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为了亿万农民的生存安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为了亿万农民的生存安全>>

13位ISBN编号：9787212028633

10位ISBN编号：7212028630

出版时间：2006-9

出版时间：安徽人民

作者：李迎生

页数：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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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为了亿万农民的生存安全>>

内容概要

　　《为了亿万农民的生存安全》主要介绍了新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及其初步发展、市场转
型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联改革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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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导论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价值二、社会保障制度概述三、国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概况四、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五、本书的基本研究框架第一章　新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及其
初步发展（1949-1978）一、新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背景二、计划经济下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
度的基本框架与演变脉络三、计划经济下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基本特征四、计划经济下农村
社会保障制度的积极作用和主要经验五、改革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消极影响和基本教训第二章　市
场转型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展（1979年以来）一、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二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主要项目改革的进展三、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四、中国农村社
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第三章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县长与改革目标的再定位一、中国农村社
会保障制度的现状分析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与推进原则第四章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改革的基本目标与政策选择一、工业化国家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二、我国农村养老
保障制度改革的回顾三、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近期目标：“过渡模式”的构建四、农村养老保障
制度改革的远期目标：走向城乡整合第五章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政策选择一、我国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演变与现状二、工业化国家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实践的启示三、农村医疗保障
制度改革的近期目标及推进策略四、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与城市衔接的必要性及其途径第六章 农村社会
救助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与政策选择一、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框架与现状二、学术界关于农
村社会救助制度改革方案的讨论三、现阶段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重点选择及其实现条件的分析四
、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与城市相关制度衔接问题的探讨以低保为例第七章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前瞻一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需要重新审视二、"大保障"还是"小保障三、城乡分立还是城乡衔接四
、为什么要强调弘扬民族优秀保障传统⋯⋯第八章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联改革第九章　政府在农
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角色附录一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主要政策法规汇编附录二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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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新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背景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家。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中，家庭是社会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单元，它既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又是
基本的保障主体。
农民依靠耕作土地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
而当遇到特殊困难，比如说遭遇到天灾人祸，单个家庭难以对其成员提供最基本的庇护时，具有血缘
关系并通常聚居一地的家族成员往往是求助并能提供救助的主要对象。
只是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政府才提供微薄的赈济，以帮助单个家庭渡过难关。
在这种传统的保障形式中，土地无疑是提供保障的基本凭借，离开了土地，农民的生存亦就无以为托
。
正因如此，农民被世世代代束缚于土地之上，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亦因此而延续下来。
　　传统农村社会的家庭保障实质上是土地保障，获得足够数量的土地并能实际经营是这种保障模式
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
对于为数不少的佃农和土地数量极少的农民家庭而言，他们的生存安全实际上是缺乏保障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逐步在城市实施了比较完善的以社会保险为核心或重点的现代社会保障
制度。
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后称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城市
企业职工实施劳动保险即社会保险制度。
该条例的实施，使我国企业职工历史上第一次在遭遇生、老、病、伤、残、死等事件而处于暂时或永
久生存困难时，能够享受基本保障。
除失业项目外，其他在工业化国家存在的各种社会保险项目，我国的社会保险都包括了。
除此之外，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发展，企业职工还享有各种福利待遇，如交通补贴、住房补贴、物价补
贴、独生子女补贴及各种优惠乃至免费的社会服务。
至于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障，则比照该劳动保险条例及相关法规执行，只是后者在许多项目的
保障标准上比企业职工更优厚。
　　而在农村，却未实行上述社会保障制度。
为什么没有实行相同的或统一的制度，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有关。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落后的农村农业经济与先进的城市工业经济长期并存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与此相联系，从先进工业化国家社会保障的历程来看，一般都是先有面向城市企业雇佣劳动者的社会
保险制度的诞生，而后经过较长的时期，当社会结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上走上城乡一体化，城
市工业已能通过自身的积累来反哺农业而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与机械化以后，才有农民社会保险制
度的出台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一体化。
以养老保险制度为例。
先进工业化国家城乡劳动者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都间隔了较长的一段时期：西德68年；丹麦86年；
美国55年；加拿大63年；⋯⋯日本1941年设立了面向城市企业劳动者的厚生年金保险，至1961年实现
“国民皆年金”，当时规定农民可参加的“国民年金”属自愿而非强制计划，且可领取的年金额远不
能和厚生年金等制度相比。
直到1971年才有真正属于农民的“农业者年金”计划的出台。
至1986年年金制度改革后，全体日本国民也才真正能够实质平等地享受年金保险。
下表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建立农民年金保险的时间及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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