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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世雄  

新修訂的「社會福利概論」，除了以當代社會變遷為主要認識與關注的

歷史脈絡，更要讓讀者們建立一種前瞻性、進步的改革視野和政治信念，來

參與、支持和創造我們自己及子子孫孫們未來的共同生活。這意味著要能摒

棄現存各種消極面對、「問題」回應的一些特定想法、理論或政策，並解構

地闡述它們並不全然是因應社會經濟變遷時，沒有其他可能的不得已選擇，

而恰恰相反地是，多數時候是容許我們尋找和開創未來選擇與可能答案時的

重大阻礙。

當前我們所熟悉和生活的日常世界，正面臨快速轉變和急速重組中。

始自20世紀下半，作為現代社會經濟生活重要一環的社會福利制度，已隨著

1970年代以降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經濟的重大變化，發生了多次先進工業國家

政治大變動，由左向右地來回震盪擺動。即使是在統獨政治衝突陰影的長年

籠罩下，我國人民和政府亦仍然必須共同面對這些高度資本主義化新世界的

衝擊和挑戰。

檢視過去20年來的財稅、經濟與勞動政策，政府基本上都以維持經濟成

長和國際競爭力為考量，但此舉卻逐步地侵蝕了我們在1980年代好不容易創

造的「台灣經濟奇蹟」：即活力的經濟成長，伴隨著相對平等的所得分配。

雖然同期間受到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的結盟壓力，而帶動了我國社會福利政

策的「全民性擴張」和「全人化保障」，但隨之而來的財務負擔高漲，以及

經濟風險與社會需要的擴大，迫使先後交替執政的政府，在維持經濟成長與

社會福利的平衡間，盡失前瞻能量而胡亂套用不全的章法。

最為流行且根深柢固的想法，當然是經濟成長優先，而社會福利只能

是殘餘的補助措施。於是，政府和經建官員迷信於減稅或財稅補貼以活絡股

讓社會福利積極地引導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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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房市，希望可以提振國家的產業投資、刺激消費和創造就業機會。在此

同時，對於不斷擴大經濟不平等的政策後果，面對民主選舉壓力的政府，只

能一再增加福利給付以因應日漸嚴峻的失業和貧窮問題。在這種政策邏輯發

展下，經濟與福利呈現一種矛盾的關係狀態，不僅造成國家財政赤字和通膨

壓力，還會因為勞動大眾及其家庭持續的低度就業和低購買力，無法真正刺

激產業投資和創造實質的就業。20世紀「凱恩斯理論」所闡述「生產／儲蓄

過剩（這邊是錢太多）和就業／消費不足（那邊卻是錢太少）」並存的背反

現象，成為一種市場無法自我調節的社會發展結構性矛盾。這種矛盾讓自由

民主國家發展不斷地陷入自我挫敗的惡性循環和邏輯困局，也是近代資本主

義社會經濟危機不斷的根源。

如何打開「凱恩斯環結」，曾經是戰後工業福利國家的主要任務和計

畫。然而狹隘地認識和專業化的界定社會福利的性質與範圍，讓社會福利與

市場經濟的關係，一直被切割並侷限於消極生計維持和積極（只是強制）促

進「就業」，於是我們的「公民」身分地位，被單面向地當成「有問題的」

案主、「資源的」使用者，或「理性選擇」的消費者，來進行制度化誘因

安排和有效率的成本效益管理。其結果卻是忽略了健全的社會制度與經濟行

為，同樣需要倚賴良好的民主政治和具歸屬感的文化認同，以培養公民的參

與活力與習性。再者，社會經濟模式的結構性變遷，也挑戰了這種消極意義

的公民地位模式，同時提供潛在機會激發人類的批判性反思，來對個人自

由、社會平等、經濟效率、多元差異問題進行理

論和實踐的檢討。在增進個人「生命全程」自由

選擇彈性的同時，也能平衡和維繫個人的安全保

障，作為有活力公民參與的實踐基礎與穩定自由

民主生活的制度構造。

在重新聯結社會福利與經濟、政治和文化

之間的內在聯繫，並同時概念化和界定社會福利

的價值、目的與制度邏輯，來闡述當代公民與現

代國家的相互關係，教科書所提出和介紹的社會

福利，是一種有前驅性和活力創造的學術知識，

作為跳脫30年來左右擺盪政治的一種可能出路，

我們將之設定為本課程的教學目標。這樣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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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旨在闡明社會福利自始即是由道德良知與社會不滿產生的進步改革意

識，從而推動實踐導向知識建構的社會改革行動。在進入第三個世紀的社會

改革之際，我們不再只是消極地建構社會問題和回應弱勢需要，而是以知識

來引導變遷與發展。

本課程以福利服務、收入安全、就業安全、健康安全與長期照護這五大

社會政策領域和制度化的生活干預手段，作為課程講授大綱的主要構成體。

貫穿這些制度的主軸，則是強調檢視當代社會變遷的挑戰。在這軸心議題

下，個別制度的構成邏輯與制度間互動發展的歷史脈絡及相關後果，則在第

一章和最後一章分別予以闡述。而在這些歷史脈絡所發展出來的全民化、全

人化和全程化的三維向度，則會部分地用來作為認識與評估當代個別社會福

利制度的分析架構。

最後，我們要簡單地對學習態度和學習方式做一提醒。在學習方式上，

資訊時代如何善用各國政府、倡導團體與學術網路的政策報導和研究討論，

是相當重要的自我學習資源。學習態度上首要則是保持開放性的溝通視野與

多元對話的心胸。其中，我們要特別注意到「福利」的概念與相關制度常受

到美國經濟與文化霸權的壟斷和影響，而總被單面向、狹隘地片面接收和恣

意地套用。例如倡導「工作福利（workfare）」以取代社會救助的美國權威學

者如此說到：

福利意指政府給些無論任何理由無法自我支持的人所提供的支持。

包括資產調查的方案，僅能提供給有需要的人們，且不是基於先前

薪資繳費。福利通常被和支持勞動者於失業或退休而無業時獲得支

持的社會保險方案區分開來，如社會安全（法案）和醫療照護（保

險）；這些給付是繳費的而非資產調查的（Mead 2005：10）。

而如何跨出這種美國的資本主義霸權與嶄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壟斷，

正是達成本課程教學目標的基本指標。

Mead, L. M.（2005）  A Summary of Welfare Reform, in L. M. Mead and C. Beem, eds. Welfare 

Reform and Political Theory.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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