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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前 言

福利国家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对战后西方世界经济的复苏及社会的

稳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福利国家的思想在西方已经有了数百

年的历史，自资本主义兴起之日起，就有一些思想家宣传一种普遍增

加个人和社会福利的思想，有些西方国家还从法律形式上确认增进个

人和社会福利的合法性。但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向人们提供广泛的社会

福利的国家制度，却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主要是受了社会

民主主义思想、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思想以及工业主义思想的影响。

由于不同思想的作用，在西方国家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模式，

主要是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模式，保守主义福利国家模式，社会民主主

义福利国家模式。因为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使收入分配趋于均等化，

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刺激了战后西

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福利国家制度也对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

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靠从企业或富人那里征税来维持诸如

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基金以及资助穷人等各项支出，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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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损害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也造成了社会上一部分人过分依赖社

会保障的 “懒汉思想”，影响了人们求职和工作的积极性，因而也妨碍

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以致于使福利国家走向危机，不得不寻求对

福利国家制度改革的措施。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指引下，福利国家模

式改变原有的福利供给理念，建立 “积极的福利社会”和 “社会投资

型国家”。福利国家模式的变迁其实质并不是对传统福利国家模式的否

定，而是不断创新、改革和完善福利制度，是传统福利国家模式的

延伸。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一国政府国内经济和社会管理排他性的

降低导致福利国家制度模式的政策范围发生改变。当今世界，人口老

龄化问题，阶级结构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

新的挑战，逐渐趋向一致的社会风险是不同国家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

从整个福利国家模式的发展进程来看，政府从最初的济贫，到后来通

过立法建立一套制度来保障人民的生活，缩小贫富差距，体现了社会

文明的进步。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福利国家模式对于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提高福利国家模式的效率，并意识到对福利国家

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在福利国家模式的相关研究中，主要集中在福

利国家模式改革措施的方方面面，对于福利国家模式变迁的比较则很

少提及，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演变及其作用，

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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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完成研究内容，从研究视角来看，本研究在分析福利

国家模式理论渊源的基础上，从福利国家制度模式历史演变的视角，

通过对福利国家模式在不同阶段的实践，对福利国家模式变迁进行定

性与定量的分析。本研究主要解释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福利

国家模式的概念进行界定，在这一界定条件下，对西方不同资本主义

国家福利国家模式进行差异性比较，解释不同福利国家模式差异的原

因; 第二，通过对福利国家模式发展阶段的理论进行梳理，从中找出

指导福利国家模式演进的理论是什么，不同西方国家基于不同的理论

基础指导福利国家模式战略的选择和变迁; 第三，通过文献梳理，提

出福利国家模式变迁的前提是什么，通过对福利国家模式在政策理论

和实践上的体现，寻找福利国家模式发展和变迁的根源; 第四，通过

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得出福利国家模式变迁的一般性特征的结论;

第五，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虽然与国外福利国家模式存在着差异，但是

作为由政府主导制定并实施的一种用于保障和提高公民生活水平的一

种社会制度来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与国外福利国家模式存在着内在

的联系。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从制度覆盖项目到覆盖水平上与国外

福利国家模式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通过对国外福利国家模式变迁历

史的比较研究提出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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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福利国家模式概述

一、福利国家模式相关概念

( 一) 福利

福利是福利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制度

以及文化传统中，福利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含义。因

此，人类对福利理念发展的认识在不同时期的理解是不同的。在韦伯

斯特新世界大学词典的定义中，福利特指一种状态，即 “福利 ( wel-

fare) 是一种健康、幸福和舒适的良好状态”; 功利主义的福利观念是

给予人们最大幸福; 福利经济学家庇古的福利观念是福利即效用，进

而可以用货币来表示福利的大小，衡量福利大小的工具是货币边际效

用的大小，而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直接导致可以通过资源的有效配

置以及国民收入转移再分配使社会福利的总量增大; 马克思从阶级对

立的角度出发，认为通过改造社会制度，推翻资产阶级执政的政权，

才能实现现人类的福利，进而将国家福利或者社会福利扩大为全人类

·1·



? 福利国家模式变迁的历史比较研究

的福利。

福利国家理论中福利主要偏向于将社会资源进行整合配置，进行

财富分配的角度，从最初的以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演变成现在以公民

权利为基础的福利理念。在过去，社会政策中的福利往往通过伦理道

德的说教，将福利等同于慈善与救济，其实质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

级的一种施舍与恩赐，即是消极的福利，这样的福利理念在相当长的

时期占据着统治地位。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公民权利理论的传播，

人们开始从平等的角度实践福利的内涵，以公民权利为基础，将福利

赋予平等的内容，使福利的内涵又增添了新的发展方向，福利更多的

被用来解释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开发人类的潜能所提供的一系列外

在的政策措施，提出积极福利的理念，为福利国家理论中福利的内涵

提出了新的内容。

本文所研究的福利内涵主要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福利的角度出发，

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论述。从广义的角度来看，福利通常指政府

或社会为使其公民的物质生活以及精神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通过一

系列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优抚、教育等保障性政策措施的实施，向

公民提供福利设施和服务，实现提高公民生活质量的目的。从狭义的

角度看，福利指对特定的弱势群体即那些无力支付生活必须品费用的

穷人所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政府计划，是具有最低生活保障性的低福利

水平特征的保障措施，是社会政策的一项必要的补充。无论是从广义

的角度还是狭义的角度，福利的保障主体是国家和政府; 保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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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体公民; 保障的主要内容是一切为了保障全体公民生活水平的带

有福利性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措施。从实质上来看，福利是政府所履行

的公共产品供给的一种形式; 从福利的特征上来看，实施对象范围覆

盖的普遍性、保障水平的多层次性、保障内容的广泛性、保障形式的

多样性等特征。

( 二) 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来源于 “社会国家”这一词语的使用，最早使用时

用来描述俾斯麦政府的社会政策。在 1870 年，当德国历史学家首次用

“福利国家”来描述俾斯麦 “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之后， “福利国

家”这一词在英语国家中开始被使用，然而却没有特定的内涵。到

1942 年，英国大主教威廉·坦普尔 ( William Temple) 在 《基督教与

社会次序》一书中使用 “福利国家”来突出国家在福利供给过程中所

起到的作用，提出了他的社会改良思想。这些社会政策的改良需要通

过一个集权的政府，在原有的职能范围的基础上为公民提供福利。他

将 “福利国家”描述为与德国纳粹统治的相对立的为公民服务的国家，

政府不仅要维护社会秩序还要为公民服务。虽然到 《贝弗里奇报告》

开始实施之后，“福利国家”才被赋予更加明确的内涵，但是学术界认

为威廉·坦普尔是首次正式提出 “福利国家”的人。

福利国家与福利制度的概念不同，可以说最早的福利制度从伊丽

莎白时期的济贫法的规定就已经确定下来，但无论是 19 世纪末期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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