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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科学技术进步，最终要为绝大多数人而不是只为少数人增进福利。而以

往的各种经济的、技术的乃至社会的进步都未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目的。几百年来，资本

主义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物质财富，可是贫富差距的鸿沟却越来越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60多年来，世界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富国与穷国的对立却越来越严重；新

技术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全球化浪潮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可是财富却越来越向富裕

国家集中。凡此种种，证明人类尽管在如何创造财富方面表现得很聪明，但在如何分配

和享有财富方面却至今未能开辟出一条现实的合理途径。世界在走向富裕的同时，能不

能也走向公正？一个不公正的世界对大多数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到哪里去寻找发展和公

正的结合点？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更引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发达国家，但这一次却把全世界拖进了灾难之中。美国确是很富有，但它却是发达国家

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它拥有最多的富豪，但也有最多的贫困人口。美国人口普查局

有关收入、贫困率和医疗保险覆盖率的年度报告表明，2007年美国有约3730万人生活在

贫困之中，超过人口总数的12%。 美国农业部2007年11月发表的家庭食物安全报告称，

大约3550万美国人在食物方面缺乏保障。 其实，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社会危机，而社会

危机并非自今日始。还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做的一项研究就发现，美

国占人口总量1%的上层人口的净财富超过占总人口90%的下层人口的净财富！ 如所周

知，这次危机是由次贷危机引发的，有人就把原因归之为金融监管不力，可是，这么多

穷人买不起住房，贷款买房还不了贷，即使加强了金融监管，也难以消除其背后的原

因。 

 

更有甚者，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消费，还大举借债。华尔街上有一个显示美国国

债总额的时钟，2008年底美国欠的国债总额接近10.2万亿美元（10.2兆美元），平均每

个家庭分担的债务总额达到8.6万美元。作为世界巨富的美国，向全世界借债，那么世界

的情况又是怎样的？世界银行表示，2005年发展中国家有14亿人口日收入不足1.25美

元。此前，世界银行曾称2004年时有10亿人口生活在日收入1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世界

最富有的10%人口，控制着世界上85%的财富。由也许6000人、7000人或8000人组成的

“超级阶层”，拥有比地球上其他阶层大得多的权力。世界经济秩序如此不合理，难怪

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海啸顷刻间就能席卷全球。 

 

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在国内，有那么多人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住，那么多人根

本没有偿还银行贷款的能力；在国外，欠下2万多亿美元的国债，靠花世界人民的钱维持

国内的高消费。国内不公平和国际不公平所致的社会失衡达到如此程度，如果不闹危

机，那才是咄咄怪事。按照现有这条路，那个跑在最前头的国家，率先陷入了危机，说



 

明这条路有问题。那么多国家都跟着跑，它们注定也面临危险。危险在那里？危险不只

是危机本身，而是在陷入危机之前所确立的那套理念和目标、认可的世界经济结构和规

则。正是这些理念、目标、结构和规则，引导和制约着人们不论在经济、政治、技术等

方面怎么努力向前，都难以躲避危机，而且不论跑得快跑得慢，都在导致少数人、少数

国家越来越富，多数人、多数国家越来越穷，世界越来越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 

 

2009年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重塑危机后的世界”，世界各国不仅要

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摆脱历史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更要推动建立公正、公平、合

理、健康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找到符合全人类福祉的全球治理之道。把过去那种只有少

数人、少数国家才能享有的福利，变为所有人、所有国家都能享有的福利。所以，让人

类真正迈向普遍福利的时代，是摆脱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全

球治理之道的目的和方向。 

 

那么，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多，科学技术发展那么快，世界却没有变得更公平、更

合理呢？政治家们、经济学家们都从自己的视角去研究，而从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的角

度，有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必须回答的，社会学家、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专家也应该

发出自己的声音。 

 

正如研究金融危机，不能只就金融谈金融、就经济论经济一样，在社会学、社会福

利和社会政策研究中，尽管曾经对贫困、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问题做过大

量研究，但同样不能就贫困谈贫困、就福利论福利。我们的视野要更加开阔：不仅要了

解今天，还要了解昨天，了解历史；不仅要观察中国，还要观察世界。例如，所谓福利

国家的困境并不在于国内的财政困难，而在于越来越贫富悬殊的世界难以支持少数国家

的高福利、高消费。只有走向更加公正、公平、合理、健康的世界，才能真正从根本上

摆脱这场名为金融危机的信念危机、信心危机、结构危机和体制危机。 

 

所谓“福利国家”理论、“福利社会”理论、“福利资本主义理论”等等的最大局

限是：只以占世界人口零头的少数富国为关照范围和实践基础，它们的视野未能“普

遍”到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不发达国家，甚至未能顾及到富裕国家内部的广大贫困人

口。那样的“福利”其实另一面就是“失利”，就是贫困，就是灾祸，不是什么真正的

福利。“福利”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是普遍享有而非少数人独享的利益。所以，让人类

真正迈向普遍福利的时代，是社会学、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研究的崇高目的和历史使

命。 

 

所谓“普遍福利”，是一个“大福利”概念，它是面向所有社会成员的多方面福利

需求的，其中包括：就业保障、生活保障、安全保障、养老福利、健康福利、教育福

利、住房福利等。我们以往熟悉的是“小福利”即特殊群体享有的福利：老年人福利、

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妇女福利、贫困救助、优抚安置等。从特殊福利转变为普遍福

利，不仅概念不同，制度、机制和原则等等也不尽相同。例如，普遍福利并不否认差

别，不限于单向的惠予。特别是普遍福利和经济发展之间要保持协调、均衡的关系，普

遍福利不是经济发展的负担，而是保证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很显然，

这里有大量新问题需要给出科学的回答，而回答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学、社会福利和社会

政策研究义不容辞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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