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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福利国家经济学》（尼古拉·巴尔著） 郑秉文等译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福利国家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关耳 

 

国际著名公共经济学家、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巴尔教授的著作《福利国家经济学》

中文版于 2003 年初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该书系获 2002 年度“引进版社科类优

秀图书奖”的《社会保障译丛》之一，共 8 种。 

巴尔是福利国家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曾在世界银行两次供职，专门负责为中东欧和俄

罗斯设计收入转移和医疗保健制度。十几年来，他在福利经济学、福利国家经济理论、社会

保障、特别是经合组织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养老金经济学、医疗卫生经济学、高等教育经

济学方面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他曾任“澳大利亚西部委员会”顾问；曾受聘于新西兰

政府。为新西兰制定公共政策做出了卓越贡献；目前是匈牙利政府的顾问。巴尔著述颇丰，

主编或撰写的专著近 10 部，最新的代表作有《作为储钱罐儿的福利国家》，主编了《经济理

论与福利国家》等；翻译成中文的有《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 

郑秉文等人翻译的这本《福利国家经济学》是巴尔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第一版出版于

1987 年，该书是根据 1998 年最新的第三版译出。十几年来。这本书被伦敦经济学院和许多

大学采用为大学和研究生的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该书代表了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社会保

障和福利国家问题的最新成果，处于学科前沿。巴尔应邀为中文版撰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

其中对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做了独到的评价。并对失业、贫困救助、养老保障、医疗和

高等教育等领域有可能适用的政策取向做了分析。他认为，“最关键的是在设计政策时要尽

可能地简单。在中国这样一个制度能力有限的国家，要像其它那些稀缺的资源一样，尽可能

地利用好这些能力并使之效用最大化”。  

这部专著的特点是：第一，试图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与福利国家的相关问题之间建

立一个自然的“对话渠道”和桥梁。作者在对福利国家进行经验式比较分析的过程中，主要

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以帕累托最优为起点和分析工具，进行理论层面的演绎。在浩如烟海

的关于研究福利国家的英文专著中，如此工程浩大、体系完整的规范研究还不多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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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来解释和论证福利国家的存在是有效率的。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福

利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理论层面对福利国家的效

率问题“质疑”者远远多于“诠释”者，其中对福利国家“社会正义”和再分配的作用则有

较多的认同。但是，福利国家是否具有效率的功能?如何从经济理论上“求证”它的效率功

能?从经济学上如何证明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否符合福利国家的现状?

归纳出怎样的原则性的理论根据?通过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演绎，辅之以大量的

数学公式的推导，加之大量的经验式的分析，再加上各种理论流派争论的比较分析，巴尔最

终构建了一个庞大而繁杂的“福利国家经济学”的理论大厦。贯穿于全书的一个基本命题是，

市场是有缺陷的、不完全的市场，不完全的竞争尤其是不完全的信息等市场失灵导致市场无

效率，不能使之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国家出面对市场进行一定的干预和补充，不仅是为

了实现社会公正，更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一些技术上的原因导致广义和狭义保险市场上的

信息不对称，使现金给付和实物给付的供给方面存在着信息失灵，使失业、养老、医疗保健

等狭义保险市场上普遍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教育的供给方面存在着信息失灵现

象，从而预示着政府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此，公共卷入、公共基金或公共提供(未必是

公共生产)的行为就更为有效率。风险、不确定性和不完善的信息，这些市场失灵现象就成

为潜在的要求国家出面介入这些保险的重要根据。第三，将教育尤其是公共住房政策纳入实

证与规范分析之中。这不仅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延伸至“贝弗里奇范式”的福利国家边界，

事实上。它还给出了“福利国家经济学”的构件和理论框架。信息经济学是始终贯穿于这本

书的一个基本研究方法，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现象是导致福利国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因，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信息失灵是产生强制性社会保险保障的重要理论依据。第四，运用比

较研究的方法。作者以英国为第一案例国家和基本参照背景，进行了国际横向的比较研究；

使用了大量资料，将福利国家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进行了纵向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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