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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万“在职贫困人口”

在劳动力市场上，美国各类人群的经济状况差异
很大，按不同口径划分存在不同类别的贫困人口。其
中，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作了27周或更长时间的“在
职贫困人口”尤为引人关注。他们虽然有收入，收入水
平却低于官方确定的贫困线。

美国人口普查局 2023 年 11 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2021 年美国有 3790 万人收入水平处于贫困线以
下。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进一步显示，2021年有640
万人属于“在职贫困人口”，不同类型的人群贫困状况
有所差异。

其一，以性别来看，女性中“在职贫困人口”的比例
为4.5%，高于男性的3.7%。

其二，以种族来看，少数族裔更容易陷入“在职贫
困”。其中，西班牙裔或拉美裔比例为 7.3%，黑人或非
洲裔美国人为6.4%，均高于白人的3.6%。亚裔“在职贫
困人口”比例较低，为2.7%。

其三，在受教育程度低于高中水平的人群中，有
12.7%属于“在职贫困人口”，而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
人群中，这一比例仅为1.3%。

其四，服务业人员更有可能成为“在职贫困人
口”。2021 年，服务业从业者中有 8.4%被归为此类，数
量约200万，约占所有“在职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相
比之下，从事管理、专业技术和相关职业的人更不容易
陷入贫困。2021年，这一群体中只有1.4%的人属于“在
职贫困人口”。

此外，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兼职工作者相较于全
职工作者更容易陷入贫困，但依然有很多全职工人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

薪资水平低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时薪标准最低的国家之一。联
邦最低时薪标准自2009年以来一直停留在7.25美元的
低水平，多年来未根据通货膨胀情况作出调整——受
通胀影响，1979 年以来美国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是持
续下降的。即使在收入最高的州，最低时薪标准也仅
为 15美元，该标准甚至难以让劳动者负担起一居室住
房的费用。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 2022年 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
显示，在美国零工阶层，有 14%的人收入低于联邦最低
时薪标准7.25美元，有30%的人通过领取政府发放的食
品券维持生活。

依靠小费生活的人也有可能陷入贫困。美国联邦
政府为有小费收入的工作者制定的最低时薪标准为2.13
美元。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执行该标准的州中，
超过14%的收小费工作者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以下。

2023年10月20日，联合国贫困问题特别报告员向
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美国“在职贫困人口”情况报
告，详细描述了美国低薪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随
后，该特别报告员公布了他发给亚马逊、沃尔玛和外卖
送餐平台DoorDash等美国大公司的信函，指责这些公
司是导致美国“在职贫困”问题的直接原因。该特别报
告员还向美国劳工部发送了一封信函，指责美国政府
未能充分保护工人，美国的法律和政策存在漏洞。

该特别报告员在上述信函中指控这些公司未能为
工人支付足以维持生计的薪资和福利。以DoorDash为
例，作为一个增长速度惊人的平台型企业，该公司就业
人员流动性极大但薪资水平低且福利微薄，这也是同
类公司存在的普遍问题。

该特别报告员还指出，虽然亚马逊员工的最低时
薪达到了15美元，高于联邦政府制定的最低时薪标准，
但该公司工作环境恶劣，员工工伤率极高，这使员工实
际可支配收入减少。尤其是在亚马逊仓库工作的工
人，因公严重受伤的概率是同业的2倍。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城市经济发展中心2023

年 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工作造成了持续疼
痛和疲劳，有三分之二的受访亚马逊仓库工人会被迫
无薪休假，34%的人无薪休假次数达到了三次甚至更
多。该中心主任贝丝·古特利乌斯指责“亚马逊（给员
工造成）的伤害和疼痛比以前所知的要普遍得多”。

非法剥削猖獗

联合国贫困问题特别报告员在致美国大公司的信
中指出，这些公司通过多种非法手段剥削员工，包括雇
用大量参与美国联邦营养援助计划（SNAP）的贫困人
员以压减他们的工资等。

以亚马逊和沃尔玛为例，这两家公司雇用了大量
靠SNAP获得食品的美国穷人，因为这些人已经有了一
定的生活保障，所以公司为他们支付的薪酬很低。
SNAP 是联邦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项目。这意味
着，这些税款变相成为亚马逊等大公司的补贴。

相关统计显示，在亚利桑那州，每 3名亚马逊员工
中就有 1名参与 SNAP。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
每 10 名亚马逊员工中就有 1 名参与 SNAP。每年有约
1500亿美元用于 SNAP等联邦福利项目的税款最终成
为亚马逊、沃尔玛和麦当劳等美国大公司的利润。

不满于这种侵犯员工正当权益的行为，美国左翼
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于2018年发起一项名为“阻
止（亚马逊CEO）贝索斯”的法案，要求对雇用SNAP受
益者的公司加征税款，同时要求相关公司为员工支付
足够维持生活的工资。比如，假如亚马逊某员工通过
SNAP领取了 300美元救助款，那么亚马逊就须多支付
300美元税款。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修·德斯蒙德在其
2023年出版的一本讨论美国贫困问题的著作中指出了
美国社会对穷人无情剥削的现象。他写道，鉴于“剥
削”一词带有道德评判色彩，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社会
必然存在剥削现象，但在情感上又不愿承认这一事
实。然而，“剥削”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有着清晰的衡
量标准。比如，当工人工资低于其劳动所生产的价值
时，他们就在经历“劳工剥削”；当消费者为所购买的商
品支付了高于本身价值的价格时，他们就遭遇了“消费
者剥削”。

德斯蒙德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指出，
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之一。近
23%的美国工人从事低收入工作，这一比例在英国是
17%，在日本是11%，在意大利是5%。

社会福利跟不上

导致美国“在职贫困人口”等贫困群体越来越多的
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福利体系不完善。德斯蒙德在其
著作中指出，美国政府在扶贫方面并不吝惜支出，但收

效甚微，因为美国的福利体系漏洞百出。
德斯蒙德写道，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曾出台一

项主要为单亲家庭提供现金援助的福利项目。1996
年，克林顿政府进行福利改革，废止了上述项目并以

“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项目取而代之。根据规
定，美国各州对如何支配 TANF 资金拥有很大的自决
权，导致许多州的资金并未惠及真正有需求的人。

比如，亚利桑那州用这笔福利资金来支付禁欲性
教育，宾夕法尼亚州将资金用于帮助堕胎组织建立“危
机怀孕中心”，缅因州用这笔钱来支持基督教会举办的
夏令营……统计显示，2020 年美国政府为 TANF 项目
制定的预算中，美国贫困家庭直接获得的金额仅为
22%，这意味着政府拨给穷人的大量援助资金很少能真
正落到他们手中。

根深蒂固的歧视

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美国人常把“美国梦”
挂在嘴边，用这一“国家名片”来标榜美国社会所谓的
机会平等和民主自由。

“美国梦”的语境下暗含着一种社会共识，即只要努
力工作就会获得成功。反过来讲，美国人认为，没有成
功的人是因为没有努力工作。这种观点导致了美国社
会对穷人根深蒂固的歧视，致使社会对贫困人口缺乏关
注，政策照拂不够，“在职贫困人口”数量居高不下。

对穷人的歧视“深深扎根于这个国家的骨髓”。德
斯蒙德写道，18世纪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威廉·伯德曾
说，穷人“懒得让人无法忍受”，“除了生孩子，什么事都
懒惰”。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主张将“把时
间浪费在无聊放荡行为上的”流浪汉关进救济院。
2004年，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节目主持人比尔·奥赖利
谈到穷人时说：“他们不负责任，很懒惰，因为这就是贫
穷，女士们，先生们。”

“穷人不工作”是美国人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但
很多时候并不符合事实。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2016年
的一项调查，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穷人没
有稳定的工作，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领
取福利的人宁愿继续依靠政府救济，也不愿找一份谋
生的工作。事实上，当年大多数非残疾的工作适龄成
年人都是在职劳动力。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社会学副教授奥
弗·沙罗内201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人认为工人失
业是自身原因造成的，以色列人则认为原因在于招聘
制度不合理。沙罗内说：“当美国人看到一个裹着毯子
的无家可归者时，我们常常想知道他是如何失败的。
当法国人看到同一个人时，他们想知道国家是如何让
这个人失望的。”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许缘邓仙来

两名工人在美国纽约一家商店门口卸货（资料图片）。朱子于摄

美国有多少“穷忙族”
英文中有个词叫“workingpoor”，被翻译为“在

职穷人”或“穷忙族”，指的是一些人终日劳作，但其
工资水平却难以维持基本生计。

如今的美国，失业率按官方口径处于历史低
位，但“在职穷人”数量不少。究其原因，可以归纳
为，时薪标准低且长期不调整、雇主压降工资等剥
削行为猖獗、社会福利体系漏洞百出、歧视穷人观
念根深蒂固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在职贫困”问题十
分突出。 2021年美国有3790万人收入水平处于
贫困线以下，有640万人属于“在职贫困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