看作是心理上的自我防卫

机制［9］。实际上，“退行”现象有更多的发生领域。在扶贫或脱贫攻坚领域，对由强大外力推动脱贫攻

坚、促使贫困群体走出绝对贫困的实践过程来说，如果贫困群体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反贫困信念，也得不

到新的支持，这种“退行”是有可能发生的。贫困群体的“退行”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表现，轻的表现

为面对困境的束手无策，抗逆力不足; 中等的表现为甘于受强势不良环境的左右，进取心弱; 重的则表现

为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消极无为、甘于贫困。真正的脱贫攻坚和反贫困应该尽可能避免贫困群体“退

行”现象的发生，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增强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

( 二) 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要素的建构

正像贫困现象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一样，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也要从多个方面来建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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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策等几个角度进行阐述。

1．在脱贫过程中积累经济韧性

要使贫困群体走出绝对贫困状态和持续脱贫，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脱贫是由一定的经

济指标来衡量的，它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 比如高于 2011 年贫困线) ; 另一方面，一个家庭要真正脱贫和

持续脱贫，需要相对稳定的经济状态。如果是即时性脱贫，那只需要在某一时点上超过贫困线就可以。

如果是稳定脱贫，就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持续地将家庭人均收入稳定在贫困线以上。在后一种情况

下，家庭财产或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就会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持续改变的基础，在面对经济环境压力时它

就可能表现出某种韧性特征。贫困家庭的经济韧性不但与其财产和收入的总量有关，也与其结构有关。

前者要求贫困家庭能够逐渐积累起越来越多的家庭财产，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对于后者，则要求收

入来源的相对稳定性和面对冲击时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这样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结构会有较强的韧性。

除了上面所说的收入因素外，还需要考虑家庭的经济支出方式。如果有了收入就吃光花净，那就不

会有经济韧性。如果能建立起适宜的财产支出方式和生活方式( 俗称“过日子”) ，就能逐步积累起资产、

“逐步滚存”，就有了一定的韧性。这就是说，要增强贫困群体的经济韧性，要从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着

眼和入手，既要增强其获取财富的能力，也要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促进家庭财产的积累、提高家庭的经济

韧性。要提高贫困群体的经济韧性，就要借助改善的外部条件增加自己的收入，争取形成相对稳定的收

入来源结构，进而形成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同时要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能力———包括对家庭生产要素

的合理配置，掌握有用的生产知识与技能等; 还要对相对成功的经济实践有理性的、正面的总结，增强成

就感和能力感; 另一方面还要形成合理的消费模式，形成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样，即使发生了不利

的经济困难的冲击，贫困群体也能够相对理性和沉着地面对问题，并聚集力量、寻找机会、走出困境。

2．社会韧性的建构

人们的社会韧性主要包括理性的自信力、信念和智识、面对困境的不屈精神，以这些过往的成功经验

和对挫折的反思为“物质基础”，同时也与群体文化、其所具有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支持网络密切相关。扶

贫要扶志和扶智( 或增智) 是增强贫困群体社会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脱贫攻坚和扶贫过程中，要提

高贫困群体的脱贫志气，要对其智力进行社会性转化，使其形成理性的、有前瞻性的、比较乐观地看待问

题的惯习。既不回避眼前的困难，又能从大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中看到对困难进行转化的可能，形成对经

济困境的抗争精神。在这方面，来自政府的制度化的支持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十分重要。

贫困群体的社会韧性的形成和强化常常与经济上的成功联系在一起，持续的经济上的成功( 贫困群

体收入的增加、经济收入的稳定获得、家庭资产的积累等) 有利于人们形成积极的行动取向和抵抗困难的

意志。当然，这种积极的行动取向和抵抗困难的意志一定与他们在困境中的奋斗、在遭遇挫折和困难时

能成功克服相联系，因为一帆风顺常常不会产生抗逆力和韧性。社会韧性的强化也与社会政策和社会保

障制度的实施直接相关，与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相关。如果贫困群体在遇到自己难以克服的困难时能够

得到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支持，能够得到来自于社会包括合作群体的物质、精神和心理上的支持，他

就会更多地形成能力感，就有益于形成抗逆力，并形成社会韧性。

3．贫困群体文化中积极因素的激发

在反贫困领域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值得分析和辨明的，即许多人把贫困群体的贫困状态归结为他们

在文化上的不思进取、甘于贫困、消极等待，总之是完全负面的评价。有人甚至把“扶贫扶志和扶智”简

单地理解为就是要改变贫困群体的落后消极的脱贫心态和“等靠要”心理。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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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那些长年生活于贫困之中的人们何尝不愿意走出贫困、过富裕的生活。实际上是恶劣的外部环境

压抑了他们的自强努力。进一步说，如果贫困群体的文化中没有任何追求发展的基因，何以能只靠外力

而使他们持续脱贫。所以，在贫困群体的文化中发现积极进取的因素，创造条件使这种积极进取的因素

发挥作用就十分重要，这就需要“优势视角”。优势视角不是要把人们的缺陷看成优点，也不是要忽视创

伤、问题、疾病和逆境，而是要在他们的行动中发现积极的因素［7］28。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贫困群体，我们

要看到和重视他们的积极因素: 一是他们有脱离贫困的愿望甚至是强烈愿望，这可以促使扶贫力量与贫

困群体合作协同，为走出贫困而努力; 二是他们被困境压抑而形成的消极心态是可以积极转化的，可以成

为脱贫的内在动因; 三是他们的贫困生活经历可能会对经济下行有较强的忍耐力，从而在忍耐中积聚力

量、伺机再起。

简要说来，要使贫困群体真正脱贫、持续脱贫进而走向发展，需要在多方面强化他们的韧性，这既是

脱贫的基础，也是他们走出绝对贫困、自己面对各种经济社会环境所需要的。

四、在反贫困实践中建构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

( 一) 在反贫困实践中注重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

人们的韧性何来? 当然是来自人们的实践。心理学在分析抗逆力时关注文化和社会化两种因素的

重要作用，前者是以往人们生活经验的积累，后者是人们亲历的社会生活和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关于

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的形成，我们也要看到群体文化和反贫困实践两个方面的影响。在当前的脱

贫攻坚和反贫困实践中，重要的是通过提供外部支持、激发贫困群体走出贫困的积极因素，在共同的实践

中增加贫困群体的经济收入，并进一步强化和巩固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和抗逆力。这样，在顺境中贫困

群体可以依靠增强的能力使自己的经济状况获得持续改善; 在遭遇逆境或发展条件不利时，他们可以依

靠抗逆力、有韧性地生产和生活，等待时机、谋求发展。这样，在共同的反贫困实践中增强贫困群体的经

济－社会韧性就十分重要。

要增强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发展学的综合发展观与社会工作方法是有效的。发展学把反贫

困看作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整体实践，改善贫困群体的经济状况、他们的社会支持体系的

建构与其能力增长和观念改变是一体的［10］。对于社会工作来说，帮助贫困者走出贫困，不但是“授之以

鱼”，还要“授之以渔”，是要在改善其基本生活状况的过程中，改变其不适当的观念、增强其能力、实现人

的发展。在反贫困特别是后脱贫攻坚实践中，需要对增强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给予充分的重视。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以往的脱贫攻坚和反贫困行动中，输血式的、以增加贫困群体的经济收入为目标和任

务的做法相当普遍，另一方面就是缺乏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对待。当脱贫攻坚即将结束，走出绝对贫困

的群体要自己面对并非良好的自然和社会发展环境及强大的市场压力时，必须充分认识他们的主体性地

位和角色。

那么，怎样在后脱贫攻坚中建构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呢? 这里就脱贫攻坚后期和脱贫攻坚结

束后两种情况作简要阐述。在脱贫攻坚后期，第一，仍然要开展精准扶贫、找准问题、找对增收门路、增加

收入，这是反贫困之根本; 第二，要考虑贫困群体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持续性和结构性，这会增强他们的

经济韧性; 第三，在扶贫力量与贫困群体合作协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 甚至是受挫) 时，要共同总结经验

和教训，这一方面可以推进后面的反贫困进程，另一方面也帮助贫困群体积累经验，这对于他们后来独自

面对或顺或逆的经济发展环境十分重要。把上述这些统合起来就可能建构起基本的经济－社会韧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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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结束以后，要对走出绝对贫困的群体予以持续的经济－社会政策支持，包括实施向这一群体倾斜

的开发政策、以社会救助为核心的社会政策，也包括促进其社会支持网络( 如经济合作组织) 的建立，帮

助其与市场的有效衔接，加大对这一群体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增强其“可行能力”，等等。这些都可以间

接地增强他们的发展能力和经济－社会韧性。需要注意的是，不论前一阶段还是后一阶段，参与脱贫攻坚

和反贫困的体制内力量或社会力量，都必须有明确的、把贫困群体当作主体的理念，必须有综合的发展性

思维。于是我们可以说，发展学和强调扶贫工作者与扶贫对象协同努力以及扶贫对象内在改变和发展的

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对于后脱贫攻坚期的反贫困是十分重要的。

( 二) 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建构模型

前面我们对后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建构的必要性和要关注的问题做了简单分析和阐

述，实际上是要建构以生计发展为基础、以经济－社会－心理能力建设为内涵的韧性发展模式。这一韧性

的建构是以贫困群体的生计改善为基础的，又以其社会关系和心理状态的建设为重要内容，并主要通过

反贫困实践过程形成。这一韧性的建构可以大略地表现为如下内容。

表 1 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建构模型及过程

原有状态 反贫困过程 理想成果状态 韧性建构关键 韧性类型

经济贫困
经济扶贫，激发能力
财产积累，经验积累

走出绝对贫困
可行生产模式

理性的共同实践、经验
总结和内化，持续支持

经济韧性

社会贫困 强化社会支持网络 自强、互助 形成稳定的社会支持 社会韧性

文化贫困 扶志增智，积极转化 反贫困的定力 诱导形成发展心态 心理韧性

救助缺失 建立制度，补齐短板 基本生活保障 政策整合并有效实施 持续政策

上表指出了在反贫困和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建构的过程和内容。( 1) 作为起始状

态，贫困群体在经济上是贫困的，而且由于自然与社会的原因缺乏发展机会，反贫困就是要激发他们的动

力，发展经济、增收减贫，这一阶段的理想状态是走出绝对贫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

要建构经济韧性，其途径是对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经验的内化，即对外在共同经验的内在化。在此

过程中，来自外部的持续关注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2) 在起始阶段，贫困群体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贫

困，其文化程度较低，反贫困的智识不足，缺乏新的生产技能，社会网络狭小且内含社会资本不足。扶贫

的重要工作是增能、增智，同时建立起一定的社会支持系统，加强贫弱群体的社会资本建设［11］，使贫困群

体有获得支持感。( 3) 文化贫困表现为反贫困的内生动力不足，不主动寻求改变，有一定“等靠要”心态。

在反贫困过程中要帮助他们建构起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生活状态。在此过程中，一要通过对贫困文化

问题进行“治疗”、挖掘积极因素、转化消极心态，形成积极的韧性; 二要通过成功的反贫困实践形成新的

发展型韧性，进而形成新的惯习———性情倾向系统。( 4) 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原来是社会救助制度的缺

失，在反贫困和脱贫攻坚中要补齐短板，实现对贫困对象的有效保障。在这里，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整合

是促进贫困群体韧性形成并谋求新的发展的重要条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刚刚走出绝对贫困的人们尤

其需要适宜的、持续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支持，而不是政绩性、即时性、忽冷忽热、零碎分立的措施和

政策，这样可以使经济－社会政策更有韧性，形成制度化的支持体系，有助于避免脱贫攻坚结束后因支持

政策缺失而出现贫困群体的“退行现象”。应该说明的是，持续的经济－社会政策并不是贫困群体经济－

社会韧性的内在组成部分，但它是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形成的重要条件。

9第 1 期 王思斌: 后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建构



需要再一次指出的是，贫困群体的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心理( 文化) 韧性是连在一起的，贫困群体的

韧性应该具有经济－社会－心理( 文化) 三位一体的特征。按照这种看法，在反贫困实践中，经济、社会、文

化及政策方面的努力应该是整体性的，要在各个环节促进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成长。

比较明显，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也不是一蹴而就和在短时间内可以形

成的。作为面对困境的抗逆力和坚韧前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取向，这种韧性需要认真地去建构。

这里需要反贫困的参与者们( 包括扶贫工作者与贫困群体等) 认真设计并协同推进反贫困行动，需要他

们对经济活动成功或挫折的理性态度，需要他们对这些经济现象的理性分析、总结和思考，还需要将它们

沉淀为可以借鉴的经验或教训，成为一种内在资源。或许可以这样简要地概括反贫困的经济－社会韧性

的形成机制: 对贫困群体文化中积极要素的激发，不是笼统地认为该群体不思进取，而是看到他们有被长

期压抑、希望改变不利处境的愿望，要以这种点滴的改变愿望为基础植入改变的希望，并将其纳入改变

( 反贫困) 的行动; 在协同的反贫困过程中，工作人员对反贫困成就的赞赏，面对临时挫折时一起坚持，并

将其中的坚持努力作为经验予以强调、加以内化; 在整个协同反贫困过程中，不回避困难和挫折，但适时

强化反贫困的积极经验，能操作化地形成点滴的、向前的、积累性行动，并进一步积累，将其内化为贫困群

体的有新要素的文化，进而形成有自己经历的经济－社会实践的经验范例以指引思维和行动取向。也就

是说，这种经济－社会韧性的形成需要反贫困参与者( 特别是扶贫工作者) 细心的建构，要有对协同反贫

困行动及其效果的敏感性和反思性，要在协同的反贫困实践中有与扶贫对象的沟通理性( 或“交往合理

性”) 行动［12］，这需要他们较长的甚至是充满曲折的协同实践。

五、结语

本文讨论后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建构问题，好像是从负面切入的。但是从我国的反

贫困实践看来，这一讨论和分析并不是多余的。其现实根据是这一群体的经济－社会能力还比较脆弱，他

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环境也具有多变性和强竞争特征。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机遇和挑战，为了实现这

一群体的稳定脱贫，《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要“依靠自力更

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更加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开发式扶贫与保障性

扶贫统筹衔接，着力解决‘一兜了之’和部分贫困人口等靠要问题，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

力”［13］。2019 年 4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脱贫攻坚期内已脱贫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相

关政策要保持一段时间，……贫困县脱贫摘帽后，要一手抓剩余贫困人口的减贫，一手抓已脱贫人口的巩

固提升，有效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人口。这些应与增强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相关。面对使贫

困群体稳定脱贫、持续发展的任务，除了集中力量帮助贫困群体在经济上走出贫困之外，增强其经济－社

会韧性是应对可能的经济挫折、家庭经济状况改善放缓的重要工具和预防性措施。经济－社会韧性是贫

困群体的宝贵财富，也可以成为他们反贫困和实现经济发展的资本。在后脱贫攻坚中，建构和增强贫困

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显得尤为迫切，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该体现这一内容，扶贫工作者应该有意

识地将这一内容纳入自己与贫困群体共同的反贫困实践中。只有这样，我们才有信心期待反贫困取得持

续的效果，实现有韧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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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Poverty-stricken Group’s Economic-social Ｒesilience
in the Post Anti-poverty Campaign Period

WANG Si-bin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entered a critical period of post anti-poverty campaign． In the

face of the risk of poverty－stricken groups going out of absolute poverty but returning to poverty，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economic-social resilience in the post anti-poverty campaign． Economic－so-

cial resilience is the inherent and a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verty-stricken groups in the economic downturn

and in the face of economic difficulties，in terms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socioeconomic relations，resisting ex-

ternal pressures，maintaining a stable mentality，and finding opportunities to get out of the predicament and seek

development． Its construction needs to accumulate economic resilience，develop social resilience，stimulate posi-

tive factors in the culture of poor groups，and combine them in a coherent wa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social resilience of poverty-stricken groups should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anti-poverty action in the period of

post anti-poverty campaign，in which anti-poverty policy implementers and social workers should play a critical

role．

Key words: post anti-poverty campaign period; anti-poverty; economic-social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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