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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冲击下拉美国家的社会
贫困和不平等: 社会结构脆弱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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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给拉美经济社会带来巨大

冲击ꎬ 在贫困率大幅攀升的同时ꎬ 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ꎬ 整个社会

阶层收入结构向下移动ꎮ 疫情造成的健康损失、 经济停摆、 大规模

失业以及社会隔离措施的实施ꎬ 使社会弱势群体遭受到更大的冲

击ꎬ 生活状况恶化ꎮ 为应对疫情ꎬ 拉美各国出台了大规模的应急性

社会保护措施ꎬ 包括现金和实物转移支付计划以及缴费型社会保险

项目两大类ꎬ 对于保障特殊时期低收入、 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起到

一定作用ꎮ 但这场危机与拉美地区固有的经济社会不平等、 财富分

配不公、 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 卫生建康体系薄弱以及社会保障制

度覆盖不足等因素交织在一起ꎬ 进一步加深了该地区社会发展中的

矛盾冲突ꎮ 通过分析疫情对拉美社会贫困形势和社会阶层流动性的

冲击ꎬ 笔者认为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来自疫情暴发ꎬ 内因则源于该

地区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无法有效解决ꎬ ２０２０ 年疫情进一步印

证了拉美社会结构固有的脆弱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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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给全球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ꎬ 拉

美是遭受疫情影响最重的地区之一ꎮ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网站实时统计ꎬ 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巴西报告拉美地区的第一例病例以来ꎬ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ꎬ 拉美新冠肺炎 (ＣＯＶＩＤ－１９) 累计感染人数达到 ４２３５ ４６ 万人ꎬ 死亡人数

为 １４１ １２ 万人ꎮ 尽管拉美地区人口仅占全球的 ８ ３８％ ꎬ 但感染病例却高达全

球的 ２０ ３２％ ꎬ 死亡人数占全球的 ３２ ２３％ ꎮ 表 １ 列出了拉美地区新冠肺炎累

计感染人数在前 ２０ 位的国家ꎬ 在部分国家人口感染率高达 １０％以上ꎬ 感染人

口死亡率也相对较高ꎮ 疫情感染人口最多的包括巴西 (２０３７ 万人)、 阿根廷

(５０８ 万人)、 哥伦比亚 (４８７ 万人) 和墨西哥 (３１０ 万人) 等国家ꎮ①

表 １　 拉美各国疫情感染和死亡人数分布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国家
人口总数
(万人)

累计感染
人数 (万人)

累计感染人数 /
人口总数 (％ )

累计死亡人数
(人)

每 １０ 万人
死亡人数 (人)

巴西 ２１２５５ ９４ ２０３７ ８６ ９ ５９ ５６９４９２ ２６７ ９２

阿根廷 ４５１９ ５７ ５０８ ８３ １１ ２６ １０９１０５ ２４１ ４１

哥伦比亚 ５０８８ ２８ ４８７ ０９ ９ ５７ １２３５８０ ２４２ ８７

墨西哥 １２８９３ ２７ ３１０ ８４ ２ ４１ ２４８６５２ １９２ ８５

秘鲁 ３２９７ １９ ２１３ ４４ ６ ４７ １９７４８７ ５９８ ９６

智利 １９１１ ６２ １６３ ０３ ８ ５３ ３６４３８ １９０ ６１

古巴 １１３２ ６６ ５３ ６６ ４ ７４ ４１５６ ３６ ６９

厄瓜多尔 １７６４ ３１ ４９ ５１ ２ ８１ ３１９８５ １８１ ２９

玻利维亚 １１６７ ３０ ４８ ３０ ４ １４ １８１９８ １５５ ９０

巴拉圭 ７１３ ２５ ４５ ６８ ６ ４１ １５４５５ ２１６ ６８

巴拿马 ４３１ ４８ ４４ ８３ １０ ３９ ６９６２ １６１ ３５

哥斯达黎加 ５０９ ４１ ４３ ２１ ８ ４８ ５２５５ １０３ １６

危地马拉 １７９１ ５６ ４１ ３８ ２ ３１ １１１８９ ６２ ４５

乌拉圭 ３４７ ３７ ３８ ３４ １１ ０４ ６００４ １７２ ８４

多米尼加 １０８４ ７９ ３４ ６５ ３ １９ ３９８５ ３６ ７４

委内瑞拉 ２８４３ ５９ ３２ ００ １ １３ ３８１５ １３ ４２

洪都拉斯 ９９０ ４６ ３１ ９８ ３ ２３ ８４４０ ８５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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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新冠疫情网站资料整理ꎮ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ｗｈｏ ｉｎｔ / ｔａｂｌｅ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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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黎各 ２８６ ０９ １５ ９２ ５ ５６ ２６７８ ９３ ６１

萨尔瓦多 ６４８ ６２ ９ ０１ １ ３９ ２８０４ ４３ ２３

牙买加 ２９６ １２ ５ ９１ ２ ００ １３２０ ４４ ５８

资料来源: 人口数据来自拉美经委会统计 (ｈｔｔｐｓ: / / ｅｓｔａｄｉｓｔｉｃａｓ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ｃｅｐａｌｓｔａｔ / ｐｏｒｔａｄａ ｈｔｍｌ?
ｉｄｉｏｍａ ＝ ｅｎｇｌｉｓｈ) ꎻ 疫情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ｗｈｏ ｉｎｔ / ｔａｂｌｅ)ꎮ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１９]

受这场疫情的影响ꎬ ２０２０ 年拉美经济经历了 １２０ 年以来的最大跌幅ꎮ 疫

情危机造成的生产停摆、 外贸投资收缩、 社会隔离以及失业上升等因素ꎬ 使

社会贫困现象加剧ꎮ 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ＣＥＰＡＬ) 的估算ꎬ ２０２０ 年拉美

地区贫困率上升 ４ ４ 个百分点ꎬ 达到 ３３ ７％ ꎬ 贫困人口增加 ２８７０ 万人ꎻ 赤贫

率上升 ２ ５ 个百分点ꎬ 达到 １３ ５％ ꎬ 赤贫人口增加 １６００ 万ꎬ 接近有 ８３４０ 万

人口面临粮食危机ꎮ① 在贫困率上升的同时ꎬ 社会阶层分化加快ꎮ 疫情对社会

弱势群体的冲击更大ꎬ 一方面ꎬ 由于健康卫生保障条件差ꎬ 这些群体更容易受

疫情感染ꎻ 另一方面ꎬ 失业、 收入下降对他们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ꎮ 事实

上ꎬ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拉美经济一直处于 ２００８ 年危机后周期的低增长阶段ꎬ 国内

生产总值 (ＧＤＰ) 增速由危机前的 ６％下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０ １％ꎮ② 受经济增长拖

累ꎬ 自２０１４ 年以来拉美社会贫困率重新呈现上升势头ꎬ 逆转了之前２０ 年持续改

善的趋势ꎮ 在短短一年内ꎬ 这场疾病传播已演变成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大危机ꎬ
使拉美地区本不乐观的社会发展形势雪上加霜ꎬ 社会矛盾更加突出ꎮ

社会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现象一直是拉美问题研究中的一个热点ꎮ 有诸多

国际机构对拉美地区的减贫形势和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跟踪ꎮ 对于 ２０２１ 年新冠

疫情对拉美地区社会贫困形势的影响ꎬ 拉美经委会 ２０２１ 年出版的 «拉美地区

社会发展概览 ２０２０»ꎬ 对疫情影响下的拉美社会形势进行了概述ꎬ 从劳动力市

场、 社会保护措施和照料经济 (ｃａ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等几个方面ꎬ 分析了该地区社

会发展面临的冲击ꎬ 认为疫情因素和该地区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结合在一起ꎬ
造成了一场综合危机ꎮ③ ２０２０ 年年末ꎬ 拉美经委会出版的疫情特刊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和拉美社会经济危机» (第 １３２ 期)ꎬ 从精英政治、 财富分配、 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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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ＬＡＣ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４６６８８ － ｓｏｃｉａｌ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０]

ＯＥＣＤꎬ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 ｐｏｌｉｃｙ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

ＥＣＬＡＣ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４６６８８ － ｓｏｃｉａｌ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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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不平等、 性别差别以及社会政策等角度ꎬ 分析了疫情对拉美经济社会带

来的影响及根源ꎮ① 据世界银行报告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对拉美劳动市场影响的性

别效应»ꎬ 在 ２０２０ 年疫情中ꎬ 妇女是劳动力市场受影响最大的群体ꎬ 尤其是

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ꎮ② 美洲开发银行出版的报告 «疫情期间保护非正规就

业者的挑战: 来自拉丁美洲的经验» 着重分析了 ２０２０ 年拉美地区应急性保障

项目对低收入者的救助效应ꎬ 认为拉美社会政策覆盖存在缺陷ꎬ 尤其对于缺

乏社会保护的非正规就业者作用有限ꎮ③ 针对疫情对拉美社会治理的影响ꎬ 芦

思姮认为ꎬ 疫情冲击下拉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积弊凸显: 改革进程受阻、
社会矛盾激化ꎬ 使本已孱弱的治理结构面临严峻考验ꎮ④ 拉美经济社会发展矛

盾源于历史上固有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ꎮ 在前期研究中ꎬ 国内学者对拉美地

区减贫议题的关注点包括拉美地区的增长性贫困、 中等收入陷阱、 福利民粹

主义、 多维贫困现象、 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以及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等问题ꎬ
对巴西、 阿根廷、 智利、 墨西哥、 哥伦比亚等国家的收入分配和扶贫政策有

诸多案例研究ꎮ⑤ 本文重点分析疫情对拉美社会贫困和不平等的冲击及其背后

的制度结构根源ꎮ

一　 疫情对拉美国家社会贫困和不平等形势的冲击

拉美地区的社会贫困率一直居高不下ꎬ 并伴有突出的收入不平等问题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拉美社会贫困问题有所缓解ꎬ 但自 ２０１４ 年开始减贫

进程又开始出现停滞ꎬ ２０２０ 年疫情的爆发加剧了社会贫困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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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ＬＡＣꎬ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ꎬ Ｊｕｌｙ １９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ｏ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６２ / ４６９２１ / １ / Ｓ２０００６２８＿ｅｎ ｐｄｆ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１９]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ＬＡＣＧＩＬ)ꎬ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ꎬ Ｊｕｌｙ １９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０５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１９]

Ｍａｔｉａｓ Ｂｕｓｓｏ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ａｄｂ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

芦思姮: «新冠疫情重创拉美经济与社会»ꎬ 载 « 世界知识»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６６ － ６８ 页ꎮ
参见郑秉文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巴西的经验教训»ꎬ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ꎻ

房连泉: «庇隆时期的社会政策———兼论阿根廷福利民粹主义传统的影响»ꎬ 载 «国际经济评论»ꎬ
２０１５ 第 ６ 期ꎻ 赫拉尔多卡埃塔诺、 古斯塔沃德阿玛斯: «拉丁美洲的贫穷与不平等———从最近

的趋势到新的发展议程»ꎬ 载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ꎻ 宋霞: «论拉丁美洲

国家减贫战略新特征»ꎬ 载 «开发研究»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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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疫情之前社会减贫进程已出现停滞

历史上拉美是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ꎮ 社会贫困和经

济增长直接关联: 一方面增长可带来减贫效应ꎬ 另一方面增长中的分配结构也

会影响到不平等情况ꎮ 已有研究成果已证实拉美长期以来存在着 “增长性贫困”
现象ꎬ 即一方面经济呈增长状态ꎬ 另一方面贫困率也呈持续上升趋势ꎬ 只有当

增长率超过 ３％时贫困率才开始下降 (３％拐点假说)①ꎮ 在此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

期间拉美地区的 ＧＤＰ 增速和贫困率变化趋势关联起来考察 (见图 １)ꎬ 可以进一

步验证这种现象ꎮ 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期间ꎬ 拉美地区贫困率呈不断下降趋势ꎬ 除

２００９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 ＧＤＰ 呈负向增长外ꎬ 其他年份增速均在 ３％以上ꎬ 这期

间拉美地区的整体贫困率处于下降趋势ꎮ 但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期间ꎬ 拉美 ＧＤＰ 年

均增幅仅为 ０ ２％ꎬ 社会贫困率又重现上升势头ꎬ 此 ６ 年期间的数据进一步验证

了拉美 “增长性贫困” 现象的存在ꎮ 增长是减贫的必要条件ꎬ 但并不是充分条

件ꎮ 在拉美地区ꎬ 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因素的存在ꎬ 当经济增速处于较低水平

时ꎬ 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存在 “异质性”ꎬ 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并不能得到改

善ꎬ 从而导致整体贫困率的上升ꎮ 从反映收入不平等情况的基尼系数变化情况

看ꎬ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期间ꎬ 拉美地区基尼系数由 ０ ５３５ 下降到 ０ ４７８ꎬ 下降了 ０ ０６
个百分点ꎬ 年均降幅为 １ １％ꎻ 而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基尼系数下降已近停滞ꎬ ２０１９
年较 ２０１４ 年仅下降了 ０ ００８ 个百分点ꎬ 这与经济增长乏力是联系在一 起的ꎮ

图 １　 拉美地区 ＧＤＰ 增速、 贫困率和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资料来源: ＥＣＬＡＣ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１ꎻ ＥＣＬＡＣꎬ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２０２０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

—１４１—

① 郑秉文: «拉美 “增长性贫困” 与社会保障的减困功能———国际比较的背景»ꎬ 载 «拉丁美洲

研究»ꎬ ２００９ 年增刊ꎬ 第 ３ － 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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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２０２０ 年疫情造成社会贫困攀升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ꎬ 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占到拉美总人口的 ５ ４％ ꎮ① 图 ２ 说

明了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的传导机制ꎬ 短期内的主要影响为停工停产带来的

供需下滑、 失业率上升、 收入下降等直接损失ꎬ 长期内则使经济增长前景暗

淡ꎮ 相比其他地区ꎬ 传统上拉美国家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矛盾ꎬ 例如经济外向

程度高、 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 大规模的城市人口聚集、 公共卫生体系薄

弱及健康保障不足等因素ꎬ 使该地区在面对疫情冲击时更加脆弱ꎮ 根据拉美

经委会估测ꎬ ２０２０ 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为 － ７ ７％ ꎬ 失业率高达 １０ ７％ ꎮ②

图 ２　 疫情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传导机制

资料来源: ＥＣＬＡＣ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 ｉｎ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ｏ １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

根据拉美经委会估算ꎬ ２０２０ 年拉美社会贫困率为 ３３ ７％ ꎬ 赤贫率为

１２ ５％ ꎮ 从图 ３ 可以看出ꎬ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拉美地区的贫困人口和赤贫人口总

数不断上升ꎮ ２０２０ 年贫困人口增加了 ２２００ 万人ꎬ 是 ２０１９ 年增幅的 ３ ６７ 倍ꎬ
其中赤贫人口增幅为 ８００ 万ꎬ 由此可见疫情的灾难性影响ꎮ③

—２４１—

①
②

③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新冠疫情网站ꎮ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ｗｈｏ ｉｎｔ / ｔａｂｌｅ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
ＥＣＬＡＣꎬ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２０２０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４６５０４ －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ａｎｄ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５]

ＥＣＬＡＣ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４６６８８ － ｓｏｃｉａｌ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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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９０ 年以来拉美地区社会贫困人口数量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ＥＣＬＡＣ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４６６８８ － ｓｏｃｉａｌ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

　 　 在收入不平等方面ꎬ 预计 ２０２０ 年拉美地区基尼系数平均上升幅度为

５ ６％ ꎬ 也是历年来的新高ꎮ 人口规模越大、 疫情越严重的国家 (例如巴西、
阿根廷、 秘鲁等)ꎬ 基尼系数上涨幅度越高 (见表 ２)ꎮ

表 ２　 ２０２０ 年拉美各国基尼系数变化 (相对于 ２０１９ 年基数) (％ )

１ ０ ~ ２ ９ ３ ０ ~ ４ ９ ５ ０ ~ ６ ９ 超过 ７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巴拉圭

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加
巴拿马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萨尔瓦多
墨西哥
乌拉圭

阿根廷
厄瓜多尔

秘鲁

资料来源: ＥＣＬＡＣ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４６６８８ － ｓｏｃｉａｌ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

二　 疫情对拉美国家社会分层的影响

从全球范围看ꎬ 疫情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程度并不一致ꎮ 就社会中下层

来讲ꎬ 他们享有的健康保障和医疗卫生条件不足ꎬ 更易受到病毒感染ꎻ 疫情

冲击造成工作和收入损失后ꎬ 他们的生活遭受更大的影响ꎮ 疫情对拉美社会

阶层结构变化的影响尤为突出ꎬ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ꎮ
(一) 收入层级向下移动

长期以来ꎬ 拉美社会阶层结构即存在着脆弱性问题: 中产阶层人口规模过小ꎬ
下等收入阶层过于庞大ꎻ 大部分社会成员处于社会底层ꎬ 社会财富占比低ꎬ 而极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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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的上层占据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ꎬ 导致社会结构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型ꎬ
甚至是 “倒丁字” 型ꎮ 虽然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拉美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ꎬ 中

产阶层规模有所扩大ꎬ 但有相当一部分 “新中产” 面临收入增长的不稳定性ꎬ 被

称为 “脆弱阶层”ꎬ 一旦经济社会遭受冲击ꎬ 他们很有可能重新陷入贫困ꎮ
在 ２０２０ 年疫情面前ꎬ 拉美社会阶层向下流动趋势明显ꎮ 图 ４ 对比了 ２０２０ 年

和 ２０１９ 年拉美各收入阶层占比的结构变化ꎮ 根据收入层级将全部人口划分为 ７
个等级ꎬ 分别为高收入层级、 中等收入 ３ 个层级 (中高收入、 中间中等收入以

及低中等收入) 以及低收入 ３ 个层级 (赤贫、 一般贫困以及贫困线以上的低收

入者)ꎮ 相比 ２０１９ 年ꎬ ２０２０ 年各阶层人数的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在低收入阶层

中ꎬ 赤贫人数占比上升 １ １ 个百分点ꎬ 一般贫困人数占比上升 ２ １ 个百分点ꎬ 贫

困线以上低收入者人数占比上升 １ ３ 个百分点ꎻ 在中等收入阶层ꎬ 低中等收入人

数占比下降１ ３ 个百分点ꎬ 中间中等收入人数占比下降２ ２ 个百分点ꎬ 中高收入人

数占比下降 ０ ７ 个百分点ꎻ 高收入阶层人数占比下降 ０ ３ 个百分点ꎮ 总体算ꎬ 疫

情期间拉美低收入阶层人数占比上升了 ４ ５ 个百分点ꎬ 增长 ２８００ 万人ꎻ 与之对应ꎬ
中等收入阶层人口占比下降 ４ ２ 个百分点ꎬ 减少 ２５００ 万人ꎮ 因此ꎬ 疫情期间社会

阶层结构变化的基本特点是由中等收入向低收入转移ꎬ 整体社会收入水平下降ꎮ

图 ４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拉美社会各收入阶层结构变化

(各阶层人数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ＥＣＬＡＣ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４６６８８ － ｓｏｃｉａｌ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

(二) 底层弱势群体受到更大冲击

社会贫困是多维度的ꎬ 除了收入水平低以外ꎬ 贫困还意味着个人在居住

条件、 教育就业、 健康卫生、 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护等方面的权利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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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剥夺ꎮ 这种多维贫困现象在拉美地区也十分突出ꎮ① ２０１９ 年拉美地区有

２２％的人口缺乏安全饮用水ꎬ ３４％ 的人口无法获得互联网服务ꎬ ４５％ 的人口

没有银行账户ꎮ② 这些人群大部分为低收入者ꎬ 在非正规部门工作ꎬ 缺乏基本

的社会保障覆盖ꎮ 尤其是在城市地区ꎬ 大量贫困群体聚集在贫民窟ꎬ 居住条

件非常差ꎮ 一旦暴发大规模传染病ꎬ 这部分群体属于易感人群ꎮ 一方面ꎬ 社

会隔离措施使大量非正规部门劳动者无法继续就业ꎬ 失去工作进而降低收入ꎬ
他们缺乏足够的储蓄来应对危机ꎻ 另一方面ꎬ 这部分群体可获得的公共服务

薄弱ꎬ 缺乏基本生活保障ꎮ 表 ３ 总结了疫情期间受影响大的社会群体类型ꎬ
包括妇女、 儿童、 老年人、 残疾人、 土著、 非洲裔以及在非正规就业、 家政

等部门工作的低收入劳动者等弱势群体ꎬ 疫情带来的伤害体现在身心健康、
卫生营养、 教育和工作收入等诸多方面ꎮ

表 ３　 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

受疫情影响的群体 受疫情影响的领域

妇女
中低收入阶层
非正规就业者
家政雇工
儿童和青少年
老年人
土著居民
非洲裔
残疾人
移民
无家可归者

生理和精神健康
营养
教育
工作收入
儿童劳工
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 (卫生、 水电、 燃气、
数字技术等)
照料工作
家庭暴力

资料来源: ＥＣＬＡＣ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４６６８８ － ｓｏｃｉａｌ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

１ 妇女ꎮ ２０１８ 年女性就业人口占拉美非正规部门的 ５４ ３％ ꎬ 工作岗位大

多分布在劳动密集程度高的服务行业ꎬ 易受疫情感染ꎮ 其中ꎬ 家庭劳务雇工

占女性就业者的 １１ ４％ ꎬ 这部分群体中有相当高比例为移民、 土著和非洲裔

居民ꎬ 其收入水平低ꎬ 失业后缺乏基本保障ꎮ③同时ꎬ 疫情期间大规模的学校

停课使得儿童在家照料负担上升ꎬ 女性从事无偿家务劳动的比例上升ꎮ 此外ꎬ
拉美地区的社会犯罪率较高ꎬ 疫情期间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风险加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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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房连泉: «国际扶贫中的目标定位机制: 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ꎬ 载 «劳动

经济研究»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③　 Ｎｏｒａ Ｌｕｓｔｉｇ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ａｎｏ Ｔｏｍｍａｓｉꎬ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ｏｒ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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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儿童和青少年ꎮ ２０２０ 年疫情期间ꎬ 大部分国家学校关闭ꎬ 拉美地区超

过 １ ２ 亿名学生无法正常上课ꎮ 虽然有 ２０ 多个国家开展了远程教育ꎬ 但相应

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ꎮ 在拉美ꎬ 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质量差距较大ꎬ 疫情中

低收入家庭学生受影响更大ꎮ 其中相当一部分家庭缺乏基本的互联网通信设

施ꎬ 无法开展线上教育ꎬ 青少年辍学率会上升ꎮ 由于学校提供的食品营养项

目停止ꎬ 疫情期间大量儿童和青少年的营养状况变差ꎮ 此外ꎬ 疫情还可能造

成贫穷家庭的儿童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ꎬ 导致童工比例上升ꎮ 即将从学校毕

业的年轻人找工作和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也大幅下降ꎮ
３ 老年人ꎮ ２０２０ 年ꎬ 拉美地区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占地区总人口比重为

１３％左右ꎮ 相对于年轻人ꎬ 老年人被病毒感染的概率更大ꎬ 死亡发生率也更

高ꎬ 需要得到更多的照护ꎻ 大规模的社会隔离使老年群体面临的各项疾病风

险发生率上升ꎬ 食品和营养安全都受到影响ꎮ①

４ 土著和非洲裔居民ꎮ 这两类群体分别占拉美总人口的 １０％ 和 ２０％ 左

右ꎬ 疫情期间其受染率更高ꎮ 例如在巴西ꎬ ２０２０ 年非洲裔居民占到了疫情死

亡人数的 ４５ ２％ ꎮ 在就业方面ꎬ 这两类群体大部分为自雇或灵活就业ꎬ 工资

收入仅为普通人群的 １ / ３ 左右ꎬ 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种族歧视问题ꎮ 疫情使

得这两类群体的就业和收入状况进一步恶化ꎮ②

５ 其他社会群体ꎮ 疫情期间人员跨国流动受到限制ꎬ 拉美大规模的海外

移民侨汇收入下降ꎮ 对于残疾人来说ꎬ 疫情可能导致他们在获取教育培训、
就业岗位和社会照料等方面的机会减少ꎮ 此外ꎬ 大量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员直

接暴露于传染风险ꎬ 由于缺乏基本的住房、 食品和健康保障ꎬ 其生存条件变

得更差ꎮ

三　 拉美国家应对疫情的主要社会保护措施及成效

为缓解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大幅冲击ꎬ 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开始ꎬ 拉美各国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立法和行政条例ꎬ 通过应急性措施来加强社会保护ꎮ 表 ４ 对疫情期

间的应急举措进行了分类汇总ꎮ 前三类措施主要为针对贫困群体和社会弱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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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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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非缴费型社会保护计划ꎮ 根据拉美经委会统计ꎬ 至２０２０ 年１１ 月各国共出台

了 ２６３ 项应急措施ꎬ 包括现金转移支付计划 １４７ 项ꎬ 食品和药品发放项目 ７３ 项ꎬ
保障基本服务供应项目 ４３ 项ꎮ 在地域分布上ꎬ 南美地区有 １２７ 项ꎬ 加勒比地区

有 ７４ 项ꎬ 中美洲地区有 ６２ 项①ꎮ 第四类措施针对正规部门就业者ꎬ 包括远程居

家办公、 加强收入保障和缴费型社保项目等措施ꎮ 第五类措施为针对全体社会

成员提供的税收、 房贷支出减免以及物资价格管制等方面的临时性措施ꎮ

表 ４　 拉美国家疫情期间主要的社会保护措施归类

１ 现金转移支付 ２ 实物发放 ３ 基本服务供给
４ 加强对正规部
门就业的保护

５ 对个人和家庭提供
的其他直接支持

新的转移支付
项目
扩张原现金转
移支付计划 (提
前发放待遇、 提
高待遇和覆盖面)

食品
药品
口罩
清洁用品

暂停账单支付:
用水
用电
燃气
 通 信 ( 电 话、
网络、 电视等)

远程居家办公
收入和就业保
护 ( 失 业 保 险、
疾病津贴、 禁止
解雇等)

税收减免
贷款和房屋按揭支
出暂缓支付
价格控制

资料来源: ＥＣＬＡＣ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４６６８８ － ｓｏｃｉａｌ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

(一) 非缴费型保障项目

在非缴费型福利项目中ꎬ 现金和实物两类转移支付规模最大ꎮ 传统上拉

美各国实施了大量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 (ＣＣＴ)ꎬ 主要用于贫困家庭的

儿童入学、 卫生保障和基本生活条件保障等目标ꎮ 疫情期间ꎬ 各国在扩大原

有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覆盖面和提升待遇水平的同时ꎬ 还引入大量新的应急性

现金转移支付和实物发放计划ꎬ 并放宽待遇领取条件 (例如取消儿童上学要

求)ꎬ 采用线上电子支付等手段ꎬ 使项目受益人口大幅增加ꎮ 图 ５ 说明了 ２０２０
年拉美地区转移支付项目的实施情况ꎬ 可看出与疫情相关的支付项目覆盖面

是 ２０２０ 年之前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两倍之多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２０ 年拉美非缴费型

项目覆盖了 ８４００ 多万户家庭的 ３ ２６ 亿人口ꎬ 占到地区人口的 ４９ ４％ ꎻ 在南

美地区ꎬ 这些项目覆盖面高达人口的 ２ / ３ꎮ 其中巴西的覆盖规模最大ꎬ 达

２９９０ 万户家庭ꎬ 阿根廷为 １０７０ 万户ꎬ 哥伦比亚为 ８００ 万户ꎮ 在支出方面ꎬ
２０２０ 年拉美地区非缴费型项目的总成本增加 ８６２ １４ 亿美元ꎬ 人均增长 ７８ 美

元ꎮ 这些应急性项目对于缩减当期贫困起到直接作用ꎮ 根据拉美经委会测算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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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缴费型转移支付项目对削减赤贫的贡献率为 ３ ３ 个百分点ꎬ 对整体贫困率

下降的贡献率为 ３ ５ 个百分点ꎮ 由于非缴费型项目主要集中于收入最低的赤

贫家庭ꎬ 因此其减贫效果是非常明显的ꎮ①

图 ５　 ２０２０ 年拉美地区现金和食物转移支付项目覆盖面 (覆盖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ＥＣＬＡＣ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４６６８８ － ｓｏｃｉａｌ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

(二) 缴费型社会保险项目

在缴费型社会保障项目上ꎬ 受疫情期间就业条件恶化的影响ꎬ ２０２０ 年拉

美各国普遍出现了社会保险覆盖面和缴费收入下降的情况ꎮ 各国在养老保险

领域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 一是对养老金收入处于底层的老年群体发放

特别补助金ꎻ 二是允许退休人员提前支取养老金ꎻ 三是允许参保者可以从个

人账户积累养老金中自愿性提取部分资金ꎬ 用于特别情况下的生活消费需求ꎬ
例如秘鲁允许养老金参保者提取的账户积累额最高上限为 ２５％ ꎬ 智利为

１０％ ②ꎻ 四是暂缓困难企业雇主的养老金缴费义务ꎮ 在失业保障方面ꎬ 部分国

家出台措施要求雇主不得随意解雇员工ꎬ 并保障工人在停业期间的基本收入ꎻ
同时提高失业保险的受益覆盖面和待遇水平ꎬ 扩大保险金支付规模ꎮ 例如智

利政府规定ꎬ 在企业临时性关闭或缩减工时数等特殊情况下ꎬ 工人可领取失

业保险待遇ꎬ 但前提是雇主要继续缴费ꎮ 还有部分中美洲国家将失业保险待

遇扩大到之前未曾参保的自雇人员ꎬ 为他们发放临时生活补助ꎮ 上述措施对

于维护疫情期间就业者的基本收入和生活水准起到一定保障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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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疫情冲击与拉美国家社会结构的脆弱性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暴发已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大危机ꎬ 除了疫情

造成的经济、 收入和卫生健康等方面的直接损失外ꎬ 也必将对社会结构和生

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ꎮ 长期以来ꎬ 拉美社会发展即存在着收入不平等、 阶层

分化、 就业部门分割、 社会保障权益排斥等痼疾ꎬ 难以得到有效治理ꎮ 在这

场大流行的传染病面前ꎬ 这些固有的社会问题与疾病传播结合在一起ꎬ 加深

了各方面的社会危机ꎬ 凸显出该地区社会结构的脆弱性ꎮ
(一) 排斥性增长ꎬ 社会财富高度向上集中

历史上拉美地区是社会财富分布最不平衡的地区之一ꎮ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期

间ꎬ 得益于有利的经济社会条件ꎬ 拉美社会贫困和收入不平等整体状况有所

改善ꎮ 但在社会收入分配中ꎬ 位于收入顶端的富有阶层所占财富份额却并未

下降ꎮ① 表 ５ 列出了 １７ 个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ꎬ 这些国家基尼系数都在

０ ４０ 以上ꎬ １０％的最富有群体占据了 ３０％ ~４０％的社会收入ꎻ 在巴西、 哥伦比

亚两国ꎬ 基尼系数超过了 ０ ５０ꎬ １０％的富人占有了 ４０％以上的社会收入ꎮ 在分

配结构不平等的情况下ꎬ 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加不会均衡地分配给社会各阶

层ꎮ 尤其是当经济增速较低时ꎬ 增长并不足以减贫ꎬ 这时低收入群体就被排斥

在受益范围之外ꎮ ２０２０ 年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财富分布的不均衡ꎮ 据估算ꎬ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期间拉美地区最富有的 ７３ 个人拥有的资产增加了 ４８２ 亿美元ꎬ 较

疫情前增长 １７％ꎻ 疫情封锁期间拉美平均每 ２ 周就会产生 １ 位新的亿万富翁ꎮ②

而疫情影响的另一端则是低收入者的境况变差ꎮ 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ꎬ
２０２０ 年疫情导致拉美地区失业人数增加 ４４００ 万ꎬ 失业大军中相当一部分为从

事体力劳动的低收入群体ꎬ 他们中大多数缺乏居家从事远程工作的保障条

件ꎮ③ 总体看ꎬ 疫情危机引起了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ꎬ 财富进一步向上集中ꎮ

—９４１—

①

②

③

Ｍ Ｂｕｓｓｏ ａｎｄ Ｊ Ｍｅｓｓｉｎａ (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ꎬ Ｉｎｔ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ＩＤＢ)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８２３５ / ０００２
６２９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

Ｓ Ｒｕｉｚꎬ “¿Ｑｕｉéｎ Ｐａｇａ ｌａ Ｃｕｅｎｔａ? Ｇｒａｖａｒ ｌａ Ｒｉｑｕｅｚａ ｐａｒａ Ｅｎｆｒｅｎｔａｒ ｌ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ｄｅ ｌａ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ꎬ Ｏｘｆａｍ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ｏｘｆａｍ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ｐｅｎ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ｃｏ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５４６ / ６２１０３３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０]

ＥＣＬＡＣ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４６６８８ － ｓｏｃｉａｌ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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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疫情给上层精英带来的损益也不尽一致ꎬ 传统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外贸、 旅

游等行业的富人受损ꎬ 而新兴的互联网、 数字技术、 医药和健康照料等部门

则成为新的受益权贵ꎮ

表 ５　 拉美各国的收入分配状况

国家 最富 １０％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 (％ ) 基尼系数

巴西 ４１ ９５ ０ ５３

哥伦比亚 ４１ ４５ ０ ５２

洪都拉斯 ３９ ９７ ０ ５３

巴拿马 ３９ ０６ ０ ５１

巴拉圭 ３８ ５５ ０ ４９

危地马拉 ３８ ００ ０ ４８

墨西哥 ３７ ９８ ０ ４８

哥斯达黎加 ３７ ２７ ０ ４９

智利 ３７ ０６ ０ ４６

多米尼加 ３６ ０７ ０ ４６

尼加拉瓜 ３５ ７０ ０ ４５

厄瓜多尔 ３５ ５０ ０ ４７

玻利维亚 ３４ ３０ ０ ４６

秘鲁 ３３ ２８ ０ ４４

萨尔瓦多 ３２ ５５ ０ ４２

乌拉圭 ３１ ０６ ０ ４２

阿根廷 ３０ ５８ ０ ４３

资料来源: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ｅ Ｂｕｌｌ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Ｒｏｂｌｅｓ Ｒｉｖｅｒａꎬ “Ｇｉｎｉ Ｉｎｄｅｘ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Ｉ ＰＯＶ ＧＩＮＩꎻ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Ｈｅｌｄ ｂｙ Ｈｉｇｈｅｓｔ １０％ ”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Ｉ ＤＳＴ １０ＴＨ １０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０]

(二) 劳动力市场高度非正规化ꎬ 就业质量低

拉美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非正规部门占比高ꎮ 大量农村人口涌往

城市后ꎬ 主要从事自雇职业或者灵活就业ꎮ 在大部分国家ꎬ 非正规就业占据了

非农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ꎬ 甚至达到 ３ / ４ (见图 ６)ꎮ 非正规就业与低生产率部

门联系在一起ꎬ 劳动者工资水平低、 工作不稳定ꎬ 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ꎮ 疫情

来袭时ꎬ 这部分群体易受冲击ꎮ 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第二季

度ꎬ 拉美地区就业率下降 １０ 个百分点ꎬ 失业率上升 ２ ６ 百分点ꎬ 预计全年失业

—０５１—



新冠疫情冲击下拉美国家的社会贫困和不平等: 社会结构脆弱性视角　

率将上升到 １０ ７％ꎮ① 根据美洲开发银行 (ＩＤＢ) 对拉美 １７ 个国家的一份线上

调查报告ꎬ 疫情对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的影响尤为明显ꎬ 在 ２３ 万受访者中ꎬ
有 ４５％回答家庭中有失业人员ꎬ 从事个体经营的家庭中有 ５９％停止营业ꎮ②

图 ６　 ２０１９ 年拉美各国非农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人口占比

(非正规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 Ｍａｒｔíｎ Ａｂｅｌｅｓ ｅｔ ａｌ ꎬ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０]

(三) 公共卫生体系薄弱ꎬ 健康保障碎片化

医疗卫生体系对于疫情防控至关重要ꎮ 拉美国家的卫生体系主要存在以

下几方面的问题ꎮ 第一ꎬ 投入不足ꎬ 卫生设施匮乏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拉美各国政府

在卫生健康方面的公共支出平均 ＧＤＰ 占比为 ２ ２％ ꎬ 远低于国际标准 (６％ )ꎻ

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为 ２０ 人左右ꎬ 明显低于 ＯＥＣＤ 国家的平均水平 (３５
人)ꎻ 大部分拉美国家医疗设备供给不足ꎬ 导致疫情期间高度依赖国际进口ꎮ

第二ꎬ 健康保障覆盖面窄ꎬ 呈现分层化特征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拉美地区参加医疗保

障计划的就业人口仅占 ６０％左右ꎬ 而在收入最低的第十分位群体中参保率仅

为 ３４ ２％ ꎮ 大部分国家的卫生保障体系呈碎片化分布ꎬ 医疗资源主要集中于

—１５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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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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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 Ｕｎｅｑｕａｌ － Ｉｍｐａｃｔ － ｏｆ － Ｔｈｅ －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 ｆｒｏｍ －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ｄｆ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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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大城市ꎬ 农村和偏远地区卫生设施匮乏ꎮ 在医疗保障制度上ꎬ 国家公共

保险计划和私人保险计划分立ꎬ 穷人和富人享受的服务质量存在很大差距ꎮ
第三ꎬ 医疗费用高涨ꎬ 贫困家庭支付负担沉重ꎮ 在全部医疗支出中ꎬ ２０１９ 年

拉美各国家庭的自费支出比重为 ３４％ ꎬ 是欧盟国家的两倍ꎻ 当年拉美地区有

９５００ 万人需要支付未受医疗保险覆盖的大额账单ꎬ １２００ 多万人因此陷入贫

困ꎮ 在疫情暴发期间ꎬ 一些拉美国家对于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病毒的检测和治疗要向

患者收取部分费用ꎬ 导致家庭医疗负担大幅上升ꎮ①

(四) 社会保障覆盖存在缺口ꎬ 待遇保障水平较低

社会保障制度是减缓经济社会危机冲击的重要工具ꎮ ２０２０ 年期间ꎬ 拉美

国家出台了大规模的应急性社会保护措施ꎬ 例如现金和实物转移支付计划ꎬ
对于保障贫困家庭基本生活起到重要作用ꎮ 但由于该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固有

的缺陷ꎬ 应对疫情的社会政策远未达到应有的保障效果ꎮ 第一ꎬ 覆盖面不足ꎬ
大量群体被排斥在外ꎮ 在南美地区ꎬ 仅有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和乌拉圭 ６ 个国家建立了失业保险计划ꎬ 大多数国家对失业人员未

提供收入保障制度ꎮ 在疫情暴发之前ꎬ 拉美地区仅有 ４７ ２％ 的雇佣人口参加

了养老保险ꎻ 在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中ꎬ 超过 １ / ４ 没有养老金保障ꎬ 健康保险的

覆盖面也仅为 ６０％左右ꎮ 被排斥在社保体系之外的群体主要为非正规就业劳

动者、 自雇人员、 妇女和青年等人群ꎮ②第二ꎬ 参保质量差ꎬ 缴费水平不足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有十几个拉美国家实行了私有化社保制度ꎬ 但改革之后

大部分国家的社保覆盖面并未提升ꎬ 缴费水平呈下降趋势ꎮ ２０２０ 年疫情进一

步影响到各国社保体系的基金收入增长ꎬ 智利和秘鲁等国家不得已采取了提

前支取账户养老金的做法ꎬ 导致社保制度财务可持续性下降ꎮ 第三ꎬ 虽然非

缴费型福利项目在疫情期间得到大幅扩张ꎬ 但支出水平仍然较低ꎮ 为应对缴

费型社保制度覆盖的不足ꎬ 过去 ２０ 多年拉美各国引入了大规模的非缴费型福

利项目ꎬ 特别是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实施对于减贫、 提升儿童教育水

平、 改善家庭就业和卫生健康条件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但总体上看ꎬ 由于政府

财源条件的制约ꎬ 这些项目的支出水平难以提高ꎮ 在 ２０２０ 年疫情期间ꎬ 应急

性的现金和食物转移支付计划覆盖到拉美地区接近一半的人口ꎬ 但在许多国

家这些项目的待遇支付还相对较低ꎬ 大部分国家的待遇标准还达不到赤贫线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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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见图 ７)ꎬ 难以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ꎮ

图 ７　 ２０２０ 年拉美各国现金和实物转移支付计划的相对待遇水平 (待遇水平 /赤贫线)
资料来源: ＥＣＬＡＣ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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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２０２０ 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在拉美已演变成一场综合性危机ꎮ 在经济增长经

历百年来的最大跌幅后ꎬ 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矛盾: 社会总体贫困率退回

１５ 年前的水平ꎬ 收入不平等情况重新反弹ꎬ 新中产阶层陷入贫困ꎮ 回顾历史ꎬ
拉美发展不断陷入增长与倒退的周期性轮回ꎬ 而 ２０２０ 年的这次疫情影响尤为

深刻ꎬ 再次印证了拉美经济社会治理的脆弱性ꎮ 长期以来拉美地区并没有建

立起可持续的发展机制ꎬ 政治上的不稳定、 经济产业结构的失衡以及社会政策

缺失等问题ꎬ 使该地区在面临重大危机时难以有效应对ꎮ
本文重点分析了疫情对拉美社会贫困形势和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冲击ꎬ 这

些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疫情暴发ꎬ 内因则源于该地区长期积累的结构性

矛盾无法有效解决ꎮ 从不平等因素看ꎬ 在 ２１ 世纪的头 １５ 年中拉美处于 “增
长性收入分配改善” 的发展阶段ꎮ 但如上文所述ꎬ 这种收入分配上的改观并

没有改变财富和社会资源向顶尖阶层不断集中的趋势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拉美社

会发展陷入新一轮停滞期ꎬ ２０２０ 年的疫情使其雪上加霜ꎬ 为拉美未来的恢复

性增长蒙上阴影ꎮ 向前看ꎬ 应对疫情危机需要结合环境、 健康、 经济和社会

政策等方面的综合性措施ꎬ 这些都对拉美国家提升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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