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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欧福利国家制度是北欧最鲜明的特色之一，这些福利国家成功地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之间保持了
相对平衡，并在国民的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平等、保护弱势群体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它们的经验对许多国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书收录了十多位北欧国家从事福利国家研究的专家的论文，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
等多个视角，对北欧现行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脉络、“北欧模式”的主要特征和特色，及其当前和未
来所面临的挑战，比较深入地进行了理论探索和评述。
这些对正处于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与转型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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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被认为是北欧福利国家的关键特征。
它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北欧国家（往往）具有覆盖到全部人口的计划，这些计划基于社会权利，对
所有公民（常常是对所有居民）实行相似的制约条件。
与这一社会和教育权利密切相关的是北欧国家在对抗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的相对成功，这一成
功已经被经验事实所证实。
北欧各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度之一，也是贫困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第八章）。
诚然，经济增长和财富是解释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然而这显然也是立法以及关于政策和如何设计制
度性解决方案的政治决策所导致的结果。
（第九章所讨论的）另一项重要特征是两性平等，它往往被认为在北欧国家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北欧各国常常被描述成“对妇女友好”的福利国家。
通过国家干预（家庭政策）和强大的妇女运动，性别平等问题和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被置于政治
日程的优先地位。
关于北欧的家庭、家庭政策和职业生活的第十章对这几个方面作了更加详细的探讨，并指出了北欧各
国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这一部分的文章各自通过不同的方式突出了北欧的社会政治倾向，即通过强大的国家而实现的社会团
结是与对个体自主权的着重强调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很多文章描述并探讨了北欧国家中社会的组织方式。
北欧福利国家往往被恰如其分地描绘成格外以国家为中心，它具有强大的干预型政府、势力强大的政
府官僚以及庞大的、雇用了极大一部分就业人口的公共部门。
然而j这仅仅是事实的一部分。
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中一个方面是北欧福利国家的去中心化特
征。
大多数公民是在地方层面上接触到福利国家的。
这在第十一章中有所论述，该章讨论的是北欧国家中地方政府和市政部门所扮演的角色。
另一个方面是志愿性组织或市民社会与福利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在总体上是积极的。
一般认为国家和社会是互相对立的，并存在国家排挤市民社会的风险，但在北欧国家，这种竞争却似
乎很有限——合作关系一直更为常见。
如果将我们的视角从公共部门移开，就很值得仔细地看一看劳动力市场中的关系（第十三章）。
北欧国家的一个特点是其自治的劳动力市场，市场主要由组织良好的雇主协会和雇员协会之间的谈判
加以调节。
这一模式的前提条件是劳资双方的组织程度都很高。
国家作为第三方推动了劳动力市场达成妥协，而工会和雇主组织则对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相关的社会
、经济政策施加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这些“统合主义”的体系成功地创造了相对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并借助福利体系实现与综合性的社会
保障相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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