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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 养老金收入差距近 年 间扩大 了
， 其 中养老保险的再分配机制是差距

扩大的一个重要 因素 。 养老保险制度的分割性使得养老保险的再分配效应形 成 了制度排斥 、

制度参与 和制度覆盖三个层次 。 从制度外人群到 制度 内 人群 ， 逆 向再分配效应逐渐减 小 ，

正向再分配效应增加 。 群体间 逆向再分配效应大于 个人间再分配效应 ， 并且 固 化 了 收入的

不平等 。 因此 ， 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缩小收入差距的 着眼点应首先放在消 除制 度的分割上 ，

同时保障不 同 职业类型人群参与保险制度的便利和持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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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几十年来 ， 我 国经济高速增长但 的再分配效应饱受诟病 ： 有人认为我 国的养老

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 ， 虽然 近几年基尼系数略 保险制度是逆 向再分配的 ， 不仅没有缩小收人

微下降 ， 仍处于 至 之间 。

①收人差距 差距 ， 反倒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 但也有人认为

形成的原因可分为两种 ：

一

是因 为教育 、 经验

和个人努力等个人特征导致的可 以视为公正 的

收入不平等 ， 另一种是因 为制度和政策性因素 感谢王延中研究员主持的 国情重大调研课题
“

中 国社会保

造成的不公正的收入不平等 ， 制度造成的不平
力

”

等容易成为制度化的不平等 。

③
因此 ， 缩小收入

① 。伽 ° 八

差距就是要寻找造成不平等的制度根源 。
夂

② ，
： 《 中国和 印度不平衡发展

从 年至 年的一十年间 ， 离退休人 的比较研究 》 ，
《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员 的养老金收人差距扩大了近 ， 加剧了城 ③ 王天夫 、 王丰 ： 《不平等挑战中国 》 ， 宋晓梧等主编 ： 《不平

镇收人差距的扩大 。 养老保险制度在改革与发 等挑战中国 ： 收人分配的思考与讨论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展中扮演了 怎样的角色 ， 是否也成为 了一种扩 社 年版 ， 第 页 。

大不平等的制 度？ 尤其是在市场化过程中建立
转务 《巾醜雕入 入诚 申娜 姊贼餅

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养老保险制度
￥ °

⑤ 华迎放 ： 《灵 活就业群体 的社会保障 》 ，
《 中国劳 动 保障 》

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 不 同 于其他制度 ， 再分配
￥ 。

机制是养老保险制度影响收人差距的重要因素 ⑥ 何立新 ： 《中国城镇养老保险改革 中的收人分配效应 》 ，
《经

之
一

。 多年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让养老保险 济研究》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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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向的再分配 ， 有利于低收入水平者 ， 缩小 尼古拉斯 巴尔 （ 结合现收

了收入差距 。 不论哪种结论 ， 从其论证上似 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养老保险制度对养老

乎都不乏道理 。 然而大多研究只是说明 了养老 金的再分配进行了分类 。 首先养老金的再分配

保险制度再分配效应的
一

个方面 ， 或是 以群体 是个人在 自 己生命周期 内 进行的再分配 ， 年轻

之间 的排斥为视角 ， 或是 以个人之间 的损益来 时的积累到 了退休以后再消费 。 在现收现付制

测量 ， 或是基于参数设定的 预测等等 。 本文将 度的养老金制度下 ， 可 以实现富人 向穷人 、 青

对再分配效应做结构性透视 ， 从群体和个人两 年
一

代向 老年
一

代的再分配 。 而基金制 度是个

个层次 ， 从制度排斥 、 制度参与和制度 内人群 人积累的资金总额 ，

一般情况下很难发生不同

的再分配三个维度来分析我 国基本养老保险制 收人 、 年龄间人群的再分配 ， 除非有强制力 的

度的再分配效应 ， 期望得出 比较全面的对我 国 介人 。 性别之间 的再分配 ， 则在现收现付制度

养老保险制度再分配效应的认识。

金 巾

对于养老金再分配与收入差距研究 的意义
一

’

还在于我 国是 个快速人 口 老龄化 的国家 ，

要长于男性 ’ 所以避免不 了会存在男性向女性

着老龄人 口 的增多 ， 养老金收人差距的扩大与
、

缩小对总体收人差睡影响将愈发纖 。

本文数据采用 了 中陳会科学院劳动与社
—

会保障中心 年对内蒙古 、 河南 、 重庆 、 福
。

建 陕西五地进行的
“

中 国社会保障与收人

配调查
”

的数据 。 这五地基本代表了 中东西部
的来 自 于政府财政 ， 即通过税收将资金集 中到

觀过养老金的形式发放给符合 定条

件的老人 ， 实现再分配 。 比如 国 民养老金 。 还

上

，

二：
‘

了
种养老保险再分配资金来 自 于养老保险缴

■ 份
费 ， 这种再分配往往是在参保人员細 内 实现

°

的再分配 ， 资金来源是雇 主和个人缴费 ， 国家

只是起到规范和主导作用 。 在我 国依靠政府财
、

政的再分配典型的是新农保制度和国家机关养

历史上 ， 再分配 的存在 已有很长时间 ， 对

再分配的理解也是多元化的 。 它是
一

种政治手 ① 王晓军 、 康博威 ： 《我 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的收人再分配效

段 ， 也是
一

种经济运行模式 ，

④ 或者是对社会 应分析 》
’

《 统计研究 》 年第 期 。

风陘的
一

柙仲搭寺寺 。

和储蓄效应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再分配是一个浸透着
“

社会公正
”

理念的 ③ 德 柯武 刚 、 史 漫飞 ： 《制度经济学 》 ， 韩朝华译 ， 商务 印

过程 ， 既可以 靠征税和发补 助来实现 ， 也可 以 书馆 年版 ’ 第 页 。

告工 击 士基■ 占 山 免 士十 英 卡尔 波兰尼 ：
《大转型 ： 我们时代 的政治与经济起

靠干预市场力量的 自 由作用来头现 。 政作 济
源 》 ， 冯刚 、 刘 阳译 ， 浙江人 民出 版社 年版 ， 第

学家图洛克 （ 认为再分配 的涵义不仅 页 。

仅是指对穷人的转移支付 ， 大部分其实是政府 ⑤ 英 蒂特马斯 ： 《社会政策十讲 》 ’ 江绍康译 ， 吉林出版集

八 八
团有 限责任公司 年版 ’ 第 页 。

把资金或财虽 从
一

个群体转移到另
一

个群体 ，

⑥ 胃

目 的是凭借 自 己政治上的权力得到更多 的收人 美 戈登 图洛克 ： 《收人再分配的经济学 》 ， 范飞 、 刘琨

和财富 ， 同时也是为了 能从穷人那里获得更多 译 ， 上 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的选票 。

⑦ 任何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有再分配的性
⑨ 英 尼古拉斯 巴尔 ： 《翻 国家经济学 》 ， 中国劳动保障

质 ， 只是再分配的结果不同 。

⑧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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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制度 ， 在缴费基金内 的再分配典型的是 是对不同人群赋予的权利不同 而造成的 国 家财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 资金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 政再分配利益获得的差异 。

缴费 ， 国家通过制度设计来主导再分配 。 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颁布 了 《关于贯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分割性和碎片化与 以 彻两个条例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 围加强基金征

上两种再分配方式结合 ， 形成了我 国 的养老金 缴工作的通知 》 （劳社部发 〔 〕 号 ） 明确

再分配的结构 。
了

“

城镇各类用人单位及其职工 ， 都要依法参

—

加社会保险 ， 履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 ， 享
二 、 养老保险制度再分配 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

，，

。 文件特别提出 了城镇

异地就业的职工和农民合同 制职工 、 城镇个体

我 国养老保险制度 成有其历史背景 。 于？
户

。
事
，

位转 范

建国初期 ， 由 于实行发展重工业和城市偏 向
°

绝
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疋 》 （ 国发

政策 ’ 形成 了城乡一兀的保障制度 ， 城市居 民

保障比农村居 全丽魏 。 在制体
颁布 的 《方动合同法 》 从用人单位与方动者签

制下 ， 城市万动年龄人 口 基本上都被纳入献

单位 ， 形成了企业保险 、 国家兜底的养老保险 ：
身份的劳动者都可 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

制度 。 市场体制转轨时期 ， 企业保险制度进打 —

田 曰 击
丨 丨

丄
《

至此 ， 在城镇就业的农村户籍的方动者被城镇
入

养老保险制雌受 ， 制麟斥缩小了細 。

群依然享有计划体制 时期的国家德 的保 ‘实际上即使在制度上不被排斥的人群 ，

，

也有二部分人因 为转移接续难 ， 流动性强等原

画没有参加 到该制度中来 ， 那么这部分有资

格参保但却未参保的人与 已经参保的人虽 然具
力 ’

補 同的参保权利 ， 但是 由 于未进入到制 度中
力量 ， 企业养老保险 度最终取消 了户籍身 分

来 ， 所以依然没有享受到再分配利益。 从结果

巧
限制 ， 进人企

，
的劳动力 均可参保 ， 这样便

上看跟第 种类翻再分配无异 ， 但从本质上
形成了针对企业就业人员 的城镇职工‘本养

讲 ， 与第
一

种再分配又存在着差别 ， 这是第二

度 ’ ■度上■了劳动力参保的户胃
个层次的再分配 ， 即 制 度参与 的再分配效应 。

排斥 。 在农村 ， 年 ’ 国家开始试点新型农
午多农民工即在这个范畴之内 。

村养老保险制度 ， 年之前基本实现对适龄
最直观的再分配效应应该是在既具有参保

—— °

①

权利 ， 又参加翻度中的人群中体现出来的 。

从制— ’

目卩在具有 同等再分配机会的状态下 ， 养老
个分割的 、 碎片化的制度 。 各种制 度之间具有 保险制度所具棚再分配在参保人群 中产生的
对不同身份 、 ■■排斥性 ’ 企业人员无法

效应 ， 称为制度覆盖内人群的再分配效应 。 这

参加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 ’ 从事农业的农 是
一

种个人层面的再分配效应 ，
也是在企业职

村居民无法参加城镇养老保险 ， 制度分割将参 工养老金缴费基金 内的再分配 。 前两种再分配
保人分为 不同 的人群 。 而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 是对再分配机会获得的差异而造成的再分配效

享有的再分配利益不同 ， 尤其是 国家财政的转 应 ， 第三种再分配是在再分配的损益度量上形

移支付再分配程度 不同 ， 所以会造成群体之间 成的再分配效应 。

再分配利 益的差异 ， 这是 由于制度排斥 而造成

。

的再分配效应 ， 称为制 度排斥 的再分配效应 。

① 中央政府 门户 网站 年 月

这
一

层次的再分配效应发生在群体间 ， 突出 的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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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颁布的 《社会保险法 》 在基本养老 然而这几个群体的养老金收入 中都存在着

保险一章 中 明确规定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 现 政府财政的再分配 。 除 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 ，

支付不足时 ， 政府给予补贴
”

， 这也就表明 ， 基 《社会保险法 》 明确规定 了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

本养老保险中是存在政府财政再分配 的 ， 同 时 农村养老保险都有政府财政补贴的 部分 。 但是

也具有统筹基金 内 的再分配。 但是政府补贴的 补贴程度存在很大差别 。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个

再分配只是起到补充不足的作用 ， 在 制度上仍 人不缴纳养老金费用 ， 给付完全 由 国家财政再

是以企业和个人缴费为主要筹资的 。 政府补贴 分配 ， 企业职工 由 于养老基金 的 缺 口
， 国家财

的再分配对于参加到制度中的人来说是平等的 ， 政补贴的力度逐年加大 ， 年 ， 参保离退休

而 以基金为基础 的再分配则是 国家通过领取公 人员 万人 ， 同年社保基金各级财政补贴

式来设定的 。 所 以对于第三层次的再分配来说 ， 亿元 ， 平均每人每月 可获得财政补贴

基金内再分配是主体 ， 再分配 的效应也是通过 元 ， 而新农保政策 中规定中 央对农 民基础养老

基金统筹内的再分配来表现的 。 金的补贴为每人每月 元 ， 地方财政不低于每

工 、
、

人每年 元 ， 如此悬殊 的财政补贴明显表现
三 、 再分配效应旳结构性透视

出不同地位群体间的再分配收益的差异 （表 。

养老保险制度 的分割造成不 同职业身份 的 表 不同养老保险制度 的比较

人具有不同 的再分配利益 。 城镇基本 养老保险 养老保 职业 筹资 给付
、

再分配
寺 禺

是最主要的养老保险制度 ， 因 此 ， 对养老保险 险制度 身份 机制 来源 收益

制度再分配效应的分析也 以此为 中 心 ， 来进行 联軸

各个养老保险制度再分配效应的结构性透视。 单位养老 政府拨款 高 高
单位人员 费

制度排斥的再分配效应 保险制度

从制度规定来看 ，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个緣户 鮮贼

一

的构成主体是企业职工和部分事业单位人员 ，

城镇基本 个人缴费
统筹账 事 业 单

事业单位人员 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是 因为企
工

户 政府 位 ， 高于
巾

业改制过程 中 ，

一部分事业单位企业 化 ， 因此
八

补贴 农村居民

也参加 了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 新 型农村养老保

险制度的参加主体是农民 ，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 个人缴费
集 体

的参加主体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 这三类人群
老保险 农民

二

财政补
补助 ）

低 低

从收人水平来看 ， 农民 最低 ， 机关事业单位人 政府补贴

员最高 （图 ， 而养老金收入也是农民最低 ，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最高 ， 月 均 收人高 的群体 ， 综合来看 ， 收人低 ， 职业地 位低 的 群体得

领取的养老金也多 。 到的再分配也少 ， 而 收人高 ， 职业地位高 的群

图 不同职业类型月 均收入与养老金 体得到的再分配利益 多 ， 形成了不 同参保群体

； 间 因为制度排斥造成的逆向再分配 。

丨

—

讓 — ① 年 国 民经 济 和社会 发展 统计公报 ，

⋯⋯

—

农民 企业职工

―

事业单位人员 公务员
② 年 度 中 国 老 龄 事业 发展 统计公报 ’

月均收入 养老金一线性 （月 均收入 ）

一

线性 （养老金 ） ③ 《 国务 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的指导 意见 》 ，

数据来源 ： 调查数据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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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制度参与的再分配效应 未参保群体的特征

制度排斥造成只允许
一部分人纳人该项制 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 ， 农村户 籍的城

度 ， 但是即使被制度纳人 ， 也仍然会有一些人 镇就业者 、 个体户 、 私营企业主、 自 由 职业者

没有参加到制度 中来 ， 其结果也是没有被覆盖 。 等加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要小 。

其中的原 因是复杂的 ， 但他们是否具有某些群 除去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人 ， 我

体性特征呢？ 如果有群体性的特征 ， 那么表明 们以在城镇 中就业的并有资格参加城镇基本养

制度存在着系统性因 素的缺陷 。 参保的人和 自 老保险的人作为分析对象 ， 来比较他们参加城

愿不参保的人之间 的再分配利益是怎样的呢 ？ 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可能性的大小 。 从 的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 度基本是制度 内全覆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 ， 未参保人群有明显的户籍

盖 ， 新农保政策试点地区也基本做到了制度 内 特征和职业特征 。 相 比具有非农户 口 的人 ， 农

全覆盖 ， 但是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中却存在着很 业户 口的就业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大
一部分有权利参保而实际上没有参保的人。

发生 比要小 ， 从职业上看 ， 个体户 、 私营企业

表 是否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 回归分析
职 等非企业职工的就业者参加城

镇基本养老保险发生比小于企业职工 。 这也就
—— 意味着在城镇企业中 ，

虽然农村户籍的流动人

口就业者在制度上已经不被排斥 了 ， 但是在实
睜组 ）

— 际过程 中参保仍然具有局限性 ， 而且在企业之
农业户籍 ° ° ° °

外的灵活就业人员仍然很大可能游离在制度之
职业分类 （企业员 工为良照 外 。 由于没有在制度之内 ， 这部分人享受不到

— 保险制度所带来的再分配收益 。 但是 ， 进城农
个体户

“

“

°

村人口在城市也出 现了分化 ， 农村户 籍人 口 、

■企业主
非企业员 工并不

一

定就是低收入者 ， 所 以在制

自 由职业者 —

度参与的层次中 ， 通过收人和再分配利益获得

其他 一

的关系来看再分配效应更合理 。

月 均收人 （元 ） （ 元 以 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再分配效应差异

力参腿 在模型中发现收人与再分配获得的关系具

有阶段性特征 。 在控制 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

月 均收入 兀以下的人中 ， 收入越高 ， 参加

保险的概率就高 ， 获得再分配的可能性就越大 ，

—
收人高的人显著地比收人低的人参加保险获 辱

一

再分配机会的发生 比要高 。 但是在月 均收人

地区 （ 内蒙古地区为参照组 ）

侧元以上 的人中 ， 并没有显示出 比低收人的

人会有更大可能参加保险 。 也就是说 ， 因 为没

— 有参保而发生的逆向再分配只发生在 元以
°

下收入群体中 ， 逆向再分配只是局部的 。

—

°

在灵活就业人员 中 ’ 有
一

部分人可以 参加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而没有参加 ， 但是参加 了 城
— ° ° 镇居民养老保险或者是新农保 ， 即使这样 ， 他
—

们也是处于再分配不利 的人群 ， 因为城镇居民

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 国家财政再分配 的力 度要

注
一

，

“ 远远小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 因此有参保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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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没有参加到基本养老保险 中来 的人 ， 现 目前我 国统筹基金 内 的养老金再分配主要是

与参 加进来的人相 比 ， 其再分配的利益是受 发生在代 际之间和性别之间 ， 在不 同 收入群体

损的 。 间具有有限的从高收人者 向低收人者 的正 向再

三
）
制度内覆盖人群的再分配效应 分配 。

④

参加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的人之 在制度覆盖人群 内这
一

层次的再分配来看 ，

间的再分配关系是通过制度设计的缴费和给付 不存在逆 向再分配 ， 而是呈现 出 正向 再分配 ，

等途径来实现 的 ， 直接体现了 制度覆盖 内个人 虽然这种正 向再分配对缩小 收人差距的作 用

之间的再分配关系 。 有限 。

从制度设计来看 ， 给付资金是从统筹基金
社

、

八

和个人账户 中提取 。 但是 由于我 国 的城镇基本

細社会养老保险制賴再分配效应到底
胃 ’

是逆向再分廳是 向再分配 ？ 并不是 个简
加之个人账户资金被挪用 ， 养老金基金

“

空 帐
”

单的概括可以 回答的 。 就 目前我 国养老保险制
现象严重 。 家采取了 两种筹资办法 ，

一

种胃 度分割性 、 碎片化严重 的情况下 ， 需要进行结
增加代际之间 的再分配 ， 通过加大年轻一代

构化透视 ， 将再分配分成制度排斥 、 制度参与
’

細麵盖内 群体三种再分配效应 ， 逐层进行

分解漸 ， 才能够还原 个真实的再分配效应 。

养老金给付公式里仍然将其放入统筹和个人账
（

一

）
从制度外到制度 内

，
逆 向再分配效应

户来发放 ， 对 国家财政补贴的领取没有独立 的 胃

分配方式 ， 仍是 以基金分配方式进行 。 因 此 ，

养老保险制度的分割性限制 了不 同职业身
■ 入■ 分 是■ 。

份的人的参保资格 ， 这种资格代表了是否能够

翻更高的再分配权利 ， 但是被排斥 在具有较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細决定 》 （国 紐分配利益的保险制度之外 的群体往往是收

①
入较低 的群体 。 而在制度上没有被排斥的人群

养老保险制度 的决定 》 （国发 号 ②

中 ， 仍然存在着
一些人没有参与到制 度中 去的

明确规定了参保人的缴费和养老金的给付办法 ，

现象 ， 在月 收人 元以下 的人 ， 收人越低参
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 个人

保的可能性越低 ， 得到再分配利益的可能性就
户属于 自 己 积累 ， 不存在个人间 的再分配 ，

低 ， 而月 收入侧 元以上 的人中 ， 没有表现出
此再分配只发生在基础养老金部分 。 基础养老 收人与参保可能性的关系 ， 也就是说逆向再分
金给付主要 由三种 因素决定 ： 在 岗职工 的月 ￥ 配只是局限在较低收人水平的人群中 。 在制度
均工资 、 工— 。

陋盖的人群中 ， 麵出 收人赃向再分配 ，

计算公式为 ：

③

鎌 自碰賴力度不大 。

①

其中 ， 在 岗职工的月 平均工资是实现正 向

再分配的主要手段 ， 缴费工资和缴费年限主要 ② 文件 全 文 见 ：

是激励参保的手段 。 这种养老金给付方式充分 上一

体现了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理念 。 那么在公平和
③ 其中 ， 是基础养老金 ， 是第 个人退休上 年度

效率因素 的综合作用下 ， 再分配效应将走向何
入

方 ？ 对此 ， 笔者在以 目 的研穷 ：中 已经做过泖慎 ，

④ 侯慧丽 ：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再分配效应 》 ， 社会科学

在此不再赘述 。 研究通过
一些参数 的设定 ， 发 文献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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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三种再分配效应的关系 表现比较多 的群体 ， 虽然有资格参加基本养老

整体来看 ， 群体间再分配效应要大于个人 保险 ， 但往往 由 于多种原 因而 自 愿放弃参加 。

间再分配效应 。 国家机关行政人员参加的是机 通过让更多的农 民工加入城镇企业职工保险 ，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制度 ， 企业职工参加 的是 来获得比新农保更高的再分配利益 ， 将有助于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 农 民参加 的是新型农 缩小总体的收入差距 。

村养老保险制度 ， 每一类群体之间的群体特征 （四 ） 消除制度的碎片化和分割性 ，
缩小群

差异很大 ， 而每一种制度内人群 的职业特征要 体间的逆 向再分配效应

相似的多 ， 收人差异要小于群体间的收人差异 。 从以上分析来看 ， 制 度排斥所造成 的逆 向

制度间 的再分配差异大于制度内的再分配差异 。 再分配效应是影响最大的再分配效应 ， 那么对

制度排斥造成的再分配效应的差异要大于制度 于通过养老保险制度来缩小收人差距的着力点

参与造成的再分配效应 ， 制度参与造成的差异 就应首先放在消除制度的分割上。 即使不能建

又大于制度 内覆盖人群间的再分配效应 。 立统
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 也应该使制度之间 的

三
）
再分配结构与地位群体的关 系 待遇差距缩小 。 首先是给予不同身份群体平等

地位群体不同而享有不同 的再分配利益的 获得加入养老保险制度的机会 ， 其次是保障不

保险制度 ， 类似于保守主义福利体制 。

一

个显 同职业类型人群参与保障制度的便利 ， 最后是

著特点是对不 同阶级和地位团体制定不 同 的制 收人正向再分配的 给付设计 。 减少制度间再分

度 ， 每个制度各有其明显的独特权利 ， 没有通 配差距 ， 仍然需要实践和探索 。

过再分配改变和影响原有社会结构和地位 ， 结

果是固化了原有 的阶层和地位群体，从再分配 本文作者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 人 口 与 劳动 经

结构来看 ， 制度排斥的逆向再分配效应无疑也 济研究所副研究 员

有 固化地位差距的作用 。 在制度参与这
一

层次 责任编辑 ： 马 光

上 ， 取消参保人员 户籍限制 ， 表现出 了 国家打

破制度排斥 的 魄力 ， 虽然在结果上还没有完全

实现 ， 但是 已经出现 了通过赋予福利获得权 利 ① 丹麦 埃斯平 安德森 ： 《福利资本主义 的三个世界 》 ， 苗

来弱化地位间差距 的趋势 。 农民工是一个矛盾
正 民 、 滕 玉英译 ， 商务印书馆 年版 ’ 第册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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