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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社会政策研究者和制订者一定要读的书。
IPP文库**成果，
汇集“福利国家”历史轨迹和经验教训，
集合该领域的**结论。

IPP文库，中国新型智库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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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与意识形态》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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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这是一本社会政策研究者和制订者一定要读的书。IPP文库**成果，
汇集“福利国家”历史轨迹和经验教训，集合该领域的**结论。
IPP文库，中国新型智库的图书馆。已出版图书：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与意识形态》 

 
显示全部信息

内容简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
是中国也面临很多问题与挑战，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中国下一步该
怎么走？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化？这是中国当前最为核心的问题。
欧洲、美国和东亚地区在社会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们的社会发展模式不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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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社会政策也因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有所差别，这些多样化的经验能为中国提
供很好的借鉴。在不同程度上，它们的社会政策也面临能否持续的挑战。它们遭遇的问
题及其应对措施同样能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升民生幸福，中国需要放眼世界，开拓思
路，结合国情，思考中国社会政策的理念基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社会
政策改革的路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于2013年8月举办了“社会发展与社会政
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近30位学界顶尖学者讨论社会政策形成的
历史、社会政策改革的国际经验，比较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结合中国实际与国际经验
探讨中国社会政策改革的方向等重大问题。本论文集收集了发言嘉宾的优秀论文，从欧
美和东亚国家的社会政策经验切入，放眼世界，开拓思路，结合国情，思考中国社会政
策的理念基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社会政策改革的路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
是中国也面临很多问题与挑战，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中国下一步该
怎么走？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化？这是中国当前最为核心的问题。 欧洲、美国和东亚地区
在社会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们的社会发展模式不尽相同，社会政策也因国内
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有所差别，这些多样化的经验能为中国提供很好的借鉴。在不同
程度上，它们的社会政策也面临能否持续的挑战。它们遭遇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同样能
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升民生幸福，中
国需要放眼世界，开拓思路，结合国情，思考中国社会政策的理念基础，经济发展与社
会发展的关系，以及社会政策改革的路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于2013年8月举
办了“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近30位学界顶尖
学者讨论社会政策形成的历史、社会政策改革的国际经验，比较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
结合中国实际与国际经验探讨中国社会政策改革的方向等重大问题。本论文集收集了发
言嘉宾的优秀论文，从欧美和东亚国家的社会政策经验切入，放眼世界，开拓思路，结
合国情，思考中国社会政策的理念基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社会政策改
革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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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
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
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
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
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
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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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
；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
与中央地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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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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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立志成为中国新型智库的独立研究机构，IPP的出发点令人赞赏，目标令人期待
，其成员构成也让人信服他们的实力。他们所推出的IPP文库，短时间内就有这么多高质
量的成果，未来成为中国智库代表也是有极大可能性的。——徐嘉言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但是，整个国家也面临很多问题与挑战，例如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矛盾日
益凸显。中国下一步该怎么走？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化？这是当前最为核心的问题。
欧洲、美国和东亚地区在社会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们的社会发展模式不尽相
同，社会政策也因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这些多样化的经验能
为中国提供很好的借鉴。另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它们的社会政策也面临能否持续的
挑战。这些国家和地区遭遇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同样能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为此，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于2013年在广州召开了首届“社会发展与社
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由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担任会议主席，近30位来自欧美、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
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内地的著名学者作大会主题发言，讨论社会政策形成的历史、社会政
策改革的国际经验，比较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结合中国实际与国际经验探讨中国社会
政策改革的方向等重大问题。本论文集收集了本届研讨会发言嘉宾的优秀论文，从欧美
和东亚国家的社会政策经验切入，放眼世界，开拓思路，结合国情，思考中国社会政策
的理念基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社会政策改革的路径。
根据会议的议程，本论文集按照先欧美、再东亚、最后中国的顺序对论文进行归类和编
排。熟悉福利国家发展历史的读者，能够意识到这样的归类和编排本身已经反映了福利
国家在全球发展的一些特点。第一，从发展的历史顺序来看，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理念
及其政策最先在欧美得到发展，然后影响到东亚（当然还有世界其他地区），在中国改
革开放后也逐渐开始影响中国；第二，从福利国家的类型来看，欧美和东亚福利国家是
可以作为两大不同类型进行对比的。这当然不是否认欧洲大陆、英美内部的福利国家在
社会背景、福利理念、具体制度形态上的差异性，但和东亚重视效率相对保守的、以促
进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发展型”、“生产型”福利国家相比，欧美仍然属于重视公平相
对激进的、以保障个人和家庭生活水平为导向的同一大类。中国，虽然在建设福利国家
的道路上属于后来者，但在短期内已取得巨大进步。当前她更多地呈现出东亚“发展型
”福利国家的某些特点，但未来就将汲取更多欧美福利国家的先进制度，最后发展出融
合东亚和欧美模式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从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
来看，欧美、东亚和中国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人口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不同
而面临不同的挑战。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的全球大背景下，社会福
利制度在财政上的可持续性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第四，从各国政府应对这些挑战
的政策来看，欧美、东亚和中国也各具特色，可以互相学习，尤其能帮助中国在建设福
利国家的过程中形成“后发优势”。整体来看，本次会议的论文主要就是围绕着以上四
个方面进行论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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