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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社会福利论坛”综述 

高和荣     2009-09-15 16:49:38 
 

 

2009年8月28日至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主办的“社会福利论坛”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来自全国社会福利理论研究和实务管理等领域

的专家学者，从中国特色社会福利理论主题和福利模式、社会福利价值取向与发展轨迹

以及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探索等方面回顾和总结了建国60年来的实践经验，研讨当前

中国社会福利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展望今后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应邀出席并做了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家福等六位

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出席了研讨会，学部委员景天魁做了主题报告。中央各部委、

各有关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0多位领导、专家学者做了大会发言。论坛展示了近年来中国

社会福利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 

 

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 

“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是本次论坛的主题。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

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之后，中央和地方明显加快了社会福利建设步伐，为我们建设

福利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景天魁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不是人们的

主观选择，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20世纪40年代以来，

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快速发展，到本世纪初，世界上已有172个国家或地区不同程度地建立

了社会福利制度。今后几十年，我们只有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切实解决业已存在的

不合理的财富结构、利益结构以及阶层结构，带领人民过上富裕、公平、和谐的生活，

才能进一步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当前，建设中国特

色福利社会将有利于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实现经

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认为，迈向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福利社会应该成为我们的社会建设目标，共产党也有能力把人民带到福利社会中

去。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宝库认为，要充分考虑到我国

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超过1.6亿、而99%的老年人只能在自己的家中渡过晚年这样一

个现实，努力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加快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建设。 

 

中国福利社会模式选择 

选择符合中国国情、可持续发展的福利社会模式是建设中国福利社会的关键。景天

魁认为，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照搬西方那种机制不灵活、过于刚性、缺乏柔性调节机制

的福利国家模式，而应当立足于中国经验，建立一种“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

续”的底线公平福利社会模式，回答发达国家未曾很好地回答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

关系问题，把无差别公平与有差别公平结合起来。他认为，底线公平的福利模式区分了

基础部分和非基础部分，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限制了福利刚性，增加了柔性调节

机制，从而能够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福利，最大限度地防止福利依赖，实现经济发

展和社会公平的平衡。中国人民大学洪大用教授认为，底线公平福利模式尤其强调应当



 

优先提供与个人基本权利相关的福利，与个人人力资本提升相关的福利，优先提供集体

共享的福利。这样的模式可以理解为“以社会救助为基础，保基本、广覆盖，兼顾发展

性和积极性的福利体系”。 

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应当坚持适度普惠型模式，从众多

福利项目中挑选出若干个民众最需要的项目加以实施。这种适度普惠福利社会不是选择

性而是制度性安排。为此，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王振耀司长认为“适应中

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福利制度”是中国福利社会模式的现实选择，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把

中国建成福利社会。南开大学关信平教授则认为，中国福利社会就是坚持国家负责为民

众提供福利，根据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现实与未来发展的需要，对传统福利国家

理论进行修正与发展，以社会公平为基础、国家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福利机制与市

场机制相结合的新福利国家模式。中国人民大学李迎生教授强调，中国福利社会的模式

构建必须处理好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熊必俊、吕学静教授则分别结合瑞典、

日本等国家的老年福利政策以及残疾人福利政策实施情况提出了中国福利社会模式的路

径选择。 

 

按照底线公平理论构建福利社会 

底线公平理论是基于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发展理论、制度理论、机制理论，它按

照“弱者优先、政府首责、社会补偿和持久效益”原则建立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具有

“刚柔相济、保底不保顶”的特点。景天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

福利的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增强社会认同、实现共同富裕。而一般公平、抽象平

等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底线公平要比一般公平更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公平。它不是只

要低水平的公平，而是要探讨怎样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公平，努力找到公平和发展

之间的平衡点。浙江大学教授林卡认为，按照底线公平构建福利社会能够有助于推进我

国社会再分配机制的形成，促进社会公正，使得人民群众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提

高全民福利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杨团研究员认为，底线公平理论可以成为“聚焦

于民生”的中国社会政策学基本原理，“底线”的设置标准、执行方式以及实施机制构

成了中国社会政策学的重要内容。这里的“底线”就不是水平上亦或程度上的高低，而

是政府责任的界限与范围。在她看来，中国应该以底线公平原则为突破口，大力推动国

家底线工程的设计与实施，使政府能量在促进政府转型中正向释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研究员认为，在养老保障领域，要能够对所有参保人员建立

一个全国大致相同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当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能够获得一个替代率大

致平衡、总体水平达到基本生活保障线之上的基本养老金。国家行政学院丁元竹教授认

为，建设福利社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金融危机下的福利社会建设 

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人们去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健康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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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金融危机下如何建设福利社会成为本次研讨会的热点之一。中国社科院拉美

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回顾了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认为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社

会福利制度的产生实际上是经济危机的产物。1973年以前，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与经济

危机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以后，英美等国进行了缩减福利的制度改革。但

是，此次金融危机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增加福利制度的供给，扩大社会福利

制度的覆盖对象与覆盖范围，健全贫困救助制度以及儿童救助制度，以便使福利的支出

 



更具有生产性。就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

次，加大社会救助比例，确立底线公平福利社会模式，这是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的理性选择。 

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实运用大量调研数据研究了城市低保制度与调节收

入分配、解决贫困问题的关系。他认为，现行的低保制度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作

用不是十分明显。要想通过低保制度的实施缩小收入差距，就需要提高低保线，

改进低保运作方式。这样，可以降低金融危机对这些特殊群体的消极影响。 

 

为建设福利社会奠定科学基础 

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同样需要加强学科建设，探讨福利社会所涉及到的基础问

题。为此，景天魁认为，要着重研究十个方面的问题：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福利支出

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社会福利责任结构，社会福利需求结构，社会福利供给结构，社会

福利分配原则，社会福利分配比例，社会福利需求和供给的均衡机制，社会福利需求的

调节机制以及社会福利的社会效应等。杨团认为，以社会福利为核心的民生问题是中国

社会政策学的焦点，以底线公平理论为基础可以构建一套社会政策学知识体系，推动政

府实施改善民众福利的底线政策，推动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使之成为政府转型的社会能

量，并由此开启建立中国社会政策学理论体系的大门。为此，南开大学彭华民教授提出

在中国社会福利转型时期，民政部门要进行战略地位调整，建议将民政部改为社会福利

事业部，从政府部门设计和功能发挥上理顺关系，确立社会福利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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