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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在统计学领域，近年来，指南中开始频繁出现社会保障方面的题目，如图5，2008-2010年期间，每年

都有2个（之前仅在2000年有1项，其他年份均为0），且一些题目是重复出现的，如“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研

究”这一题目分别在2008、2009年前后2年连续出现。这表明，随着社会保障改革的深入，国家开始重视社会保

障问题的定量研究，但每年获批的项目情况并不理想。据统计，2008-2010年期间，列入指南的课题数共有6项，

但最后仅有2项获批。这就要求学者们今后应加强对该领域的关注和研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国际上，关于社会保障的学科属性有争议，但在我国，是将其作为管理学学科

的一个分支的。然而，由于我国直到2010年在国家社科基金中才开始有管理学的分类，所以，尽管之前年份没有

统计，但仅在2010年1年，公布的课题指南就有7项，有14项获批，且获批的三项重点项目中有两项属于管理学学

科，这也充分体现出该学科的管理学背景。 

  三、项目类别的分布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的年度资助项目类别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自筹经费项目4类。那么，按获批

的资助项目的分布类别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项目集中度来看，获批的项目主要集中于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如图6所示，据统计，从1999-2010

年，获得资助的项目共计349项，其中，一般项目有225项，占将近2／3（约占64.47%），青年项目109项，接近1

／3（约占31.23%）。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点项目数一般较少，且自筹经费项目从2003年开始已经取

消。 

 

 

   第二，自2008年以来，青年项目开始逐年增多，而一般项目则基本保持稳定。如图7，在2007年以前，大多

数年份青年项目均在10项以下，只有2006年、2007年才达到10项左右，而自2008年以来，青年项目迅速增加。这

一变化并不意味着学者对社保课题关注度的降低，而主要是因为国家从2008年开始更加重视青年学者的课题申

报，加大了对青年项目的资助力度，项目资助比例由原来的10%增加到现在的1／4左右。此外，从研究主题来



看，对于当前新出现的研究主题，一般是青年项目居多，如慈善，8个获批项目中有5个属于青年项目，而对于持

续关注的领域，则一般项目居多，如医疗、养老保险、贫困、低保与社会救助等。 

 

 

  第三，近年来，社会保障领域的重点项目有开始增多的趋势。研究发现，该领域的重点项目呈现阶段性高潮

的发展态势。如，从1999年至今，第一次高潮出现2001、2002年前后，如图8所示，当时每年各有2个重点项目获

批，而此后2003-2006年该领域都没有获批的重点项目；直到2007年才开始出现第二次高潮，重点项目又重新获

批并有增多之势，如，2007-2009年每年各有1项，2010年更是高达3项。以上重点项目的发展轨迹充分显示，当

前社会保障领域的问题又再次得到关注和重视。此外，从重点项目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主要集中于“农村的社会

保障问题研究”（4项）和“特殊群体的权利保障问题研究”（3项）。而且，从重点项目分布的学科领域来看，

社会学最多（5项），经济学和管理学次之，各有2项，法学仅有1项。 

  四、研究内容的主题分布情况 

  对于研究内容的主题分布情况，主要是根据课题指南中所发布的题目及学者申报获批的项目中所出现的主题

词进行归类统计的。由于词频是反映特定研究领域和对象被关注程度的最佳指标，所以我们通过对资料关键词词

频的统计，来揭示中国社会保障领域研究主题的变化情况。这里将分3种情况：即，新出现的研究主题、持续关

注的研究主题和关注度相对较少的研究主题。 

  （一）新出现的研究主题 

  所谓新出现的研究主题，主要是指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开始受到关注的领域，如慈善、社会福

利、住房保障、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等，可以说，当前这些领域的研究有趋热的势头。 

  以慈善为例，如图9所示，在2005年以前，除1999年有1项申报获批外，其他年份既在指南中没有列相关题

目，也没有获资助的项目；然而，自2005年以来，慈善方面的课题，无论是指南中所列的题目还是每年获批的项

目均逐年增加，尤其是近两年来可以说是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据统计，2010年和2011年社科基金所公布的慈善

题目分别达到3个和4个，与此同时，学者们申报获批的项目数也在不断增多，在2005-2010年期间，共有7项获得

资助，其中2010年就有4项，占总项目数的50%。 

 

 

   又如，对社会福利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呈现大致类似的规律。由表2可知，在2008年及以前，社科基金的

课题指南中根本没有社会福利方面的题目。尽管这一期间学者对社会福利问题有研究，据统计，在1999-2008年

10年间共有4项申报获批（1999年是自筹经费项目），但是直到2009年，社会福利问题才逐渐真正得到重视和关

注。即，无论是课题指南还是资助项目，社会福利的项目均开始增多。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

的持续增长及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政府逐渐开始重视社会福利，表现之一就是

2009年以来指南中开始设立这一方面的题目，而在此之前根本没有；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社会福利的思想观念也

开始发生转变。在2000年前后，当时由于受西欧福利国家的影响，人们担心福利会产生“福利病”、“福利依

赖”等问题，所以对社会福利主要持一种反对和否定的态度；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如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

人们的认识已经在慢慢转变，虽然当年在该领域没有设立相应的题目，但在2005年、2006年分别各有1项申报获

批，而且2005年获得资助的项目是“社会转型下福利依赖与反福利依赖研究”。这充分显示国家对福利的态度开



始松动或者已经默许，与此同时也反映出学者们在研究上的超前意识。因此，今后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研究

层面都应加强对该领域的关注。 

 

 

   此外，住房保障问题也是近年来才开始得到重视的领域之一。如图10所示，在2007年以前，无论是课题指

南还是资助项目都没有该领域问题，但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房价的居高不下，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变得越来越

突出，因而，自2007年以来，保障性住房建设问题才逐渐开始受到关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殊群体的问题也日益突显，与此相适应，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必然出现趋热的势头。

如图11所示，课题指南线和资助项目线均呈逐年递增的明显趋势。统计资料显示，自2006年以来，对于特殊群体

权益保护与服务问题的申报，获批的项目数均超过10项（2008年除外），2010年更是高达15项；在课题指南中，

从2009年开始，所列的题目也接近10项之多。而且，据统计，在1999-2010年期间，国家的重点项目共计10项，

其中涉及特殊群体问题的就有4项，而关于特殊群体利益保护的占了3项。 

   

 

  （二）持续关注的研究主题 

  所谓持续关注的主题，则主要是指一直以来大家都在研究、讨论的内容，如贫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低

保与社会救助等领域基本上处于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深

入，在这些持续关注的领域中，同时也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1.贫困、低保与社会救助 

  如对于贫困问题，据统计，在1999-2011年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基本上每年都会设立1-2个关于贫困问题的题

目，而学者申报每年获批的情况则更为乐观，即获批的贫困项目数要远远超过指南中的所列的题目数（图12）。

据资料显示，1999-2010年间，指南中所列的题目数仅有17项，而获批的项目数共计达62项之多，尤其是在2004-

2008年，平均每年有7-8个贫困项目获批。而且，研究发现，最近几年比较注重对于贫困的定量研究。如2008

年、2009年连续两年在课题指南中的统计学科都设了相同的题目，即“利用购买力评价方法研究和分析我国贫困

状况”，2011年在统计学中又设了“贫困问题的统计学研究”这一题目，然而获批的情况并不理想，我们看到，

在统计学中，贫困的项目仅在2004年有1项获批（题为“西部大开发中‘贫困陷阱’问题的经济计量模型”），

这表明当前有关贫困的统计研究学者的关注度还很不够。 

 

 

  除了贫困问题，与之相联系的“低保和社会救助”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也一直处于较为平稳的发展过程中（图

13），而且，据统计，历年课题指南中的项目数与获批的项目数基本持平。此外，我们注意到，低保与社会救助



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而在法学领域，这一问题的研究较为不足。如，2008-2009年，在法学学

科的课题指南中连续两年设了3个题目，分别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研究”（2008年）、“健全与完善

社会救助体制机制的法律问题研究”（2008）、“灾害应急问题的法律对策研究”（2009），而在学者申报的项

目中，仅在2008年有一项关于“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研究”获批，在2011年时，课题指南中又再次以

“社会救助的法律问题研究”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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