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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政策》

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社会政策》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政策的著作，由十五章组成，其中《导论
》讨论了社会政策的内涵、类型、发展取向等理沦问题及中国社会政策的来龙去脉，是全书的总论，
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全书。第二至六章涉及对我国当今在就业、分配（主要从与社会政策的关系、
着重从再分配角度加以分析）、教育、医疗、住房等不同领域社会政策的分析，第七至十三章涉及对
我国当今针对老年、儿童、妇女、农民工、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贫困人口等不同群体社会政策的
分析，属于我国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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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迎生，男，1962年生，安徽省桐城县（现桐城市）人，法学（社会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
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者（2006）。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系首任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办社会工
作硕士专业学位论证专家组副组长（2007-2009），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月刊顾问。现任国务院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评估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保障论坛”（中央34部委主办）专家组成员，
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工作》月刊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建设研究院学术咨询专家，北京社会建设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
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残疾人事业研究会
理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常务理事，《甘肃社会科学》学术咨询专家，《残疾人研究》（中国残
疾人事业研究会会刊）编委，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社会学文摘》、《社会工作》（南昌）学
术委员。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人民日
报》等中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版约30部（含多人合著）著作，主编《社会工作概论》（
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等教材，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社会政策改革与创新的基础理论研究”；教育部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政策研
究”等），获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一、二等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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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社会政策的内涵、类型及发展取向第二节 中国社会政策的历史发展第三节 中国社
会政策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第四节 中国社会政策改革的方向第二章 就业社会政策第一节 就业社会
政策概述第二节 中国就业社会政策的历史演变第三节 中国当前的就业社会政策第四节 发展中的中国
就业社会政策第三章 收入分配政策第一节 收入分配政策概述第二节 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第三节 中国
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第四节 中国收入分配政策改革展望第四章 教育社会政策第一节 教育社会政策概述
第二节 中国教育社会政策的历史变迁第三节 中国当前主要的教育社会政策第四节 中国教育社会政策
的发展创新第五章 医疗社会政策第一节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与医疗社会政策第二节 中国医疗社会政策
的历史沿革第三节 中国医疗社会政策的现状第四节 中国医疗社会政策的发展前景第六章 住房社会政
策第一节 住房福利与社会政策第二节 其他国家及地区住房社会政策的经验与启示第三节 中国住房社
会政策的发展和现状第四节 加快构建新型的住房福利体系第七章 老年社会政策第一节 银色浪潮与老
年社会政策第二节 中国老年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第三节 中国老年社会政策的创新与发展第八章 儿童
社会政策第一节 儿童社会政策概述第二节 中国儿童社会政策的历史与现状第三节 中国儿童社会政策
展望第九章 妇女社会政策第一节 妇女社会政策概述第二节 妇女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理论基础第
三节 中国当前的妇女社会政策第四节 中国妇女社会政策的发展第十章 农民工社会政策第一节 农民工
问题的由来和现状第二节 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第三节 中国当前的农民工社会政策第四节 农民
工社会政策的创新和发展⋯⋯第十一章 残疾人社会政策第十二章 游泳乞讨政策第十三章 反贫困社会
政策第十四章 第三部门政策第十五章 社会互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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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收入的经济利益是利益最为基本、最直接、最主要的体现，对利益的追逐往往表现为对收入的追
逐。在财富和利益的总量即收入总量总是有限的或是稀缺的条件下，收入分配行为对于广大社会成员
的生存与发展，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变迁具有非常重要作用。因此，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威廉·刘易斯明确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
发妒忌心理和混乱动荡的方面。”①　　从收入分配的具体形态来看，其表现为一定的分配对象按照
一定的原则、规则和方式，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进行划分配给的动态经济过程。在市场经济或经济市
场化的经济体制下，作为收入分配的对象，是指那些被提供到分配领域，进入具体分配运行之中的社
会财富和利益，它既可以是实物形式的，也可以是价值形态的。其数量构成，从总体和宏观层面来看
，表现为特定时期一个国家范围内新创造的社会财富和利益，即国民收入，亦称“社会净产值”、“
国民所得”。从个体和微观层面来看，表现为一定时期内的个体新增成果或收入，即企业收入和个人
收入。　　从分配的具体流程看，社会成员个人可持有收入的形成通常需要经过初次分配与再分配，
乃至第三次分配等多个流转环节。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分配对象在参与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
如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之间进行的分配，分配标准就是各生产要素所有者和政府对生产的
参与状况和贡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市场机制，每个人所得
到的分配份额由市场机制及其一切偶然因素来决定。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形成三种原始收入，即劳
动者因提供生产要素以工资的形式获得的报酬收入，企业在扣除其固定资产消耗和其他运营成本及税
收后的净营业盈余形成的经营收入，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对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征收的生产税
和进口税形成的初次分配收入。　　由于市场机制调节作用下的分配结果往往具有不公平性，国民收
入经初次分配之后还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分配，即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是
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出于公平和均衡发展原则，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通过税收、财政
支出等途径对所积聚的财政收入进行分配，以满足不直接参与生产的各个社会部门和各类社会阶层的
需要，使其获得相应收入的过程。与初次分配市场处于主导地位不同，在再分配过程中，国家（政府
）成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主持者。自二战以来，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收入再分配已经成为政
府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责。很明显，政府的各项社会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再分配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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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就是一个个问题的写法，教学需要
2、书的内容很丰富，但是印刷纸张一般。
3、李教授是个踏实做学问的人，不然也成不了人大乃至国内社会学界大牛。他的学术风格跟他的作
品一样，中规中矩，有一套比较固定的思维模式和学术框架。他人挺和善，就是上课风格太死板，提
不起兴趣。有次在路上碰见他，真觉得他就是那种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有何特别的低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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