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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长期跟踪社会救助的动向，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视角，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洋为中用
的原则，按照经验、问题与破题的思路，全面而深刻地论述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梳理社会救助的
前沿领域。
本书集近年来国内外社会救助研究领域的大成，注重系统性、前瞻性和实用性的结合，观点犀利透彻
，语言深入浅出，实为社会救助整体研究不可多得的上品佳作。
一册在手，费时不多，却收获甚丰。
　　本书配有教学课件，欢迎任课教师填写书后的申请表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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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依此社会政策来维护社会公平。
同时倡导民间参与，弥补政府财力的不足，以便更好地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和其他问题。
所以，企业和社区以及各种社团的救助行动，只能作为辅助和必要补充。
　　对象特定性原则。
社会救助的实施对象是已经处于生活困境中的社会成员，获得救助需要经过严格的资格认定程序，特
别是要经过家庭经济状况调查，以便核实申请者是否具备受救助的条件。
　　实施非义务性原则。
国家和社会对特定对象实施社会救助，帮助他们克服生活困难，摆脱生活困境，是无条件的。
凡是属于救助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国家和社会都应该对其实施帮助，并且不能有附加条件，也就是说
救助对象在接受救助时，无须作出履行某种特定义务的承诺。
因为，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救助是一种最低水平的保障，是社会安全的最后屏障，如果将社
会救助给予的物质帮助附加一定的条件，会造成相当一批社会成员得不到救助。
例如，强制要求所有低保人员参加义务劳动就未必合理。
　　保障兜底性原则。
社会救助不是为了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而在于对已经陷入生活困境的社会成员给予帮助和支持
，以满足其最低或基本生活需求。
就当前中国的国情而言，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必须是也只能是着眼于“保底”。
它要对付的是现实存在的贫困现象，使已经陷入贫困的那一部分社会成员能够休养生息，继而迅速摆
脱贫困。
同时，这种“保底”功能也针对依赖思想以及不劳而获思想的滋生和蔓延。
　　有效性原则。
有效性原则要求政府对需要救助群体的救助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以确保公民的生存权利；否则社会
救助制度就会如同虚设，成为国民经济的负担而没有起到实质功效。
　　公平性原则。
全社会除去个人之间的差异之外，有一条共同认可的基准线，这条线以下的部分是每一个公民的生活
和发展中共同具有的部分，也是起码必备的部分。
一个公民如果缺少了这一部分，那就保证不了为谋生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因而需要社会和政府来提供
这种保障。
公平性原则所包含的制度性内容主要指最低生活保障、公共卫生和大病医疗救助、公共基础教育这三
项。
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与之相近的选择就是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作为国家与社会面向由贫困人口与不幸者
组成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款物接济和扶助的一种生活保障政策，通常被视为政府的道义责任或义务，
目标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摆脱生存危机，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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