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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广泛借鉴西方学术流派中的社会保障理论，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的学风，从多学科角度展开研究，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性定量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
合，历史与现实相比较，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中除参考了大量的理论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外，还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较深入的访谈，收集
了60多万个数据，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了相关分析，重点分析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
、文化传统和现状，力求做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注重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整体性以及
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以期寻找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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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新民，1962年2月出生，云南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处长。
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和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分别获哲学学士
、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民族理论和社会保障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研究项目10余项，发表学术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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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摘要导论　一、党的民族理论与社会保障　　（一）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　　（二）社
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发展繁荣的时期　　（三）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分类指导和加大扶持　　
（四）社会保障是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内外农村社会保障研究动态　　（一
）国外研究动态　　（二）国内研究动态　　（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本研究的目的、意
义和本书的基本思路　　（一）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二）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三）
本书的基本框架　四、本研究的主要特色　　（一）注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　　（二）研究视角
的典型性　　（三）全面总结社会保障制度变迁　　（四）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思考制度创新
　　（五）提出构建特困民族社会保障的新视角　　（六）探讨对民族地区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保障
模式　　（七）从财政学角度论证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建设　　（八）制定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
障制度建设的时间表第一章 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　　一、庇古福利
经济学的社会保障说　　二、市场失灵论的社会保障说　　三、《贝弗里奇报告》的社会保障说　　
四、需要层次论的社会保障说　　五、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保障说　　六、资产福利效应理论的
社会保障说　　七、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保障说　　八、人权理论的社会保障说　　九、社会学
理论的社会保障说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保障思想　⋯⋯第二章 国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
比较研究第三章 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第四章 民族地区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第
五章 少数民族的传统保障第六章 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第七章 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
路径选择第八章 民族地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第九章 民族地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第十章 构建特困民
族保障制度的特殊视角第十一章 构建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学分析第十二章 民族地区农村社
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时间表结论附录 文献综述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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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　　八、人权理论的社会保障说
　　十七、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人权是人的自然权
利，是与生俱有的，先于国而存在，任何人不能被剥夺。
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先驱但丁第一个提出了“人权”概念，法国科学家、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了“天赋”
观念。
荷兰思想家格劳秀斯、斯宾诺莎，英国著名思想家霍布斯、洛克，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等都对“天赋
人权”思想进行过论述。
格劳秀斯在著名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专章论证了“人的普遍权利”，主张对财产的占有是人的
一项普遍权利，是由自然法的理性要求派生出来的，这一思想后来发展为天赋人权思想的核心内容；
他还强调自然法的永恒性，甚至连上帝也无法改变。
这一思想后来演变为自然权利不可取代、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系统观点。
斯宾诺莎在代表作《神学政治论》中，专门提出和论证了“天赋之权”。
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出，自然创造人类之初本来是平等的，人类为自我保存便互相约定建立
国家，并将原来享有的自然权利转交主权者。
洛克把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当作人的自然权利，并认为这些权利是人的本质，人权不可侵夺的内
在根据在于它是天赋的永恒的“自由”权利，要保护公民的自然权利，最好的办法就是每个人都与他
人达成协议，创建共同生活在其中的政府，政府的目的就是保护那些自然状态下个人不能有效保护的
自然权利。
国家源于签订“社会契约”的每一个人，每个个体在“公共人格”上都获得了国家原创者的角色。
卢梭认为，真正的社会契约是政府共同体（国家）与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约定，社会契约的实质就是
公意，即参与定约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每个缔约者不得违反公意，而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的意
志，因为个人意志已消融在公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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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新民博士在论述了中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
制度的历史变迁，对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路径选择，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特困民族的社会保障，提出了有独立见解的理论分析和制度、政策建议。
在著作中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使用了较多的数据作为支撑，反映了作者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理
论联系实际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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