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0484097

10位ISBN编号：7500484097

出版时间：2010-2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凌文豪

页数：20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前言

　　在全国上下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一
项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与实际工作的需要还有较大的距离。
凌文豪博士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为题，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最新的解答。
单单就此而言，这个尝试已是让人有理由予以肯定和赞赏。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于19世纪80年代在德国开始出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保障越
来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向纵深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因而解决
好社会保障问题十分迫切。
做好这一研究，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虽然来自西方，但它不仅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思想，而且是一
种先进的社会保障思想，更是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体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石
。
这本书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不仅与作者的教育背景有关，而且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我们要在充分肯定与借鉴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正视现有关于社会保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理论方面，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涉足甚少。
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导师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思
想，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的理论来源，从而使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同时，由于社会保障的理论与实践在西方国家发展较早，这本书对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理论进行了系
统的阐述和评介，其中的精华可以为我们构建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体系所借鉴，一些过
时的东西也能使我们在实践中引以为戒，从而使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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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问题研究》表达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
障的价值诉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问题研究》认为，这种诉求应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实践活动以及对
这种实践活动进行规范的基本准则。
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平等是公平正义的体现。
但平等的实现是一个过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差序平等是一个较好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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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推行一体化的社会保障管理制度改革　　二 机构设置坚持部门分工协作的原则　　三 建立系统
的社会保障监管机制　　四 建立高效的社会保障管理网络　　五 发展社会组织，调动社会力量　　
第五节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一 在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内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二 解决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三 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　　第六节 完善社会保障责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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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国家引导，责任共担　　第七节 养老保障体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策略　　一 建立多层次的养老
保险体系　　二 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实行弹性退休制，实施积极的促进劳动和就业的养老保险制度　
　三 做实个人账户，提高养老保险基金应对人口老龄化风险的能力　　四 挖掘社区资源，充分利用
老年人资源，实现“以老扶老”　　五 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设施建设　　第八节 增强社会保障意识
　　一 增强政府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二 增强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障意识　　三 提高社会成员的
社会保障意识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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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 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原则是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　　列宁社会保障思想最基本的观点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保障和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而社会主义
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需要的满足程度却要受到社会财富积累程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
制约。
1918年列宁对考茨基提出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9个月，不仅没有推广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说
明发生普遍贫困的原因”①的攻击时，指出社会主义福利的改善程度要根据环境的不同来确定，像俄
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经过4年战争之后，在国内外资产阶级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下
，认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成立9个月没有推广社会福利，纯属别有用心。
他认为这种指责同反革命资产者“实际上绝无差别，丝毫没有差别。
用‘社会主义’作招牌的甜言蜜语，不过是在重述俄国科尔尼洛夫分子、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诺夫分
子露骨地、直截了当地、毫不掩饰地说出来的话”②。
因此，列宁坚信“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福利只能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积累，不能幻想社会主
义制度一建立就能实现普遍而完善的福利”③。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府曾努力改善过工人的生活状况，提高了工资待遇和福利，却导致
了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生产的增长速度，社会保险费用急剧增加，已远远超出生产发展的承
受能力，列宁对此变化非常关注。
1921年10月他责成有关部门要根据新经济政策详细研究有关工人保险问题，以避免造成严重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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