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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国是西欧高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就建立了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相对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兼具社会化互

助型和国家主导型两种模式的特点，具有保障范围大、保障水平高、保障种类繁

多、覆盖人群广等特性，有效地通过收入再分配缩小了人民收入差距，保障了国

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对二战后法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

作用。但是近年来，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日益凸显，问题具体表现为支出水

平相对于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偏高，社会保障基金赤字严重。这一过高的社会保障

水平造成了国内失业率不断攀升，投资率日益缩减，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

给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造成了较为消极的影响。对此，法国政府正在积极地寻求改

革措施，力求扭转这一不利局面，通过预测和分析法国政府的改革取向，也能够

为正处于建设和完善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借鉴和启发。 

通过介绍现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概括其整体特点，并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法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水

平、失业率、国内消费、储蓄和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与回归关系，可

以反映出这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效应以及给法国国内经济带来的影响。在此基

础上对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存问题进行分析并探究造成这一问题的内在原因，

可以展望法国政府未来可能的改革趋势，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可以提供有

益的借鉴。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经济效应；社会保障适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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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typical welfare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France has established a 
characteriz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Compared with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the French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ombines the features of 
Mutual Assistance Type and State Leading Type. Moreover, it covers a wide range of 
aspects, offers a relatively high payment, as well as benefits many people, which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France, which ensures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people.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problem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dvocates, the expense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France is excessively high 
compared to the development; it also suffers from a great deficit in the social security 
fund. The excessively high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se aggravated the 
unemployment rate and reduced the invest rate, which has brought some negative 
impacts aside from the positive ones mentioned. Aiming at solving the problems, the 
French gouvernment is seeking a way to take the reform and change the situation. By 
anticipating and analysing the reforming trend, we could benefit the Chines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hich is also on its way to reform. 

Firstly,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moder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France will be 
introduced,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outlined; based on that, the model will 
be buil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between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se and the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such as GDP, unemployment, 
domestic consummation, domestic savings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etc.. Then, the 
economic impact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France will be discussed. Moreover, base 
on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problem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hich France is now 
facing will be analyzed, the orientation of reforming will be thus inferr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France in this paper, we hope to bring 
some enlightenment to construct and perfect the Chinese characteriz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our country. 

 
Keywords：social security system, economic impacts, optimal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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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社会保障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具有计划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完整部分，为保

障社会再生产和经济的平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 世纪初，法国国内就自

发地产生了社会互助机构。二战结束后，由于法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内百废

待兴，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之下，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通过颁布法令，

统筹当时社会上现有的互助机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对

半个世纪以来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演变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建立伊始的三十

年内，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了战后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

进步与经济发展[ ]1 。当前，法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大致上分为以下几个分支：医疗

保障、养老保障、家庭津贴、失业保障、工伤残疾保障和其他保障，每年的社会

保障支出约占整个国内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根据经济合作组织 2009 年的报

告显示，2009 年全年，法国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1.3%，比起

2000 年的 27.7%，上升了将近 4 个百分点。 

但是，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在保证国内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偏高的社会

保障支出也给法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一方面过高的社会保障支

出降低了就业水平，使得法国 2010 年的失业率达到了 9.3%，达到近二十年来的

历史高点，从而拖缓了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也拉低了

投资率，使得经济发展速度日渐缓慢。根据法国经济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仅在

2009 年，法国在社会保障收支方面的赤字达到了 178 亿欧元。因此，明确法国

社会保障制度给经济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减少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成为了

亟需解决的问题。 

1.1.2 研究意义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将深入研究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理清其历史演进过

程，阐述近年来这一制度的组织运行现状，明确其独有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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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的运行进行定量分析，以发现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针对

现有的问题，预测法国政府未来的改革取向，力求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发

展提供借鉴。本文的研究意义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 理论意义 

作为一个国家干预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已

经相当完善。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改进，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在各个西欧高

福利国中仍居于领先水平。通过研究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能够大大丰富我

国现有的社会保障理论体系的结构和内容，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提供前车

之鉴。同时，通过建立模型，对法国社会保障水平以及重要宏观变量的定量研究

和相关、回归分析，能够分析和总结出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的

种种影响，从而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经济理论，因此，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

意义。 

（2） 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呈二元制结构，覆盖面较低，缺乏统一化集中性

管理，急需进行转型与改革，加强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势在必行。

尽管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起步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也与法国有着较大

区别，但是对于这一保障制度与体系的研究和分析，能够使我们正确认识法国社

会保障制度的有效性与存在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思

路和途径，并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有益借鉴。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内有关研究现状  

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国学者就对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有所论述。大部分

文献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法国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上。武汉大

学经济系的周新民和邵义（1985）认为，德斯坦和密特朗政府都进行了大刀阔斧

的社会改革实验，加强了社会保障支出，给国内收支造成了巨大的赤字。他们认

为，目前法国在社会保障问题上正处于两难境地：增加社会保障开支会增加社会

支出，给经济发展背上沉重的包袱，而减小社会保障开支则可能引起罢工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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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因素，社会保障的财政危机将继续成为法国政府的一个严重威胁。 

徐鹤森（2001）认为，法国高福利制度的基础在于高税收，过重的税收造成

产品的高成本和国际竞争力的降低，损害了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间接的提高了

失业率，从而使法国经济陷于长期的不景气状态。同时国内社会保障收支也赤字

累累，难以为继。 

李培林（1997）讨论了由法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而导致的大罢工事件，并从

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造成法国保障体制财政危机的原因[ ]2 。他认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发展之间出现的差距以及就业

方面的结构性变动，使高福利体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他指出，中国在建立

和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时，应注意到福利支出具有的刚性提升的规律和特点，避免

重蹈覆辙。 

李姿姿（2008）深入研究了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她认为法国政府在统筹整个

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她以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为例，探讨了

一国政府在统筹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角色以及所发挥的作用[ ]3 。 

外交学院的王玮（2009）则从 2007 年的法国大罢工着笔，以多学科综合分

析的角度，运用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论述，并总结了法国在社会保障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以

及面临的挑战和改革[ ]4 。 

除此之外，我国学者也就一国社会保障的适度水平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穆怀中（1997）对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测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

具有现实意义的测度模型以及三个不同口径的保障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

中远期社会保障水平进行了预测[ ]5 。除此之外，穆怀中还在《社会保障水平经济

效应分析》（2001）一文中以社会保障水平为核心指标，通过对社会保障与有关

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和回归统计分析，对部分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经济

运行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在穆怀中教授的研究基础上，张在萍（2008）借鉴了这

一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测定模型，对我国 1997 年至 2006 年十年间社会保障实际

水平进行了分析。 

近年来，研究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学者则主要把研究焦点集中在其对我国的

借鉴意义上。徐瑞仙（2004）认为，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百年的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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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形成了一套能够体现现代社会保障规律的原则、理念和经验方法，其覆盖面广，

立法完备，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 ]6 。 

顺祥（2006）则是从法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基本管理体系出发，研究了社

会保障基金的构成、征收、拨付、管理、运营和监督等六大管理环节，并对我国

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制度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要求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

基金制度，加强监管、拓宽融资渠道，从根本上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 ]7 。 

1.2.2 国外有关研究现状  

Robert Lafore（2006） 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二元性：一方面，社会保

障制度的产生是基于人类民主社会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观，它保护了社会的同质

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在无形之间加深

了社会意义上贫富群体之间的鸿沟[ ]8 。 

Mireille Elbaum（2007）对于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现存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他

认为，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一变革发

生在高失业率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限制了社会保障基金的规

模，另一方面，庞大的失业人群又加重了社会保障的压力[ ]9 。在这种情况下，法

国政府进行了改革，采取多元化的政策，如平衡社会保障账户的收支，扩大社会

保障基金渠道来源，重视贫困人群的保障等，取得了部分成就。 

Lina Waterplas和Erik Samoy（2005）则对瑞典、英国、荷兰和法国四个欧洲

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比较，并根据个人支出在整个社保基金中所占的比

例，定义了西欧国家的四种不同社会保障制度[ ]10 。同样，Bruno Théret（2005）

也对不同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横向比较，他研究了八个国家中社会转移支

付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并根据不同的转移支付比例建立了相应的理想

模型[ ]11 。 

Stéphan Lipiansky（2005）则是从法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入手，分析了欧

盟部分国家的失业率水平和社会产业结构，指出尽管文化各异，欧盟国家在经济

方面仍具有相当高的同质性，并提出了建立欧洲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想与建

议[ ]12 。 

Michel Borgetto和Robert Lafore（2002）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法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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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制度的每次变革都是与当时的社会危机相联系的[ ]13 。在 21 世纪初的今天，

这一问题又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作者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政府对社会保障制

度做出的变革，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分类。他们认为，当今的

社会保障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旧制度的内在不足和缺陷，二是管理制度上

的问题。目前，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十字路口。 

Vivien A. Schmidt（2005）根据福利国家对整个经济的干预程度，把 27 个欧

盟国家以及美国在经济中的角色分成了“促进”，“便利”和“自由”三类[ ]14 。

他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年之中，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逐渐减少，由此产生了工

资谈判和劳资纠纷等问题，这就进一步要求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整和规

范，使之能够更加适合当今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趋势。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由以上国内外研究可见，我国学者对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其弊端与不利之处上。他们普遍认为，法国高额的社会保障开支会增加社会财

政支出，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背上沉重的包袱，社会保障的财政危机将成为法国

政府的一个严重威胁。在此基础之上，我国一些学者进一步从法国社会保障制度

体系的弊端出发，吸取其经验教训，对我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 

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为跨领域研究，综合了社会学、政

治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和福利经济学多门学科，重点大多集中在不同西方国家社

会保障体系制度的横向比较上，力求寻找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社会保障制

度体系。国外学者的研究目的一方面在于解决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另

一方面在于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当中，以求建立欧洲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综合以上对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以上国内外

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其他学科领域，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的研究较少。其中

研究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对法国经济的影响尚付阙如。本文将力求在这一方面有所

突破。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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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研究内容 

本文将从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现状入手，从管理模式与基本结构两方面

分析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总结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进而基于经济学的视角，

分别从就业效应、投资、储蓄、消费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等三方面，对法国社会

保障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找出法国社会保障制度

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法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已经超出适当的限度，给经

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最后，本文将分析预测法国下一步针对社会保障的可能

改革方向，力求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改革提供启示。 

本文的主要内容将分为三个部分：在介绍该课题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以

及对国内外学者对该领域相关课题的研究做出相应的评价与综述后，第一部分将

对近些年来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并指出这一社会保障制度的

特点；第二部分为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分析社会保障水平与国内

经济重要宏观变量的相关关系，力图在揭示社会保障水平经济效应的同时，研究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对其宏观经济的正负面影响。第三部分分析了法国社会保障制

度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究问题原因，讨论了法国政府未来可能的改革取向，

最后在前文的基础上，探讨了法国这一社会保障制度给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带来的有益借鉴。  

1.3.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基于法国经济年鉴和法国国家经济数据

统计调查局的相关数据，建立模型，综合运用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得出结论。 

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主要来源为学校图书馆以及期刊数据

库，如中国知网期刊杂志查询系统、万方数据查询系统和法国国立图书馆网站

（http://gallica.bnf.fr/），另外相当一大部分数据均来自于法国经济统计局的官方

数据库（www.insee.fr）网站，以及经济统计局的官方出版物。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7- 

 

第 2 章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现状及特点 

法国学者Kessler. F认为，社会保障的实质是由集体成员共同承担可能发生在

单个成员身上的风险[ ]15 。在社会保障理论学界，所谓的“社会保障制度”，则是

指所有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制度及体系的总和。其中社会保险制度在

社会保障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国的社会保险占社会保障总支出的 70%以

上。 

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分为两种，即社会化互助型和国家

主导型。法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借鉴了以德国为代表的“俾斯麦模式”和以英

国为代表的“贝弗里奇模式”。前者属于社会化互助型，以职业保险为基础，只

有领薪者及其家属可以享受。其资金来源大多是为按照工资比例计征的社会保障

金，并由工资确定个人收益比例，由各地方机构分散管理。后者则属于国家主导

型，面向全体公民，资金来源为国家的财政税收，由国家机构统一管理，全体公

民均可享受。法国政府于 1945 年确定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在德国模式建立

起来的，又具有英国模式的个别特点。可以说，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在形式

上具有“贝弗里奇模式”的特征，但却采取了“俾斯麦模式”的实质思想。既兼

有德国式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职业型保险因素，又在理论上坚持英国式的全民团结

基础之上的普享型社会保障理念。 

2.1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 

在基本理念上，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自 1945 年法国建立现代社会保障

法时的理念：“社会保障的目的在于建立这样一种机构，能够帮助劳动者及其家

人抵御剥夺或削弱劳动力的可能风险，并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

即强调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性和公平性，排斥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思

想[ ]16 。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结构复杂，针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补助方式和

不同的政府管理机构，全体法国公民以及绝大部分合法居住的外国公民都可以享

有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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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现有的管理模式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经过多年发展，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保障管理模

式，它们相互补充，将绝大部分社会成员覆盖起来。这三种管理模式之间不相互

竞争，而是相互并存，从事不同职业的工作者必须参加该职业规定参与的保障制

度，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 ]17 。这三种不同的保障制度分别是普通保险制度、自

治保险制度、特殊保险制度。其中，每一类制度都以行业为单位，各行业之间相

对独立的分散管理模式[ ]18 。 

“普通保险制度”是由 1945 年 10 月 4 日政府颁布法令建立起来的一个保险

体系，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政府统一社会保障事业的愿望[ ]19 。由于

这一制度覆盖了工业和商业界的全部工薪阶层，在法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有十分

特殊和重要的地位。但因为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实际处境并不相同，对这个法令的

反应也不尽一致，在种种社会压力之下，自由职业者和农业工作者被排除在外，

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建立一种管理模式，对“普通保险制度”加以补充和完善。 

“自治保险制度”建立于 1948 年，是法国社会保险总体框架不可分割的一

个重要层次，是对普通制度的重要补充。“自治保险制度”主要解决了农业人口

和大部分自由职业者和个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法国是西欧最大的农业国，

也是世界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法国的农业劳动力大约为 130 万，占总劳动

力人口的 5%左右。“自治保险制度”解决了大部分农业人口的保障问题，对法国

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特殊保险制度”是作为对普通保险制度和自治保险制度的补充而存在的，

主要解决以上两种模式未覆盖的特殊行业和部门。“特殊保险制度”主要覆盖的

行业有三十几个，解决了公共部门和公共企业领薪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同时还包

括几个特殊部门和行业的劳动者，如舞蹈演员、公证人员和神职人员等等。 

上述三种管理模式的资金管理方法主要有两种，即合伙制和互助制。其中，

“普通保险制度”是合伙制，“自治保险制度”和“特殊保险制度”实行的则是

互助制。但它们资金管理和补贴标准是基本一致的。通过 1974 年建立的互补制

度，各个保障系统之间的资金可以相互划拨。“普通保险制度”向其它大部分保

障系统提供了大笔的资金，做到了各行业之间的补贴标准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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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现有的基本结构 

从保障种类的角度看，法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分为六个方面：分别为

养老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障、工伤残疾保障、家庭津贴、以及其他保障等。

这一体系是经过 1945 年至 1946 年的社会保障改革而确立的[ ]20 。由于多年历史

沿革和变迁，无论哪个方面，都形成了多种制度并存的多元化格局。 

（1）养老保障 

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法国的养老保障包含在整个社会保障的体制

中。在法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养老保障既是最大的社会保障项目，也是最为

复杂的一项：共分为共同养老制度、补充养老制度和选择性养老制度三种。其中

共同养老制度由所有符合年龄条件的老年人享有，给付标准不高，由政府专门机

构进行管理；补充养老制度则是用来弥补共同制度的不足，国家不补助任何资金，

仅对其业务形式进行监督，政府规定所有工资领取者都必须参加一种或一种以上

的补充制度；选择性养老制度则由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体，个人有选择是否参加的

自由。 

在法国，养老保障这一险种主要针对 65 岁以上的人员，或是 60 岁以上的残

疾人。共同制度和补充制度每年能够提供领取者最高平均收入的约 50%作为养老

金，另外根据领取人的具体不同情况加发老年单身津贴、配偶津贴、子女补贴、

经济调查补贴和日常照顾津贴等额外补贴，如收入在一定数额以下的老人还可以

加申最低基本养老金，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21 。由于法国的老龄化趋势严重，

法国国内 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17%，再加上除基本养老金外各种养老保

障给付名义繁多，法国的养老保障支出逐年递增。根据法国国家经济数据统计调

查局的报告，2009 年，法国用于养老保障的支付总额达到了 2700 亿欧元，同比

增长 4%。 

另外，法国的生育率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不足 15‰，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也相应较低，约为 4‰。因此人口老龄化上升趋势会越来越快，这必然带来社会

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部分支出的增加[ ]22 。而现有的社会保障已经处于收不抵支

的状况，目前的社会保障收入加上国家补贴部分仅能勉强维持当前的社会保障开

支。为了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财政危机，对养老保障的改革是摆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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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眼前的首要问题。 

（2）医疗保障 

法国的医疗保障也称为疾病和生育保障。与养老保障相类似，医疗保障同样

分为共同制度、补充制度和选择性制度三种，其中共同医疗保障制度大约覆盖了

法国 99%的人群。这一险别不但对劳动者的门诊、住院治疗、开具药品、保健服

务和医疗交通等有关的费用进行报销，更对其因病误工的收入进行补偿。除此之

外，法定补充医疗保障制度也对生病的投保人进行补助。法国医疗保障占总社会

保障支出的约三分之一，是继养老保障之外的法国第二大险种。据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的统计报告，2010 年，法国用于医疗和保健的人均支出为 3547 欧元，占

人均国民收入的 13%。同年，全法国共有 2341 亿欧元用于医疗支出，其中超过

70%由医疗保障报销，达到 1692 亿欧元。 

法国的医疗保障制度覆盖人群广，并对与医疗有关的项目费用事无巨细的进

行报销，给付标准偏高，这些都增加了医疗保障部分的开支，使得医疗保障支出

已经成为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中一个大量吸纳政府财税收入的缺口。在欧盟各国

中，法国用于健康医疗方面的开支已经超过了德国，位居第一近年来，法国用于

医疗的费用连年激增。据统计，医疗保障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 2000

年的 8.5%上升到 2010 年的 13%。这样的上升速度，给本就负债累累的社会保障

开支又套上了一层沉重的枷锁。法国媒体形象地把医疗保障赤字比作“社会保障

制度中的大洞”。截止到 2010 年末，法国医疗保障的赤字已经高达 214 亿欧元。 

（3）失业保障 

失业保障是指通过发放失业补助，补偿由于国内失业造成的劳动者收入损

失。然而，法国的失业保障所针对的人群并非完全是没有工作的人，而是仅仅针

对暂时失去工作的劳动者。法国的失业保障严格面向非自愿失去工作的劳动者，

如被解雇或因合同到期而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另外，劳动者必须需要证明自己正

在积极地寻找工作。只有同时满足这样几个条件，才能享受失业补助金。失业补

助金的发放以 60 个月为限，每 6 个月递减一次。发放数额直接同劳动者的年龄

以及参加社会保障的时间长短相关。 

尽管发放条件严格，2009 年，法国用于失业保障的支出仍然接近 364 亿欧

元，同比增长 11%。这种情况一方面可以归咎于 2008 年起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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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法国国内失业率大幅上升；另一方面也和失业保障的高标准补贴分不

开：与大部分国家不同，法国的失业保障金的发放金额与领取者的之前工作月收

入有关，划分为几个不同档次，但大体上维持在每月 800 至 1000 欧元左右， 足

以维持一个成人每月的日常衣、食、住、行等基本费用，因此很多法国人，尤其

是年轻人每工作 6 个月就中止劳动合同，领取剩下 6 个月的全额失业保障金。这

种做法无疑加重了法国社会保障系统的支出，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也引发了

国内的高失业率。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法国的失业人口占潜在就业人口的 12％左右，并一

直居高不下。近些年来，法国的失业现象日趋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从而给整

个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由此出现了当前社会保障收支与失业率

之间的恶性循环问题：高失业率直接导致了失业保障支出比例的增加，增加部分

通过提高税收加以补贴，反过来会提高劳动力价格，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引

发裁员和失业。这会进一步增加失业保障开支，形成恶性循环；另外高失业保障

金也会降低工作者的劳动热情，从而使国内劳动力自愿停留在失业状态，领取失

业保障金，对长期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利影响。 

（4）工伤和残疾保障  

在法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只有工伤和残疾保障实行的原则是同一制，即各

不同职业采取同一保障标准，二者不可兼得。对于工伤保障，社会保障机构负责

在事故发生的 20 天内作出认定，一旦确认为工伤，社会保障机构将会负担劳动

者的全部医疗和费用，并从受工伤的第一天起向劳动者发放工伤补贴，以补偿因

误工造成的工资损失。 

对于残疾保障，当劳动者处于暂时丧失工作能力状态时，社会保障机构将向

劳动者发放日工资补贴，补偿劳动者因丧失工作能力而造成的误工费用，这一补

贴的最长享受时间为 3 年。当超过最长享受时间后，被认定为残疾的劳动者可以

根据残障度等级享受残疾补贴金；除此之外，被认定为残疾的劳动者在再就业培

训、税收以及家庭津贴等方面均可享受优惠和照顾。 

（5）家庭津贴 

家庭津贴是整个法国社会保障体系中覆盖面最广、给付标准最繁杂的部分。

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初期，法国政府设置家庭津贴的初衷是鼓励生育，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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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那些由于子女出生而引起开销增加的家庭提供部分补贴[21]。后来经过多年

演变，陆续设立了不同名目的补助。截止到 2011 年，家庭津贴主要包括以下内

容： 

子女补贴。根据 2011 年的最新补贴政策：国家对一个家庭的前两个子女每

月补贴 125 欧元，每增加一个子女每月增加 161 欧元。 

子女额外补贴。对拥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子女的家庭，政府每月额外给予 164

欧元的补贴。 

幼儿补贴。政府对每个子女的出生一次性补助 900 欧元，对每个子女的领养

一次性补助 1600 欧元。 

单亲补贴。政府对单亲家庭子女每月补助 89 欧元，对父母双亡的子女每月

补贴 118 欧元。 

教育补贴。政府对年满 14 岁的子女追加补贴每人每月 63 欧元的教育费，另

外每年根据子女受教育阶段的不同，对 6 至 18 岁的子女每年补贴 280 至 320 欧

元不等。 

家庭津贴名目繁多，难以一一列出，但是法国的家庭津贴数额之高，从以上

名目中可见一斑。按照以上标准，仅子女补贴和子女额外补贴两项，一个拥有四

个子女的普通家庭每月就可以从保障机构领取 700 欧元的补助。经法国经济数据

统计局统计，2009 年，法国用于家庭津贴的总支出在 280 亿欧元左右。 

（6）其他保障 

其他社会保障主要包括住房补贴和弱势群体补贴。其中住房补贴覆盖人群不

仅包括法国公民，更包括拥有合法居留权的所有外国公民。住房补贴的计算标准

比较复杂，根据住房面积、婚姻状况和每月收入等个人情况不同而补贴数额不一，

但大致上每个月可以由政府机构报销房租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弱势群体补贴主要针对低收入群体和有失去劳动能力成员的家庭。计算标准

较为复杂。例如，一个独居无工作的人，在享受住房补贴之后，还可以每月从政

府机构领取 418 欧元的弱势群体补贴。据统计，2009 年，法国用于住房补贴和

弱势群体补贴方面的支出共计 284.6 亿欧元。 

2.2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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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历史沿革久远复杂，保障项目繁杂深奥。这一社会保障

制度包括三个具体特征：一是普遍性，要求使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得到社会保障

制度的保护；二是协调性，要求这一保障制度能够在各个不同的行业制度之间协

调运行；三是复杂性，是指这一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复杂、名目繁多。简而言之，

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保障覆盖范围广泛，保障项目全面，保障结构复杂，保

障水平高等特点。四是福利性，是指这一保障制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维持人民的

最低生活标准，而是在于提高全社会普遍福利水平。 

2.2.1 覆盖范围广 

通过上文对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现状的概括归纳，我们可以看出，法国的社会

保障制度共涵盖了以下三个部分：包括一般劳动者、学生和个人投保者的普通保

险制度；包括面向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的自治保

险制度；包括公务员、国有企业劳动者和特殊职业人员等的特殊保险制度。总共

涉及到近 40 种社会保障种类，涵盖养老、医疗、失业、工伤、残疾以及家庭补

助和社会救助等各个方面，全国有超过 99%的人口被纳入社会保障体制[ ]23 。根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这一水平在 91 个成员国中位居前列，已经远超美

国等经济强国。仅以医疗保障为例，法国用于医疗保障的支出占每年国内生产总

值的 11%，覆盖了超过 99%的居民，而相比之下，美国每年用于医疗保障的支

出相当于 15%的国内生产总值，却仅仅覆盖了 85%的人群，居世界第 40 位。 

2.2.2 种类繁多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种类复杂、名目繁多，我国学术界通常用“碎片化”来形

容这一特点[ ]24 。这种高度“碎片化”的格局形成的原因在于法国社会保障制度

的历史悠久，形成进程复杂[ ]25 。这一高度碎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令人眼花缭乱，

如果用“计划”来分类，仅养老保障一项，计划的数量就多达 1500 多个[ ]26 。由

于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待遇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一“碎片化”的趋势不但造

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更给法国的国家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以养老保

障为例，享受“特殊养老制度”的退休人群待遇水平高，而缴费水平低。为了弥

补这一缺口，只能一方面靠从其他制度中抽取资金，转移支付；另一方面靠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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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予以补足。给国家财政和其他制度的社会保障基金带来了不小的负担。  

2.2.3 保障水平高 

从给付水平看，法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居于世界前列。根据法国经济统计局

2009 年的年度报告，2009 年法国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约为 6126 亿欧元，其中养

老保障支出为 2700 亿欧元，约占 44%，医疗保障支出约 1715 亿欧元，占 28%，

家庭、住房以及弱势群体补助约占 10%，失业补贴约占 6%，另外 6%用于风险

补贴，如工伤、残疾、大病或死亡等特殊情况，其余用于社会保障机构的日常管

理开支，其中用于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总支出之和超过社会保障总体支出的

70%，这样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较好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了不同

劳动者间的收入差距，缓和了阶层间的矛盾，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由于福

利制度本身存在着刚性需求，不但在短时间内难以降低已经在高位运行的社会保

障支出，更会使社会保障支出年年攀高，给财政收支造成压力，削弱经济发展的

后劲。 

2.2.4 缴费比例不均衡 

根据社会保障项目种类的不同，各项资金来源渠道也有所不同，但大部分社

会保障的支出仍然主要靠与工资收入相关的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每位投保雇员

及其雇主必须按照一定的收入比例缴纳社会保障税，实际约占社会保障总资金来

源的 75%左右，其余不足的部分由政府财政进行补贴。目前，法国的社会保障税

已经接近全部税种收入总额的半数，是法国的头号税种。表 2-1 是法国主要社会

保障项目的资金来源及缴费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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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10 年法国社会保障项目资金来源及缴费比率 

 雇员缴费率 雇主缴费率 政府负担 备注 

养老

保障 
税前收入的 6.65% 工薪总额的 8.3% 补足不足部分 

缴费收入计算上限

部分为 2885 欧元 

医疗

保障 
税前收入的 0.75% 工薪总额的 12.8%

机动车保险费的

12%，以及酒精和

烟草的纳税收入 

政府负担部分也用

于医疗机构的建设

失业

保障 
税前收入的 2.4% 工薪总额的 4% 

长期失业者的失业

救助开支部分 

缴费收入计算上限

部分为 11092 欧元

工伤

保障 
不缴纳 

根据工作危险程度

缴纳，平均值为工

薪总额的 2.26% 

不负担  

家庭

津贴 
不缴纳 工薪总额的 5.4% 

同医疗保障的政府

支付部分 

农民及自由职业者

缴纳总收入的 5.4%

资料来源：http://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ssptw/2010-2011/europe/france.pdf

从上表可以看出，法国的社会保障资金中较大一部分是企业和劳动者缴纳，

其中，企业缴纳份额较大，在欧盟各国中仅次于西班牙，居第二位。而且根据法

国经济统计局的统计报告，法国企业社会保障缴费负担的比例近年来不断加重，

劳动者缴费负担比例则呈下降趋势，这也就给政府带来了更大的负担。 

2.2.5 社会保障支出额度大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的是代际转移的现收现付制，其特点是完全依靠当前

的收入去支付现在的支出，以支定收，社会保障基金没有结余。比起部分发达国

家所采取的基金积累制，现收现付制的优点在于可以避免在基金积累制下社会保

障基金遭受通货膨胀而贬值，但现收现付制也具有相当大的缺点：现收现付制更

为适用于在人口年龄年轻化、社会保障支付标准较低的国家，而在经济不景气、

人口出现老龄化、支付范围和标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缴费比例过高，

当代负担沉重，资金筹集困难等问题。从法国当前的人口结构、给付标准和保障

http://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ssptw/2010-2011/europe/fr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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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看，现收现付制并不适应国情。表 2-2 对法国近年来社会保障的收入与支出

情况进行了对比。 

表 2-2 法国社会保障收入与支出对比          （单位：欧元）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人均社保

收入 
7841.2 8117.7 8458.0 8759.3 9081.7 9390.5 9400.2 

人均社保

支出 
7941.7  8308.1 8596.6 8752.1 9053.0 9338.4 9675.8 

人均余额 -100.44  -190.36  -138.58 7.25  28.69  52.07  -275.67 

数据来源: 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how.do?dataset=spr_rec_sumt&lang=en

上表显示了自 2003 年至 2009 年的法国人均社会保障收入和支出的数据。从

变动情况看，自 2003 年以来，每年的法国人均社会保障收入和支出基本都超过

了 8000 欧元，位于世界前列，社会保障收入和支出均呈较大幅度的上涨态势。

这说明，近几年来，法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较高，且始终处于上升趋势。 

从收支对比看，在 2005 年以前，法国社会保障的收支始终处于赤字状态，

收不抵支，在 2005 年之后则稍有结余，但比重极少，且不稳定。2009 年又恢复

了大额赤字的状态。人均赤字达到了 275.67 欧元，这说明当年社会保障收入基

本全部用于当年的社会保障开支，基金积累较少，给国家的财政收支背上了沉重

的负担。另外，在这种社会保障基金积累极少，甚至常年收不抵支的情况下，要

应付法国人口老龄化或者其他突变事故的开支压力极大。 

2.3 本章小结 

本章对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现状及其特点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从制度结

构看，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其历史沿革复杂，具有一种社会保障存在多种管

理模式的特点；从覆盖范围看，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涵盖种类多，给付范围大，

受益人群广；从给付标准来看，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保障的不仅是受益人的生

存需要，更保障受益人融入社会的能力，具有给付标准高等特点；从缴费分摊率

来看，具有缴费份额不平均，企业负担大于劳动者负担等特点，从支出额度看，

具有社会保障支出额度大于收入，收不抵支等特点。 

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how.do?dataset=spr_rec_sumt&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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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尽管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强调福利性和公平性，保障范围大、受

益人群广、给付标准高，能够有效的减小阶层间收入差距，是一种普及型的社会

保障制度，但这一制度的给付标准过高，存在不小的隐患，可能对整体经济运行

也存在着一些负面影响，在下一章中，将通过建立模型，对法国社会保障支出水

平和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做相关和回归分析，具体研究这一高水平的社会保

障制度对法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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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 

本章首先在介绍与社会保障理论经济效应相关的理论基础上，建立适当的模

型，选取相关变量，对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这一社会保

障制度给一国或地区的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国外学者对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理论研究由来已久，但看法不一，始终没有

形成统一的理论。目前，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效应研究主要分成两派：一派认

为社会保障能够缓和社会矛盾，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7 。他

们主张通过税收建造福利设施，实现财富的转移分配，最终促进社会进步；另外

一派则认为收入再分配会促进社会收入以及消费的平均化，从而降低资源配置的

效率，他们主张较高的保障水平可能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从以上两派的不同主张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两面

性，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可以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调节经济波动、

维护社会稳定，从而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进步，另一方面也会降低资源分配的效

率，拖缓经济发展的步伐。下面本章将对法国 2003 年至 2010 年间的宏观经济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在研究法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对其国内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数量

关系，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对整个法国经济运行带来正负面影响。 

3.1 方法模型及变量数据选择  

3.1.1 方法与模型  

由于本章主要研究对象是法国社会保障水平与各个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相关

程度，以及社保水平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解释程度。因此，下文采取线性相关

系数法来进行相关分析，采取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来进行回归分析。 

（1）线性相关系数法 

研究双变量间的线性相关关系时，通常研究对象为相关方向和相关程度。相

关方向是指二者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相关系数是指二者相关关系的密切程度。

一般用相关系数来度量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强弱，相关系数可以用公式（3-1）

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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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3-1 中的r即相关系数，反映了线性相关分析中两个变量之间互相影响

的程度，其取值范围为 ，当 时，两变量为正相关；当 时，两

变量为负相关。两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取决于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小：当相关系数

r的绝对值为 1 时，二者完全相关，当r=0 时，两者完全不相关

1 r− ≤ ≤1

i i

0r > 0r <

[ ]28 。 

 （2）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的主要工具是回归方程，这种数学模型反映了两个变量之间具体的

变动关系，即自变量 X 每变动一个单位，因变量 Y 将会随之变化的程度。X 与 Y

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可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表示为公式 3-2： 

0 1iY Xβ β μ= + +                     （3-2） 

其中， 1β 为回归系数，当自变量 每变动一个单位时，因变量 平均将变

动

iX iY

1β 个单位。 

3.1.2 变量的选取  

衡量一个国家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国际上普遍采用以下两个指标。一是社会

保障给付费，这一指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总支出，国际劳

工组织对社会保障给付费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即通过公共养老保障、医疗保障、

社会福利等制度支付给国民的费用总和，该指标通常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

会保障的整体规模大小。 

第二个衡量指标则是社会保障水平，也称为社会保障给付总水平，在数值上

等于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重，该指标集中地反映了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

资源用于居民社会保障待遇的比例。社会保障水平计算公式为： 

 

SaSS
GDP

=
                       （3-3）

 

公式 3-3 中，Sa 代表社会保障支出总额，GDP 代表国内生产总值，SS 代表

社会保障水平，即该国总社会保障支出额 Sa 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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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比值，与社会保障给付费这一指标相比，可以排除研究

目标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能够客观地反映出目标国家或地区的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更常用在对一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鉴于以上原因，本

文选择社会保障水平作为研究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变量。 

除了社会保障水平这一核心变量之外，还存在着影响乃至决定一国社会保障

水平的相关宏观经济变量。第一类是对社会保障的主要供给变量，即动力变量，

这一类变量从根本上推动和支撑着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和发展，主要包括经济增长

率和人均GDP水平。第二类是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基本需求变量，一方面包括没有

劳动能力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老年人口比重；另一方面包括拥有劳动能力，

却无法找到工作的人口比重，即失业人口比重。第三类变量是经济效应变量，这

类变量主要反映了社会保障水平对整体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影响[ ]29 ，从国民收

入核算的角度来看，起主要影响作用的部分包括储蓄，投资以及消费三方面，因

此这一部分的经济效应变量主要包括了国内储蓄率、国内投资率和个人消费水

平。本文将在以下的研究中选取经济增长率、人均GDP水平、老年人口比重、失

业率、国内投资、国内储蓄、私人消费等变量作为研究的对象指标，对社会保障

支出水平与以上宏观经济变量做相关和回归分析。 

3.2 社会保障水平与主要经济变量相关性分析  

 3.2.1 社保水平与人均 GDP 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关系  

影响一个国家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因素很多，但决定因素是这个国家的经济

发展水平。本文选取人均GDP水平和经济增长率这两个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进行研究，这两个指标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理论上，这两个指标越

高，说明该国的发达程度和国民富足程度越高，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也就越大。

但是这同样也有一个界限，从理论上讲，一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不应该超过

30%，若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超出该上限，不但对经济发展起不到促进作用，反而

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30 。 

（1）人均 GDP 水平 

在与社会保障水平有关的所有供给因素中，人均 GDP 水平是占有最重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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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影响因素之一。缺少了国民收入，社会保障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反

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表明着该国人均占有的物质财富的提高，从而带

来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上升，最终影响到对社会保障水平的供给。例如，

欧洲各发达国家的人均生产总值要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国内生活消费水平更

高，也就需要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来确保其国内贫困、失业等人员能够正常融入

社会以及日常生活的开支需要。因此，欧洲各国，尤其是西欧发达国家的社会保

障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居于前列。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数据，法国近年来用于社会保障的人均支出

已经超过了 8000 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0%左右，在欧盟内与德国并驾齐驱，

处于第二位。表 3-1 说明了在 2003 年至 2010 年之间，法国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水

平与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 

表 3-1 法国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欧元）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人均社会保障支出 7563.49 7742.83 7872.31 7849.38 7955.16 7974.75 8312.57 8295.66

人均 GDP 25600 26500 27300 28400 29600 30100 29300 29800

资料来源：http://www.oecd-ilibrary.org

Eviews 是在 Window 操作系统下运行的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具有数据处理、

运算、统计和作图功能，可以对变量序列间的相关关系和回归关系进行分析和预

测，是当前计量经济学界常用的计量分析软件之一。通过 Eviews 对上表中两个

变量做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为 0.61。相关系数为正，说明法国的人均社会保障

支出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存在同向变动的关系。这一系数落在 0.6-0.8 之间，说

明相关关系较强。 

（2）经济增长率 

除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关键指标之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影

响该国社会保障水平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是一国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的动力和基

础。只有国民经济不断增长，才能给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和财政支

持，从而稳定社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表 3-2 说明了在 2003 年至 2010

年之间，法国社会保障水平增长率与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http://www.oecd-ilibra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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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法国社会保障水平增长率和 GDP 增长率       （单位：%）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社会保障水平增长率 3.45 3.3 0.64 -2.54 -0.33 -4.25 6.82 3.2 

GDP 增长率 0.9 2.5 1.8 2.5 2.3 -0.1 -2.7 1.5 

资料来源：http://www.insee.fr

从2003年至2010年的法国社会保障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相关分析

来看，通过 Eviews 得出的相关系数 r 的值仅为 0.18，说明法国的社会保障支出

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存在极小的相关性，这表示法国社会保障支出的

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非常微弱，法国国内社会保障水平增长基本不受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影响。从上面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法国社会保障的水平与

GDP 增长率之间额关系不大。这说明，法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已经脱离了其供

给因素——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长期在高位运行。 

3.2.2 社保水平与老年人口比例和失业率的相关关系  

对社会保障支出的需求包括失业率和老年人口比重，这两个指标对社会保障

的支出水平有着最直接影响。这两者越高，失业保障支出和养老保障支出就越多，

给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压力也就越大。 

（1）老年人口比例 

从世界水平来看，一国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比重最高的是养老保障支出，普遍

占到社会保障总支出的 50%左右。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也是这样，虽然具有全民性

的特点，但老年人口是仍为社会保障的最主要对象。这一数据说明，老年人口比

重是影响一国的社会保障水平的首要因素。因此，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直接

影响了该国社会保障的水平，成为其重要目标变量之一。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

家的老龄化水平较高，给本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表 3-3 说明了在 2003 年至 2010 年之间法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其国内老年人

口之间的关系。根据国际标准，下表选用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作为法国国内老年

人口比重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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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法国社会保障水平和老年人口比重     （单位：%）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社会保障水平 30.3 31.3 31.5 30.7 30.6 29.3 31.3 31.7 

老年人口比重 16.4 16.5 16.5 16.5 16.5 16.6 16.7 16.7 

资料来源：http://www.oecd-ilibrary.org

通过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 对这两个变量做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仅为

0.28，这说明法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其老年人口比重之间的相关性较低，直接联

系不大。 

另外，法国的人口生育率不高，人口自然增长率不足一个百分点，导致法国

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6%左右，平均每 2.7 个劳动

力抚养一个 65 岁以上的老人，负担较重，而且随着已婚妇女的生育率下降，这

种老龄化还有上升的趋势。法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收支设计仅能勉强维持当

前社会保障开支，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强，国内社会保障支出也将随之增加。 

（2）失业率 

失业保障实质上是一种在就业者与失业者间的转移支付手段，而失业保障金

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根据毛工资强制性提取的社会分摊金，因而一个国家的就业率

对于社会保障收入具有重要的意义。失业率的上升，一方面增加了对社会保障金

的支出需求，另一方面减少了社会保障金的收入来源，因此失业率也对一国的社

会保障水平影响巨大。 

随着国内老龄化水平的提高，法国就业人口日益减少。同时随着科技水平的

提高，传统劳动密集行业进一步萎缩，就业减少，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恶化了法国

社会保障系统的收支情况。法国国内的劳动力供求长期处于失衡状态，自上个世

纪八十年代以来，法国的失业率就一直在两位数的高点上徘徊，高失业率直接导

致了失业保障开支的增加，给原本就入不敷出的各项社会保障计划增加了沉重的

负担。表 3-4 说明了在 2003 年至 2010 年之间，法国社会保障水平与其国内失业

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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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法国社会保障水平和失业率         （单位：%）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社会保障水平 30.3 31.3 31.5 30.7 30.6 29.3 31.3 31.7 

失业率 8.5 8.8 8.9 8.8 8 7.4 9.1 9.3 

数据来源：http://www.oecd-ilibrary.org

通过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 对这两个变量做相关分析，二者相关系数为

0.91。相关系数为正，由此我们能够看出法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国内失业率之间

具有相当密切的正向相关关系。法国的劳动力供求长期失衡，自 2003 年起，失

业率一直在接近 10%的位置徘徊，这一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直接导致了失业保障支

出比例的增加。从 2003 年至 2010 年，法国社会保障水平一直维持在 30%左右，

在发达国家中处于较高的水平，这有可能反过来会降低工作者的劳动热情，从而

引起国内劳动力的自愿失业， 

3.2.3 社保水平与家庭储蓄和国内投资和居民消费的相关关系  

（1）社保水平与储蓄的相关关系 

Martin Feldstein（1974）从影响个人退休行为选择的角度研究了社会保障制

度对私人储蓄的影响，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对个人储蓄的“挤出效应”理论。这

一理论认为，一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增加，往往会影响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内储

蓄的比重。他认为，一国社会保障的建立对于国内储蓄的比重变化存在着双重效

应：即资产替代效应和退休效应：资产替代效应是指养老金会减少劳动者在工作

时期为退休生活而储蓄的需要，从而挤出储蓄；退休效应是指为了能够维持自己

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个人就倾向于在就业时选择更多的储蓄[ ]31 。社会保障支出

水平对个人储蓄的影响应取决于这两个效应的对比，资产替代效应大于退休效应

时，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和个人储蓄呈负相关，社会保障支出将会挤出社会储蓄，

反之，当资产替代效应小于退休效应时，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和个人储蓄呈正相关，

社会保障支出将促进社会储蓄。 

为了研究二者的具体数量对比关系，我们对个人储蓄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占

GDP 的比重分别进行了相关分析：表 3-5 说明了在 2003 年至 2010 年之间，法国

个人储蓄比重与社会保障支出比重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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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个人储蓄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占 GDP 的比重对比  （单位：%）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储蓄比重 15.3 15.7 14.7 14.9 15.4 15.5 16.5 16  

储蓄增长率 2.9 2.61 -6.37 1.36 3.36 0.65  6.45  -3.03 

社会保障 

比重 
30.3 31.3 31.5 30.7 30.6 29.3 31.3 31.7 

社会保障 

变动率 
3.45 3.3 0.64 -2.54 -0.33 -4.25 6.82 3.2 

数据来源：www.insee.fr

从总量角度分析，法国个人储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和社会保障支

出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 0.17，可以说二者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从而证明

就法国的情况来看，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并不会挤出个人储蓄。从增量角度分析，

法国个人储蓄增长率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变动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 0.10，同样也

不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当前影响法国储蓄率的主

要因素是利率和物价水平，社会保障支出对储蓄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 

（2）社保水平与投资的相关关系 

表 3-6 说明了在 2003 年至 2010 年之间，法国投资比重与社会保障支出比重

之间的关系。 

表 3-6 投资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占 GDP 的比重对比    （单位：%）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投资比重 17.5 17.7 18.1 18.7 19.7 20.2 18.5 18.7 

投资增长率 1.6 1.14 2.26 3.31 5.35 2.54  -8.42  1.08 

社会保障 

比重 
30.3 31.3 31.5 30.7 30.6 29.3 31.3 31.7 

社会保障 

变动率 
3.45 3.3 0.64 -2.54 -0.33 -4.25 6.82 3.2 

通过 Eviews 软件对这两个变量做相关分析，可以知道，法国的投资率与社

会保障支出水平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5，呈负向相关，而且相关性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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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这说明，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将会导致国内投资率的显著下降。 

（3）社保水平与消费的相关关系 

从经验上看，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上升一般不会影响一国私人消费在国民收

入中所占的比重。为了更深入地明确这一关系，本文对法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

国内生产总值中私人消费比重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表 3-7 说明了在 2003

年至 2010 年之间，法国个人消费比重与社会保障支出比重之间的关系。 

表 3-7 个人消费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占 GDP 的比重对比    （单位：%）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消费比重 54.95  54.76 55.07 54.87 54.61 55.02  55.99  56.13 

消费增长率 0.45  -0.34 0.56 -0.37 -0.46 0.75  1.76  0.25 

社会保障 

比重 
30.3 31.3 31.5 30.7 30.6 29.3 31.3 31.7 

社会保障 

变动率 
3.45 3.3 0.64 -2.54 -0.33 -4.25 6.82 3.2 

数据来源：www.insee.fr

通过 Eviews 软件对这两个变量做相关分析，可以知道，法国的私人消费率

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两个变量之间呈正向相关，相关系数为 0.47，且相关性较为

明显。 

根据上文对法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和国内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前的相关分

析，可知法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失业率、个人消费和投资

等变量相关性较强，而与国内老年人口比重、经济增长速度、个人储蓄等变量相

关性较为微弱。下面将对于这些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相关性较强的变量进行进一

步的回归分析。 

3.3 社会保障水平与主要经济变量回归分析  

广义上讲，回归分析是属于相关分析的一个部分，而相关分析中包括回归分

析。二者的区别在于，相关分析是以相关系数这一指标来度量各个变量间相互的

影响程度。回归分析能够更好的体现因变量受自变量影响的平均变化情况。因此

下文将进一步对各个与法国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相关性较强的经济变量做回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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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以此解释法国社会保障水平给法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3.3.1 经济增长效应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重影响：一方面，社会保障作为收入

再分配的一种手段，促进了收入和消费的平等，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对经济

增长无法起到积极作用[ ]32 。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改善了国民的生活水平，

有效的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进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条件，促进经济

增长。 

为了衡量法国社会保障水平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我们通过计量经济分析

软件 Eviews，利用最小二乘法对表 3-1 中法国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和人均

GDP 水平增长率的历年数据作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 

Y = -0.20X + 1.35  2 0.17R =

上式中，自变量 X 为法国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变动率，因变量 Y 为法国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率，法国社会保障水平增长率与人均 GDP 增长率二者反向变

动，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提高法国社会保障支出会引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降低，

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作用。但由于该回归方程的显著性较低，说明这种消极趋势

并不十分明显。  

3.3.2 投资效应和消费效应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保障水平对投资、储蓄、失业等变量的影响的研

究指出，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社会保障运行方式，对国内投资、储蓄和失业产

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根据上文的相关性研究，可知法国社会保障支出与个人储

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之间的相关性较小，因此下文将不对此做回归分析。 

根据表 3-6、表 3-7 中法国的有关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通过

最小二乘法对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投资、消费效应进行回归分析，见下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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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法国社会保障水平对投资、储蓄、消费的回归分析 

变量 相关系数 回归方程（ 0 1iY Xβ β= + ） 2R  

投资对社会保障水

平的影响 
SS = -0.47*I + 39.61     

社会保障水平对投

资的影响 

-0.55 

I = -0.66*SS + 38.90 

0.31 

消费对社会保障水

平的影响 
SS = 0.66*C - 5.38 

社会保障水平对消

费的影响 

0.47 

C = 0.34*SS + 44.70 

0.23 

（1） 社会保障的投资效应 

从统计分析结果中可以发现，从总量角度来看，法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变

动与投资增长有着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投资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来看，

投资每增长 1%，就会带动社会保障水平降低 0.47%。原因在于经济繁荣时，增

长迅速的国内投资拉动就业水平的上升，从而引起失业保障以及其他救济支出的

减少；而经济衰退时，国内投资萎缩，失业率增加，用于失业保障和救济的社会

保障支出也随之增加。 

从社会保障水平对投资的影响来看，社会保障水平每上升 1%，就会引起国

内投资的比重下降 0.66%。过高的法国社会保障水平并没有对投资产生积极作

用，反之却影响了国内投资的增加。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一国的社会

保障支出多为消费性支出，消费增加会对资本积累产生挤出效应，造成社会公共

投资不足，从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可以说，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给法国

人民带来的高水平福利是以远期利益为代价的。若不及时控制社会保障缴费负

担，有可能会导致企业的投资萎缩，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从而对法国的

整体经济实力造成不利的影响。 

（2）社会保障的消费效应 

从消费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来看，消费每上升 1%，就会拉动社会保障支

出水平上升 0.66%。相反，从社会保障水平对消费的影响来看，社会保障水平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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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1%，就会拉动国内私人消费上升 0.34%。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大

部分支出都流向了养老保障和失业保障支出，这两类保障支出的共同特征是受益

人群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很低，因此养老金和失业金的主要用途是用于购买生活必

需品，如食物、衣物以及必要的服务等。从而带动了社会的消费比例上升。 

3.3.3 就业效应   

根据表 3-4 中的有关数据，我们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通过最小二乘

法对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就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见表 3-9： 

表 3-9 法国社会保障水平对就业水平的回归分析 

变量 相关系数 回归方程表达式（ 0 1iY Xβ β= + ） 2R  

失业率对社会保障

支出水平的影响 
SS = 1.15*UE + 20.9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对失业率的影响 

0.91 

UE = 0.72*SS -13.72 

0.84 

通过上表的回归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法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内失业

率之间的相互影响比较明显。从失业率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来看，失业率每上

升 1%，将会拉动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增加 1.15%。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失业率

的影响来看，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每上升 1%，将会拉动失业率升高 0.72%。提高

社会保障的支出只会加剧失业率的上升给社会带来的压力，使失业率长期维持在

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引发恶性循环，对经济发展有着长期的不利影响。 

3.3.4 收入分配效应 

法国一向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在社会保障政策中对这一精神也

有所贯彻。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强调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缩小贫富差距。

例如，社会保障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一致，各地在具体享受保障和补贴的标

准上差别微乎其微，避免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等而导致的生活水平差异。社会保

障基本覆盖全民，就算是企业倒闭或自身入狱服刑时，也可以照常享有同等的社

会保障水平，因为法国政府认为“享有社会保障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与企业

的经营状况或是个人犯罪完全无关。在这样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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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得到加强。 

根据Roman Arjona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近 20 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

发展，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发达国家在转移支付前的个人市场收入差距在不断

扩大，为了防止这一过大的差距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安定因素，法国不断加大在社

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以期促进最终收入的公平[ ]33 。表 3-10 反映了法国在税收及

转移支付前后基尼系数对比。 

表 3-10 法国税收及转移支付前后基尼系数对比 

年份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转移支付前 0.49 0.485 0.483 0.473 

转移支付后 0.277 0.287 0.288 0.293 

数据来自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LFS_SEXAGE_I_R

从上表可以看出，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和缩小贫富差距

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通常把 0.4 作为收入分配差

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率，其准确值应该为 0.382。国际标准通常认为，如

果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在 0.2 至 0.3 之间，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比较均

匀；在 0.3 至 0.4 之间，这个国家的收入相对合理，假如大于 0.4，就说明这个国

家的收入差距较大，贫富悬殊。上表数据显示，在转移支付前，法国的基尼系数

接近 0.5，已经可以被定义为贫富差距悬殊。而通过社会保障系统的转移支付，

将富人的收入通过税收贴补失业、贫困人员的日常开支，有效的降低了国内的基

尼系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3.4 本章小结 

本章在简要介绍了与社会保障水平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后，选取重要变量，构

造回归模型，对法国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与影响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变量分别做

了相关和回归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法国社会保障水平与国内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首先，法国的人均社会保

障支出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存在同向变动的关系，相关性较强，这基本符合前人

的理论，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也就越高；其

次，法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相关性很微弱，已经脱离了其经济增长，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LFS_SEXAGE_I_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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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在高位运行。这说明这一保障水平并没有完全实现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目标。 

从法国社会保障水平与老年人口比例、失业率的关系来看，由于养老保障占

整个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巨大，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将会加剧整个社会保障支出的

压力；另外，法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国内失业率之间具有相当密切的正向相关关

系，这种正向相关关系互为因果，有可能会引起“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剧失业，失

业引发更高的社会保障支出”这一恶性循环。 

从法国社会保障水平与家庭储蓄、国内投资、居民消费的关系来看，社会保

障支出水平对储蓄的相关性不大，和投资具有负相关的关系，而与消费则为正相

关。这说明社会保障在增强储蓄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而过高的社会保障水平可

能会促进现有的消费，减少企业投资水平，对法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负面影

响。但是同时，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也通过收入再分配，有效的调节了不同收入阶

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了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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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向及启示 

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水平在世界上处于前列，从上一章对法国社会保

障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可知，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很好的促进了收入分配的

公平化，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在这一点上，法国的这一社会保障制度是值得肯

定的。但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来看，强调公平必将以降低效率为代价。从实践角

度看，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在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方面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促进了社会安定。但是，随着法国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它对国民

经济的增长、国内失业及投资、储蓄和消费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尤其是近年来，

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而法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却趋于缓慢，就业率不断下降，

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性、稳定性和持久性面临越来越大的挑

战[ ]34 。 

4.1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4.1.1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文对法国社会保障水平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知道，

法国社会保障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法国高水平的社会保

障缩减了国内的投资-消费比率。通过上一章的定量分析发现，法国社会保障水

平与国内投资具有很强的负相关性，而与国内的家庭消费具有正相关性，发放的

社会保障资金绝大部分被用来购买家庭生活必需品，这说明这一支出虽然促进了

当期消费的增长，但同时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基金要求高水平的企业缴费率，削减

了企业的投资预算，妨碍了国内投资，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

法国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加剧了国内的失业率，通过上一章的定量分析发现，法国

的社会保障支出与失业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失业率的提高必然促进国

民对社会保障，尤其是失业保障方面开支的要求，但反过来，这种正相关关系又

会促使高社会保障开支进一步逼高国内失业率，形成恶性循环，对国内经济发展

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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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 

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给国内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这是是和法国社会

保障的支出水平分不开的。由上一章的相关分析可知，法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上

升速度越快，就会带来越快的国内当期投资水平下降速度和更高的失业水平。这

说明对法国来说，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并不适度。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一国的社会保障水平需要维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上，

而非越高越好。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对该国长期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如果一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过低，则证明该

国的社会保障程度低，难以发挥社会保障应有的功能，即保障公民的生活水平，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最终对社会运转的效率产生不良影响。 

对社会保障支出的适度性分析，首先要确定测度这一支出适度性的经济指

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这一定量分析的核心指标。 

根据穆怀中教授在《社会保障适度水平》一文中建立的模型，以及公式 3-3，

我们可以推导出法国社会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测定模型，具体表示为： 

0.75( )a
Sa Sa WSS Q H O Z J M

GDP W GDP
= = × = × = + + +

    （4-1）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生产活动中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投入的比值约为

3:1。尽管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和资本要素的密集化程度加深，但这一比率保持

相对稳定，故 H 取值为 0.75。除此之外，公式中的 代表的是老年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Z 表示的是失业保障支出占工资收入总额的比重；J 是工伤保障、生

育保障支出占工资收入总额的比重；M 则是社会福利救济、优抚支出占工资收

入总额的比重。 

aO

这样就可以推导出一国社会保障适度水平上限和下限公式 

适度上限公式：        （4-2） =0.75( )aSS O Z J M+ +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适度下限公式：        （4-3） =0.75( )aSS O Z J M+ + +下限 下限 下限 下限

如果要测定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上、下限，需要测定出上面公式中的几个重

要变量，包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以及失业保障支出的比重系数Z、工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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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生育保障支出的比重系数J和社会福利救济、优抚支出的比重系数M各自的

上、下限。首先考虑 ，由于一国在某一时期的老年人口比重是相对固定的，

这里用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而其他变量根据国际经验，失业保障支

出系数Z的上下限一般为 1％－1.5％之间；工伤、医疗保障支出系数J的上下限一

般为 0.016％－1.5％之间；社会福利支出系数M的上下限一般为 1％－1.5％之间

aO

[ ]35 。 

根据公式 4-1、4-2、4-3、4-4，再加上不同时期的老年人口比重，就可以测

算法国不同时期的社会保障适度水平。见下表 4-1： 

表 4-1 法国 2003 年至 2010 年的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水平      （单位：%）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现有水平 30.3 31.3 31.5 30.7 30.6 29.3 31.3 31.7 

适度下限 13.81 13.89 13.89 13.89 13.89 13.97 14.04 14.04 

适度上限 15.68 15.75 15.75 15.75 15.75 15.83 15.9 15.9 

从表 4-1 可以得知，2003 年至 2010 年间，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法国

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上下限也在相应地变化，但是法国社会保障历年的支出水平

都远远超过了适度水平上限。2003 年至 2010 年，法国的适度下限在 13.5%到

14.1%之间，适度上限则在 15.5%到 16%之间。而法国社会保障的现有水平为超

过平均适度水平上限近 1 倍。可见现有的社会保障水平存在着总体偏高的问题，

远远突破了根据法国实际国情计算得出的适度上限，给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

了相当大的影响，要建立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任重而道远。 

简而言之，经过以上的适度性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法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尽

管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却总体水平偏高，超过了根据国情计算出来的适度

上限，这一方面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财政收支包袱，另一方面与上一章的分

析相联系，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不仅会降低国内投资，更会引发国内失业风

潮，给经济的长期发展笼上一层阴影。 

4.2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向 

鉴于以上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法国

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对其社会保障制度做出部分改革，“改革社会保障费征收和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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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支付办法”[ ]36 ，力求弥补收支赤字，促进就业。但由于触动了部分当权阶

级的利益，改革无疾而终[ ]37 。目前，法国政府正在寻求一条对社会保障制度改

革之路。下文将以问题原因为基础进行分析，对法国政府未来的改革取向做出合

理预测。 

4.2.1 调整缴费分摊率 

针对法国国内的高社会保障支出引发国内投资日益萎缩这一现状，法国政府

目前的改革重点是调整缴费分摊率，减轻企业社会保障缴费负担。多少年来，在

历次提高社会保障缴费的文件中，雇员缴费水平始终保持不变，唯独雇主缴费率

不断提高。由于现有企业社会保障缴费率实际上处于较高的水平，给法国国内的

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降低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调整雇主和雇员的

缴费分摊率已经成为法国政府的当务之急。降低雇主的社会保障缴费率有利于削

减法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不但能够有效的促进国内企业投资，为长期的经济发

展提供可靠的基础，更能提高法国本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根本上提

高法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4.2.2 转换社会保障支出方向 

针对法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内失业率恶性循环的现状。法国政府目前的

改革方向在于转换社会保障的支出方向，变单纯的“救济”为“救助”，改变原

有单一的失业救济金模式。法国政府可以仿照德国的失业劳动者培训模式，坚持

积极的、发展性的劳动政策，强调把“授人以鱼”变为“授人以渔”，重点放在

失业劳动者的培训和救助上。同时划拨部分失业保障经费，建立失业培训基金。

提高失业人员职业能力，促使他们重新就业[ ]38 。积极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可

以使失业者通过就业来获得收入，不再片面依赖于救济。如建立失业劳动者培训

中心，鼓励失业劳动者再就业，并为失业劳动者提供再就业的信息与机会等措施。 

4.2.3 开源节流 

针对社会保障支出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开支赤字加大的现状，法国政府改革

的方向是开源节流：一方面扩大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另一方面控制社会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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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出。扩大社会保障的缴费基数已经成为增加社会保障收入的必然选择。比如，

将养老金缴费基数扩大为全部所得，将社会保障救助金也纳入缴税范围之中。 

控制社会保障支出更是法国社会保障改革的重中之重。针对社会保障开支的

重要部分——养老保障，应延长领取退休金的缴费年限，另一方面调整养老金的

给付标准，力争给付标准的公平化与维持个人生活标准二者的统一。针对失业保

障，应着手严格控制领取失业保障的人数，经过谈判降低失业金的替代率；针对

医疗保障，应强化对医疗保障的监督管理，控制医疗费用的报销比率，部分药品

的补助比例进行调整，限制费用增长，另外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减少医疗费用的

支出。 

4.2.4 发展补充社会保障体系 

受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目前欧美各发达国家的政府

都减少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直接干预。法国学者Arnaud Lechevalier认为，整个社会

保障体制中“由互助向保险的转变”已经开始[ ]39 。据统计，目前法国用于社会

保障方面的总支出约占整个GDP的三分之一，但私人商业保险仅占整个社会保障

制度的五分之一，合GDP的 7%[ ]40 。 

为了发挥私人商业保险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目前世界各国的改革

趋势都是在除了国家出资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建立包括商业保险和社会性

互助机构在内的补充制度，积极鼓励私人养老金计划等非公共计划的发展[ ]41 。

法国政府可以借鉴这一做法，发挥市场作用，加强社会性互助组织和私人商业保

险在整个社会保障体制中的作用，转变人们对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过度依

赖。这样不但可以使得政府从负担越来越重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抽身而出，同时也

避免了社会保障水平刚性需求给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 

4.3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的基础上，经过无数次改革调整而建立起来的，而我国则是仿照苏联模式，在

计划经济下由政府主导建立的社会保障体制。尽管从建立基础，产生原因以及制

度形成过程方面，二者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与法国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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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制度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如管理模式繁杂、国家财政负担重、商业保险及

私人商业保险发展落后等。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仍处于逐步完善之中，

对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向的研究可以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提供

反思和借鉴，使其在结构体系上日益完整，发挥其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大有裨益，促进我

国社会稳定、和谐、快速地发展。 

4.3.1 对适度性水平方面的启示 

（1）权利和义务相统一 

法国大部分的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来源是企业和劳动者。劳动者按月缴纳各

种社会保障分摊金，比例约为个人工资收入的 20%，企业承担的份额则高达劳动

者工薪收入的 30%以上，而且企业和劳动者缴纳比例还在不断上升。尽管当前法

国社会保障基金的部分赤字尚需要国家财政弥补，但较高的个人和企业缴费率已

经表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趋势，从国家负责变为个人和企业负责，避免了政府

财政的过度补贴，使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和缴费义务相统一。但是，我们也应该

注意吸取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教训，在制定社会保障金分摊比例的时候注意适度

原则，平衡个人缴费和企业缴费的比例，避免给企业以过重的负担，降低企业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适应本国的生产力水平 

一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要与该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如果社会保障支出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就会公平有余，效率不足，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过低，就会造成阶层间分配不均，影响

到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进而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42 。法国的社会保

障水平超度问题目前已经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恶化了政府的财政收

支。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则远远落后于当前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存在着社会保

障支出的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协调的问题。我国应该根据国情，确定合理的社

会保障水平，适当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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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对体系制度方面的启示 

（1）多层次的保障体系 

尽管政府在社会保障事业方面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也应大力发展私人商业保

险作为公共社会保障事业的补充。在法国，以养老保险为例，除了基本养老制度

和补充养老制度这两种具有国家强制性的保险制度以外，还强调商业性保险公司

参与的选择性养老保障，目前法国正努力提高商业保险在整个社会保障中的作

用。而在我国，作为社会保障补充制度的商业化保险以及私人互助政策目前仍处

于起步阶段，尚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难以对公共社会保障事业提供有效的支持。

因此，我国也应该借助市场力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企业补充保险和

私人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领域中的作用，走一条社会共济与民间自助相结合的道

路。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人口老龄化给政府财政和国内企业带来的负担，另一方

面还可以提高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率。 

（2）确定科学的财政机制 

合理科学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模式应该是由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合理分担社

会保障费用，实现市场经济下的效率与公平相统一。主要手段是依靠社会保障税

的形式征集社会保障基金，纳入预算，专款专用。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大部分

来自于财政拨款，其他部分由企业负担，个人积累有限，社会互济水平较低，社

会保障基金尤其是基本养老保障基金筹集困难，收不抵支[ ]43 。目前，我国的基

本养老保障和失业保障基金来源已难以满足支付需要。基本养老保障个人帐户严

重透支，直接影响了社会保障金的发放。社会救济制度和社会福利事业也由于仅

仅来源有限而发生资金发放困难等问题，难以达到覆盖要求。另外，社会保障基

金各地区和行业分散管理，各自为政，资金收缴效率差，难以保证这一基金的专

款专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将社会保障金的筹集纳入法制轨道中，确保

专款专用，保证社会保障基金可以给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主要的、稳定的基金

来源。 

（3）促进制度统一和缴费公平 

转移支付是一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功能，通过转移支付，国民收入的不平

等能够得以调节。而这一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人们在同一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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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享受社会保障的平等权利。如果行业、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制度不统一，不但发

挥不了转移支付的作用，反而会进一步加深社会两极分化，达不到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的意义。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已经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不少的问题，原

因在于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种类繁多，缴费制度与给付标准不统一，不同层次之

间的保障水平确实的存在差距。我国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由于历史沿革原

因，不同行业的职工社会保障仍然缴费与待遇差别较大。例如我国城镇社会保障

中主要存在城镇企业和机关事业这两种养老制度，两者的缴费与给付待遇差距较

大，这一问题已经饱受社会公众指责。我们要尽快扭转这一局面，在允许存在城

乡差别的前提下，促进社会保障缴费与给付的公平和统一。 

4.4 本章小结 

通过上一章的分析，可知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给国内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多

的负面影响。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理应促进该国的社会发展，

保证经济增长稳定进行，但法国的社会保障不但没有达到这一目的，反而给整个

国民经济发展套上了沉重的枷锁。本章首先针对这一问题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利

用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测算模型对法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测算，得出结论如下：

法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远远高出国情所对应的适度水平。因此社会保障支出的增

长，会相应大幅度引起国内投资、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从而给经济带

来负面的影响。 

面对以上问题，我们对法国今后的改革取向进行了分析。主要涉及四方面：

针对高社会保障支出与日益萎缩的国内投资这一矛盾，应调整社会保障缴费分摊

率、减轻企业缴费负担；针对高社会保障与高失业率的恶性循环，应该转换失业

保障的支出方向，力图提高失业劳动者的再就业能力；针对社会保障收支的大额

赤字，应该开源节流，扩展基金来源，控制支出；另外，还应该发展商业保险，

私人互助基金等补充保险，分担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 

最后，本章分析了我国与法国社会保障方面的异同，指出二者的相似之处，

并分析预测法国的社会保障改革取向，从适度性水平和制度建设方面，为我国社

会保障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建议，一方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一定要符合该国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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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水平，不能过高或者过低；另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制度方

面建设，加强和鼓励建设私人商业保险体制，促进私人养老金计划和企业年金计

划，完善财政机制，促进制度统一和缴费公平。着重指出一定要根据我国国情，

建立适度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并完善各方面的制度体系，使我国的社会保障能

促进社会发展，为经济稳定增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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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文阐述了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层次和内容，总结了法国社会保障制度

的特点，并采用计量分析法对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效果进行研究，分析了社

会保障支出水平这一关键变量与经济增长、老年人口比例、失业率以及国内投资

率、储蓄率、消费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根据法国国内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

关分析，研究了目前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深层次原因，并针对这一

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本研究对完善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比较重

要的现实意义。现将主要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1）总结了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法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保障水

平高、覆盖范围广等特点，在以福利著称的西欧国家中仍然居于前列。这一社会

保障制度切实的加强了社会再分配，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其积极作用是不可否定的。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缴费分担率差距大，收支

赤字明显等，这些问题给法国的经济发展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2）分析了法国 2003 年至 2010 年国内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发现法国社会

保障支出水平已经脱离了国内的经济增长水平，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明显；社

会保障支出水平对国内投资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对国内居民现期消费则有着比

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二者综合起来说明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刺激当期消费而

限制了用于下期的投资资金，减缓了经济发展速度；法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失

业率正向相关，高福利促使劳动者自愿失业，失业率的高增长反过来又提高了用

于失业保障的支出；法国社会保障水平加强了国内居民收入的再分配，促进了社

会稳定。 

（3）探讨了引起以上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以上问题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法国社

会保障支出与国内投资和失业率二者之间的关系：法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内

投资成负相关关系，与失业率成正相关关系，即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会引起国内

投资下降，失业率上升。因此以上问题的内在原因在于法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整体

过高，已经超出了利用社会保障水平测算模型所估计的适度水平，与法国的国情

不相适应，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 

（4）提出了改革取向和政策建议。由于福利支出具有刚性，因此扭转法国社

 -41-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会保障制度的问题关键在于从社会保障支出与国内投资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入

手：改变失业保障的支出方向，力求摆脱失业和社会保障之间的恶性循环；调整

企业缴费负担率，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投资，加强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

开源节流，减小社会保障基金的开支赤字；大力发展补充保障制度，减轻国家财

政的压力。另外，根据对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提供了启示。应该在根据我国国情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适

应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社会保障水平与生产力水平相统一；

建立包括私人商业保险在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制，进一步完善财政机制，在允

许存在城乡差别的前提下，建立公平和统一的缴费和给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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