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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致中国读者 我非常高兴能为我这本著作的中文版作一个简单的前言。
 自几年前这本书出版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政策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而且对全球化与社会福利之
间关系的理论研究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与这一领域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著作相继问世，全球化与福利的关系成为一个
争论不休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些发展并认真考虑本书中所提到的主要论点的含义。
重要的是，根据这些审视，我们还需要对中国社会政策的最新发展做出评价。
尽管在这一简短的前言里要想完成这个任务可能力不从心，但只要能够对本书内容作一简要概述并给
出其主要结论，那也算达到了目的。
 虽然，本书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论述了全球化对社会福利的意义，但它主要关注的是先进工业民主国家
的发展状况。
至于其他类型的国家，如欠发达国家、前社会主义国家或转型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本书几乎没有
直接谈及，但是这并不表明本书的基本论点不适用于这些国家。
事实上，本书提出的基本论点适用于全球，并不只限定在发达工业国家范围内。
本书的基本论点可以描述为：全球化这一现象对福利国家来说十分重要，它由政治和意识形态驱动，
在“华盛顿共识”的支持下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形式。
华盛顿共识可以简单地描述为这样一种思想，即市场可以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因此它的社会政策含
义倾向于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方式。
本书对这种新自由主义方式的基本轮廓给予了描述，并且采用了一种简单化的“理想/典型”模型的形
式即“全球化逻辑”的形式；所谓“全球化逻辑”，是指在一系列既定的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即开
放的贸易和金融的条件下，这个逻辑所导致的结果将对福利国家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全球化逻辑”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以“纯粹”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它是通过民族国家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机构为中介而间接地发挥作用，这其中包括各种各样对全球化逻辑中放松管制和市场导
向的抵消与遏制因素。
在工业化民主国家中，劳动力流动、利益集团、竞选和社会运动等涉及所有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的领
域，就社会政策来说，它们均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冲击针锋相对。
因此，本书用大量笔墨评价了全球化对发达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影响，重点是劳
动力市场——尤其是充分就业、工资和工作待遇——社会保障体系和税制等；此外，还对先进的工业
民主经济体中全球化如何与社会政策发生冲撞进行了经验性研究。
本书大体描述了这些福利国家将要发生的变化以及从这一调查中可以吸取的教训。
本书的结论是谨慎的且是尝试性的。
尽管在全球化压力下许多福利国家仍保持不变，但是，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特别是盎格鲁—萨
克逊国家、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或是说东亚国家在适应和应对全球化时有重大变化。
在欧洲大陆国家和东亚国家，社会政策的“社会市场”方式保持得很好，而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
社会政策表现得更为明显的是新自由主义化。
尽管本书超越了民族国家范围而考察的是跨国行为，并指出“社会”的全球化应当面对经济的全球化
，也就是说为了支撑社会权利，在联合国等国际实体的支持下发展全球性的社会标准，而且这对于那
些从人文主义角度出发致力于规范和适应全球化的人们来说应该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在广泛总结了本书的主要论点和发现后，我开始转向它对除工业民主国家以外的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我曾在别处提出我们要仔细研究福利全球化与工业化国家、先进半工业化国家、前社会主义国家和欠
发达这四种国家类型的联系，同时，全球化的含义在通过这些国家的路径上有显著不同。
需要谨记的是，这四种国家类型实际上只是理想中的类型，而在现实中并不支持这种巧妙的划分。
此外，每个国家全球化的程度和范围是独特的，其经济和政治发展遭遇全球化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从中国的例子上我们就可以看出。
 本书说的全球化一是指对全球市场的介入和国民经济的开放趋向于破坏社会保障所特有的国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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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例子是消费津贴，它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之一，也是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构性特
点之一。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充分就业，它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实行“终身雇佣”的日本中得以实现。
第二个全球化是指全球化的含义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它倾向于支持私有化和市场力量的更加开放
，从这种意义上说，它的强行推进使管制得以解除并击退了国家在社会福利范围的干预；另一方面，
通过将国民经济暴露在更大程度的变化和不稳定状态下，全球化制造了新情况和各类不安全因素，这
实际上就需要增加社会保障。
这一概论适用于所有这四种国家类型，但是至于国家如何对全球化的这些矛盾需求做出反应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许多内在和外在的因素。
 本书力图在全球化对社会福利造成的一致性和多样化结果之间求得平衡，但它强调的是解除管制和对
工业民主国家福利的消极意义。
因此，本书将重点放在工业化国家上，而不探讨对社会福利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其他一些影响。
对欠发达国家和半工业化国家的观点中两个重要领域是工业的发展和民主的进步。
这些影响因素刺激了社会保障的发展，以东亚国家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反对全球化的整体强行推
进。
对中国社会政策的任何考察不仅要考虑到我本书中强调的全球化压力，还要考虑到其他影响因素。
事实上在历史背景下，每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有自己的独特性，并需要对其政策发展做全面的了解。
不管怎样，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全球化及其对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这一完整的话题仍然是有争议
的而且争论得十分激烈。
本书的目的正是针对这一争论，毫无疑问这一争论同样在中国也发生了。
 我非常感谢对这一问题颇有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郑秉文教授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并将此争论呈现
给中国读者，以期使中国读者对这些争论的凸显及其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实用性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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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说的全球化一是指对全球市场的介入和国民经济的开放趋向于破坏社会保障所特有的国家形式
。
其中一个例子是消费津贴，它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之一，也是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构性特
点之一。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充分就业，它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实行“终身雇佣”的日本中得以实现。
第二个全球化是指全球化的含义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它倾向于支持私有化和市场力量的更加开放
，从这种意义上说，它的强行推进使管制得以解除并击退了国家在社会福利范围的干预；另一方面，
通过将国民经济暴露在更大程度的变化和不稳定状态下，全球化制造了新情况和各类不安全因素，这
实际上就需要增加社会保障。
这一概论适用于所有这四种国家类型，但是至于国家如何对全球化的这些矛盾需求做出反应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许多内在和外在的因素。
 　　本书力图在全球化对社会福利造成的一致性和多样化结果之间求得平衡，但它强调的是解除管制
和对工业民主国家福利的消极意义。
因此，本书将重点放在工业化国家上，而不探讨对社会福利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其他一些影响。
对欠发达国家和半工业化国家的观点中两个重要领域是工业的发展和民主的进步。
这些影响因素刺激了社会保障的发展，以东亚国家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反对全球化的整体强行推
进。
对中国社会政策的任何考察不仅要考虑到我本书中强调的全球化压力，还要考虑到其他影响因素。
事实上在历史背景下，每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有自己的独特性，并需要对其政策发展做全面的了解。
不管怎样，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全球化及其对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这一完整的话题仍然是有争议
的而且争论得十分激烈。
本书的目的正是针对这一争论，毫无疑问这一争论同样在中国也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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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前面几章所讨论的是全球化的逻辑及其对福利国家的影响。
在本章中我们将超越民族国家，来看在一个经济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的世界中社会福利政策存在的问题
和前景。
前几章的内容大部分是描述性的或者定位更“正面”一些。
本章将更加具有说明性和标准化。
我们还将回到一些与全球化相关的更广泛的题目上来，这些题目在第一章中已有概述即讨论了社会主
义替代方案的溃败以及民族国家的分权.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那样，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溃败是我们讨
论经济全球化复苏的重要背景。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社会主义对社会福利的重要性。
从社会福利政策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尝试，这一社会制度试图从部分根本原因人
手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问题，即经济上无保障、受剥削、不平等的状况。
社会主义将问题归结到结构和基本面的层次，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市场经济。
它相信，对于社会化了的经济收入和其他资源的分配应该是由大家共同控制的，这样才能解决在结构
层面的分配公正问题，而在市场社会中这一问题基本被视为一种症状，并在这一层面上通过社会政策
加以解决。
对社会主义来说，在任何情形之下，分配公正既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也是社会主义的承诺。
虽然社会主义者们在他们所相信的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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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与福利政策:全球化的视角》是由R·米什拉编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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