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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实施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一个普遍的社

会权利中实现了有效的护理服务供给和社会保险成本控制$福

利治理聚焦于各种福利主体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各主体之间权力

的转换及福利传递制度与实施#为我们解释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的改革历程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在顶层制度设计上#新公共管

理改革不仅为实现护理服务的有效供给提供了组织效率(问责制

等技术手段和中立框架#而且#其坚持产出控制(强化市场竞争机

制的原则成为长期护理供给系统运行的基本原则$在微观实施

策略上#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通过强化非正式的家庭护理责任(发

展护理服务供给市场(规范服务工作者队伍重塑了原有的福利多

元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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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德国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及其启示$基于福利治理视角

一"引
!

言

基于我国失能老年人剧增/长期护理成本居高不下/长期护理服务供需失衡等

现实,对完全失能老人提供社会化长期护理的政策乃至形成稳定的制度,成为我国

政府部门及学界的紧迫议题+与其他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相比,长期护理制

度的改革更为复杂,它不仅需要社会保险制度通常所需的缴费/支付/基金运作/监

管等制度要素,也需要一系列的组织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提供专门的)照顾*和)护

理*服务,具有跨行政边界/长期性和利益相关主体多层次性等属性+所以,要实现

有效护理服务的提供/提升老年人的福利水平,需要能够打破行政阻隔/多元参与/

引用市场手段的福利治理模式+

德国是世界范围内较早实施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国家之一,其制度架

构成为后续其他国家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重要参考,也成为学界研究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的典型样本+关于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变迁,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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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博弈论分析政党政治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认为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的政策讨论中,社会经济压力和强大的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发挥着重要影响!

+

格策%

H16"[U7]4

&等基于财政政策和社会政策的交互作用分析德国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的产生历程,提出该制度的建立是社会政策伪装下的财政政策的结果,且

两大政策的紧张关系仍为现有冲突的根源#

+在国内,郝君富和李心愉从财务融

资/受益条款/成本控制/质量保证等方面研究了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细

节$

+郝丽燕和杨士林指出,目前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存在保险财务赤字/给

付不断贬值等困境,因此,改变保险金筹资模式/扩大参保人范围/提高保险费计

的范围/扩大保险费计算基础/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应是未来改革的趋势+

% 还有

学者从国别比较的视角分析护理机制背后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原因,评估各国差

异设置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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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分析了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过程,制度框架及其实施效果,

但是忽视了制度建立过程中各福利主体间的关系与互动/各主体之间权力的转换

及其产生的影响,而厘清这些内容对于解释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及后续

政策调整的原因极为重要+因此,本文将基于福利治理的分析视角,探究德国原有

的政治结构/政治目标及行政实施原则如何影响着改革策略选择/制度模式的设计

及相应实施方式的选择,分析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改革历程,为我国社会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的顶层制度设计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概念界定

虽然国内外学者用)福利治理*概念来解读
&)

世纪
*)

年代以来福利供给改革

的变迁逻辑,但尚未对福利治理的定义/内涵等诸多关键问题达成共识+这主要根

源于福利治理所涉主题的复杂性,即社会福利/福利传递制度/福利传递实践的形

式和内容的多样化+基于西方福利治理产生的过程和实践中福利治理的运作逻

辑,笔者认为福利治理应具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基本含义+

宏观层次的福利治理,是指
&)

世纪
*)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为应付福利国家危

机的)去福利国家*的改革与转型历程,这也就意味着社会福利治理的改革与国家

统治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福利国家的对立面是市场,当自由主义的市

场力量逐渐深入到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政策领域内部的时候,就出现了)公共责任

退却*+因此,福利治理成为)去福利国家*的一个环节,调整政府的福利责任,通过

权利下放,向市场和社会让渡社会权利和责任+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传统解读是

对福利国家政府消亡的片面理解+福利国家转型带来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

何定义)国家*和)国家力量*的角色,仅从)财政支出*和)规制数量*的下降不能说

明福利国家在萎缩,而应解释为)因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相互作用方式更加复杂,

协调和监管的要求稳步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的作用不是萎缩,而是越来

越面向元治理!

+

微观层次的福利治理,主要是指围绕具体福利政策和福利服务,构建出一个政

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中的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

等众多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权力/共同管理社会福利事务

的过程+福利治理属于功能性概念,被置于政治统治的下属概念类型中,与以提高

组织决策和效率为目标的企业治理/社区治理/公共治理等概念类似+)治理*在此

的含义主要集中在如何维护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以及提高福利社会的功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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