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公 平 社 会”建设刍议 

文/汪建强 

   “公平社会”一词近年来频频出现于英国政府的文件报告及媒体宣传当中，已日渐成为政府
的重大政策取向之一，对英国社会的影响逐渐加深。它最早的渊源是始于布莱尔政府对撒切尔改革
负面效应的反思。撒切尔改革虽然使英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摆脱了“英国病”的阴
影，改变了国家的经济面貌，但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失业者和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利
益得不到保障、个人主义与拜金主义弥漫等诸多社会问题，有学者直接就用“分裂”来形容当时的
英国社会。布莱尔政府自1997年上台后，逐步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治理这些问题，修补政府政策的片
面与不足。世纪之交时，即有促进“友好社会”建设的一些措施出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稳定发展
与一些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政府逐渐提高了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视程度，加大了建设“公平社
会”的政策力度。正如布莱尔所言：“要将权力、财富和机会放到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手里”，
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同样提出：“社会的公平正义应当成为政府行动必须考虑的永恒的优先因
素”。 
   英国的“公平社会”建设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蓝本，计划项目措施处于逐年的变动之中，
大部分措施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改进有关，其他也涉及经济建设、政府的财税政策等。它们的总
目标在于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使所有人都能贡献于并受益于国家的繁荣，使所有人都能有发
挥自身潜力、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近两年以来，政府为此采取了下列主要措施以推进这一构想的
实现。 
   首先是增加对儿童特别是贫困家庭儿童的福利。1997年时英国儿童的相对贫困率高达33%，
居欧盟各国之首，布莱尔政府认为这是英国最严重的社会不公，只有消除儿童贫困，才能保证他们
健康成长，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也才更有可能把握住平等的竞争机会，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
将是难以估量的。因此，增加对贫困儿童的福利投资成为了建设“公平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具
体措施有提高对各种儿童福利的投资额度，每年的提高额至少要与当年社会平均工资的涨幅一致，
并一直保持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加大对全国性的儿童信托基金的投入，以使在该基金下的所有七
岁及以下儿童可获得每月250镑的补贴，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可获得500镑；通过税收及社会保障费
用缴纳上的优惠政策来鼓励企业多雇佣、多帮助有儿童需要照料的父母，两方面合计的豁免额最高
可达每周55镑，对那些在工作场所同时修建儿童照料设施的企业或机构，政府将给予直接的资金支
持；对困难家庭的儿童设立专门的资金帮扶计划，并对其父母的工资收入给予所得税上的照顾。通
过这些措施，英国的儿童贫困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贫困儿童的人数已比1997年时减少了
200万，相对贫困率下降了10%，成为了欧盟主要国家中改善儿童贫困问题效果最为显著的国家。在
此基础上，政府又做出承诺，到2010/11年度将把现有的贫困儿童人数减少一半，到2020年彻底根
除英国的贫困儿童问题。 
   加大对青少年接受教育与培训的支持力度是“公平社会”建设的又一重要方面。对19至25岁
青年的培训就业政府通过“青年新政”计划等予以帮助，25岁以上者也有“25岁新政”计划等对
应，“公平社会”主要是面向15至19岁的青少年群体。据统计，英国每年都有约15万左右的16、17
岁青少年处于既没接受教育与培训、也没进行工作的闲散状态，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贫困阶层和贫困
地区，构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对此政府采取了若干应对措施，包括积极酝酿针对他们的单
独财政支持计划，以鼓励、帮助他们参与且能够参与教育和技能培训，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管理程
序，积极适应他们的不同需求；将原先只适用于儿童的一些福利照顾延伸到这一群体，主要是津贴
的发放及对他们父母工作的照顾，但最长期限止于他们年满20岁；与此对应的便是政府加大了对教
育的投入，自1999年至今，政府的教育支出年均增长达6%，是仅次于医疗保障的第二大公共支出，
同时相继启动专门针对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和贫困地区的青少年的“行动协议”及“行动补助”计
划，由政府每年出资一亿镑帮助他们寻找、参加一定的技能培训课程，协助他们到社区去做一些志
愿者的工作，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雇佣价值。通过这些措施，政府希望到2015年时将接受学校教
育和技能培训的17岁左右青少年的比例从目前的75%提高到至少90%，有效地改善贫困青少年的发展
问题。 
   对老年人与残疾人的照顾也是“公平社会”的一个重要项目。截止2005年底，英国共有60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1260万，残疾人超过900万，这些人群的生活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进
步，是体现社会公平性的重要元素。对此政府采取了如下措施：提高国家基本养老金的待遇水平，
将其与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挂钩，自2006年4月起，单身退休者每月的国家基本退休金升至84.25



 

镑，一对退休夫妇的基本退休金升至134.75镑，比原来水平上涨了2.5%；将每位60岁及以上老年人
的冬季取暖补贴提高到200镑，80岁及以上为300镑；所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眼部疾病诊断和检验
均实行免费；重点关注那些贫困的老年人，专门针对他们启动了养老金收入抵免政策，对他们的企
业年金、私人养老金等收入予以所得税减免倾斜，共使270多万人由此获益，另一项保障政策是最
低收入保证计划，政府出资补贴那些养老金收入达不到国家最低生活标准的老年人，共使50多万人
受益；对那些老有所为者，政府也通过免除收入税的方式予以支持，计划于06/07年度取消65岁及
以上退休者缴纳的收入税，这意味着英国45%的退休者将无需再为自己的收入交税。经过这些措
施，英国的老年贫困问题有了明显改善，超过210万的老年人脱离了相对的低收入贫困，50万人脱
离了绝对的低收入贫困，退休者的生活贫困风险率从1990年的40%降至2006年的16%，这是自1960年
以来退休者作为一个人群整体的贫困可能发生率首次降到了总人口平均水平以下。对残疾人权益的
保护政府也非常重视，2000年时便设立了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努力为残疾人以平等公民身份融入社
会创造条件；2005年扩充了反歧视残疾人法，使所有公共服务机构组织都负有保证残疾人机会公平
的法定责任；制定“残疾人新政”计划，大力扶持残疾人的就业；2005年和2006年相继以政府报告
和绿皮书的形式为残疾人的生存发展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制定出未来20年的发展策略，包括自
2006年4月起所有残疾人和年满60岁的老人均可免费乘坐非高峰时段的短途公交车出行，2008年4月
起可免费乘坐非高峰时段的长途公交车出行。 
“公平社会”第四个方面是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使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公平合理的高水平社会服
务。在医疗卫生领域，自2006年2月起国家公共健康部启动了国民医疗体系良好公民责任建设计
划，鼓励引导各医疗机构积极履行自身的社会公民责任，为社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为
解决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医疗不公现象，政府加大了对欠发达地区医疗机构及主要为贫困阶层提供服
务的医疗机构的投入力度，要求大型医疗机构也需深入社区开展健康服务活动，对各阶层、各种族
民众都一视同仁，保证所有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医疗机构的各项改革均需以保证患者的健康权
为前提。在教育领域，政府逐渐加大对教育的干预，着力解决因贫困、社会地位、种族等原因造成
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明显倾向于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措施，尽可能为
每个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2004/05年度英国的教育支出达630亿镑，占到了GDP的5.4%，教育
的质量与基础设施都普遍得到提高。加强对各类犯罪活动的查处与打击，重点加强社区警力的建
设，2006年度财政预算多追加了一亿镑用以全国社区警察的招募与训练，力求使全国每个社区均有
足够的警力配备。 
   “公平社会”最后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完善政府的税收制度，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
形势，使之“现代化”，保证所有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合理，推动政府宏观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主
要措施包括自2006年4月起，消费税最低税率升至25%，并扩大征收消费税的商品品种；逐步提高征
收遗产税的门槛，07/08年度为30万镑，08/09年度为31.2万镑，09/10年度为32.5万镑；为减轻低
收入人群和首次购房者的压力，2005年政府将住宅购置税的起征点提高了一倍，达到12万镑，2006
年3月又提高到12.5万镑，这将使超过45%的购房者以及超过50%的首次购房者不用再支付住宅购置
税；提高烟草、酒类的税率以抑制这类消费，自2006年3月起，烟草和酒类的税率将与通货膨胀率
挂钩、同步上涨，由此市场上每包香烟的售价提高了9便士，一品脱啤酒售价提高了1便士，标准75
毫升瓶装酒售价上涨4便士；严厉打击各种税务违法活动，如偷漏税及骗税造假行为，加强官方机
构与民间组织团体的联系和合作，共同维护国家税制的尊严与公平。 
   除了上述五个主要方面外，“公平社会”还包括应对全球贫困现象等方面的措施，并同样处
于不断的深化发展中。所有这些措施都为英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收益：不仅在经济上使英国
成为了主要西方国家中增长最为稳定的国家，而且使社会的不公平、不稳定现象得到了较好遏制，
社会的安全性增强。因此，尽管工党执政者在伊拉克问题上受到很多责难，但仍于2005年赢得大
选，究其原因，正是其推行的兼顾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与创
新，对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谐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虽然贫困问题、社会不公
平现象等依然存在于英国社会中，但在日益注重公平与融合的社会氛围中、在政府的有力促进下、
在公众的认可与积极支持下，这些问题已经并将继续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缓解。英国政府走出的这么
一条总体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政府执政道路，既符合本国国情、对其现代化发展助力颇多，
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作者单位：山东工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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