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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525407.htm 从基尼系数所想到的 

基尼系数是反映社会经济收入差距的一项指标。如果贫困群

体与富裕群体经济收入差距大于0.4，社会将形成不公平性，

社会不稳定因素将会产生。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其社会经济

的稳定承载着全国的稳定。然而令我们震撼的是，在北京贫

困群体中，大量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并且每年以2.5万人的速

度增加，北京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于0.3。 当前，面临空间结

构寻求调整的北京，社会、政治稳定是首都的大事、国家的

大事。我们不能忽视低收入阶层的生存状态，我们不能忽视

贫困群体的生活空间。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关注面向贫困

群体的规划，在修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时，需要我们对贫困

群体给予更多的重视与关爱。 贫困群体形成的历史过程 贫困

群体是指其家庭收入难以维持温饱生活的人群。 从历史形成

上看，清朝政府为了排斥异族，将生活在北京内城的汉族居

民逐到外城，形成北京城南部的贫民区和商业区。 建国后

的20世纪50～60年代，在城市南部建设了大中型企业，形成

许多工业区、宿舍区，并成为工人较为集中的地区。到了20

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生活条件没有进一步改善，这些地区

逐渐沦为人口稠密、房屋破旧、环境较差的区域。 20世纪90

年代初，由于重新修订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工业区实施“退

二进三”城市发展战略，大量污染扰民企业搬出城区，当城

市获得发展的机遇与环境改造的同时，大量下岗职工变成了

失业的贫困人群。例如，仅2000年，北京就新增下岗职工30



万人。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北京城市建成区

的扩大，也蚕食了大量的土地，农转非人口的增加使得丧失

土地的农民，成为新生的城市贫民。除此之外，大量的外来

人口积聚在北京的城乡边缘及城中村，由于素质低，收入不

高，这些人也沦为城市的贫困人群。 从城市居民的收入来看

，北京的贫困群体占城市常住人口的20%。 从城市贫困空间

分布来看，宣武区、崇文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正成为北京

城贫困人群的栖息地。 与城市规划有关的贫困成因 贫困群体

面临的生存危机主要表现在：居住、生活成本大于他们所能

承受的经济支付能力。 在城市规划领域，贫困所涉及的是城

市能否提供给他们住得起的房屋？城市能否提供给他们大量

的就业岗位所必备的设施？城市能否提供给他们维持基本生

活需要的商品市场？如果不能提供，那么城市中的这些贫困

人口将面临生存危机。 提供低收入住房的问题 北京城市建设

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状态。以2002～2003年为例，每

年住宅竣工面积近1800万平方米，人均住房使用面积18.67平

方米。如此高的住宅建设速度，如此多的住宅建设量，北京

贫困人群早已过上“幸福生活”了吧！ 然而，再看看政府为

低收入阶层建的经济适用住房。以2002～2003年为例，每年

经济适用住房竣工面积仅200万～300多万平方米，只能够满

足2万多户低收入家庭居住。如果政府按2万户/年速度为低收

入家庭建设住宅，近10年来仅提供了约20万套户的经济适用

住房。可北京有1423万常住人口，按贫困人群占北京总人口

的20%推算，大约有75万户居民需要政府提供经济适用住房，

但经济适用住房还不到商品房竣工面积的1/10，为了获得一

处便宜住房，必然出现“千人排队”的等号景象。现实的情



形是：大多数的贫困人群仍住在拥挤破旧的住房中，便宜住

房成了他们改善生活中的最大渴望。许多贫困的外来流动人

口更成了被“遗忘角落”，他们大多在城市边缘，住最为脏

乱的房屋，过高的居住成本成了他们最大的生活负担，首都

北京冰冷的寒冬成就了他们对城市的最初印象！ 提供就业的

空间问题 伴随着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变，就业岗位的缺失

已经造成了最大的社会贫困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北

京旧城危房改造，使得一大批居民的住房问题得以改善，然

而居民就业生活问题也“浮出水面”。例如搬迁的居民到了

郊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及就业环境也跟着丧失，胡同内的小

规模商业氛围变成了地产商名下的商场、饭店，适合贫困人

群就业的商业环境已经成为历史。 而工业区的调整改造，本

来遵循的是“退二进三”的改造思路，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

的景象是，大量的高档商品住宅楼拔地而起，职工下岗了，

但没有了再就业的商业空间。因为企业技术更新改造，需要

大量资金，不得不听从开发商的意见，而开发商关心的是住

宅好卖、收益高，商业产业回收资金慢。选择的结果是“退

二没有进三”，下岗职工成为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的贫困人

群。 在城市近郊区，为了改善北京的生态环境，从1993年开

始实施北京城市绿化隔离带建设，北京城乡结合部也成了“

炙手可热”的区域。但随着丧失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城市

中的闲散人员不断增加。据统计，未来4~5年以后将有12万农

民失去土地，这些过去的“郊区田园的牧歌者”，将成为“

都市街道的放牛娃”。虽然政府部门要求建设过程中解决农

民就业安置并提供产业空间，然而随高档产业化的扩大发展

，已经没有多少可以为农民提供的就业机会了，与此同时，



还有人借“城市环境整治”为名，将失地农民“一脚踢”，

城市中适合贫困人群生存的这些土壤正在越来越少！ 由于我

国城市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大量的外地人口正在流向首

都，流向北京，激烈的就业竞争导致了低收入阶层的大量增

加。据调查，近10年来贫困群体工资水平几乎没有太多提高

，因为北京正在发展“具有首都特色”的现代产业与服务业

，这些没技术、低素质的流动人口没有太多的就业机会，高

起点的就业岗位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门槛”。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