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最低生活保障法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日本最低生活保障法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100053228

10位ISBN编号：7100053226

出版时间：2007-5

出版时间：商务印书馆

作者：韩君玲

页数：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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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最低生活保障法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从法学的视角出发，全面考察了二战后日本最低生活保障法制建设所走过的道路，深入阐述了日
本现行最低生活保障法的基本内容与特征，并对日本最低生活保障法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今后的
发展方向进行了细致的论述与分析。
　　本书收集和引用了大量珍贵的日文第一手资料，反映了日本最低生活保障法制的最新学术研究动
态和实践发展状况，对中国最低生活保障法制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为便于读者理解，附录部分翻译了有关日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行政资料，这些资料
大多是国内首次译为中文，对研究者及相关立法人士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作者韩君玲女士是我在广岛大学任职期间指导的中国留学生，当时她在广岛大学大学院社会
科学研究科法律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作为外国留学生，攻读日本法学博士学位的五年研究生活无疑充满了清苦与艰辛，但是，她却圆满地
完成了学业，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本书对日本生活保护法制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对1946年制定的旧生活保护法的形成和实施过程，
以及1950年制定的现行生活保护法的形成、实施过程及发展动向进行了立法史研究。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全面阐明了以下问题，即：针对二战后日本社会产生的大量贫困者，以往的救护
法等战前相关救济立法无法应对形势的变化而发挥作用；对于贫困问题GHQ(盟军最高司令部)和日本
政府的对应；旧生活保护法案的制定过程；帝国议会的审议状况，等等。
据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旧生活保护法未能充分体现GHQ有关公共扶助的原则，其虽具有现代社会
保障法的特征，但却大量承袭了救护法的体系和规定，未彻底摆脱救贫法的性质。
　　在本书的后半部分，阐明了以下问题，即：因旧生活保护法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诸种矛盾，有必
要全面修改即制定新生活保护法；基于日本国宪法的生存权理念新生活保护法的宗旨在于保障要保护
者的权利；新生活保护法规定了旧生活保护法中未有的独特原理和法的体系。
此外，本书对日本生活保护的行政、司法实务状况及学术动态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对新、旧生活保护法的制定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与探讨。
这种总括性的研究，即使在现今的日本亦是空前的和宝贵的。
此外，作者对各个论点的分析也非常细致，其中颇多内容对现今日本生活保护法的解释与运用富有启
示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日本社会极度凋敝，众多国民的生活陷入了贫困境地。
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受新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生存权理念的指引，以保障国民能够过上健康的、具有文
化意义生活的权利为宗旨的生活保护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听说在经济急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因不均衡发展而产生了贫困问题。
就百分比而言，即使贫困阶层只占全体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几，但在拥有众多人口数量的中国，其数字
也会是巨大的。
据了解，以这些贫困人口为对象的救助立法准备工作正在进行，那么，日本在相关方面的经验，无论
从好的意义还是不好的意义上来讲，都会对中国起到参考作用。
　　本书是研究日本生活保护法的学术著作。
我希望读者能够考虑到时代背景和社会体制的差异，仔细理解和领会从本书中所能够获得的东西。
并且，其中的若干内容倘若能够对中国的社会保障立法准备工作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那么，作为指
导和帮助中国留学生的我，将感到无上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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