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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也是“生产性要素” 
20080723 | 访问次数: | 编辑：enablesite | 【大 中 小】  

   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政策的认识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它是经济发展的负担，不利于企业的竞争。其实，社会政策也

是一种生产性要素。 

  这里的“生产性要素”被国际劳工组织就业和社会政策委员会理解为“特别通过提高每个工人或每个工作小时的产出

水平(即‘劳动生产率’) ，持续地提高经济产出总水平的一种力量”。社会政策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政府财政支出，更不

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负担或束缚因素，而是发展生产、经济增长或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促进因素。国外一些有识之士早已

认识到社会政策的生产性作用。1996年，时任欧洲委员会主席的雅克·桑特在第一届“欧盟社会政策论坛”的报告中就提

到了“就业和社会问题作为生产性要素”的观点。他认为“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但是，反过来讲，没

有社会政策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经济的繁荣。” 

  良好的社会政策一方面通过保证所有人的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安全，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来增强社会的稳定，推

进社会公正和聚合，营造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所必需的有利环境；另一方面它通过发展和释放人力潜能，降低社会工作风

险，可直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社会政策是生产性要素的观点也得到了有关经济理论的支持。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从长远角度看，每个工人的

产出(生产率)是由资本投资率和劳动效率，即工人使用资本的技能所确定的。资本投资的目的就是将资本存量保持在“技

术前沿”水平。对人的投资旨在维持有效操作资本存量所需的劳动队伍技能。只有实物资本和人力技能的同时投资才能使

收入最大化。 

  树立社会政策是生产性要素的观念，有助于澄清前面提到的人们对社会政策的错误认识。研究表明：在贫穷国家，经

济增长发展迟缓，不平等程度高，而富裕国家经济发展快，大多数国家不平等程度较低。这暗示如果政策不保证收入分配

上的平等，不平等可能降低经济增长水平，从而进一步影响贫困水平。由此可见，平等不一定与效率相矛盾，良好的宏观

经济和社会政策设计可增加经济增长，促进更大的平等，进而减少贫困。 

  (作者单位分别为河北经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作者：王凤鸣谢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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