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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落实减贫目

标的期限迫近ꎬ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普遍希望建立能够有效维护区域稳

定、 提高各国发展水平、 共享繁荣的减贫合作机制ꎮ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

内的减贫合作是近年来提出的议程ꎬ 尚处于探索阶段ꎬ 需要对组织框架

内重点发展的合作方向进行梳理ꎬ 使该组织框架下的减贫合作更有系统

性和针对性ꎮ 本文探讨如何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减贫合作问题ꎮ
上海合作组织多数成员亟待解决的仍是绝对贫困ꎬ 迫切需要破解发展不

足难题ꎮ 减贫合作应以发展为主导动力和基本定位ꎬ 以促进各国发展为

中心任务ꎬ 以改善就业和提升民生福利为重要目标ꎬ 在减贫合作可行性

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减贫合作的具体实现路径ꎬ 包括注重经验互鉴、 理

念对接和战略共识的达成ꎬ 制定专门的减贫规划或纲领ꎬ 加大在重点领

域对成员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ꎬ 针对弱势群体开展小型民

生项目ꎬ 以及减少制度性约束、 降低成员国之间劳动力的迁移成本等ꎬ
通过合作推动各成员国加快实现减贫目标ꎬ 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及上海

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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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的国际变局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造成较大冲击ꎮ 扩员后ꎬ 上海合作组

织一方面具备更好的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ꎬ 另一方面也面临更大的发展

压力ꎮ 随着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落实减贫目标的期限迫近ꎬ 各国

普遍希望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建立能够有效维护区域稳定、 提高各国发展水

平、 共享繁荣的减贫合作机制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国内绝对贫困问

题ꎬ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ꎬ 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经

验、 智慧和方法ꎬ 得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的普遍认可ꎮ 同年ꎬ 巴基斯坦提议在上

海合作组织内设立专门的减贫工作组和减贫先进经验中心ꎮ ２０２１ 年上海合作组

织杜尚别峰会期间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特别承诺要在上海合作组

织框架内向成员国提供 １ ０００ 名扶贫培训名额ꎬ 并提出在 “丝路一家亲” 行动框

架内开展扶贫救助项目ꎬ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这次峰会上提出了在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制定开展减贫合作规划的相关倡议ꎮ ２０２２ 年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峰会通过了关于减贫特别工作组的决议ꎬ 提升本组织框

架内的产业和金融合作ꎮ ２０２３ 年元首理事会新德里峰会更进一步强调要在当下

全球迅速发展与变革的新时期ꎬ 拓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在科技、 教育、 农业、 数

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ꎬ 帮助各成员国实现可持续发展ꎬ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ꎮ
贫困问题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紧密相关ꎮ 贫困既包括因物质条件匮乏造

成的绝对贫困ꎬ 也包括因社会不平等造成的相对贫困ꎮ 一般来说ꎬ 经济增长的速

度是对贫困率影响最大的因素ꎮ 经济增长强劲的国家ꎬ 整体贫困率降低较为迅

速ꎬ 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往往也会随之有所改善①ꎮ 发展与增长并不完全

等同ꎬ 发展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ꎬ 同时也涉及实现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多

个方面②ꎬ 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ꎬ 既要避免出现 “共同贫穷”ꎬ 又要避

免贫富差距过大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面临着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减贫与改善

民生等问题的挑战ꎬ 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减少贫困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首要任务ꎬ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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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国政府努力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二十余年ꎬ 对挖掘成员国之间合作潜力、 促进各国经济发

展和提升民众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上海合作组织建立的初衷是解决各国之间遗

留的边界问题ꎬ 以及应对组织成员共同面对的地区安全挑战ꎮ 实际上ꎬ 除了宗教

极端势力的渗透ꎬ 贫困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所在地区安全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ꎮ 可

以说ꎬ 贫困问题与安全问题互为因果ꎬ 对于贫困的忽视将对地区安全和发展产生

长远的消极影响ꎬ 减少贫困特别是消除极端贫困也就成为保障地区安全的一条可

靠路径ꎮ 如阿马蒂亚森所言ꎬ 贫穷和不公与暴力相互关联ꎬ 在全球经济发展中

被边缘化的群体所产生的被剥夺感、 不公平感和耻辱感为极端主义的招兵买马提

供了有利环境①ꎮ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共享繁荣的时代目标、 上海合作组织深化

自身职能的发展要求和成员国的迫切需求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ꎬ 探索如何在上海

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减贫合作的问题应尽早提上日程ꎮ
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来说ꎬ 发展是减贫的关键ꎬ 减贫是发展的首要目

标ꎮ 上海合作组织虽然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多边发展与减贫机构ꎬ 但在推动发展和

减贫目标实现方面有良好的理念和实践基础ꎮ 从理念层面来说ꎬ 上海合作组织自

成立以来秉持 “上海精神”ꎬ 即 “互信、 互利、 平等、 协商ꎬ 尊重多样文明ꎬ 谋

求共同发展”ꎻ 从实践层面来说ꎬ 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目标是 “对内谋求成员国

共同发展ꎬ 对外展示和实践国际合作新模式”ꎬ 在各领域的合作都是为了实现上

述目标②ꎮ 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减贫合作是近年来提出的议事议程ꎬ 尚处于探

索阶段ꎬ 本文提出ꎬ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减贫合作应当以促进各国发展为主导动力

和基本定位ꎬ 以解决各国发展问题为中心任务ꎬ 以改善就业和民生福利为重要目

标ꎬ 并在各国减贫合作可行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减贫合作的具体实现路径ꎮ

二　 既有研究回顾: 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发展中实现减贫

“发展中国家” 是二战后摆脱了殖民统治的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所认同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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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所处国家群体的称谓①ꎮ 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划分ꎬ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绝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②ꎬ 均不是高收入国家③ꎬ 并且部分成员国所在的南

亚地区是全球贫困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④ꎮ 贫困问题在社会学领域的探讨由来

已久ꎬ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减贫的重点关注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ꎬ 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发展经济学领域ꎬ 得到较多关注的典型区域

是东亚、 南亚、 拉丁美洲和非洲ꎬ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上述地区的经济体量、 贫困

问题的典型性和突出性以及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ꎬ 另一方面在于这些地区

对主流发展经济学家所来自国家的战略重要性⑤ꎮ 与上海合作组织相关的研究多

数关注政治、 经济、 外交和安全等议题ꎬ 与贫困和减贫相关的研究也大多局限于

对各成员国自身情况的梳理和分析ꎬ 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减贫合作直接相关

的研究尚处于起步状态ꎮ 因此ꎬ 本文着重梳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贫困与

减贫以及通过双多边合作推动减贫进程的代表性研究ꎮ
具体来说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工业落后的初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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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很强ꎬ 因此是否属于发达国家是有争议的ꎮ 按国民人均收入来划分ꎬ 也可以将这两个

国家归为中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ꎮ
根据世界银行集团 ２０２４ 财年按国民人均收入水平划分的国家分类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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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俄罗斯ꎬ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包括印度、 伊朗、 吉尔吉斯斯坦、 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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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印度的发展和贫困问题具有典型性ꎬ 得到国际社会更多关注ꎬ
俄罗斯贫困问题并不十分突出ꎬ 其他成员国包括中亚五国、 巴基斯坦和伊朗虽然长期面临贫

困问题带来的较为严峻的挑战ꎬ 但由于国内民众并未像印度底层民众一样处于挣扎在温饱线

上的极端赤贫状况ꎬ 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些国家长期处于被国际社会边缘化的状态ꎬ 与这些国

家贫困与减贫问题相关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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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国ꎬ 各国在贫困问题特征和贫困人群特点方面存在普遍共性ꎮ 发展中国家在

二战后普遍贫困ꎬ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将这些贫困特征归纳为发展中国家 “多样

性中的相似性”ꎬ 包括: 缺乏经济发展必需的资金ꎬ 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ꎻ 人均

国民收入低且分配不平等ꎬ 存在普遍的严重失业和不充分就业ꎻ 人口增长率高ꎬ
卫生和健康状况较差ꎬ 社会抚养负担重ꎻ 经济严重依赖小规模农业和初级产品出

口ꎬ 穷人大多分布在农村地区ꎬ 往往从事农业或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工作ꎻ 妇女占

穷人的大多数ꎬ 且往往影响到子女教育ꎬ 贫困容易产生代际传递ꎻ 穷人往往集中

在某些社会阶层、 某些族群或弱势群体中ꎬ 等等①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６０ 年代

初ꎬ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方

面ꎬ 当时经济发展的核心被认为是经济增长ꎬ 也就是经济总量的持续上升ꎬ 贫困

的成因被认为是增长不足ꎬ 因此他们提出 “增长减贫” 和 “收入减贫” 的方法ꎬ
主要路径是通过施行以工业化为重心的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增长、 吸纳就业和提高

国民收入②ꎮ
不管学者之间的具体观点如何分歧ꎬ 早期的主流观点基本认同发展中国家减

贫的关键在于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③ꎮ 刘易斯提出了经济的 “二元结构论”ꎬ
即发展中国家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ꎬ 经济的二元结构也造成

了地区发展的二元结构即落后地区和相对繁荣的地区并存④ꎮ 库兹涅茨则进一步

指出ꎬ 随着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型ꎬ 二元经济导致的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

的收入差距将不断缩小ꎬ 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将不断改善⑤ꎮ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也存在诸多方面的局限ꎬ 例如: 经济发展目标较

为狭窄ꎬ 主要追求经济总量和国民平均收入的增长ꎬ 忽视了社会公平ꎻ 把工业化

视作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手段ꎬ 忽视了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发展ꎬ 而发展中国家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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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ꎬ 第 ３３ ~ ６４ 页ꎮ
参见: 〔美〕 吉拉德Ｍ 米耶、 都德莱西尔斯编: «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ꎬ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３ ~ ２１ 页ꎻ 〔澳〕 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 «经济发展思想

史»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９ 年版ꎬ 第 ５５ ~ ６１ 页ꎮ
〔美〕 吉拉德Ｍ 米耶、 都德莱西尔斯编: «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ꎬ 中国经

济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１ ~ ３ 页ꎮ
〔英〕 阿瑟刘易斯: «经济增长理论»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３ 年版ꎬ 第 ４ ~ ６ 页ꎮ
〔美〕 西蒙库兹涅茨: «各国的经济增长: 总产值和生产结构»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５

年版ꎬ 第 ３５６ ~ ３５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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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恰恰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ꎻ 将贫困仅仅视为收入低下ꎬ 忽视了教育、 健

康、 公共物品获取等更多非货币维度的现象ꎬ 等等ꎮ 美国德裔经济学家西奥多
舒尔茨则填补了这一缺失ꎬ 他反对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ꎬ 更反对只有工业

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看法ꎮ 舒尔茨提出技术进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

键ꎬ 通过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ꎬ 而技术进步带

来的设备更新则需要有能力的人去管理和使用ꎬ 因此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进行

投资同等重要①ꎮ 中国学者张培刚论证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ꎬ 强调农业

在粮食、 原料、 劳动力、 市场和资金五个方面对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都起

到了重要作用ꎬ 是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基础②ꎮ 托达罗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城

市失业和贫困问题ꎬ 他提出了城市 “非正规就业部门” 这一概念ꎬ 指出在城市

中存在劳动力在大部分合法但未经注册的非正规部门就业、 自谋职业或者为小企

业工作ꎮ 例如印度就存在大量的非正规就业部门③ꎮ 托达罗认为ꎬ 部分发展中国

家城市化的推进速度明显超过工业化速度ꎬ 导致出现 “超城市化” 现象ꎬ 城市

人口急剧膨胀ꎬ 进而产生严重的城市失业和随之而来的城市贫困ꎮ 要想减少甚至

消除城市失业ꎬ 必须重视城乡共同发展ꎬ 特别要鼓励和支持农村发展ꎬ 防止由于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而使农民过度迁往城市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ꎬ 学者认识到贫困问题并不能够通过经济增长得到完

全解决ꎬ 需要消除导致贫困的制度因素和能力因素ꎬ 对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给予

特别关注ꎬ 并为此制定专门的战略和政策ꎬ 逐步从增长减贫、 收入减贫到以上两

者与分配减贫和福利减贫并重ꎮ 阿马蒂亚森提出了关于发展的新概念和评价发

６

①

②
③

舒尔茨于 １９７９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ꎬ 其关于农业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的观点参见:
〔美〕 西奥多Ｗ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７ 年版ꎻ «经济增长与农业»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ꎻ «对人进行投资»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０ 年版ꎮ

参见张培刚: «农业与工业化»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９ 年版ꎮ
参见: 〔美〕 迈克尔  Ｐ 托达罗、 斯蒂芬Ｃ 史密斯: «发展经济学»ꎬ 机械工业出

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２２９ ~ ２３３ 页ꎻ 〔美〕 Ｍ Ｐ 托达罗: «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 (上)ꎬ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ꎬ 第 ３３ ~ ６４ 页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 Ｔｏｄａｒｏꎬ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Ｌ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ꎬ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６７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 Ｔｏｄａｒｏꎬ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５９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６９ꎬ ｐｐ １３８ － ４８ꎻ Ｈａｒｒｉｓꎬ Ｊｏｈｎ
Ｒꎬ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 Ｔｏｄａｒｏꎬ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Ｔｗｏ －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６０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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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新方法ꎬ 更多从权利关系的角度考察贫困的成因ꎬ 指出解决贫困不仅依赖于

生存资源的供给ꎬ 还依赖其分配ꎬ 分配涉及权利关系ꎬ 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被

剥夺了充分获取生存资源的权利ꎬ 森由此提出 “权利贫困” 的概念①ꎬ 而权利的

缺乏是由于没有足够获取以及支配资源的能力ꎬ 森进而将这一概念引申至 “能力

贫困”ꎬ 指出贫困实际上是对 “可行能力” 的剥夺ꎬ 消除收入贫困不应该成为减

贫的最终目标ꎬ 必须提高人的基本能力ꎬ 增强贫困人口增进生产和提高收入的能

力②ꎮ 森所提出的 “以人为中心” 的发展与减贫价值观ꎬ 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建立

“社会安全网” 的理念被应用于联合国的人类发展目标制定以及世界银行消除贫

困、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享繁荣目标的制定ꎬ 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理念与减贫实践

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关于地区合作对推动减贫事业所能够起到的积极作用ꎬ 上述研究也有相关论

述ꎮ 如前文所述ꎬ 各个国家减贫事业的推进都需要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基

础ꎬ 不论是增长减贫、 收入减贫还是分配减贫、 福利减贫都需要国家经济实力和

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ꎮ 在地区合作中建立畅通的贸易体系、 投资和援助体系、 金

融体系ꎬ 实际上能够加强国家之间的联系ꎬ 扩大资源交换的范围ꎬ 降低国家之间

劳动力迁移的成本ꎬ 跨国跨地区解决就业岗位和劳动力匹配的问题ꎬ 促进地区内

各国共同发展ꎬ 为各国减贫事业提供 “新燃料”ꎮ 合作总是比不合作能为各国提

供更多好处ꎬ 但仍然需要关注合作收益分配在减贫方面的有效性和公平性ꎮ 特别

是需要将合作收益投入完善教育、 卫生保健系统和保险体系等基本公共服务和基

础设施ꎬ 让小企业、 小商户、 小农户、 弱势群体等享受到合作收益的红利ꎬ 改善

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③ꎮ

三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减贫目标与挑战

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大都具有上文提到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普遍特

征ꎮ 各个成员国的发展和减贫阶段不尽相同ꎬ 对于大部分成员国而言ꎬ 绝对贫困

７

①
②
③

〔印度〕 阿马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１ 年版ꎮ
〔印度〕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ꎮ
参见: 〔印度〕 阿马蒂亚森: «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１１１ ~ １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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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ꎬ 减少贫困的关键在于积累更多物质资本ꎬ 推动经济

增长ꎬ 破解发展难题ꎮ 重点任务是创造充分就业的有利条件ꎬ 同时提升劳动力质

量ꎬ 使就业岗位和劳动力技能相匹配ꎬ 解决就业问题ꎮ

(一) 成员国贫困问题: 共性与特性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贫困问题具有非常显著的共同特征ꎮ 首先ꎬ 贫困率变

化与经济发展进程密切相关ꎬ 经济增长强劲则贫困率下降迅速ꎬ 经济陷入停滞或

衰退则贫困率下降缓慢甚至出现返贫现象ꎮ 其次ꎬ 不管采用国际贫困线标准ꎬ 还

是采用各国国家贫困线标准ꎬ 对各国贫困率的统计数字都只是全国性的平均数ꎬ
各国内部都存在非常显著的城乡差距、 地区差距和群体差距ꎮ 究其原因ꎬ 一方面

是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距ꎬ 另一方面则是妇女、 儿童、 残疾

人等弱势群体获得的教育、 医疗、 就业资源相对较少ꎮ 不过ꎬ 与很多发展中国家

不同的是ꎬ 上合成员国贫困人口集中在特定族群中的现象并不明显ꎬ 印度传统上

以种姓划分社会阶级ꎬ 虽然种姓制度在法律上已被废除ꎬ 但由于低种姓人群职业

选择范围受限ꎬ 穷人往往集中于低种姓人口中ꎮ 再次ꎬ 改善就业问题是各国的共

同关切ꎬ 失业率高是一些国家贫困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贫困问题也有各自的特点ꎮ 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中率先消除绝对贫困的国家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改革开放前ꎬ 中

国存在大规模的贫困现象ꎮ 从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开始ꎬ 中国开展了大规模、 有计

划、 有组织的扶贫开发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国家贫困线标准下接近 １ 亿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ꎬ 贫困县全部摘帽ꎬ 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ꎮ 目前中国已转入巩固

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新阶段ꎮ
转轨初期ꎬ 失业与贫困问题一度成为俄罗斯的显著社会问题ꎮ 进入 ２１ 世纪

后ꎬ 俄罗斯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ꎬ 就业率和社会保障水平明显改善ꎬ 贫困问题得

到明显改善ꎮ 到 ２０１４ 年前俄罗斯国家贫困线标准下的贫困率已经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４９ ３％下降到 １５ ５％ ꎬ ２０１４ 年后ꎬ 受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影响ꎬ 俄罗斯贫困

率有一定波动ꎬ 但由于俄罗斯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ꎬ 贫困率维持在

２０％以下①ꎮ 目前ꎬ 俄罗斯仍有超过２ ０００万贫困人口ꎬ 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的贫

８

① 贫困率数据来自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с денежными доходами
ниже границы бедности ( величины прожиточного минимума )ꎬ абсолютные значенияꎬ
Неравенство и бедность 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ｓ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ｕ / ｆｏｌｄｅｒ / １３７２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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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分化比较严重①ꎮ 多子女家庭、 残疾人和儿童贫困现象突出ꎬ 儿童贫困在农村

地区尤为严重ꎮ
中亚多数国家生活水平普遍较低ꎬ 由于数据统计不完善ꎬ 真实的贫困现象比

数据反映出来的更加严重ꎮ 由于国家落后ꎬ 用于分配的财富总量有限ꎬ 提高民众

生活水平面临很大困难②ꎮ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ꎬ 哈萨克斯坦的贫困率最

低ꎮ 独立初期贫困问题是重要的社会问题ꎬ 贫困人口接近总人口的一半ꎬ 到 ２００１
年哈萨克斯坦在国家贫困线标准下的贫困率仍高达 ４６ ７％③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随

着经济转轨初步完成、 发展方向逐步明确以及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上

涨ꎬ 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步入发展快轨ꎬ 国家用于促进就业、 改善贫困的相关社会

政策也得到有力的经济支撑ꎮ 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将发展经济和提高公民收入福

利水平置于国家工作首位ꎬ 他在执政期间极力推动哈萨克斯坦国家工业化和城镇

化进程ꎬ 并且在石油收入猛增时期着眼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ꎬ 创立了国家基

金ꎬ 用于促进多元经济发展ꎬ 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ꎬ 积累更多的发展资

源④ꎮ 到 ２０１９ 年纳扎尔巴耶夫卸任时ꎬ 哈萨克斯坦贫困率已经降到 ４ ３％的较低

水平⑤ꎮ 托卡耶夫总统执政以来ꎬ 进行有利于改善社会分配的综合改革ꎬ 哈萨克

斯坦的贫困问题整体逐年改善ꎮ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第一大国ꎬ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

的进程中产生了大批失业者ꎬ 失业成为独立早期贫困现象的主要原因ꎮ 独立后ꎬ
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经济增长的有效支撑ꎬ 养老金领取者、 残疾人、 多子女家

庭、 妇女和学生等弱势群体成为贫困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ꎮ 不过独立初期乌兹别

克斯坦贫困率从数值上来讲并不高ꎬ 但由于人口基数大ꎬ 贫困人口总量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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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刘博玲: «俄罗斯贫困问题: 现状、 特点与治理»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ꎻ 庞大鹏: «俄罗斯的发展道路»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９５ ~ ９７ 页ꎮ

孙壮志在 １９９５ 年指出ꎬ 研究中亚国家贫困问题需要注意 “实” 与 “虚” 两个层面ꎮ
参见: 孙壮志: «中亚五国贫困化问题初探»ꎬ 载 «东欧中亚研究» 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ꎻ 杨进:
«贫困与国家转型: 基于中亚五国的实证研究»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４ 页ꎮ

贫困率数据来自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局: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ｋｚ / ａｐｉ / ｉｂｌｏｃｋ / ｅｌｅｍｅｎｔ / ４８０１０ / ｆｉｌｅ / ｅｎ / ꎬ ｆａｎｇｗｅ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 日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等联合课题组: «光辉岁月: 第三视角看哈萨

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１１３ ~ １２７ 页ꎮ
贫困率数据来自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局: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ｋｚ / ａｐｉ / ｉｂｌｏｃｋ / ｅｌｅｍｅｎｔ / ４８０１０ / ｆｉｌｅ / ｅｎ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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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ꎮ 从地域上看ꎬ 一些山区、 边远地区ꎬ 尤其是农村地区贫困问题较为明显①ꎮ
米尔济约耶夫新政实施以来ꎬ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逐步强化减贫工作ꎬ 强调减贫工

作要坚持 “以人为本” 的原则ꎮ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贫困线标准下的贫困率已经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２７ ５％下降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４％②ꎮ
在独立后 ３０ 多年的转型进程中ꎬ 政治相对动荡和经济发展缓慢是始终困扰

吉尔吉斯斯坦的问题ꎮ 与独立初期相比ꎬ 吉尔吉斯斯坦贫困率已经有所改善ꎬ 国

家贫困线标准下的贫困率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５６ ４％下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０ １％ ꎬ 但贫困问

题仍旧突出③ꎬ 至今仍有占总人口 １ / ３ 的贫困人口ꎮ ３０ 多年来ꎬ 吉尔吉斯斯坦工

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ꎬ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趋势不明显④ꎬ 本国无法提供

足够的就业岗位ꎬ 约有 ８０ 万劳动力成为流向俄罗斯的劳务移民ꎬ 还有 ６ 万多劳

动力流向哈萨克斯坦、 土耳其等国家⑤ꎮ
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较低ꎮ 为了降低贫困率ꎬ 该国先后出台多个减

贫国家战略ꎬ 增加就业岗位ꎬ 对弱势群体采取一系列支持和保护政策ꎮ 不过在经

济发展缓慢的背景下ꎬ 该国的贫困问题非常突出ꎬ 就业岗位严重不足ꎬ 大约有

１２０ 万劳动力流向俄罗斯⑥ꎮ 塔吉克斯坦国家贫困线的制定考虑的是居民生存最

基础的食物热量需求ꎬ 标准也是相对较低的ꎬ 虽然该国贫困率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杨进、 张慧聪: «乌兹别克斯坦的减贫战略及其成效»ꎬ 载 «欧亚经济»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ꎮ
贫困率数据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 ｕｚ / ｅｎ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ｌｉｖｉｎｇ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ꎮ
数据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局: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бед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ꎬ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населени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ｋｇ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ｕｒｏｖｅｎ － ｚｈｉｚｎｉ － ｎａｓｅｌｅｎｉｙａ / ꎬ 访 问 时 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ꎮ

张慧聪、 杨进: «中亚国家贫困问题、 治理与成效»ꎬ 载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ｆｅｓ ｄｅ / ｎｅｗｓ / ｔｈｅ － ｉｍｐａｃｔ － ｏｆ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ａｇａｉｎｓｔ － ｔｈｅ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ｏｎ － ｔｈｅ － ｌａｂｏｒ － ｒｉｇｈｔｓ － ｏｆ －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 ｆｒｏｍ －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 日ꎮ
Ｄｏｃｔｏｒ Ｄｒａｉｎꎬ “ ‘Ｅｘｏｄｕｓ’ Ｏｆ Ｔａｊｉｋｓ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 Ｓｅｅｎ Ａ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ｓ Ｅａｓｅ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ｆｅｒｌ ｏｒｇ / ａ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 ｒｕｓｓｉａ － ｅｘｏｄｕｓ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ｂｒａｉｎ － ｄｒａｉｎ / ３１７００２９３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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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４％下降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２５ ９％①ꎬ 但仍有超过 １ / ４ 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状态ꎮ
印度的贫困问题十分突出ꎬ 作为典型案例长期受到国际社会关注ꎮ 一方面ꎬ

印度的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庞大ꎬ 另一方面ꎬ 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内因和外因的

共同作用下ꎬ 存在诸多制约因素ꎬ 减贫进程复杂曲折ꎮ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印

度在减贫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②ꎬ 但其经济增长并非呈稳定的线性趋势ꎬ 而是

不断上下波动③ꎮ 作为人口大国和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ꎬ 印度经济呈现产

业、 城乡、 地区发展的不均衡状态ꎬ 贫富差距突出ꎮ 按印度国家贫困线标准ꎬ
２０１１ 年印度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２１ ９％ ꎬ 在当时约为 ２ ６９ 亿人④ꎬ ２０１１ 年

之后印度官方没有更新过贫困率数据ꎬ 据国际机构测算ꎬ ２０２３ 年印度贫困率可

能高达 ２９ ５％ ꎬ 贫困人口多达 ３ ７３ 亿人⑤ꎮ 印度的农村贫困问题和城市贫困问

题都非常突出ꎬ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６０％以上⑥ꎬ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职业

技能培训不足ꎬ 向城市和非农业产业转移缓慢⑦ꎬ 并且由于城市化速度超出了

工业化的速度ꎬ 以及低效的管理体系、 难以彻底完成的土地改革、 大量家庭作

坊式的非正规就业等因素ꎬ 孟买、 加尔各答等地存在大规模城市贫民窟ꎮ 印度

各邦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逐渐增大ꎬ 中部各邦更为贫穷ꎮ 印度有大量缺乏教育、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贫困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Ｈｅａｄｃｏｕｎｔ Ｒａｔｉｏ ａ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ｓ (％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Ｉ ＰＯＶ ＮＡＨ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Ｊꎬ 访

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５ 日ꎮ
关于印度城市贫民窟的讨论ꎬ 参见温铁军等: «全球化与国家竞争: 新兴七国比较研

究»ꎬ 东方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ꎻ 〔美〕 马克戈特迪纳、 雷哈奇森: «新城市社会学 (第四

版)»ꎬ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ꎻ 涂勤、 田丰、 田慧芳、 宋锦、 毛日昇: «中国与主要经济

体发展道路比较研究»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８２ ~ ９０ 页ꎮ
参见世界银行印度 ＧＤＰ 增长率数据: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ＰＣＡＰ ＣＤ? ｅｎｄ ＝ ２０２０＆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Ｊ － ＵＺ － １Ｗ＆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９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Ｍａｓ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ｓ Ｂａｃｋ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ｏｗｎｔｏｅａｒｔｈ ｏｒｇ ｉｎ / ｂｌｏｇ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ｍａｓｓ －

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ｉｓ － ｂａｃｋ － ｉｎ － ｉｎｄｉａ － ７６３４８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ꎮ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ｖｅ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３４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ｏｒ ３７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ｓｃｒｏｌｌ ｉ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４８４７５ / ｈｏｗ － ｍａｎｙ － ｐｅｏｐｌｅ － ｌｉｖｅ － ｂｅｌｏｗ － ｔｈｅ － 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ｌｉｎｅ －
ｉｎ － ｉｎｄｉａ － ｉｔ － ｃｏｕｌｄ － ｂｅ －３４ － ｍｉｌｌｉｏｎ － ｏｒ －３７３ － ｍｉｌｌｉｏ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印度城市和农村人口数据来自: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８ ｔｏ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６２１５０７ / ｒｕｒａｌ － ａｎｄ － ｕｒｂａｎ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ｄｉａ / ꎬ 访

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ꎮ
涂勤、 田丰、 田慧芳、 宋锦、 毛日昇: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发展道路比较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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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的贫困学龄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ꎬ 妇女受教育机会较少ꎬ 职业选择余地

小ꎬ 难以获得较好的生活保障ꎮ
巴基斯坦也是南亚地区人口大国ꎬ 在贫困率测量上采用了多维贫困指标ꎬ 目

前全国仍有超过 １ / ５ 的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ꎮ 自独立以来ꎬ 巴基斯坦经济增

长速度较快ꎬ 贫困率总体上有显著下降ꎮ ２０１６ 年巴基斯坦发布了第一份 «巴基

斯坦多维贫困报告»①ꎬ 统计了城乡区域之间贫困情况差异ꎮ 巴基斯坦农村人口

多于城市人口ꎬ ２０１４ 年巴基斯坦农村地区贫困率高达 ５４ ６％ ꎬ 而城市地区贫困

率只有 ９ ４％ ꎻ 巴基斯坦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贫困率总体上都在逐年下降ꎬ 但

城乡之间的差异并未缩小ꎮ 巴基斯坦不同地区之间贫困情况差异也非常明显ꎬ 西

部地区地广人稀ꎬ 贫困率高于东部地区ꎬ 尤其是安全环境最差的联邦直辖部落区

和俾路支省ꎬ 安全问题和贫困问题互为因果ꎬ 形成恶性循环ꎬ 联邦直辖部落区贫

困率高于 ７０％ ꎬ 俾路支省贫困率超过 ９０％ ꎬ 首都伊斯兰堡及附近地区贫困率最

低ꎬ 伊斯兰堡、 拉合尔和卡拉奇的贫困人口占比不到 １０％ ꎮ ２０１９ 年巴基斯坦贫

困地域分布格局与 ２０１６ 年相比变化不大②ꎮ 巴基斯坦女性和儿童的贫困现象也

非常突出ꎬ 主要原因是女性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少ꎬ 童工和低龄儿童契约奴役

问题严重ꎮ
伊朗地理条件特殊ꎬ 生态环境脆弱ꎬ 人地关系非常紧张ꎬ 虽然在沙漠和戈壁

中有丰富的油气资源ꎬ 但严重缺水ꎬ 适合居住的地方不多ꎮ 伊朗国内发展长期受

到教派冲突、 外部干涉、 国际制裁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ꎬ 经济增长并不稳定ꎮ
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数据ꎬ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时国内贫困率大约是 ２０％ ꎬ ４０ 多

年来通货膨胀加剧了贫困水平ꎬ 食品、 服装以及其他各类消费品价格上涨ꎬ 住房

和食物是伊朗家庭最大的两项开支ꎮ ２０２２ 年伊朗约有超过 ２ ０００ 万人口处于极端

贫困状态ꎬ 占伊朗总人口数的 １ / ４ ~ １ / ３ꎬ ６０％的人口生活在相对贫困线以下ꎬ 首

都德黑兰和其他城市之间的最低收入差距显著ꎬ 富裕阶层和贫困群体之间的贫富

２１

①

②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ｐｈｉ ｏｒｇ ｕｋ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 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ｉｎ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ꎮ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ＰＩ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２０２１: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ｈｉ ｏｒｇ ｕｋ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ＣＢ＿ ＰＡＫ＿２０２１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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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也在扩大①ꎮ 伊朗国内贫困水平居高不下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高失业率

的长期存在ꎬ 由于经济疲软且 ３０ 岁以下人口占比过半ꎬ 伊朗的经济增长不足以

吸纳大量青年劳动力ꎮ 伊朗女性地位长期得不到根本性改善ꎬ 多数底层女性仍要

面对高失业率、 不公正的性别歧视和极度贫穷等现实②ꎮ

(二) 成员国减贫事业: 进展与挑战

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都高度重视贫困治理问题ꎮ 各国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越

来越重视减贫工作ꎬ 制定了专门的减贫政策ꎬ 在事关国民经济与社会改革的重要

法律文件中ꎬ 往往都包含促进就业、 确保普通劳动者权益、 增加社会福利、 对弱

势群体给予充分权益保护的相关条款ꎮ
中国减贫事业的发展以改革开放为起点ꎬ 从以举国之力发展现代化经济、 消

除致贫的制度性因素ꎬ 到以贫困区域为单位推进、 以贫困县为单位推进、 整村推

进、 入户式精准扶贫再到乡村振兴ꎬ 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ꎬ 坚持中央政府主

导ꎬ 以发展为导向、 数字化管理、 分级实施等为核心原则ꎬ 有效措施包括产业扶

贫、 精准扶贫、 探索生态友好型扶贫、 重视社会安全网建设、 重点保障妇女儿童

权益等③ꎮ
后苏联空间国家保留了一些苏联时期的基本理念ꎬ 国家为全体居民提供基

本的社会福利ꎬ 同时为弱势群体提供额外的教育培训、 就业机会和社会补贴ꎮ
各国成立了专门的减贫机构或者社会保障部门ꎬ 乌兹别克斯坦由一名副总理主

管财政、 经济和减贫事务ꎬ 并成立了经济发展和减贫部ꎻ 塔吉克斯坦成立了总

统办公厅直属减贫战略监测办公室ꎬ 对减贫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

估④ꎻ 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ꎬ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作为直接为贫困人口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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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Ｉｒａｎ: ６０％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ｏｏｒ ｈｔｔｐｓ: / / ｉｒａｎｆｏｃｕｓ ｃｏｍ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４９２９９ － ｉｒａｎｓ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ｉｓ － ｐｏｏｒ / ꎻ Ｉｒａｎ’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Ｓｏａｒｓꎬ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ｔｏ Ｍｉｓｅｒｙ ｈｔｔｐｓ: / /
ｉｒａｎｆｏｃｕｓ ｃｏｍ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４９８１７ － ｉｒａｎｓ － 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ｌｉｎｅ － ｓｏａｒｓ － ｓｅｎｄｉｎｇ － ｍｏｒｅ － ｐｅｏｐｌｅ － ｉｎｔｏ －
ｍｉｓｅｒｙ / ꎻ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Ｄｏｕｂｌｅｄ ｉｎ Ｉｒａｎ ｉｎ Ｏｎｅ Ｙｅａｒ －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ｒａｎｉｎｔｌ ｃｏｍ / ｅｎ /
２０２３０１０２５６８２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ꎮ

关于伊朗青年和女性贫困问题的探讨ꎬ 参见 〔英〕 迈克尔阿克斯沃西: «伊朗: 被

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ꎬ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１５４ ~ １５８ 页ꎮ
新华社中国减贫学课题组: «中国减贫学: 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减贫理论与实

践»ꎬ 人民出版社、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３ ~ ６ 页ꎮ
杨进: «贫困与国家转型: 基于中亚五国的实证研究»ꎬ 第 １４９ ~ １５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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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部门ꎬ 在解决本国贫困问题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ꎮ
印度更重视将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政策相结合ꎬ 其减贫工作由政府主导ꎮ 从

１９９１ 年经济自由化改革至今ꎬ 印度政府重视改善贫困人口的营养、 医疗卫生、
教育等条件ꎬ 主要通过设立扶贫项目、 增加扶贫生产性就业和健全社会保障等方

式将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成果向贫困人群转移①ꎮ 印度政府自 ２００５ 年后制定包

容性增长战略ꎬ 在促进社会公平、 增加就业、 缩小各地区和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

等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②ꎮ 促进农业发展、 保障粮食安全一直是印度经济改革的重

点ꎬ 印度政府也不断提升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速度ꎬ 在上述领域取得了巨大

成效③ꎮ
巴基斯坦独立后ꎬ 为缓解国内贫困状况ꎬ 政府通过开展土地革命、 增加社会

福利等一系列措施帮助民众脱贫ꎮ 特殊教育和社会福利局是巴基斯坦主要负责减

贫工作的官方机构ꎬ 其职责包括制定综合性减贫措施和为贫困群体提供就业、 教

育、 医疗等领域的系列帮扶ꎮ 巴基斯坦重视社会保障和减少社会不平等ꎬ 例如

２００８ 年启动的 “贝娜齐尔收入支持计划” 旨在缩小收入差距ꎮ 巴基斯坦的农村

地区贫困现象突出ꎬ 近年来巴基斯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ꎬ 包括向农户提供免费农

药和化肥、 提供农业信贷、 制定惠民农村经济政策、 向贫困农户提供非农就业机

会ꎬ 以及为工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ꎬ 以提升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水平ꎮ ２０２０ 年后ꎬ

４１

①

②

③

扶贫项目包括: １９９７ 年启动的 “公共分配系统”ꎬ 旨在解决印度农村地区的粮食不安

全问题ꎻ ２００６ 年启动的 “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ꎬ 旨在保障农村地区人民的安全和

生计ꎻ ２０１１ 年由农村发展部启动的 “全国农村民生任务” 得到世界银行援助ꎬ 旨在激发贫困

人口潜力ꎻ ２０１３ 年由住房和城市事务部启动的 “全国城市生计使命” 计划ꎬ 致力于为城市贫

民提供培训和住所ꎬ 为商人和手工艺人提供职业资格认证ꎻ ２０１４ 年由莫迪政府创办的 “理想

乡村计划”ꎬ 专注农村地区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发展ꎻ ２０１６ 年启动的 “全民有房住” 计划ꎬ 政

府承诺到 ２０２２ 年让民众人人有房住ꎬ 改善住房基本设施ꎻ ２０２０ 年推出经济救助计划ꎬ 通过发

放现金和食品补贴等方式ꎬ 帮助贫困人口纾困ꎮ 参见: “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ｈｔｔｐｓ: / / ｂｏｒｇｅｎ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 ｓｃｈｅｍｅｓ － ｉｎ － ｉｎｄｉａ / ꎻ “５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ｂｏｒｇｅｎ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
ｉｎ － ｉｎｄｉａ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ꎮ

涂勤、 田丰、 田慧芳、 宋锦、 毛日昇: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发展道路比较研究»ꎬ 第

８２ ~ ８４ 页ꎮ
张文凤: «印度的贫困问题: 源与流»ꎬ 云南大学 ２０１９ 年硕士学位论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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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政府增加扶贫支出ꎬ 为贫困群体提供了额外的社会福利和医疗服务ꎮ
２０２２ 年政府还推出了一项有针对性的粮食补贴计划①ꎮ 巴基斯坦近年来经济社会

发展相对平稳ꎬ 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就ꎮ
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巴列维王朝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推进的 “白色革命” 和

土地改革ꎬ 其时城市化、 基础设施建设、 医疗、 教育等领域都取得显著发展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石油危机造成国际油价上涨ꎬ 伊朗国家财富迅速积累ꎬ 国家实力有

了质的跃升ꎮ 但巴列维王朝的改革过于激进ꎬ 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ꎮ
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ꎬ 社会矛盾加深ꎬ 由此产生了大量 “反现代化”
群体②ꎮ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ꎬ 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政权被称为 “穷人的政权”ꎬ
采取了一系列保护贫困群体的社会政策ꎬ 设立救济基金ꎬ 缩小贫富差距③ꎮ 此后伊

朗在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发展、 城市化和工业化等方面进展较大ꎬ 就业人数也增

长迅速ꎬ 减贫事业总体上是成功的ꎮ ２０１８ 年美国对伊朗采取 “极限施压” 至今ꎬ
西方制裁叠加国际油价下跌导致伊朗外部环境不断恶化ꎬ 财政收入减少ꎬ 国内失

业率上升ꎬ 贫困人口增加ꎬ 社会矛盾突出ꎮ
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都非常重视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ꎬ 使用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发展中小企业、 促

进就业ꎬ 或者直接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救济ꎮ 哈萨克斯坦、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同

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引入资金、 改善国内社会民生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效ꎮ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研究与改革中心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

专家合作ꎬ 优化对贫困的定义及评估标准和方法ꎬ 在全球层面扩大减贫合作ꎬ 使

其减贫工作更具有系统性和长期性④ꎮ 吉尔吉斯斯坦开放程度较高ꎬ 也认识到本

国减贫事业进程依赖外部资源的注入ꎬ 积极与美、 日、 中、 德、 俄等国家以及世

５１

①

②

③
④

冀志江: «巴基斯坦的贫困现状与反贫困路径研究»ꎬ 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１８
年ꎻ “６ Ｆａ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ｂｏｒｇｅｎ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ｉｎ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ꎬ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ꎮ
对伊朗经济社会发展的探讨ꎬ 参见昝涛: «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 历史视野下的中

东大变局»ꎬ 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２２ 年版ꎻ 〔英〕 迈克尔阿克斯沃西: «伊朗: 被低估的文明与

未完成的变革»ꎻ 〔美〕 阿巴斯阿玛纳特: «伊朗五百年»ꎬ 人民日报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ꎻ 张铁

伟、 魏亮编著: «列国志: 伊朗 (第二版)»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ꎮ
张铁伟、 魏亮编著: «列国志: 伊朗 (第二版)»ꎮ
杨进、 张慧聪: «乌兹别克斯坦的减贫战略及其成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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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合作ꎬ 改善本国农村灌溉系统ꎬ 升级基础设施、 完

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ꎬ 以及通过合资办企业等方式增加当地民众就业①ꎮ 近

年来西方对伊朗持续制裁ꎬ 伊朗则通过 “向东看” 等策略谋求外部环境的改善ꎬ
以缓解国内贫困问题带来的压力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减贫工作均取得了显著成效ꎬ 但进一步推进减贫工作则

存在一些困难与挑战ꎬ 主要包括: 国内资本形成和外部投资不足ꎬ 缺少用于生产

建设、 基础设施投资和进一步工业化的物质资本ꎬ 可用于减贫的资源也相应缺

乏ꎻ 劳动力资源配置低效ꎬ 在教育、 职业培训、 卫生医疗等人力资本方面投资不

足ꎻ 社会保险覆盖面窄ꎬ 社会救助项目规模较小ꎬ 对改善贫困问题难以起到应有

作用ꎻ 政治制度和社会民主化进程对减贫工作形成制约ꎬ 腐败和对基层减贫工作

缺少监管和评估ꎬ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广泛惠及社会各阶层民众ꎬ
削弱了政策的益贫性ꎻ 失业仍然是各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ꎬ 一方面人力资本投

资不足ꎬ 人口规模并未充分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ꎬ 无法匹配部分岗位的技能要

求ꎬ 另一方面国家工业化程度低以及由于其他原因的限制ꎬ 无法创造足以吸纳本

国劳动力的就业岗位ꎬ 导致劳动力外流ꎮ

四　 从共同发展走向共同繁荣: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减贫合作的实现路径

　 　 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有强烈的减贫合作意愿ꎬ 也有地理上相邻的便利条件

和良好的合作基础ꎮ 当前各成员之间的合作项目既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ꎬ 总体

来说双边合作较多ꎬ 多边合作有待加强ꎬ 在投资、 贸易和农业等重点领域则已

有比较成熟的合作框架ꎮ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减贫合作首先要通过合作促进

地区各国共同发展ꎬ 通过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 发展援助、 地区贸易

等各种方式推动各国工业化进程ꎬ 刺激各国经济增长ꎬ 解决就业问题ꎬ 阻断贫

困的代际传递ꎬ 同时对弱势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ꎬ 由共同发展走向共同

繁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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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по повышению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 нар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ｌｌｂｅｓｔ ｒｕ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００６０８４９６＿１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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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视减贫经验交流互鉴ꎬ 解决各国面对的共同问题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贫困问题上有很多共同之处ꎬ 也有各自国情差异ꎬ
成员国对减贫合作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别ꎬ 对贫困的定义、 贫困标准、 统计方法

也不同ꎮ 已有的减贫合作实践表明ꎬ 各国在合作理念上达成共识非常关键ꎮ 因

此ꎬ 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减贫合作应注重经验互鉴、 理念对接和战略共识

的达成ꎬ 一些国家减贫的成功经验可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和借鉴ꎮ 目前在减贫

经验交流方面已有不少良好实践ꎬ 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主办的各类减贫相关论

坛ꎬ 如妇女教育与减贫论坛、 乡村发展和减贫论坛、 减贫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和

研讨会ꎬ 等等ꎮ 部分论坛在举办期间组织各国代表开展实地考察和农业技术交

流培训ꎬ 展示最新减贫成果ꎬ 对各国扩大减贫合作、 共同寻求解决贫困问题的

途径有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双边减贫对话也是各国开展经验互鉴的重要方式ꎬ 特

别是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成功经验起到引领作用ꎬ 得到了上海合作组织多数成

员国的认可①ꎮ

(二) 多领域合作基础较为成熟ꎬ 减贫领域的直接合作逐步加强

各国此前开展的减贫国际合作多是与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或国际金融机构

的合作ꎬ 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减贫合作多集中在发展援助领域ꎬ 其他形式

的减贫合作较少ꎮ 中国和俄罗斯曾长期提供对外援助ꎬ 对改善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贫困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减贫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优先领域ꎬ 重点是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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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罗斯重视并借鉴了中国在农村地区的减贫实践ꎻ 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优

化社会保障、 重视家庭整体脱贫和发展乡村企业等方面借鉴了中国的做法ꎻ 乌兹别克斯坦正

处于形成和发展综合性脱贫方案的新阶段ꎬ 非常重视研究国际消除贫困的经验和做法ꎬ 邀请

中国专家参与制定 «２０３０ 年扶贫纲领»ꎬ 并且已经开始在一些领域运用中方 “扶贫与扶智扶

志相结合” 的经验ꎬ 包括开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扶贫机制、 完善垂直管理体系、 提供

财政支持、 培养贫困人口创业致富能力等ꎬ 希望可以扩大中乌减贫基层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ꎮ
巴基斯坦希望将中国的成功经验与本国国情相结合ꎬ 特别是中国以农村体制改革为主导、 以

专项计划推进减贫的模式可为巴基斯坦减贫工作提供科学合理的借鉴ꎮ 塔吉克斯坦赞赏中国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ꎬ 认为中国为各国实现减贫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范例ꎮ 参

见: Узбекская модель сокращения бедности и опыт Китая ｈｔｔｐｓ: / / ｎｕｚ ｕｚ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ｉ －
ｆｉｎａｎｓｙ / １１９０６８５ － ｕｚｂｅｋｓｋａｙａ － ｍｏｄｅｌ － ｓｏｋｒａｓｈｈｅｎｉｙａ － ｂｅｄｎｏｓｔｉ － ｉ － ｏｐｙｔ － ｋｉｔａｙａ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ꎻ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Ｌｉｆｔ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ｆｒｏｍ Ｐｏｖｅｒｔｙꎬ Ｓａｙｓ
Ｉｍｒａｎ Ｋｈ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ｍｐ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ｃｈｉｎａ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１６６４０７ / ｃｈｉｎａｓ － ｂｅｌｔ － ａｎｄ －
ｒｏａｄ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ｗｉｌｌ － ｈｅｌｐ － ｌｉｆｔ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ｐｏｖｅｒｔｙ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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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发展ꎬ 其他关注点还包括工业、 经济基础设施、 公共

设施、 教育、 医疗卫生等①ꎮ 对外援助也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独联体地区是俄罗斯对外援助的优先方向ꎬ 援助重点包括

减贫、 卫生、 教育、 能源等领域ꎬ 主要受援国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

斯坦②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多数是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ꎬ “一带一路” 倡议与各国

发展战略对接ꎬ 也为各国减贫合作提供了推力③ꎮ 各国在经贸、 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 金融等领域已有较为成熟的合作基础和成功实践ꎬ 对促进各国就业、 改善

民生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近年来部分国家开始推动在减贫领域的直接合作ꎬ 由负责

减贫工作的部门或机构牵头ꎬ 以签署合作协议或合作备忘录的形式ꎬ 致力于开展

减贫政策制定、 人才培养、 基础研究等领域的合作ꎮ 各国还特别重视加强现代信

息技术在减贫领域的应用ꎮ 应把对成员国贫困人口的准确识别作为信息化建设的

重点工作之一ꎬ 尽早建立减贫数字信息化平台ꎬ 在此基础上帮助各国制定有效的

减贫政策ꎮ

(三) 兼顾渐进性与有效性ꎬ 完善减贫机制的顶层设计

上海合作组织围绕安全、 经济和人文合作三大职能已经构建了一系列

合作机制ꎬ 要发挥本组织在减贫合作领域的重要作用、 加强成员国之间的

沟通协调ꎬ 可以尽早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政府间减贫合作委员会、
上海合作组织减贫合作部长级会议、 减贫合作国际论坛等合作平台ꎬ 由各

国负责减贫事务的有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ꎮ 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也提议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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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７８ 年后ꎬ 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由过去单纯提供援助转向多种形式的

互利合作ꎬ 支持受援国能力建设ꎬ 帮助受援国提高自主发展能力ꎬ 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ꎬ
除了农业领域外ꎬ 投向医疗、 教育、 女性发展、 清洁饮水和环境保护等社会福利项目的资金

比重也在不断上升ꎮ ２０２１ 年ꎬ 中国以 “国际发展合作” 取代 “对外援助” 的提法ꎬ 将更多资

源投向亚洲、 非洲地区最不发达国家和 “一带一路” 沿线发展中国家ꎬ 减贫合作也是国际发

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对外援助»ꎬ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ꎻ «中国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４)»ꎬ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ꎻ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ꎬ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ꎮ

姜怀祥: «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援助———政策演进、 援助规模和援助方式»ꎬ 载 «俄
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ꎮ

江思羽、 袁正清: «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 理念嵌入与合作实践»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发展主导型减贫合作探析　

海合作组织框架内ꎬ 建立成员国减贫部长和部门负责人会晤机制ꎬ 制定合

作计划ꎮ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须有章可循ꎬ 可以尽早把制定具有战略引领和指南作

用、 可操作性强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减贫合作五年规划” (或行动纲领) 纳

入上海合作组织工作的内容ꎮ 这些减贫规划或纲领ꎬ 必须通过深入研究和充分协

商ꎬ 找到减贫国际合作利益的最大公约数ꎬ 在制度安排上兼顾公平与效率ꎬ 在成

员之间达成共识ꎬ 把减贫合作落到实处ꎮ
(四) 以发展合作为主导ꎬ 综合采取援助式减贫合作、 福利式减

贫合作等方式

１ 加大对成员国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ꎬ 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ꎮ
可以通过建立减贫合作基金的方式ꎬ 加大对成员国重点领域的投资ꎬ 特别是可以

为各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制定明确预算ꎬ 提供资金支持ꎬ 同时畅通融资

渠道ꎬ 使融资不仅能够提供给大型项目ꎬ 也能够开放给小型生产性建设项目ꎮ 农

业仍然是各国最薄弱的产业ꎬ 也是贫困人口最多的经济部门ꎬ 农业发展在各国减

贫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ꎮ 许多农村贫困地区地处偏远ꎬ 缺乏道路和通信等基础

设施ꎬ 因此对农村地区的投资不仅需要投向灌溉、 卫生医疗、 清洁饮用水等设

施ꎬ 也需要为农村地区修建道路桥梁ꎮ 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对农业乃至各领域的人

力资本投入ꎬ 减少 “能力贫困” 的消极影响ꎬ 提供更完善的教育和职业能力培

训ꎬ 提高劳动力质量ꎮ 此外ꎬ 农业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气候和生态环境ꎬ 各国也应

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方面的合作ꎮ
２ 对弱势群体给予特别关注ꎬ 提供小型民生项目ꎬ 将福利直接惠及弱势群

体ꎮ 根据国际组织的减贫合作经验ꎬ 以社会民生项目方式向成员提供减贫合作公

共产品是有效的ꎬ 因而在上海合作组织减贫国际合作机制内可以设计一些立足长

远的社会福利、 职业培训、 清洁饮用水、 妇女、 儿童相关的专项项目ꎬ 在成员国

推行实施ꎮ 减贫合作可以使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工作深入到成员国社会弱势群

体ꎬ 让各国基层民众感受到本组织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ꎮ
３ 强化地区产业分工合作ꎬ 降低劳动力迁移成本ꎬ 促进劳动力跨国、 跨

地区就业ꎮ 部分成员国存在季节性农村劳务移民ꎬ 例如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

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外出务工人员在俄罗斯从事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运输业等ꎬ 说明他们具备一定的职业能力ꎬ 但本国无法为这些劳动力创造就

业岗位ꎮ 特别是内陆资源贫乏型国家的农业和工业基础相对薄弱ꎬ 主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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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国为其带来贸易和劳动力迁移的机会ꎮ 既然这些国家难以在短期内创造充

足的就业岗位ꎬ 那么可以在不影响其他国家就业市场的前提下ꎬ 降低劳动力

迁移成本ꎬ 使得劳动力可以通过实现跨国、 跨地区就业来改善自身生活

条件ꎮ

结　 语

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有的权利ꎬ 是各国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ꎮ
上海合作组织的职能已经得到了极大丰富和完善ꎬ 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尚待挖

掘ꎮ 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影响力的扩大ꎬ 未来更多国家会提出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谋求更广泛发展合作的诉求ꎮ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已经通过自身的发展

在推动全球减贫事业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ꎬ 中国脱贫攻坚的经验也为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在减贫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ꎮ 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减

贫合作应当以发展为主导ꎬ 促进各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 改善就业问题、 提高

民众生活水平ꎬ 最终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和共享繁荣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通过推动

减贫合作ꎬ 共同消除绝对贫困滋生的土壤ꎬ 对于推动全球发展治理、 促进世界稳

定和繁荣、 增进人类福祉ꎬ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ꎮ
(责任编辑　 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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