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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参与式福利理念是在全球化的扩张和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理念下把福利看成是一

种资源和能力"注重公民及社会组织在福利体系建设中的参与性行动"以构筑$政府%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其他个

体&的帮助网络来推动福利社会化建设'并强调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以解决能力贫困"促进公民能力的全

面提升'还强化了公民的福利责任"主张变福利依赖为积极创造福利"变消极福利为积极%能动的福利(参与式福利

理念的运作机制强调的是优势视角下的增权'助推福利社会化的发展'解放性实践与对话沟通'构建积极福利与发

展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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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式福利理念提出的背景

"一%全球化的扩张与&风险社会'的来临

全球化的扩张不仅加剧了科技与信息知识的传

播#同时还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的风险$在吉登斯眼中

%这是个充满错位和不确定的世界#一个失去控制的世

界&

D%E

#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为不确定风险是现代制度长

期发展的结果# 它让我们人类面临着未知的风险威胁

并进入%风险社会&#对个人'国家'社会组织和社会政

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政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但在目前全球

化背景下#社会政策本身正日益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DAE

$

社会政策一方面是由精英阶层人为建构和主观设计

的#本身蕴含着各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社会政策在实

施过程中也面临各种不确定风险# 从而让社会政策的

影响者处于风险包围之中$ 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

政策便遭遇合法性危机$

此外#%风险社会使国家在无法把握的风险面前失

去了稳定的基础&%各种各样的亚政治领域#如媒体'司

法'公民自发组织'新社会运动等#正在取代政治的领

导&

D&E&FGH&F"

# 全球化和风险社会的到来不仅对民族国家

造成严重的冲击#也%破坏&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与社会

福利网络$ 亚政治领域的发展使承担风险的责任转移

到社会组织之上#如此便可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作用#使

其参与到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和实践中去# 促进福利社

会化$

%现代风险全球化的同时#变化了的风险环境也带

来了风险个人化&

D&E&IJ

# 每一个体都处于风险的包围之

中#都是风险承担的主体$风险的普遍性和弥散性会让

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产生积极信任并相互依赖# 形成

互助网络$风险的个人化将会提高人们的风险意识#积

极参与到风险预防的制度建设与改革中来$ 福利制度

作为重要风险预防制度# 积极参与福利制度设计是个

体积极参与的事项之一$

(二#社会反思性的增长

依靠传递性经验而促进的社会反思性的增长是现代

性发展的动力之一$ %传递性经验!K5=0,75= 5LM5*05+15"

是指通过知识信息和通讯媒体而形成的间接性经验#

%#



实质上是知识经验或信息经验!

!"#

" 现代通信技术与电

子媒介的不断发展使传递性经验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基

本经验#人们在全球视野内反思风险#反思现代制度与

现代社会"社会反思性的增长是个体意识的增长#个体

自主性的提高#个体化的发展"但全球化背景下的个体

化不等于盲目的依赖自我# 而是意味着互惠与互相依

赖# 意味着从原先支持网络中脱离的个体重新组合形

成依赖的帮助网络或社会组织"

扩张的全球化$ 增长的社会反思性与到来的风险

社会#促进了个体意识的增长$亚政治领域的发展与风

险的个体化# 既对原先的福利制度设计与安排提出了

挑战#同时也为新型福利政策设计理念提供了机遇#参

与式福利理念便是在顺应上述变迁# 并对上述挑战做

出反应下建构的一种新型福利发展模式与战略思想"

二!参与式福利理念的概念界定

"一#福利的界定

笔者认为福利是一种动态的$持续的资源#这里所

谓的资源不是对个体客观现状的实在描述# 而是一种

能力#包括生产与生存技能#提取信息以参与决策的能

力%一种社会支持网络#包括家庭$社区$国家$其他个

体等% 一种平等的机会# 一种可以获得自我发展与权

利$自由扩展的机会"

"二#参与式福利的界定

参与式福利是以个体为中心# 激发并整合社会力

量#变消极给予为积极参与#变负担和风险为资源的一

种社会福利统筹策略# 通过帮助别人实现自助的一种

福利发展模式" 它一方面通过增权唤醒人们的参与意

识#提高人们参与决策的能力#引导人们参与到福利政

策的制定中来%一方面加大人力与社会资本的投资#提

高人们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并在国家提

供必要资源和手段的条件下# 以社区和社会组织为平

台#让公民积极投入到福利政策的实践中去#形成互助

网络#促进福利社会化"

"三#参与式福利理念与福利多元主义理念的关系

福利多元主义理念是在欧洲福利国家陷入经济困

境之后所提出的一种新兴社会政策理念# 它强调政府

不是福利资源的唯一提供者# 社会福利责任应该由公

共部门$家庭$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社区等共同承担"这

一福利理念更多强调福利责任主体的转变以及福利供

体主体的多元化" 而笔者提出的参与式福利理念不仅

强调福利的多元来源更强调的是个体的主动性与能动

性#通过赋权$增权和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公民个人素质

与能力#变福利依赖为积极创造福利#变消极福利为积

极$能动的福利"

三!参与式福利理念的运作机制

"一#优势视角下的增权

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与赋权取向将受助者视为积

极的能动个体#强调增强受助者能力#挖掘或激发他们

的潜能#有助于个人$团体$家庭#以及社区的能力建

设#实现积极的社会福利!$#

" 人的赋权与增权体现在两

个相互独立而又交错的层面&个人增权与社会增权!%#

"

个人增权主要体现在构建公民参与的正态福利制

度" 根据 &'()*+,(的参与阶梯理论#公民参与最高层次

的公众控制是指'占有资源与行政控制!" 而增权的社

会工作假设是 '当案主获得机会分享影响其问题甚至

生活决定的控制权时#案主的权利便随之增强!

!-#../

#因

此#公民个人生活状况以及福利水平的提高#需要公民

自身的参与#参与福利政策的制定并提供福利资源"其

中#社区和其他组织是公民参与的主要平台"

社会增权主要是指福利体系下互助网络的扩大

化"在参与式福利模式下人与人之间频繁互动#形成积

极信任产生相互信赖#形成一个个非正式帮助网络#在

其中大家资源共享#互帮互助"然而这种非正式的帮助

网络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 社会增权便是扩大非正

式帮助网络的社会行动的能力# 将非正式帮助网络与

正式帮助网络(如国家$政府$市场等)结合起来#形成

全社会帮助网络的良性循环#促进福利社会化"

"二#助推福利社会化发展

'福利社会化是在福利主体$福利客体以及福利提

供方式上走社会化和多元化道路# 以满足社会对福利

服务需求的一种社会福利运行模式!

!-#..%

" 助推福利社

会化发展体现在&(0)推动福利主体多元化参与#充分

发挥政府$非营利组织$家庭$社区$其他个体的福利供

给作用%(.)促进福利客体广泛惠及#将全体社会成员纳

入到福利体系中来享受福利成果%(1)促进福利内容的

多元提供# 既包括非正式帮助网络提供的非专业化服

务#也包括正式帮助网络提供的专业服务与福利项目"

社区是实现福利社会化的最佳载体" 日本在 234/

年提出了'家居式社区福利服务!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提

供福利服务#更重要的是重视居民的参与#让居民成为

社区福利的主体# 参与到社区福利计划与运作之中!4#

"

从日本的社区福利发展现状来看# 福利社区化可以说

是福利社会化的前奏# 通过社区居民自发参与到社区

福利建设中来#有利于发挥社区居民的能动性#按照自

己意愿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从而促进福利资源的有效

开发" 当所有社区的福利资源被有效调动并产生依赖

2%



联系时!福利社会化便向前迈了很大一步!并在一定程

度上有效解决了国家与社会"市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

对立的矛盾#

!三"解放性实践与对话沟通

首先是解放性实践的发展$解放性实践是解放社会

学或行动社会学的重要主题!它强调通过亲身实践或参

与性行动!不断建构新的制度!采取新的措施!解决自身

与集体面临的问题!促进生活与社区环境的改变$

其次是对话沟通的强调$ 德国著名哲学社会学家

哈贝马斯提出了著名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命题!认为

公共领域遭到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入侵而逐渐消

亡! 与公共领域互为前提的私人领域正在失去存在

的意义!私人的作用"利益都没有途径表达出来$ 因

此需要限制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权利! 构建交往理性

行动!重塑公共领域!让私人进入公共领域开展对话

沟通!以%重建公众圈!也就是说制定政策不是依赖于

非语言化的权利与权威! 而是通过语言化的争论与辩

论来实现$ &

!"#

最后是能动性政治的建设$ 上述所提及的解放性

实践和对话沟通!均强调公民的参与性行动!这和吉登

斯所提及的能动性政治有相似之处$ %能动性政治是一

种存在社会整体关怀和目标的环境下!寻求使个体和团

体完成任务而不是国家为他们完成任务的政治$ &

!$#%&'%$

吉登斯认为能动性政治是有效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手

段! 这其实认可了个体和社会组织在有效参与到公共

领域尤其是福利制度建设领域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

实现自我救助与自我发展方面将产生重要作用$

!四"构建积极福利与发展福利

%积极福利&计划是吉登斯针对当今福利国家弊病

与面临的危机制定的改革纲要!它依据的是%后匮乏社

会&!在这种社会里!幸福的标志是安全感"自尊以及自

我实现!主张发展%自发的带有目的的自我&

!$&#

$ 积极福

利注重的是事前预防! 因此注重公民个人福利责任的

承担与自我发展能力的开发! 而福利国家则是为了保

护人们免遭不幸而进行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 实质

是事后解决$

$(公民福利责任的承担

%无责任无权利&是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最鲜明的

特征之一$ 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只强调公民享受福利

与社会保障制度权利的绝对性! 强调国家对福利责任

承担的不可推卸性! 如此便造成了人们对国家和福利

的严重依赖并形成福利惯性! 成就了一大批福利既得

利益群体! 使权利与机会成为了个体自私与贪婪的助

推力$这样不仅使国家承受了严重的财政负担!还造成

了社会的道德危机与道德风险! 严重阻碍了福利国家

改革进程$

%第三条道路& 主张社会福利既是公民的权利!又

是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应注重个体福利观念的转

变!促进个体积极培养独立意识与责任意识$此外要使

人们真正地承担起自己的福利责任! 社会福利制度就

不能仅局限于为他们提供物质救助!更重要的是%挖掘

和激发其自身的潜能!提高其自助能力&

!$$#

!这也就是

解决能力贫困的问题$

%)能力贫困的解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指

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的缺乏! 更重要的是基本生存与

发展能力的匮乏与不足! 并提出了度量贫困的新指

标+++能力贫困!$%#

$ %能力贫困不是一般意义上由于缺

乏基本劳动能力而导致的贫困!它以,自我发展能力-

作为最终判断标准! 衡量社会弱势群体综合能力的缺

乏情况&

!$+#

$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个体的幸福感

在很大程度上受个人能力及其参与的影响并在 '贫困

与饥荒/关于权利与剥夺的论文*一书中从权利的角度

指出穷人不能有效的控制与支配资源是其贫困的根本

原因! 因此在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能力发展观中认为

%能力是一个人实现各种功能的组合$ &

!$,#在这里能力

意味着权利的扩大与自由的扩展! 就像日本一番0濑

康子所描述的那样/%福利不单单表现为心情等主观因

素! 而是作为一个人主动追求人间幸福生活的权利的

基础" 机会和条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各种必要

的努力&

!$-#

$

参与式福利下的福利也不仅仅指的是资金! 更重

要的是一种能力和资源!因此要构建一种持续性"发展

性"动态性的参与式福利模式!首先要解决个体尤其是

弱势群体的能力贫困问题!就像舒尔茨强调的那样%改

进穷人福利的关键生产因素不是空间"能源与耕地!而

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人的能力和素质是

决定贫富的关键&

!$*#

$ 因此要提高弱势群体的自我发展

能力如基本生存和生产能力"知识获得"信息利用与参

与决策的能力! 国家需要将大量的资金补助变为加强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教育"文化的投资!如此变%授人

以鱼&为%授人以渔&!变福利济贫为社会投资!让接受

援助的对象通过培训"教育等掌握各种技能!提高其发

展能力$

+)发展型福利的建设

发展型社会福利是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与满足

人类发展需要层次上而不是从矫正或解决社会问题层

次上设计福利制度的$ $"*.年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第

$/



一届国际社会福利部长会议上也强调了发展型社会福

利的观点并提出 !提高全民生活水准和加强人们的能

力"以更好参加健康#教育与社会发展是社会福利发展

的原则与目的$

!"#$

% 而要实现发展型社会福利所注重的

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与发展需要的满足" 需要的不仅

仅是资金的投入" 更需要的是发展能力培训与发展机

会的提供" 需要的是福利制度从注重结果平等向注重

机会平等理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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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版)6+%%)4%+B'AA1.%&

!,$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C

*++%'-*.&

!%+$ 徐丽敏&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与第三条道路下的

社会工作!3$&社会工作'学术版C*+%%C4/B'*+D*0&

!%%$胡志成&我国城市扶贫政策的消极性缺陷及其改进途

径###$积极福利%角度的考察!3$&求实C*++AC4,B'02D0A&

!%*$ 邹云翔&反贫困重点是反$能力贫困%!EFGHI$&4*++/1+,1

*.B !*+%-1+21+-$&JKKL'GG98M;&;:9=&NOP&N9GOG6++/ D+,D6.G

+/2,%+%6A--+;&;JKP>&

!%-$ 李颖娟&个体能力培养导向的社会福利制度研究!7$&中南

大学)6+%+&

!%2$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6++6&

!%0$ 一番&濑康子&社会福利基础理论!($&上海'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6&

!%/$ 西奥多!舒尔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6++6'2D.&

!%A$ 范斌&福利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6++/'%/&

责任编校!万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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