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第十九章    世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世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世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世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势及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势及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势及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势及

                                                                    原因分析原因分析原因分析原因分析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
                                                            势及原因分析势及原因分析势及原因分析势及原因分析                                                        

�一、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危机和
挑战

�（一）经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问题：

� 1.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 2.失业现象严重

� 3.管理体制僵化，效率低

� 4.削减福利开支与保护既得福利权利的矛盾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
                                                                势及原因分析势及原因分析势及原因分析势及原因分析

�（二）经济体制转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面临

              的问题

�（三）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问题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    
                                                势及原因分析势及原因分析势及原因分析势及原因分析
�二、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趋势

�（一）社会保障范围扩大化

�（二）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弱化

�（三）社会保障基金资本化

�（四）社会保障产业化

�（五）社会保障多样化与一体化并存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
                                                            势及原因分析势及原因分析势及原因分析势及原因分析

�三、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特点

�（一）社会保障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和内容选择，具有鲜

        明的国情特点

�（三）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社会保障

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经济全球化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

�一、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背景

�（一）人口老龄化和通货膨胀

�（二）政府开支增大，国家财政负担沉重

�（三）基金管理效率及服务功能低下

�（四）制度缺乏统一性

�（五）公平性不高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

�二、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

�（二）建立公立与私营医疗机构分摊医疗服务的

混合医疗保健制度

�（三）失业救济制度到失业保险的转变

�（四）雇主责任制的工伤保险制度

�（五）独立完整的社会救助制度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

�三、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利与弊

�（一）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成就

� 1.收益率较高，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养老基金资产

� 2.投资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 3.对资本市场发展的促进作用

� 4.养老金制度变革与宏观经济发展的关系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

�（二）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弊端

� 1.较低的参保覆盖率

� 2.过高的成本负担

� 3.严格监管带来的市场竞争问题

� 4.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

�一、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制度设计

�（一）筹资模式：个人账户与储备积累制结合

�（二）养老保险的安排

�（三）医疗保险制度的安排

�（四）住房保障的安排

�（五）家庭保障的安排

�（六）公积金的投资渠道

�（七）政府的支持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

�二、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特点

�（一）实施时间较早，涵盖面广

�（二）基金管理规范，运作良好

�（三）制度信誉度高，服务优质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

�三、对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评价

�（一）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取得的经验与成就

� 1.弘扬了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优良精神

� 2.国家有了经济高速增长所需资本的重要来源

� 3.稳定了国家的金融体系

� 4.有了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

� 5.为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评价

�（二）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存在的问题

� 1.过高的投保费率，阻碍多层次养老社会保险出

台，迫使退休者只能享受到一种养老保险。

� 2.缺乏社会互助共济的功能，使得年轻工人和低

薪工人的老年保障并不可靠。

� 3.对经济发展有意外的负作用。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

�一、欧盟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背景及

           原因

� （一）欧盟一体化冲击各成员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 （二）高福利、高税收导致公共支出水平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的

        承受力    

� （三）社会保障支出项目繁多，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 （四）高额的失业金制度导致自愿性失业现象

� （五）欧盟各国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

�二、欧盟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状况

�（一）养老金制度的改革

�（二）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

�（三）失业保险制度的改革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

�三、欧盟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评价

� 1. 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覆盖到全社会，哪怕是外来

移民甚至国际移民。如果覆盖面有缺口，不仅有

违社会保障制度的宗旨，也将限制其作用的发挥。

而且任何制度都不是一劳永逸的。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

�三、欧盟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评价

� 2.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也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革，改变已不适应现实情况的旧

体制、旧规章，建设符合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趋势

的新制度。促进就业的失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

具有持续性的老年保障制度、维持健康和生活质量

的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三大支

柱，更需要紧密结合现实需要，进行及时有效的改

革。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评价

�三、欧盟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评价

� 3. 在改革中要注意处理好几大原则，即公平与效

率兼顾、不能偏废原则，政府主导与市场及社会

力量协同配合原则以及普遍覆盖与激励贡献有机

结合原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