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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务操作指引，集中解决了如何通过国家权力的积极干预
来落实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社会热点问题。
    作者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社会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的解决相关联，从个人生存权的保障、社会贫
困的消除、城市治理等角度来论述如何建设一个良好的、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的社会保障制度系统。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各级社会保障机关及相关部门的从业人员、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教师、研究人
员和学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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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分析框架和立论基础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最低生活保障及相关概念　
　（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权利保障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社会功能在于，以保障贫困人口基本
的物质生存条件为核心，同时还需要为贫困人口发展其“可行能力”提供各种制度支持，从而消除“
社会排斥”造成的阻碍。
①正因为如此，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中专门规定了针对贫困人口的其他福利性支持，比
如在住宅、教育、就业、医疗、法律援助、水电气的供应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
②而在我国的香港地区，各种综合援助制度就有20多个项目，甚至包括了对有需要者的交通费和电话
费等的援助。
③这些福利性帮助是帮助贫困人口发展其脱贫能力的最重要的手段，当然它的具体内容是可以不断变
化发展的。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的就在于将贫困人口所应该享有的各种正当性“要求”予以“制度化”，
并最终实现“权利化”和“法律化”。
但是，我国当前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这类正当性要求采取的保障方式主要是通过政策规范来确立政
府的责任，而不是通过赋予贫困人口相应的法律请求权的形式来给予保障。
这就使得这类保障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政府的施舍和恩赐。
　　从当前的世界来看，经济的发展已经被证明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人口。
即使是最为富裕的美国，也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贫困问题。
1991年，美国有3300万人，约相当于全部人口的13％，生活在贫困线下。
所以，必定需要国家对财富分配进行积极干预。
这种干预的最合适和最正当的方式只能是法律。
法律是什么？
它就是对权利或利益进行强制性分配的那样一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机制。
因此，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种国家强制性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
正因为它是一种对财富分配的强制性的权力干预机制，所以，西方国家才不给予该制度所确认的法律
权利以基本人权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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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民生方面的一项新的政策，这不仅是对单个的贫困公民的生存权利的保
障，而且，它还与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贫困和社会排斥现象的消除——紧密相连。
因此，本书稿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功能视角出发，结合法律上的权利研究范式和非法律的政策研究
方法来探讨该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除了“引言”和“余论”两部分以外，本书共分六章。
第一、二章构成本书稿的理论部分，第三、四、五、六章则是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践形态的描述
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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