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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社会保障制度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论文网 

 正    文：

    时至今日， 中国 社会 保障制度改革的整体倾向仍然是沿袭计划 经济 时代 所形成的城乡迥异且相互隔离的

“二元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践和 理论 研究 仍然未能突破城市和乡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设两个独立的小圈

子，这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大误区。  

    一、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的社会效应  

    1.消除城乡壁垒  

    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是消除中国社会城乡壁垒的突破点。  

    改革前中国 工业 化的积累主源始终没有转移到轻工业和基础工业上去，一直由农业和 农村 肩负这一重任。有

关研究表明，从1952年到1990年，中国农业通过税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储蓄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总量达

1 1594亿元，其中，通过税收方式提供1527.8亿元；通过“剪刀差”方式提供8707亿元；通过储蓄方式提供1359.2亿

元。1952年到1990年，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1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可见中国农民对

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的负担有多么沉重(冯海发，李薇，1993)。  

    以农业作为工业化长期积累主源的直接结果是，工业和城市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农业和农村的落后为代价

的，农业长时间地作为工业 发展 的积累主源造成了中国非均衡发展的城乡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二元结构的强度一般用农业和非农产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度量，按美国数量统计专家库茨涅兹的统计研究表

明，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4.09倍，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竟高达6.08倍，堪为世界之最。  

    为了保证城市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必然要阻止农民大量地流入城市，为此而制定出严格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和

城乡壁垒反过来又使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扩大则需要更严格的城乡壁垒。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使中国城乡

关系达到了一度“隔绝”的严重程度。  

    城乡壁垒严重地抑制了生产要素和社会产品的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由于城乡壁垒，劳动力、资

本、土地和技术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受限更大，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水平的

不统一限制了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现在，多种限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松动，但在总体上仍是 

“二元”的，是不公正的。  

    城乡壁垒也是使中国在三十年间多出生了一亿人口的重要原因。城市中生儿育女的高成本使城市生活对生育具有

强大的遏制功能。大量的人口被强行束缚在农村，遏制生育的功能当然无法发挥。正如美国的哈尔·约翰逊教授所

言，中国为城乡壁垒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此外，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缓慢也致使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城市的辐射功能发挥受到严重的限制，使

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从而又抑制了农村的发展，并因此形成恶性循环。  

    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是消除城乡壁垒的突破点。城乡壁垒存在的症结在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以及与这种

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食品供给、就业安置、住房福利分配、子女免费或低收费入学、医疗社会保障和其他的补贴、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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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养老制度。国家之所以不能搬掉这个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绊脚石”，可能是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的考虑：一是

一旦彻底取消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将意味着一大批农村的流动人口会涌入城市，这可能会给城市的公共设施、安全以

及就业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个理由也正是前几年关于民工潮 问题 的争论中反对农民进城打工一方的主要观点。事实

证明，在合理的疏导与管理下，各种麻烦和副作用远非想象的那么大，利弊之争已成 历史 ，千百万民工在城乡经济

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第二方面的考虑则是户籍制度取消后，涌入城市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怎么办? 谁来保障

已离开土地的农民在生命波折期的基本生活?政府应付城市职工年老、疾病、失业等基本生活保障尚力不从心、捉襟

见肘，又怎能顾及刚进城的农民?而进入城市的农民不能不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否则就会产生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社

会问题，比如贫民窟、犯罪、 教育 和卫生等等。可见，社会保障已成为攻克户籍制度的最主要障碍，打破城乡二元

社会保障结构、建立合理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机制已成为消除城乡壁垒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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