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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副主任，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咨询专家。主要研究领域：比较社会政策史、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欧

洲一体化的政治与历史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作

为主题，可谓正逢其时。一个民族要

自立于世界，仅靠“硬实力”或量化的

GDP 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文化“软实力”

的支撑，因为没有文化底蕴的经济发展，

犹如在沙滩上建塔，很难长久。文化有

着丰富的内涵，而文化的内核乃是思想

观念。社会制度体现着社会的主流文化

和思想观念，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例外。

文化，堪称社会保障之魂。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有一个共同的根

源，这就是工业化带来的工业风险。工

业化带来的城镇化和人口迁徙使得传统

社会组织的保障功能减弱，国家开始承

担帮助个人抵御风险的责任。这条发展

规律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反复出现，成为

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围绕着这

一发展规律，各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社

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政治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不断地相互学习和借鉴，但是社

会保障制度的组织形态和收入转移的支

付方式仍然因国而异，主要原因还是国

情条件、历史传统和思想文化的观念不

同造成的。

英国 ：“次等资格”观念根深蒂固。

英国的典型性就在于它是 早进入工业

化过程的大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早期，

虽然大量失去土地的人口流向城镇谋生

是经济社会变化造成的现象，社会就业

结构发生变化是人口流徙的根本原因，

但是英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却把这种现象

看作是“个人的不幸”，认为贫困和流

浪是个人的懒惰和闲散造成的，而“闲

散是万恶之源”。这种观念影响英国的

济贫政策长达几百年，英国社会保障政

策实行“区别对待”的根源就是这种理

念。例如，将老弱妇孺定义为“无辜的”

文化，社会保障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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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论坛 管    见社保文化笔谈

[ 编者按 ]  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制度，必然内含深厚的制度文化底蕴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生活

方式，必然承载基本的人文关怀 ；社会保障作为一个管理服务系统，必然显现特有的组织文

化韵律。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强调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之际，

本刊推出“社保文化笔谈”，约请专家学者挖掘社会保障的制度文化内涵，纵论社会保障管

理服务系统的组织文化风韵，以期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增强文化自觉，构建文化共识，强

化核心价值，探讨公共服务系统塑型。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一个政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相互

学习和借鉴，但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组织形态和收入转移的支付方式

仍然因国而异，主要原因还是国情条件、历史传统和思想文化观念

不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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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资格”享受救助的流浪者，将有

劳动能力的流浪者定义为“次等资格”

或“比较没有资格”（less eligibility）

的流浪者。公元 15 世纪末，英国政府

通过严格的法令，对那些“次等资格”

流浪者进行处罚，实施监禁或鞭刑，也

是由于这种思想观念的主导。

虽然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存在多种

不同的思想观念，但是总有某种主导的

思想文化观念来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各项

政策和体制建设，而且这种影响极其深

远。“次等资格”作为英国的主导观念，

影响了该国社会保障体制数百年。在这

数百年中，人被分为三六九等，贫困总

是与懒惰联系在一起，社会救助的提供

都要经过“资格”的筛选。不仅如此，

这种观念还被带到了美国、澳大利亚，

以及所有盎格鲁 - 撒克逊传统的国家。

一直到 19 世纪，因为工业化的快速推

进，也因为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

在英国，贫困才被认定是社会灾难，而

不仅仅是个人灾难，社会政策和社会机

制也才迅速建立起来，社会保障制度逐

渐覆盖了所有人群。但是传统观念的作

用还在继续，即使在当代社会，每当英

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或政策出现问题，还

是会讨论享受“资格”的问题。

德国 ：“社会稳定”是出发点。如

果说德国社会保障有一种支柱性的文化

观念的话，那应当是以“社会稳定”和“责

任分担”为主线，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中，就是将雇主和雇员拴在一起的

社会保险制度设计。

与英国的工业化不同，19 世纪的

德国尚未完成国家统一，铁路交通和钢

铁工业已经很发达。立志完成统一德国

伟业的普鲁士君主离不开工人的支持，

因为如果工人不从事采矿、炼铁、修路、

造机车等工作，普鲁士军队就没有战斗

力。为了实现统一大业，“社会稳定”

和“责任分担”顺理成章地成了德国的

主导观念。雇主需要稳定的工人队伍和

安全的社会环境，而雇员需要一种制度

性的社会安全预期，需要确切地知道自

己万一出现了风险也不至于堕入贫困，

并会在有稳定预期的条件下努力工作。

这种体现多方利益和责任的思想不

仅成就了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也开始

影响到欧盟的制度理念和制度设计。当

大危机到来的时候，这种体制总是反应

缓慢，因为要多方协商才可能达成妥协，

谁也不愿意比对方多吃亏，一定要锱铢

必较。但是一旦达成协议，就发展得比

较稳健。 近的典型例证就是当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袭来时，德国既

没有解雇工人，也没有产生社会恐慌，

因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已是理念和习

惯，默克尔政府很自然地做出了一种不

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选择 ：支持雇主削

减工时而不裁员。这种选择首先使得工

人们有了现实的保障和稳定的预期，认

为临时的削减只是为了应对危机的需

要，一旦经济恢复，他们就会增加工时

和工资，所以没有必要上街游行 ；同时

雇主们也明白，这种措施 容易为他们

保留一支稳定和技术良好的工人队伍，

一旦经济恢复，立刻可以开足马力扩大

生产。而社会稳定、生产延续则使得国

家和政府 容易抵抗经济风险。

亚洲 ：“家庭保障”烙印清晰。亚

洲人的文化是 务实的，由于亚洲（除

日本以外）多数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比欧洲晚了很多年，且农业社会历史

悠长，家庭、家族的支持是人们抵抗风

险的主要来源。很多亚洲国家也没有教

会和教区的势力，即使在工业化城镇化

带来人口流动的时候，家庭的作用也十

分突出。家庭的保障功能不仅是农业文

化多年孕育而成的，而且在历史上多次

人口迁徙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保护作

用。这种传统观念的延伸就形成了包括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内的以家庭和个人

储蓄为基本结构，通过立法进行强制性

储蓄为制度构架的社会保障基本制度。

包括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所有制和

单位提供的各种福利，也都带有放大的

家庭观念的文化痕迹。但这种强制性储

蓄受世界资本市场的影响，适应性比较

差，运作资金规模小，风险大。

思想观念的不同决定了各个国家在

回应同一或类似挑战时可能选择的路径

及调动的资源出现多种多样的状态，将

深刻、长期地影响着国家社会保障的政

策选择。思想观念表现的是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其内涵往往是一种主要的价

值判断。文学和艺术只是这种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的载体，是表现这些精神的

艺术形式，而表现这些精神的形式还有

很多，如政策取向、制度设计等等。

由于受全球化的影响，不只是传统

意义上的贸易全球化，更包括了城乡之

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及国家之间的

人口流动，使得各种文化之间出现了相

互影响、相互渗透。这种影响有可能是

润物细无声，也有可能是疾风暴雨，但

无论是肯定传统还是否定传统，都曾经

是时代的需要，是进步的需要。我国逐

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既考

虑工业风险，又考虑家庭保障，可以说

是提炼旧文化发展新文化的结果，西方

现代文明的影响和传统文化的烙印都相

当清晰，具有中国特色。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令

人目眩，历史上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才能

完成的交流，现在点击一键即可。在这

种情况下，各种不同的文化进行交流和

相互学习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我

们 需要的就是具备开放的心态和保持

理性，知道哪些适合我们，哪些不适合。

唯如此，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政策

才能稳定持续发展。■

Forum论坛 社保文化笔谈

思想观念表现的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其内涵往往是一种主要的

价值判断。文学和艺术只是这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载体，是表

现这些精神的艺术形式，而表现这些精神的形式还有很多，如政策

取向、制度设计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