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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我 的 今 日 与 明 日

欧欧洲洲社社保保，，合合适适的的才才最最好好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福利模式因其加重债务负担、推高劳动力价格、颐养懒汉等而备受诟病，但也应看到，在欧债债危
机中，正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自动均衡器具有缓和与熨平经济波动、减轻冲击程度的功能，保证了欧洲社会秩序的的大体
安定。考察欧洲福利制度的利弊表现以及当前的改革举措，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建和改革或具有借鉴意义。

9月 2 0日开始至 3 0日晚间，
国会众议院议长博纳提出了至
少三份旨在阻挠奥巴马医改的
临时拨款议案，但都没有得到民
主党掌握的参议院的通过，最终
导致联邦政府预算没有着落。10

月 1日，美国联邦政府的非核心
部门关门。10月7日，奥巴马急签
军方支薪案，五角大楼九成员工
复工。10月16日晚结束联邦政府
关门。

2011年11月30日，约200万英国人走上街头，举行“世纪大罢工”，以抗议政府进一步提高养老金保障门槛的计划。（资料片）

□本报特约撰稿 丁纯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

白宫关门

7月23日，日本宣布加入第十
八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TPP)谈判，成为第十二个谈
判参与国。日本加入TPP谈判后，
谈判参与国的GDP总和将达到26

万亿-2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近
40%，贸易总额将占全球贸易总额
三分之一。

四种福利模式

欧洲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发
源地，最早的相关立法可上溯至
1601年英国颁布的济贫法，而世
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社会保
障制度诞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
德国。二战之后，欧洲社会依托
空前繁荣的经济，着力推进以促
进社会福利与公平正义为目标
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崇尚自由竞
争的美国模式相对应。

欧洲模式的主要特征可归
结为国家主导、覆盖面广与保障
水平高。按照福利的筹资来源、
待遇给付方式以及相关主导理
念，欧洲福利模式可以分成四种
子模式：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
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
(北欧模式)，以德、法等大陆国
家为代表的保守合作主义模式
(大陆模式，也称莱茵模式)，以
英国、爱尔兰等为代表的自由主
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南
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意大
利等国为主实施的地中海模式。
综观这四种模式在欧债危机中
的表现，以北欧模式为最优，其
次是莱茵模式，再次是盎格鲁—
撒克逊模式，最差的是地中海模
式。

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自诞生
之日起，作为经济与社会的自动
均衡器，在熨平经济波动、平衡社
会再分配、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毋庸讳
言，欧洲社会保障体制也存在诸
多弊端，这些弊端主要包括：

第一、高福利体系不可持
续，表现为政府财政状况的恶
化。欧洲国家政府在社会保障方
面的财政支出比重长期维持在
50%以上，比美国和日本高出10
个百分点。这一支出水平加剧了
财政赤字，导致政府债务水平上
升，其危害性在本次欧债危机期

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二、无力应对全球化挑

战。高福利需要高税负和高社保
缴费水平来支撑，因此必然侵蚀
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过度的
劳动者保护进一步增加了企业
成本，挤占了研发投资，从而降
低了欧洲的长期竞争力。

第三、难以充分化解老龄化
危机。欧洲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
高的地区，人口扶养比不断恶
化，2010年已低于4：1，2050年将
恶化为2：1，即两个就业人员要
负担一个退休老人。老龄化对社
会保障的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方
面加大了保障资金的筹资压力，
另一方面导致养老和老年医疗
卫生支出的显著上升。

各国纷纷改革

面临困境，各子模式国家都
进行了许多必要的改革。

在劳动力市场，通过弱化就
业保护与推动灵活就业模式来
增强活力，如丹麦、德国和荷兰
分别实践了“正规就业灵活化”
和“灵活就业正规化”；缩减失业
救济并将领取救济与接受工作
安排相挂钩，如德国的“哈尔茨
改革”，地中海国家还额外采取
了裁减公务员等措施。

在养老领域，日益从单一公
共支柱向国家主导、企业和个人
参与三方责任更均衡的三层次
体系倾斜，从而减轻作为第一支
柱的国家社保的资金压力，比如
德国推出的作为国家法定养老
金补充的里斯特养老金等；各国
还纷纷采取推迟退休年龄的措
施，如德国(65-67岁)、希腊(60-
65岁)、意大利(66-67岁)等，并
积极开展针对老年人的职业教
育与培训作为推迟退休的配套
措施。

在医疗保障方面，欧洲各国
也是多管齐下。比如，提高患者

自付比例、缩减医保承担的部分
治疗与康复待遇；探索提高运行
效率的方法，如英国在全民医疗
体系框架内引入含市场竞争因
素的内部市场机制，荷兰2006年
起执行的社会医保有条件交由
私人医保机构运营的改革等。

在总体进行改革的背景
下，各子模式的表现却呈现较
大差异：北欧模式同时实现了
高经济效率与高社会公平，大
陆模式经济效率虽稍逊但保障
程度高，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覆盖面广然而公平性较差，地
中海模式不仅保障程度有限且
执行效率较低。

社保不能大跃进

欧洲福利改革过程中，提倡
竞争、各社会伙伴更多承担均衡
责任、遏制待遇上涨等已经成为
趋势，其结局将呈现各子模式一
定程度上的相互趋近。

欧洲福利制度在危机中的
表现及其改革趋向，给中国社会
保障制度的重建和改革提供了
很多经验教训。其中最值得注意
的是，社保制度的建立一定要符
合本国传统和政治经济状况等
基本国情，并非最贵的、而是合
适的才是最好的。欧洲在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过度宽泛和慷慨
的社保待遇，恰恰衍生了后来居
高不下的刚性福利负担。

中国在经历了30年的快速
增长后，要求扩大社保覆盖范围
和待遇水平的民意呼声日高，这
无可厚非，但欧洲的教训提醒我
们，中国必须在经济条件宽松时
期注意建立自我承担责任的正
向激励机制，避免作出过度承
诺。

目前的中国理应大力加强
社保体制的建设，扩大覆盖面和
实现全国统筹等，但应注意：不
要在目前经济大发展、财富大积
累、财政较为宽裕的时期重蹈欧
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犯下的社
保大跃进错误，过于追求建立高
起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无视民众
的道德风险，轻易作出难以兑现
的高级承诺，与经济水平相适应
并能产生良性互动、激励机制明
确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同时，
需要借鉴欧洲在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方面的创新理念和成功经
验，坚持与时俱进，在满足社会
大众不断增长的保障需求的同
时又能维持体系的可持续性，努
力接近全社会和谐发展的高级
目标。

(作者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
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2月18

日宣布，将从2014年开始小幅削减
月度资产购买规模，同时加强对
超低利率政策的前瞻性指引。此
举标志着美联储将开始兑现它早
前“退出量化宽松”的诺言。耐人
寻味的是，此次会议，也是美联储
主席伯南克在其任内的最后一次
政策例会。

世界贸易组织第九届部长级
会议12月7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闭幕，会议达成“巴厘一揽子协
定”，多哈回合谈判12年僵局终获
历史性突破。“巴厘一揽子协定”
包括10份文件。此协议是世贸组织
成立以来首份多边贸易协定，也
是首个全球贸易协定。

巴厘一揽子协定

日本加入TPP谈判

2013经济

在北欧，生孩子可以获得高额补贴，个别人钻高福利政策的空
子，完全靠孩子生活，根本不用工作。（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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