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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民资格与社会福利》是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
《公民资格与社会福利》共六章节，内容包括公民资格的理论意蕴与实践逻辑、公民资格与社会福利
的内在契合、福利国家困境与公民资格危机、“第三条道路”与公民资格重建等。
《公民资格与社会福利》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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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艳霞，女，博士，现任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比较政治学，重点关注公民资格、公民文化、民族国家构建等学术领域
。
迄今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项，在《文史哲
》、《教学与研究》、《人文杂志》、《伦理学研究》、《东南学术》、《浙江社会科学》等刊物发
表论文三十余篇，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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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前言 一公民资格与现代政治生活 二公民资格与社会福利的相关研究 三本书的基本论述思路与核心
内容 第一章公民资格的理论意蕴与实践逻辑 第一节历史视野下公民资格的两种传统 一源于古希腊的
共和主义公民资格 二基于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主义公民资格 第二节现代民族国家内公民资格的
三维内涵 一作为身份地位的公民资格 二作为权利义务体系的公民资格 三作为参与行动的公民资格 第
三节公民资格理论蕴涵的四种张力 一自由、民主、公正之间的张力 二权利与责任的张力 三结构与能
动的张力 四包容与排斥的张力 第四节现代民族国家中公民资格的实现逻辑 一产生前提：民族国家的
出现 二现实基础：公共领域的成熟 三实现途径：社会运动的兴起 四目标与对象：宪政体系中的公民
权利 第二章公民资格与社会福利的内在契合 第一节社会福利与福利国家 一社会福利的内涵、特征与
分类 二福利国家的产生、特征与原则 三社会福利：公民资格的理论焦点与实践重心 第二节现代国家
的公民资格类型与福利制度模式 一社会生活诸领域关系与现代公民资格类型 二自由主义公民资格与
福利制度：以英国为案例 三传统公民资格与福利制度：以德国为案例 四社会民主公民资格与福利制
度：以瑞典为案例 第三章福利国家困境与公民资格危机 第一节福利国家困境的表现 一经济领域的困
境 二公共行政领域的困境 三社会领域的困境 第二节社会经济视角下福利国家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人口
老龄化对福利国家的挑战 二社会风险变化对福利国家的挑战 三劳动分工变化对福利国家的挑战 第三
节公民资格视角下福利国家困境的根源 一市场领域扩张及其对国家、公共领域的侵蚀 二全球化浪潮
对公民社会权利实现基础的削弱 三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与公民资格恶化 第四章“第三条道路”与公
民资格重建 第一节“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一确立新式的社会公平观 二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转
变 三福利国家向投资型国家转变 四福利国家向福利社会转变 第二节“第三条道路”重建公民资格的
努力 一公共领域重建：良好公民资格形成的基础 二公共权力领域改革：良好公民资格运作的条件 第
五章公民资格的拓展与福利国家的新趋向 第一节公民资格拓展的历史逻辑 一公民资格拓展的模式 二
公民资格拓展的根本动力、总体趋向和现实任务 第二节公民资格拓展的实践重心 一参与权利：公民
资格的纵向延伸 二多元公民资格：公民资格的横向拓展 第三节福利理念的更新与福利国家的新趋向 
一物质、权利与认同：社会福利的新内涵 二外部适应与内部调整：福利国家的新趋向 第六章中国语
境下的公民资格与社会福利 第一节公民资格的内在张力与中国公民资格的建构逻辑 一公民教育：近
代中国公民资格建构的重要实践形式 二近代以来中国公民资格建构的四个阶段 三公民资格的内在张
力与中国公民教育特征 第二节公民资格理念下中国福利制度现状 一亟须完善与调和社会生活各领域 
二有待扩充与统合的社会福利体系 第三节公民资格理念下的中国福利制度建设 一协调社会生活各领
域关系：培育良好的公民资格基础 二以公民资格为核心型塑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 三以公民
资格为核心确立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目标体系 四以公民资格为核心建构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原则
结语 参考文献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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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即公民资格模式相匹配，并且会对公民资格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这样的思考，作者在第六章中在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语境下探讨了中国的公民与国家关系，分析
了公民资格的内在张力与中国公民资格的建构逻辑，认为公民教育是近代中国公民资格建构的重要实
践形式，其实践的特殊性是它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中国人要改变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现状，发
轫于政治体系自身与社会精英的塑造，带有极为强烈的目的性。
而在当代中国，必须把协调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作为培育良好公民资格的基础；以公民资格为核心确
立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目标体系和基本原则。
作者的分析思考以及对实践的指导建议是务实的、可行的。
 改革30多年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各个领域的历时性问题和共时性矛盾逐
步凸显和频发，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体制转轨相对滞后、利益结构发生扭曲、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群体性事件不断蔓延等深层次问题逐渐显露，并盘根错节、相互交织地联系在一起，已经超越单纯
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而日益成为危及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的整体性问题。
我们必须改变过去以GDP主义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注重人的价值，保障
人的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为全社会共享。
而获取公民资格正是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前提条件，因为“公民身份包含了对一系列主要资源所享有
的权利——这些权利为人们的经济安全、健康、教育提供了保障。
并且对福利权利的享有，与人们在市场中所处的地位毫无关系”。
①正如作者在书中结尾所言：“如果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福利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人的本性
是邪恶的，福利制度又根本不会产生。
” 本书作者是我的博士生，她在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系从本科、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十年的
学习期间，我见证了她的学术成长轨迹。
她的聪颖好学、谦虚谨慎的学习态度以及对学术的执著和敏锐，给我留下了资收入缴纳保险费的制度
。
（7）免费教育。
英国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是免费的。
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学生一律免交学费，书和其他学习用品也由国家提供。
高等学校虽然不免费，但是在大学生中有90％的人可以获得政府发给的各种补贴。
对义务教育后未能升入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政府仍免费提供教育服务。
（8）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的对象是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劣势，但又不被上述保障制度包括的人。
如16岁以上的英国公民，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需要者、领取失业保险期满又未重新找到工作者、
被丈夫遗弃又有小孩抚养不能出去工作的妇女、未婚母亲及其孩子等。
英国社会的福利基金主要来源于职工、雇主和独立职业者缴纳的保险金以及政府的财政拨款。
政府的财政拨款主要用于医疗保险、社会救助和一些社会福利设施的建设。
 从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设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制度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社会的福利制度几乎涵盖了国家的所有公民，这似乎与自由主义公民资格的理念有着一定的差距。
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源地，英国社会的整个价值观念还是倾向于崇尚个人自由，而社会福利制
度也是在传统的“济贫法”基础上脱胎而来的。
这些特点与倾向在即使非常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中也有所表现。
首先，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虽然在设计上十分强调“普遍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比较宽，但是其保
障水平却远远低于欧洲大陆国家和北欧各国，仅限于满足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在英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奉行一种“低出低入”的原则，即社会保障收益只用于维持基本生活，
不能成为人们收入的主要部分。
从历史上看，英国的社会福利收入占人均收入比重一直低于15％，低于德国和瑞典。
英国的基本养老金数量也十分有限，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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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补贴的数量和期限也远远低于德国和瑞典。
此外，英国的社会保险税也比较低。
1999年英国的社会保险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7.8％，在西欧国家中是最低的。
而且英国政府的公共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是西欧国家中最低的一个。
这种“低出低人”的政策导向充分反映了自由主义公民资格中低权利、低义务的权利义务模式。
此外，在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个人责任”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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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民资格与社会福利》指出公民资格理论是一个与文化、制度、政策、行为密切相关的理论主题，
也是一个能将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群体、民族与国家勾连起来的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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