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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保障概论》

内容概要

《现代社会保障概论》具有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特点，具体为：1、体现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完整性－
在更广泛的内容上讨论了社会保障的整体问题。内容集中、重点突出；结构严谨，逻辑顺序合理。2
、观点的创新性－讨论了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如农村合作医疗问题、建立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
体系等。笔者结合多年来学习、研究中外社会保障理论、实践的积累，结合中国实际对有些问题进行
了创新性的论述。3、与中国社会保障现实高度的结合性－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的主要政策之一。随
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
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教材每一部分内容的选择，都是中国社会
保障制度改革所面临的新的难题，体现了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高度结合。如在教材中讨论了住房改
革、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非营利组织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甸具有现实意义。4、资料和案例
的新颖性－本教材力求用最新的数字资料，反映社会保障的最新进展，具有时代感。如增加了新的工
伤保险制度的内容；在养老保险中涉及了企业年金、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问题；还有事业、机关工作
人员的养老保险改革等等。本教材力求将社会保障中的最新资料和最新案例融入其中，使读者了解到
社会保障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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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马克思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保
障制度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又是以其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
物质资料再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物质资料再生产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结合的过程，
在进行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同时，进行着劳动力的再生产，只有在再生产中将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再生产
出来，社会再生产才能不断地进行下去。　　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者的体力再生产和智力再生产。
前者是劳动者体力的恢复　　和身体素质的提高过程，后者则是劳动者劳动技能和知识的更新和发展
过程。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手段是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的条件
主要从两方面得到满足：一是由个人通过提供资本或劳动从市场上获取；二是那些没有劳动能力、就
业机会和财产的社会成员，只能由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来满足他们的基本消费需求。在工业化以前，劳
动力再生产主要是通过家庭进行的，而在机器大生产后，劳动者的劳动风险逐渐增加，失业、工伤等
都使家庭保障越来越无法应付新的风险，因而劳动力再生产的要求也越来越多的是依赖社会保障来进
行。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都必须有保障。而对那些丧失
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则应由社会在产品分配给个人之前作必要的扣除。马克思在《哥达
纲领批判》一文中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总产品分配理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了
发展社会生产，社会产品在分配给社会成员之前，应该有三项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
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
和保险基金。”社会总产品扣除上述三项后的剩余可以用于消费，但在将其分配给个人之前，还必须
从中扣除：“第一，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
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①。马克思关于社会产品分配的扣
除原理，从社会分配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保障基金必须在社会产品分配给个人之前做储备性的扣除，这
一理论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保障的重要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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