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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劳动与社会保障系列教材：社会保障国际比较》对社会保障的发展轨迹、发
展动力及国际共识进行分析，探讨社会保障比较研究从模式比较向体制比较转变的趋势，主要介绍了
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福利体制”比较研究成果，遵循“非商品化”和“阶层化”两个比较量纲，对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美国、加拿大）、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德国、法国）、社会民主福利体制（瑞典
、英国）及东亚福利体制（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进行了探究、剖析，反映社会保
障领域的最新国际研究动态。
同时，《劳动与社会保障系列教材：社会保障国际比较》还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
困境和出现的转型趋势，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
　　《劳动与社会保障系列教材：社会保障国际比较》适合作为高等学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本科生
教材，同时也可供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的人员阅读、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

书籍目录

总序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轨迹 第二节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保障的发展动力 
第三节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保障的发展共识 本章小结 关键术语 案例什么是福利国家？
 复习思考题 第二章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保障的比较路径 第一节从模式划分到体制比较 第二节福利体制
的比较 第三节福利体制的争论 本章小结 关键术语 案例福利国家的“再商品化”改革 复习思考题 第三
章自由主义福利体制 第一节自由主义福利体制总论 第二节美国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节加拿大社会保障
制度 本章小结 关键术语 案例社会保障中第三部门的作用 复习思考题 第四章保守主义福利体制 第一节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总论 第二节德国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节法国社会保障制度 本章小结 关键术语 案例1
德国向懒人开战 案例2巴黎骚乱的警示 复习思考题 第五章社会民主福利体制 第一节社会民主福利体制
总论 第二节瑞典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节英国社会保障制度 本章小结 关键术语 案例英国养老金危机正转
化为政治危机 复习思考题 第六章东亚福利体制 第一节东亚福利体制总论 第二节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第
三节韩国社会保障制度 第四节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 第五节中国台湾地区社会保障制度 第六节中国
香港地区社会保障制度 本章小结 关键术语 案例老龄化给日本社会保障带来的影响 复习思考题 第七章
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 第一节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挑战 第二节全球化背景
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第三节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 本章小结 关键术语 案例欧盟社会排
斥与社会融合 复习思考题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之所以被认为在绝大多数人与其社会保障之问建立起了非常融合
的关系，是因为它追求的目标模式是以“中产阶级”为标准的普救主义模式，而不是以“卑微者”为
标准的社会给付。
对于日益增长的新白领工资阶层和比较富裕的工人阶层来说，基本的定额式福利津贴已经不能满足他
们的要求。
如果福利标准设定的很低，不以中产阶级的标准来设定社会给付标准，其结果必将导致他们中的很多
人转向私人市场去购买福利项目，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分层化和两极分化，刺激私人市场的
发展。
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将普遍的权利资格与较高的收入给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能完全
满足中产阶级的期望，又可以将身为社会公民的一般工人纳入到一个不断向上攀升的福利制度之中，
从而实现了社会的普遍团结，巩固了福利国家。
从这个意思上说，保护和捍卫福利国家的正是“中产阶级”的普救主义。
 二、社会民主福利体制再商品化取向 （1）社会民主福利体制再商品化改革。
战后欧洲的一个重要经济发展特征是低通胀率和高失业率。
较高的失业率和较低的失业给付之间被认为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对劳动力供给和产品成本都有影响作
用，其结果是导致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企业竞争力严重受损。
因此，在“再商品化”改革中，失业保障制度首当其冲，成为改革的焦点之一。
失业保障制度被称为“再商品化”改革的“晴雨表”。
9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南欧基本上除外）对失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
以下三个方面：削减给付水平，缩短给付时间，严格给付条件。
在这个总趋势中，北欧迈出的步伐也不小，甚至可以说，原来“充分就业”意义上北欧福利国家特色
几乎开始变得面目全非。
北欧三国提出了三个口号：“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工作福利”、“从福利到工作”，其具体
含义分别是“以积极的措施代替消极的给付”、“以惩罚代替激励”、“以义务代替权利”。
由此，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经历了一场“悄悄的革命”。
“就业原则”曾经是战后以来北欧福利国家“立国”的一个支柱，它的基本含义是对“工作权利”的
确认和确定。
在90年代的改革中，这项改革被称为“老就业原则”的“就业原则”代之以“新就业原则”，他们之
间的区别在于在“新就业原则”中引人了“工作义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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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与社会保障系列教材:社会保障国际比较》适合作为高等学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本科生教材，
同时也可供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的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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