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保障的道德风险与负激励问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社会保障的道德风险与负激励问题>>

13位ISBN编号：9787504574480

10位ISBN编号：7504574481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作者：刘燕生

页数：32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保障的道德风险与负激励问题>>

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笔者围绕社会保障的道德风险与负激励问题进行探讨的一部专题研究成
果。
目前，国内对社会保障的道德风险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负激励问题的研究尚属初步，由于资料和相关
数据的有限性，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是初步的，这使得对该问题的研究既增加了难度，又显示了
该问题的研究价值。
笔者希望本书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问题的重要性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政策与经济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社会保
障具有公共物品、准公共产品的特征，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自身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
作为政府的一种责任，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公民的一项基本
权利。
近20年来，国际社会对社会保障的调整遍布大多数国家，其许多调整都与社会保障的道德风险与负激
励这一重大问题的困惑有直接的关系。
　　国际社会对社会保障的道德风险与负激励问题的全面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80年在巴黎举行会议，在讨论80年代的社会政策时，曾对福利国家
政策的效果进行过深入的研讨和评估，会后发表了题为《福利国家在危机中》的专题报告，自此惊呼
并提出“福利国家危机”的警告。
在1988年的社会保护的未来发展方向的报告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指出，社会政策应该更加注重
提高经济效益，加强“经济领域供方的有效作用”。
为此，经合组织提出应该把社会政策中那些提供“消极”收入援助的部分，比如对失业人员的纯粹现
金补贴和公共救助方面的纯粹现金待遇，用可以刺激就业和其他相关事业的措施来替代，由此来促进
他们所称的“积极社会”的理念。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在1989年对社会保障的主要发展趋势所作的总结中注意到，在社会保
障领域普遍存在着一种日益增强的认识，那就是“社会政策的设计原则是不应该使其通过消耗资源来
阻碍经济的发展。
相反，应该通过加强那些对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素来使其支持经济的发展”。
　　克林顿1992年上任时就提出，要终结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福利。
1996年8月22日， 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克林顿正式批准的美国《福利改革法案》结束了自1935年以来，
联邦政府对穷人的没有限制的福利补助。
规定多数贫困家庭享受福利救济补助的时限、食品券补助的条件,及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接受福利补助
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参加工作等多项改革。
这一法案被克林顿称为旨在恢复福利制度， 提供第二次就业机会，而不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欧洲众多国家也深深地体验和认识到了国家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制度在解决普通贫困问题时的作用
，但该种制度又导致了“依赖性贫困”，形成“贫困陷阱”，使贫困问题更加表现为一种制度性的负
激励现象。
英国著名学者尼古拉斯·巴尔曾经对福利国家的“棘轮效应”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以美国为例，描述了不同时代的福利补贴领取人与其纳税供款人间可能
发生的“棘轮效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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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笔者围绕社会保障的道德风险与负激励问题进行探讨的一部专题研究成果。
目前，国内对社会保障的道德风险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负激励问题的研究尚属初步，由于资料和相关
数据的有限性，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是初步的，这使得对该问题的研究既增加了难度，又显示了
该问题的研究价值。
笔者希望本书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政策的公共性和其覆盖的广泛性决定了社会保障是实践性很强的计划，
因此也决定了该书不可能是一本纯学术性的著述，应当说社会保障的道德风险和制度性负激励问题更
多的是实践问题，由此决定了在本书中力所能及地将相关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紧密结合，并注重运用
一些实例、案例进行分析。
这既是本书的研究方法，也是本书所体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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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　　二、防范道德风险与负激励是国外社会保障的重要实践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
来，社会保障的道德风险与负激励问题日益受到许多国家政府和经济学家的关注。
从“福利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福利国家制度设计曾经在欧洲相关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也不能否认福利制度的缺陷曾给欧洲国家，特别是西北欧国家带来严重的负激励问题。
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制度性缺陷普遍出现。
首先是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财政赤字、“滞胀”现象迫使社会各界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和社会福利，减少
税收以刺激投资。
但高税收是高福利的基础，减少税收，高福利难以为继。
其次是由于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福利国家”高福利、高工资、高补贴、长假期的优越条件，削弱了
他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西方就业机会外流和第三世界廉价商品大量进入西方市场，“福利国家”竞争力减
弱，难以支撑高昂的福利开支。
更严重的是，高福利还会不断培养出一批批坐享其成的懒汉。
据统计，在高福利政策下的欧洲，工人一年除了法定公休日外，还有大约30天的休假日。
德国人一年工作时问仅为1660个小时，比美国人少240个小时，比日本人少410个小时。
在英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拿着疾病津贴在海滨度假的大有人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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