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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教育与贫困的研究由来已久，最初对教育与贫困关系的探讨，存在“教育脱贫”和“教育致贫”两

大观点；本文从人力资本论、基本需要论、能力贫困论、贫困文化论等角度探讨教育扶贫的理论基础；

从政策、路径、模式等角度总结教育扶贫的措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寻教育扶贫的成效。了解教育扶

贫研究的现状、发现已解决的问题与现存的问题，对我们掌握当今研究趋势，把握当今研究方向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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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education and poverty has been going on for a long tim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poverty, there are two viewpoints: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and “Education-caused Pover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
ical basis of edu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uman capital theory,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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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theory, ability poverty theory, and poverty culture theory; summarizes the measures of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ies, paths, and modes; and explores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Under-
stan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finding the solved prob-
lems and existing problems are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us to grasp the current research 
trend and grasp the current research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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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贫困是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共同难题，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社会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所追求的目标。

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决定了关于扶贫问题的研究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而教育是反贫困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手段。“脱贫须兴教，扶贫必扶智。”十九大报告进一步确定了教育

在扶贫中的战略性地位，明确提出注重将扶贫工作同扶志、扶智相结合[1]。我们要意识到，教育扶贫是

一项长期性、复杂多样性的工程，保障教育扶贫的效益，提高精准性，是当前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因此，本文聚焦于教育与扶贫内涵及指涉路径研究，教育扶贫发展历程研究、教育精准扶贫研究，

以及教育扶贫效益等一系列研究问题，追本溯源，以期探寻教育扶贫的理论基础与历史发展。笔者通过

借助互联网，在“知网”，检索“教育扶贫”“教育与贫困”“扶贫”“教育精准扶贫”等主题词，搜

集相关文献，检索文献主要分布于 1988 年到 2021 年，运用高级检索，将检索范围聚焦于 2000 年~2021
年近 20 年，通过剔除会议、新闻、报纸等，搜索到关于“教育扶贫”466 篇，“教育精准扶贫”357 篇，

“教育脱贫”38 篇，其中核心期刊有 831 篇，本文精选有代表性的 60 篇核心主题文献进行研读，探讨

教育扶贫领域的发展，以期未来为该领域研究发展有所发展与创新。同时，为了能更好地把握当前研究

热点与趋势，把握当前教育扶贫研究现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一步探究未来教育扶贫领域的

研究方向。 

2. 教育扶贫的认识 

2.1. 教育扶贫溯源 

关于教育扶贫的研究由来已久，它起源于教育与贫困关系的探讨。“贫困”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定

义和标准，有经济贫困、文化贫困等内涵。贫困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贫困，内涵较为丰

富，主要是指物质资源上的贫困和人的精神生活上的贫困。而在狭义上，贫困基本是指物质和经济上的

贫困。在扶贫视域下的贫困，通常是指广义上的贫困[2]。改善贫困的途径，包括直接措施如增加粮食供

应、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间接措施，如提供教育、改善医疗卫生服务等，从而使人们得以摆脱贫

困[3]。由此可见，教育与贫困是密切相关的，教育成为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教育与贫困的关系是

什么？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1) 教育与贫困关系——教育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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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较早地对教育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教育扶

贫的功能。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贫困地区落后的原因，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而是贫

困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不足。因此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

经济结构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4]。总的来说，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相

关内容在本文理论基础部分将详细阐述)学家，认为通过教育可学习知识和生产技能，从而构成了人力资

本，这能够帮助人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力，进而提高收入，实现脱贫，因此他们认为人力资本

具有重要作用，要增加教育投资。总之，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学家主张“教育脱贫”的思想，按

照人力资本理论，可将教育与贫困的关系梳理为下图(见图 1)。同时，一些研究还发现，人们的收入同时

也会受到社会、职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poverty under the frame-
work of human capital theory 
图 1. 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下教育与贫困的关系 

 
2) 教育与贫困关系——教育致贫 
以布迪厄为代表的一部分社会学家则持“教育致贫”的思想，否定了教育能够减少贫困的作用，他

们认为在教育场域内充斥着不平等，并持续再生产这种不平等。他主张受教育者往往将个体所在家庭的

惯习，传递到学校教育活动中，其中，中产家庭的惯习一般与学校所秉持的主流文化惯习一脉相承，而

贫困者所在家庭的惯习与学校内所拥有的这种主流文化惯习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从而造成贫困家庭孩

子在学校中表现为教育受挫，总体表现为不尽人意，较难实现阶级跨越，最终引发“贫困代际传递”[5]。
同时，一部分教育社会学家也认为，人们往往忽视了教育中的这种不平等现象，并且把它作为一种正常

现象，从而合法化，人们表现为一种“集体的沉默”[6]。因此，教育扶贫，不仅要考虑教育与人的关系，

教育给个人和社会做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价值，还要考虑教育公平的问题，教育扶贫在于质的提升。 
3) 国内关于教育与贫困关系的研究 
国内关于教育与贫困关系的研究文献也相当丰富，众多学者从理论和事实层面为教育扶贫提供了众

多依据。大部分的研究是从宏观层面分析，肯定了教育对缓解贫困的积极作用，也有部分研究从微观层

面对教育对贫困的影响进行分析，比如：教育与个人、家庭贫困之间的关系，教育对地区贫困的影响等，

教育类型与脱贫效果等一系列的研究。总之，研究教育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的推动教育的发

展，更大发挥教育的作用，改善贫困地区现状，从而促进社会发展。 

2.2. 关于教育扶贫内涵的理解 

教育扶贫的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在不同学科视角下，教育扶贫的内涵也同样不同。袁利

平主要从多学科视角对教育扶贫问题进行多角度分析，从而使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

多样化，其中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中加深对于贫困问题的认识，理解教育扶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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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和理论逻辑。 
教育扶贫思想最先起源于经济学派关于反贫困的理论，经济学领域认为教育是资本一种，有利于提

升人力资本，改善人口素质，从而促进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学领域内，扶贫最早可以追溯到对

阶级分化的讨论中，学者们认为教育是获得文化资本的重要途径，通过接受教育，获得一定的文化资本，

阻断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教育学视域中关于教育扶贫探讨更多的是基于教育的功能角度，即教育与个人

和社会的关系，教育在个体的个性化和社会化中的作用，一些教育学家认为贫困的重要表现就是人的社

会化和个性化的程度低下，而教育的社会功能强调了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与教育扶贫的终极

目标相一致的。 

3. 教育扶贫的理论基础 

教育扶贫理论基础 

针对教育能否改善贫困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理论观点，代表性的有人力资本理论、基本需要理

论、能力贫困论、贫困文化论，下面将进一步阐述教育扶贫的理论基础及在后世研究中的影响。 
1)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扶贫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他认为

人力资本主要为附着于自由人身上的资本，即自由人本身，所拥有的知识和生产技能。主要对生产者进行

职业培训，及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7]。教育经济学家的后续研究中发现教育在获取知识技能，提高生

产效率、提高收入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人力资本理论承认教育对社会发展的直接贡献，如健

康、营养、民主和其他领域，也承认教育对发展的间接贡献，通过企业生产力和个人收益来实现。 
2) 基本需要理论 
国际劳工局在前人需要层次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这一理论。基本需要理论将教育视为一项基本需要，

认为教育本身是人的一个基本需要，作为生存的一项基本需要，是基本需要的重要构成部分，满足教育

要求之后，有助于实现其他基本需要，进而促进生产力与收入水平的提升[8]。因此，基本需要理论更强

调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并将其视为实现其他需要的必备手段，总的来说，教育处于较高的需求地位，有

利于其他需要的实现，从而被视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9]。 
3) 能力贫困论 
能力贫困论是由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尔•森提出，他试图将贫困与能力的思想结合到贫困与反贫困的

关系框架中，他认为贫困能力的核心思想是“可行能力”。能力贫困是指机会、选择和权利的贫困，后

者可以被视为人的自由的扩展，自由的含义体现在能力中。阿马蒂亚•森的思想后来得到了发展，他将发

展看做自由，自由也包括教育，这提升了人的能力。他从能力视角突破了传统福利理论的局限，成为反

贫困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10]。后来的学者在相关研究中以此理论为指导，印证了他的观点。 
4) 贫困文化论 
贫困文化理论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调查研究中提出，他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出发，分析解释贫困现象形成的原因[11]。在该思想指导下，后世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

比如，谢君君(2012)认为贫困地区人口可能会存在安于现状、不求上进甚至自暴自弃的生活态度，这内化

为这一群体的一种价值观念、思维定势和行为准则。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一种地区性低水平的经

济均衡状态，并长期在贫困地区延续[4]。因此，基于贫困文化理论，教育扶贫政策应该打破贫困的恶性

循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主要以补偿贫困学生的能力缺陷，采用多元化的教育补救措施。

因此，在此理论的启发下，新时期教育扶贫应当向教育精准扶贫、教育扶贫先扶志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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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扶贫的措施 

4.1. 教育扶贫路径 

1) 依靠教育扶贫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更关注到依靠教育扶贫，通过发挥教育的功能性价值，发挥教育扶贫效应，从而

带动脱贫的实现。有些学者的研究聚焦于职业教育脱贫，比如，唐智彬等人总结了联合国职业教育扶贫

理念四个时期，联合国对弱势群体重点关注阶段，相互融合阶段，职业教育扶贫融入其他教育行动之中，

以职业教育扶贫促进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等[12]。蔡文伯通过构建门槛面板模型，对教育扶贫的有效性及特

征进行分析，他发现投入的扶贫效应呈阶梯递增趋势，扶贫效应由弱到强，为人力投入、财力投入、物

力投入、教育质量，他认为应从全方位多角度的构建教育扶贫体系，探索教育扶贫路径，从教育经费、

学校基础建设、优质师资队伍的建设等方面入手，从而提升各类教育资源的扶贫效应[13]。 
2) 扶教育之贫 
有些学者提出了支持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路径与手段，刘大伟基于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 12 个

省份的面板数据，按照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两条路径，研究了从城乡差异的视角下不同地区教育扶贫的

方式与成效。研究发现教育的作用在城乡贫困问题的治理中实际处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城镇地区已经处

于由受教育水平和教育公平两个要素都发挥作用的阶段，而农村地区仍处在仅仅依靠受教育水平的阶段

[1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义务教育等方面探究就与扶贫的路径。总体来说，研

究主要聚焦于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从教育公平视角，提出提升教育质量的相关对策，构架全方位的教

育精准脱贫体系。 
3) 教育扶贫模式 
有研究提出了教育扶贫的模式，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教育扶贫的模式。袁利平从多学科融合

视角下来思考通过教育减少贫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教育扶贫中实现扶贫“三位一体”(主体、内容、

目标)的理想框架[15]。他综合以往的研究，将教育扶贫模式总结为以下五种类型：“证书式”教育扶贫、

“订单式”教育扶贫、“联动式”教育扶贫、“服务式”教育扶贫、“互联网+式”教育扶贫[16]，笔者

依据袁利平的观点，绘制表格如下(表 1)： 
 
Table 1. Summary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n education 
表 1. 教育扶贫模式总结 

类型 特点 

证书式 双证式特色模式：课堂 + 基地、基地 + 农户、农户 + 实体、农校 + 高校四连结构运作模式。 

订单式 订单式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在职业技术学校免费学习两年，即 9 + 2，旨在帮助贫困学生脱贫。 

联动式 教育扶贫过程中形成“全面规划、全面保障、全面参与全面发展”四位一体联动机制。 

服务式 高校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结合自身优势，进行理论研究、知识创新与再生产、教育培训等，发挥

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典型：清华大学依托百年教育资源 10 年教育扶贫。 

互联网+式 以网络为媒介来实施教育扶贫计划，通过 MOOC 微课等在线教育方式，把优质教育资源分享给贫

苦地区。 

4.2. 教育扶贫新发展——教育精准扶贫 

从理论上看，教育精准扶贫是扶贫工作取得新进展，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产物。汤颖和邬志辉提出，

后扶贫时代到来，要实现教育扶贫质量的提升，就要处理好教育本身发展与教育扶贫脱贫、教育扶贫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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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扶智与扶志)、教育扶贫地区性差异(农村与城市教育贫困)、扶贫主体与客体(扶贫主体与贫困主体)、
扶贫的国际视野与本土视角(教育扶贫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等关系[17]。邢慧斌通过构建教育精准扶贫

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集中连片式特别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绩效具有空间差异

的特点[18]。段从宇提出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要素，探究教育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从横向上构建涵盖

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自我教育，纵向构建涵盖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

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全纳式教育精准扶贫”体系[19]。 

5. 教育扶贫的成效 

中国教育扶贫事业走过了 70 多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望教育扶贫事业的历史，

为教育扶贫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事实依据。中国 70 年教育扶贫的发展先后经历了新中国扶贫教育，提供智

力支撑、新时期教育扶贫，极大降低贫困发生率，以及新时代教育精准扶贫的演变过程[20]。其中，唐智

彬将教育扶贫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具体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中将中国教育扶贫成效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本形成较为健全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及贫困群体的相关教育资助体系，进行多方位扶贫和精准扶

贫；二是基本构建了教育扶贫长效发展机制，进行追踪扶贫；三是扶贫立足我国具体实践及体制优势，

进行创新[21]。 

6. 教育扶贫研究问题及展望 

6.1. 教育扶贫研究尚存的问题 

通过阅读教育与贫困相关领域的文献，发现教育扶贫的问题为人们所广泛关注。在宏观层面上，研

究关注教育对贫困的影响，肯定了教育对缓解贫困的积极作用，在微观层面上，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教育与个人贫困、家庭贫困之间的关系，教育对地区贫困的影响，教育类型与脱贫效果，教育扶贫政策、

教育精准脱贫等。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教育扶贫研究中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1) 教育与贫困理论研究的不足 
贫困问题具有复杂性、地区性、社会性等特点，从贫困的起源和发生机制来看，受到了多种因素的

影响，比如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贫困问题涉及的内容之多，成因之复杂，但当前的研究中对贫

困理论的研究有的是视角单一，仅考虑单个或几个因素的理论基础，有的是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忽略了

事物发展过程中变化的特点没有把握住动态发展的可能特征及成因。因此，如何将教育扶贫与个人发展

与经济发展相联系，教育扶贫在什么养的社会条件下发挥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进行理论探讨。 
2) 研究方法综合分析不够 
关于教育扶贫研究的方法，种类多样，结合了教育科学、政策分析、数据统计分析等一些在社会科

学中运用的方法。具体来说，部分学者将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更好地进行研究使研究既

直观又深入，比如刘大伟运用了函数分布图，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并结合文献分析和 CHNS 数据构建

自变量，在计量方法上运用了基尼系数、泰尔系数和标准差来计算教育公平程度[22]；而有的学者运用个

案分析法、田野研究、政策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技术等进行研究。而目前来看，教育扶贫研究

仍然存在缺乏从多学科、多维度进行综合分析的问题，学科衔接不够紧密、研究中方法分析不够全面、

实证研究仍然匮乏等问题，尤其是在国际比较研究领域缺乏系统性。 
3) 教育扶贫研究缺乏微观扶贫客体研究 
当前的教育扶贫研究聚焦于教育扶贫主体，比如政府和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手段，比如救济式扶贫，

开发式扶贫等。贫困地区发展落后的原因有，地缘性贫困、制度性贫困、文化性贫困等，总体倾向于宏

观层面的思考。教育扶贫研究目前更多是停留在宏观层面的研究，关注教育扶贫内涵、功能、效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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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探寻，或者教育扶贫与国家经济进步与地区发展变化的研究，缺乏微观层面教育扶贫对个人的知识、

能力水平、社会阶层流动影响的关注。 
4) 教育扶贫政策研究上，缺乏微观实证研究 
关于教育扶贫政策的研究，张航[23]、邬志辉等对教育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政策执行绩效、执行困

境和治理路径等角度对教育扶贫政策进行了研究[24]。陈浩天和蔡丽丽通过实证调查数据对农户认知、农

户对政策信任度以及地区教育扶贫政策执行绩效进行分析，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量对教

育扶贫清单政策执行满意度不同，其中女性的满意度高于男性，教育水平越高、家庭人口数越多满意度

越高等，但此类研究仍是少数[25]。总体来说，在教育扶贫政策研究上，主要集中于政策执行绩效、教育

政策文本的分析。以政策执行结果分析为主，对政策文本评价研究不足；以宏观研究为主，而微观研究

不足。 

6.2. 教育扶贫研究展望 

1) 从研究现状和主题来看，教育扶贫研究文献数量随时间变化日益增多，尤其是自 2015 年后呈快

速增长趋势，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教育扶贫将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问题。在研究主题

方面，当前研究集中于教育扶贫价值与手段，比如，精准扶贫、智力开发扶贫、产业发展扶贫和职业教

育扶贫，而我们在未来教育扶贫研究中，则更应注重教育扶贫的效果，创新教育扶贫机制，构建多元化

教育扶贫监测评价指标和体系。 
2) 从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看，在今后的教育扶贫研究中，需要全面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注重质性研究

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加强案例研究。以更加开放多远的态度，从多学科、多维度探索理想的教

育扶贫模式，增加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积极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法。在教育扶贫理论指

导下，提出切实可行的公共教育政策；同时，今后的研究也要普遍和特殊相结合，共性和个性相结合，

树立“国际视野”和“本土行动”相结合的理念，厘清“扶教育之贫”(教育公平与质量发展)和“依靠教

育扶贫”(教育功能性作用)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国际视野、多样化、多视角进行教育扶贫的研究。 
3) 从研究层面和趋势来看，教育扶贫研究呈现出在实践中持续前行的态势。教育扶贫研究角度更多

聚焦在宏观层面，因此未来应扩大教育扶贫研究范围，特别要从微观层面探索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理想

模式和实践机制，特别是对偏远地区的教育环境与质量、就业政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而在当今数字

化时代的到来，教育精准扶贫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因此，教育扶贫领域内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深入探讨教育与贫困关系，为今后教育扶贫工作指明方向。第二，研究教育

精准扶贫的问题及对策；第三，积极探索教育扶贫的有效路径，教育扶贫工作的探索要把扶贫与扶志相

结合；第四，教育扶贫成效的研究更加注重地区差异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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