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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社会保障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论文网 

 正    文：

    摘要：分别从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变迁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安全阀机制——社会保障先天不足的成固。

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缓慢、精英群体的责任缺夹、政府自主性的降低、国民心理预防能力的下降等等因素是社

保障瓶颈的重要致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社会保障作为国家一项基本制度安排从来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忽视。而正如智利的社会保险

年代军人执政的背景下出现，美国迄今仍有3000多万人缺乏必要的医疗保障一样，任何脱离本国

会保障的制度安排都是非理性、非实证的。 

  自从米歇尔（福柯）作为后现代思想家首次提出“断裂”观念至今，断裂时代成为论证我国当

最常用词。断裂的真正含义是，社会制度框架已经不能容纳这些破碎的部分，没有办法把它们连为

时代背景下，作者企图运用社会资源变迁作为分析手段来揭示分裂时代下社会保障制度发生危机的致因，

决对策。 

  一、社会资源变迁及社会保障瓶颈的成因分析 

  根据孙立平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演变新趋势的划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应是一个界值，中

这一时点前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改革伊始至90年代中期，社会资源由国家计划控制的极度“匮

的改革状态，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普惠”效应，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弱势群体在改革中受益，社

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乡镇，联产承包责任制增加了农民收入，乡镇企业消化了大量剩余

在城市，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被吸纳入个体经营的圈子，经济收入的提高部分弥补了身

而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转轨所需要的消化成本日益显性化且分担

中间层被分化的两极严重抽离，大量的贫弱人群成为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并游离于体制之外，相应

缺位，进而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全方位断裂。以社会资源的变迁考量这种变化，无疑是最为有效的

  （一）社会资源变迁 

  具体表现在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等等的重新配置上。 

  1.经济资源重新积聚。2000年至今，在世界经济普遍走低的背景下，我国却维持了8％的经济

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在吸纳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拥有了经济资源的绝对优势。胡鞍钢教授指出，上海、

开放城市占有了我国近 80％的经济资源，而其中不足10％的富裕群体拥有50％的储蓄和现金。然而，

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社会公平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得以体现，相反，宏观繁荣与微观不景气

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资源积聚的速度与规模效应越明显，贫富差距越明显。胡鞍钢教授分析说，近十年

长了十倍。然而，高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却愈来愈大，1996年城镇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困难户

距为4.1倍，到2000年扩大为5.7倍，前者增加了4140.1元，后者仅增加了107.9元，前者为后者的

（福布斯）排名显示：在2000年，中国最富有的前50名富豪的财富之和为100亿美元。而另外一

是：2000年度，陕西、宁夏、青海、云南、甘肃、贵州六省区的年纯收人为1464元。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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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豪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

  第二，贫富差距现象中，最恶劣的一种结果出现，即被抛人底层的是大多数社会成员，作为

应为数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难以发育。首先，在城市，失业者和隐性失业者已经越来越引人注目。改革以前，

工无疑是当时中国社会数量最为庞大的典型中等收入群体。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资源的重新

成本所消化的隐性失业人员显性化，丧失了以前赖以生存的稳定经济资源，从而沦为城市社会的底

中游离出来并且不被城市所吸纳的人员也被纳人这个群体。其次，在农村和小城镇，曾一度被视为

镇企业纷纷落马。劳动力资源被城市经济资源积聚的吸引力拉出本地区，形成了这部分地区的“

意义上使这部分地区成为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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