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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民生报告（共3册）》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托浙江省统计学会组织的“浙法民生
发展报告”课题成果，由总报告和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居住水平与质量、精神生活四个分报告组成
。
　　《浙江民生报告（共3册）》利用大量统计资料和社情民意等调查成果，从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
要求入手，分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就业与社会保障、居住与环境四个领域，以居民收入、消费支出
、居住质量、交通状况、贫富差距、教育支出、人口素质、文化休闲娱乐、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
疗卫生、公共安全、人居环境等方面的多项指标，对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民生改善情况进行了归纳梳
理，对浙江与相关省市及浙江11个市的民生质量指数进行了比较，较全面地反映了浙江民生状况。
　　《浙江民生报告（第2册）》是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牵头，省l22个部门通过广泛深入地调研，形
成的专是成果报告。
　　《浙江民生报告（第3册）》是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组织的“民
生调研”协作攻关课题成果集。
这批成果分别从民生的理论层面、实证个案层面、政策绩效评估层面等，对浙江民生问题进行了调研
分析，从不同角度总结了浙江保障民生、改善良生的经验和成绩，对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并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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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浙江民生报告(1)》目录：总报告第一章 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指标体系一、研究背景二、研究目
的和研究步骤三、研究对象和范围四、研究方法和内容五、指标体系第二章 改革开放30年浙江民生改
善回顾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生改善的三个阶段二、浙江民生改善的经验第三章 浙江民生质量的量
化评价一、民生质量评价方法及指标体系设置二、浙江民生质量与全国比较(2005年)三、浙江省内11
个市民生质量比较四、2000-2005年浙江省内各市民生质量排序变动比较第四章 省政府保障民生的政策
及实施效果一、改善居民物质生活的相关政策二、丰富居民精神生活的相关政策三、健全社会保障及
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四、安全与环境第五章 当前浙江民生改善中的突出问题一、就业形势仍然严峻，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二、近年房价和近期食品涨价过快，影响保障和改善民生三、“看病难、看病贵”
和“教育收费过高、上学贵”成为居民关注热点四、社会保障发展迅速，持续成为民生热点五、犯罪
案件、公共安全事故增多，成为公众关注的新热点附录就业篇第一章 就业对民生的重大意义一、就业
和失业的概念二、就业对民生的重大意义第二章 浙江改革开放30年就业工作的回顾一、浙江改革开放
以来就业发展的若干阶段二、浙江就业发展的基本特征第三章 当前浙江就业的现状一、就业的基本情
况二、劳动力供求的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问题第四章 政府就业工作的政策及效果评述一、再就业工
程二、统筹城乡就业三、大学生就业四、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五、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六、创
建充分就业社区，解决“零就业家庭”人员就业⋯⋯第五章 目前民众反映最为强烈的就业问题及其成
因分析第六章 对策与建议社会保障篇第一章 社会保障对民生的重大意义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社
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回顾第三章 浙江省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现状及问题第四章 政府的社保民生政策及
效果评述第五章 目前民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第六章 浙江省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面临的挑战第七章 国
内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经验介绍第八章 对策建议居住篇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重大政策与措施回顾第三
章 居住水平的比较研究第四章 浙江省居民居住质量的评价第五章 房价问题的透析第六章 职能回归加
大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力度精神生活篇第一章 精神生活总报告第二章 教育发展报告第三章 文化生活报
告第四章 体闲生活报告后记《浙江民生报告(2)》目录：全面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让全省人民共享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果——在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浙江省“纠风”工作实践、存
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解决教育“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完善浙江省就业制度和政策体系完善浙江
省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体系深化和完善具有浙江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构建新型社会福利体系的思考和
建议浙江省农民收入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当前浙江省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最利益问题调查当前浙
江省土地征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后记《浙江民生报告(3)》目录：作为公共政策对象的
民生问题及其决策机制司法救助基金制度的运作现状及其完善建议纠正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的实践
及对策农村公用事业价格政策研究浙南山区来料加工业发展情况调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效能
分析与优化对策浙江失海渔民补贴政策之效果研究健全和完善浙江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查
与思考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浙江省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研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与
实践浙江省农民工医疗保障现状调研报告浙江省商业保险介入农村合作医疗的可行性研究浙江省农民
健康体检实施情况的调查评估对浙江机构养老资源配置状况的调查与建议加快构建新型农村养老保障
制度体系浙江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力研究及社会政策建议建设居家照护员队伍突破社会化居家养老的
瓶颈关于农村贫困家庭的调查与思考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实证分析⋯⋯后记《浙江民生报
告(4)》目录：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绩效评估政策性农房保险、社会福利与绩效评估浙江省农村新型
合作医疗制度的效绩评价浙江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绩效评估暨深化改革研究政府对农村公共卫生投入
的调查与研究钱塘江源头地区生态补偿与环境保护惠民政策研究浙江省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绩效与
评价浙江省实施下山脱贫工程的绩效调查与研究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政策实施效果研究
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及规范化发展路径研究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浙江省
农村公路建设惠农政策体系效果评估与政策建议乡村康庄工程的经济社会绩效评价多元治理视角下农
民工医疗保障的现实选择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心理影响机制研究浙江省“农村中小学教师素
质提升工程”绩效与评价研究民办教育法规在浙江实施的适应性研究浙江省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评价
与对策单设民办流动人口子女学校政策扶持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浙江省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生存状况
与社会救助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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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目前，财政部已明确发出了“不要将农业保险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政府引导不缺位、不越
位，不过多干预市场化运作”，“费率制定按照商业化原则”的指导原则。
“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成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的基本模式。
因此，要想推动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深入、持续开展，就需要进一步加深对“政府推动、市场运
作”模式的认识，遵循农业保险市场运作的规律。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市场化运作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应坚持需求导向；只有满足农户需
求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才可能产生有效的保险需求。
二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应尊重保险公司的利益追求。
因此，协调处理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非赢利性与经营主体的赢种性之间的矛盾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
化运作的焦点。
（一）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宣传和引导保费补贴政策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具有激励作用。
然而，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时间还很短，农户对农业保险以及保费补贴的认识很有限。
如何让农户了解保费补贴政策以及如何使更多的农户有资格获得保费补贴，是进一步发挥保费补贴激
励作用的关键。
因此，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对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继续发挥基层政府的宣传职
能，加强农户的农业保险参保意识以及加深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识。
同时，随着农户参保积极性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要强化自主承保，将宣传告知到位，帮助
农户形成正确的保险意识。
在政府财力许可的条件下，扩大保费补贴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农户有资格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提
高农户的福利。
（二）逐步满足农户多样化的保险需求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不同地区的风险种类、风险程度以及农户的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具有多
样化、多层次的特点。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市场化运作首先必须以农户的需求为导向，通过设计符合农户需求的保险险种，提
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的等，逐步满足农户多样化的保险需求。
第一，设计符合农户需求的险种风险厌恶激励依然是影响中国农户农业保险参保决策的重要因素。
在全部参加农业保险的被调查农户中，认为农业保险“可以分散农业风险”而选择参加农业保险的农
户比例近50％。
这表明，风险厌恶作为传统农业保险需求的解释，仍然是当前我国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的主要激励因素
。
因此，为了吸引农户参加农业保险，应适时开发适合农户需求的险种。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浙江民生报告>>

后记

2006年，中央提出了“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要求。
浙江省委、省政府强调要“高度关注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浙江省统计学会一直对浙江省的民生问题研究较为关注，双方经多次酝酿
、协商，于2007年4月由浙江省社科联委托省统计学会，组织成立了“浙江民生发展报告”重点调研总
课题组。
总课题组由省统计局局长、省统计学会会长金汝斌担任组长，省统计局副局长、高级统计师王杰及省
统计局特聘研究员赖存理任副组长，成员有浙江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虞晓芬教授、杭州师范
大学秦均平教授、省劳动社会保障研究院陈诗迭院长、省统计局综合处王美福处长和傅吉青副处长等
。
在总课题组之中，又分为总报告课题组以及“就业篇”、“社会保障篇”、“居住篇”与“精神生活
篇”等分报告课题组。
从2007年5月开始。
各个课题组相继投入调研工作。
其中，总报告课题组于2007年7月完成了初稿，并组织若干专家学者进行了论证。
在充分吸收专家的意见之后，课题组于8月份对总报告进行了修改，各分报告也相继完成了研究任务
。
总课题组负责提出总体研究思路，同时对各分课题的研究提纲进行讨论和指导。
其中，总报告的第一章、第五章执笔为赖存理，第二章为赖存理、赵建华，第三章为肖欢明、程燕婉
，第四章为余向平、花永剑，全文由赖存理、赵建华统稿，省统计局综合处王美福、傅吉青审稿及数
据核实，金汝斌、王杰终审。
各分报告中，“就业篇”分报告由陈诗达设定方案，并组织拟订写作提纲，第一章、第二章执笔为谭
永杰，第三章、第五章为徐红梅，第四章、第六章为陆海深，最后由陈诗达统稿。
“社会保障篇”分报告由陈诗达设定方案，并组织拟订写作提纲，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执笔为孙胜梅，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为张春玉，最后由陈诗达统稿。
“居住篇”分报告由虞晓芬总体设计，并拟订写作提纲，第一章执笔为金细簪，第二章为钱贤强，第
三章为徐婷婷，第四章为薛永晓，第五章为朱旭丰，第六章为虞晓芬，最后由虞晓芬修改定稿。
“精神生活篇”分报告由秦均平负责，其中精神生活总体报告由秦均平、郑蓉、卢洁莹和许明娟四个
人共同完成，教育生活执笔为郑蓉，文化生活为卢洁莹，休闲生活为秦均平，许明娟负责资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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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浙江民生报告(套装全4册)》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托浙江省统计学会组织的“浙江民生发展
报告”课题成果，由总报告和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居住水平与质量、精神生活四个分报告组成。
本课题利用大量统计资料和社情民意等调查成果，从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要求入手，分物质生活、精
神生活、就业与社会保障、居住与环境四个领域，以居民收入、消费支出、居住质量、交通状况、贫
富差距、教育支出、人口素质、文化休闲娱乐、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安全、人居环
境等方面的多项指标，对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民生改善情况进行了归纳梳理，对浙江与相关省市及浙
江11个市的民生质量指数进行了比较，较全面地反映了浙江民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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