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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些年来，关于社会弱势群体及其保障机制的研究，在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展
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重大科研课题“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障机制研究”项目，课题组对社会弱势群
体法律保障的制度建构及实施机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
这本由余少祥著的《弱者的正义(转型社会与社会法问题研究)》是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希望本书
的出版能够有助于社会弱势群体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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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少祥，安徽宿松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社会法室副主任。
先后任中国教育电视台CSBN市场部主任、《中国法治新闻》杂志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培训中心主任等职，曾到美国、南非、荷兰、德国、瑞士等国做访问交流，主持过多项国家级重点课
题研究，出版《我给牟其中当律师》及文学作品若干，主要学术专著《弱者的权利——社会弱势群体
保护的法理研究》，在《中国法学》、《环球法律评论》、《清华法学》等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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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自序
第一编　弱势群体篇
　第一章　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的正当性论纲
　　第一节　政治学分析
　　第二节　经济学分析
　　第三节　社会学分析
　　第四节　伦理学分析
　第二章　社会保障法与弱势群体保护
　　第一节　社会保障法的起源发展
　　第二节　社会保障法的性质原理
　　第三节　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原则
　　第四节　社会保障法的目标功能
第二编　社会分享篇
　第三章　经济民主：分享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型
　　第一节　经济民主与社会法的兴起
　　第二节　社会法中经济民主的内涵
　　第三节　社会法中经济民主的原则
　　第四节　社会法中经济民主的形式
　　第五节　社会法中经济民主的目标
　　第六节　社会法中经济民主的实践
　　结语：经济民主的限度
　第四章　法律援助：分享法律正义的他山之石——南非基层法律服务考察报告
　　第一节　人权律师事务所
　　第二节　法律援助中心
　　第三节　全国社区法律工作者联合会
　　第四节　大学法律诊所联合会
　　第五节　川斯凯通向正义联合体
　　第六节　纳达尔大学法律诊所
　　第七节　其他法律援助组织
第三编　公共利益篇
　第五章　公共利益在社会法中的地位
　　第一节　什么是公共利益
　　第二节　公共利益的理论渊源
　　第三节　公共利益的社会性特征
　　第四节　公共利益保护的法理分析
　第六章　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第一节　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
　　第二节　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协调
第四编　经典回顾篇
　第七章　自然法学：法律与社会正义的盗火者
　　第一节　从自然理性到神的理性
　　第二节　人的理性：自然法学的英雄时代
　　第三节　实践理性：自然法学的复兴
　第八章　法律监督：法律与社会正义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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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法律监督的概念界定
　　第二节　法律监督的理论渊源
　　第三节　法律监督制度比较分析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弱者的正义>>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 福利经济学的理论诠释福利经济学在理论和对实践的诉求上，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强烈关
怀，它提出的“转移支付”和劫富济贫的“累进税制”在弱势群体保护和各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被
广泛运用，成为现代国家保护弱势群体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智识资源。
1.福利经济学的伦理本质福利经济学于20世纪初最早在英国出现，以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出版的《福利
经济学》一书为标志，其理论实质是通过转移支付，把收入从相对富裕的人转移到相对贫困的人，以
提高穷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实际收入绝对额，并增加社会经济整体福利。
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创始人庇古提出一条“边际效用递减律”，认为个人拥有的收入越多，他的收
入效用就越小。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则福利越大”的著名观点，公开倡导实行强制性
转移支付，以增加社会福利总量。
庇古的这一理论一出台即遭到经济学家罗宾斯等人的批判。
后者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结合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或价值判断问题，且
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的结论都来自基数效用的使用，其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性不能成立
，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依据。
此后，以希斯克和西托夫斯基为首的经济学家以帕累托理论为基础继续对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进行研
究。
他们提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个人是他本人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
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
况就算好起来了。
由于希斯克等人的福利经济学理论与庇古的学说有着明显区别，后人将其称为新福利经济学，而将庇
古的学说称为旧福利经济学。
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通过转移支付提高穷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全社会的幸福总量，
这正是福利经济学的伦理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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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弱者的正义:转型社会与社会法问题研究》：社会法，民生之法，弱者之正义也。
是法也，起于仁爱，本乎人情，致于中和，使趋义者知其所以向，困厄者知其所以立矣；是法也，无
论贵贱贫富，择其有余而取之，择其不足而施之，使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饥者得食，
寒者得衣；是法也，抑豪强而兴公利也，条其纲纪而盈缩之，齐其法度而整顿之，害至而为之备，患
至而为之防，由是天下可运于掌。
社会法，善举之所立，善风之所由也。
是使生老病死、穷乏伤残之属，悉有法度可依，将以行大义于世矣。
夫法之大本，以防乱也。
举社会法而兴之，推道训俗，民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安政，则国家庶几而治矣。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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