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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篇论文的目标是关注贫困数据的缺失维度，即那些对穷人很有价值，但我们缺少或

根本没有数据的那些维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将发展表达为扩展人们珍视或有理

由珍视的自由的过程。虽然对人类发展最广为人知的衡量包括收入、长寿和教育，但是许多

人认为人类的价值以及与此对应的多维度贫困并不仅限于这些领域。为了推进这些领域的发

展，我们有时需要利用个体以及家庭水平的数据来对多维度贫困做实证研究。多维度贫困国

际分析的一个致命障碍是我们很少能获得关于核心领域的国家水平或个体水平的高质量指

标，而对穷人来说这些领域不仅具有重要的内在性价值，而且其还具有潜在的工具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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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不同贫困维度的个体水平数据 

表 2－被广泛认为具有重要性的数据缺失的维度 

 

1 引言 

人类发展是扩展人们珍视或有理由珍视的自由的过程①。但是创造一种旨在加强人类繁

荣的制度则要求我们拥有更多有关自由的信息，从而使我们可以检测这些自由的扩张。获得

这些信息也有助于我们对实际问题进行研究，比如有关各种自由之间的相互关联或对它们进

行干预的次序。 

对人类发展最广为人知的衡量是人类发展指数（HDI），该指数中包含了收入、长寿和

教育三个维度②。但是同样产生共识的是：人类发展所包含的内容远超过了这三个领域③。多

维度贫困分析识别出了许多贫困的相关维度和指标④。这篇论文指出：缺乏这些核心领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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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国际间可比的个体或家庭水平的数据将成为人类发展以及多维度贫困研究的瓶颈①。

所以，在我们调查中加入一些简洁的单元，使其包括就业质量、赋权、远离暴力的安全、体

面出门的能力以及心理和主观的幸福，将是对标准的调查工具的有力补充。 

这套论文的各个主题是在牛津大学贫困和人类发展研究中心（www.ophi.org.uk）于 2007

年 5 月 29-30 日举办的学术研讨午餐上被提出来的，并且也于 2007 年 11 月 3-4 日在北京大

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CHEDS）主办的国际研讨会上被同样提出并进行了讨论。牛

津的学术研讨会题目是“贫困数据的缺失维度”，该研讨会提出了更宽泛的研究日程的第一

部分，即寻求构造一个基于可行性视角和相关思想的减少多维度贫困研究的全新框架。这个

研讨会主要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 

1）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来更好的衡量基于可行性视角的多维度贫困和剥夺这一概

念？ 

2） 我们的研究和政策制定需要哪些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关于缺失维度的指标和问题？ 

3） 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初步的数据收集和研究？ 

经过激烈的讨论，我们确定了五个数据不够充分的领域： 

 就业，尤其是非正式就业，特别关注就业的质量（Lugo） 

 赋权，或主体性：个体推进其珍视或有理由珍视的目标的能力（Ibrahim and Alkire） 

 安全，主要关注远离财产暴力和人身暴力的安全，以及对暴力的感知（Diprose） 

 体面出门的能力，强调尊严、尊敬以及脱离羞辱的重要性（Zavaleta） 

 心理和主观幸福感，强调生存的意义，以及它的决定因素和满意程度（Samman） 

我们认为前四个领域是贫困的维度。严格的讲，心理和主观幸福并不是贫困的维度，因

为我们对人们在这个维度上缺乏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被认为是贫困以及其政策相关问题存在

普遍的疑问。但同时，心理和主观幸福似乎又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因而也成

为数据缺失维度的重要方面。参加该研讨会的研究人员一致认为这五个领域非常值得去探

索。对它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最好用什么样的指标和问题来衡量这些维度；

为了探究其价值我们需要些什么样的研究；以及什么时候来开展有规划的数据收集。 

这篇论文描述了关注这些缺失数据以及调查问题范围扩展的逻辑依据，这些问题出现在

具有国际可比性和国家代表性的个人和家庭调查中。发展中国家由于更多的贫困以及更少的

数据使得这些调查变得更加必要。接下来的部分我们会说明选择上文提到的五个维度的理

由，也会介绍关于这些维度的五篇文章，这些文章中的每一篇都给出了相应的调查问题和指

标，同时也确定了使用这些数据可以分析的学术问题和政策问题。 

 

2．缺失的数据 

如果我们把发展理解成人们珍视或有理有珍视的自由的扩展过程（Sen(1990)），那么衡

量这些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要用一种在时间和地区之间一致并可比的方式来对其

进行衡量。比如人类发展指数考虑了教育、长寿以及收入，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仅有这些角

度的衡量是不够充分的。森（2004）在一本书中写道：“比起国内生产总值（GNP），人类发

展指数作为一种对发展的衡量是非常成功的。它没有仅仅关注于经济财富，而是以三个组成

部分（即基础教育指数、长寿指数和收入指数）为基础。在衡量发展的过程方面，人类发展

指数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实证研究视野。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有限的发展指标。” 

在最近的一项关于人类发展的实证研究中，拉尼斯等人(Ranis et al)（2006）指出:人类

发展指数与一系列重要的生命维度的相关性很弱，这些重要维度包括：精神上的幸福、赋权、

政治自由、社会和社区关系、不平等、工作环境、休闲、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性以及环境。基

                                                             
① McGillivray (2005) 

http://www.ophi.org.uk/


于该研究，他们得出以下的结论：将人类发展的概念扩展到一个更为宽泛的维度会严重的影

响对一国成就的衡量（p.349），但目前这些扩展维度的数据是不可获得的或严重不完全的，

而且仅仅覆盖了很少的国家。 

为什么提出一小组重要但不是标准的人类发展维度指标是有用而且可行的呢？我们可

以找出许多的原因。 

首先，比起以前的任何一个年代，我们现在对那些数据的拥有已经多到一个程度，以致

于在大多数的国家这些数据比我们进行完全的分析所需要的数据更多。这些指标可以由以下

的几个途径来生成：入户调查、社区调查、普查以及人口和社会调查。对于非标准的指标，

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告诉我们如何来选择技术上精确但又跨文化可比的指标。 

第二，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在这五个领域来衡量可行性能力和功能，以

及如何构造国家性的和地区性的衡量。比如，一个叫做“非正式就业中的妇女：全球化和组

织化（WIEGO）”的组织已经发展出了包括非正式就业的就业衡量工具。艾尔索普（Alsop）、

纳拉扬（Narayan）以及其他人提出了关于赋权的指标。基于可行性能力视角做出努力的国

家包括德国、荷兰和英国等欧盟国家，经合组织的发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此外，致力于

推进可行性能力衡量的个体研究者也正在发起新的调查，并使用微观数据和原始资料从事研

究。最后，社区监测系统也加入这一行列并考察了与可行性能力和功能有关的缺失指标。把

关于人类发展的核心缺失数据列入国际数据收集的清单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我们的这项工

作利用并补充了以上提出的各项其他工作。 

第三，这些维度可能是人类发展其他维度的重要触发器，忽视它们很可能会阻碍或减缓

其他方面贫困的消除，因为这些维度中的每一个维度都会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和其他维度存在

相互的因果关联。按照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排在最后的国家正是那些已经处于或正在出现暴

力冲突的国家①。已经有研究机构和学者反复的指出赋权对贫困消除具有工具性意义②；而且

社会排斥、种姓、年龄、宗教、种族以及其他方面的歧视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了贫困的一

部分。 

第四，正如我们在下文所要讨论的，这些缺失的维度可以被证明具有内在性价值，因此

如何对它们进行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如果对数据首先进行维度的加总，然后进行个体的加总，多维度贫困衡量能

够使得某些问题得到更好的说明，比如极度贫困的识别和分布问题。人类发展指数则是对每

个领域进行所有个体的加总。如果所有的数据都可以从同一个调查中获得，或从若干个在个

体水平上可以匹配的调查中获得，那么这样的加总方式具有非常大的优点。表 1 给出了一个

简单的例子，该表左侧的三列数据（黑体）是我们通常可以获得的，而右侧的三列数据只有

我们在入户调查中加入同名的单元才可以获得的。如果对每个贫困维度都确定贫困线或贫困

范围③，我们就可以确定每个人在每个领域是否贫困。首先考虑左侧的三列，我们会发现个

体 1 和个体 2 在三个维度中仅有一个维度贫困，如果每个维度被赋予相同的权重，则他们的

贫困程度是相同的；而个体 3 和个体 4 在三个维度中的每个维度上都是贫困的，所以他们的

贫困程度也是相同的，而且他们比个体 1 和个体 2 更贫困。如果我们现在可以获得右侧三列

的数据，则这四个个体相对的贫困排位就会发生变化。如果每个维度被赋予相同的权重，个

体 4 将是最贫困的人，其次则为个体 1。如果每个维度被赋予不同的权重，则每个个体的相

对贫困会依赖于这种特殊的权重分布④。即使它们之间存在关联，确定被研究的个体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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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临的贫困的性质和程度对政策目标的制定都是非常有意义的①。因为调查的匹配一致性

在伦理上和逻辑上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所以我们重点关注那些

可以加入到现存调查中的未加粗的单元。 

 

表 1                        不同贫困维度的个体数据 

维度（不同维度

的贫困状况） 
健康 教育 收入 安全 就业 赋权 

个体 1 不贫困 贫困 不贫困 贫困 贫困 贫困 

个体 2 不贫困 不贫困 贫困 不贫困 贫困 不贫困 

个体 3 贫困 贫困 贫困 不贫困 不贫困 不贫困 

个体 4 贫困 贫困 贫困 贫困 贫困 贫困 

 

3．数据来源 

千年发展目标计划已经明确的提出并倡导对 49 个指标进行国际数据的收集和报告。这

些数据极大的丰富了对人类发展的研究，这个进步是非常显著的。千年发展目标无疑充当了 

一个跳板，极大的促进了与关键性福利维度（教育、健康、营养和性别等）相关的数据的收

集、整理以及报告。但是，在人类发展的一些基础性领域，具有国际可比性的个体和家庭水

平的数据是缺失的。虽然千年发展目标指标很重要，但它同样没有包括所有的关于人类发展

的基础性维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没有包括所有的关于人类安全和人权方面的基础

性指标②。2000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千年发展宣言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但是千年发展宣言

同样认为：从本质上来讲，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远离暴力，也是非常重要的③。迪帕·纳

拉扬（Deepa Narayan）等人在题为《穷人的声音》的研究中发现：穷人同样珍视就业、安全、

尊严、选择和行动的自由以及内心的平静④。阿玛蒂亚·森也反复的关注于值得珍视的自由

和作为一个有活动能力的主体的人的重要性，这些内容经常在赋权的标题下进行讨论。正如

《穷人的声音》讨论了人们体面出门的能力，这个维度也经常出现在最近的关于社会包容和

社会排斥的文献中⑤。关于那些以前缺乏数据，但现在可以获得数据的重要维度，许多其他

作者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数据方面的约束极大的影响了研究者从实证角度对人类发展进行探索的能力。因此，

对寻求生成缺失数据的关注可以被看作一种投资，这种投资有助于提高我们未来进行更全面

透彻的多维度贫困研究的能力。 

在目前收集相关数据的各种各样的工具中，有四个著名的调查仍然被许多国家用来收

集关于多维度贫困和千年发展目标的核对数据（check data）和报告数据(report data)，它们分

别是：世界银行的生活标准和衡量调查（LSMS）；世界银行的核心福利指标问卷（CWIQ）；

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的人口和健康调查（DHS）；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的多重指标组群调查（MICS）。虽然已有一些国家采用了关于缺失维度的特殊问题，但在以

上所有的这些调查中，我们建议的缺失维度大多没有被包括在内。 

1980 年，世界银行开始了生活标准和衡量研究（LSMS），并生成了政策相关数据，该

                                                             
① Ruggeri-Laderchi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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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in Human Security Now. 2003.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p 8-9. 
③ United Nations (2000) 
④ Narayan-Parker (2000a), Narayan-Parker (2000b) 
⑤ Burchardt (2000), Klasen (2000), Sen (2000b), Bossert et al (2004)  



研究旨在阐明诸如失业、收入贫困以及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等结果的决定因素①。LSMS 的

目标是使各国能够改善本国数据质量，强化统计研究机构的数据收集和数据研究，并且使得

数据变的更加公开化。LSMS 家庭问卷包括以下单元： 

﹡ 家庭构成  ﹡耐用物品 

﹡经济活动 ﹡健康 

﹡食品支出  ﹡非农业自我雇用 

﹡其他收入 ﹡迁居 

﹡非食品支出  ﹡农牧活动 

﹡储蓄和借贷 ﹡人体测量结果 

﹡住房 ﹡生育 

﹡教育 
 

我们提出的五个领域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作为一个单元被包含在 LSMS 中，但是一些国家

已经修正了 LSMS，使其包括了非正式就业和主观幸福等问题。 

DHS 是全国性的大型人口调查，该调查提供了关于健康、营养和人口指标的信息，具

体的变量包括： 

﹡家庭特征 ﹡妇幼保健 

﹡生育 ﹡妇幼营养 

﹡家庭生育计划 ﹡艾滋病 

﹡生育的其他直接决定因素 ﹡女性生殖器手术 

﹡生育偏好 ﹡疟疾 

﹡早期儿童死亡率  

我们提出的五个领域的任何一个也没有作为一个单元被包含在 DHS 中。但是一些国家

的 DHS 已经添加了一些关于缺失维度的特殊问题，比如家庭决策制定和性暴力。 

世界银行的核心福利指标问卷（CWIQ）调查被设计用来快速生成关于社会福利的标准

指标。CWIQ 问卷一般由四页正反两面的纸构成，做完一份这样的问卷大约需要 20 分钟。

其内容主要包括： 

﹡采访信息 ﹡家庭财产 

﹡家庭人员列表 ﹡家庭康乐设施 

﹡教育 ﹡贫困预测值 

﹡健康 ﹡五岁以下儿童名单 

﹡就业 
 

CWIQ 包括了一些可以提供非正式就业基本信息的问题，但是它不能收集到完全的信

息，也不能解决关于其他四个缺失维度的问题。 

最后，MICS 提供了 195 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数据，尤其是提供了关于儿童福利

的数据。比如，MICS 调查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能够对某些千年发展目标进行

检测 ，这些目标与以下问题相关：儿童营养不良、免疫接种、婴儿、五岁以下儿童及孕产

妇死亡率、改善水源以及卫生的可及性、艾滋病在孕妇中的流行程度、儿童入学比例和完成

基础教育的比例等等。虽然一些国家也已经引入了其他的相关问题，但是总的来说 MICS 没

有包含我们所提出的五个缺失维度。 

除了以上这些调查工具外，每个研究者都还会考虑其他的一些调查，比如地区晴雨调查、

欧洲调查（欧洲社会调查、收入和生活条件调查），还有就是诸如犯罪和受害调查之类的特

殊调查。在国家综合性多主题入户调查中，我们所提出的缺失维度通常也没有被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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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orldbank.org/lsms/guide/select.html


即使出现在调查中，这些维度也很难被区分，因为通常它只能提供非常少的信息。相关的研

究受到限制也因为内嵌于入户调查数据库①的搜索功能和标准的多主题搜索引擎还不允许对

这五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进行搜索。（比如对非正式就业或自我雇佣式的就业）。 

 

4. 指标选择的根据 

数据可以通过不同的收集方法以及在不同的分析水平下（比如调查、参与式练习、行

政资料库、人口普查）生成。该研讨会上的所有论文都集中关注同一种数据收集方法，即国

际可比的以及具有国家典型性的个体和入户调查（以后我们将其简称为入户调查）。这些调

查有许多的优势，它主要强调：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关于我们提出的缺失维度的数据和已有

数据尤其是关于千年发展目标数据的可比性、以及为政策分析直接提供数据的能力。入户调

查可以被用来生成各种各样的数据，包括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主观数据和客观数据。在这

里我们会开放式的去探索如何使用这些调查去收集关于各种类型缺失维度的信息。虽然如

此，但这些方法仍然存在重要的局限性：从设计上，入户调查就忽略了其他水平的分析，比

如包括象家庭内部因素、社区因素、制度性因素、国家性或全球性因素等对人类福利至关重

要的问题。虽然这些入户调查在这个特别的研究计划中居于最为重要的位置，但很明显他们

只是一个相关的信息水平。 

下面的标准被该项目中所有的研究人员用来在个体和入户调查中选取最为合适的指

标。首先，该指标必须具有国际可比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就我们所提出的缺失维度来

说，可获得的可比性指标信息非常稀缺。第二，这些指标不仅被用来衡量我们所建议的维度

的工具性价值，而且还被用来衡量其内在性价值。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求所选择

的指标能够识别每个维度随时间的改变。第四，同样很重要的，我们在选择某个指标时必须

考虑该指标以往被利用的状况，也就是说该指标以往被选用并且被发现成为对研究目的非常

恰当的衡量的频次。基于感知的指标在以往的国家性典型调查中并不被经常使用，但它在对

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心理测试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尽管如此，尤其在贫困国家的背景下，这

些指标需要进一步的审查。 

 

5. 缺失的维度 

    指出对额外数据的需要以及提出相应的收集方法之后，我们选择了被穷人珍视的和具有

政策相关性的特定维度。在这里，我们会描述选择这五个维度的逻辑依据②。表 2 说明这些

维度被认为是重要的人权，也在《穷人的声音》这本专著中被识别，并且被罗尔斯的政治理

论以及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研究人类安全的学者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维度。 

正如上文所说的，这些维度包括：就业（重点关注就业的质量）、赋权、安全、可以体

面出门的能力以及心理和主观幸福。除此以外，在确定这些维度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找到

代表这些维度核心要素的可操作的具体指标和问题。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为每个维度设

计出一个包括 5-8 个指标的列表，并构成一个细线单元附加到用来培训调查员的标准调查表

中。这些单元会依次出现在下面的各篇文章中。我们依次来讨论这些维度。 

 

5.1. 就业质量 

就业并不是一个关于福利的新维度，但它在人类发展政策和减贫政策中经常会被忘记，

                                                             
① 搜索工具包括加州人口研究中心（CCPR）, BREAD, STICERD 和 IUCPSR. 
② 关于选择维度问题的讨论请见 Alkire (2007). 
 



或者至少没有被充分的考虑。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家庭来说，就业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

贫困有多种定义，但一般来说，一份体面而又报酬不菲的工作总是与不贫困联系在一起的。

除此以外，就业还会给人带来自尊感和成就感①。就业作为个体福利的一个基本因素，其重

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有的就业数据大多关注正式就业，而忽视了穷人就业的种类以

及就业潜在意义的指标。卢戈（Lugo）(2007)提出了五个全球水平的就业指标来弥补这些数

据的缺陷。其中有四个指标是关于就业的质量，包括非正式就业、自雇佣带来的收入、职业

安全和健康以及就业不足和过度就业。最后一个指标关于就业的数量，它试图确定挫败性失

业的水平，在这里挫败性失业是指目前人们愿意工作但已经停止寻找工作。 

 

5.2. 主体性和赋权 

主体性被定义为：“一个人在追求他/她认为重要的目的或价值过程中，可以自由地去

做或实现的事情”(Sen 1985b, p. 206)，更简单的也可以定义为：“既可以行动又可以作出改变

的人” (Sen 1999, p. 19)。具有主体性个人的反面是那些被强制、压迫而处于被动状态的个人。

主体性及其扩展（赋权）由于其对贫困社会重要的内在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而被再次作为一

个变量提出来。基于大量的实证研究，易卜拉辛和阿尔基尔（Ibrahim and Alkire）(2007)提出

了一个衡量个体或集体主体性的简短指标清单。简单的说，他们使用“做决定

（decision-making）”这个问题来确定人们对控制的感受，即在家庭生活的不同领域谁来做决

定，以及该问卷回答者选择做决定时他/她是否有能力做这个决定。为了衡量人们感到自己

被强制或可以按照自己的动机去行动的程度，这篇论文提出使用自治（autonomy）指标来衡

量目前贫困社会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已经在一些不同文化的国家地区得到测

量）。其他问题考察了在个体水平或社会水平上个人被赋权而能做出改变的程度。 

 

5.3. 安全 

在后冷战时代，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不再是国家之间军事力量的冲突，而是由一

国边境内部个体、团体以及国家行动者所造成的暴力(Hegre et al. 2001, Sen (2006), 人类安全会

议 2003)。暴力抵消了在诸如教育、健康、就业、收入增长和基础设施供给方面所取得的发

展成果。除此之外，暴力还阻碍了人类安全生活的自由，使得贫困陷阱在很多社会持续存在。

但是，暴力并不是人类互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大多数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穷人之间

能够和平共处。对人身暴力和财产暴力可靠而且可比的数据的需要极大的影响了我们对暴力

概念的理解。迪普罗斯（Diprose）(2007)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来衡量由冲突和犯罪引起的暴力，

但在调查表中这两种不同来源的暴力并没有合并在一起。迪普罗斯的这篇文章试图识别由犯

罪和冲突两类来源引起的人身暴力和财产暴力的发生率和频率以及对现在和未来安全威胁

的感知。 

 

5.4.可以体面出门的能力 

羞耻（shame）和羞辱(humiliation)对我们理解贫困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关于该维度的国

际可比性数据仍然是缺失的②。基于相关领域的已有指标，扎维莱根（Zavaleta）(2007)提出

了八个指标来衡量羞耻和羞辱的各个特定方面。衡量羞耻的指标选自研究艾滋病耻辱感的文

献、关于歧视问题的文献以及心理学研究中所使用的调查问卷。第一个指标是与贫穷相关的

羞耻，或者也可以称为贫困羞耻。第二个指标是羞耻倾向，它涉及到当遇到特定负面事件时，

个体经历羞耻性情绪的倾向(Tangney and Dearing 2002, p. 2003)。羞耻倾向具有非常特别的意

义，因为它会影响社会关系、自尊以及可以无羞耻出门的能力，而这些因素都是考虑可行性

                                                             
① Sen (1975), Sen (1984), Sen and et al. (1987), Sen (1996), Sen (2000c)  
② Sen (1997), Sen (2000b). 



能力贫穷的重要方面。羞辱（humiliation）指标包括经历外在事件的羞辱和内在羞辱的经历。

关于外在羞辱的问题包括充满尊敬的对待、不公平对待、歧视以及对个人背景阻碍其流动的

感知；关于内在羞辱的问题则寻求衡量个体累计羞辱的水平。 

 

5.5. 心理和主观幸福 

我们最后考虑的维度是心理和主观幸福，该维度具有明显的工具性价值和内在性价值。

它是我们所建议的其他维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其他维度实现的最终结果。该维度为我们

理解人类实践和价值，尤其是对其非物质组成部分的重要性的理解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

对于心理幸福（psychological wellbeing），萨曼（Samman）(2007)提出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方法，

该方法主要基于：1）问卷回答者根据自身独特潜力来界定的对生命意义的感知；2）在实现

理想的过程中，问卷回答者为成功而努力的能力。为了发展这些概念，她利用了斯蒂格的生

命意义问卷(Steger et al. 2006)以及德西和瑞安（Deci& Ryan）的对关于确定和追求目标的心理

需要（这种心理需要反过来可以预示出最优功能）的衡量方法(Ryan and Deci 2000, 2001)。这

些需要包括自治（autonomy）、能力（competence）和关联性（relatedness）。对于主观幸福

（subjective wellbeing）,她认为应该对生命满意度和生命幸福分别进行衡量。对生命满意度的

衡量考虑了生命整体状况以及一些特定的重要领域。这些领域包括物质幸福（食物、收入、

住房）、健康、工作、人身安全、与朋友和家庭的关系、教育、邻里关系、实际帮助别人的

能力以及来自精神/宗教/哲学信仰的幸福感. 

 

6. 下一步的展望 

接下来的这些文章提出了许多代表缺失维度的指标和问卷，在研讨会上这些指标和问

卷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并得以改善。但是，这些文章仅仅代表了该过程的第一阶段，接下来需

要吸纳对这些指标和问题的重要检查和试验，并且对它们的附加价值和贡献以及支持它们被

包括在数据收集问卷中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所有与会人员的评论，尤其是布吉尼翁

（Bourguignon）、贝德阿考（Bediako）和克拉森（Klasen）的评论对于促进将我们所提出的

单元加入现有的数据收集问卷，以及未来如何利用这些数据来进行研究给出了有价值的建

议，从而对制定和细化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未来的研究计划给予了很大的帮

助。 

最后，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文章的局限性。我们的最终目标并不仅仅是衡量贫困，而是

要构造一个新的研究和政策框架来帮助持续的减少贫困。入户调查是一种收集稀缺数据的非

常有效的方法，但它同样存在很多的限制，比如它忽视了家庭内部的问题以及它需要高昂的

成本。除此之外，我们现在还并不能确定这些问题是否足够来衡量所要吸纳的复杂维度。但

是，我们坚信这个开端所带来的潜在回报将会远远的大于其弊端。 

该专题论文集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接下来的五篇论文会依次详细讨论每个缺失的维

度，包括讨论文献中相关的概念和定义、吸纳每个维度的逻辑依据、用来衡量每个维度的代

表性指标和问题、提出的指标存在的弱点及潜在偏误和可以用这些指标来研究的问题。这些

文章后面会附上一些评论者的回应，这些评论者包括格雷斯·贝德阿考（Grace Bediako）(联

合国社会和住房统计处处长), 弗朗克斯·布吉尼翁（François Bourguignon）(世界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及高级副行长) 和斯蒂芬·克拉森（Stephan Klasen）(德国波恩哥廷根大学劳动研究

所（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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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重要性被广泛认可的数

维度 
拉尼斯·斯图尔特

& 萨曼 
穷人的声音 世界人权宣言 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安全 罗尔斯政治理论 菲尼斯哲学 

工作 工作 物质上的幸福－

拥有足够的工作 

工作，同工同酬，工会

保护等 

经济安全 职业流动和选择的

自由 

有意义的工作 

主体性 赋权 选择和行动的自

由 

表达、良心和宗教自由 政治安全和人身安全 机会,自由(生活规

划),责任地位 

真实的自我方

向 

安全 安全 安全 生存、自由和安全 人身安全 权利 生命的存留 

尊敬 社会关系 社会幸福 尊严、平等和非歧视 社区安全 个人尊严的社会基

础 

关系 

生命意

义 

心灵的幸福 心理的幸福 n/a n/a n/a 和谐、意义和

价值 

其他 身体的幸福，物质

上的幸福，精神方

面的发展，政治自

由，对其他物种的

尊重 

身体的幸福，福

利的增加，物质

上的幸福：有足

够的食物和资产 

奴役/贸易，折磨，法律

权利，干涉，迁徙，政

治避难，国籍，婚姻，

财产，和平集会，政治

权利，社会保障和社会

经济，生活标准，教育，

文化生活，国际次序，

局限性(道德/公共秩序

/一般福利) 

环境安全，健康安全，食品安全 收入和财富 生活的健康，

知识和自我的

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