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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财政部统一规划教材，由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编写、修订并审定，作为全国高等院
校应用型系列教材。
社会保障制度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与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起源
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完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发达国家和新
兴市场经济国家。
由于社会保障对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当今世界所有现代化国家都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
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温家宝总理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着重
讲到民生问题，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作为今后
政府的一大任务，他指出：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
他在报告中几乎涉及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这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加
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加强应对人口老龄化战
略研究，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晚年生活；切实保护好妇女和未成年人权益
；还涉及工伤、残疾人福利、住房建设以及收入分配等社会广泛关注的民生问题。
　　社会保障学作为新兴学科，它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保障实践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它通过研究人类社会保障活动的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功能与原则
、体系与内容、原理与运行，研究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揭示人类社会保障活动和社会保
障制度的发展规律，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管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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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陷入生活困境的社会成员才有资格享受救助。
第四，救助程序法定性。
社会救助对象必须履行一系列法定的程序方能获得社会救助的待遇。
第五，手段多样性。
既可以采用实物救助，也可以利用现金救助；既有临时应急救助，又有长期固定救助；既有政府救助
，又有民间救助。
　　社会救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属于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事业，或者说是属于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
是社会救助的目标决定的。
由于社会救助的目标在于保障公民享有最低生活水平，因此，凡属生活水平等于或低于一个国家的法
定最低生活水平线（贫困线）的个人和家庭，才被列入社会救助对象。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达国家中，这类保险救助对象的数量不多，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向。
因此，社会救助，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才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
但是不论在什么国家，或救助标准确定的高还是低，从根本上讲，毕竟它是对失去生活来源、遭受不
幸和贫困的一种保证最低生活水平的救助，在社会保险体系中，居于实现其最低纲领和目标的重要地
位。
　　这个问题我们从社会救助的对象、目标等方面来考察：　　社会救助的对象是社会成员中的一个
特殊弱势群体。
他们没有或者丧失了劳动能力（如孤儿、孤苦老人、残疾人等）而没有收入、或者有劳动能力但由于
各种原因（如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其他经济社会原因）而一时或相当长时间内减少或丧失了收入，
是社会保险不能或不能完全保障的贫困人群，他们连起码的最低生活水平都不能维持。
　　社会救助的目标是帮助贫困人群等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其标准低于社会保险的要求。
因此，社会救助也是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低层次的保障措施，是保障社会成员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
　　进入现代社会后，因贫困人口减少和其他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尽管社会救助在整个社会保障体
系中的地位较历史上有所下降，但因其肩负着解决特别弱势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保障问题的重
任，从而仍然占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
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社会救助是最先形成的、历史最悠久的社会保障形式，各
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均是在原来社会救助措施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
尽管在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形式，但社会救
助依然并且会长久存在，因为贫困现象将会长久存在，孤、寡、残等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也会长久存
在，各种灾害事故更是不可完全避免，因此，社会救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将不会改变。
第二，社会救助是保证社会成员生存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尽管社会保险为社会安全设置了一道防线，但仍会有一部分人因保障不足而生活困难。
比如，一部分失业者在失业保险金给付期满后仍未找到工作而生活陷入极端困境，就需要通过社会救
助向他们提供帮助，特别是在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不广时，社会救助更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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