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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政治》

作者简介

宫本太郎，1958年，出生于东京，1988年，中央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学分修满后退学。曾
担任立命馆大学法学部副教授，斯德哥尔摩大学客座研究员，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部教授等。现为北
海道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教授比较政治、福利政策论专业，博士（政治学）。
著作有《名为福利国家的战略—瑞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法律文化社、1999年），《生活保障—实现
不排除的社会》（岩波新书、2009年），《比较福利政治—制度转变的角色和战略》（比较政治丛书2
）（编著、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06年）等。
译作有G.Esping-Andersen《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比较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动态》（合编译
、MINERVA书房、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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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译扣一星
2、incompetent translation⋯⋯

Page 3



《福利政治》

精彩书评

1、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状态，日本从中流社会变为“下流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
网吧难民、麦当劳难民、无家可归者不断增加。由于经济不景气雇佣环境极不稳定，工资极低的工薪
阶层也不断增加，作者宫本太郎将这些人定义为“工作穷人”。日本社会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僵局，如
何才能摆脱停滞的状态已是当务之急。本书从福利政治的视点探讨战后日本的社会生活保障制度与政
策的变迁。 本书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绍生活保障的制度体系理论，回顾福利体制论、生产制度论
的发展过程，从中提取适用于分析日本的理论框架，同时与西欧一些国家进行对比。第二章整理有关
决定制度发展方向的政治对抗、话语的理论。从第三章到第五章，依据时代变迁，分别分析六七十年
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福利政策变化过程，以及各个时期的内阁是如何制定福利政策的。第六章
是对本书的总结及对未来的展望。在这一章中，笔者主要分析与家庭、工作方式等生活紧密相关的生
活政治，展望生活政治的前景。 
2、序／001导　言　日本的福利政治——为何成为问题、应该怎样论述／001第1章　福利体制与雇佣
体制／008　　1　为何要谈福利体制／008　　2　何为雇佣体制／016　　3　福利体制和雇佣体制的
合作／022　　4　日本的福利体制与雇佣体制／024第2章　如何认识福利政治／027　　1　福利政治
的诸次元／027　　2　作为利益动员的福利政治／030　　3　作为话语政治的福利政治／034　　4　
如何认识制度的变迁／040　　5　战后福利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043第3章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福
利政治　　　　——雇佣体制和福利体制的形成与联合／048　　1　福利体制框架的形成及相关言论
／048　　2　雇佣体制的形成／055　　3　福利体制的扩大／065　　4　福利体制、雇佣体制与政治
的对立轴／071第4章　20世纪80年代的福利政治　　　　——福利体制的削弱与雇佣体制的拥护／074
　　1“日本型福利社会”论与《前川报告》／075　　2　福利体制的削弱／080　　3　税制改革
／088　　4　雇佣体制裂痕的扩大／092　　5　看不见的利益诱导／095第5章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
的福利政治　　　　——雇佣体制的解体与福利体制的重组／100　　1“结构改革”的时代／101　
　2“过度的平等社会”论和“差距社会”论／104　　3　雇佣体制的动摇及其归宿／108　　4　福利
体制的重组Ⅰ——抑制和削减／113　　5　福利体制的重组Ⅰ——普遍主义改革／120　　6　福利体
制重组的障碍／128第6章　生活政治的可能性——超越分割式政治／131　　1　分割式政治／131　
　2　新的生存困难／135　　3　生活政治与新的政治对立轴／137　　4　福利政治的刷新／144后　
记／148参考文献／151致进一步阅读的读者／168人名索引／174事项索引／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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