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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切成就无不得益于人性解放所爆发出的社会与经济能
量。
正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并不断积聚和集中，从而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推
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强劲发展。
确立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战略和持续投入人力资本，是进一步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的不竭动力。
纵观历史，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当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
从世界范围来看，所有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都处在人力资源
利用效率最高的历史时期。
展望未来30年，世界经济的竞争将是人力资本的较量，支撑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动力是人力资源开发
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
　　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是一部转变人的分工角色、社会身份的历史，是不
断解放人的思想、调整分配关系、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历史。
因此，无论是短期设计还是从长计议，都必须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度，
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积极转变人们的社会身份，把世界上最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
迅速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总量，大力推进人力资源管理向人力资本经营转化。
显然，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是一项充满挑战和希望的伟大事业；建立具有中
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体系，是我们追求的宏大目标。
　　目前，我国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缺口，编撰一套
好的教材是推进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发展和提升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的需要。
为此，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组织多所知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资深教师，联合打造了“21世纪高
等院校人力资源管理精品教材”。
本系列中各本书的主编均为学有成就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们丰硕的科研成果和教学经验，足以保
证这套教材达到精品水平。
　　有优秀作者的大力支持，有策划者的努力付出，有良好的财经教育出版平台，相信本套教材的出
版能创造很好的社会价值，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人才的培养产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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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同类教科书相比《社会保障学》主要有以下三大特点：第一，大多数章节部以“引例”开头，
并在末尾配以案例分析题.使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
第二，在介绍基本理论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实务制度的解说，增加了“企业员工福利”（第10章）和
“住房保障”（第11章）等内容。
第三，对社会保障分配中的平等、效率和公平概念提出了新的解读，能够激发读者的学习兴趣，引发
思考。
《社会保障学》适合高等院校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专业师生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对社
会保障感兴趣的人士参考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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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锦棠，男，1957年1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慈溪。
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讲授“社会保障学”、“社会保险学”和“劳动社会学”等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与社会保
障，女性就业与福利。
曾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2005年9月一2006年7月，获富布赖特基金资助）和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993年8月-1994年8月）访问学者。
曾于2003年和2009年两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主编的《劳动与职业社会学》（红旗出版社出版）获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教材奖。
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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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5.1 社会保障一般原则　　1.社会保障分配比工薪分配更注重平等也就是说，福利分配的差距不
能大于工薪分配的差距，通过福利分配，使相对富裕的国民的收人流向相对贫困的国民，能达到缩小
收入差距的目的。
这条原则也就是社会保障统筹互济、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原则（正向分配）。
如果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得不好，经过社会保障分配有可能使低收入阶层的收人流向高收入阶层（逆向
分配）。
　　2.普遍性和选择性普遍性原则和选择性原则都是社会保障的原则，有的时候，普遍性和选择性相
结合，有的时候，普遍性和选择性相分离。
　　在“普遍性和选择性相对立”的意义上，所谓普遍性和选择性都是指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根本原
则，事关基本模式。
原则不同，社会保障的模式就不同。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一般遵循普遍性原则，即社会保障覆盖全民，社会保障分配人人有份，有均等
化趋势等；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一般遵循选择性原则，即社会保障有选择地覆盖部分社会成员，社会保
障分配只惠及特定人群等。
遵循普遍性原则还是选择性原则往往也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发达国家更有可能实行普遍性原则
，发展中国家一般遵循选择性原则，但也不一定，如作为发达国家代表的美国，却是遵循选择性原则
的典型代表。
在上述定义下，普遍性与选择性是不相结合的，一个国家或者实行普遍性原则，或者实行选择性原则
，二者必居其一。
　　在“普遍性与选择性相结合”的意义上，所谓普遍性主要是指社会保障子项目“社会福利”中人
人有份的那部分福利分配，如免费教育、公共卫生、绿化建设、社会服务等；所谓选择性是指社会保
障中对特殊群体的福利分配，包括需要进行家计调查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户”制度
，也包括不需要进行家计调查的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老人福利等。
在这里，所谓“普遍性与选择性相结合”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内部不能以一种原则贯彻到底
，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社会保障有许多子项目，既有普遍性福利项目如“社会福利”
，也有选择性福利项目，如社会救助，即使在一个子项目“社会福利”内部也有普遍性福利和选择性
福利的区别，有的应该遵循普遍性原则，有的应该遵循选择性原则。
普遍性原则与选择选择性原则怎样结合，各占多少比例，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也取决于这个
国家以什么样的“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比如，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社会保障，由于深受自由主义思
想影响，选择性福利项目占主导地位，如“临时家庭援助项目”、“儿童营养项目”、“医疗资助项
目”、“食品券”项目等不一而足，普遍性福利项目则占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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