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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社会法论坛以 “社会法的发展与民生保

障”为主题，围绕社会法基础理论研究、《社会保险法》的

进步与不足、《劳动合同法》 实施中的主要问题三个议题

展开研讨。 现将三个专题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清华大学郑尚元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社会保险法理

论的形成与积累》。 他认为， 中国有社会保险制度和法

律，但是相关理论相对较为贫乏。 基本的社会保险法学

语境尚未形成，法学理论基本上处于混沌状态。如，社会

保险法律关系的法律性质、 社会保险法的法律地位、社

会 保 险 经 办 机 构 在 社 会 保 险 法 律 关 系 中 的 主 体 地 位 等

基本问题尚不明确。 郑教授认为，社会保险法是社会行

政 法，是 公 法属 性 较 强 的 现 代 法 律 制 度，应 树 立 包 括 保

险人、被保险人等的社会保险法基本概念体系。 他还指

出，中国社会保险立法是19世纪末德国社会保险立法的

镜像，应 分 轻 重 缓 急 分 门 别 类 地 进 行 单 行 立 法 ，医 疗 保

险法应优先立法，还需制定社会护理保险法。 郑教授还

指出了社会保险法的多维法律关系特征，强调应明确社

会保险法律关系中的基本权利义务问题、社会保险争议

处理的特殊机制等。
法学研究所余少祥副研究员认为， 经济民主和政治民

主是政治层面的问题， 但是经济民主同时还是个社会层面

的问题。 经济民主与社会法的成长直接相关，如，伴随着经

济民主的潮流，劳动者的经济权利得到保障，这改善了劳动

者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实质性地位， 经济民主为解决贫富

分化问题提供了平台， 并通过经济民主的法律化实现了财

富的公平分配和享有。经济民主的目标是改善民生、促进社

会平等和社会公平，是社会法的应有内容。
西南交通大学邓君韬博士的发言题目是 《工会维权

治理机制创新的协同学考察———以成都模式为例》。 他认

为，农民工是当今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合法

权益常受侵犯。 在农民工权利保护机制中，工会联动维权

机制是一种机制创新，效果良好。 他梳理了农民工维权的

几种模式，包括义乌模式、信阳模式、上海模式等，重点探

讨了成都模式，即城际工会维权联动模式，并总结出成都

模式的特点，即维权治理方式网络化、维权治理资本社会

化、维权治理手段法制化、维权治理内容多元化。 该模式

的核心理念是“协同治理+契约联合”。 在此基础上，他提

出了完善工会维权协同治理机制的路径， 即增强工会维

权的独立性和多样性， 实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互

动，将协同治理法制化，培育社会力量参与维权等。
法学研究所董文勇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 《经济社

会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法律体系的构建》。 他认为，经济

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以问题为

面向的新兴法学学科大量出现， 这对传统法律体系的划

分形成挑战。 这些与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相关的新

兴法学学科应属于社会法。 社会法律体系应具有开放性，
可以根据社会的需要将这些学科纳入到社会法律体系中

来。 根据国家发展目标整合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次序。 他

提出，社会法律体系应包括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社

会补偿法、社会保护法和社会促进法五大具体制度体系。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主题发言人的演讲内容， 就社会

保险争议的法律关系、社会法立法体制等问题进行讨论。
学者们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如，社会法基础理论的

构建是社会法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社会法的发展应与时

俱进等。

这其中的内容主要涉及两方面： 一是社会保险法的

价值取向；另一个是我国《社会保险法》法律条文及其实

施的问题。
关 于 社 会 保 险 法 的 价 值 取 向 问 题 ， 有 的 与 会 者 认

为，社会保险法应当体现：一是社会安全的价值取向。 社

会保险作为消除和减少贫困、 维护社会稳定的措施，它

所规定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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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和作用。 如果社会大量存在贫富悬

殊、经济发展滞涨、社会矛盾尖锐等问题，就应当反思社

会保险在维护社会安全价值取向上的偏差。 二是社会连

带的价值取向。 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是相依相存的，谁

也 离 不 开 谁，当 一 部 分 人 遭 遇 生 活 不 幸 时 ，其 他 人 有 责

任帮助他们。 为此，国家通过社会保险制度，筹集社会保

险基 金，在 人 们 遇 到 生 老 病 死 等 生 活 风 险 时 ，从 社 会 保

险基金中提供经济补偿， 以使那些人避免陷入贫困，推

动社会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互济。 三是社会公平的价

值取向。 通过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使社会每个成员都

能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当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的

生活 状 况 提 升 时，在 社 会 保 险 制 度 的 调 控 下 ，那 些 处 境

较差的人的生存状态也会有相应的改善。 这种差别平等

原则的实施所体现出的社会公平， 能减少社会矛盾、促

进社会稳定。 四是国家保护责任的价值取向。 当社会发

展到 工 业 化 阶 段，为 人 们 的 生 活 风 险 提 供 保 障 ，是 国 家

的责任。 国家在发展经济时，必须将一定的国民收入用

于 消 费 的 社 会 保 障 中 去 ，提 高 国 民 福 利 水 平，实 现 经 济

社会同步发展的目标。
关 于《社 会 保 险 法》条 文 及 其 实 施 后 可 能 会 产 生 的

问题，与 会 者 的 发 言 和 讨 论 主 要 有 以 下 五 点 ：一 是 关 于

社 会 保 险 覆 盖 范 围 。 代 表 们 普 遍 认 为 该 法 对 覆 盖 范 围

的 规 定 太 宽 泛， 不 具 体， 将 会 导 致 一 些 企 业 不 参 加 保

险，进而影响法律的权威性。 二是该法在统筹层次的规

定中 使 用“逐 步 实 现 全 国 统 筹 ”、“逐 步 实 现 省 级 统 筹 ”，
未 给 人 们 提 供 明 确 的 时 间 预 期 ， 不 利 于 尽 快 提 供 统 筹

层 次 ，而 且 “逐 步 ”这 样 的 文 字 表 述 不 能 用 于 法 律 条 文

中。 三是关于社会保险费的缴费基数。 有人认为企业职

工 与 国 家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收 入 差 距 过 大 的 原 因 在 于 ，社

会 保 险 法 规 定 以 职 工 工 资 作 为 缴 费 基 数 ， 因 为 职 工 在

职 期 间 的 收 入 除 工 资 以 外 还 有 奖 金 及 各 种 补 贴 ， 在 养

老 金 替 代 率 只 有50%的 情 况 下 ， 职 工 退 休 之 后 收 入 骤

减，不 仅 对 他 们 不 公 平 ，也 会 产 生 不 安 全 因 素 。 四 是 有

关 征 缴 社 会 保 险 费 机 构 的 规 定 是 授 权 规 定 ， 且 社 会 保

险法授权性规定多达十几处。 有些授权违背“法律保留

原则”， 涉 及 公 民 权 利 的 规 定 是 最 高 立 法 机 关 的 权 力，
应由其规定。 五是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不明确。 例如，
什 么 是 社 会 保 险 经 办 机 构， 它 是 政 府 部 门 还 是 事 业 单

位？ 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者是谁规定不明确。 第93条对

国 家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的 责 任 范 围 规 定 不 明 确 ， 第84条 对

单 位 处 罚 偏 重 而 对 直 接 责 任 人 处 罚 偏 轻 。 第86条 没 有

明确是否让严重的责任者承担刑事责任。
讨论中涉及的其他问题还有： 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

义务的法律后果、“新农合”和“新农保”中有关中央和地

方政府财政支持责任的落实问题等。

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作了题为 《企业应

当依法民主制定劳动规章反对单边主义》 的发言。 他指

出，《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定的核心是所有的用人单位不

分所有制性质和治理结构， 在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规章制度时， 都必须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

实行民主管理， 必须民主协商而不能搞霸权主义由单方

决定。 但是，《劳动合同法》第4条由于在理论上存在“重资

本、轻劳动”的认识问题，以及在制度设计和条文表述上

存在模糊的地方，给操作层面带来了困扰。
中 国 社 科 院 法 学 所 副 研 究 员 谢 增 毅 的 发 言 题 目 为

《如 何 促 进 劳 务 派 遣 行 业 的 健 康 发 展 》。 他 分 析 了 劳 务

派 遣 的 利 弊 特 别 是 我 国 劳 务 派 遣 存 在 的 问 题 ， 从 四 个

方 面 提 出 了 促 进 劳 务 派 遣 行 业 健 康 发 展 的 对 策 建 议 ：
提 高 劳 务 派 遣 公 司 的 设 立 门 槛 ； 加 强 对 劳 务 派 遣 机 构

的 日 常 监 管；严 格 法 律 责 任，特 别 是 落 实 劳 务 派 遣 公 司

与 用 人 单 位 的 连 带 责 任 ； 促 进 劳 务 派 遣 行 业 的 规 模 化

和 专 业化 经 营。
南京大学周长征副教授指出， 目前一些地方针对农

民工实行特殊的社会保险政策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对农

民工不利。 而且， 社会保险争议的处理存在私法化的倾

向，采用侵权等私法救济的途径，忽视了社会保险制度的

公共性以及社会保险基金的性质。
南京师范大学秦国荣教授作了 《和谐劳资伦理观念

建构与〈劳动合同法〉》的发言，他指出《劳动合同法》在制

定出台与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较大的争议，从内容上看也

存在着对劳资关系的立法理念与价值判断定位模糊、对

劳动合同法律定性不准、 劳动合同运作中的公权力与私

权利边界不清、制度设计和法条规定不够精细等问题，使

得该法的实际运作效果受到较大影响。
西南政法大学陈步雷教授作 《中国劳资关系调整模

式的逻辑、绩效、困境及相关改革》发言。 他分析了劳动三

权和相关机制， 指出建立集体谈判机制必须尊重相关逻

辑和规律，应重视劳资双方的权利均衡问题，要充分发挥

行业工会的作用。
成都 市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局 劳 动 人 事 仲 裁 院 院 长

王建介绍了成都市解决劳动人事争议的情况、主要经验

以及面临的挑战。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郑泰安研

究 员、 安 徽 大 学 法 学 院 李 坤 刚 教 授 对 以 上 发 言 作 出 点

评。 与会者还就劳资伦理、 工会的定位与功能等问题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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