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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效率，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的重大前沿理论问题之一。
其重大性在于，效率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方向的基础理论问题。
其前沿性在于，很长时间以来，理论学术界存在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效率等同于制度经济效率的现象
，对制度效率缺乏全面、深入的阐释。
张怡恬编著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效率论》旨在填补这一空白，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效事划分为宏观
效率、中观效事、微观效率三个层次，深入分析了三个效率的内涵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
全新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中观一社会、经济效率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发达国家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发展实践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出了很多富有启示性的结论。
本书对社会保障专业的学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社会保障政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及关心中
国社会保障事业的人士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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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有学者认为，法律效率=法律收益／法律成本×100%。
法律收益包括法律供给主体的经济、政治、社会、伦理收益等；法律成本是指法律活动主体投入的时
间、人力、资本等支出及相应的机会成本。
法律效率就包括经济、政治、社会、伦理效率等。
其中，经济效率是法律效率的主要方面。
科斯（Ronald Coase）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世界里，资源配置总会产生最有效率的结果，不
管初始法律制度是什么样的；而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里，能使交易成本最小、资源配置效率
最大的法律是最优法律。
因此，效率应该成为制定、评价法律制度和规范的首要标准与基本准则。
从参与法律活动的不同主体来看，法律效率可细分为：立法效率、司法效率、执法效率和守法效率。
这里的“效率”不仅是指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活动本身要讲究经济效率，而且这些法律活动要促
使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
法律效率（E）的函数表达式为：E=f（E1，E2，E3，E4），其中E1代表立法效率、E2代表司法效率
、E3代表执法效率、E4代表守法效率，它们与法律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当然，法律效率不是这四者的简单求和，而应依据其权重大小进行加权求和。
　　还有学者指出，作为法的价值取向的效率有不同层次的含义。
首先，可以分为程序效率和实体效率。
前者指法的内容选择对司法程序中成本支出的最低化影响，后者指法的内容对社会关系主体取得的利
润最大化的影响。
二者都直接制约着法律实现的效率，影响法实施的程序成本。
其次，个体效率和社会效率。
前者指法的价值取向倾向于使个体利润的最大化；后者则倾向于维持社会整体利润的最大化。
由于不同个体利润的最大化相互间存在冲突和矛盾，因而所有个体利润最大化不可能同时实现，部分
个体利润的最大化会与社会整体利润最大化发生冲突。
在个人本位的社会里，法的效率价值更重个体效率，而轻社会整体效率。
进入20世纪以来，个人本位思想被社会本位思想所替代，同样法的效率价值取向也必然向社会效率倾
斜。
再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纵向层次来看，效率可分为近期效率和长期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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