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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民生和社会建设问题。
2006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基于“社会建设与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思路，明确提出了“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
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等和谐社会建设的奋斗目标。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
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
建设和谐社会。
　　当然，民生的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需要适合时宜的社会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
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这是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的一项重要
举措，也是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主要职能有两项：一是以促进就业、维护劳动关系稳定和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为核心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二是以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管理为核心的公共人事管
理职能。
我们相信，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建立，必将为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提供更为有效的体制保证
。
　　可以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是发展和改善民生的一体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人力资源是民生发展的动力之源，社会保障则是民生发展的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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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保障理论教程》全面梳理了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演进脉络，系统地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
国家干预主义和中间道路等理论流派的结构体系。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西方社会倮障理论是在经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
伴随西方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张逐步发展起来的。
几个世纪以来。
社会变迁的内在需求，有力地推动了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不断发展。
而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发展和实践模式的挛迁。
本书以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演进逻辑为纵向线索。
以社会保障理论的结构体系为横向维度，并尝试将理论的发展置于社会变迁的脉络中予以考量，着力
展示社会保障理论的完整发展历程，使读者能从一个较高的层面对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有一个深
入而系统的认识，进而有助于反思和创新我国社会保障理论体系的建构路径。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社会保障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专业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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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思想渊源　　第一节　柏拉图：生存正义与公民权益　　柏拉图的
《理想国》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丰富多彩、环环相扣的对话，为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
这个城邦是历史上大大小小“乌托邦”的开山鼻祖。
而柏拉图设想建立的理想国旨在缔造一个秩序井然、至善至美的正义国家。
围绕这个宗旨，柏拉图讨论了什么是正义的国家，由此从城邦至公民、从上往下、从大到小理想化地
安排了城邦公民的生活、工作、教育及一切。
　　一、生存正义理念　　柏拉图精心设计的理想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在治国者和战士阶
层中实行财产、妇女和孩子的共有。
这是理想国的基本出发点，其目的在于防治国家的纷争和混乱。
柏拉图认为：人们之间的混乱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
因此，实行这种公有制，对国家来说也是最大的善，并且是这种善的原因。
显而易见，柏拉图试图从经济和社会方面切断社会纷乱的根源，把实行财产、妇女与孩子公有作为建
立理想国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平等的，人们可以参与享受社会上的各种资源，从而保障全
民的利益。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识到了人的生活具有物质性，人要生存就必须解决衣食住等问题。
在柏拉图看来，个人是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达到自足的，这就需要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建立起最初
的城邦。
居住在同一城邦的人们按自己的性格进行分工，从事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产
品，互相提供服务，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生活需要。
这其实就是在构建一种最完美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其核心就是每个人都参加劳动，通过劳动获得自己
在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吃、穿、住、用、行以及医疗等等。
这一点又与柏拉图讨论的“正义”相互联系。
正义在本质上追求的就是一种社会各阶级间的和谐相处，分工合作，互不干扰僭越。
柏拉图把正义分为国家正义与个人的正义，他在《理想国》中指出，国家的正义就是国家的三个阶层
各守其职、各安本分，治国者靠智慧把国家治理好，卫国者凭勇敢保卫好疆土，劳动者以节制搞好生
产，从而使国家处于安全稳定之中；柏拉图强调，每个人只能从事最适合自己天性的职业，各行其是
，各司其职，不得任意改变。
正义就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间的和谐关系中，每个阶级的成员都专心致力于本阶级的工作，且
不应干涉其他阶级成员的工作，即正义就是“各守本分，各司其职”。
因此，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力，使每个人都在最适合自己能力的岗位上工作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原则，
它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这就是社会的最大正义。
而个人的正义就是人心中的三个部分各尽其职、各安其分，理智以智慧统帅心灵，意志以勇敢保护心
灵，欲望以节制为心灵的正常活动提供生理基础，三部分协调配合，使心灵处于和谐安宁之中。
一个国家实现了正义，它就会朝着善的方向发展，因此，追求正义与和谐的最终目的就是寻求整个社
会的和谐与幸福，进而保障所有人的权益，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保障的最高境界就是社会的和谐有序
，每个人的利益得到平等且绝对的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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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保障理论教程》较为系统、及时、完备地梳理了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西方所出现的各
种主要的社会保障理论或福利思想。
众所周知，西方社会思想乃至经济学思想浩如烟海，而本书正是从社会保障的视角，对柏拉图以来的
西方主要思想流派进行了甄选，其中关于社会保障理论或福利观念的部分尽数收入书中。
本书的出版，不仅为高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专业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教材资源，同时也为各级党政
部门、民间服务组织、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实务领域的人员提供了富有现代气息和参考价值的重要读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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