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合作秩序与国家公器：初识社会保障①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社会保障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人类合作秩序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并发展演变成为一

种国家公器，通过社会成员的合作收益发挥着社会融合和社会建设的功能。从社会保

障的发展演变来看，在人类合作秩序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社会保障成为社会成员之间

达成合作秩序实现合作收益的制度平台，并通过不断扩展合作秩序，演变成为一类国

家公器，发挥着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 

1.1  社保小故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社会保障作为人类制度文明的重要产物，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在

人类历史上，社会保障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古代也是这样。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社

会保障的互助共济、合作共享的思想。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小故事来了解中国古代社会

保障的一些智慧。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战国时候滕国的滕文公派遣自己的臣子毕战向孟子询问如何治理国家，孟子提出

不仅要让臣民们接受统一的管理，更重要的是要让臣民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也就是说让大家出入劳作的时候相互伴随，抵御强盗时相互帮助，有疾病的

时候能够相互照顾，这样的话老百姓就可以相互友爱、和睦相处。听了孟子的谏言以

后，滕文公也得到了一个从孟子而响应善国之治的美誉。 
资料来源：《孟子·滕文公上》。 
 

虽然这个故事孟子强调的是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秩序，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保障、

合作的智慧对于古人来说相当重要，对我们后人也有很大的启发。人们从古代开始就

                                                        
① 本章撰写者：席恒，祝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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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种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的思想，古代人们的社会保障，其实是从家庭内的合

作秩序和血缘关系的合作秩序不断向血缘关系以外的合作秩序扩大的。早先的社会保

障往往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共同体内完成，氏族、部族等血缘共同体通过对弱者的帮助

来实现共同体成员内部相互的支持和扶持。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

以及生产方式的进步，社会保障的这种合作秩序从血缘关系的合作扩大到血缘关系以

外的合作，血缘关系以外的合作实际上包括规章式的合作和市场活动当中契约式的合

作以及政治活动当中协商式的合作，进而形成人类社会保障纷繁复杂的各种组织方式。

通过这种规章、契约、协商的方式，人们的合作形态加以固化，社会保障的合作秩序

得以形成。社会保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合作秩序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人类最

早的社会保障形式就是在家庭或家族内部不断完善的。这一保障是基于人类的血缘关

系的合作，以提供物质帮助和代际互助为主要的形式，具有典型的利他主义的特征。

随着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断扩大，血缘关系的合作进一步扩大到血缘关系之

外，以机构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帮助为主要方式。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和人

类对物质生活的理性认知，许多基于公益心和道德情操的人愿意为他人提供更多的帮

助，进而形成了一批以慈善为目的的社会公益组织，使得人类的合作秩序由家庭保障

扩展到机构保障，完善了传统社会保障的形式和内容。合作秩序的维持经历了从非正

式制度到正式制度安排的一种不断的制度化过程。人类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合作秩序

的不断演进中，由非正式制度转变为正式制度，不断给弱者提供帮助，给所有公民提

供福利。这种基于合作秩序的达成、合作收益的实现的保障方式是人类社会保障制度

最本质的特征。 

1.2  社保小理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逻辑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不同的研究范式，包括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解释主义和

解构主义范式，从表面上看不同的研究范式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研究问题进行思

考，具有独特性，但在本质上不同研究范式所遵循的研究逻辑与研究过程则具有内在

一致性。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门学科，同样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逻辑

与过程。 

1.2.1  社会保障研究的一般逻辑 

社会保障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遵从着社会科学的一般逻辑。社会科学是研究人

们在社会活动中各种社会现象和内在规律的科学。在整个人类的活动中有一个逻辑链，

每个个体在行动时都有共同的需求，有满足需求的动机，以及实现动机的各种行为。

也就是说，从“动机”到“需求”再到“行为”，这是一个阶段。当行动者的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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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后，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就会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进而这种社会结构或者

社会关系就会固化为一种社会制度。换言之，“需求—动机—行为—关系—结构”，或

者“关系制度化”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逻辑。 

社会保障研究的一般逻辑是这样的：首先，社会保障是由一系列的（社会）现象

所构成的。这种社会现象就表现为许多人或者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需求，也有满足需

求的一种冲动；其次，对于个体而言，满足这种需求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特别是社

会的力量或国家的力量来加以完成；再次，国家对于社会保障的安排实际上是通过政

策或者制度来实现的，这就表现为社会保障的制度或者政策，是一种制度化的过程。

因此，就社会保障的研究过程而言，是从现象进入现象学，再到发生学，最终到逻辑

学的研究，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研究逻辑链条。在政策性研究方面，基于机理性的研

究、政策性的研究或科普性的研究，我们能够了解一个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以满足

不同群体的需求。这就是社会保障研究的一般逻辑。 

1.2.2  社会保障研究的一般过程 

在社会现实当中，从现象学、发生学到逻辑学的机制性研究，是人们思考问题的

一般过程。在应用性研究这方面，同样包括学理性研究、政策性研究和科普性研究这

样一个应用政策研究的过程。如果把这一过程放在社会保障研究当中来看，也非常清

晰。在现实中不同群体都有社会保障的需求，无论是工薪阶层、白领阶层还是自由职

业者，每个人群都有各自的社会保障需求，这种社会保障需求往往就会表现为一种个

体的差异性。我们对于不同群体社会保障需求的差异性研究，就是要寻求共性，了解

一下每个群体社会保障需求的共性是什么、个性是什么，他在怎样的情况下有这样的

需求，政府通过对不同需求的把握，就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找到一种比较清晰的研究

机理。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的对象往往都有它发生的一种机理。比如需要了解

某些政策制定中政策本身的内涵是什么，需要我们从政策研究的角度来做些什么样的

工作。因此需要对政策的机理做一个清晰的分析，而这种政策机理的分析一般来说要

从政策诊断开始。首先要认识清楚待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需要运用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而后经由概念的操作化、科学的界定，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并通过实证的研究加以

检验，从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 

通过现实中的例子，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这一逻辑链条。政策研究实际上也是从

问题诊断开始，需要来界定和解决什么问题、解决问题的约束条件是什么、约束条件

可能的选择方案或者说优选方案是什么等。科普研究实际上就是要告诉老百姓什么样

的政策是必要的、什么样的政策是科学的。在不同的科学条件下，我们作为普通公众

对于政策应该怎样去关注、应该如何去参与、如何进行利益诉求的表达。我们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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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个案例来对这一抽象的过程加以描述。 

案例小讨论：延迟退休政策 

最近几年有关延迟退休的话题大家都非常关注，主要是由于它和我们每个老百姓

的贴身利益相关，同时也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密切关联。我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实行计

划生育政策以后，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弱，而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却是由 1978 年《国务

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男性 60 周岁，女性满 50 周岁。 

因此，这样的政策和现在的社会发展条件已经不相符合，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

延迟退休年龄已经成为国家的一种政策关注。我们怎样去研究这个问题呢？首先需

要界定什么是退休年龄、退休年龄的决定机制是什么，通过退休年龄的决定机制来制

定相应的退休政策，这样就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研究逻辑链条。如果我们不弄清楚退

休年龄的决定机制，贸然地制订各种不同的退休方案，在现实当中操作起来都是有困

难的。 

1.3  何为社会保障：基于合作秩序的风险化解机制 

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源于现代社会对于社会风险的深刻认识和由社会分工所产生

的社会合作，因此，社会保障如何化解社会风险、现代社会又是如何在互助合作中有

序运行，将是本节关注的主要内容。 

1.3.1  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风险及其化解 

社会保障从理论上讲是基于合作秩序的风险化解机制。社会现实中存在各种各样

的风险，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贝克尔提出“风险社会”以后，学界对于“风险”的关

注就越来越多。社会保障的风险一般是基于收入匮乏或收入不足所导致的各类社会风

险。在个体的整个生命过程当中，这种收入不足或收入匮乏会伴随我们的一生。例如，

在幼年时期，家庭的收入不足或匮乏，就可能导致我们的健康风险；受教育时期，我

们可能面临受教育过程中失学的风险；职业生涯过程中，我们还可能面临失业风险、

工伤风险，以及伴随我们一生的疾病风险。在社会保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就是人

们在年老以后的老年风险，这种风险伴随着人类始终。 

如何化解社会现实中存在的这些风险？由于风险的形成机制不同，风险化解过程

中介入的主体也有一些差异。一般而言，个体对于风险的化解能力往往是有限的。从

人类大规模组织化生产以来，我们的风险化解往往是由其他主体来不断介入的。各种

主体的介入帮助个体来化解风险就形成了一个合作秩序，最终实现一种在风险化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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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合作收益。这一合作秩序由内而外可能涉及这些不同的主体：首先，个体或者

家庭是风险化解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只要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劳动，不断积累收入

和财富，进而我们风险化解的能力就会不断提高，但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其次，市

场和商业的途径是风险化解的第二道防线。随着个人经济能力的提升，在有一定经济

积累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借助市场和商业的途径来化解风险，但发挥的作用相对有

限。再次，政府从政策角度形成风险化解的第三道防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社

会保障其实是以政府为主导形成的风险化解机制。除此之外，社会组织或慈善组织是

借助社会力量来化解风险的第四道防线，即借助公益的力量，通过慈善组织、社会组

织、慈善活动、公益活动等社会力量，来帮助个体化解风险，最终形成一种风险的化

解机制。 

1.3.2  社会保障——基于合作秩序的风险化解机制 

在人们风险化解的过程中，个人或家庭、商业或市场机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以及各类社会组织或慈善组织，都是在风险化解过程中不同的责任主体。

基于不同主体的介入程度，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保障方式。例如，最原始

的社会保障更多是在家庭内部完成，更多是以家庭保障来实现。到目前为止，家庭仍

然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和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家庭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的最主要

内容，主要是给家庭成员提供生活和物质上的帮助以及精神慰藉。伴随着社会风险的

扩大，以家庭为主的社会风险化解或者防范机制其作用会趋微，因此有能力的个体通

过商业保险等形式形成第二道风险化解机制，即通过商业保险的方式来购买不同的保

险产品，从而实现对于个体风险的化解。从理论上讲，这两种风险化解机制都是一种

私人的风险化解途径。从 1883 年俾斯麦在德国实行社会保险之后，政府开始介入个体

的风险化解过程，形成了风险化解的第三道防线。政府的风险化解就是政府通过动员

各种社会资源，用政策来引导不同主体介入个体的风险化解过程当中，以此形成的风

险化解机制成为国家责任机制或政府责任机制。最后，伴随着社会文明的提高，各类

社会组织或慈善组织也介入对个体风险化解机制的实现过程中。受市场或政府失灵的

影响，对于某些政府顾及不到的群体的风险化解，慈善组织或社会组织可以发挥一定

弥补作用。以上四类风险化解机制从理论上来讲，形成了不同的责任主体，它们之间

相互合作、相互补充，达到对于个体社会风险进行防范或者化解的目的，最终形成一

种人类比较文明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 

现代文明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体现为一种国家责任。国家通过在整个经济活动、

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为每个个体社会风险化解提供物质、精神和政策等方面的支

持，这是现代国家在个体风险化解过程中最主要的一种制度安排。国家责任的强化使

现代文明中社会责任主体得到了更多的表达。现代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是由国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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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家庭或个人、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形成一个整体的合力，为个体的社会保障提供物

质帮助、资源动员或者精神慰藉。这就是社会保障作为一种风险化解机制的基本内容。 

本 章 回 顾 

 
 

第 1 章思维导图 
 

思  考  题 

1. 我们为什么需要社会保障？ 

2. 社会保障研究的一般过程包括哪些方面？ 

3. 结合本章学习内容，谈谈你眼中社会保障的本质特征。 

4. 如何理解作为合作秩序与国家公器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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