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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后，中国反贫困将转入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乡村聚落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环卫、文化、防灾

减灾等功能的发展不充分和多维剥夺，是乡村相对贫困的重要表现和重要原因，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必须从乡村聚

落的整体优化出发。论文在梳理相对贫困概念内涵的基础上，着眼于乡村聚落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分析

乡村聚落与乡村相对贫困发生、乡村聚落优化与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建立之间的关系，提出基于相对贫困治理

的乡村聚落优化策略，以期为2020年后的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认为：① 乡村相对贫

困的形成与聚落要素、功能密切相关，并因区位、布局、规模、形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② 乡村聚落是缓解乡村相对

贫困长效机制建立的空间基础，乡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建立要充分发挥乡村聚落的要素支撑与空间载体功

能；③ 基于相对贫困治理的乡村聚落优化策略包括振兴村落产业、优化村落空间组织、强化村落文化认同、建立绿

色生态村落、促进村落多功能协同转型、坚持分类施策等6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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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长期以来受到世

界各国的共同关注[1-2]。2015年联合国颁布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消除一切形式的极端贫困”

作为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首，体现了减贫对世界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历来重视贫困问

题的治理，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经历了

体制改革推动减贫、开发式扶贫、八七扶贫攻坚、精

准扶贫等阶段 [3- 4]。截至 2019 年末，按每人每年

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现行农村贫困线标准，中

国农村贫困人口已减少到 55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

率下降到0.6%[5]。中国是第一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

展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70%[6]。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消除绝对贫困是中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7]，消除区域整

体性绝对贫困已进入最后攻坚期。尽管如此，中国

农村发展的地域不均衡性依然明显，部分地区农民

虽然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但也依然面临着自

然本底脆弱、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设施配套滞后、公

共服务供给不够、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内生动力与

脱贫稳定性不足等问题[8-10]。因此，消除贫困依然是

这些地区农村发展的重要任务，只不过农村贫困特

征发生了新的变化，贫困治理的重点将从绝对贫困

转向多维相对贫困[9-10]。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为中国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意味

着 2020年后中国扶贫工作将重点关注相对贫困问

题，全国减贫任务和扶贫政策面临新的调整。

乡村聚落作为乡村人口的聚居地，是乡村居民

生产生活的地理空间，是乡村地区的发展、服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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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心，也是乡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空间载体。相

对贫困是一种相对匮乏/剥夺状态，是贫困人口的发

展受限问题[7]，住房、就业、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

的多维剥夺与发展不充分，是乡村相对贫困的重要

表现 [11- 12]，而这些也是乡村聚落的关键要素与功

能。因此，相对贫困的治理必然与乡村聚落的优化

密切相关。目前学术界有关乡村聚落的研究成果

较为丰富，乡村聚落模式、乡村聚落空心化、聚落空

间重构、聚落多功能转型、城乡融合与乡村聚落优

化、土地利用转型与聚落重构、乡村聚落可持续发

展、乡村吸引力等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13-22]，近期对

相对贫困治理的探讨也在增加，涉及概念内涵、测

度、治理机制、治理路径与政策制度等[7,23-27]等方面，

地理学者们也围绕乡村衰退与减贫稳定性[1]、贫困

地域分异规律及机制[28-30]、多维贫困的综合测度及

地域类型[12,31-32]、乡村振兴与贫困治理的内在逻辑[8]、

贫困治理路径选择[33-35]等内容进行了多维视角的综

合研究。不过，对乡村聚落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关联

综合研究较少。过去的减贫实践虽然也关注了农

户危房改造、易地搬迁、医疗卫生网点、安全饮水、

义务教育设施等乡村聚落要素，但这些要素的建设

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且缺乏基于聚落整体的综合

考虑与整合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综合实

力和乡村聚落功能的整体提升，也影响了乡村贫困

治理的成效。如何促进乡村聚落的整体优化，解决

乡村贫困治理的突出短板，提高乡村相对贫困治理

效率和质量，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

地理学为主，融合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学

科视角，基于多维贫困理论与吴良镛先生[36]所提出

的人居环境 5大构成要素，着眼于乡村聚落与相对

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分析乡村聚落与乡村相对贫

困发生、乡村聚落优化与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建

立之间的关系，提出基于相对贫困治理的乡村聚落

优化策略，以期为2020年后的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和

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

1 相对贫困的概念及与绝对贫困的比较

1.1 相对贫困的概念

学术界对贫困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和扩展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贫困概念由一维贫困拓展

到多维贫困，由绝对贫困发展到相对贫困(图1)。早

期的贫困概念是基于收入维度进行定义的，认为贫

困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是由于收入不足而导致的

生活匮乏状态。1901年，英国经济学家Rowntree[37]

在《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收入贫困的

概念，他认为贫困是指个人/家庭收入不足以获取维

持最低基本生活必需品。此后，基于收入维度的一

维贫困逐渐拓展至公共服务、文化、社会权利等多

个维度。1995年，Chambers[38]在一维贫困基础上提

出了权利贫困的概念，认为贫困不仅包含收入贫

困，还表现为在社会上低人一等、被孤立、无力和屈

辱；1999年，Sen[39]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明确

提出了多维贫困的概念，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

下，而是对个人获取公共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等方

面发展能力的剥夺。

早期的收入贫困多指人们的最低基本需求得

不到保障，通常也称为绝对贫困。1958 年和 1966

年 Galbraith[40]和 Runciman[41]分别在《富裕的社会》

《相对剥夺与社会公正：20世纪英国社会不平等的

态度研究》书中发展了收入贫困的概念，提出了相

对贫困的思想。1979年，Townsend[42]在《英国的贫

困：一项基于家庭资源和生活水平的调查》一书中

首次明确提出相对贫困概念，认为相对贫困即相对

剥夺，是“个人/家庭缺乏获得饮食、住房、教育机会

和工作等方面的资源，使其不足以达到按照社会习

俗或所在社会鼓励提倡的平均生活水平，从而被排

斥在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之外的一种生存状

态”。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对相对贫困概念进行

了阐述，认为相对贫困是指相对于平均水平而言，

个体缺乏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些资源或全部资源[43]；

相对贫困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一种社会结构

现象[24,44]。

注：图1为作者根据相关文献[37-42，45]整理而成。

图1 贫困概念演进

Fig.1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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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讨论，可以认为，相对贫困是一种与

城乡居民平均水平相比，个人或家庭生产生活资源

占有量和获取资源能力的相对匮乏与剥夺状态，是

指在区域一定的生产、生活条件下，个人或家庭获

得的合法收入虽然可以维持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

性需求，但是无法满足当地条件下所认为的其他基

本生活需求的状态。

1.2 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比较

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是一组存在明显区别又

相互关联的概念。绝对贫困表现为物质上的匮乏，

是缺乏维持生存所需要的食品、住房、衣物等物品

的一种状态 [26]，是对是否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判

断，具有单一性、客观性特征；而相对贫困则是与社

会平均水平相对比较而言，个人或家庭生产生活资

源占有量和获取资源能力的相对匮乏状态，是一种

社会不平等状态反映，具有主观性、动态性、多维性

特征。二者在贫困维度、贫困程度、识别标准、识别

对象、识别方法以及治理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

区别(表1)。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相比，表现出较低

的贫困程度、更大规模的贫困群体和更多维度的贫

困状态，其标准线的确定取决于社会整体水平以及

一定时期内拟解决的社会差距问题。绝对贫困与

相对贫困是一组按贫困程度划分的相对概念，一般

先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再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由于

绝对贫困的贫困程度深，因此在考虑时常常忽略个

人或家庭其他维度的贫困，而重点考虑其经济收入

上的贫困。当绝对贫困问题解决时，将更加关注个

人或家庭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维度贫困问

题。从贫困发生地域来看，乡村是贫困发生与治理

的重点区域。乡村相对贫困是指乡村居民在一定

的乡村地域环境下生产生活资源占有量和获取能

力相对匮乏或被剥夺而无法满足除生存以外的其

他基本生活需求的状态，是区域、城乡发展不均衡

的体现。相对于乡村绝对贫困而言，乡村相对贫困

的产生原因更加复杂，治理维度更为多元，涉及收

入、就业、居住、健康、教育、社会保障、环境等多个

方面。

2 乡村聚落与乡村相对贫困的关联分析

2.1 乡村聚落与乡村相对贫困的产生

乡村相对贫困的产生，首先取决于乡村聚落的

要素构成。根据吴良镛先生所提出的人居环境学，

人居环境由人、自然、社会、居住、支撑网络等5大要

素构成[36]。这 5大要素与乡村相对贫困的收入、就

业、居住、健康、教育、社会保障、环境等多个维度密

切相关。自然和居住是引发乡村相对贫困的基础

要素，土地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等自然条件恶

劣的村落，生产生活和居住条件往往较差，居民获

得生计资本的机会有限，相对贫困问题往往较突

出。不过，随着易地扶贫搬迁和存量危房改造工作

的完成，自然生态条件恶劣、一方山水养不活一方

人的乡村聚落基本消失，居住安全无保障问题已基

本解决。因此，人、社会和支撑网络成为影响相对

贫困的主要因素。人是乡村聚落的主体能动要素，

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人口的老弱化是引发乡

村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社会指由人与人相

互交往和共同活动所形成的空间场所及社会关系，

包括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 [36]。聚落文化是对

居民共同观念与价值信仰的反映，是居民的精神内

核与联系纽带。思想观念落后的聚落，居民文化素

质偏低，往往缺乏自主脱贫致富的意愿和能力，“等

靠要”思想相对严重，相对贫困治理难度大。而传

统文化传承较好的聚落，居民之间互帮互助、团结

友爱，凝聚力与向心力足，也可以较好地抑制相对

贫困的发生。支撑网络包括道路、水电、通讯、防灾

表1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区别

Tab.1 Differences between absolute poverty and relative poverty

比较内容

贫困程度

贫困维度

识别对象

识别标准

识别方法

治理对策

绝对贫困

较高

单一物质维度

显性贫困者

依据最低生活需求获取的某一绝对值

热量支出法、基本需求法、恩格尔系数法、超必需品剔

除法、数学模型法等

扶贫开发与社会兜底保障相结合

相对贫困

较低

收入、健康、能力、权利等多个维度

隐性贫困者

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与全体成员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

基尼系数法、收入等份定义法、收入平均数法、商品相对不

足法等

多维度综合发展

注：作者根据文献[44，46]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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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等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环卫、防灾减灾等公

共服务设施，以及村落制度体系等，为农民生产生

活提供基本支撑和服务 [36]，既关系到义务教育保

障、基本医疗保障、饮水安全保障等农民生计问题，

也涉及环境保护与应急管理等可持续发展问题。

乡村聚落要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促进了乡村聚

落功能的形成与演化。乡村聚落功能按属性可分为

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47]；根据乡村地域功能转型轨

迹，可以划分为生计维持型、产业发展型和品质提升

型3种功能[16]。而经济功能单一、社会功能不强、生

态功能退化、村落产业发展型和品质提升型功能发

展缓慢，是乡村相对贫困发生的主要原因。聚落经

济功能单一、产业发展型功能受限，使得居民经济收

入偏低且稳定性不强；社会功能和品质提升型功能

不强，使得居民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不够充分；生

态功能退化将影响居民健康与持续发展。

然而，乡村聚落的要素与功能作为影响乡村相

对贫困发生的直接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不

同区位、布局、规模与形态的乡村聚落，其要素特征

与功能结构不尽相同，相对贫困发生机制也不一

样。相比于平原、丘陵地区乡村聚落而言，山区乡

村聚落更容易因土地贫瘠、交通条件受限而导致相

对贫困，并且山区聚落体系往往布局分散，彼此之

间互动与交流的机会减少，中心聚落的带动辐射作

用难以有效发挥。偏远地区的村落，由于交通落

后、通讯不发达、思想观念落后等问题，发展机会与

信息获取渠道受到制约，往往更容易发生相对贫

困；相反，地理区位条件较好或者具有优势资源的

聚落，产业基础条件好，居民收入来源相对稳定，发

生相对贫困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相比于规模较大

的聚落而言，规模较小的聚落，产业发展难度大，劳

动力逐渐流失，聚落空心化日益加重，人口规模难

以达到设施配套规模门槛要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不完整或者质量不高，居民获取公共服

务的机会受到影响，尤其是上学距离远可能导致儿

童厌学、弃学，就近就医难可能导致居民疾病无法

得到及时治疗，这些都可能成为导致相对贫困的原

因。相比于紧凑布局的聚落形态而言，长条形、散

点状的分散型聚落，在生产活动组织与邻里交流方

面存在局限，不利于居民信息共享与相互学习、帮

助，从而导致资源利用与治理效率偏低，更容易发

生相对贫困。

2.2 乡村聚落与乡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关联机制

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反贫困的重心将

转向“相对贫困”。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相对贫困

治理应该服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人民生

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

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

步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要求[4]。也就是说，解

决相对贫困问题应当充分考虑满足贫困人口较高水

平的发展需求，在“两不愁、三保障”标准的基础上应

考虑生产、生活多个维度，并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必

须以缓解收入差距、促进就业与公共服务公平为重

点。总而言之，解决相对贫困就是要缩小差距、促进

公平、逐步满足美好生活需求，涉及收入、就业、居

住、健康、教育、社会保障、环境等多个维度。

为实现乡村相对贫困治理目标，应重点建立多

维度脱贫的协同机制、就业增收的长效机制、社会

发展的包容性机制、绿色发展的“两型”机制、内生

动力的培育机制[23]及居住与设施供应的提升机制

等六大长效机制。多维脱贫协同机制，即从收入、

就业、居住、健康、教育、社会保障、环境等多个维度

共同推进相对贫困治理；就业增收长效机制，即提

高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成效，促进公平和充分就

业，逐步提高就近就业水平和质量，促进相对贫困

人口持续稳定增收；社会发展的包容性机制，即保

障相对贫困人口公共服务需求，促进教育、健康、社

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获得；绿色发展的

“两型”机制，即加强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的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环境污染治理、生态风险防范与人居环

境优化，努力发展生态型产业；内生动力的培育机

制，即继续深入推进“造血”式扶贫，提高相对贫困人

口自主脱贫积极性、主动性，并帮助其提升劳动技能

与学习能力，激发其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居住与设

施供应的提升机制，即在确保居住房屋安全和设施

基本供应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保障质量和供应水平。

乡村聚落作为乡村生产生活的空间场所，也是

治理相对贫困的基本空间单元。乡村相对贫困治

理目标的实现与乡村聚落的整体优化密切相关，乡

村聚落可以为缓解乡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建立

提供要素支撑，乡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推行必须

以聚落为空间载体。解决乡村相对贫困问题就是

要实现相对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脱贫，乡村居民生活

质量的稳步提升是实现多维度脱贫的关键，多维度

协同机制必须通过聚落要素的系统整合来共同提

升聚落功能、优化聚落结构，既要进一步提升居住、

设施等“硬资源”配置质量，更要注重社会、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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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要素”优化[28]。乡村地区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

是促进乡村地区充分和公平就业、逐步提高就业水

平和质量的关键，就业增收长效机制的建立与实施

有赖于提高乡村聚落服务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的能

力。居住与设施供应的提升，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生

活质量，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实现教育

与医疗资源的远程共享，并可以使聚落居民在享受

良好生态环境、闲适生活方式的同时拥有更加高质

的就业机会[48]，为贫困乡村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乡村

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49]。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提

高及均等化发展是缓解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重要

组成部分，社会发展包容性机制的建立有赖于科学

合理的聚落体系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合理配置。贫

困户内生动力不仅受其个人经历、教育水平的影

响，同时也受邻里认知、群体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建

立内生动力培育机制，需要提高乡村居民的凝聚力

和对乡村的认同感，需要乡村聚落社会文化空间的

强力支撑。缓解相对贫困的绿色发展“两型”新机

制，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不仅与聚落产业的

选择密切相关，同时还需要与乡村振兴“生态宜居”

战略相结合，构建和谐宜居可持续发展的村落人居

环境(图2)。

3 基于乡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乡村聚落
优化策略

3.1 振兴村落产业，提升产业增收减贫效果

产业是提高乡村聚落整体经济实力、增加农民

就业收入的关键。缓解乡村相对贫困，必须振兴乡

村产业，创造更加多元稳定的就业岗位，充分发挥

产业减贫效应。一是要根据村落区位条件及资源

优势，因地制宜地选择产业方向，发展特色产业，充

分发掘乡村农产品生产功能，延伸农业产业链，重

点发展现代种养业、乡土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流

通业、休闲旅游业、乡村服务业等产业；二是要保护

和利用农业资源、文化资源，创建特色农产品与有

机绿色农产品品牌，提升产业竞争力；三是要提升

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培育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连

接城乡、打通工农、联农带农的多类型多业态产业，

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50]；四是要推广农村电商，

大力发展乡村“互联网+现代农业”，破解乡村聚落

交通可达性差的制约因素，扩大农产品销售市场，

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居民收入；五是要充分发挥致

富带头人作用，引导农业合作社的专业化运作，小

农户经营与规模化经营相结合；六是要建立聚落间

产业合作组织，进行市场信息互享、村集体资金互

相周转等，有效降低产业同质化，提高各自经济发

展效益，形成互补协作的产业体系。

3.2 优化村落空间组织，破解形成相对贫困的公共

服务短板

乡村聚落空间组织与生计资源的分配、公共服

务的供给等密切相关，缓解乡村相对贫困，必须优

化聚落空间组织，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配

置，整体提升聚落公共服务能力。乡村聚落空间组

织的优化包括聚落内部空间与聚落体系空间2个层

面。在聚落体系空间组织层面，应根据区位条件、

自然资源环境、规模现状等因素，评估村落发展潜

力与演化趋势，精明增长与精明收缩相结合，划分

中心聚落、一般聚落和消退聚落，构建以乡村公路

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模式(RROD)[51]，为不同

等级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奠定基础；根据村落人口

规模与生活圈大小，按照城乡等值和乡村现代化的

要求，优化配置教育、医疗、养老、公共交通、信息基

础设施等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与资源，鼓励共建、

共享，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聚落内部空间组

织层面，应根据地域特征引导村落空间规模，逐步

实现居住空间社区化、农业空间规模化、工业空间

组团化，社会交往空间、休闲空间、服务空间有机疏

图2 乡村聚落与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关联分析

Fig.2 Association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long-term

mechanism of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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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16]，基于有效服务半径原则，优化教育、医疗、卫

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提高设施与空间使用的高

效性与便捷性；有针对性地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力度，强化乡村通信网络和信息化平台建设，推行

远程医疗与教育服务，为农村居民的全面发展提供

充分的物质基础与良好的社会服务，尤其要重视农

村教育、医疗质量，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要把握“新

基建”建设机遇，大力发展“互联网+教育”“互联网+

医疗”“互联网+防灾预警”“互联网+农业”，提升乡村

聚落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助推“数字农业”“数字乡

村”和“智慧乡村社区”建设。

3.3 强化村落文化认同，激发村落居民内生动力

解决相对贫困必须做到物质脱贫、能力脱贫与

精神脱贫的有机统一[52]，必须激发脱贫致富的内在

动力。村落文化与社会空间是村落居民进行文化

活动和公共活动的空间场所，重塑健康文明的乡村

聚落文化，优化重构村落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强

化文化认同和归属感，打造聚落共同体，有利于激

发内生动力。一方面，应对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

现代城市文化对乡村传统邻里文化的冲击，宣扬邻

里和谐、互帮互助的文化传统；丰富聚落公共文化

生活，不断优化聚落文化生态，重建民众对聚落的

文化认同和归属感，增强内部凝聚力和向心力，充

分发挥乡村聚落传统文化对相对贫困人口脱贫的

正向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技术精英、返

乡创业者、退休还乡者、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企业投

资者等新乡贤的行为示范、引领带动作用，促进文

明乡风建设[53]，消除因攀比、因习俗而导致的嫁娶

或者建房致贫，通过强化在卫生知识、健康饮食知

识、生殖健康知识和居住环境健康知识等方面的宣

传教育，帮助聚落居民获得更健康的体魄、更少的

医疗支出以及更舒适的生活环境[54]。

3.4 建立绿色生态的乡村聚落，防范环境污染和生

态退化引致新的贫困

环境污染，尤其是水污染，是中国“癌症村”产

生的首要原因，癌症村癌症发病率及死亡率明显高

于同期全国村落的平均水平 [55]。生态宜居是乡村

聚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乡村相对贫困的治理要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紧密结合起来，在提升二三

产业与公共服务功能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美化

乡村景观，保持聚落人文景观与自然生态景观相协

调。一方面，把“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融合起

来，重点发展休闲农业、健康养老、生态旅游、文化

创意等绿色生态产业[23]，加强扶贫产业生态风险防

范，避免生态退化引致新的贫困；另一方面，大力开

展村庄环境整治，开展农房及院落风貌整治和村庄

绿化美化，科学分离规模化畜禽养殖区和居民生活

区，对生活垃圾进行集中分类处理，整体疏通河湖

小溪沟渠，建设生产生活污水的生态净化工程[56]，

为居民提供健康的生活环境，避免因环境污染而致

病致贫。

3.5 促进村落多功能协同转型，消除形成相对贫困

的功能局限

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是

乡村聚落优化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缓解乡村相对贫

困的根本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确保村落功

能的整体提升。随着乡村经济的转型与生活水平

的提高，多样化生活模式逐步出现，传统的农业生

产与居住服务功能已不能满足居民要求，必须进一

步完善聚落在农产品加工、商贸服务、休闲娱乐、文

化创意、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多重功能，促进生产—

生活—生态多功能的协同转型升级[16]。一方面，对

传统功能进行功能升级，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与农产

品质量，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另一方面，植入发展与

乡村自身资源环境相适应的休闲旅游、农产品加

工、商贸服务、文化创意等新二三产业服务功能；同

时，强调以往被忽略的生态保护功能，保护生物多

样性与乡村自然景观。多样性有助于提升聚落系

统稳定性与弹性水平，降低外界扰动对系统冲击带

来的影响。乡村聚落的多功能转型有助于促进农

户生计方式及家庭资产构成的多元化，从而提升农

户的生计水平[57-58]。

3.6 坚持差别化引导，分类施策

中国乡村地域范围广，乡村聚落类型多样，不

同类型的乡村聚落因区位、规模、形态等的差异，存

在不同的约束条件，相对贫困的发生机制具有差

异，聚落优化与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也应有所不同

(表2)。对于自然条件约束型乡村聚落：首先，应加

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克服或减轻地形地势、

水文气候条件的不利影响；其次，应加强交通通信

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可达性，弥补区位劣势；三是

利用农村宽带互联网，推广农村电商，发展“互联

网+生态农业”，增加居民收入；四是加强国土综合

整治和生态修复，提高土地生产力，突破生态资源

瓶颈；五是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输出，促进聚落人

口就业；六是对于不适宜生存的聚落应有组织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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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移民搬迁。对于社会经济约束型乡村聚落：一是

要对乡村聚落进行合理规划，有序组织聚落迁并，引

导聚落精明增长；二是要促进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

鼓励乡村人口返乡创业，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业、

农产品深加工业、乡村旅游等产业，促进三产融合，

增加就业岗位，激活农村经济。对于设施条件约束

型乡村聚落：一是要加大交通、水电、环卫等基础设

施与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

提高其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二是要加强农村宽带

和互联网建设，为发展教育、医疗等远程服务提供基

础设施条件，促进教育、医疗资源共享[59]。

4 结论与讨论

(1) 学术界对贫困的认识经历了一维向多维、

绝对向相对的变化过程。相对贫困是与社会平均

水平相对比较而言，个人或家庭生产生活资源占有

量和获取能力相对匮乏的一种社会不平等状态。

根据国家战略部署，解决中国相对贫困问题就是要

缩小差距、促进公平、满足美好生活需求，涉及收

入、就业、居住、健康、教育、社会保障、环境等多个

维度。

(2) 乡村聚落作为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空间场

所，直接关系着乡村相对贫困的发生与治理。一方

面，乡村相对贫困的发生与乡村聚落的要素与功能

密切相关，并因区位、布局、规模、形态的不同而存

在差异化的发生机制；另一方面，乡村相对贫困治

理的成效取决于多维脱贫协同机制、就业增收长效

机制、居住与设施供应的提升机制、社会发展的包

容性机制、内生动力培育机制、绿色发展的“两型”

机制等6大机制，而这6大机制与乡村聚落的5大要

素相互关联。

(3) 解决乡村相对贫困问题必须建立在乡村聚

落整体优化的基础上。基于乡村相对贫困治理，要

从多个维度优化乡村聚落：振兴村落产业，提升产

业增收减贫效果；优化村落空间组织，破解形成相

对贫困的公共服务短板；强化聚落文化认同，激发

村落居民内生动力；建立绿色生态的乡村聚落，防

范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引致新的贫困；促进村落多

功能协同转型，消除形成相对贫困的功能局限。并

且，对不同类型乡村聚落应实施差别化引导，分类

施策。

(4)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关系着全球和各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精准扶贫战略之下，

2020年中国将基本消除绝对贫困。2020年以后，中

国减贫将转向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促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公平为目标的“相对贫困”治

理阶段。在新的贫困格局下，应充分发挥乡村聚落

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作用，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整

体推进，在进一步巩固精准扶贫成效的同时，立足

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制定新的帮扶策

略。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初步探讨了乡村相对贫

困治理与乡村聚落优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然而

对于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乡村地区，相对贫困的

发生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后续有待针对不同的地

域类型区开展实证研究，从而更深入地探寻乡村

聚落优化与贫困治理、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

为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决策

依据。

(5) 需要强调的是，设施要素是乡村相对贫困

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设施质量及服务水平的提升

对改善聚落可达性、实现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等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新时期技术创新与

信息网络促使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乡村

相对贫困治理应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乡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由于新

型基础设施技术要求及管理运营成本较高，合理布

局“新基建”需结合乡村聚落空间组织的调整优化，

表2 不同类型乡村聚落的相对贫困治理措施

Tab.2 Relative poverty control measur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类型

自然条件约束型

社会经济约束型

设施条件约束型

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原因

区位偏远；聚落分散；土地贫瘠；水资源缺乏；

生态退化；自然灾害频发

人口规模较小或人口流失严重；居民文化素质

偏低，脱贫内生动力不足；产业发展不充分，后

续动力不足

交通、通讯、水电、环卫等基础设施配套不完

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质量差

治理措施

加强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加强交通通信、农田水利等基础设

施建设；大力推广农村电商，积极发展“互联网+生态农业”；促进农

业剩余劳动力输出；有条件、有必要的地区有序组织易地搬迁

合理规划乡村聚落规模，引导聚落迁并和精明增长；转型升级农业

产业，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新型产业和非农产业，增

加就业岗位；鼓励乡村人口返乡创业

加强交通、水电、环卫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医疗、养老服务质

量；加强农村宽带和互联网建设，发展教育、医疗远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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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中心聚落的辐射带动作用。如何布局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消除设施维度的相对贫困，是未

来乡村聚落空间组织优化与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应

考虑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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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relative poverty

ZHOU Guohua1,2, ZHANG Rujiao1,2, HE Yanhua1,2*, DAI Liuyan1,2, ZHANG Li1,2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2. Hunan Key Laboratory of Geospatial Big Data Mining and Applic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After 2020, China's anti-poverty program will move into a new stage of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The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multidimensional deprivation of functions such as housing, employment,

education, medical care, sanitation, culture,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in rural settlements are

important manifestations and causes of rural relative poverty.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relative poverty must start

from the overall optim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is study,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relative poverty

concept and by focusing on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 occurrence of rural relative poverty,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ong- term mechanism of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and

proposed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r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fter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formation of rural relative pover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ctors and functions of settlements, and is

different spatially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location, layout, scale, and form of rural settlements. 2) Rural

settlements are the spatial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ong- term mechanism to alleviate rural relative

pover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ng-term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rural relative poverty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of supporting factors and spatial carriers of rural settlements. 3)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r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includes six aspects: revitalizing village industry,

optimizing village spatial organization, strengthening village cultural identity, establishing green ecological

villages, promoting multifunctional collabo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s, and adopting targeted strategies.

Keywords: rural settlements;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settlement optimiza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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