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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理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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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排斥概念发源于欧洲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概念 ,

社会学家、政策研究者、政府部门都越来越倾向于从社会排斥角度来探讨一些社会问题的深层

根源和研究弱势群体的处境。本文介绍了社会排斥理论的发展历程 ,对国外理论界的概念界

定进行了的梳理 ;并且对国内学者的相关观点及当前的研究侧重点进行归纳 , 以期对社会排

斥理论的研究思路做进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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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外有关社会排斥理论及其发展历

程的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排斥概念起源于 20世纪

60、70年代的法国。最早从这个方面使用这一概

念的是法国学者拉诺尔 (RenLenoir)。1974年 ,拉

诺尔用社会排斥 ( social exclusion)的概念指认那些

没有受到社会保障的保护 ,同时又被贴上了“社会

问题 ”标签的不同类型的人 ,例如精神和身体残疾

者、自杀者、老年患者、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等边

缘人、反社会的人和其他社会不适应者。[ 1 ]被排斥

者在当时指排斥于社会保险制度的人。随着后来

失业和贫穷问题的深入研究 ,社会排斥主要是指个

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断裂 ( Sliver, 1994)。它

可以描述脆弱群体所遭受的多重不利境遇 ,揭示出

将他们排斥出社会的推动者和施动者所遭受的多

重不利以及整个过程中的机制和过程。有学者认

为 ,社会排斥的概念的核心是经济问题 ,这符合对

弱势群体的研究思路 ,但是社会排斥这一个概念涉

及民权、经济权和公民权 ,所以排斥概念包含经济、

社会和政治三方面的内容 ,它更加重视某些社会群

体享受不到人权和政治权利 ,包括个人的安全保障

法制 ,表达的自由 ,政治参与机会的平等。[ 2 ]

到上个世纪 80年代末 ,社会排斥概念被欧洲

委员会所采纳 ,并将其作为形成社会政策的核心。

欧洲委员会把社会排斥概念更紧密地和社会权没

有充分实现这一理念联系起来 ,认为社会排斥涉及

公民的社会权 ,涉及一定的生活水平和涉及参与社

会中的主要的社会与职业的机会。斯尔维 ( Silver,

1995)在对西欧和美国有关社会排斥的文献进行

分析和总结之后 ,概括出了关于社会排斥的著名的

三个范式 :团结范式 ( solidarity paradigm )、专业化

范式 ( specialization gparadigm)和垄断范式 (monop2
oly paradigm) [ 3 ]。团结范式强调社会排斥是一种

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社会纽带的中断 ;专业化范式强

调社会排斥是社会分化、劳动分工以及领域的分割

等专门化的结果 ;垄断范式则强调社会排斥是社会

上形成了垄断群体的结果。总之 ,每一种范式表示

不同的原因引起不同的社会排斥 ,他们产生于不同

的政治哲学 ,提供了多种关于社会劣势形式的解

释。在社会排斥的研究领域 ,斯尔维的三个范式被

公认为是对社会排斥理论化的重要贡献。斯尔维

不仅归纳出了社会排斥的基本类型 ,而且他的社会

排斥理论的内容也极为丰富。他的研究使人们对

于社会排斥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 ,斯

尔维关于社会排斥范式的理论 ,对于反社会排斥的

政策与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 ,针对社会

排斥的不同范式或类型 ,自然需要采取不同的反社

会排斥的政策。

社会排斥的概念在欧盟建立的过程中得到发

展。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在 1993年布鲁塞尔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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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发表了《增强欧洲团结 :加强反社会排斥的斗

争 ,培育整合》(Comm 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2
nities, 1993) 的文件。同年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发

表名为《欧洲社会政策之路 :选择联合 》白皮书

( European Comm ission, 1994)。在这个实践和理论

共同前行的过程里 ,有这么几个特点值得从事社会

排斥研究的学者注意。首先 ,和社会排斥有关的社

会权利涵义 ,是一个比单一群体、单一种族和单一

社区的社会权利更广泛的概念涵义 ,它指向社会整

合 ,特别是欧洲共同体国家的社会团结。其二 ,社

会权利的概念带有当代欧洲共同体国家政治文化

和广泛的国民文化的特点 ,它不仅仅表示了一个与

特殊问题有关的内容 ,而更重要的是在社会成员的

在他们包容了个人和公民思想的条件下 ,在他们被

他人理解的条件下 ,理解权利的涵义。其三 ,剥夺

( dep rivation)可能引起社会排斥 ,也可能是社会排

斥的原因。社会权利的缺乏可能导致某种失落。

社会权利的实现和剥夺的研究是相关的。最后 ,社

会排斥概念的使用在佷多的时候是和物质剥夺

(material dep rivation)关联的。物质剥夺是社会排

斥的一种表现。物质剥夺可以是由社会排斥引起 ,

也可以是物质剥夺引起社会排斥。如果我们在研

究中仅仅把社会排斥作为非社会整合 ( social dis -

integration)的一种表达 ,作为个人从社会秩序 ( so2
cial order)中的分离出来的一种现象 ,那么 ,讨论社

会排斥和剥夺关系的意义也就被降低了 ( Sarace2
no, 1997) [ 1 ]。

社会排斥理论支持社会政策的制定 ,它社会政

策的具体运作过程中 ,演化为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概

念。欧盟 ( European Union)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的文件中开始使用社会排斥的概念。社会排斥不

是简单地资源不足 ,而是个人和家庭以社会整合和

整合进劳动力市场为手段 ,在反排斥的过程中 ,能

够保障有体面的生活条件。参照对欧洲共同体成

员国的要求 ,欧盟执行促使每一个人能够融入 ( in2
clude)的标准 :教育 ,能熟练地掌握基本技能 ,培

训 ,工作 , 住房 , 社区服务 , 医疗照顾 ( European

Community Council, 1989)。显而易见 ,这个概念

是一个政策性和操作性的 ,不是一个理论的概念。

和贫穷的概念相比较 ,社会排斥的概念整合了社会

和文化制度要素 ,如教育和医疗照顾 ,强调了在制

度机制下的资源再分配。1998年 ,在杜芾 (Duffy)

的带领下 ,欧盟进行了十三个成员国范围内关于人

类尊严和社会排斥项目的调查 ———《机会和危机

的研究 :欧洲社会排斥的趋势 》(Duffy, Council of

Europe, 1998)。此项研究讨论了国家、市场 (特别

是劳动力市场 )和市民社会 (特别是家庭、个人网

络、非政府组织 )三个方面存在的社会排斥 ,以及

制度安排对于解决社会排斥的作用 [ 2 ]。

英国政府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立了社会排斥

部 ,专门研究和处理社会排斥问题。政府定义的社

会排斥是人民或者是地区遭受到了失业、低技能、低

收入、简陋的住房、高犯罪率、不健康和家庭破裂等

问题的综合影响。英国政府认为社会排斥有佷多向

度 ,上面的问题只是一些例子。社会排斥的最重要

的特点是 ,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 ,形成

了一个复杂的变动的怪圈 ( SEU, 2001)。社会排斥

和社会政策的结合十分紧密 ,这是社会排斥测量紧

跟社会排斥概念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如何界定社会排斥的问题上人们更倾向于

英国政府的“社会排斥部 ”( Social Exclusion Unit)

给社会排斥所下的定义 :“社会排斥作为一个简洁

的术语 ,指的是某些人或地区遇到诸如失业、技能

缺乏、收入低下、住房困难、罪案高发环境、丧失健

康以及家庭破裂等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时

所发生的现象 ”。因为这个定义没有明显的政治

性和意识形态色彩 ,而是从现象出发的一个技术性

的关于社会排斥的定义 ,所以 ,它更容易被全体社

会成员所接受 [ 4 ]。

在最近几年 ,诸多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社

会排斥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法国学者卡斯托

提出社会孤立 ( social disaffiliation)的假设 ,他认为

非社会聚合是社会结合 ( social bond)中社会联系

失散 ( dissociation)的特殊形式。沃克 (1997)认为 ,

社会排斥是社会成员从决定个人整合于社会的系

统被排斥出来的现象 ,这些系统有社会的、经济的、

政治的和文化的方面。布查德特等学者 (1999) 指

出 ,社会成员在消费、生产、政治、社会互动的参与

不足都可能被认为是社会排斥的存在。戴维 ·波

普诺 (1999)把社会排斥定义为主导群体 (大民族 )

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种歧视与偏见 ,主导

群体以此来阻止对少数民族的接受或使接受程度

最小化。当主导群体握有并垄断社会权力时就发

生社会排斥。这种排斥反映了一个社会有意达成

的政策 [ 5 ]。吉登斯 (2001)认为社会不同地位的人

都有可能被社会排斥。社会地位高的人和社会地

位低的人可能位于社会排斥的不同向度上 ( dimen2
sions)。吉登斯在两个意义上使用社会排斥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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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一个是广义的社会排斥 ,一个是狭义的社会排

斥。前者将社会视为一个大的系统 ,后者将社会视

为和经济、政治并行的子系统。阿马蒂亚森

(2005)将贫困视作能力剥夺这一古老思想出发来

考察社会排斥 ,才能对社会排斥研究做出更全面的

评价 [ 3 ]。

尽管社会排斥有不同含义 ,但这些不同的定义

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第一 ,强调社会排斥是一个

多维度的概念。综合有关文献 ,根据“排斥出何

处 ”和“谁被排斥 ”两条线索 ,社会排斥可以分为经

济排斥 (包括劳动力市场排斥、贫困和消费市场排

斥 )、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 (或社会孤立 )、文化

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 ,或者即便具有公民资格也被

排斥出国家某些福利制度。后者包括排斥出社会

救助制度 ,此外还包括排斥出社会保险制度。在一

些国家和地区 ,社会保险制度只能保障失业者在一

定时期内有基本保障 ,长期失业者将被排斥出社会

保险制度 ;而从未工作过或缴纳过社会保险金的人

也同样会被排斥出社会保险制度之外 )五个维度

(排斥出何处 ) ,以及个人排斥、团体排斥和空间排

斥三个维度 (谁被排斥 )。因此可以这样理解“社

会排斥 ”,不仅指因为缺少收入和财产而被排斥在

基本需求之外 ,另一方面还同广义理解的权利有

关。第二 ,社会排斥是一个积累性的过程 ,遭受某

一维度的社会排斥可能引发另一维度社会排斥 ,也

就是说一个人遭受某一维度的排斥后 ,会继续遭受

相关维度排斥。第三 ,强调社会排斥是一个动态的

过程 ,也就是说 ,社会排斥研究强调是“谁 ”(推动

者和施动者 )通过怎样的制度过程将他人排斥出

一定的社会领域 , 重在揭示其中的机制和过

程。[ 2 ] [ 6 ]

二、国内有关社会排斥理论概念的界定
社会排斥自引进中国后 ,诸多学者紧密结合国

内实际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也对此发表了各自的

看法。杨团 ( 2002)认为 :社会排斥是由劣势地位

“导致某些排斥 ,这些排斥又导致更多的劣势和更

大的社会排斥 ,并最终形成持久的多重 (剥夺 )劣

势”的“一个动态过程 ”它导致社会纽带的断裂 [ 7 ]。

唐钧 (2002)通过作家毕淑敏介绍的一个游戏生动

地描述了社会排斥的形成过程。他认为 ,社会排斥

是游戏规则造成的 ,而社会政策研究的目标就是要

修订游戏规则 ,使之尽可能地惠及每一个社会成

员 ,从而趋于更合理、更公平 [ 8 ]。李斌 ( 2002 )认

为 :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

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 ,日

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 [ 9 ]。曾群、魏雁缤 ( 2004)

将社会排斥定义为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企

业 (市场 )和利益团体等施动者的作用而全部或部

分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

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 6 ]周林刚

(2004)认为 ,社会排斥是指社会脆弱群体因为自

身生理心理因素、社会政策及制度安排等原因而被

推至社会结构的边缘地位的机制和过程。社会排

斥是造成脆弱群体社会支持丧失的根源。[ 10 ]石彤

(2004)认为 ,社会排斥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会群

体因缺乏机会参与一些被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

动 ,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 ,这个过程具有

多维度特点 ,同时涉及经济的、政治社会性的、文化

的、心理的诸方面的长期匮乏 [ 11 ]。彭华民 ( 2005)

认为 ,在某种意义上 ,社会排斥是社会分化 ( social

differentiation)过程研究的延伸 [ 12 ]。文小勇 (2005)

认为社会排斥简单定义为由于社会公正失衡导致

的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企业 (市场 )和利益

团体等施动者的作用而全部或部分排斥出经济活

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

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 [ 13 ]。

三、国内学者关于社会排斥理论的研究

侧重点
“社会排斥 ”是当前在弱势群体研究方面的一

种新取向 ,与传统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研究相比 ,

社会排斥更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全面、综合的考察。

从上个世纪 90年代以来 ,弱势群体问题就一直与

我国社会改革相伴随。社会排斥如今已经越来越

被政府和社会政策研究等部门所重视 ,成为了使用

频率极高的概念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社会排斥的研

究侧重于农村贫困现象和农民工、失地农民、残疾

人等弱势群体。因此 ,借助社会排斥理论了解当前

农村贫困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措施 ,以及认

识弱势群体本质特征 ,提升弱势群体参与社会的能

力 ,使弱势群体摆脱边缘化的社会处境是当前学术

界和政策制定者十分关注的问题。

闻英 (2005)认为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

所遭遇的社会门槛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排斥凸显

出社会不公。这就需要在确立社会公正理念的基

础上 ,进行反社会排斥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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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 ,制度上的安排要克服集体排他的倾向 ,给

予农民工平等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 ;允许并鼓励农

民工建立自己合法的社团组织 ;构建农民工的社会

保障体系 [ 14 ]。

李景治、熊光清 (2006)认为 ,中国农民工在城市

中遭受着经济、政治、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等多层面

的社会排斥问题。应从战略高度认识解决这一问题

的必要性 , 改革和完善城市中相关的政治运行机

制 ,扩大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 ;不断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 ,消除农民工与城市住居民之间的差别待

遇 ;加强城市社区建设 ,促进城市社会群体间的社会

融合。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解决 [ 15 ]。

江立华、胡杰成 (2006)认为 ,农民工在城市遭

受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的社会排斥 ,这种排斥

通过制度机制、群体机制、市场机制得以运作。面

临社会排斥 ,农民工主要采取自我隔离和积极融入

两种适应策略。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造成了农民

工在城市的边缘化地位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应

采取全面、系统的对策 ,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

排斥 [ 16 ]。

银平均 (2007)认为 ,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

我国农村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但是 ,农村

贫困得不到彻底解决 ,除自然、历史因素影响外 ,最

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福利制

度和文化等五个维度长期遭受着社会排斥。社会

排斥及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 ,形成了农村贫困再生

产机制 ,使农村贫困处于恶性的代际传递与循环之

中。而消除农村贫困的关键在于改革国内现行的

社会经济政策和制定新的社会政策 ,消除社会排斥

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还农村一种公正和公平的

环境 ,以促进社会融合 ,促进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

设及和谐社会建设 [ 17 ]。

许琳 (2007)认为 ,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 ,

残疾人由于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在劳动力市场

上所遭遇的排斥问题越来越明显且日益严重。同

时 ,这一群体的社会流动能力低与其他社会群体对

他们的排斥性之间也存在着联动关系。因此 ,应从

社会政策的视角入手 ,运用社会排斥理论的相关论

述 , 对残疾人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社会排斥现象

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 ,并加强政府的主导地位 , 在

各级残联的组织和协调下 , 建立和完善残疾人就

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体系 ,加强残疾人职

业指导和职业培训 ,提升残疾人的人力资本 [ 18 ]。

陈世伟 (2007)认为 ,经济排斥、制度排斥、社

会关系网络排斥等多方面的排斥是失地农民就业

的主要障碍 ,社会排斥不仅会使失地农民权益受损

和限制 ,同时也会损害社会公正 ,最终会危及到整

个社会的利益。因此 ,政府在制度上的安排要克服

集体排他的倾向 ,给予失地农民平等参与社会竞争

的机会 ,对失地农民就业进行社会政策支持 ,从而

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新农村建设 [ 19 ]。

综上所述 ,通过以上学者对目前中国弱势群体

所遭受社会排斥的论述 ,我们不难发现 ,弱势群体

面临的社会排斥集中表现为 :
[ 6 ] [ 13 ] [ 17 ]

1、经济排斥。即贫困的个人、家庭和贫困地区

或社区不能有效参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

动。如因进城务工限制、户籍壁垒等把农民排斥出

正常的劳动力市场 ,因经济拮据被排斥于社会主流

的消费方式之外。

2、政治排斥。即把贫弱群体排斥出正常的政

治生活 ,也就是个人和团体被排斥出政治决策过

程 ,这些个人和团体缺乏权力、没有代表他们利益

的声音。如一些弱势人群虽有政治权利 ,但缺乏经

济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 ,也缺乏政治利益表达的正

常渠道 ,因而所谓的政治权利对他们而言没有实际

意义 ,也就被排斥出了正常的政治生活系统。

3 、社会关系排斥。即贫弱个人被排斥出家庭

和社会关系之外 ,主要指交往人数和频率下降 ,社

会网络分割和社会支持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解释我国当前贫弱群体在社会资源和社会交往

方面的不公正及其获得社会支持机会的不公境遇。

4 、教育文化排斥。将贫弱群体排斥出正常的

文化知识系统 ,包括失去基于社会认可的和占主导

地位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及价值观模式而生活的

可能性以及不能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如城乡教

育资源的严重分配不公以及一些贫困学生因家庭

经济困难而无法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利等。

5 、制度排斥。即将贫弱群体排斥在各种制度

之外 ,即贫弱群体无法享有社会权利 ,被排斥出某

些国家福利制度而无法获得公正的国民待遇。如

占中国人口 70%的农民就曾被排斥在低保制度之

外 ,只是近些年来农村低保制度才建立起来。社会

排斥是一个动态过程 ,某些劣势 (如失业 )导致某

些排斥 ,这些排斥又导致更多的劣势和更大的社会

排斥 ,并最终形成持久的多重 (剥夺 )劣势 ,它是变

化的、不固定的 ;贫弱群体遭到社会排斥 ,产生被边

缘化、被剥夺感 ,长此以往他们也排斥社会 ,形成对

社会不信任和仇视的心理 ,社会排斥是相互的 ;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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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与社会排斥是相伴而生的 ,如果贫困是长期存在

的现象 ,那么注定社会排斥现象也是长期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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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ia l Exclusion Fundam en ta l Research Sum mary

WANG L i - ye
(N orthw est N orm al university Institu 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Gansu)

Abstract: The social exclusion concep t originates in Europe, undergoes several dozens year development,

becomes a frequency of use quite high concep t, the sociologists, the policy researcher, the Government de2
partment more and more favors in discusses some social question from the social exclusion angle in - dep th

root. This article embarks from the social exclusion theory’s development p rocess, introduced with emphasi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theorists to this concep t’s lim its and the social consequence, carry on initially by the

time to the related social exclusion theory’s research mentality c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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