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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香港模式及其对内地的启示》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对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的
香港模式进行了梳理、总结和探讨。
《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香港模式及其对内地的启示》由上篇、中篇和下篇三个部分构成。
上篇分析了香港贫困群体、失业群体、女性弱势群体、残障群体、老年群体等五种弱势群体的规模、
构成、分布及特点，从而勾勒出香港弱势群体的整体状况；中篇较为全面地分析了香港社会为其弱势
群体提供社会支持的内容、方式及特点，从而揭示了在弱势群体社会支持中香港模式的丰富内容；下
篇分别从其社会支持主体、社会支持形式、社会支持内容等方面比较分析了香港与内地对弱势群体的
社会支持，进而探讨了香港模式对内地的启示或借鉴。
《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香港模式及其对内地的启示》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内容详实、资料丰富，是
一部集学术性和资料性于一体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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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政府支持的内容　　针对失业群体，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援助政
策和制度，所采取的援助形式也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
一类是通过保障制度为失业弱势群体提供经济援助，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失业援助、失业保险、解雇
赔偿等形式；据统计，在世界的146个国家／地区中，有四分之一的国家／地区实行了失业人士经济援
助制度，其中，欧洲国家的比例最高，超过了90％，其次是亚洲国家，占到了460k，其余依次是美洲
（37％）、非洲（16％）、大洋洲（10％）。
第二类是通过积极的就业政策为失业群体创造工作机会。
1993年国际劳工局局长在国际劳工大会会议上明确指出，“政府应该依据国家人力资源发展政策为失
业者提供职业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并结合就业保障津贴鼓励参加者的工作能力”。
　　与英国、美国以及中国内地不同，香港并没有设置失业保险及援助制度，而且政府当局也并不支
持设立这一制度，尤其是不支持设立失业援助金制度。
立法局曾在1995年11月22日就设立失业援助金进行辩论，当日有17位议员支持，29位议员反对，最后
该议案被否决。
香港政府认为，与金钱接济相比，失业者更需要的是一份工作，就算失业者出现了经济困难，也可以
通过申请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简称“综援”）来解决。
政府更倾向于通过积极的就业政策来鼓励失业者重新投入劳动力市场，因此，香港政府对失业群体的
支持更多地体现在再次就业上，而不是福利上。
我们将香港政府对失业群体的社会支持方式分为以下两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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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香港模式及其对内地的启示》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
项目成果丛书和港澳珠三角区域研究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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