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政策评论（第二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社会政策评论（第二辑）>>

13位ISBN编号：9787509702833

10位ISBN编号：7509702836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杨团,葛道顺 主编

页数：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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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政策评论（第二辑）>>

内容概要

本辑的论文多集中于中日韩三国社会政策的历史及现状的探讨，主题涉及“韩国卢武铉政府的社会政
策”“日本资源型地区低保的历史与现状”“中日韩三国的福利范式的比较”以及“东亚综合农协模
式与中国农村的合作组织”，等等。
 　　本辑聚焦了农协的历史与现状，既有日韩的农协的发展历史及现状的研究，也有我国解放前农会
发展的基本经验的介绍。
因此，本辑的内容对于了解日韩的社会政策的历史及现状、对于了解农会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所发挥的
作用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较为深入透彻的了解；同时，这一主题对于党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也会有
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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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韩国卢武铉政府的社会政策　　韩国前总统秘书室社会政策首席秘书长 金容益　　高春兰 译　
　一　绪论　　对20世纪韩国所取得的成就人们往往称之为“汉江奇迹”，从1950年代初开始，在短
短的50年内，韩国在战争废墟和冷战体制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诸多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国家的
研究对象。
十年前，即1990年代中期，人们还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市民过上幸福生活的唯一选择。
Taylor-Gooby认为古典福利国家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即经济的高度发展、以现代化劳动市场为基础
的低失业率、相对稳定的人口结构等（Taylor—Gooby，2004）。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韩国认为Taylor—Gooby所说的古典福利国家的条件已经具备，因而也希望像其
他发达国家一样成为福利国家。
　　但是除了经济发展之外，实现福利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社会政策长期以来在韩国并没有得到
重视。
可以代表社会福利的社会政策仅仅停留在临时应急状态之中，应对产业化所带来的诸如失业、产业灾
害、年老、疾病等所谓的旧风险（old social risks）而实施社会保险的时问不过是10～20年。
到目前为止，只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伤害保险、健康保险等制度得以实施并有财政支持。
　　可以说，韩国目前的社会政策体系尚未形成成熟的社会安全网，但是现在却要面对西方福利国家
经过100多年发展以后才出现的新社会风险（new social risks）。
这是用过去传统福利国家的模式和制度难以应付的新的社会风险。
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经历过的新社会风险，如北美国家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的加剧、欧洲国家失
业率和福利费用的急剧增长等（Esping—Anderson，1996）。
韩国虽然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但目前进入低增长时期，而当今发生在西方社会的诸如老龄人口增加
、劳动力不足、贫困、失业、两极分化等新社会风险在韩国也不断出现。
此外，西方福利国家所经历的由福利费用增加而引发的福利国家改革论在福利制度尚不成熟的韩国也
被提及，因而增长优先还是分配优先的争论接连不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放弃增长神话的盲目信念，谋求持续增长的新的方法乃是韩国社会政策所要解
决的课题。
　　面对韩国所面临的社会政策困境，从2003年5月开始执政的参与政府（指卢武铉政府，以下同，译
者注），承担着改革和发展社会政策的历史使命，特别是要对社会政策进行系统规划和确立目标，同
时要克服1997年以来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困难，树立并实践可持续发展战略。
　　综合考虑这种状况，介绍在过去5年中参与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福利发展这两个目标而设计
的国家发展规划和为实现这一蓝图而实施的战略，对试图实现经济增长和福利发展的国家来说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因此，本文首先说明韩国所面临的经济及社会政策环境的变化和挑战，这是上面所说的产生新社
会危险的内外环境变化，也是韩国所面临的新的风险。
然后介绍为应对这种政策环境变化，促进经济发展而设计的面向2030年的国家远景规划（Vision 2030
）。
这是包含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两个方面的国家发展战略。
在此着重阐述参与政府提出的社会投资战略的意义和这个战略所指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性
，以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战略。
最后介绍根据国家发展前景和战略，参与政府在过去5年内所推行的社会政策的相关内容及其成就。
　　在经济增长和社会整合同时并举的情况下，韩国社会政策选择及其今后发展方向，对谋求新的社
会政策方案的研究者和立法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韩国所面临的新的社会政策环境　　1.世界化和知识资本的增长　　众所周知，目前不仅是
韩国，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处于世界化浪潮之中。
世界化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为基础，把世界整合成单一市场和交易
场所的过程（宋浩根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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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超越自身经济政治体系，同国内外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那么世界化不仅对
这个国家的经济领域，而且对政治、社会等所有领域都会产生强烈的影响。
在世界化的潮流中像IBRD、IMF等国际组织通过金融资本把全球整合为一个市场，同时巨大的跨国公
司顺着这种市场和资本的流向，超越一国，在世界市场中把世界捆绑成一个地球村。
　　另外，信息技术革命（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成为促进世界化的动力。
在20世纪末，以冷战的终结和资本主义市场的繁荣为前提，以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为手段，世界化成
功地把地球变为单一市场。
像脱缰之马的资本（unfettered capital）超越时空，使国家问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往来成为可能，而世界
市场又把进入这一领域的企业引向无限的竞争之中。
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加速了意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产业部门的技术开发。
企业的技术竞争和研发（R&D）领域的投资成为企业在市场中求得生存的唯一条件。
这种信息技术革命把各国的产业体系从制造业中心向高科技中心转移，与之相伴随的是要求培养与此
相适应的具有高新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世界化之前强调土地、劳动等物质资本，而现在已经到了重视知识资本的时代。
　　由世界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重大变化，我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中可见一斑。
一方面，在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世界市场的影响下，企业为了应对市场的变化，在雇用问题上对劳动力
市场采取弹性化（柔性化）战略，即缩减正规岗位雇用比率，扩大非正规性工作岗位。
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和信息决定企业的成败，因而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以知识资本为基础的高附加值
产品开发上，劳动密集型产业渐渐衰退。
这种现象使得需要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本的工作岗位不断增多，而非技术工种逐渐减少。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在社会政策上要求既要注重保障基本收入的工作岗位，也要开发具有竞争力的人力
资本岗位，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和实施新的社会政策。
　　在世界化的潮流中，韩国不断增强国家竞争力，在世界市场上确立其地位。
1977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不到1000美元，仅过8年的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增加10倍多，达到11432美元。
1996年韩国加入OECD，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2006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8356美元，2007年预计超过2
万美元。
特别是韩国贸易规模处于世界第12位，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与智利（2002年）、东盟
（ASEAN，2006年）、新加坡（2004年）、美国（2007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现在正与欧
盟（EU）进行谈判。
　　但是韩国的世界化进程并非都是顺利的。
仅仅在10年前，由于金融危机，外汇储备见底，不得不向IMF申请金融救济，韩国经济进入受IMF管制
时期。
金融危机之前韩国人均国民收入上升到12000美元，但1998年下降到7000美元，所有企业都按照IMF的
要求通过劳动弹性战略强化企业竞争力。
由于劳动弹性战略的实施，许多工人失业。
此时在韩国能够解决因经济危机冲击而发生的失业、贫困等社会危险的社会安全网尚未健全，而经济
危机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使国家认识到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因而经济危机成了韩国加大社会投入，
构建社会安全网，发展社会政策的良机。
　　现在韩国已经克服了金融危机，经济正在稳步增长。
但是由世界化的余波而引发的收入不平等、产业间和企业间的两极分化等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特别是
非正规职业的增加，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最大因素，因而在韩国有必要更加
集中社会政策性投资。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反面呼声，即认为日益增长的社会支出阻碍经济增长。
因国家特性、政治体制不同，世界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Gilbert，2002），但在韩国
，世界化的加速和福利需求的膨胀，引发的却是增长优先还是分配优先的争论，这个争论同进步还是
保守的理念冲突一起成为继续讨论的话题。
　　2.低出生率和老龄化的加深　　如果说世界化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环境之一，那么韩国的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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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老龄化的趋势是决定韩国社会政策、经济政策未来走向的独特变数。
当然低出生率和老龄化不仅仅是韩国面临的问题，但韩国的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速度在世界各国都是罕
见的，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是非常严峻的。
　　据统计厅《人口动态统计年鉴》记载，韩国的合计出生率（一位女性一生可生育子女的平均数，
译者注）1970年代为4.53人，1990年代为1.60人，到2005年只有1.08。
这个数字比美国（2.04）、英国（1.74）、德国（1.37）、日本（1.29）（2004）及OECD平均l.6还要低
，几乎达到世界最低点。
不仅如此，老龄化速度也是异常快。
2000年韩国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全国人口的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将超过14％，要进入
“老龄社会”。
这样的老龄化速度比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日本还要快。
日本的老龄人口由7％达到14％用了24年时间，而韩国预期比日本要少6年，只需要18年的时间。
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问题意味着减少国家发展动力的人力资源，而且具有生产能力的人口急剧减少。
如果韩国的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速度持续维持下去，那么到2020年韩国人口将有4995万，达到最高峰，
以此为转折点以后便逐渐减少。
如图1所示，劳动人口预计在2016年为转折点，此后迅速减少。
2007年65岁以上的人口约有9％，但到205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体人口的38.2％。
现在劳动人口占71.7％，到2050年约占人口总数的53％。
　　韩国老龄化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方面在于经济增长而引起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医学技术的发展而导致人的寿命延长；另一方面在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韩国战争（1950～1953年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译者注）以后出现的人口高峰期
（baby boom）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的人口政策。
在各国人口结构中直接或间接受“二战”后人口高峰期的影响是共同现象，但是在韩国，战后（包括
韩国战争）出生的人口规模比哪个国家都要大。
在韩国，人口出生率的高涨持续了20年，到1970年因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而降低。
如前所述，合计出生率1970年为4.35，此后逐年下降。
现在1950年代出生的人大都是四五十岁，他们历经韩国经济发展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经济发展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到2020年他们大都进入老龄人口的行列。
如图2，韩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中显示，老龄人口不断增加，而低龄人口逐渐减少。
由此韩国的人口模型是由三角形、坛罐形向水瓶形发生变化，到2050年可能成为倒金字塔形模型。
　　低出生率和老龄化现状使韩国劳动力人口急剧下降，对韩国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大影响。
特别是2020年以后，战后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老龄期，这一时期也是韩国为应对老龄化而构筑“马其
诺防线”时期。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韩国政府虽然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但还是需要通过更加积极、更加集中的社会
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尤其是在老龄人口的社会安全网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下一代的抚养负担更加艰巨，社会政策的作用显
得更加重要。
　　3.两极分化（Polarization）　　韩国社会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的政策环境是两极分化的加剧。
1990年代以后，韩国受到了世界化和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弹性化战略的影响，同时又经历了1997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
在这个过程中韩国的内需、产业、企业、收入、消费等方面都出现了两极化的现象。
虽然出口一直保持旺盛的势头，但内需、产业停滞，二者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
资本投资集中在技术密集型产业，诸如IT产业成长迅速，劳动密集型企业成为夕阳产业，特别是创造
大量劳动岗位的制造业逐渐衰退，服务业不断成长。
不仅在产业之间两极分化严重，而且在企业之间这种分化也日益加深，大企业每年更新创利纪录，但
中小企业经营艰难，破产企业日益增多。
　　对待两极分化问题，社会政策更加关注贫富差距的深化，即收入的两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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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这通过基尼系数、收入五分位分布、相对贫
困率上升的趋势可见一斑。
详见表1、表2。
　　韩国收入两极化是产业领域两极化和劳动力市场两极化所致。
图3中显示世界化、信息化及产业的两极化最终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即IT或R&D产业的发展，
使技术性职业工资上升，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衰退使不需要技术的工作岗位不断减少。
特别是根据技术熟练或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占据的不同岗位，其工资差异更加明显。
不仅如此，企业的劳动弹性化战略加速了非技术工作岗位的非正规就业，使就业不稳定和收入减少伴
随而生（金东春等，2000）。
劳动岗位的两极化最终导致市场收入的两极化。
市场收入的两极化在资产形成的过程中同样导致两极化，甚至影响到构成人力资本基本要素的教育与
健康。
其结果在劳动力市场中导致低竞争力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收入市场的两极化或不平等引发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现象暴露出政府政策介入和收人再分配的力度
不足。
一般来说，市场收入作为第一次分配，通过税收来调整，二次分配是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来进行再分配
，以此来缓和不平等或者两极分化的扩大（姜信旭等，2006）。
但是韩国在过去数十年中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比起先进国家来说，仍不
能顺利运转，不能发挥有效的安全网的作用（姜永浩等，2006）。
　　这种两极化现象给韩国留下了急需解决的课题。
这不是单靠社会政策所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寻求消除整个产业领域的两极化、扩大稳定的工作岗位、
培养优秀人才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同时并进的方案。
　　主张增长优先的人们强调增长具有改善分配的效果（trickle down effect），是解决不平等和贫困的
最佳方案。
虽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增长确实能够消除贫困，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解决不平等和贫困问
题，但是那种效果在现阶段很难再现。
图4显示，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下位20％阶层的收入占有率随着GDP的上升而上升的现象，在金融危
机后并未出现，现在反而出现下降的趋势。
　　同时靠经济增长而创出工作岗位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的。
在图5中可以看出，与1990年代相比，现在经济增长1％而出现的工作岗位的增加数逐年减少。
同时制造业所能创出工作岗位的系数也大幅度降低。
服务业也如此，已经到了无雇佣而增长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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