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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相比其历史更为悠
久，更能直接地面对贫困群体，因而成为社会安全网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是近年来我国社会政策发展与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凸现出的一个重大问
题。
本教材以社会救助制度结构为主线，全面介绍社会救助理论基础、制度框架及其实践经验，分别就社
会救助中的一些基本范畴，如生活救助、灾害救助、扶贫开发、专项救助、特殊救助、社会互助和国
际援助等，进行专门的分析探讨，并进一步对社会救助的国际比较、社会救助基金及其管理等基本问
题展开系统的阐述。
本教材吸收了最新的社会保障与贫困的相关理论，反映了国内外有关社会救助研究的最新进展，密切
关注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的最新成就，注重国内社会救助制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解决途径，力求
内容充实、切合实际。
本教材既可作为社会学、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等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以满足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教学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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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乐章，1969年12月生，湖北英山人。
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于2000年和2006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现为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社会保障专业和社会学专业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社会政策与
社会保障领域研究，在《中国人口科学》、《农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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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社会救助产生与发展　　一、社会救助的渊源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
障制度中最古老的项目。
一般认为，它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人类出于恻隐之心或宗教信仰而对贫困者施以援手的慈善事业。
在美国的《社会工作百科全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些历史事实：公元前1750年，巴比伦汉谟拉比国王发
布的公平法典中包括了要求人们在困难时互相帮助的条款；公元前1200年的以色列，犹太人就被告之
，上帝要求他们帮助贫困者和残疾人；公元前500年，希腊语中意为“人类博爱行为”的慈善事业在希
腊城邦国家里被制度化，以鼓励公民为公益事业捐款并且在供贫民使用的公用设施中备有食物、衣服
和其他物资；几乎同时期，中国的孔子在《论语》中宣称人是通过“仁”这种表示爱心的方式来相互
约束的社会人，“仁”通常表现为全心全意地帮助贫困者；公元前100年，罗马帝国确立了所有罗马公
民在贫困时可得到贵族家族分发的谷物的传统。
　　中国的济贫思想可谓源远流长。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对济贫思想及其问题有着不同的表述。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儒家的“民本”、“仁政”（主张政府积极介入）和“大同”（提倡民间互助互济
）思想。
尽管其目标重在社会控制，但确实精辟地概括出政府救助和社会援助这两种社会救助思路。
墨子则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提倡“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
贱，诈不欺愚”，“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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