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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于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是由适应性经济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 ,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

中反贫困理论的方法论就更显出它的局限。因此 , 以混沌理论为研究方法 , 运用分形理论的思维

方式来研究反贫困问题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 用混沌理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可建立一个农户脱贫的数

学模型。总之 , 在反贫困理论中存在两种方法论原则: 1. 反贫困的宏观或总体系统行为取决于微

观单位间信息链的建立或消除以及微观单位自身平衡体系的打破 ; 2. 反贫困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必

须由决定论和随机性因素混合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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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反贫困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系统

对反贫困的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

题。对此 , 各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 运用不同的方

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 ,反

贫困问题中更具特征的是变革、增长和波动等问题 ,

试图把这类问题简单的归纳到完美的数学模型中去

所得到的结果常常是有限的。因为经济过程的每一

个阶段中 ,新的东西总在发生。我们需要一些理论 ,

一些数学模型帮助我们认识、处理这些问题 ,但是 ,

却不能指望这些模型就是完备的。用新古典经济学

家的理想均衡的观念来对待经济问题 , 其结果常常

只能如此。马克思在评论詹姆斯·穆勒的 《政治经

济学要义》 一书时 , 明确指出了非均衡是资本主义

经济的支配特性。他写道: “在国民经济学中 , 规则

由它的对立面 , 即无规则来决定。国民经济学的真

正规律是偶然性。 我们这些学者可以从这种偶然性

的运动中任意地把某些因素固定在规律的形式

中”①。

这些年来 ,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领域改变了已有

的科学建筑的结构 ,即拒绝服从线性的分析规律。按

传统的观念 , 当确定性系统参数不带随机性时 , 对

确定性激励的响应也必定是确定性的。在现实中 ,由

于系统的非线性性 , 满足一定条件的振动系统 , 受

规则激励后也会产生貌似无规则的不重复的振动响

应。

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正是一些由适应性经济因素

组成的复杂系统 , 这些因素只具有有限制的合理性

和不完善信息 , 并在机遇和感知经济自身利益的基

础上发生作用。 美国桑塔费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研

究经济学时 , 很好地表述了他们的看法②。事实上 ,

经济学是复杂适应性系统的一个最好范例。 在自然

界 ,这样的系统包括人脑、免疫系统、天气系统、生

态系统。 在人类社会 , 这样的系统还包括文化、 社

会制度和科学社团。 我们所研究的贫困问题更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 一旦我们从贫困系统外部输入了某

种特定的激活因子 ,一个贫困系统就开始发生变化 ,

变为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 我们知道 , 贫困是一

种特殊的均衡状态。 在封闭条件下 , 这种均衡是长

期的、 稳定的。 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纳尔

逊的低收入水平陷阱理论、舒尔茨的传统农业理论 ,

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这种均衡的过程和机制。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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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分析中可以认识到: 贫困是一种系统现象 , 不

可能将之归结为某一种独立的终极原因 , 因而也不

可能通过对某个变量进行边际调节来打破这种状

态。因为原有的任何一种要素的边际报酬都是递减

的。要打破这种均衡状态 , 需要新要素的介入。而

新要素的引入和利用需要资本。 比如 , 对新的农业

栽培技术的应用 , 具有新要素需求的人力资本的形

成等等。然而 , 贫困之所以产生 , 正在于资本形成

的困难。在一个贫困系统内部 , 是难以形成打破均

衡所需的足够资本的 , 特别是在绝对贫困地区 , 要

素边际产出和净储蓄小于或等于零 ,资本无从积累。

众所周知 ,处于稳定运动的物体 ,要改变其速度 ,必

须有外力作用其上。同样 ,处于贫困均衡的系统 ,也

需要外力的作用来改变其原有状态。 这个外力 , 或

是外部资本 , 或是新技术 , 或是市场信息。对于一

个国家是如此 , 对于一个地区也是如此 , 对于一个

农户亦如此。 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改变落

后面貌 , 必须开放国门 , 引进外资和外援。一个地

区 ,也不可能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发生经济突变 ,

也需要与外界沟通 , 需要援助 , 特别是需要经济发

展最初的启动资本。事实上 , 一旦你学会了如何辨

认这些系统 , 这些系统就变得无处不在 , 但无论你

在什么地方发现了这些系统 , 它们似乎都有某种至

关重要的共性。

第一 , 每一个这样的系统都是一个由许多平行

发生作用的 “作用者”组成的网络。如在细胞中 ,作

用者是细胞核和线粒体这类的细胞器 ;在胚胎中 ,作

用者是细胞 , 等等。在反贫困的经济中 , 作用者是

个人或农户。 但是 , 不管你怎样界定 , 每一个作用

者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由自己和其他作用者相互

作用而形成的一个系统环境中。 每一个作用者都不

断在根据其他作用者的动向采取行为和改变行为。

正因为如此 , 所以在这个系统环境中基本上没有任

何事情是固定不变的。

更进一步的是 , 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控制

力是相当分散的。 比如说 , 在人脑中并没有一个主

要的神经元 , 在一个发展的胚胎中也没有一个主要

的细胞。这个系统所产生的连续一致的行为结果 ,是

产生于作用体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特别在一个

反贫困的经济系统中 , 这种情形更为明显。贫困社

区中心农户一旦被资金输入的因素所激活 , 他们便

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发挥其 “企业家才能” , 并且互相

合作与竞争 , 走向脱贫。

第二 , 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具有多层次组

织 , 每一个层次的作用者对更高层次的作用者来说

都起着建设砖块的作用。一个贫困的社区系统中 ,由

于不同原因 (技术缺乏或人口素质低下 ) 构成不同

的贫困乡村 , 而这些乡村则由更基本的单元农户所

构成。这些农户具有各不相同的贫困原因。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 复杂的适应性系统能够吸

取经验 ,从而经常改善和重新安排它们的建设砖块。

下一代的生物体会在进化的过程中改善和重新安排

自己的生理组织 ;人在与世界的接触中不断学习 ,人

脑随之不断加强或减弱神经元之间无数的相互关

联 ; 在贫困社区中 , 某个贫困农户由于受到外力的

支持 , 开始脱贫 , 则必然导致其它贫困农户效仿其

作法 , 导致不同的脱贫模式 , 从而创造出多种脱贫

的可能性。

在某种深刻而根本的层面上 ,所有这些学习、进

化和适应的过程都是相同的。在任何一个系统中 ,最

根本的适应机制之一就是改善和重组自己的建设砖

块。 由此 , 每一个贫困农户的生产环境的改善 , 适

应能力的提高 , 生产质量的进化 , 必然改善了整个

贫困社区的状况。

第三 ,所有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会预期将来。很

明显 ,这对经济学家来说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比

如说 , 贫困农户对于出现资金注入和适当技术引进

的现实性时 , 他们会主动地学习技术和研究市场取

向 , 寻求自己尽快脱贫的门路 , 这种情形又反过来

促使一个贫困系统更快地被激活 , 更有效地达成反

贫困之目标。

更为一般性地是 , 每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

经常在做各种预期 , 这种预期都基于自己内心对外

部世界认识的假设模型之上 , 也就是基于对外界事

物运作的明确和含糊的认识之上。 而且 , 这些内心

的假设模型远非是被动的基因蓝图。事实上 , 你可

以把内心的假设模型想象成为行为的建设砖块。 它

们就像所有其它建设砖块一样 , 也能够随着系统不

断吸取经验而被检验、 被完善和被重新安排。

最后一点 , 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总是会有很多微

系统 , 每一个这样的微系统都可以被一个能够使自

己适应在其间发展的作用者所利用。正因为如此 ,一

个被激活的贫困社区就会出现各种不同分工 , 接纳

专事育种育苗的农户 , 专事种植的农户和跑运输的

个体农户 ,而且 ,每一个这样的分工在分工的同时 ,

又开辟了新的分工的可能性 , 这就为新的共存者打

开了更多的生存空间。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 , 讨论

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均衡根据就是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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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这种系统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均衡的状态 , 它总

是处在不断展开 , 不断转变之中。事实上 , 如果这

个系统确实达到了均衡状态 , 达到了稳定状态 , 它

就变成了一个死的系统。在同样的意义上 , 根本就

不可能想象这样的系统中的作用者会永远把自己的

适存性、 或功用性等做 “最大化” 的发挥。因为可

能性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 作用者无法找到接近最

大化的现实渠道。 它们最多能做的是根据其他作用

者的行为来改变和改善自己。总之 , 复杂的适应性

系统的特点就是永恒的新奇性。

各种作用者、 建设砖块、 内在假设模型和永恒

的新奇——所有这些概而言之 , 毫不奇怪地会使复

杂的适应性系统非常难以用常规的理论机制来分

析。大多数像计算机或线性分析等常规技术非常适

于用来描述在不变的环境中的不变的粒子 , 但如果

要真正深刻地理解反贫困经济系统 , 或一般性的复

杂的适应性系统 , 就需要运用更能切中事物本质的

方法。

如果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 , 那

么 , 要理解运用混沌理论来研究反贫困问题就很容

易了。 这里的混沌与中国古典哲学与日常语言中的

理解不同 , 简单地说 , 混沌是一种确定性系统中出

现的不规则运动。 混沌理论所研究的非线性动力学

混沌 , 目的是提示貌似随机的现象背后隐藏的简单

规律 , 以求发现一大类复杂问题普遍遵循的共同规

律。传统经济学家们固执地把自己束缚在线性世界

里 , 在那里 , 一旦 x已知 , y就被确定了 , 并且结果

总是遵循合理的因果曲线而产生 , 但如果我们从马

克思及荷兰德、 阿瑟那里寻找线索 , 情形就完全不

同了。这些经济学家们表达了对复杂动态的兴趣 ,而

自从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首先对液体热对流简化模

型的混沌行为进行了数值分析后
③

, 人们对混沌的

无所不在有了现代的认识。 经济学家鲍莫尔和贝纳

比分析了萨缪尔森著名的乘数· 加速数模型④扭转

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对决定论一边倒的倾向。把隐藏

于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从各种普适的规律及其本性中

挖掘出来 , 将使我们对于本文要研究的反贫困问题

有深刻理解。

二、 分形与贫困的分形相似

运用分形理论的思维方式来研究贫困问题是一

个有用的工具。首先 , 一个贫困地区可以看作是一

个复杂的经济系统 , 无论贫困的原因有多少 , 形势

如何复杂 ,但由县到乡到村再到农户 (为便于叙述 ,

这里是使用已有的行政区划概念 , 实际的贫困地区

的情况更为复杂 , 依不同的定义可得到不同的区域

划分 ) , 其贫困结构具有自相似特征 ,并不因为单位

变小而改变对贫困的定义。例如从原因出发 , 则贫

困县与该县的贫困村、 贫困户具有自相似的原因。

其次 , 分形的精细结构并不会导致贫困县与贫

困村的复杂性降低 ,反贫困的任务依然艰苦 ,因此 ,

其特征尺度也是各不相同的。 这就可以解释朱玲和

蒋中一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的反贫困的瞄准机制问

题 ,以工代赈项目是为了缓解区域性贫困而设计的 ,

因此 ,理所当然地具有区域性瞄准的特征
⑤
。这种特

征决定了它并不具备瞄准最贫困人口的机制。甚至

这种项目设计对单个贫困农户而言 , 其效果也是难

以准确确定的。

第三 , 由于分形理论指明了在相同尺度下 , 我

们可以发现系统的规则性和简单性 , 因而反贫困问

题就自然可以理解为 , 在宏观层面上的反贫困虽然

具有宏观的经济发展意义 , 但对于更下层的结构而

言 , 如贫困农户 , 则必须设计针对农户这个层面的

对策。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达成反贫困的目标。 特

别是中国进入反贫困的攻坚阶段时 , 再靠单纯的宏

观层面政策、 机制选择 , 已经不可能解决反贫困问

题了。与此相关的 , 如果我们能够制定出针对贫困

农户的反贫困对策与方式 , 尽管可能存在多种不同

的贫困农户模式 , 但由于是在同一层面上制定的反

贫困政策和模式 ,更具有普遍的意义。更进一步 ,这

种针对单个贫困农户的反贫困设计 , 也会同样有效

地运用于城市的反贫困战略中。如对下岗职工问题

的解决。 事实上 , 孟加拉的小额贷款模式也在富裕

的美国运用到芝加哥贫困妇女身上 , 并产生了有益

的效果。

三、 农户脱贫的一个数学模型

实际的经济运行系统具有复杂性的特征 , 同样

对于反贫困理论中的农户脱贫问题 , 也涉及到相当

复杂的因素 , 幸好我们发现混沌理论为我们解决这

类问题提供了建立良好的数学模型的思路。 一般而

言 , 农户在脱贫的行为过程中 , 尽管可以有不同的

成功模式 , 但我们注意到 , 资金和技术的输入常常

可以用混沌理论中某种被称作为奇怪吸引子的状态

集来解释。针对反贫困的经济系统所具有的非平衡、

非线性、 复杂性等特点 , 这里 , 我试图将反贫困的

经济学讨论与非线性科学结合起来 , 借助耗散结构

论和协同理论来解决沸腾传热学的机理研究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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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思想 , 来描述一下反贫困战略中的一个社区中农

户脱贫模式。

在贫困社区 (系统 ) 的信息、 资金、 技术等因

素输入初始阶段 , 系统内的农户行为尽管会有一些

随机脱贫或返贫现象 (涨落 ) , 但很快会恢复平衡 ,

此时系统呈一定发展趋势 , 此阶段对应于系统演化

的非平衡线性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各种反贫困因

素输入达到一定量和时间时 ,系统将进入远平衡区 ,

反贫困因素和脱贫农户成非线性的唯象关系 , 系统

内部将发生长程关联的非线性相互作用 , 为形成有

序的耗散结构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这种非平衡的脱

贫农户行为中 ,一些脱贫农户不断产生和发展时 ,一

方面从系统外吸引更多的信息、 资金和技术 (能

量 ) , 一方面该不可逆过程耗散一部分能量 ,它们是

在物质和能量不断交换和耗散过程中形成和维持的

一种有序结构 , 这种结构就是所谓的耗散结构。

考虑一个系统中各个农户的行为 , 由于农户间

的互相作用 , 农户的成长方程式具有如下形式:

r
·

i= - ci ri+ fi ( r1 , r2… rn ) 　 ( i= 1, 2, … n) ( 1)

上式中第一项为贫困农户和返贫农户项 , 第二

项为脱贫农户项 ,在考虑到多个农户的互相作用时 ,

是多个变量的函数 , 把方程组 ( 1) 分成二组 , 一组

是 i= 1, 2, … , m , 代表微小变化的农户行为 , 即

ci较小 , 甚至能变为返贫农户 (ci≈ o ) ; 另一组是 s

= m+ 1, m+ 2, … , n代表稳定的脱贫农户 , 令: r
·

= 0, 由式 ( 1) 可得:

cs rs= fs ( r1 , r2 , … rm , rm+ 1 ( ri ) , … ) ( 2)

　　上式意味着 cs所诱发的农户|rs|比|ri|小得多 ,

因此对于 s= m+ 1, m+ 2, … , n可忽略 fs中的 rs ,

并且把 ri看成已知量。实际的脱贫过程 , 正如上式

所描述的 , 常常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农户脱贫 , 而

其余的农户仍是变化不大的。结果所有变化不大的

农户跟随着序参量 , 整个系统行为由很少几个参量

来决定 , 这里很复杂的系统也表现出很有规律的行

为。

上面的分析假设了式 ( 1)按变化大小分成二组。

下面我们不用这样的限制来分析社区的脱贫的自组

织过程。为此 , 设有一个各参量最初就没有分成明

显的两个组的系统 , 这种情况适用于任何社区的脱

贫模式。

r
·

= hj ( r1 , r2 , … rn ) ( 3)

hj是 r1 , r2 , r3 , … rn的非线性函数 , 令

rj ( t ) = ro
j+ ui ( t ) ( 4)

对式 ( 3)进行稳定性分析 , 式 ( 4)代入式 ( 3) , 由

于系统是稳定的 , 可以假设 uj仍然很小 , 因而式

( 3) 线性化为

u
·

j=∑
j
,

Ljj, uj
, ( 5)

式 ( 5) 是一阶常微分方程 , 有如下形式的解

u
 

= u
 

(μ)
( 0) exp (λμ) ( 6)

式中λμ是下列方程的本征值

λμ u
 

( 0) = L u
 

(μ) ( 0) ( 7)

u
 

(μ) ( 0)是本征矢量 , 式 ( 5) 的通解是式 ( 7)的叠

加

u
 

=∑
μ
ξμexp (λμ t) u

 

μ ( 0) ( 8)

ξμ是任意常数 , 引入左本征矢量 V
 

(μ) , 它遵守下式

λμV
 

(μ) = V
 

(μ) L ( 9)

因为已假设系统是稳定的 , 所以λμ的实部都是负

的 , 仍要求式 ( 3) 满足原来的非线性方程。因此 u
 

( t ) 是下式决定的函数。

u
 
·

= L u
 

+ N
 

( u)
 

( 10)

N
 

( u)
 
来源于非线性的贡献 ,现在我们仍用式 ( 8)表

示 , 必须找到适当方程表示ξ( t ) , 以左乘式 ( 10) ,

且满足正交关系

〈V
 

(μ) , u
 
μ’〉 = δμμ, ( 11)

于是式 ( 10) 变为

ξ
·

μ= -λμξμ+ gμ (ξ1 , ξ2…ξn ) ( 12)

其中

gμ= 〈v
 

(μ)
, N
 

(∑
μ
ξμu
 

(μ)
)〉

式 ( 12)的形式与式 ( 1) 的形式完全相同 , 因此可

以使式 ( 1) 的分析方法 , 改变参数使式 ( 12) 变为

不稳定 , 也就是使λμ中的一个或几个取得了等于 0

或正的实部⑥。

上述分析很好地解释了我们通常观察到的反贫

困过程 , 即在一个贫困村庄中 , 输入了资金、 信息、

技术等因素后 , 农户的行为通常是在少数先脱贫农

户的示范作用下 , 逐步觉醒并跟进 , 达到整个村庄

农户的脱贫并向致富努力。

上面分析了由贫困村中的单个农户到村里其他

农户的脱贫过程 , 由贫困农户脱贫到贫困村绝大多

数农户的脱贫 , 系统变得更为有序了。 显然 , 上述

过程是一种典型的耗散结构的形成过程。如果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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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Τ看成覆盖一个村的半径 , 上面的分析同样适用

于由一个贫困县在若干个子系统 (贫困村 ) 的带动

下的脱贫过程 , 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更为复杂 , 涉

及的因素也许更多 , 但就贫困县而言 , 由贫困村的

脱贫而引起整个县系统的变动从而逐步 达成一个

有序的耗散结构 , 则意味着脱贫村这样的子系统处

在一种更为有序的环境 , 其具有向更加富裕方向转

变的良好系统条件。这时又会开始新的致富过程。

四、 小　结

从本文关于混沌理论和对反贫困理论的论述中

不难发现 ,存在两种指导反贫困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第一 , 未来的反贫困理论和政策必须分解成微观单

位或子系统 , 其宏观或总体系统行为取决于微观单

位间信息链的建立或消除以及微观单位自身平衡体

系的被打破 , 只有在平衡态的微观子系统中输入了

新的能量 ,建立起子系统自身的良性自组织状态 ,贫

困的恶性循环才能终止。第二个原则是 , 反贫困理

论的方法论基础必需由决定论和随机性因素混合构

成 , 这样它们才能模拟与实际的反贫困过程相联系

的稳定与结构变化时期的交替。 这样一来 , 传统的

反贫困理论中关于增长与反贫困的联系才具有了可

识别的基础。

以这样的反贫困理论思考方法为出发点 , 可以

认识到 , 一项新的扶贫战略的基本前提应考虑到以

下几点因素: ( 1) 贫困经济的恶性循环的单元是贫

困农户的经济的恶性循环 , 打破贫困经济的恶性的

循环链条的关键在于打破分散的具有小农经济特征

的贫困农户的经济过程 ; ( 2) 打破这种运行机制的

切入点应是不受自然资源约束的资本 ; ( 3) 在资本

投入的同时 , 加入适用农业技术因素 , 将有利于投

入资本效益的最大化 ; ( 4) 运行机制的打破过程的

同时 , 扶贫战略应有利于引导分散的农户进入市场

经济 , 引导贫困地区的经济流程加入国民经济大循

环系统 , 引导小农生产方式向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

过渡 , 从而最终形成一种良性的持续的高水平的循

环机制。 基于这种扶贫战略 , 扶贫工作应是可以跳

出 “自上而下” 的政府扶贫框架之外的。

国际上 , “乡村银行” ( GB)小额贷款扶贫模式

之所以较为成功 , 在组织结构的设计上与本文讨论

的方法论原则相吻合。 GB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 ,总

部为最大的圆系统 , 小组是最小的圆系统 , 不同层

次的圆系统均为一个完全系统 (拥有物流、财流、人

流和信息流四要素 ) ,母系统为子系统提供运行条件

和环境 , 子系统在运行中努力维护自身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同时 , 在运行机制上 , GB直接接触到贫困

农户资金缺乏这一贫困循环的关键点 , 利用资本投

入打破贫困农户的恶性经济循环 , 引导贫困农户使

用合适的技术 , 进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 , 从而达

成脱贫甚至致富的良性发展状态。“乡村银行”小额

贷款的这一扶贫实践为我们的理论方法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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