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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保障是一种制度安排，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
随着人们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风险不断变化，社会保障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变化。
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前，就已存在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安全需要的经济保障制度，因其处于
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氛围中，与传统社会相适应，故我们称其为传统社会保障制度。
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存在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并且两种制度都受一定社会的
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的影响而在各国呈现不同的形态。
随着国家对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视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道路的研究成
为当前学术界的热点。
探索我国的社会保障道路既要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又要研究我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利
弊。
目前，社会保障学界对于西方社会保障的研究如火如荼，但对我国自身传统社会保障的研究却相当薄
弱。
是否能够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制度文化特征的社会保障道路，不在于继续套用西方正规社会保险制度及
其评价标准，而应立足于本国自身的制度环境，扬长避短地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机制。
《行政管理重点学科丛书：明清时期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研究》的研究正是立足于我国传统社会保障制
度，从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中，寻找对今天仍行之有效的保障方法，从传统文化的挖掘中，寻找对当
代仍有较强影响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探求适应我国文化特质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行政管理重点学科丛书：明清时期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研究》的写作目的
和要求不是探讨我国社会保障通史，而是选择社会保障事业相对发达并对当今影响较大的明清两朝作
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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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有关概念界定　　（一）社会保障　　关于社会保
障的概念，现在有多种界定。
国际劳工组织对社会保障的定义是：“社会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公共措施来向其成员提供保护，以便与
由于疾病、生育、工伤、失业、伤残、年老和死亡等原因造成停薪或大幅度减少工资而引起的经济和
社会贫困进行斗争，并提供医疗和对有子女的家庭实行补贴法。
”①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的定义大部分都沿用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把社会保障所保的风险列举出
来，这种概念没有考虑社会保障内容的发展变化，未能揭示社会保障的本质，因而具有历史局限性。
笔者认为，社会保障是当社会成员面临生存和发展风险时，由国家、社会、家庭对其提供保障的制度
安排。
这一定义首先指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们的生活安全，克服人们面临的生存和发
展风险。
把人们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风险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界定的前两个部分，即生存
和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当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讲必须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此外，该定义还指出了社会保障是一种制度安排（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动态的
开放的体系，随着人们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风险不断变化，它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变化，它的对象则
是面临生存和发展风险的社会成员。
从总体上看，笔者主张的社会保障是个内容丰富的范畴，包括社会保障的原始形态，也包括其发展形
态和现代形态。
有些学者认为，在我国传统社会，不存在社会保障。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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