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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学》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社会保障学

课程英文名称: Theories of Social Security
课程号：305030433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开课学期：秋

总学时：54 学时（课堂授课学时：54 学时；实验学时：0 学时）（48？）

学分：3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政策科学

面向对象：公共管理专业学生

开课院/部(室/所)：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学生掌握社会保障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及其变化、社会保障学的学科性质及其与经济

学、社会学的关系；

2、学生掌握社会保障基本制度、基本理论的发展变化历史及其对当今中国的借鉴；

3、学生掌握社会保障研究的文献分析方法及其基本运用；

4、理解社会保障的未来发展趋势。

5、掌握运用社会保障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结合当今国内外相关典型案例，理论

与实际相结合综合性、多角度进行典型案例分析的过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社会保障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

制度、基本内容，社会保障在中西方的起源与发展史，国内外社会保障的现状与未来趋势，

为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实务与案例分析、社会保障国际比较、中国社会保障前沿

研究、中国福利模式与制度安排、社会保障经典文献选读（双语）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专

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54 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社会保障概念、理论与学科性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保障及其相关核心概念的定义、内涵与特征；

2．社会保障学的产生、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理论体系与基本内容；

3．社会保障学的理论渊源与理论基础；

4．社会保障学的学科性质及其与经济学、社会学的关系；

5．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理论思潮。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保障学的理论渊源与理论基础；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理论思潮；社会保障学

与经济学、社会学的关系。

2．掌握社会保障及其相关核心概念的定义、内涵与特征；社会保障学的产生、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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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研究任务、理论体系与基本内容；社会保障学的学科性质。

作业：

1、你是怎样理解“社会保障”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的？

2、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对当今中国深化改革有什么作用？

3、你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家庭保障与家庭社会保障的？

4、你所理解的社会保障学应该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5、你如何看待社会保障学的学科性质及其与经济学、社会学的关系？

6、社会保障学主要流派与思潮的更迭与论争对你有什么启示？

知识单元 2：中国大陆社会保障研究的起源、过程与趋势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NLC文献分析方法及其分析指标体系的设计与运用。

2．CNKI 文献分析方法及其分析指标体系的设计与运用。

学习目标：

1．了解研究或者分析样本的选择方法，开展多维度分析。

2．掌握文献分析方法的定位、范围、典型样本选择与分析指标体系的设计及其运用。

作业：

1、NLC与 CNKI 文献的指标体系在设计上为什么会存在差异？

2、如何运用年份方法梳理社会保障研究的起源、发展过程和测未来趋势？

3、NLC与 CNKI 文献分析的结论有哪些新特点和不同点？主要原因是什么？

知识单元 3：公共政策、社会保障法制与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政策的定义、内涵、产生、发展、基本特征与本质；公共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2．社会保障政策基本内涵、社会保障政策与立法的关系。

3．社会保障政策与管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政策的定义、内涵、产生、发展、基本特征与本质；公共政策与法律的关

系。

2．掌握社会保障政策基本内涵、社会保障政策与立法的关系；社会保障政策与管理。

作业：

1、当前中国大陆关于公共政策与社会保障关系的研究存在哪些不足？

2、社会保障政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3、当前中国社会保障立法中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4、社会保障立法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5、当前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原则主要有哪些？

6、当今中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主要包括哪些？

7、社会保障管理的意义是什么？

8、社会保障管理的原则主要有哪些？

……知识单元 4：社会保障基金运行及其监管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内容概述（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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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保障基金筹集、运营与监管。

3．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运用中的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内容概述（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

2．掌握社会保障基金筹集、运营与监管；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运用中的问题。

作业：

1、怎样理解社会保障基金的内涵与特征？

2、社会保障基金的内容主要有哪些？

3、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的原则是什么？

4、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主要有哪些渠道？

5、将来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意义和应该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6、在当今中国，为什么必须强调要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营的监管？

……知识单元 5：养老保险：现状、问题与趋势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养老保险的概念、基本特征、作用与原则。

2．西方养老保险制度概述。

3．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概述。

4．目前养老保险的前沿问题。

5．当今世界六个养老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养老保险制度概述；目前养老保险的前沿问题。

2．掌握养老保险的概念、基本特征、作用与原则；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概述；当今世

界六个养老保险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及其运用。

作业：

1、养老保险与老年保障有什么区别？

2、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原因与重点是什么？

3、补充养老保险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4、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监督中的问题与对策是什么？

……知识单元 6：医疗保险：西方与中国概述与前沿问题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医疗保险制度概述。

2．当代中国医疗保险概述。

3．当前中国医疗保险前沿问题。

4．当今世界六个医疗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医疗保险制度概述；当前中国医疗保险前沿问题。

2．掌握当代中国医疗保险概述；当今世界六个医疗保险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及其运用。

作业：

1、福利国家的医疗保险的发展历程、主要作用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分别是什么？

2、美国的奥巴马医疗改革进程及其阻力分别是什么？

3、当今我国医疗保险的双轨制并轨进展为什么只在近年来有较大推进？

4、如何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待我国的医疗保险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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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7：失业保险：起源、理论转型与对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失业保险概述（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

2．西方失业保险概述。

3．当今中国失业、失业保险及其相关核心概念区别。

4．当今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变化。

5．当今有关失业与失业保险前沿问题。

6．当今世界六个失业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失业保险概述；当今有关失业与失业保险前沿问题。

2．掌握失业保险概述（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当今中国失业、

失业保险及其相关核心概念区别；当今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变化。

作业：

1、通过分析当今中国大陆有关失业保险的著作与文章，你认为在研究上我们应该注重

哪些改进？

2、西方国家在失业保险方面有那些有益的东西可以供我们借鉴，试举出几点并且说明

理由。

3、怎样看待 1949 年以来我国失业保险的立法演进历程，你认为存在哪些不足，又有对

你有一定的启示？

4、你的家乡、亲友中是不是有些人正处于失业的困扰之中，或者面临失业的危险？对

于他们的状况当地的政府是如何对待的？如果有，你又是怎么思考这些现实问题的？

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你如何从相对客观的角度评价失业的双重作用的？

6、在假期走亲访友期间，你会留心你周围的失业现象并且做一定的思考吗？你会把你

学过的理论用来分析你遇到的这种现象吗？

……知识单元 8：工伤保险：社会问题与国际比较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工伤保险概述（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

2．西方发达国家工伤保险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工伤保险概述。

3．当今中国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基本状况。

4．当今中国工伤保险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变化。

5．当今有关工伤（含职业病）保险前沿问题。

6．当今世界六个工伤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1．西方发达国家工伤保险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工伤保险概述；当今中国工伤事故与职业

病的基本状况；当今有关工伤（含职业病）保险前沿问题。

2．掌握工伤保险概述的基本内容（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当

今中国工伤保险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变化；当今世界六个工伤保险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及其运

用。

作业：

1、当今对工伤保险的研究存在哪些致命的缺陷？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缺陷？

2、从中西方工伤保险立法的进程比较，你认为西方的作法对我们国家有哪些启示？

3、当今中国的工伤保险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有什么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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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今中国“矿难”持续发生，其背后的利益黑洞是什么？

5、当今中国的职业病存在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应该怎样对待它们？

……知识单元 9：生育保险：城乡差异与未来走势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生育保险概述（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

2．西方发达国家生育保险概述。

3．当今中国生育保险概述。

4．当今有关生育保险前沿问题。

5．当今世界六个生育保险典型案例。

学习目标：

1．西方发达国家生育保险概述；当今有关生育保险前沿问题。

2．掌握生育保险概述的基本内容（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当

今中国生育保险概述；当今世界六个生育保险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及其运用。

作业：

1、中国生育保险与西方失业保险制度在制度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显著差别？

2、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生育保险是社会群体的一体化方面有哪些制度性差异？其主要原

因是什么？

3、发达国家的生育保险制度设计及其实施有哪些值得我国借鉴？

4、你如何看待近年来出现的男性带薪休“产假”护理妻儿问题？

5、如何结合计划生育政策与生育保险完善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

……知识单元 10：社会救助：异化与复归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救助的概念、起源与发展历史。

2．社会救助的特征、内容、原则与理论基础。

3．当代中国的社会救助政策变化与问题。

4、当代中国社会救助前沿问题。

5．当今世界六个社会救助典型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救助前沿问题。

2．掌握社会救助的概念、起源与发展历史；社会救助的特征、内容、原则与理论基础；

当代中国的社会救助政策变化与问题；当今世界六个社会救助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及其运

用。

作业：

1、社会救助与社会救济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2、当今中国为什么社会救助的发展至少要与社会保险的发展并重？

3、当今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救助在制度、内容上有哪些巨大进展？其促进因

素有哪些？

4、当前社会救助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5、城乡低保制度及其管理问题有哪些？

6、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社会救助制度与做法对大陆有哪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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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备 注

1. 绪论：社会保障概念、理论与学科性质 3

2. 中国大陆社会保障研究的起源、过程与趋势 3

3. 公共政策、社会保障法制与管理 3

4. 社会保障基金运行及其监管问题 3

5. 养老保险：现状、问题与趋势 3

6. 养老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3

7. 医疗保险：西方与中国概述与前沿问题 3

8. 医疗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3

9. 失业保险：起源、理论转型与对策 3

10. 失业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3

11. 工伤保险：社会问题与国际比较 3

12. 工伤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3

13. 生育保险：城乡差异与未来走势 3

14. 生育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3

15. 社会救助：异化与复归 3

16. 社会救助典型案例分析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政策科学

后续课程：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实务与案例分析、社会保障国际比较、中国

社会保障前沿研究、中国福利模式与制度安排、社会保障经典文献选读（双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保险、社会救助。

难点：西方社会保障主要理论流派与理论思潮、社会保障文献研究、案例研究的方法及

其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案例。

教学手段：

1.教室课堂讲授与学生课下按照推荐阅读书单相结合。

2.借助多媒体，运用 PPT。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多媒体、投影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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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自主学习课时

不少于 40课时（需读推荐数目中 3-5 本）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

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争取在 2017年前后结合自己最新研究进展，出版自主编著的《社会保障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 5本推荐教材作为参考用书，主要以每年教师的最新更

新课件为主。

（二）推荐参考书

专题一：绪论——社会保障概念、理论与学科性质

1、（法）布吕内尔：《饥荒与政治》，王吉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荷兰）汉斯·范登·德本，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等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2006。
4、（英）简·米勒主编：《解析社会保障》，郑飞北、杨慧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5、（英）尼古拉斯·巴尔、大卫·怀恩斯主编：《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贺晓波、王艺译，

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
6、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李珍主编：《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
8、彼得.A.戴蒙德、彼得.R.欧尔萨格：《拯救社会保障：一种平衡方法》，吕文洁译，上海财

经大学出版社，2012。
9、万明国：《社会保障的市场跨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0、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商务印书馆，2003。
11、薛小建：《社会保障救济模式的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专题二：社会保障历史研究：

1、丁建定：《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黄惠运：《中央苏区社会保障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法律出版社，2000。
4、魏新武编著：《社会保障世纪回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谢圣远：《社会保障发展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6、张祖平：《明清时期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专题三：社会保障国别研究：

1、白澍等编著：《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R9NFCVNT1DGX9JFBPTKIQ2FGKKN8BX32BB3YLSSRI468XAMRTY-26078?func=service&doc_number=006773129&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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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蒙蒙：《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3、李超民编著：《埃及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李健、兰莹编著：《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刘文海：《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时事出版社，2001。
6、邵芬主编：《欧盟诸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7、杨翠迎、郭光芝编著：《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8、杨光、温伯友主编：《当代西亚非洲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
9、姚玲珍编著：《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0、郑春荣编著：《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1、和春雷主编：《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法律出版社，2001。

专题四：社会保障相关研究现状与全球发展趋势

１、邓大松等：《改革开放 3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回顾、评估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9。
2、张永理：《中国大陆社会保障研究的起源与发展（1931－2007）》，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3、国际劳工局：《社会保障——新共识》，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4、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编：《21 世纪初的社会保障》，侯宝琴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5、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编：《地球村的社会保障——全球化和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华迎放

等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专题五：公共政策、社会保障法制与管理

1、（英）《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全书 2012》，法律出版社，2012。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全书 2013》，法律出版社，2013。
5、《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典》，法律出版社，2013。
6、樊小钢、朱计：《浙江省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公共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7、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 年-2010 年）》（2006 年

10 月 13 日）。

8、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政府白皮书），2002 年 4月。

9、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政府白皮书），2004 年 9月。

10、《2013 社会保障政策法规汇编》，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社，2014
1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劳动和社会保障重要文献选编》，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12、林嘉、张世诚主编：《社会保险立法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
13、（美）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第十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4、刘苓玲：《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衔接理论与政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15、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1 年 7月 1日起施行）。

16、人保部等：《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2012 年 6月）。

17、王延中主编：《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8、徐嘉辉、郭翔宇：《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19、余向东：《残疾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20、岳宗福：《近代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研究（1912－1949）》，齐鲁书社，2006。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R9NFCVNT1DGX9JFBPTKIQ2FGKKN8BX32BB3YLSSRI468XAMRTY-01808?func=service&doc_number=006627872&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R9NFCVNT1DGX9JFBPTKIQ2FGKKN8BX32BB3YLSSRI468XAMRTY-19825?func=service&doc_number=005661645&line_number=0013&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R9NFCVNT1DGX9JFBPTKIQ2FGKKN8BX32BB3YLSSRI468XAMRTY-33197?func=service&doc_number=006435250&line_number=0013&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R9NFCVNT1DGX9JFBPTKIQ2FGKKN8BX32BB3YLSSRI468XAMRTY-18991?func=service&doc_number=006429159&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R9NFCVNT1DGX9JFBPTKIQ2FGKKN8BX32BB3YLSSRI468XAMRTY-17399?func=service&doc_number=006384250&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R9NFCVNT1DGX9JFBPTKIQ2FGKKN8BX32BB3YLSSRI468XAMRTY-46114?func=service&doc_number=005238580&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R9NFCVNT1DGX9JFBPTKIQ2FGKKN8BX32BB3YLSSRI468XAMRTY-34764?func=service&doc_number=006558892&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R9NFCVNT1DGX9JFBPTKIQ2FGKKN8BX32BB3YLSSRI468XAMRTY-00403?func=service&doc_number=006557956&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R9NFCVNT1DGX9JFBPTKIQ2FGKKN8BX32BB3YLSSRI468XAMRTY-31897?func=service&doc_number=006753640&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R9NFCVNT1DGX9JFBPTKIQ2FGKKN8BX32BB3YLSSRI468XAMRTY-36893?func=service&doc_number=005755579&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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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徐青：《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22、王俊杰：《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专题六：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1、郭士征主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龙菊：《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投资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3、鲁毅：《中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4、孙建勇主编：《社会保障基金运营与监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5、宋明岷：《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理论.实践与案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6、丛春霞：《社会保障基金运行的行为效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7、曲大维：《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8、于洪：《社会保障筹资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9、王国辉著：《中国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减免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10、柯卉兵：《中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

专题七：养老保险

1、（日）高山宪之编著：《信赖与安心的养老金改革》，张启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安增龙：《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3、公维才：《中国农民养老保障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国务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2001-2005年）》（2001 年 8月 13 日）。

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2006年 12月）（政府白皮书）。

6、韩大伟等：《建立 21世纪的养老金体系——改革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7、侯立平：《欧美养老保险改革及其启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8、李时宇：《双重困境下的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研究：基于老龄化和城镇化的视角》，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3。
9、李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分析与评估：基于养老金水平的视角》，人民出版社，2013。
10、李珍等：《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体制选择》，人民出版社，2005。
11、刘昌平：《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2、刘昌平等：《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3、米红主编：《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理论、方法与制度设计》，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4、申曙光、彭浩然：《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15、苏保忠：《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16、杨翠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理论与政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7、（美）威廉.G.盖尔等编著：《改革中的美国养老金制度——趋势、效果以及改革建议》，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8、叶宁：《中国灵活就业者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19、伊志宏等：《养老金投资与资本市场——国际经验及中国的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0、张运刚：《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21、宋金文：《日本农村社会保障——养老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2、刘骥：《阶级分化与代际分裂——欧洲福利国家养老金政治的比较分析》，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8。
23、吴永求：《中国养老保险扩面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R9NFCVNT1DGX9JFBPTKIQ2FGKKN8BX32BB3YLSSRI468XAMRTY-19302?func=service&doc_number=005920812&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R9NFCVNT1DGX9JFBPTKIQ2FGKKN8BX32BB3YLSSRI468XAMRTY-42580?func=service&doc_number=005994651&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J5DY57PBYBVGBXAYU13SJNMX9CELKG1MI71JFPRGBRDEX6DQS4-11476?func=service&doc_number=006719089&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J5DY57PBYBVGBXAYU13SJNMX9CELKG1MI71JFPRGBRDEX6DQS4-11476?func=service&doc_number=006719089&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J5DY57PBYBVGBXAYU13SJNMX9CELKG1MI71JFPRGBRDEX6DQS4-12248?func=service&doc_number=006762585&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J5DY57PBYBVGBXAYU13SJNMX9CELKG1MI71JFPRGBRDEX6DQS4-08657?func=service&doc_number=006655351&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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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王章华：《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5、席恒：《两岸四地养老保险制度比较与可携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6、谭中和：《主要国家和地区养老保险改革经验和发展趋势》，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4。
27、褚福灵：《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接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

专题八：医疗保险

1、Richard B. Saltman 等编：《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国际比较》，张晓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

版社，2009。
2、蔡仁华等编著：《发达国家医疗保险制度》，时事出版社，2001。
3、高洁：《我国西部农村地区社会医疗保险的政府供给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
4、高荣海等：《医疗保险改革政策与海南医改实践》，海南出版社，2000。
5、国锋：《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6、何忠伟等：《北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7、贾洪波：《中国基本医疗保险适度缴费率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
8、金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
9、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

社，2004。
10、刘广太：《加拿大医疗保险制度的缘起和演变》，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11、庞士让主编：《聚焦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探索之路》，人民出版社，2012。
12、邵德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供给模式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13、锁凌燕：《转型期中国医疗保险体系中的政府与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4、王晓燕：《我国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合理分担与控制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经

济管理出版社，2010。
15、翁小丹：《医疗保险的基础风险与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16、伍凤兰：《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17、杨辉：《公平视角的我国城镇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
18、曾煜：《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19、张奇林：《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
20、赵曼等：《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21、周绿林：《我国医疗保险费用控制研究》，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
22、朱文轶：《在神木，做个幸福的中国人》，凤凰出版社，2011。
23、梅丽萍：《走向聪明型监管——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监管的模式和路径》，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4。
24、翟绍果：《从医疗保险到健康保障的偿付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5、孙淑云：《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
26、俞卫：《国际社会保障动态——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专题九：失业保险

1、程连升：《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1950－200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郭继强：《工资、就业与劳动供给》，商务印书馆，2008。
3、黄丙志：《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社会保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4、纪韶：《中国失业保险问题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5、廉思主编：《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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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J5DY57PBYBVGBXAYU13SJNMX9CELKG1MI71JFPRGBRDEX6DQS4-17976?func=service&doc_number=006643744&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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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廉思主编：《蚁族Ⅱ：谁的时代》，中信出版社，2010。
7、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8、杨成钢：《失业属性与中国失业问题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9、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中英失业保险项目组编：《中国失业保险：实践、政策与绩效》，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
10、袁志刚：《中国的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理论与经验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11、翟志俊：《中国失业保险历史回顾及其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12、赵建国、苗莉编著：《城市就业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3、沈水根：《中国城镇职工失业保险问题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14、魏红英：《群体失业风险的政府管理机制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15、林江：《中国青年失业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16、杨河清：《中国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及其派生社会风险和应对策略研究》，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出版社，2014。
17、曾显荣：《我国失业问题的成因及对策探讨》，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18、孙永君：《中国失业产出关系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专题十：工伤保险

1、冯英、康蕊编著：《外国的工伤保险》，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2、葛蔓主编：《工伤保险改革与实践》，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
3、郭晓宏：《日本劳动安全管理与工伤保险体制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4、郭晓宏：《中国工伤保险制度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5、蒋月主编：《工伤保险法：案例评析与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6、王显政：《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研究及实践》，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7、余飞跃：《工伤保险预防制度研究目标、机制与条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8、张礼文等：《工伤保险权益维护》，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9、张永伟主编：《法定职业病预防与控制指南》，海洋出版社，2004。
10、郑尚元：《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1、郑晓珊：《工伤保险法体系——从理念到制度的重塑与回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12、《工伤保险条例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汇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
13、于欣华：《工伤保险法论》，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
14、曹丰春：《工伤损害赔偿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
15、乔庆梅：《中国职业风险与工伤保障——演变与转型》，商务印书馆，2010。

专题十一：生育保险

１、《生育保险专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2、曾煜编著：《新编生育保险实用指南》，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3。

专题十二：社会救助

１、（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方福前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2、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
3、曹明睿：《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4、曹艳春：《我国城乡社会救助系统建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javascript:void(searchPublisher('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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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多吉才让：《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1。
7、方鹏骞：《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
8、胡永和：《中国城镇新贫困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9、李小尉：《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社会救助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0、李彦昌：《城市贫困与社会救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1、王娟：《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
12、王俊秋：《中国慈善与救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13、王伟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践》，法律出版社，2008。
14、王增文：《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可持续性研究：基于对中国 10省份 33 县市农村居民的

调查》，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15、杨立雄、兰花：《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人民出版社，2011。
16、杨思斌：《中国社会救助立法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
17、姚建平：《中美社会救助制度比较》，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18、张浩淼：《转型期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19、张举国、卢毅刚：《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制度研究：以兰州市为例》，青海人民出

版社，2009。
20、张军：《统筹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21、俞德鹏：《社会救助专项立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2、陈珊：《我国自然灾害事件下社会救助法治体系研究——基于汶川地震的实证分析》，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23、《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人民出版社，2014。
执笔：张永理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 年 11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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