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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简评

周祖荣

　　由邓大松教授主持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

国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研究》, 经过潜心研究, 在取

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 最后形成最终研究成果《美国社会

保障制度研究》, 并于 1999 年 6 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研究成果突出的特点是:

一、系统科学。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

法, 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内容与特征及其对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进行了较为系统地研讨。首

先,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

统一关系入手, 揭示了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直接原

因与发展阶段; 其次, 探讨了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思想渊源

和理论基础、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 最后指出了美国社会保

障制度的作用、存在的问题、采取的改革措施及其发展趋势。

成果由抽象到具体, 从美国到外国, 从过去到现在, 探索未

来, 史论结合, 以论统史, 循序渐进, 是一项内容丰富、体系完

整、结构严密、繁简适度的优秀科研成果。

二、理论新深。成果不是对事物表象的一般议论与分析,

而是由表及里, 由浅入深, 抓住事物的本质进行深化研究与

探讨。例如, 成果在分析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这一现象时,

对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探索, 从而证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在美国诞生, 决不是因为某些人们的主观意志, 也不是一种

偶然现象, 而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美国社会基本

矛盾进一步尖锐、激化的必然结果。另根据美国社会保障制

度发展的历史轨迹, 探讨了社会保险规模和保障水平从小到

大、从低到高的最一般的社会保障运行规律, 指出在资本主

义制度下, 社会保险的规模与保障水平既决定于当时的生产

力水平和国家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 又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尖

锐程度和阶级力量对比的状况紧密联系。不仅如此, 成果还

根据任何活动的背后都有某种意识、观念和思想在发挥作

用, 并支配着各活动的开始和延续这一唯物辩证观点, 对美

国社会保障的思想渊源和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探讨。

通过追本溯源, 证明: 美国的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巨大的公益

事业和极其重要的安全工程, 它的产生和发展除了直接受一

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因素与条件支配外, 还必须受制于反映资

本主义制度本质要求的意识、思想和观念。并认为, 这种意

识、观念和思想体系就是指导美国社会保障实践的理论基

础。主要包括: 西方伦理思想、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过早死

亡论和老年理论。又如, 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和

主要内容, 不只是简单的分期归类和概说, 而是从中探求美

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规定性, 进而揭示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质、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总

之, 该研究成果不论从时间跨度, 还是从理论跨度的角度评

价, 都是国内目前有理论深度和较高学术水平的力作。

三、填补空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逻辑严密而

又系统地分析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与实务, 深刻揭示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内在矛盾与问题的实质根源, 揭示社会保

障制度运行的一般规律、基本特征和经验教训, 并结合中国

实际, 探讨如何借鉴和发展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这在我国还

是首次。因此, 成果填补了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空白。

四、实用性强。成果在全面总结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经

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根据“引进、消化、鉴别和利用”的原则,

紧密结合中国国情, 提出了改革和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

11 条建议, 它们是: 循序渐进, 避免盲目性; 社会救济与福利

事业应有相当规模的发展; 应大力发展人身保险; 建立多层

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险给付以满足被保险人最基本需

要为原则, 给付标准不能偏低也不能过高; 量力而行, 留有余

地; 全面开征和合理开征; 建立个人收入调查制度, 防止受益

人获取“意外”收入, 保持社会保险的“保障性”原则; 建立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 拓宽社会保障受益面, 强化社会保

障功能; 成立社会保障资产托管委员会, 切实管好用活社会

保障资金, 保证保障基金几十年以后的实际购买力和偿付能

力; 社会保险宏观管理应有新的突破。我们认为, 以上建议是

邓大松教授近年来从事社会保障研究的又一创新性成果, 同

时也是他长期研究所形成的观点的综合和提炼 (如作为基本

社会保险的补充, 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 大力

发展人身保险; 恢复和建立社会保险资金制度, 正确运用社

保基金, 并主张建立社会保障信托制度, 使社保基金按增值

目的运行; 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 主张建立多层

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以社会保险税替代社会保险费; 建立统

一的专业化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 成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

管理机构; 社保发展, 立法先行等。这些观点, 早在 80 年代中

后期就提出来了)。值得指出的是, 其中某些建议, 如多层次

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险与人身保险互补、费改税、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增大社会保险偿付能力以及建立全国统一的管

理机构等已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因为, 我国目前已在实

施和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人身保险项目正在由生存

型险种向保障型险种转化, 我国已建立了直接从事社会保障

管理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社会保险费以税的形式征缴以及

如何有效运用社会保险基金, 扩大偿付能力也逐渐引起各有

关方面的注意和重视。目前, 湖北省社会保险部门根据“成

果”中关于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制征缴社会保险

费、社保基金应保值增值、建立个人收入调查制度等建议, 正

在摸索和实践湖北省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总之, 上述 11 条

建议立足改革开放, 借鉴外国, 紧贴中国现实, 对建立健全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

义。特此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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