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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在中共中央、国

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全国上下开

展了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行动，

并且取得了重大进展。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城乡低保对象和特

困供养对象这三类贫困人群的人

数逐年快速下降，目前已经降到

总人口的 5% 以下。这说明我国

的脱贫攻坚行动已经取得了重大

成就，更加接近在中国这样一个

发展中大国历史性地消除极端贫

困的目标。

随着现阶段脱贫攻坚任务的

逐渐完成，政府和学界越来越多

地开始思考 2020 年之后贫困治理

的目标和行动。未来的贫困问题中，

结构性特点将更加突出。其中，老

年人贫困将是整个贫困问题中最突

出的方面之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由于社会保护体系不健全等原因，

导致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我国

目前处于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城

市化变迁过程当中，老年人所受的

冲击很大。许多老年人由于个人财

富积累不多，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或

参加的社会保险水平不够，以及

家庭（子女）保障不稳定等方面的

因素，导致他们比其他人面临更

大的贫困风险。尤其是在贫困农

村地区，有大量高风险的老年人。

他们面临着在老年阶段收入和生

活水平下降、健康服务不足以及

需要长期照护等方面的问题。未

来的贫困治理行动应该将这些高

风险的老人作为工作的重点，同时，

在未来的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中，也应该以贫困老年人作

为重点关注对象。一方面制定和

实施相关的政策，进一步健全老

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并重点关注高

贫困风险的老年人；另一方面也应

该动员全社会的广泛参与，积极为

高贫困风险老年人提供服务，努力

避免他们陷入困境，并提高其生

活质量。

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达成共

识，认识到当前的脱贫攻坚任务只

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任务。这一任

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我国反贫困

行动的终结，而是贫困治理新阶

段的开始。2020 年以后的贫困问

题将具有许多重要的新特点，贫困

治理目标和要求也会与现在有很

大的不同。概括起来看，2020 年

以后的贫困问题应该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特点：首先，2020 年后许多

贫困地区还面临着严峻的巩固脱

贫成果、防止返贫的任务。对许

多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来说，导

致其贫困的原因比较复杂，有些是

由于一些长期性和内生性的原因

而导致的，而在近几年相对较短

时间内因密集的帮扶而脱贫的地

区和家庭中，有不少只是表面上脱

贫了，但其自身发展能力还没有完

全形成和巩固，因此还需要持续

性地帮扶，以巩固脱贫成果。其

次，现阶段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

我国城乡还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生

活型贫困和发展型贫困问题，针

对缩小生活水平差距和增强发展

能力的贫困治理任务仍然会比较

艰巨，需要全国上下持续投入足够

的关注和资源。

在今后持续性的贫困治理中，

社会工作者参与的空间更大，要

求也更高。其中，社会工作者更

应该积极参与未来针对高风险老

年人的贫困治理行动。具体的行

动重点：一是加强健康（包括心

理健康）服务，提升生活质量；

二是加强能力建设，增强老年人

自身活力；三是加强家庭服务，

增加家庭保护功能；四是促进社

会融入，增强社会资本；五是积

极链接资源，完善社会保护。此

外，加强贫困预防，针对老年贫

困的预防工作要从中年阶段就开

始，尤其是要针对处于中年后期

的高风险者，积极帮助他们增强

能力，完善保障，切实预防他们

在老年阶段陷入贫困。再有，社

会工作者向老年贫困者提供服务

不能只是针对老年人本身，而应

该构筑一个包括贫困老年人、家

庭、邻里、社区等在内的老年社会

工作服务圈，以切实提高针对贫困

老年人服务的实际效果。

今年10月份，我们迎来两个

特殊的节日的交会。一个是第六个

国家扶贫日暨第二十七个“国际消

除贫困日”，另一个是九九重阳节。

这两个节日分别指向与社会工作者

密切相关的两大群体：贫困者和

老年人。在这两个特殊节日交会时

间节点，社会工作者更应深入去思

考如何进一步积极参与我国的贫

困治理，做好对贫困老年人的社

会服务。

（作者系南开大学社会工作

与社会政策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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