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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文库》总序

2013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对青年一代寄

予厚望：“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

大有作为。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也是‘一

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

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同时，习近平

总书记也向全国广大青年提出了五点希望：广大青年一定要

坚定理想信念，广大青年一定要练就过硬本领，广大青年一

定要勇于创新创造，广大青年一定要矢志艰苦奋斗，广大青

年一定要锤炼高尚品格。

青年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

民族，必然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把青年看作推动历

史发展的重要力量。历史和现实也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

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两个

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

作为广大青年的代表人物，青年学者肩负着更多的社会

责任和民族期望，承担着塑造公共话语空间、培育公民道

德、提升民族素养、促进文明进步的历史使命，在青年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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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全社会都有着很强的示范带动作用。他们热爱学术事

业，无惧清贫，甘于寂寞，怀揣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排除

一个个艰难险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奋力攀登；他们在我

国的社会科学领域，以无畏的勇气，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

华，书写着中国人对中国、对世界、对天地万物无穷奥秘的

探究；他们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民族精英，也是实现中

国梦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思想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是青涩稚嫩

的，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们在各个研究领域的真知

灼见、非凡见解、卓越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长江后浪推前

浪，有了他们的积极参与，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也一定生机勃

勃，前景辉煌。

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科学

自信、文化自信，在朝气蓬勃、继往开来的青年科研力量的

参与下，也必将实现。为了展示当代中国青年学者的优秀研

究成果，支持优秀青年学者大胆创新，中国言实出版社编辑

出版了这套《青年学者文库》。文库有以下特点：

一是实用性。文库不仅为读者提供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

而且也为读者展现了研究的真谛。无论你是刚刚进入科研领

域的新人，还是正在潜心撰写学位论文的莘莘学子，本文库

都将带给你无穷的启发。

二是权威性。文库作者都是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致

力于相关领域专业问题的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已得到理论

界和社会上的认可。

三是丰富性。文库选题涉及多个领域——经济、金融、

科技、社会、文化、教育等，内容丰富，题材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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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创新性。文库所收录的著作，其内容具有很强的独

创性，作者虽多从人们熟知的领域入手，但资料详实，分析

透彻，论证合理，提出的新问题、新观点，发人深省，给人

启迪。

五是前瞻性。作者在深入理解与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

础上，大胆预测，认真求证，求人所未求，思人所未思，体

现了当代青年学者的胆识和担当。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始终坚持把学习作

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

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念，让勤

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

量。希望这套文库能对所有渴望知识，勇于探索的年轻人有

所帮助，增长他们的相关知识与能力；也希望书中的文字可

以重新点燃那些正在坎坷路途上跋涉的研究者们的信心。

文库总策划 

2013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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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我

们要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为重点，统筹推进城乡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的实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加速，

城乡互动联系增强，在城镇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实

现城乡共同繁荣，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新时期要统筹城乡发

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新格局；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作为公共产品

向全民提供，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建立健全符合国

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缩小城乡

区域间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差距，使得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逐步完善。在 21 世纪汹涌而来的“银色浪潮”所产生的养老危机

背景下，如何妥善解决农民的养老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基于基本的公

平正义、国家稳定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

在经历了“十一五”极不平凡的五年之后，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重大

进展，新疆农村各个领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农村的

民生状况也有所好转，由政府主导并强力推进，2003 年建立了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2007 年创建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初步改变了农村

社会保障的原有格局，但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

本书对新疆新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

首先，通过理论分析论证新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立的必要性和迫

切性。福利经济学理论的观点为农民应获得相应的养老保障和养老福利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政府通过养老保障政策的制定可以改善目前农

村老人的福利状况，从而提升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实现资源配置效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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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伦理道德理论和公正理论从社会公平和自由发展的角度阐明了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农民获得公平待遇、自由发展权利的基本保证。公

共选择理论和公共经济学则为政府要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承担重要责

任，为农民提供基本社会养老保障确定了理论依据。新疆农村养老保障

体系的建立既是社会公正、国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体现，也是促进新

疆城乡统筹发展的必备条件。

其次，新疆农村养老仍然主要依赖传统的养老方式并呈现碎片状态，

无法满足未来新疆农村迅猛增长的养老需求。同时，新疆城乡养老等社

会保障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加之农村家庭养老、土地养老能力的弱化，

这些养老方式具有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使得新疆农村养老风险越来越

大。通过一系列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新疆城乡保障体系差

异巨大，农村养老资源严重缺失，需要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

需要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再次，新农保制度在新疆的试点是建立新疆新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的良好契机。通过对新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情况进行实地调

研与分析，对其实施过程中的政策、方法和效果进行详细剖析和总结，

可以肯定新农保制度实施带来了积极的政策效应，但毕竟还在不断摸索

前进的阶段，仍有很多现实问题有待解决。通过对新疆新型农村养老保

障体系建立中必须考虑的财政投入、农民参加、集体扶持以及资金运营

管理等制约条件进行实证分析和论证，为新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

制度和模式选择提供了充分的现实依据。

又次，分析论证新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立的模式选择。新疆农村

养老体系的构建必须结合新疆农村目前发展状况的实际，国家提供的

新农保制度仍然只能作为新疆农民养老的保底线，试点过程中所提供

的养老金其保障程度依然很低，新疆很多地方农民的参保能力依然有

限，所以在新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仍然需要发挥家庭、个人和土地

等非正式养老方式的作用，通过多支柱养老体系来提高新疆农村养老

保障水平。

最后，探讨新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立和运行的对策建议。加速针

对农村养老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进程，是保证新型农村养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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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体系建立的坚实基础。新疆农村养老体系的建设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

主导作用，用好财政调节工具，同时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

为农民养老提供多元化的支撑，让新疆广大农民在公共财政的阳光下，

在城乡均等化的推进中，真正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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