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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政策研究在中国正方兴未艾、蓬勃发展。
经过10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交流广泛，学
术成果丰富，为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可喜的贡献。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五家单位联合策划举办的社会政策论坛，已成功举办了两届，这是社会政策学界
把握时代前进潮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扩大学术交流与传播社科知识的重要创举。
第三届论坛以“社会建设中的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为主题，既是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
政策和社会工作队伍建设要求的实际行动，又是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推动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充分
说明了举办者与参与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我相信，第三届论坛一定能成为砥砺观点、弘扬学术、交流成果，推动社会政策研究，服务社会建设
实践的一次盛会。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转入科学发展轨道，改革发展进程步入关键阶段。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做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
战略决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跨入“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建设提到了重要的突出位置。
加强社会建设迫切需要科学的社会政策的支撑和宏大的社会队伍的参与。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把加强社会政策的学习写进了中央文件，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社
会政策研究与实践所寄予的厚望。
民政工作是社会政策研究与应用的重要领域。
社会政策要求积极消除社会贫困，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需要民政部门进一步
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加快社会福利模式向适度“普惠型”转变；社会政策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增强社会活力和社会和谐，需要民政部门进一步推进城乡社区建设，依法培育
和监管民间组织；社会政策要求不断完善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要民政部门
进一步做好社区服务、社会福利服务及地名、殡葬管理、婚姻登记服务等工作。
如何应对这些新任务，在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中发挥好民政重要的基础作用，需要我们改革
有新思路、创新有新举措、发展有新局面。
要实现民政工作新的突破、新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政策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完善的政策设计和
可行的工作思路。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任务。
国务院第十二次全国民政会议，明确了民政部门在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民政工作属于社会工作范畴。
多年来民政工作的实践发展，为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传承了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理念；民政服务类组织和
社区建设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工作成长的重要载体；民政业务领域中的政策法规、从业标准和工作机制
，奠定了社会工作良性发展的制度基础；广大民政工作者在长期工作和实践中，探索创造了大量社会
工作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
自2006年以来，我们着力部署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举办了多期社会工作研讨班，成立了
“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在全国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在各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步伐加快，进展良好。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
只有解决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打造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才能产生推进社会工作的蓬勃动力。
　　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是新形势、新任务下，时代赋予中国社会政策研究
的艰巨任务和重大使命，也为繁荣中国社会政策理论、牵引社会政策学术脉动、展现社会政策研究价
值，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舞台和广阔天地。
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加深与民政部门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聪明才智，帮助我们克服前进
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一在我国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领域，同心协力地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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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建设开拓出新的局面。
我们相信，在社会政策领域的一大批专家学者倾心打造和积极推动下，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心
重视下，社会政策论坛必将在我国社会政策研究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社会政策研
究成果的展示窗口，学术思想的交流基地和理论、实践人才的培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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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政策研究在中国正方兴未艾、蓬勃发展。
经过10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交流广泛，学
术成果丰富，为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可喜的贡献。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五家单位联合策划举办的社会政策论坛，已成功举办了两届，这是社会政策学界
把握时代前进潮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扩大学术交流与传播社科知识的重要创举。
第三届论坛以“社会建设中的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为主题，既是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
政策和社会工作队伍建设要求的实际行动，又是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推动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充分
说明了举办者与参与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我相信，第三届论坛一定能成为砥砺观点、弘扬学术、交流成果，推动社会政策研究，服务社会建设
实践的一次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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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是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一个学术创新的进程。
学术创新的动力源于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新背景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拥有的新手段。
在有关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中，现实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个“问题领域”，而人们在对这些
问题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一些基本假设和理论前提（例如公民权观念）和研究成果会逐渐地沉淀下来
，成为这门学科的观念基础。
当然，实践的需求并不会简单地转化成理论成果，而且理论也会以各种方式来回答实践的问题。
因而，学科的发展势必具有相对于实践发展的自主性。
　　事实上，学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家（或学术大家）的出现。
他们的出现往往成为该学科发展的里程碑。
在社会政策这一领域，贝弗里奇、马歇尔和蒂特姆斯这些福利理论家的出现就起到了这种作用。
他们所倡导的“国家福利”、公民权和制度型的福利国家模式，已成为这一学科的核心规范，并为该
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导向和基本理论假设。
随后，新马克思主义者——如Gough（1979）和Offie（1984）等人——对于福利国家合法性的批判和艾
斯平·安德森（Espinff-Ander-SOn，1990）的福利国家类型说，也为社会政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观
念。
这些理论大家的工作对于社会政策学科发展提供了理论核心。
　　当然，学科发展不仅仅是由个别思想大家所能做到的。
它必须要形成团队、流派，并影响该领域中的专家学者，使他们接受并运用其理论。
例如，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国家分类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由许多社会政策理论研究者所推动的。
在此，学术团队就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在学科发展中，流派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学术创新必须在一定的学术规范体系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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