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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博士论文文库》的出版是学校发展、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的盛举
。述其作用论其特点，必须回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说明。　　众所周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北京经济学院）是我国第一个劳动科学教研基地，至今已有55年的历史，假如是个
自然人，当此年龄段该是知天命多时了。五十五个年头，它有过创业的艰辛，有过成功的喜悦，有过
挫折的郁闷，有过耀眼的光环。它出身高贵，幼年受宠，少年惨遭磨难，青年恰逢盛世。从纵向看，
大致可切分为五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北京劳动干部学校阶段（1954～1958年）　　1954年
，正值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之年，中央和地方经济建设如火如荼，需要大批经济管理特别是劳
动管理干部；在职劳动人事干部大都是复员转业军人，需要大力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李立三同志和马文瑞同志的关怀下，中央批准建立北京劳动干部学校。中央人民
政府劳动部1955年11月11日写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信函指出：“为提高各级劳动干部的政治和业务水
平，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曾经前中央财委1954年9月6日批准建立一所容纳500名学员的劳动干
部学校⋯⋯”经中央1954年9月批准后，北京劳动干部学校和北京试验技工学校开始筹建。在北京市东
郊红庙征用了近百亩土地，建起了教学楼、礼堂、食堂、校办工厂厂房、教工及学生宿舍等。陈达、
袁方、任扶善等一批教师从人大劳动专修科（劳动专修科宣布停办）调进了劳动干校。在建设校园的
同时，劳动经济、劳动保护和锅炉检验三个专业开始从全国劳动管理干部中招生。作为大专性质的“
调干生”，学制为一年。1956年2月，三个专业的500名学员已经坐在新落成的教室里正式开始上课了
。　　令人骄傲和永远不能忘怀的是，1957年1月，正当第一批学员即将毕业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
、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的领导，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全校师生员
工。劳动经济专业的老师和劳动干校的领导等同几百名学员一起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接见。至今我们还
保留并在劳动经济学院走廊里悬挂着这张巨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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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社会救助发展中的国家责任研究》首先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分析社会救助中的国家责任问题
。理论方面，现代社会中，社会救助成为国家的一项必然责任，无论是从国家的责任范围、人权理念
的发展、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还是从贫困的形成原因或经济发展等角度来看，都要求国家承担社会救
助责任。从实证方面看，发达国家社会救助事务的责任主体都是国家，国家首先通过立法方式，建立
社会救助制度，并委托政府按救助法律的规定进行社会救助的具体实施，包括社会救助资金的财政性
供给和社会救助的组织、管理与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城乡差距拉大不得不对农村庞大的贫困群体进行
规范性救助。开发式扶贫在我国农村的反贫困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在功能上对反贫困有一定的局
限性，农村社会救助是反贫困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虽然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取得了较快
发展，但其覆盖面、保障水平仍然偏低，城乡间、地区间还存在较大差异等一系列问题，导致这些问
题的根本原因则是国家责任的缺失。所以《中国农村社会救助发展中的国家责任研究》选择我国农村
社会救助发展中的国家责任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
《中国农村社会救助发展中的国家责任研究》随后关于我国农村对社会救助的需求与国家对社会救助
的供给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农村社会救助近年来虽然发展较快，但仍然面临着严重不足的问题
，包括社会救助无法满足现实需求、社会救助在城乡间的全面差异和农村社会救助的地区性不均衡，
而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救助制度性建设不规范。制度性建设不规范导致农村社会救助的
配套资源供给不足，包括救助资金和救助体系组织运行等方面。
由立法机构制定城乡统一的社会救助法是解决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运行中所存在问题的根本所在。
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以消除社会救助在城乡间的全面差异；社会救助立法是建立对农村各社
会救助实施主体规范性进行资金筹集与组织运行管理的制度性约束，以确保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
运行。
在社会救助制度规范性建设的基础上，农村社会生活救助的主要问题是国家对生活救助项目的规范性
整合与资金的合理供给。农村社会生活救助资金的需求量较小，国家财政供给不存在量上的问题，关
键在于财政的转移支付与管理。
在现有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运行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农村医疗救助缺乏有效实施的基础。医疗卫生服
务的高价格导致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医疗消费在可得性与可及性方面均存在严重不足，在此前提下，
进行医疗救助会面临一系列困境，包括公平性缺失、负向激励、资金困境和医疗救助制度设计本身所
存在的困境等。国家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行改革是实施有效农村医疗救助的基础和前提，在此基础
上，对农村贫困对象实施基本卫生方面的救助和对部分大病进行救助。
国家财政对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导致非义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家庭和个人负担过重，从而出现与
农村医疗救助相类似的一系列困境。国家增加对教育的财政性投入，降低家庭和个人的非义务教育成
本负担是建立有效教育救助制度的一个前提性工作。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对农村贫困学生进行
救助。
农村社会救助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资金供给不规范，其背后隐含的实质是我国分税制财政管
理体制改革后，财政管理体制运行不规范的结果，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社会救助属于地方
性事务，但地方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在政府转移支付不规范的情况下，部分地方没有足够的资金进
行农村社会救助，从而导致农村社会救助供给总体不足和地区性不均衡。规范政府财政资金的转移支
付，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进行资金的合理安排与供给，以解决农村社会救助资金总体性不足和地
区性差异问题。
建立有效的社会救助组织管理运行体系是农村社会救助工作有效开展的组织保障，现有的社会救助组
织管理体系无法完全适应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开展的需要。政府应该整合现有的社会救助机构，建
立专门、高效的组织运行与监管体系，以保障农村社会救助工作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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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1949年以前我国社会救助历史回顾　　本章主要从两个层面对1949年以前我国社会救助的发展与
演进进行历史性回顾：一是从社会救助的思想层面，主要归纳l949年以前，特别是我国古代的社会救
助的思想基础及由此而形成的一些社会救助思想；二是从实践层面，主要从贫困救济和灾荒救济两方
面介绍l949年以前我国历代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救助实践。　　2.1 社会救助思想　　2.1.1 思想基
础　　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属于社会救助类型，即针对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构成社会保障的主体。我
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方面的思想表述。公平和以民为本是我国古代社会保障思
想的两个重要基础。　　社会保障以公平为价值取向。在古代，孔子就表述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他认为，只有公平，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思想，汉代的
董仲舒作了更为直白的阐述。他认为，西汉中叶官僚地主对百姓的疯狂掠夺造成了贫富悬殊和民不乐
生，这是当时社会“难治”的根本原因。要使社会“易治”，就必须实行调均。“使富者足以示贵而
不致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致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孔
子与董仲舒的这一思想，深刻揭示出社会保障通过再分配而调节收人的功能和使贫困者解除生存之忧
、缩小收入差距以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功利性。

Page 6



《中国农村社会救助发展中的国家责任研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