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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新趋势:消费性贫困

———以鄂东打工村庄的消费竞争状况为例

舒丽瑰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明确农民贫困的真实原因.过度的仪式性消费支出成为影

响农民家庭贫困的新因素,体现在生存消费的品牌化、婚丧仪式浪费的刚性化、炫耀性消费

的竞争化.不理性的消费竞争扭曲了家庭的消费结构,导致家庭积累不足、代际支持缺乏,
造成家庭再生产的低度循环和内在冲突,发展潜力有限,“消费性贫困”生成.消费性贫困是

消费行为的城乡联动机制和村庄经济文化状况叠加作用的产物.城镇消费行为对农村的示

范效应,改变了农民的审美趣味,抬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绝对成本,村庄内部的支出竞争无

序化提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相对成本.因此,扶贫不仅要在增收上做文章,还要在减支上花

工夫.改变扶贫思路,倡导文化扶贫,促进消费脱贫,实现扶贫的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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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车子、天价婚礼、天价彩礼等高消费的现象在当下农村层出不穷,农民生活消费标准攀升,
农村家庭入不敷出的情况越来越突出,不少底层家庭因消费竞争,发展乏力,陷入贫困,“消费性贫困”
作为一种新的贫困类型出现.狭义的贫困概念是指收入上的贫穷,即收入满足不了基本的生存需

要[１].广义的贫困则是指一种与经济要素相关的贫乏状态,包括能力、健康、教育、机会、发展权等的

贫困[２].单一的贫困线标准是从基本生存出发界定的温饱线[３],多维贫困线标准提倡将健康、教育等

方面的消费纳入贫困的测量,重新测量人们的贫困状态[４].一般的贫困研究还停留在宏观层面东亚

国家与欧洲国家相比消费不足的假定[５],却忽略了我国总体上已经开启向服务消费升级转型的阶

段[６],也忽略了底层社会愈演愈烈的消费竞争实情.“消费性贫困”关注的是不理性消费带来的发展

方面的问题,本质上还是延续多维贫困线标准的发展思路,可以归为一大类.
以往的农民消费研究倾向于将农民消费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点,重视经济价值,忽略社会价

值.相关研究包括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对消费结构的总体影响[７],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８],农村

土地对农民消费的影响[９],研究的落脚点在扩大农村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这类研究忽略了农民收入

增加的产业结构限制、税收减负政策空间的限制,尤其是忽略了农民支出压力攀升的限制[１０].基础

性消费类别的成本上升,炫耀性消费的竞争压力增大是农民生活陷入贫困的又一结构性因素.不少

学者从失衡的婚姻市场、婚姻挤压等方面呈现了婚姻市场化后,农民婚姻压力大,农村婚姻消费高昂,
农民家庭因此陷入贫困的状况[１１].除了从婚姻资源的特点解读了婚姻消费支出过高,还有研究呈现

农民在人情[１２]、休闲、交通工具等领域因面子竞争而产生的过度消费状况.农民的生活消费压力增

大,因消费致贫的风险增加.
学界关于消费致贫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侧重城市化力量对农村消费的诱导,农村内部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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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对过度消费的再次激活.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各项消费支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１３].一

些研究指出现代消费观念对家庭贫困产生了消极影响.经济发展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但其受现代

消费的影响,开始享受到越来越多的现代消费,家庭的消费支出大大增加,实际收入下降,扶贫目标还

是从贫困人口的最基本生存需求出发,无法准确地反映农村人口真实的贫困状态[１４].城市消费主义

文化入侵只是消费膨胀外部性因素,农村社会、文化提供了过度消费的场域.村庄既是农民的生产、
生活空间,也是农民的价值、意义空间.打工经济兴起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倾向于用经济上的竞

争消费获取面子与权威,农民消费压力增大.经济因素引发面子竞争异化,产生消费后果.本文尝试

从农民主位的角度呈现“消费性贫困”的表征及成因分析.

　　一、“消费性贫困”生成的背景:双重分化的村庄

　　通常解决个案代表性问题的路径有“区域比较”和“深度个案研究”两套策略[１５].本文尝试从村

庄经济层面、文化层面对个案村进行类型定位,挖掘个案的深度,从而一定程度上克服代表性不足的

问题.

１．个案村情况简介

在上海、浙江、湖北等地调研时笔者都关注到了农民生活消费过度的问题.本文选取鄂东石村农

民的生活消费状况为个例来说明.石村是镇域中心的延伸地带,且毗邻省道,交通便利.全村４４０
户,共计２２６８人.村内林地多,平地少,以丘陵地形为主.土地资源稀缺,人均不到三分地,户均不

过两亩地.家计模式上“半工半耕”的特点比较明显,老人在家种田,年轻人外出打工.石村人外出打

工的历史比较悠久,最早可追溯到集体时代,１９８５年起大批村民就开始外出务工经商.

２．经济分化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可以分为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经济次发达的中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的

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发展较快,市场经济发达,经济分化引发社会分层,村内阶层分化、
阶层排斥现象严重.权力与资本的双重结盟造成了对底层的治理排斥[１６]、农村日常生活分化,对经

济上的弱势群体形成排斥[１７];贫弱阶层为缓解阶层竞争的经济压力,压缩闲暇时间,导致闲暇区隔

化.鄂东石村的经济水平较高,经济发生分化,虽地处中部,一定程度上可类比东部.
依据经济收入水平由高到低排序,石村内部分化出了５类群体.第一类是处于收入上层的大老

板群体,家庭年收入１００万元左右,约占２％.石村是中部少有的村办企业发展较好的村庄,村办企

业转制后产生了一批经济富人和技术精英,技术精英多转向拓展销售网络,收入与办厂老板差异较

小.石村的村办企业以经营涂料生意为主,销售网络遍布大半个中国,利润相对丰厚.第二类是中上

层的小老板群体,家庭年收入２０~３０万元左右,约占１０％.这部分群体从事建材、转运相关行业.
第三类是中间阶层的技术工人,家庭年收入在１０万元左右,约占５０％.石村的涂料销售网络较大且

稳定,可吸纳１７０~１８０名青壮劳动力做涂料工程,依工程量大小劳动力需求量会适当增加.第四类

群体是缺乏技术的普通打工者,两夫妻外出打工,家庭年收入５~６万元,约占３０％.第五类是处于

底层的家庭劳动力不足的贫困户,家庭年收入１~２万元,约占８％.

３．文化变迁:宗族文化碎片

贺雪峰依据农民的认同行动单位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南方、中部和北方农村.南方农村的宗族意

识较为强烈,宗族构成村民的认同行动单位,主要包括鄂西南、江西、福建、南岭等地区[１８].宗族地区

的规范强烈,仪式厚重.鄂东石村毗邻江西,又地处山区,虽打工经济兴起较早,村内仍存在宗族文化

的碎片.
宗族文化的碎片表现在一方面人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注重传宗接代,注重仪式文化,仪式符号

较丰富,比如道士、风水先生、庙宇.村庄较为传统,具有仪式竞争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村庄规范处

于瓦解当中,缺乏理想型宗族地区的笼罩性规范,行为无序化的趋势凸显.鄂东村庄处于传统向现代

的变迁过程中,消费竞争上经济、文化因素交叉产生作用,活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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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消费性贫困”的表征

　　消费结构是指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包括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和社会集团)在消费过程中所

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包括劳务)之间的比例关系.常见的农户消费结构分类包括食品支

出、人情客往支出、教育投资支出、日用品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农业投资支出、文娱及其他支出[１９].
为使研究更有针对性,本文不讨论因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导致农村部分资源配置不足,陷入贫困的问

题,只讨论因社会价值竞争,经济消费过度,发展能力不足的一类贫困问题.

１．过度的仪式性消费支出

仪式性消费指因变异的面子竞争而在仪式层面过度消费的现象.仪式性消费有三个维度,一是

仪式维度,包括传统的婚丧嫁娶仪式及日常性仪式消费符号,二是社会价值维度,重要性仪式对农户

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象征,农户消费此类仪式稳定性较高;三是经济成本维度,考查此类仪式的消费价

格及效用.农民的收入来源有限,增长的空间有限,一类不合理消费支出过大就会对另一类合理消费

支出形成挤压.过度的仪式性支出体现在消费竞争偏离消费功能性需求本身、消费安排结构不合理,
家庭生活的经济成本上升.

(１)品牌化的生存消费支出.在日常的生存消费领域,年轻的子代和孙代在基本需求品上也要追

求面子、追求品牌,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符号性的产品,作为与普通消费者形成区隔的一种标志,而非从实

用的角度出发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商品.相比以往,同类需求的消费价格上涨,日常性的消费支出膨胀.

案例１:陈玉兰,５０多岁,鄂东石村人,玉兰超市的老板,开了１０多年的超市.她告诉我

们农村的生意不好做,她的超市主要是赚小孩的钱,超市里光小孩的零食就有１００多种,小

孩吃什么,她就进什么.小孩最喜欢牌子货,电视上出现的,广告打得响的小孩都喜欢,都要

大人买.不买零食小孩不吃饭,爷爷奶奶没办法只能买.有钱的小孩多吃,没钱的小孩少

吃,有的小孩一天就要吃２０多元的零食.

孩子和孩子之间的消费层次发生了分化.孩子趋同化的诉求通过代际期望传递到了父代,父代

为了自身的面子也为了满足孩子的期望,参与到日常生活的消费竞争中来.
小孩日常消费成本上涨只是家庭日常消费竞争膨胀的一个缩影,农村村民间的攀比心理使得家

庭日常消费支出增长成为一种常态.在当下农村,农民家庭的食品、衣物、家电等产品更新换代的速

度极快,瞬时性消费的特点极强,重复性消费的特点明显,资源和财富浪费的现象比较严重.
(２)刚性化的婚丧仪式浪费.农户在婚丧仪式上保持消费惯性,而当下的婚丧仪式实践逐步脱离

了仪式设计的初衷,不再发挥社会团结的功能,异化成个体竞争的手段,消费价格逐渐攀升.婚丧仪

式消费支出过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相比过去,现有婚丧消费的水平提升,差距拉大;另一方

面相比农民现有的收入水平,婚丧仪式消费属于高档消费,远超出农民现存的支付能力.比如在鄂东

石村办一场丧葬仪式需要花费好几万,单请道士念经一项就要花去好几千.人们对酒席的菜品、酒水

规格都是有经济标准,烟酒都要是牌子货,若是酒水太差就会被村民耻笑.墓碑更新换代的速度极

快,外观、功能上合理的老墓碑被村民认为是过时的东西,太旧,要换新的,用村民的话讲要“与时俱

进”.墓碑消费也是分等级的,差的有２８００元、３８００元、贵的有５８００元、１万多甚至更贵的都有.
为避免面子上难堪,村民不愿意选用质量太差的墓碑,一块墓碑就将近１万,“现在什么最贵,死人最

贵,死都死不起了”.普通打工夫妻人均一月的工资只有２０００多元,对他们来说一年有２万元的净

收入是件不容易的事.单是换墓碑一项支出就能挤占普通村民一半的收入,村民的其他生存需求因

此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生活质量下降.
绝对意义上、相对意义上农村婚丧仪式消费标准和价格提高,农民的消费支出结构膨胀了.收入

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婚丧仪式支出过高会对农民的支出结构形成内在的挤压,引发新的贫困问题.
(３)竞争性的炫耀性消费支出.温饱、婚姻消费更大程度上是物质需要的满足,炫耀性消费则是

社会心理需求上的满足.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增长,贫富差距拉大后,分化的财富占有者往往寻求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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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相匹配的社会地位,高消费是其差异化身份诉求的一种表达,甚至是一种阶层建构的方式[２０].
炫耀性消费品的消遣特点明显,实用性功能较差,消费的社会性价值偏离了消费的功能性价值,产生

了价值剥夺,加剧了仪式消费竞争的经济压力.
一定条件下房屋也是建构身份,产生区隔的重要手段.以鄂东石村的建房为例,９０％的农民家庭

住的都是楼房.房屋的形式一致,内容发生分化.房子的功能层次产生区隔,少数农民建房是为了投

资,部分是为了自己居住舒适,绝大多数农户建房的理由则是面子,“房子就是别人有,你也要有,我不

比别人差”.相比江汉平原上的农民一生多只建一次房子,收入主要投资于教育,石村房子更新换代

的速度很快,农民一生至少要建两次房子,有的甚至建三四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甚至２０００年代的楼房

被拆除重建的也不少.农民换新房的理由不在于房屋的功能价值,“以前的楼房旧了,样式不好看,不
防震”.房屋利用率低,资源消耗量大.不少农民建三层房屋,“一楼简单装修用来居住,二楼闲置,三
楼长灰装空气”.甚至有农民建四五层楼房,一楼二楼养猪、放杂物,三楼居住,四层五层闲置.房屋

的资源掠夺量远超过农民的资源获取量,农民因建房竞争陷入贫困.“农民打了一辈子的工就建了一

个房子,建了房子装空气,房子建完全家人再出去打工还债.有的农户用砖堆也要堆出一个危楼来.”
房屋消费上的竞争异化,农民经济压力增加.

２．发展性需求挤压

农户在社会价值层面的过度竞争使得农户整体的消费能力严重透支.消耗掉的资源并未转化成

生产力,且不合理的消费支出对功能性价值更为重要的发展性需求形成挤压,赤贫的农户往往会放弃

发展性诉求满足,农民家庭的发展性潜力丧失,贫困风险加剧.因仪式性消费支出膨胀引发的农业投

资贫困、教育机会贫困、老年人的代际贫困等都是消费致贫的有力证据.
(１)可支配资源匮乏.农民收入水平及增长空间有限,支出上即收即付、透支消费的特点比较突

出,农民生活处境会因消费成本上涨陷入贫困状态.目前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两笔,一笔是打工

收入,一笔是务农收入.两种收入类型的基础收入水平都不高.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农产品价格逐渐

走低使得当下的农业收入变成了应对温饱问题的“维持性收入”.另外农民打工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

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低,行业优势不明显,收入水平低.宏观层面来看,两种收入类型的增收空间较

小.一是务工收入增长受过剩劳动力市场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制约,空间有限;二是农业上政府通过政

策减负来促进增加农民收入的手段基本用尽.农民收入增量性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改善农民处境

的出路在于优化农户的消费支出结构.相比稳态的收入状况,农户过度膨胀的消费支出结构会将农

户引入贫困甚至是永久性贫困的深渊.
(２)陷入发展性贫困.农户的储蓄能力极差,有限资源无法同时进行多项支出,各类支出间是恶

性竞争关系.农民的钱用于了消费,生产部分就会受到挤压,农业投资无法增加,农业生产条件就无

法改善,农业投资上陷入投入性贫困.多数农户缺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能力,理由是“农民没钱投

资,钱都在房子上面,我们等着政府投点钱来帮我们把农村改造下”.投入有限,收入增长就会有限,
农民的生存状态因此受到影响,陷入长久的贫困循环当中.

疲于应付消费需求的农户往往也没有资源空间用来支持子代教育,消极性教育选择行为、价值盛

行,贫困因此在家庭内部发生代际传递.鄂东石村的书记告诉我们在建房和教育面前,一半的村民会

选择建房放弃读书.读书价值被贬低,“读书无用论”在底层的农村社会大行其道,打工比读书赚钱,
打工赚钱买房子、娶媳妇的说法和做法比较普遍,农民子女的教育消费受到挤压.社会在向前发展,
整体上对国民劳动力素质要求提升.相反底层社会青年的辍学时间却提前,不少青年初中时就放弃

了读书,成了村民眼中的文盲.多数辍学青年找不到稳定工作,只能靠父母继续供养.从职业流动的角

度讲农民陷入贫困的概率不是降低而是升高了.
教育是一项长线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民向上流动的重要手段.当下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将更

多的时间、金钱投入到即时性的消费中,忽略了长远的投资,在教育投资上的预期越来越短,投入量骤

减.既无财产性资本,又缺乏人力资本的农户应对风险社会的竞争力是较弱的,他们因此陷入长久性

贫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６７



第４期 舒丽瑰:贫困的新趋势:消费性贫困———以鄂东打工村庄的消费竞争状况为例 　

(３)发展性需求困境的伴生物:老年人生存贫困.农民生活成本上升,农户剩余可支配资源有限.
同时农户又面临着满足发展性需求的难题,有限的资源在实现农户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对次

重要项目需求形成二次挤压,比如老年人养老问题上的资源贫困.
与老年人生病是否治疗需要依据年龄、体质而定,老年人因病自杀事情时有发生,老年人边缘化

相对照的是子代在消费上的面子竞争.村里的“面子竞争”、消费水平的攀升成为子代村庄生活的基

调,生活的享受层次不仅体现在房屋、家具、电器上,还体现在送礼的礼单上[２１].子代和孙代的高消

费是以父代的生存挤压,消费水平较低为基础的.子代和孙代吃得好、穿得好,在社会上才有面子,
“儿子的面子大于天,他们在外面吃得好、穿得好,别人才瞧得起,才有面子,儿子有了面子,我们也有

了面子”.为了支撑下一代人的面子,老人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自己的生存需要,降低生活成本.

　　三、“消费性贫困”的成因分析

　　１．城市消费文化的错误示范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消费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特征变量,同时还显著受到城镇消费行为的示范

性影响,农村消费市场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市场.网络媒体的间接传播、城市生活的直接体验都让农

村人迅速习得了一套消费话语与仪式,并在村庄场域内复制、实践出来.
房屋、车辆等一类消费性符号的输入就是城市消费示范的重要产物.农村人的消费竞争类别与

城市人的标准惊人相似,都集中在房子、车子.鄂东石村４４０户村民中有１２０户村民已经买了小车,
小车的使用率很低,更多时候是门面与摆设.部分村民的子女离开村庄外出发展,村内房屋被充分利

用的可能性比较低,农民却坚信自己的房屋也可以像城市的房屋一样升值,而建造了好几套房子,结
果却是房屋被闲置浪费.村庄社会标准经济化,以经济消费作为价值评价的手段,传统低消费、高福

利的面子竞争手段如帮工、主持村庄正义被取代.这就意味着相比以往村民享受同等社会生活的经

济成本上升,村民的社会生存压力增大.

２．经济分化激化消费攀比

打工经济兴起后,农民从城市带入了现代的城市消费观念,也带回了急需在村庄转化的外生性社

会财富.“突生性财富”需要一种与财富相匹配的新的社会表达,静滞的熟人社会无法供给,外生性的

高消费符号成为重要的替代性选择.消费主义文化寻找到了侵入村庄的坚实载体,高消费压力借由

这一部分群体逐渐在村庄内部实体化.
分化的经济力量打破了扁平化的社会结构,社会层面的竞争激烈化.财富增加、基本生存需求得

到满足后,村庄中的富裕群体开始追求象征身份、地位的社会性消费,追求安全、舒适、优雅的生活方

式和消费方式,他们提高了村庄中的消费标准.村庄中有能力的中间阶层紧随其后,他们使得富裕群

体的消费行为在村庄内部具有了大众性,把高消费固化成了村民共同的压力.处于经济底层的贫弱

阶层,为了面子和生存不得不紧随其后,借债也要完成这种高消费,生活很容易陷入贫困状态.
富裕群体在消费竞争中获得的是心理、功能上的满足,社会地位上的优越感,贫弱阶层感受到的

却是价值剥夺、经济压力.鄂东石村富裕的群体有好几套房子,他们建房是为了投资,用于居住的房

屋装修费就２０~３０万元,远超越了普通村民的最低层次需求.中间、中下的打工群体则纷纷效仿.
贫弱的下层农民手上有１万元就开始借债建房,建完房再出去打工还债.

案例２:何保姑是石村六组的村民,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已经出嫁,老伴去世了.她

和去世的老伴智力都不好,打不了工,一直在家.儿子智力也有点问题,不久前因在打工的

地方偷电脑,被抓进去了.他们家也跟着建了楼房,但没钱做一楼到二楼的楼梯,楼梯是用

砖堆砌的.有天楼房漏雨,老伴想去塞砖把雨挡住,结果从砖码的楼梯上摔下来摔死了,房

子还没来得及装修.

普通群众能够追赶消费的形式,却无法体会消费的满足感,单是为了追求这种形式,就付出了高

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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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物品在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结构中的层次不一样,消费的意涵发生了分化.群体之间的

消费、标识发生了分化却并未发生断裂,形成不可逾越的区隔,他们之间存在持续竞争的经济社会基

础.占大多数的中间、中下群体是打工群体和务农群体,他们和贫弱群体的区别仅仅在家庭劳动力的

多少和劳动力的健康程度两个方面.一旦家庭劳动力的结构健全,这三个群体之间的财富地位可以

重新排序,实现程度较高的自由流动.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有不断竞争的动力.
贫富分化引入了高消费的标准,不同群体之间延续的面子竞争、消费竞争则使得高消费的压力实

体化,村庄消费竞争激烈化.因社会化竞争,村民生活消费的相对成本升高的可能性增强.

３．文化持守强化消费竞争

农村消费竞争异化既是经济分化引发的产物,更是传统文化持守的结果.在资源流量相对有限

的中西部农村,村庄经济精英的数量、能量毕竟有限,其能在村庄中掀起大范围的消费竞争,离不开庞

大中下层群体的价值持守.村庄中的收入上层,在文化上往往具有革新的一面,倾向于改造传统文化

符号,村内竞争性的经济基础是其实现手段.作为村庄数量多数的收入中下层群体,在文化方面往往

具有持守的特点,坚持传统文化,坚守传统仪式的象征价值,却又缺乏引导上层精英的文化能力.这

揭示了消费竞争的另一个维度:落后的传统文化.
落后的传统文化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对传统仪式具有稳定的社会行为预期,不因经济压力

轻易退出,反而会积极加入.残余的宗族文化碎片在部分仪式上的坚守成了加重异化竞争压力的砝

码.人们仍然坚持着重视传统婚丧嫁娶的观念,同样仪式的内涵和标准却被城市化的力量所置换,消
费成本大大提高.彩礼本是结两性之好,表达情感,缔结契约的礼仪,经济成本较低.现在却沦为了

代际剥削的重要工具.鄂东石村女性的婚姻圈多在本地,娶个媳妇动辄十几万甚至更高的彩礼,家
具、三金另外算.其中虚高的部分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户内部竞争,面子竞争的产物.即便如此也没有

农户主动退出,底层农户也继续参与其中,固守仪式,受到仪式背后的经济剥削.二是缺乏文化变革

的力量,将生活系统转让给城市消费文化,彻底成为消费文化的被改造对象,助推愈演愈烈的消费竞

争.代际关系变动,老年人权威衰落,传统文化因此边缘.新一代的年轻人更加注重消费、注重生活

品质,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喜爱城市的消费符号.传统的思想观念如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等变

成了缺乏号召力的陈旧话语.子代消费观念的转变、子代地位的崛起无疑为消费竞争提供了群体基

础.传统文化的引导能力不可避免衰落.
传统文化的两重特点集中强化了消费竞争.一方面人们对传统仪式的坚持,对消费竞争起到正

向强化作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缺乏抑制消费文化的能力,反向强化了消费文化入侵村庄的能力.村

庄消费竞争在传统文化持守的基础上深层次被激化了.

４．组织虚化无法抑制失控的消费竞争

国家力量在场是抑制社会系统恶性竞争的重要外部性因素.异化的消费竞争本身是重要的民生

问题,政府有介入的必要.异化的消费竞争逐渐偏离了实用功能本身,造成大量资源浪费,群众因此

经济负担较重,社会剥夺感强.村级组织是国家基层政权的末端代表,行政性较弱,与农户的关系比

较密切,职能定位相对综合,有能力也有义务来管理影响村民福利的社会性事务.
问题是财政上收后,村集体的职能被剥离,逐渐单一化,村级治理转向,逐步事务化、行政化,文化

功能的地位弱化,职能虚化.虚化的文化组织无力对村民的消费竞争形成有效的引导和抑制,村庄消

费竞争进一步无序化,消费标准的相对膨胀成为一种既定的社会事实.
多数的村庄挣扎在维持现状的边缘,没有经济实力和多余的精力去思考、规划村庄的文化建设.

少数有经济实力的村庄缺乏积极性去做精神文明建设与引导,他们的关注点在见效快的硬件设施建

设上.在村庄内为村民排忧解难,调解纠纷,重视群众休闲生活的村干部反而被村民瞧不起,缺乏继

续执政的基础.村庄考核标准量化、政绩化使得村干部的工作重心逐渐上移,脱离村庄,对村民事务

的关心度和影响力大大降低.
具有社会性意涵的消费竞争在村庄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民众的行为却缺乏外部约束,不少民众因

此陷入不必要的、浪费性极强的消费性贫困中.“消费性贫困”是贫困文化在经济成本上集聚反应的

８７



第４期 舒丽瑰:贫困的新趋势:消费性贫困———以鄂东打工村庄的消费竞争状况为例 　

产物.一方面经济分化引入的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村社会秩序的破坏作用增强;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内

部存在贫困文化,加剧仪式上的经济竞争;此外村庄缺乏干预贫困秩序生成的能力.在城乡经济文化

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农户消费支出成本上涨,消费支出结构扭曲,生存困难,发展乏力.

　　四、结　语

　　贫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附属物,是制度运行的必然成本,不同时期的贫困有侧重点不同的贫困

意涵.在经济匮乏期,多数贫困研究将农户贫困的原因局限在收入方面具有合理性.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国民财富迅速增加,农村开放性增强,农民家庭消费支出膨胀的速度很快,并在收支结构中逐

渐占据主导性地位.消费成为影响农民贫困的重要因素,消费支出应成为贫困研究重要的切入点.
以往的扶贫研究侧重在经济增长上做文章,却发现了经济增长也有极限,也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

问题,因而开始发生转向[２２].精准扶贫是在经济减贫效应下降后提出的新的扶贫战略,其关注的是

扶贫资金在使用过程中能否更有效率更精准的问题,本质上还是一种收入脱贫、经济脱贫的思路.贫

困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扶贫是个系统工程,单一的经济角度无法解释和解决所有的贫困问题.消费

减贫、文化脱贫是延缓经济减贫效应下降的新思路、新方法.
扶贫因此要转变单线条的思路,除了政策减负、收入增收外,还要关注减支,在农民消费上下功

夫.在全社会树立健康适度的消费观念,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商品拜物教.在基层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发掘村庄内部的文化资源、人才资源,多组织村民参加一些乡村娱乐活动,增加精神福利,减少生

活开支.消费上扶贫既能减少生活上的货币支出,也能提升生活的满意度,减轻文化支出负担,增加

福利性收入,是双重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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