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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转型与分化加剧是我国弱势群体出现的根本原因。弱势群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

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之一。本文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系

统动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资源缺乏——耗散结构贫困循环”理论，并阐明了理论的

假设及主要观点。最后，本文提出了该理论存在的不足与研究前瞻。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the existing vulnerable groups is society 

transform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 Vulnerable groups has become a main 

obstacle that impact economic and social harmony. Base on circular cumulative 

causation theory,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and systems theory, this paper 

point  " the lack of capital resources - dissipative structure poverty cycle " 

theory, and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ain points. Finally,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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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贫困群体产生机理提出“资本资源缺乏——耗散结

构贫困循环”观点，即“群体弱势地位→初始资本性资源占有缺乏→其他方面资本性资源获

取率低→资本性资源总体缺乏→群体弱势地位巩固→初始资本性资源占有缺乏⋯ ⋯ ”，并通过

对典型弱势群体（贫困大学生）的调查研究，证明其相对弱势地位根源于其资本性资源缺

乏，是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果，贫困进一步制约其他方面资源获取，最终导致资本资源占有总

体缺乏，而资本性资源缺乏会进一步减少系统内部熵值，因获取低于耗费，并最终陷于新一

轮贫困陷阱，形成非理想的“均衡状态”。 

理论准备与理论提出 

（一）理论基础与准备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谬尔达尔(Myradal)于 1957 年提出了循

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他认为，社会制度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各种经济要素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一个因素变化可以引起另一个因素的变化，而第二级的变化反过来推

动初始的那个变化。他指出，如过低收入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而低收入的原因来自社

会、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其中资本匮乏和分配不平等发挥着重大影响。他认为，增加穷人

的收入，就会改善他们的营养状况；营养状况改善，可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又反过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这是一个循环上升的过程。反之，将是一个循环下降

的过程。 

耗散结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是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列戈金 1969 年提出的。他认为，“非

平衡是有序之源”，即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在外界条件达到一定值后可能发生质变，系

统通过与外界交换能量和分子，会发生自组织现象，形成相互协同现象，结构趋于有序状

态。这种非平衡状态下新的有序结构被称为耗散结构。美国数学家维纳认为，一个体统的熵

就是他的组织程度的度量。普列戈金认为，任何物质体统的总熵量变化量都由两个部分组

成：ds=des+djs，其中 ds 是总熵变化量，des 是系统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引起的熵流，djs

是系统内部自发引起的熵。 

此外，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许多要素构成的，是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是结构与功

能的统一体，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动态开放式系统。随着社

会发展，各个子系统之间发生非线性相互作用，出现不平衡、不适应状态。社会结构不断发



 

 

展，由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循环往复，社会结构由无序→有序→新的无序→新的有

序不断演进。根据熵增原理，他们提出经济系统的熵值及其熵流的大小取决于其耗费和获取

生活物品数量。如果物品获取等于耗费，则系统内部增墒被输入的负熵流抵偿，系统处于均

衡状态；如物品获取低于耗费，则陷于贫困；如果物品获取高于耗费，则系统会发生突变，

飞跃到分支演化充分的“先进”系统。 

贫困循环系统动力理论。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Nurkse)提出了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由于资本匮乏，供给处于低水平状态，进而造成低水平需

求，而低收入导致低储蓄，进一步制约资本形成和生产率提高，最终造成低产出和低收入，

周而复始完成一个循环。同时，低收入造成低购买，进而引起投资引诱不足，投资不足造成

生产率低和收入低，完成第二个循环，如图 1所示。 

 

（二）“资本性资源缺乏-耗散结构贫困循环”理论提出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本文提出“资本性资源缺乏——耗散结构贫困循环”的理论观点。

观点核心内容是个体或群体社会地位的“弱势”源于资本性资源缺乏，而弱势反过来也加剧

了资本性资源缺乏，最终造成社会个体或群体资本性资源总体贫乏，弱势地位实现低水平量

化循环，即“个体或群体弱势地位→初始资本性资源占有缺乏→其他方面资本性资源获取率

低→资本性资源总体贫乏→群体弱势地位（巩固）→新一轮初始资本性资源占有缺乏⋯ ⋯ ”。 

假设：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地位是可以衡量的，即可量化为一定的值，而其值的大小，即

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个体和群体系统内外资源的获取和利用状况，社会地位值的大小表

示为熵，熵值大小决定于个体或群体系统内资源占有和利用所产生的效能；熵值随个体或群

体系统内外资源占有和利用状况而改变，社会地位是在不断循环中变化的，可以出现水平循

环、上升循环和下降循环三种情况，个体的社会地位是可以上升、下降的，也可以保持相对

不变；个体初始社会地位值遗传于上一代，是上一代给予或遗留的，其大小基本由上一代社

会地位值决定。理论的核心观点可概括如下： 



 

 

社会个体或群体的弱势地位源于资本性资源缺乏，而个体初始资源占有状况由代际传递

产生。本文认为，人类社会不同阶层、群体和个体社会地位区别源于对社会资源占有的差

别，而个体初始资源占有由代际传递产生，即由个体上一代给予、遗留决定，可见，个体与

群体初始的“弱势性”和“强势性”由上一代决定。 

资源占有和使用状况决定个体与群体的社会地位。鉴于资源，尤其是资本性资源（能够

带来自身效用之外新收益的资源）的资本性，资本性资源占有的多寡和利用的有效性往往决

定个体与群体的社会地位，即是否处于弱势。 

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地位可以衡量，且可看作是系统的熵值，熵值决定于两部分，个体和

群体系统内部各资源相互作用带来资源变化；系统内外资源交流、作用的开放程度与有效程

度带来的资源变化，即，其中，为系统熵值，本文也指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地位值，为系统与

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引起的熵流，即由于新的资源获取和耗费引起社会地位变化后的值，是

系统内部自发引起的熵，即个体或群体积极而合理利用自身资源，激发潜能，从而提高自身

社会地位后的值，是系统内部、外部资源相互作用而彼此激发从而产生的新增的熵值，即由

于个体新获取资源与原有资源相互激发，产生了超过原有资源决定的社会地位新增加的社会

地位值。 

个体和群体系统熵值是可以改变的，即社会地位可以改变，强势与弱势可以变换。如果

新资源获取等于资源耗费，即个体和群体占有的资源状况未发生改变，此时，系统处于均衡

状态，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地位不会改变，社会地位维持现有水平循环；如果新获取的资源低

于耗费资源，则系统失衡，个体或群体将陷于贫困，并可能出现社会地位不断下降的循环；

如果新获取的资源高于耗费资源，则系统会发生突变，发生质变，从而出现社会地位不断上

升的循环。 

破解“资本性资源缺乏——耗散结构贫困循环”的思考 

“弱势群体”初始的“弱势”地位是代际传递的结果。鉴于本文理论分析指出，系统内

总熵值是社会地位取值的具体量化，而初始熵值源于代际传递，基本不可改变，所以，只能

增加后天资源获取量来增加系统内的熵，并促进已占有资源的使用和相互作用，最终增大总

熵值，提高社会地位。所以，本文提出改变“弱势群体”的相对弱势地位，摆脱“资本性资

源缺乏——耗散结构贫困循环”的具体对策。 



 

 

（一）加大国家和社会支持、帮助力度以增加弱势群体的初始熵值 

既然弱势群体的初始弱势地位源于家庭的代际传递，所以，改变先天和后天资本性资源

获取都不能寄希望于家庭自身，只能通过国家和社会支持、帮助，从而实现将国家、社会的

支持“嫁接”到初始熵值上，这从根源上改变了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有助于增强弱势群体

获取新的资本性资源的能力，从而更易摆脱弱势地位，挣脱新一轮的“资本性资源缺乏——

耗散结构贫困循环”。 

以本文典型样本贫困生群体为例，因为家庭贫困，贫困生入学时可能欠学费、书费等各

类费用，生活拮据。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和社会通过助学贷款机制和其他资金支持措施，

为贫困生群体“补足”了初始资本资源，这有利于保证贫困生的学习和生活，也能有效地帮

助贫困生摆脱自卑心理、树立自信，他们可以和非贫困生一样竞争获取新的资本性资源，从

而改变相对弱势地位。 

（二）加强资本性资源向贫困弱势群体的倾斜 

通过国家社会帮助，“嫁接”方式帮助非贫困生群体提高了初始资源占有状况，但这仍是

不够的。本文研究发现，后天资本性资源获取对系统内总熵值影响比初始值更大，所以，改

变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还应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社会形成某种意识，加强对资本性资源向贫

困弱势群体的倾斜，降低弱势群体获得资本性资源的门槛，从而使弱势群体能够更容易地获

取新的资本性资源，从而帮助其摆脱新一轮的“资本性资源缺乏——耗散结构贫困循环”，改

变社会地位相对降低的局面。 

以贫困生群体为例，贫困生活的助学贷款后弥补了初始资本性资源占有低的问题，但仅

通过这一条是不够的，因为：首先，“嫁接”方式增大弱势群体初始资本性资源的成本过高，

不易使所有弱势群体成员都能受益，正如让所有贫困大学生都获得助学贷款需要极大资金资

本支持，完全实现难度相当大；其次，鼓励、帮助弱势群体获得其他新增资本性资源至关重

要。这样有助于贫困生获得新增的资本性资源，能够更大、更持久、更深远的帮助贫困生摆

脱“贫困循环”。 

（三）增大弱势群体非物质资本以激发其物质资本获取能力 

鉴于各项资本性资源相互作用，尤其是新获取资源与原有资源相互作用会增大系统内的

熵值，本文建议，在全社会帮助弱势群体的物质、财富有限时，可以通过增大弱势群体的非



 

 

物质资本，激发其物质类资本性资源的获取，并增大系统总体的熵值，从而可以更低的成本

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笔者认为，增大贫困生非物质类资本性资源将有助于全社会以更

低的成本帮助贫困生群体摆脱贫困，如可以通过鼓励贫困生参加学生组织的相关工作，鼓励

他们参加社会实践，并给予支持，还可以加大思想教育和心理辅导帮助，促进贫困生心智健

康发展，这些措施成本低，但对于改变贫困生惯有思维、自卑心理，健全其性格和人格有深

远意义。而这些措施必将使贫困生的自信心和竞争力大大提高，比货币救助更有意义，对贫

困生摆脱新一轮的“资本性资源缺乏——耗散结构贫困循环”有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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