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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危机下的中国社会政策走向论坛综述 

     2009-09-09 09:28:17
 

2009年7月21日上午八点半至下午十七点，全球危机下的中国社会政策走向论坛在陕

西宾馆12号第二会议室召开。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春光与

河北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周伟文共同主持。参加论坛的代表共计30余人，

提交论文及摘要30篇，先后有21位代表在论坛发言。论坛共分四个单元，上午、下午各

两个单元： 

 

第一单元：社会政策总论，共有五人发言 

首先，河北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周伟文研究院做了题为“全球危机下以家庭

为视角的社会政策选择”的发言。她在发言中分析了经济危机对家庭可能产生的影响及

中国脆弱家庭面临的困境及社会政策支持需要，并指出了未来中国家庭视角中的社会政

策走向及革新。 

其次，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李永君副主任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使

隐藏性社会矛盾开始显现。好的社会政策应该能够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增进

社会和谐。接着，他就近年来河北省的相关社会政策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接着，北京工业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副教授胡建国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危机下

的中国社会政策构建”。他提出，中国目前应对金融危机的路径，仍然沿袭强启内需道

路，这样是危险的。因此，需要进行社会政策再造，解决市场与社会“脱嵌”与“嵌入”问

题。 

第四个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王春光研究员，他发言的题目是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结构转型”。他认为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

通过社会政策的创新和发展以促进社会结构的转型和重塑，可以有效地矫正现行的经济

刺激政策和做法。 

第五个发言的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研研究院樊雅丽，她的发言题

目是“生态福利的引入与社会政策生态化的发展趋向”。她认为生态环境危机给人类的

健康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因此社会政策研究应该把社会福利引入生态化的社会建设中。 

最后，胡建国副教授对本单元的发言进行了点评。 

第二单元：社会保障与就业，共有七人发言 

首先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宓小雄，他发言的题目是

“土地换保障——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必由之路”。他从土地换保障的迫切性、现实性以

及制度依据等方面，论证了土地换保障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由之路。 

    接着发言的是河北省财政研究所胡德仁博士，发言题目是“地区间农村小学教育均等

化的财政转移支付”。他认为根据财政能力和财政需要，综合确定转移支付额是转移支

付的最好的模式。同时，他介绍了基于财政投入能力和需求和社会公平的视角建立的财

政转移支付模型。 

    第三个发言的是山东财政学院财税研究所武普照教授，他发言题目是“中国社保基金

投资方式选择研究”。他指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社保基金实现保值增值，成为一项



 

迫在眉睫的任务。接着分析了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组合现状以及投资方式存在的问题，在

此基础上阐述了金融危机下的社保基金投资组合的路径。 

第四个发言的是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梁幸枝，发言题目是“准公共产

品价格改革：城镇居民消费力的助推器”。她在发言中指出，准公共产品支出渐渐成为

城镇居民生活的主要负担，制约着城镇居民消费力的提升，提出准公共产品价格改革必

须以民众消费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方可实现“保增长、扩内需”和改善民生的最终目

标。 

第五个发言的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车同侠，发言题目是

“全球危机背景下对中国就业政策变迁的透视和未来走向分析”。她在分析了中国经济

发展历史阶段和中国经济制度创新演变的基础上，透视了我国就业政策的变迁，分析了

未来中国就业制度和政策的走向。 

第六个发言人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研究员颜晓萍，她发言的题目是“金

融危机背景下小额信贷政策促进创业的作用研究”。她在发言中指出小额信贷政策目的

是为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个人创业提供资金支持，可以促进个人创业和解决中小企业资金

困难，但需要尽量避免贷款产生的风险。 

第七个发言人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政策系陈友华教授，发言题目是“独

生子女政策风险研究”。他提出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结构性缺陷与系统性风险。从风险规

避角度考虑，允许一对夫妇至少生育两个孩子是规避独生子女风险的政策选择。 

本单元由周伟文研究员进行点评。 

 

第三单元：慈善与农民问题研究，本单元共有五人发言 

首先，由浙江省瑞安市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郑超豪发言，题目为“人人可慈善，慈

善需人人——公民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与思考”。他介绍了由他带动发展起来的五个基

金的发展过程及运作情况，认为农村慈善工作的天地非常宽阔，但一要有热心，二要自

己有实力，三要有公信力。 

   其次，福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甘满堂发言，发言题目是“‘融合’政策背景下的

‘隔离’ 

——当前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学模式存在的问题探讨”。 他认为，当前国家关于

外来工子女教育政策总体政策取向是融合，但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隔

离”。这种“隔离”严重影响外来工子女教育质量，阻碍其通过读书来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

性。 

   再次，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助理研究员侯建华发言，她发言题目是“金融危

机对中国农民工的影响及其政策调整趋向”。她着重指出农民工相关社会政策的重点应

该放在进城后的融合方面，包括促进农民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教育、农民工社会保障等

六个方面。 

第四，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菁菁发言，题目是“金融危

机下的社会心态变化特征及应对策略研究”。朱菁菁介绍了她们课题组的初步研究成

果。她们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河北省公民对金融危机的社会认知和应对行为

进行了研究，基本结论是被访者认为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的冲击不是很大。 

第五，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振刚发言，发言题目是，

“组织合法性的二维析：农民合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以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为

例”。他通过对永济市农民协会的案例分析，利用合法性的概念对自发型农民合作组织

的生存策略进行了分析，并就农民合作组织类型选择进行了探讨。 

甘满堂副教授对本单元的发言进行了点评。 

 



 

第四单元：其他社会政策相关研究，本单元共有四人发言 

第一个发言人是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讲师刘中起，发言题目是“金融危机背

景下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应对”。他指出，目前突发性群体事件数量迅速增长，已成为影

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要有效地化解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就要建立包括诉求表达机

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解机制、督察督办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在内的科学合理的防

控机制。 

第二个发言人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副研究员贺银凤，发言题目是“从公

共危机应对看中国应急救助机制的演变与完善”。她着重梳理了建国60年来我国应急救

助体制和政策的演变过程及未来发展趋势。 

第三个发言人是河北人口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玫，发言题目是“金融危机下河北省环

境政策趋势分析研究”。她从五个方面对河北省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所采取的环境政策进

行了分析，并就未来河北省环境政策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第四个发言人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佳卉，发言题目是“资产不平等—

—住房两极分化现象的新解”。她在发言中主要指出了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从住房福利

化分配到货币化分配的转变，使得住房以家庭财产的形式在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中分

配。这种分配方式的结果是，形成了日益严峻的住房两极分化现象。她从资产不平等的

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本单元由宓小雄副研究员进行点评。 

 

最后，王春光研究员进行了总结发言： 

一天的论坛，参会代表都非常得投入。尽管，相对于其他论坛，本论坛人数较少，

但是大家能够近距离接触，充分交流。本次论坛准备比较匆忙，但是内容非常丰富，不

足之处就是讨论时间相对较少，下次再办论坛要注意增加讨论时间。在论坛上，大家提

出了很好的观点和看法，例如提出生态福利的概念，从住房分化切入来研究资产不平等

现象等等。  

通过此次论坛，我们也有很多的体会与收获： 

首先，社会政策研究要拓宽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国内最初的社会政策研究主要集中

在最低生活保障，非政府组织等领域。目前来看，社会政策研究不仅仅要研究解决温饱

生存问题，还有研究解决社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问题，它兼

具多样的功能。因此，社会政策研究的领域可以很宽，可以从财政体制，就业、住房、

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多个角度切入。 

其次，从本次论坛的论文来看，一些文章中提出了比较有新意的观点及对策建议，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拓展。例如，生态福利的概念很有新意，但需要在理论和实证方

面研究拓展。 

再次，社会政策研究还需要理论上的提升。社会学界总觉得社会政策研究没有理

论，实际上并非如此。比如社会阶层理论、社会公正理论、社会流动理论等等，将这些

理论与社会政策结合，进行深入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有更深的理论

基础，需要拓宽研究视野，这样才能提出有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 

社会政策研究室开放性的，需要吸纳各方面的人才，需要来自不同部门的人的参

与。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与河北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共同主

办，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未来，希望能建立由来自大学、专门研究机构、政策制定部

门的同志共同参与的研究网络，定期交流。此次论坛只是一个开头，为下一步更紧密合



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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