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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贫困一直是困扰中国的现实难题之一，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基

础。一直以来，乡村贫困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高度重视的问题，相关研究成果日趋增多，

但对乡村贫困空间表达较弱。地理学具有空间格局研究的优势，近年来其对乡村贫困的研究较为活跃，重点关注

乡村贫困的源起、空间分布、地理特征等内容，与其他学科有极强的互补性。论文梳理了地理学乡村贫困的相关研

究成果，对其内涵与标准、测度与空间格局、影响因素与发生机理、反贫困策略等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与综合评述，探

讨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未来研究方向的发展趋势，为深入开展本领域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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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的问题和现

实难题，消除贫困，促进人类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与

繁荣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追求[1]。贫困具有动态性与

复杂性特征[2]，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与封建主义时

期长期的重农政策使得乡村人口众多，复杂的地形

地貌特征与广阔的国土面积催生了多样的民族构

成，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牺牲乡村利益致使城乡二

元结构割裂，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长期滞后

于世界乡村的平均水平[3]，乡村贫困问题成为长期

困扰中国的重大问题之一。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

化的快速推进及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中国反贫困

取得重大成效，2013年以来，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

由9899万减少到2019年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10.2%下降到0.6%，贫困村降至0.27万个，但中国乡

村贫困人口基数大，脱贫农户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较强，返贫风险大。因此，全面消除贫困仍面临重

大挑战，乡村贫困问题仍然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阻碍，反贫困是未来

长时期内需面对的艰巨任务，终结贫困仍然是未来

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

一直以来乡村贫困是各个学科关注的重点领

域之一，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在

乡村贫困的内生过程，贫困主体的认知行为与社会

环境、生计方式与可行能力、贫困瞄准与扶贫策略、

社会排斥和社会资本对贫困的影响等方面研究成

果丰富，但对乡村贫困空间格局、空间过程等较少

涉及。而地理学则关注乡村贫困的源起、空间分

布、地理特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4]，特别是《中国农

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实施以来，地理学

利用其空间性的学科优势，对乡村的贫困研究不断

增多，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深度不断加强。本

文通过梳理地理学视角下乡村贫困的研究进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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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其内涵与标准、测度与空间格局、影响因素与

发生机理、反贫困策略等内容进行归纳总结与综合

评述，探讨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今后研究的方

向，为深入开展本领域研究提供参考。

1 地理学视角下乡村贫困源起及研究
进展

1.1 乡村贫困的源起、概念内涵及标准

1.1.1 乡村贫困的源起及概念内涵

对贫困的理解最早从经济收入角度出发，早在

1798年，英国的Malthus在其专著《人口原理》[5]中指

出贫困是由于收入过低而不能维持生活必要需求

的一种状况。此后，通过Booth、Townsend、Sen等学

者[6-10]的深入研究，逐步认识到贫困复杂化、多元化

性质，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能力贫困、人文贫困、多

维贫困等概念相继被提出，贫困内涵价值随时间推

移不断提升。1954年Harris[11]指出落后地区经济发

展和地理位置有一定联系。1997年 Jalan等[12]提出

“空间贫困陷阱(spatial poverty traps, SPT)”理论，世

界银行在 SPT 理论基础上进行全球贫困绘图工

作。2006年，FAO利用GIS建立地理空间框架，探

讨分析贫困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将空间贫困研

究推向新的高度[13]。

国内关于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多借鉴国外

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进行。20

世纪 50年代，中国开始贫困问题研究，但多以马克

思主义贫困化理论研究为主。20世纪 80年代后，

中国贫困问题随城乡差距增大、城市发展偏向及地

理资本差异等不断蔓延和凸显，贫困研究随国际研

究热潮与国内严峻现状逐步发展和扩大，但仍以主

流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为主。21世纪以来，多维贫

困、空间贫困等逐步被引入国内，贫困问题特别是

乡村贫困问题开始逐渐成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

学等多学科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图 1)。相较于其他

学科，地理学关注乡村贫困的空间格局与地域分

异、时空变化和形成机理以及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

系，学者们普遍认同“空间贫困理论”，认为包括“地

理资本”的相对缺乏且不易改变和缓和，会影响农

户资本的收益率，使该地区农户更容易陷入持续性

贫困[14]，农村贫困化的“孤岛效应”[15]和“空间贫困陷

阱”就此形成。刘彦随等[15]认为贫困是一种特殊的

经济现象，是指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无法满足其基本

生活水平和需要的状态，涉及自然、社会、经济等多

个方面，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反复性特征。鲜祖德

等[16]以收入为准则，进行“绝对贫困”系统性调查与

研究，在研究中发现，贫困具有相对性，即相对于另

外一部分人更为贫困的现象，据此提出了相对贫困

的概念。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生

活不能单纯通过收入状况来衡量，还包括能力与机

会、教育与自由等，具有多维性特征[17]。作为典型

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相对发达的城镇和比较落后

的乡村同时并存，中国的贫困主要表现为乡村贫

困[18]，而空间因素是中国乡村贫困的一个重要决定

因素。空间贫困是多维贫困内涵在地理空间维度

上的拓展和深化[16]，陈全功等[19]率先解读和研究空

间贫困的政策含义与中国空间贫困状况(表1)。

随着GIS和RS的发展与空间统计方法的广泛

应用，学者们将贫困问题进行地理分类，并在空间

上进行可视化分析，不断突破传统贫困影响机理分

析的限制，将地理因素逐步引入致贫因子的分析与

探讨中。特别是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与精准扶

图1 不同学科视角下乡村贫困的主要研究内容

Fig.1 Main research contents of rural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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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战略的确定和提出以来，地理学者开始利用学科

优势，兼顾微观与宏观，从省、集中连片特困区、市、

县、村、农户进行多尺度分析与空间比较，从海拔、

坡度、交通密度、距中心城市与省会城市的距离、耕

地面积等地理学视角分析贫困成因，并与经济学、

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综合，将地理因素与经济

发展、社会保障、人口分布、生态环境等多方面融

合，逐渐形成极具特色的地理学贫困研究框架和体

系，其价值和地位日益凸显。

1.1.2 中国乡村贫困的界定标准

乡村贫困问题起源于学者们对乡村社会生活

问题的研究，政府则一直是乡村贫困问题解决的倡

导者和执行者，政府对乡村贫困界定标准划定与政

策制定，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与支撑(图 2)。1978年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指出了新中国乡村贫困问

题；1981年农业部首次将农村贫困的标准划定为人

均集体收入 50元和 40元；1986年成立专门扶贫机

构，以人均纯收入为标准划定了 331个国家级贫困

县[17]。此后，改革开放的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确立、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成等制度因素促使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生

活水平提高，贫困程度由单一的贫困线标准度量扩

展到综合考虑乡村人均纯收入、贫困人口率、人均

GDP等多方面[20]，贫困问题的研究开始成为各个学

表1 贫困相关概念的内涵界定

Tab.1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of poverty

相关概念

贫困

收入贫困

绝对贫困

相对贫困

多维贫困

空间贫困

内涵界定

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是指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无法满足其基本生活水平和需要的状态

一般以收入(或消费支出)来测算贫困标准和贫困人口

不能达到维持某一特定基本生活需求(包括食物和非食物)的状况，一般是用收入或消费支出来衡量

一部分人相对于另一部分人更加贫困，或者一部分人的收入远低于平均水平的现象

贫困不仅仅是收入或消费不足，更是健康、教育、居住质量、就业机会等被剥夺的现象

是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视野上的多维贫困概念，它将一系列指标赋予地理属性，这些具有地理

属性的指标合成地理资本，通过研究其空间聚集特征和规律，并以贫困地图或贫困绘图的形式表达，来

判定是否存在空间贫困陷阱

文献

刘彦随等[15]

鲜祖德等[16]

鲜祖德等[16]

鲜祖德等[16]

刘小鹏等[17]

陈全功等[19]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扶贫监测报告》。1978年标准按 1978年价格每年 100元/人；2008标准按

2000年价格每年865元/人，2000年开始使用；2010标准按2010价格每年2300元/人。

图2 中国乡村扶贫发展历程及不同标准下中国乡村贫困人口及贫困发生率

Fig.2 Development of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and the rural poor population and incidence

of poverty under different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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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前沿问题之一。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2011—2020年)》在全国确立14个集中连片特困

片区、680个县为新阶段的扶贫攻坚主战场。2013

年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促使有关乡村贫困理论、

扶贫开发模式、精准扶贫战略等问题迅速成为学科

研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与热点。随研究的深入与

多视角的探讨，学者们借助政府贫困标准的划定，

开展贫困评价测度、类型划分等相关研究，特别是

地理科学学者借助学科优势，利用 GIS 与 RS 空间

分析技术，逐渐开展乡村贫困的空间格局与地域分

异研究，并在空间上进行可视化表达，为把握区域

乡村贫困的地域分异规律提供重要的支撑。

1.2 乡村贫困测度与空间格局

贫困具有时空性和复杂性特征，中国学者借鉴

Alkire-Foster(A-F)多维贫困指数法，开展多维贫困

测度。多维贫困测度的难点主要在于多维指标的

选择以及临界值的界定缺乏统一标准，权重的设置

和指标的选定对结果影响重大，且可获取的中国乡

村贫困统计数据较少，最初研究大多以县域为基本

单元[21]。王小林等[22]从住房、教育、饮用水等8个维

度计算贫困指数，开创中国多维贫困研究的先河。

随后相关研究逐渐增多(表2)，学者们从自然资源禀

赋、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基本公共设施状况等方面

构建指标体系分析乡村贫困的时空演变特征、过

程和空间格局 [23-26]，利用时空交互方法从时间与空

间2个维度反映贫困化的空间分异特征[2,27]，从宏观

和中观层面把握区域贫困的空间格局，为国家扶贫

政策的推进提供参考[28-29]。

近年来利用“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第三方

评估任务调查和研究、“整村推进”项目、村干部访

谈、贫困户入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数据的研究逐

渐增多[30-31]，以贫困村、县为典型案例区[32]，基于农

户视角，构建收入来源、支出去向、住房与生活、户

主文化水平、是否有重大疾病等指标体系测度村域

的多维贫困指数，深入剖析新时期乡村贫困的基本

特点、贫困村域演变特征[15,33]，采用以“小尺度”反映

“大空间”的形式为中国同类型区域提供借鉴与参

考[34-35]。相比而言，在精准扶贫的攻坚期，以农户和

村域等微观多维贫困研究有利于乡村贫困的精准

识别与瞄准到户，更具执行力。

1.3 乡村贫困的影响因素与发生机理

1.3.1 影响因素

乡村贫困的发生是“人地系统”失衡的结果，受

自然本底、社会经济与人类主体等多要素交互作

用，不同地理环境与时间维度内的致贫因素千差万

别，同一因子在不同地域与时间内的作用方式、强

度与大小差异显著。地理学对乡村贫困影响因素

研究经历了从定性描述到定量分析的转变。早期

研究侧重描述性解释，从植被覆盖、土地质量、气候

条件等自然因素及人口素质、土地污染、耕作方式

等人为因素定性分析乡村贫困的致贫原因 [36]。近

年来，随数据统计与空间分析方法的进步，基于GIS

技术条件提取自然因子，量化地理区位条件，并辅

以经济、社会等方面指标，定量诊断其影响因子的

表2 乡村贫困测度的主要文献及测度维度

Tab.2 Main researchers of rural poverty spatial pattern and its measurement dimensions

文献

周扬等[29]

杨振等[28]

陈烨烽等[30]

刘艳华等[23]

刘新梅等[27]

田宇等[4]

孙林等[24]

袁媛等[20]

赵雪雁等[2]

王艳慧等[26]

马明义等[31]

文琦等[34]

杨慧敏等[32]

研究样区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南疆四地州

武陵山片区

内蒙古自治区

河北省

石羊河流域

河南省4县

陕西省太白县

宁夏彭阳县

河南省淅川县3个村

研究年份/时段

2015

2013

2013

2011

2000—2016

2015

2011

2010

2001—2016

2011

2017

2016

2014

贫困测度维度

人类发展能力、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水平

衣着、食品、居住、交通和通信、家庭设备及用品、医疗保健、文教

娱乐服务及其他

地理环境、行政村特征、经济发展、生产生活条件、劳动力状况、医

疗卫生和社会保障

金融、自然、人力、物质和社会资本、环境背景脆弱性

经济、社会、自然

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健康状况、教育程度

经济、健康、教育、生活水平

经济、社会、自然

经济、健康、教育、生活水平

经济福利、生活水平、健康、教育

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社会关系

收入、教育、健康、住房安全、生活、资产状况

教育、健康、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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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较多。通过研究发现贫困是自然地理环

境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等人文环境双重影响下

的产物，地理环境对乡村贫困的发生呈现整体性、

系统性及路径多样性等复杂特征[37]，地形破碎度、

高程与坡度、距市区距离等是乡村贫困的空间分异

产生基础性影响[38-41]，中国 70%的贫困县位于地面

平均坡度10°以上的区域[4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基

础设施状况、土地利用结构等对乡村贫困的空间格

局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34,43-45]，农户收入水平、人口

结构特征、文化教育程度等对区域乡村贫困发生产

生重要影响[32,46]。目前，地理学对乡村贫困影响因

素的研究较为系统地整合了自然、社会、经济等多

方面因素，较为全面地涵盖了宏观、中观与微观尺

度，较为科学地诊断了不同地理环境与时间维度内

各因素的作用方式、方向与强度，为国内同类型研

究提供了参考借鉴。但单一尺度的实证分析无法

系统、全面反映乡村贫困成因规律，构建“户—村—

县”多尺度模型分层次解读各尺度间影响因素的差

异性与关联性[40,46]，把握尺度分异规律，确定关键影

响因素的尺度层级，分类研究乡村贫困的致贫因素

与影响因素，系统把握影响因素效应水平的空间异

质性与影响贫困深度的关键因素，诊断、归纳、总结

不同尺度贫困类型的主导因素，仍需要更进一步深

入研究。

1.3.2 发生机理

长期以来，乡村贫困的机理研究受中国学术界

的重视，且初步形成了不同学科和不同视角的研究

理论，如经济学视角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社会

视角的“贫困代际遗传论”“能力剥夺论”与“权力贫

困论”、文化视角上的“文化贫困论”等[47]，但目前较

多停留在单一视角，对乡村贫困的认知较为“碎片

化”，尚未形成多学科综合视角下的研究体系等[46]。

地理学者提出了“地理资本论”和“空间贫困论”，认

为乡村贫困是由生存环境恶劣引起，如地形特征复

杂、地理位置偏远，自然资源缺乏、交通设施不便

等。已有研究表明，在特定时间“断面”上，区域贫

困的形成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过程，通常表现为

“人”“业”“地”3 个层面要素的“负向循环累积过

程”，即“贫困陷阱”[48]。同时，就黄河流域农区而

言，贫困是“自然贫困→经济贫困→社会贫困”的

“贫困循环怪圈”的结果 [49]。此外，也有学者遵循

“因子—作用对象—作用路径—作用结果”的思路，

分别从省域和村域2个方面对多维贫困空间分异机

制进行了探讨[34,50]。近年来，特别是精准扶贫战略

提出以来，部分学者开始在多维贫困视角下，整合

地理、社会、经济、人口等多方面的因素，试图建立

完整的贫困发生分析框架，科学解释贫困发生的内

在机理，以提高对现实状况的解释力和对扶贫措施

的指导力，但目前对乡村贫困的发生机理与机制研

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框架与理

论体系，研究成果较少、研究结论较为浅显。

1.4 乡村反贫困政策及脱贫路径研究

消除贫困不仅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而

且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世

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51]，自2013

年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来，脱贫成效显著，按照中

国现行标准，2013—2019年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

9000多万人，年均减贫人数1300万以上，贫困发生

率从 10.2%下降到 0.6%，已脱贫摘帽贫困县 780

个。在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收官之年，中国乡村扶

贫工作已经进入攻坚克难、攻营拔寨的冲刺阶段，

任务十分艰巨，要求扶贫工作根据不同贫困类型进

行有针对性的施策。

近年来，反贫困问题备受关注，通过对乡村贫

困的影响因素及发生机理的研究发现，中国贫困的

深层次原因有一定的地理属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贫困县等大都分布于老、少、边、穷等边缘性区域，贫

困户大都距离主要交通干线、中心城镇较远，针对

上述研究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具体的反贫困路径选

择和政策启示，认为反贫困工作的重点应针对区域

贫困的主导致贫因素适时调整。如交通条件较差

的区域，扶贫工作应围绕国道、省道、县道等重要交

通干线建设展开[30,44,52-53]；生存环境恶劣的区域可实

行移民搬迁[54]；贫困摘帽不能仅依赖于先天不足的

第一产业，恶劣的地形地貌往往塑造天然的自然

景观，国家可依托贫困县域的自然景观发展乡村

旅游观光产业[42]；也有学者开始乡村贫困与旅游资

源优势空间关联性研究 [55]。对反贫困路径的研究

也开始逐渐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观

点融合，认为反贫困工作的开展要综合考虑贫困区

域产业发展、就业保障、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原因[40]，

在注重贫困区地理生存环境、交通设施等区位因

素改善的同时，也要注重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

的提升 [42]。也有部分学者针对区域反贫困绩效进

行评价、分析其空间格局，为中国消除贫困提供理

论基础[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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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评述及展望

2.1 研究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乡村贫困概念与内涵、测

度与空间格局、影响因素与发生机理、反贫困策略

与调控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图 3)，研究内容不断丰

富，研究深度不断加强，逐渐由贫困概念、贫困识别

向贫困测度、地域分异、影响因素、贫困瞄准、贫困

政策等转变，由定性描述向定量评价转变，由单维

向多维转变，由空间格局向影响因素、减贫策略转

变。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1) 乡村贫困的基础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

化。现有研究仍以具体实证分析为主，且在研究内

容、方法和结论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重叠与同质化

现象，侧重于乡村多维贫困测度与空间异质性特征

的探讨，而对乡村贫困的内涵升华、发生机理、响应

路径、路径组合、路径的适宜性条件及限制性因素

等基础理论研究不足，虽逐步注重其影响因素的定

量诊断，但对不同地理环境下致贫因素与发生机理

的差异性比较研究较为缺乏，造成严重的地理学

“理论贫困”现象，需进一步探究。

(2) 乡村贫困多尺度关联与差异性特征研究有

待进一步深入。虽然现有研究已经实现由围绕经

济收入、生活水平等经济实体要素展开向综合考虑

自然、社会、生态、文化等要素转变，但大多基于单

一尺度、单一时间节点考虑，而从户—村—县、村—

县等多尺度层面探讨乡村贫困空间格局与动态演

化规律，分析乡村贫困不同尺度之间的关联性与差

异性特征，把握尺度分异规律，从而确定主导与关

键影响因素的尺度层级，科学提出减贫策略的研究

较为缺乏，需进一步深入。

(3) 多学科融合分析有待进一步加强。从技术

方法而言，虽逐步注重 GIS 空间分析及地理探测

器、空间回归分析等定量测度模型在乡村多维贫困

测度与影响因素诊断过程中的作用，从本学科视角

下开展了大量实证分析与个案研究，但从经济学、

图3 乡村贫困研究主体框架

Fig.3 A framework of rural povert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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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等多学科融合模式下，基于

地理学空间分析优势，全方位、多层次分析乡村贫

困多维性、复杂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特征的定量研

究明显不足，需进一步深化。

2.2 研究展望

当前，中国乡村贫困已由普遍性贫困向区域性

贫困转变，并逐渐由区域性贫困向“点”型边缘化过

渡，已经进入脱贫与返贫的反复发展阶段[56]。2020

年为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决胜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

之年，中国即将进入 2020年的后脱贫时代，乡村扶

贫工作已经进入攻坚克难的冲刺阶段，但在现行标

准下农村人口全部脱贫是否意味着贫困的终结？

新的贫困问题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周扬等[29]

认为 2020年后中国乡村贫困的基本态势为相对贫

困，新的贫困格局需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制定新的帮

扶措施。李小云等[57]认为 2020年中国农村的原发

性绝对贫困基本消除后，乡村贫困将进入一个转型

性次生贫困的“新贫困”阶段，反复性贫困、潜在性

贫困、相对贫困和特殊群体性贫困将成为主要代

表。针对这些特征与问题，未来地理学视角下乡村

贫困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1) 乡村贫困多尺度间关联性与差异性研究

乡村贫困受经济、自然、历史、社会等多方面交

互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乡村贫困不同地

域、不同尺度间的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

具有较为明显的关联性与差异性，但目前地理学对

乡村贫困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单一尺度，未来可通过

建立集中连片特困区—县—村—户多尺度模型，采

用微观实证验证和拓展宏观、中观尺度结论，探索

同一地域、不同尺度间乡村贫困状态、空间分布、致

贫因素与作用机理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比较不同

地域、不同尺度间主导致贫因素与机理间的关联性

与差异性，为制定针对性较强的扶贫政策提供理论

基础。

(2) 反贫困的稳定性研究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由此可见，扶贫成

效不能只关注脱贫的数量规模，更应该关注脱贫质

量水平与可持续性，因此反贫困是一个永恒的课

题。反贫困稳定性指脱贫农户的生活水平和收入

持续保持在脱贫标准以上且有一定抗击风险的能

力[58]。新一轮扶贫攻坚结束后，部分已脱贫人口其

实仍处于贫困的临界值点，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且自

身发展能力较弱，失去了政府的“输血”之后很容易

再度跌入“贫困陷阱”，特别是在外部风险的冲击

下，返贫的可能性很大。在整体性和区域性贫困基

本解决之后，未来可加强对脱贫县与村的后续跟进

研究与脱贫类型的识别，测度脱贫稳定性程度及揭

示其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更应该立足于脱贫农户

微观个体数据的挖掘，分析区域农户的返贫可能

性大小、原因和防控措施，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提

供理论支持。

(3) 乡村贫困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实施

路径研究

脱贫攻坚以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为主要目标，而

乡村振兴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战

略实现的坚实基础，乡村振兴则是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的有效保障，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交汇与重合

的特殊时期，应重点加强乡村贫困与乡村振兴战略

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研究。有效衔接不是单纯的

扶贫政策和措施上的延续，而是结合乡村振兴战略

的目标和要求、脱贫攻坚的成效与经验、社会发展

实际与规律逐步作出体制、路径、政策上的调整，避

免扶贫攻坚收官与乡村振兴实施间的断层。因此，

深入探索乡村贫困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的实

施路径，促使产业、基础设施、乡村主体发展能力、

乡土文化、乡村生态环境与生活质量等有机衔接

(图4)，丰富和拓展脱贫攻坚积累的经验，维持乡村

图4 乡村贫困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Fig.4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rural pover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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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效果的可持续性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内容。

(4) 强化乡村贫困理论探索与多学科融合集成

研究

贫困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其内涵价值随时间

的推移不断升华，对乡村贫困概念与内涵的理论探

索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同时乡村贫困又是一

个包含经济、社会、政策、文化、自然等的多维复合

概念，但现有研究跨学科综合集成与交叉融合程度

稍显不足。未来地理学乡村贫困研究在注重地理

因素的同时应多关注社会、文化、政策等对乡村贫

困的影响，立足于空间贫困理论，吸取和借鉴国外

相关理论，有机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

学和生态学等多学科优势，构建一个能体现乡村贫

困多维化与复杂化、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框架，

开展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贫困内涵价值理

论探索，彻底解决地理学乡村贫困的“理论贫困”问

题，是今后研究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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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poverty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Origin, progress, and prospect

TAN Xuelan, JIANG Lingxiao, WANG Zhenkai, AN Yue, CHEN Min, REN Hui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Rural poverty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China.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is

the basis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poverty has been a widely researched issue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such as economics,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psych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ch discipline, studies related to rural

poverty have been increasing. Nevertheless, the results are short of spatial expressio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y make it highly complementary to other disciplines in the study of rural poverty.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results on rural poverty originated in the field of geography. Relevant research content

mainly involves the origin,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overty.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of geography on rural poverty, and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its connotation and standards,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patter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and anti-

poverty strategies, etc.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progress of rural poverty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were

identified. Issues and future research focus and direc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words: rural poverty; poverty line;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prospect;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a

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