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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5_96_E5_8D_8E_E8_c26_22978.htm 现阶段，弱势群体问题

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日益凸显的严重社会问题。如何解决

社会弱势群体问题，促进弱势群体的就业、生活与福利保障

，事实上已经成了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的不容回避的问题了。同时，对于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和社会

支持对策的研究现已成为当下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

综观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弱势群体的一般社会

支持对策的研究，缺乏从政府责任的高度，特别是从政府公

共政策制定的角度深入探讨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途径。本文

试图结合弱势群体的基本特征，以政府的行政责任和公共政

策职能为基本视角，深入透析政府在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过程中的职责。 一、社会弱势群体的界定及其基本特征弱势

群体成为国际通行的一个词汇，是在近几十年。目前，我国

学术界对于“弱势群体”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称法，如：脆弱

群体、社会弱者群体等。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从不同的

角度对弱势群体进行了各自的界定。如有的学者将社会弱者

作为社会工作的对象，认为“弱势群体是在遇到社会问题的

冲击时自身缺乏应变能力而易于遭受挫折的群体”。有的学

者从经济的角度，将弱势群体看做是贫困群体或者是贫困群

体的一部分，认为“脆弱群体指的是这样一些人口群体：由

于各种外在和内在原因，他们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

力受到很大限制，在生产和生活上有困难。脆弱群体一部分

已经是贫困者，另一部分是潜在的贫困者。”有的学者则从



政治和法律的角度，将弱势群体界定为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

位的群体，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具有可比

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少数）比另一部分人群（

通常是多数）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

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并且认为法治社会应该从法治的公

正性出发，对弱势群体予以公平的对待，对弱势群体的人权

保障要给予例外对待和特别保护，最大限度地缩小弱势群体

与强势群体的差距。 一般地说，弱势群体就是社会生活中的

困难人群。在社会学的视域中，这些社会困难人群的出现是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失调的表现。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弱势群体是由于社会结构急剧转型和社会关系失调或由于

一部分社会成员自身的某种原因（竞争失败、失业、年老体

弱、残疾等）而造成对于现实社会的不适应，并且出现了生

活障碍和生活困难的人群共同体。在社会学看来，弱势群体

所存在的问题也必然就是社会的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得到有

效的解决或缓解，有利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调适，从而

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 现阶段，我国的社会

弱势群体包括生活弱势群体（如贫困者群体）、就业弱势群

体（下岗职工失业者）、生理弱势群体（残疾人群体）、年

龄弱势群体（退休者群体、老年人群体）等类型。 从群体的

基本特征上来看，弱势群体具有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生活上

的贫困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 首先

，经济上的低收入性是弱势群体的首要特征。社会弱势群体

通常都是经济上的低收入者，其经济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入

水平，甚至徘徊于贫困线边缘。造成一部分社会成员在经济

上的低收入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自身的原因，



也有社会的原因，如：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下岗失业，身体

残疾，年老退休，等等，都会造成经济上的低收入。经济上

的低收入也造成了弱势群体的生活脆弱性，一旦遭遇疾病或

遭遇到其他灾害，他们很难具有足够的承受能力。“经济利

益上的贫困性是社会弱者的根本属性，决定着社会弱者在生

活质量和承受力上的共同特征。” 其次，生活上的贫困性。

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决定了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

既表现为生活水平的数量低下，也表现为生活质量的低层次

性。在其消费结构中，绝大部分或全部的收入用于食品，即

恩格尔系数高达80％-100％，入不敷出；日常生活中使用廉

价商品，穿破旧衣服，没有文化、娱乐消费，并有失学等后

果。生活上的贫困性也是弱势群体的典型特征。 第三，政治

上的低影响力。弱势群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底层，他们

的政治参与机会少，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低。政治生活的

产品是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是政府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作权

威性的分配，显然，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具有

更重要的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和游说活动，

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需求，或者至少不影

响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弱势群体由于“远离社会权力中心”

，较少社会政治活动，难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时，这

也意味着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或者很难迅速摆

脱自身的困境，解决自己的问题。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必须

依靠社会的力量，制定更加公正的社会政策，建立社会保障

体系，从各个方面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保护弱势群体

的权利，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第四，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

。由于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和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



，使得他们在社会中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他们的

职业技能缺乏市场竞争力，或者已经失去年龄优势，因而没

有职业安全感，收入较低且不稳定，常有衣食之忧，对生活

前途悲观，心理压力巨大。同时，由于弱势群体在政治上的

低影响力，也使其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改变目前的处境。这

些都造成了弱势群体在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使他们觉得自

己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或者感到自己被社会所抛弃。他

们有比较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和较为强烈的受挫情绪。在社会

生活中缺乏社会支持感，而“具有较低社会支持感的人对他

人的评估比较消极，而对自己本身，则产生人际交往无能、

焦虑及社会排拒感”。在心理上容易产生不满、苦闷、焦虑

、急躁情绪，难以自我调适，进而容易对生活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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