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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在劳动人事专业的基础上，因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促进而逐步成长
起来的一个新专业。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各级劳动保障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研究机构
以及经营单位，对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80余所
高校开设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为满足迅速发展起来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教学需要，有关部门及高校组织编写了一系列教材，为这
一专业的教学、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应该看到，由于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设立时间不长，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变化较大，教材
编写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等原因，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教材建设从总体上讲还相当薄弱，存在体系不健
全、内容陈旧、大量交叉重复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且影响这一专业的健康发展。
　　鉴于以上背景，基于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及这一专业人才培养高度负责的精神，中国劳动学会
劳动科学教育分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联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在全国劳动和社会保
障领域著名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发起“高等学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核心课程系列教材”
建设工程，并于2002年底正式启动。
　　该系列教材在编写伊始，即确定了六条编写原则：　　1?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培养目
标及其对知识体系的要求，确立完整的课程体系与教材体系，充分满足该专业的学历教学和专业人员
知识培训的需要。
　　2?以服务于全国所有开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院校为目标，动员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编写本专
业的核心课程教材。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每种教材既系统地阐述该专业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又与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实
践紧密结合。
　　4?立足现实，反映前沿，力求创新。
在教材建设中，既反映已经成熟或公认的理论与学术思想，又能够反映具有代表性的劳动和社会保障
领域的最新理论、最新技术和方法，在理论体系、结构框架、体例格式和写作风格上有自己的特色。
　　5?避免教材与教材之间的过多重复。
作为一套完整的专业教材体系，虽然教材之间内容有所重复难以完全避免，但各门课程的设置又必然
具有自己的核心内容和知识要点。
因此，教材与教材之间强调相互配合，重点突出，避免以往教材之间内容大量重复的现象。
　　6?立足高起点、权威性。
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以往出版的劳动人事、劳动经济、社会保障系列教材和中国劳动社会保
障出版社出版的有关教材，以及其他高校零散出版的相关教材基础上，立足高起点、权威性来建设“
高等学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核心课程系列教材”。
为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专门成立了由大陆和香港在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领域治学严谨的知名专家组
成的编审委员会，召集人为曾湘泉教授（劳动领域）、郑功成教授（社会保障领域），老一代著名专
家赵履宽教授、陈良瑾教授分别担任劳动领域与社会保障领域的首席编审专家，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担
任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见名单）。
为使对各门课程所涉领域素有研究的专家承担教材建设的任务，在确立核心课程教材目录的基础上，
编审委员会采取招标或邀标的方式，确定合适的主编与主审人选，并实行主编负责制。
　　经过各位教材编写者两年多的辛勤努力，现在完成了第一批八种教材的编写任务，第二批教材亦
已启动。
包括《劳动经济学》《劳动关系学》《职业生涯设计》《社会保障学》《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与社
会福利》《工伤保险》《劳动法学与社会保障法学》在内的首批八种教材，汇集了我国劳动和社会保
障学科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不仅适用于高等学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需要，同时适用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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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管理、人口及社会学专业的师生选用。
　　在首批教材出版之际，我们期望着，这套教材能够以科学且丰富的内容、相互配合却又较少交叉
重复的体系以及创新的结构体例，可以满足各高等院校不断发展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需要。
同时，我们也期望着，各位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同仁能够提供有益的批评意见，以使我们进一步修订
、完善该系列教材。
　　我们衷心祝愿，我国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能够真正获得健康、长足的发展，在劳动与社会保障
专业领域深造的众多学子们能够在本系列教材的引导下茁壮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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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计十二章。
上篇为基本理论篇，阐述社会保障的基本概念、发展进程、理论基石、相关关系、体系与模式、社会
保障基金、立法与管理等，旨在提供较为全面、系统的社会保障基本理论知识；下篇为制度实践篇，
介绍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军人保障、补充保障等在内的制度安排及实务知识，旨在
从宏观和总体角度提供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关知识。
 　　与同类教科书相比，本书有着如下三个显著特色：一是作为高等院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社会保
障基础课程教科书的定位非常明确，既系统阐述社会保障基本理论与制度实践知识，又不琐细，在引
导学生进入社会保障专业领域的同时，又给其他社会保障专业课程及教科书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二是
坚持社会保障专业视角，力求引导学生与读者确立正确的社会保障理念和把握正确的社会保障专业知
识，避免片面的效率观、市场观等的误导，体现了知识性与思辨性相结合、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阐述性与启发性相结合的原则；三是体例结构有所创新，不是提供死板的知识，而是在阐述社会保障
知识体系及其内容的同时重视利用鲜活的材料，每章附有的相关案例既能给人以相应的启迪，又能增
进读者对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的了解与理解。
 　　本书同时适合高等院校经济类、管理类及人口与社会学类专业师生作为教材使用，亦适合所有对
社会保障有兴趣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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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功成，湖南平江人。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
兼多个部委咨询委员或顾问，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副会长及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中国保
险学会等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社会保障、灾害保险、劳动就业、慈善公益及相关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迄今出版有《构建和谐社会：郑功成教授演讲录》《关注民生郑功成教授访谈录》《社会保障学——
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社会保障概论》《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
迁与评估》《中国社会保障沦》《中国救灾保险通论》《中华慈善事业》《中国灾情论》《灾害经济
学》《财产保险》《责任保险理论与经营实务》《保险案例分析》《各国保险公司管理与运作》《全
球化下的劳工与社会保障》《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社会保障》等20多种著作或教科书；在《人民日报
》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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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灾害救助　　本章小结　　复习思考题　　案例讨论1　不完善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案例讨论2　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分类救助　　案例讨论3　深圳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践
　第九章　社会保险　　学习要点　　关键概念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养老保险　　第三节
　医疗保险　　第四节　工伤保险　　第五节　失业保险　　本章小结　　复习思考题　　案例讨
论1　连续工作38年无处领养老金　　案例讨论2　提前退休与养老金“黑洞”　　案例讨论3　“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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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社会保障基金给付原则　　确定社会保障基金待遇给付水平应遵循以下原则：　　1．保
障受保障者基本生活需要的原则　人的生活需要可以分为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和享受的需要，社
会保障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在社会成员生存受到威胁时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
当然，在不同时期，基本生活需要的内容和水平并不完全相同，在确定社会保障待遇支付水平时就要
有一个基准，使之能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保障基本生活需要要求社会保障给付水平标准既不能过高，给经济、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也不能过
低，无法保障社会成员的生活需求。
　　2．随物价变动调整待遇水平的原则　　由于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是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
而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平又取决于一定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其生活状态直接决定于物价水平。
假定北京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人月均300元，当物价提高5％时，同样水平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
味着受保障者的生活水平会下降；类似的情形也会发生在养老金、工伤保险待遇及失业保险待遇等许
多社会保障项目。
因此，社会保障基金给付的标准需要随物价的变动而调整，其目的还是在于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
需求，不至于因物价上涨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3．让受保障者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原则　　在现代社会，基于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国民分
享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成果日益成为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共识，但退休劳动领域的老年人、不能参与
社会劳动的残疾人以及缺乏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等，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是没有机会参与分
享经济发展成果的。
因此，社会保障待遇给付还应当尽可能地通过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来使全体国民不同程度地得到保障，
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必定可以实现让全体国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目标。
同时，及时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如最低生活保障线等），也是让受保障者分享
经济发展成果的基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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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保障学》从社会保障专业视角，系统阐述社会保障基本理论与制度实践知识，力求引导学
生与读者确立正确的社会保障理念和把握正确的社会保障专业知识，避免片面的效率观、市场观等的
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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