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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企业保障为中心和重点，广泛而深入地对社会保障、企业保障、个人保障、进行了理论探
索和实证分析。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有6章，详细介绍了日本的社会保障、企业保障、个人保障，内容涉
及日本的法定福利费用、法定外福利费用、企业人事管理、减员行为、企业经营与负担、金融资产、
老龄化、个人储蓄等等；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和分析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与企业保障，目的是以国际水
平为参照系，通过国际比较来认清日本社会保障与企业保障的地位和特点，内容涉及国际社会保障与
企业保障的4种类型、社会保障负担的国际比较、薪金附加成本、社会福利、公共社会保障与私有保
障的界限、确定给付型年金与确定缴费型年金等等。

　　此书不仅符合日本社会保障的实际，而且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具
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多处难能可贵的理论创新，对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理论的创新和深化有着重
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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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性质　　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来源一般有两个：一是国家税收，一是社会保
险费。
但因为社会保险费同税收一样，是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强制筹集而来的，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特
定目的的税种。
所以，有人认为对二者进行区分没有多少意义。
但是，就缴纳者来讲，二者当然需要区别对待，不能视为同一东西。
那么，企业的人事负责人或财务负责人对这一问题是如何考虑的呢？
　　在对“增大税收负担”和“提高社会保险费”两者进行选择时，认为应“提高社会保险费”的只
有23%，而选择“增大税收负担”的达到了71%。
　　从这里可以看出，大部分职员愿意选择与其提高社会保险费，还不如提高税率。
但从企业角度看，增大税收，也就意味着负担的增加。
企业感到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与其说是对个人的征税，还不如说是缩小了企业的行动范围。
　　社会保障资金的给付、筹集是以个人为单位还是以家庭为单位，这是社会保障政策的一个重要问
题。
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从以家庭为单位向以个人为单位过渡。
特别是年金保险中的第3号保险对象（即职员的配偶）的保险金负担问题成为现在议论的中心。
但是，关于医疗保险应该以个人为单位的议论，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企业的人事负责人或财务负责人是这样认识的：站在夫妇共同工作的家庭与专业
主妇家庭的公平立场上，有27%的意见支持社会保障金的给付、筹集应该以个人为单位；与此相对，
站在按收人多少来确定社会保障制度承担义务的立场上，有67%的意见认为社会保障金的给付、筹集
应该以家庭为单位。
　　从历史上来看，社会保险负担由企业承担。
如工伤事故保险，按照雇佣者责任（employer’s liability）原则，全部由企业负担。
在日本，其他社会保险一般按企业与职员对半承担的原则处理。
这是因为，社会保险也和生产设备的维护、机械的折旧费一样，它是企业为了继续扩大生产而不得不
承担的经费。
但是，这能否成为社会保险必须由企业与职员对半承担的依据却令人怀疑。
因此，有人主张职员与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比例应为3：7；也有人主张应该跟工伤事故保险一样全部
由企业负担。
实际上，企业负担比例较大的国家也有。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看，个人生活保障要由企业承担，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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