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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与社会建设·

社会保障焦点问题研究（专题讨论）　
　

特约主持人：景天魁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主持人语：２０１２年底，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成就。如果说，这
一成就对老百姓而言，意味着从此告别了“吃不上饭，上不了学、看不起病”的命运；对政府而言，意味着

建树了可以载入史册的政绩；那么，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社会保障的外围问题、可以

单个处理的问题、难度不太大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整体性的、基础性的、需要依据长期战略综合解决的问

题凸显了；意味着社会保障研究必须结束过去那种以救急性、意见性、分散性（话题）为主要特点的阶

段，进入新的研究阶段，新阶段的特点就是要对准焦点问题。因为，既然制度已经全覆盖了，那么，下一

步就要解决定型化、完善化问题。而定型和完善，就要回答往什么模式上定型，朝什么标准上完善的问

题。这样，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势必聚焦到这个问题上来。

　　所谓焦点，是各个因素、各个视角、各个矛盾的聚集点。即使它一时没有成为热点———社会关注度
高，也没有被当做重点———工作力度大，焦点依然具有作为问题关键的意义。在新的阶段，它会成为“热

点”和“重点”的根源。具体点说，解决定型化完善化将会聚焦到两个问题上：一是基本理论特别是基本概

念，这是定型化、完善化过程必须“摸着过河”的“石头”，摸不着这个石头，定型化就会走偏，甚至掉到河里；

一是制度整合问题，不整合，就谈不到协调，谈不到公平，制度无法稳定，也就无法定型和完善。

　　理论上的聚焦，是要探讨定型化和完善化的理论依据。在这方面，应该提出讨论的基本概念有很
多。景天魁的文章讨论的底线公平概念，就是可以讨论的基本概念之一。这一概念是依据中国国情提

出来的，作者在对这一概念以往十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保障实践，全面总结了这一概念

的规定性，建立了测量这一概念的指标体系。这种研究不是应急性的，而是基础性的；不是意见性的，而

是论证性的———拿出事实依据，做出逻辑证明，这是在科学上可以检验的。

　　实践上的聚焦，是要解决制度整合问题，这是利益的调整，观念的碰撞，也是政策的难题。制度“碎
片化”带来了社会不公平和制度的粗糙化，但要实现整合，却不能不动一些特殊获利群体的“奶酪”，触

动一些人的神经。高和荣、夏会琴准确地抓住了其中的身份化、地域化问题，这正是造成“碎片化”的症

结和要害。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未来方向，就是去身份化、去地域化，这是实现从特殊到普遍的演进

趋势的逻辑必然。崔凤的文章专门讨论了“碎片化”最为严重的养老保险制度，这是一个只要有一种人

群，就有一种不同待遇的制度，它集中体现了城乡、职业、行业等带来的社会差距，作者针对这个“老大

难”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相当具有建设性。林亦府讨论了美国福利改革对中国低保制度的启示，触

及到了社会福利的一个基础性的关键问题———劳动与福利的关系，最近还在延续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

许多发达国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陷入误区，从它们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取启发，无疑是聪明之举。

　　以上不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聚焦，都是重视论证、讲究证据的，因而是可检验、可批评的———
这是科学性的要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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