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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家庭功能已经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单纯地依靠家庭

能力难以摆脱贫困'医疗'就业等困境&中国的家庭福利政策属于补缺型的家庭福利政策$应当尽快向普惠型和发展型转变%

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事前预防$投资家庭成员$扩大政策受益对象等方面重构家庭福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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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特别是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空巢家庭'独生子女家

庭'单亲家庭'流动人口家庭规模持续增加$且人口

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

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表明家庭户均
&?#"

人$比
!"""

年人口

普查的家庭户均减少
"?&G

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

年居民家庭户的平均规模为
&?"!

人&与家庭

规模逐渐缩小相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并早在

#%%%

年迈入了老龄化社会&,

!"#G

年社会服务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截止到
!"#G

年底$我国
$"

周岁以上

的人口和
$B

岁以上的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
#B?BW

和
#"?#W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家庭面对的养老

压力增大&虽然我国局部地区已放开两孩政策$有

助于扩大家庭规模$但其对于优化家庭结构'减轻养

老困境等政策实施效果还需很长一段时间验证&此

外$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在
#%B&

年第一次全国人

口普查和
!"#"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我国人口

城市化水平分别为
#!?DGW

和
G%?$DW

$,

!"#G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
!"#G

年末城镇人

口占总人口的
BG?EEW

&总之$较低的生育率水平'

加速的人口老龄化'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冲击着中国

家庭&

家庭福利政策是以政府和社会为责任主体$以

家庭为对象$通过工作福利'发放津贴和提供社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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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形式对有关家庭进行帮助的社会政策&

*

#

+西方

国家
#%

世纪末已经出现了政府用于稳定家庭和承

担家庭功能所推行的社会政策$而对家庭福利政策

的研究始于
#%G"

年后&

*

!

+与西方国家家庭福利政策

的研究和实行相比$我国家庭福利政策及其研究相

对滞后&新中国成立伊始$虽出台了有关家庭福利

的政策$但是家庭福利并不受国家和社会的重视&

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渐重视家庭的作用$改革家庭福

利政策体系$计划生育政策'城乡困难家庭的收入支

持政策'免除农业税政策'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等社会

政策影响深远&我国目前的家庭问题繁杂多样$如

离婚率上升'家庭暴力突出'家庭之间贫富差距显

著'留守儿童缺失人权保障等问题有所增加$而这些

问题的背后透视出我国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

方面家庭福利制度的不完善&

二"我国家庭福利政策的主要问题

我国目前的家庭福利政策属于补缺型的家庭福

利政策&补缺型的家庭福利政策是政府机构偏向对

特殊人群提供福利的一种政策&具体而言$我国补

缺型的家庭福利政策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政策对象覆盖面窄

我国的家庭福利政策覆盖群体过于狭窄&政策

的受益对象主要包括贫困家庭'残疾家庭'军属家庭

等弱势家庭的一部分$政策涵盖方面缺少对普通家

庭发展的支持&以儿童福利政策为例$日本为实行

其儿童福利$颁布了,儿童福利法-',儿童津贴法-'

,学校营养午餐法-',母子福利法-',教育基本法-等

法律法规$同时$

#B

岁以下的儿童每月可领取相应

的补贴&

*

&

+而我国尚未建立完备的儿童津贴制度$除

了生育津贴'免费接种'部分医疗补贴外$我国
"

至

$

岁儿童发展所必需的衣食住行'教育'娱乐'医疗

等费用基本上全部由家庭承担&

*

G

+与此同时$我国留

守儿童问题突出&留守儿童父母进城务工$留守儿

童得不到应有的照顾$致使留守儿童受侵害'意外伤

害'非正常死亡的案例增加&据
!"#G

年中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发表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显

示$我国
$"""

多万留守儿童约占整个农村儿童的

&E?EW

$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状

况相对较差$留守儿童意外伤害'心理疾病和人格障

碍问题突出&总体而言$我国家庭福利政策的目标

把重点放在了问题家庭与弱势家庭$政策受益的目

标群体狭窄&

#二$政策功能局限化

满足家庭的基本生存需求和满足家庭的发展需

求是家庭福利政策的两个重要功能&然而$我国发

展型家庭福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空缺地位&我

国的家庭福利政策内容主要局限于对弱势家庭的经

济支持'医疗保健'照料服务'物质给付等有限的几

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家庭经济条件的

提高$人们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质量$不再满足于

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更讲求精神娱乐和个人能力

的提升&以我国现阶段实行的精准扶贫项目为例$

许多领导仅仅以入户送钱了事$从根本上并未解决

家庭贫困问题$经济援助只能解决燃眉之急$真正的

精准扶贫则要通过信息公开'农技推广'职业教育'

完善社保机制等渠道$培养有知识有能力的社会人

才&因此$要改变我国家庭福利政策功能单一的现

状$则更需要给家庭提供深层次的发展型需求帮助&

#三$政策体系碎片化

我国与家庭相关的社会福利政策呈现碎片化的

特征&各地各部门割据明显$各自为政$职责交叉重

叠和职能缺位现象屡屡出现&我国家庭福利政策的

地域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

的城乡家庭福利政策差异显著$农村家庭福利政策

欠缺!二是东西部发展的不均衡导致的中西部家庭

福利政策薄弱&

*

#

+

!"#G

年我国政府将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只是整合社会政策碎片化的一小步$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在筹资模式'缴费标准'待遇水平'财政

补贴'制度衔接等方面都有显著性的差距&整体而

言$我国家庭福利政策碎片化现象具体表现在政策

制定'政策受益群体'政策内容'政策执行及评估等

方面$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部门利益纷争'体

制改革'法制不健全等因素&

#四$政府责任主体的缺位

社会福利政策包括家庭福利政策的责任主体是

政府&.政府职责缺位/成为我国当前家庭福利政策

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现有的家庭政策强调个人和

家庭的责任义务$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政府部门对

个人和家庭实现责任的支持和保障&我国相当缺乏

对妇女福利的关注&家庭妇女承担了生育'抚幼'养

老等照顾家庭的责任&她们从事这些事务不仅没有

政府津贴$而且很大一部分知识文化低的家庭主妇

因没有就业$无法享受社会保障待遇&

*

B

+农民工子女

教育发展问题也较为突出&农民工文化素质较低$

其子女的教育环境较差$农民工子弟学校管理运营

乱象丛生$诸多此类原因导致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

不佳&家庭主妇和农民工子女有其特殊的困难$需

要引起政府足够的关注和帮助$政府责任的缺失只

会加剧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扩大家庭之间的贫

富差距&

$&#



书书书

!

总
!"

卷 靳明明!我国家庭福利政策探究

三!改革思路

基于我国的国情"相对完善的家庭福利政策应

是发展型的家庭福利政策和适度普惠型的家庭福利

政策#对此"我国可借鉴国外的政策经验"通过以下

改革思路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家庭政策"以提高家

庭福祉#

"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复杂化和家庭面临风险的

增多"社会成员在履行家庭责任方面所出现的问题

越来越多"政府帮助家庭承担养老育幼的责任尤为

任重道远#我国政府可以从三个方面践行其支持家

庭发展的主导职能#

首先"税务部门在未来应结合本国国情循序渐

进地实施税制改革#其一"积极探索以家庭为单位

的征税制度#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个人为课税单位

缴纳所得税的制度#这种税制有悖纳税能力原则"

未充分考虑家庭供给人口的因素"必然有失横向公

平#而家庭收入状况比个人收入更能反映居民全面

的纳税能力#美国联邦政府实施了以家庭为单位征

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此税制极大地减轻了弱势家

庭的生活负担#其二"逐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现

金$实物和税收优惠是政府部门提供家庭福利的主

要手段"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家庭能力发展的功

效最为显著#

#$%&

国家普遍实施了多元化的税收

优惠政策"通过免税$降低税率$延期纳税等举措予

以税收优惠"增强了困难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

'

&

其次"建立专门服务家庭福利的国家机关#我

国服务家庭的职能部门分散于各政府机构间"这些

部门包括民政部$教育部$卫生计生委等"全国范围

内缺少统筹的综合性的家庭福利机构#所以"政府

部门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全国性的家庭福利机构来

强化政府的责任和地位"成立类似我国台湾的'家庭

福利服务部(的机构"重新整合家庭福利资源#

再者"政府也应鼓励与培育家庭福利领域相关

的福利组织#在现代社会福利需求与供给多元化的

背景下"公民社会组织的构建是必要和必需的"它能

有效分担政府事务"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因此"为了

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对社会福利基本性和发展性的需

要"就必须扩大社会福利多元化供给主体"借鉴美国

联邦政府的实践经验)))以州政府为主导"外包机

构和社团组织积极参与"并将服务递送体系深入到

社区"各方力量共同投入到家庭福利事业的发

展中#

%

(

&

"二#事前预防并协助解决家庭问题

发展型家庭福利政策蕴含的是积极的社会福利

观"不是关注家庭问题发生后的补救"而是注重对家

庭问题的预防并减少和消除使家庭成员陷入困境的

因素#

英国
)*+

体系!是坚持预防为主的医疗体系#

)*+

体系中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全

科医生"担当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角色)))全科医

生遍布各个基层社区"每个家庭甚至每个居民都有

其全科医生"全科医生主要承担居民疾病的预防$诊

断以及基础治疗的职责#

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已经试点实施全科医生服

务制度"但因我国全科医生较为匮乏"尚不能普遍开

展全科医生制度#因此"实行以社区或村庄为覆盖

范围的家庭福利服务是预防和协助解决我国当前家

庭问题的有效途径#在社区或村庄范围内"居委会

或业主委员会更容易了解居民家庭的需求"可以通

过购买家庭福利服务的形式"引进专业咨询$医疗团

队"为居民提供直接便利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家庭教

育$婚姻咨询$家庭护理$心理健康宣传等"全方位预

防和解决家庭问题#

"三#将社会资源投资家庭成员

将社会资源用于对家庭投资"帮助家庭增强其

适应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能力"政府和社会的角色由

'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转变"是实施发展型家庭

福利政策的重要路径#

拉美国家的新型救助计划为我国家庭福利政策

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这些新型救助计划包括巴西

的家庭补助计划$厄瓜多尔的人力资源发展计划$墨

西哥的机会计划等"这些计划为防止'过度社会福利

养懒汉("从'可持续生计(的角度"注重人的发展"寄

望于受助者能力的提升"提供教育以及技能培训"以

此激励被救助者积极外出工作#

%

,

&

为了促进个人$家庭能力发展"从投资理念的角

度"我国现行的家庭福利政策应转变救助理念"也即

从简单物质福利供给转向发展型救助#首先"应当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扶持和投入#一方面"增进对儿

童的早期教育投资"引导儿童正确的认知观"提高整

体人口素质"减少误入歧途的风险*另一方面"关注

留守儿童和流动人口子女问题"加强对他们的关爱

保护工作"维护他们应有的合法权益#第二"支持有

能力的劳动者投入就业市场#完善失业保障制度"

加大财政投入"为失业者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第

三"平衡妇女就业和家庭中的角色"为妇女就业创造

有利的条件"并适当增加津贴#

"四#实施适度普惠型的家庭福利政策

以瑞典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早已实施普惠型的福

利制度"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覆盖全民的福利体

系#

%

-

&适度普惠型的社会政策是相对于补缺型的社

!下转第
./.

页"

(!.



!

总
&!

卷 马有芳%试论高校党员教育的价值'困境与改进对策

主义事业储备精英力量$振奋全党全国人民的信心$

让世界看到中国高歌猛进的英姿'民族复兴的朝阳&

&参考文献'

*

#

+

!

李源$杨丽娜
?

盘点十八大以来落马的
B#

名省部级以

上官员"一览表#*

ZX

(

YJ

+

?0;;

=

%((

.,+.)?

=

4(

=

-4?

M(7?M+

(

+

(

!"#G

(

##"!

(

M$G&E#A!B%BG!ED?0;7-

$

!"#G

A#"A&#?

*

!

+

!

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
?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党

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

ZX

(

YJ

+

?0;_

;

=

%((

L

U

<

?

Q

S+)?M+

(

M(+;4+;?

L

:

=

4

)*-;

<=

4i +4T:?

64T:Y(+;4+;8*-jT>+4T:2N i GDD!j T>;*442N

i#%%!?

*

&

+

!

孙婧$刘洋$张茂仁$高华
?

创新研究生党员教育考核机

制研究与实践*

'

+

?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

?

*

G

+

!

周溯源
?

习近平同志的执政思想初探*

'

+

?

湖南社会科

学$

!"#G

"

G

#

?

*

B

+

!

王建君
?

当前形势下高校学生党员教育管理方法初探

A

党员成长卡片机制建设*

'

+

?

改革与开放$

!"#B

"

!

#

?

*

$

+

!

周保垒
?

高校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

讨*

'

+

?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G

"

%

#

?

*

E

+

!

习近平
?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开创高校党建工作新

局面 *

ZX

(

[̂

+

?0;;

=

%((

+4T:?12+0),+4;?M(7

(

+4):_

M4+;4*

(

!""DA#!A#%

(

M(+;4+;

2

#"B!%#%!A#?0;7?

*

D

+

!

苏筱露
?

高职院校学生党员教育问题研究*

J

+

?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

%

+

!

李猛$邓秀芸$高平平
?

创新高校学生党员教育培训工

作的实施途径*

'

+

?

思政教育$

!"#B

"

!

#

?

*

##

+班杜拉
?

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333社会认知论*

\

+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蔡儿芳
?

高校研究生党建工作机制优化研究*

J

+

?

南

宁%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责任编辑
!

王耀辉'

"上接第
#&E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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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住房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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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普惠/应当成为中国家庭政策体系完善与

改革的目标之一$逐渐将我国的家庭福利制度由.特

惠/转向.普惠/$福利政策覆盖所有家庭&普惠型的

家庭福利政策操作简单$它以家庭整体为对象$管理

方便$福利的提供不以收入调查或者社保缴费作为

衡量因素$而是取决于人们的客观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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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型家庭福利政策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家庭$但不代

表没有重点扶持对象$空巢家庭'残疾人家庭'单亲

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面临的风险较多$对这些家庭

的援助$提升了其家庭生活质量$也将推动社会福利

向适度普惠型转变&

四"结论

当代中国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家庭规模逐

渐缩小$家庭功能弱化$家庭福利政策理应对此做出

积极的回应&家庭是社会福利体系的基础单元$我

国家庭福利政策体系应当尽快实现从补缺型向普惠

型和发展型转变$在政策设计中增加对家庭的支持

作用$以此保障家庭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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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体英国国民提供公费医疗的体制&

6a/

体系实行

分级保健制度$包括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和二级医疗卫生

保健$其中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提供基础性医疗服务$是

6a/

体系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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