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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 45 期（总第 247 期，11 月 24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2017 年 11 月 20 日，历时八年翻译近 500 万字的译作《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

丛》在京发布，来自政界、学界、业界和媒体共 80 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下

面我中心以快讯形式介绍会议召开情况，会议的全文速录稿请见中国社科院社会

保障实验室网站：http://www.cisscass.org/zhuanlaninfo.aspx?ids=128&fl=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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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暨《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

会在京召开 

 

2017 年 11 月 20 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与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主办，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协办的“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暨《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

上正式发布了《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首次出版 6卷，翻译了 12个国家共 18 部社会保

SSL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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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成文法：第一至三卷为《美国社会保障法》、第四卷是《2006 年美国养老金保护法》、第

五卷《欧美社会保障法律》和第六卷《亚太社会保障法律》，全书共计 500万字。 

 

发布会现场 

 

中国社科院科研局马援局长主持会议第一单元 

会议共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由中国社科院科研局马援局长主持。马援介绍了主要参

会人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同志、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原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同

志、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同志，还有会议的主办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钟蓉萨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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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发布会的人员还有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副院长致辞 

第一单元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副院长致辞。他指出，《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

由中国社科院郑秉文研究员领衔的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翻译，历时八年，共计 500万字，这是

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引入国外社会保障法律经典，填补了社会保障法学领域的空白。在过去

20年里，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近 14亿人口的中国铸就

了一道坚实的安全网，但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发展缓慢，养老保险规定多采用国发文件的形式，

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采用的也都是行政法规形式。2010 年社会保险法出台是我国第一部

社会保险法，但在实施细则和配套法规上，目前还不完善。从这套《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

中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法规，条款细则内容详尽，对我国立法很有启发。译丛也

是践行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现。 

会议随后由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钟蓉萨副会长致辞。钟会长表示：中国正面临人口从

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正三角到未来的倒三角的结构转化，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状况下，财

政负担也将越来越重。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中国 2016年 60岁以上人口 2.3亿人，财政收

入 16万亿，如果每人每月需要 3000块钱的话，将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与此同时，中国财

富增长速度是很快的，我们 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3.3万元，30年来人均年化增长速率是

13%。但由于缺乏养老制度的引导，老百姓长期积累不足。在国家的层面，目前只有社会保

险法，包括年金，职业年金这些制度，到目前为止都是采用部门规章的形式。在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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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通过立法来统一认知，完善顶层设计，通过税收激励来引导个人为自己的养老做准

备，意义是非常大的。十九大也提出，要推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

发展，保障善治，还指出要吸收人类文明有益的成果，构建运营有效的制度体系。这部译丛

将来会为我们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意义重大。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钟蓉萨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主持会议第二单元 

会议第二单元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主持。赵社长首先介绍了丛书的出版过

程，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三年的努力下，《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得以成书。丛书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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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了 12个国家的 18部社会保障法，涵盖了目前主要国家的不同社会保障制度。这套译丛将

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提供重要参考。随后由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建平

总经理、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邓召明与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

家熊军分别致辞。这一单元的最后，由李培林、胡晓义、郑功成、钟蓉萨、马援、郑秉文、

刘建平、邓召明与熊军共同为新书揭幕。 

 

新书揭幕（左起李培林、赵剑英、马援、郑功成、钟蓉萨、郑秉文、胡晓义）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主持会议第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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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由世界社保中心主任郑秉文研究员主持。首先，郑秉文介绍了丛书的始末。时

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陈良司长是当

时的倡导者、发起者、操作者。八年前由基金监督司陈良司长立项（课题经费十万元），郑

秉文团队留下五万元，胡继晔团队拿走了五万元，各自分工启动了这项工作。当时陈司长领

着团队在郊区开会，这是第一个回合。第二个回合以后，在马援局长大力推动下，中国社科

院给予大力支持——社科院出资一百多万支持出版社资助这套丛书。第三回合是钟蓉萨会长

资助翻译了美国 PPA2006法案，丛书积累到了 500万字。发言的最后，郑秉文研究员对胡晓

义副部长、陈良司长、人社部基金监督司、社科院、中国社科出版社、众多译者表示深深的

感谢。随后，由原人社部副部长、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讲话。 

 

原人社部副部长、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致辞 

胡晓义首先祝贺《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的正式发行，他介绍了他与丛书的渊源。2009

年底的时候，当时应对金融危机，中央经过审时度势，有意的把《社会保险法》出台节奏放

慢，不是三读而过，而是增加了深读。但是还有一定的分歧和意见。另外一个情况是，从

2006年开始，企业年金转向市场化运营遇到了完善监管法规的问题，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

部里责成基金监督司，请他们搜集国外的相关法规资料，作为立法和完善制度的参考，中国

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承担了这个工作，当时的及时完成，对于我们国家社会保险法律制

度的建设是做出了贡献的，后来的情况就是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经过八年的努力翻译了

几百万字的六卷本的译丛，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确实令他非常敬佩。这也是为本书作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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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胡晓义认为，译丛的面世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一是它客观的介绍了世界各国

社会保障的状态，为专业人士进行科学的比较，借鉴和批判提供了基本事实，也有助于各方

面在同样的事实基础上展开讨论，这部译丛的出版，最基础的价值在于还原历史的真实；二

是世界的多彩。译丛汇聚了几十部外国的法律，各国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各式各样，多姿

多彩，体现在不同的社会保障理念，表现出广泛的包容性，可以说是色彩纷呈，各具千秋，

我们无法照抄照搬，国外也都是在立足自己的国情做出各自的选择。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更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来开拓创新；三是实践的生动。多部法律彼

此联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异和发展，反映出即便是法律强制性的规范，也在随着实践的

发展而变化，内含强烈的生命律动。读这些法律，可以触摸到时间流动冲刷下的痕迹，也使

我们很容易记起那句格言“与时俱进”。如果说还有一点期待和展望的话，如果有一天，我

们中国的社会保障法律能够日益健全，日益完善，成了体系，甚至被外国广泛翻译、引用和

研究，那时候就真的是中国更深入的融入世界，并且对世界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了。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致辞 

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发言。郑功成表示：这套丛书是社

保领域的重大的基础性工程。它的意义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参考。大家知道，法律是凝固的知识，法律更是最大的共识，法律背后其实掩藏

的制度的价值追求，法律本身一定有着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所以，原汁原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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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外的法律翻译过来，对于我们了解世界，理解世界，研究世界是有非常大的帮助，这是

重大的基础性工程，具有重大的价值；二是对社会保障的立法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中国的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法部门中相对滞后的是社会保障的立法。社会保障在任何国家都是

立法先行，因为只有法律才能认可这个权利，法律有法律的义务，制度才可随之执行。中国

社保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立法先行，但是现在立法要加快步伐赶上去。一个制度成熟的

标志，不是红头文件，而是法律。只有制度上升到法律，才能说这个制度是定型了。中国的

立法原则性比较强，操作性比较弱，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细致到什么样程度。最后，这

套丛书的出版正当其时，十九大刚刚召开不久，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保障，他认为标志就是社

会保障事业要落实到法治的轨道上。所以社会保障立法应该是被高度重视的，这个时候推出

这套丛书，一定对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成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原司长陈良发言 

在这一单元最后一位发言人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原司长陈良。陈良表

示：译丛这项工作的难度至少有三个，一个是经费的问题，人社部虽然给了十万块钱，对人

社部而言这算大钱，但放在丛书里来说就是小钱了；二是人力的组织，12 个国家，18 部法

律，组织工作浩繁；三是协调难。在郑秉文研究员的带领下，团队经过了八年的努力，这种

精神可歌可泣。法律译丛的翻译出版，是社会保障领域的一件大事情。译丛不仅弥补了社会

保险法建设的空白，也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建设方面是补上了一个很大的欠缺。最后，译

丛对第一线的工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通过对法律的学习，对立法工作是一个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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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丛书的发行对中国社会保险法立法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推动。 

郑秉文研究员做了三点总结：第一，八年前人社部的领导，做了这样的决策。八年后开

花结果，为人社部的决策致以崇高的敬意。第二，人社部拿十万块钱，撬动了一两百万，这

是典型的 PPP，这在八年前已经运用到我们的研究上了，这种方式应该继续发扬下去。第三，

八年前头发是黑的，现在干到白了，希望黑头发的同志，社保法领域的、社保领域的、政府

界的、媒体界的、实务界的和学界的各位同仁，在今后继续下去。随后，会议进入第四单元

的研讨环节。 

第四单元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研究员主持，本单元主题为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自由发言。首先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综合处袁山处长发言。袁

山表示，丛书对社保人来说，对于了解学习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的

价值。从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的发展过程来看，先立法后实施是这个制度的内在的要求。中

国社会保险法实施到现在已经六年多的时间，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险的实践也发生

了重大的变化，刚刚闭幕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下一步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还很重，社保法的修改的问题也在研究，包括很多社保法配套法规规章

的制度。上周社会保险条例公开向社会公开意见，还有未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条例，这

是下一步需要做的工作。译丛提供了最宝贵的一手资料，为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特别

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王延中所长认为，译丛为比较全面准确的了解国外的

法律法规提供了一手资料，非常有意义有价值。随后，王延中建议：一是这套书要继续做下

去。陆续按照国别，按照法律法规的发展的演变历程，比较全面的把最新的立法的一些内容

介绍到国内。二是希望从研究的角度，对条文的来龙去脉做一点解读，帮助准确的理解当时

立法的过程，以及主要的改进的地方。最后，王延中表示，关于社会保障服务方面的法律法

规，不完全是资金层面的，还有社会保障的服务提供标准。十九大报告里讲到了“七有”，

原来是十八大和十七大里讲的“五有”，这些不光是有资金有服务，老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弱有所扶等等这些，不完全是资金一个方面的事情。这方面的法律也很值得研究

和借鉴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车伟所长表示，丛书信息量非常大，汇集了这

么多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与经验，作为一个工具书，能给研究工作能够提供很多的便利。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张翼院长表示，丛书系统的整理了先发国家在社保立法方

面的具体的规定。当前中国碰到的最重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生不出人，第二个问题是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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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老。中国人寿命延长的速度比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快，通过对先发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

律的研读，提早做好制度的研究是摆在我们当前的重大问题，也是十九大报告所说的是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的体现。在养老领域，就是老年人希望的生

活改善速度与资金不足之间的矛盾。丛书的翻译出版对未来的研究会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表示，丛书的出版开拓了社会保障法的国际视野，也是社会

保障法治的鸿篇巨著。它的出版标志着社会保障法的比较法研究达到了新的境界，为广大研

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和非常重要的一手资料。她代表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代表中国社

会法学会，也代表北京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证法所，对丛书的出版表示祝贺，也对辛勤从事

翻译和编辑工作的郑秉文团队和各位专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她认为：丛书的出版恰逢当时，

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保障事业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成绩做了非常多的论述，总书记为国家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和社会保障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家要为 13 亿人口编织起保障之网，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蓝图前进。法治，特别是社会

保障法治必将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切实离不开法治的支持，在改革

的过程中怎么做到依法有据，法治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译丛的出版，必将大大的推动国家

社会保障法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社会保障法上非常重要的传统。译丛首先拓展了我国社

会保障的比较对象，基本覆盖了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有

助于理解各国如何探索本国国情的社会保障法治的道路。其次，译丛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

法典翻译的难题。译丛的出版，将对我国社会保障法的研究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它是重要

的学科，也是新兴的学科，译丛为社会保障法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林嘉表示，写书、出书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不仅仅要有精力、团队和支持，还要有各种外在的条件的成就。这样的一套书，对社会保障

学界，对社会保障法学界，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大的工程或者是大的事件。这对我们今天去

研究社会保障理论，以及从事未来的社会保障法学，或者说立法，以及法律制度建设，法律

实施这样的著作都非常有价值。从法律的层面来说，对当今依法治国这种需求，这样的一种

理念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我们的战略，十九大

报告也进一步重申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两个背景下，丛书的出版对未来的研

究以及未来的立法，以及未来的法治化进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治化，一

个是观念上，理论上，更多的是需要在具体的可操作的层面。现在的社会保障立法，五个险

种里最长的才 30 条，还有一些重要的险种没有法律规定。社会保险立法需要把相关的制度

化，在法律事实中需要统一的规则，这样才能最终保障公民的社会权或者是基本权利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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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大大丰富了比较法研究，它的价值会持续的发挥作用和影响。 

清华大学陈秉正教授认为，近年来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融合的趋势不断的加强，不仅是

搞法律的人需要研究、比较，为中国的立法提供参考，这方面的意义非常重大。即使做实务

的也很重要，因为通过它的法律，可以了解到它的实务，而且法律是多年来实务工作的高度

的总结。研究拿到第一手的资料不容易，有这么一套原汁原味的丛书，是非常好的学习参考

的资料。还有一个期待，有些配套法规希望得到进一步的介绍。比如说美国 OASDI基金等都

有相应的立法，这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的运用非常有必要。 

清华大学法学院郑尚元教授认为，这个工作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这个工

作会产生很多连带作用，社会保障事业是一个跨学科的科学，离开精算，社会保险没法做下

去。除此之外，搞社会保障的学科里，有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也要参与进来，

因为它本身涉及到政治公平正义的重构问题。最后，期待在未来能看到更多的德国和日本社

会保障法的内容。 

社会保障和劳动法专家姜俊禄律师表示：丛书实际上是两块，一块是社会保障，还有一

块是法律。丛书在国家立法和学术研究方面的价值不可估量。当前，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在

整个法律体系中地位很尴尬，这一方面是国家重视程度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这个领域

研究不够的问题。历史上就法规类来说，这是社会保障中最新唯一的一套。丛书提供了立法

的依据，这也是这套书的价值所在。最后，姜律师建议，不仅要出一本书，更要建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要成立一个网络，要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才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对

外投资进行服务，我觉得这套书给我特别多的启示。 

西北大学的唐丽娜副教授作为校译团队的成员，表示作为社会保障教学工作者，在教育

的过程中也学习到了对国外的社会保障法律，既感慨美国社会保障法法律体系的那么的细

致，也感受到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立法和美国之间的区别和不同，这种认识，对科研包括具

体的教学都得到了非常积极的体现。 

中国政法大学胡继晔教授表示，作为八年前最初的译者之一，认为中国的法律原则性太

强，无法按照法律工作。比如说被称之为市场经济宪法《反垄断法》大概只有六七千字，《社

会保险法》，从开始到结束也就一万多字，而美国的社会保障法将近 150 万字。中国社保经

办机构的工作人员无法根据社会保险法进行具体的工作，但是美国的社保工作人员完全可以

按照法律工作。翻译的过程也是我们国家在法学理论方面向国外学习的过程。从国外的法律

里面到底学什么？比如说英国的反欺诈法，澳大利亚的数据匹配法案的核心问题解决什么？

这种可以作为参照的价值，是非常值得我们，尤其是法学界、社保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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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娄宇副教授表示，由于各种原因，社会法治学科在法律地位比较偏门和冷

门，这个领域里社会保障法的研究更加偏门和冷门，丛书的推出可以唤起更多的学界和实务

界的人士对社会保障研究的关注。在社会保险领域涉及到的主体非常复杂，涉及到公民个人，

用人单位，工会，涉及到政府等等，如果仅仅通过政府规章，通过行政法规的话，不能全面

的考察各个社会主体的要求，而立法的过程，立法出台的若干的审读过程，使各个利益群体

参与过来，立法能够平衡各方的利益。立法可以使社会保障政策具有持续性，尤其是对社会

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建立在代际契约法理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在社会保险领域，通过法律规制

权利义务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的社会保险法系来自于德国和日本的传统。可能德国社

会法典不是法律的汇编，它更加符合我们法律的应用习惯和使用习惯，法典是一个有机的结

合体，法律的漏洞会后用总则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解释，这是大陆国家非常值得借鉴的东

西。 

证监会中证金融研究院胡玉玮研究员表示，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两个发展阶段的划分

等等。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要求日益增长，他认为通过法律的形式，通过依法治国

的形式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最好的手段。十九大报告没有改变对初级阶段的判断，但主要矛盾

已经有所调整。我国社会经济诸多领域存在很多问题，更需要国际经验。特别是在社保法律

领域，海外的社会保障法律的历史长达百年，而我国只有短短六年的时间，仍然需要学习海

外过程的经验，这样才能缩短我国的改革进程，从而增强人民的福祉。 

中国社会发展研究院余少祥研究员表示，除了关注社会保障法法规本身外，一些和社会

保障相关的配套法规也需要关注。中国 80 年代以来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商业化的发展导致

了过渡的市场化的后果，使得我们的医药费用连年上涨。还有医疗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医疗

市场的混乱，这对医疗保障有非常大的影响。近年来，基本医疗保险立法强调医疗卫生事业

作为公益性事业，这就是社会保障和法学研究结合的范例。因而，在做社会保障法规研究的

时候，同时也要关注一下跟社会保障配套的相关法规研究。 

最后，会议由郑秉文研究员回顾了这八年漫长的翻译进程。 

（供稿人：高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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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简介 

 

《世界社会保障译丛》是国内第一套国外社会保障法律的专业用书。《译丛》首次出版

6 卷，翻译了 12 个国家共 18 部社会保障成文法：第一至三卷《美国社会保障法》、第四卷

《2006年美国养老金保护法》、第五卷《欧美社会保障法律》和第六卷《亚太社会保障法律》。

其中， 

——《美国社会保障法》包括 1935年 8月 14日至 2009年 1月 1日的全部条文及其修

订和相关的成文法规则，共二十一编，分三卷出版； 

——《2006 年养老金保护法》是美国 2006 年 8 月 17 日通过的最新的有关社会保障的

法案，共十四编，对《1974 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和《1986 年国内税收法》等法律进行

了修订； 

 

——《欧美社会保障法律》选取的法律包括欧洲地区英国《1997 年社会保障管理（欺

诈）法》、《1998 年公共利益披露法》、《2001 年社会保障欺诈法》、《2004 年养老金法》、丹

麦《ATP（劳动力市场补充养老保险）综合法》（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制）、瑞典《国民养老保

险基金（AP FUNDS）法》（名义账户制）、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强制养老保险法》，北美洲加

拿大《公务员退休金法案》，以及北美洲智利养老金体系的 3500号律令（完全积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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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社会保障法律》选取的法律包括澳大利亚《1990 年数据匹配计划（援助与

税收）法》《1992年超级年金保障（管理）法》《1993年超级年金业（监督）法》、新加坡《中

央公积金法案》（中央公积金模式）、马来西亚《1991年雇员公积金法案》、日本《养老金经

营基本方针》、韩国《国民年金法》。 

三位领导同志为《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分别撰写了序言，他们是： 

   序一，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前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同

志撰写； 

   序二，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

法学研究会会长、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鸣起同志撰写； 

   序三，由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副部长、著名社会保障专家胡晓义同志撰写。 

《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将近 500万字，从 2009年 12月起开始，历时八年完成翻译

出版工作；该《译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组织翻译，纳入到中国科学院创

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受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资

助。 

《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为开放性译丛，即将出版的还有两卷德国社会保障立法。随

着实际工作的需要和资金的增加，这套译丛将不断“扩容”，欢迎业内同行踊跃推荐并参与。 

 

 

 

 

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暨《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

会会议日程 

 

时    间：2017年 11 月 20日 13:30—17:00时 

地    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 1层 2号厅（长安大剧院西侧）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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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协办单位：中欧基金、天弘基金、鹏华基金 

 

13:30—13:55  

第一阶段  主办单位致辞 

主持人：  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局长 马  援 

领导致辞：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李培林（10分钟）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 钟蓉萨（10分钟） 

 

13:55—14:10 

第二阶段  图书发布 

主持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赵剑英 

发言人（每人 2分钟）：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建平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邓召明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 熊  军 

 

14:10—14:55 

第三阶段  领导讲话 

主持人：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郑秉文 

发言人（每人 10分钟）：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原人社部副部长 胡晓义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郑功成 

 

茶歇 15分钟 

 

15:10—17:00 

第四阶段  主题研讨 

主持人：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 房连泉 

发言人（每人 5分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原司长 陈  良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管局巡视员 张  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综合处处长 袁  山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王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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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车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张  翼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叶静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林  嘉 

清华大学教授 陈秉正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郑尚元 

社会保障与劳动法著名律师 姜俊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胡继晔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娄  宇 

证监会中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胡玉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余少祥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唐丽娜 

 

 

 

 

《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后记 

 

上世纪 90年代初，中国开始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经过七、八年的努力，到上世纪末和

本世纪初，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一个密集的政策发布和制度建设的历史时期，各项社会保障

制度逐步建立起来。进入本世纪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一个快速成长期。截止目前，

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覆盖人数和支付规模相当可观的社会保障制度，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

大成就。但总体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相关法律体系仍需要不断完善和调整，亟需借鉴国外

一些国家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作为参考。 

2009年 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

委托，牵头分别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项目组和中国政法大学项目组，共

同完成部分国家的社会保障法律译介工作。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基金监督司的领导下，两个项目组共十余人，多次开展交流活动，密切合作，互通有无，学

习借鉴，团队成员付出极大努力和辛苦，初译了筛选的相关国家社会保障法律文件。后期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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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几次封闭式研讨，对中英文逐句对照校对，规范了大量的法律词汇社保专业词汇，最终

共计翻译国外相关法律法规 16 部，该项工作最终得以圆满完成。但由于经费等原因，这些

翻译稿件一直没有公开出版发行。 

几年来，我中心越来越认识到，了解和借鉴国外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具有极大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因此，我中心于 2015 年 7 月，再次启动该项工作，增选了几部经典的国外社会保

障法律文件的翻译并顺利完成。对出版这套外国社会保障法律译丛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是

2015 年 4 月在郊区开会时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马援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

纳入到院里创新工程的出版项目之中，得以获得近百万元的资助，使这套几百万字的译丛“起

死回生”。从那一刻到现在，又两年多过去了，今天终于迎来了付梓面世的这一刻。应该说，

从上世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至今尚未有国外社会保障法律的专业译丛，摆在案头的这套丛书

的出版终于填补了这一空白。为此，我们在这里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巨大支持、对马援局长

的伯乐精神表示衷心感谢！ 

这套丛书的出版历时两期、跨度 8年之久，如今能够顺利出版发行，实属不易。这不仅

是翻译团队成员努力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与政府、学界和企业界等各方面社会力量的大力支

持分不开。 

首先，要感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先生，是他

在 2009 年催生了这个宏大是翻译工程。还要感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原司长

陈良先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这个项目才得以集中社会力量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另外，还

要重点感谢的是基金监督司林志超处长，他在 2009 年启动的第一期译介工作中，多次亲自

组织团队成员进行封闭式研讨，并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在此期间，翻译团队还得到了胡玉

玮和肖宏振等专业人士的大量建议，这些都为第二期翻译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要感谢的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支持。由于这套译丛是开放式的，不断增

加新的翻译内容就意味着需要不断地补偿出版补贴。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倡议和资

助下，该译丛增加了新的立法文件翻译，为此，这里要感谢洪磊会长和钟蓉萨副会长的支持，

钟蓉萨女士还在百忙中多次询问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来自该协会的黄钊蓬女士、靳珂语女

士、胡俊英女士和姚竣曦先生等其他同志都积极参与了翻译和出版的协调工作，为此他们付

出了大量汗水。 

其三，要感谢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的支持。重大项目出版中心主任王茵

女士多次抽出宝贵时间参加翻译合同的草拟和协调工作，为该法律译丛的顺利出版贡献了大

量时间和经历。该中心的王衡女士，作为主要协调人和责任编辑，做了大量沟通工作，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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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修改工作顺利开展，这种敬业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其四，要感谢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胡继晔教授的热情参与和敬业精神。胡继晔教授既是

社会保障专家，在法律研究上也颇有造诣，与他合作，使得整个翻译团队工作效率更高，水

平大幅提升。特别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政法大学项目组所有成员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大量翻

译工作，为出版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 

第五，感谢西北大学校译团队，他们的教学和学习任务重，却欣然承担了《译丛》前五

卷近 300万字的校译工作，专业而又高效。这支团队由西北大学社会保障学系主任许琳教授

率领，由唐丽娜副教授负责，成员有朱楠副教授、杨波老师，以及硕士研究生高静瑶、贺文

博、杨娜和赵思凡。感谢校译者们的辛勤付出。 

最后，还要感谢我们这个团队的诸多同事。从 2009年开始，我们中心副秘书长齐传钧

博士就一直负责这个项目的组织和联络工作，后来，张盈华博士也加入进来。房连泉博士和

高庆波博士等为这个项目也作出了很多努力，包括董玉齐和闫江两位同志。因此对中国社科

院拉美所的支持和我所在的美国所的支持表示感谢，包括拉美所的吴白乙和王立峰两位老同

事，也包括美国所的孙海泉、郭红和陈宪奎等同事。 

这里还要告诉读者，这套《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是开放式的，目前出版了六卷，包

括欧美亚太等一些国家的主要立法，即将出版的还有两卷德国的社会保障立法。随着情况的

变化、资金的增加和实际的需要，这套译丛将不断“扩容”，尤其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

保障立法，欢迎业内同行踊跃推荐。愿这套译丛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工作者案头的一部重要工

具书，载入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历史。 

翻译社会保障法律不仅需要较高的外语翻译水平，还需要较高的社会保障专业知识和法

律知识，所有这些对翻译者和校对者都是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因此，尽管所有参与者付出了

极大的艰辛和努力，但由于时间、水平和理解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本套丛书中错误、遗漏和

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2017年 6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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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暨《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

会媒体报道集萃 

 

1、学习落实贯彻十九大精神暨《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会专题    （11月 20日） 

图文链接： 

 

2、《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出版发行   （11月 20日） 

图文链接： 

 

3、《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    （11月 20日） 

图文链接： 

 

4、《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会顺利召开    （11月 20日） 

图文链接： 

 

5、《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   （11月 20 日） 

图文链接： 

 

6、《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 首套国外社会保障法律的专业译丛    （11月 20日） 

图文链接： 

 

7、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暨《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     （11月 20日） 

图文链接： 

 

8、以良法促进发展 推动建立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

发布会顺利召开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http://insurance.hexun.com/2017/shijieshebaofalvyicong/?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dl.cnr.cn/tnhb/20171120/t20171120_524032707.shtml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1120/c1002-29657432.html
http://money.163.com/17/1120/18/D3N47K250025817I.html
http://money.163.com/17/1120/18/D3N47K250025817I.html
http://money.163.com/17/1120/18/D3N47K250025817I.html
http://www.amac.org.cn/xhdt/zxdt/392606.shtml
http://www.amac.org.cn/xhdt/zxdt/3926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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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 填补社会保障和社会法研究空白    （11 月 20日） 

图文链接: 

 

10、胡晓义:希望有一天 中国的社会保障法律也被外国引用    （11月 20日） 

图文链接: 

 

11、以良法促进发展 推动建立可持续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11月 20日） 

图文链接: 

12、首部国外社保法律译丛出版 填补社会保障和社会法研究空白    （11 月 20日） 

图文链接: 

 

13、“他山之玉”：《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出版    （11月 20日） 

图文链接: 

 

14、《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 填补国内研究空白   （11月 20日） 

图文链接： 

 

15、《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在京发布    （11 月 20日） 

图文链接： 

 

16、世界社保法律译丛发布 加速推进我国社保制度立法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17、首部完整引入国外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18、《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出版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19、《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    （11月 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7-11/20/c_129745214.htm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nd/jjzl/2017-11-20/doc-ifynwhww5614784.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nd/jjzl/2017-11-20/doc-ifynwhww5614519.shtml
http://m.21jingji.com/article/20171120/herald/2789367e4f1aba7cb1bf8fdbc6653eb3.html
http://dw.chinanews.com/chinanews/content.jsp?id=8381354&classify=zw&pageSize=6&language=chs
http://t.m.china.com.cn/convert/c_rn5zBy.html
http://news.cssn.cn/zx/bwyc/201711/t20171120_3748505.shtml
https://finance.sina.cn/fund/jjgdxw/2017-11-21/detail-ifynwxum7870924.d.html
http://www.cs.com.cn/xwzx/201711/t20171121_5581390.html
http://news.cssn.cn/zx/bwyc/201711/t20171121_3748969.shtml


 

 

第 21 页 

图文链接： 

 

20、《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21、《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在北京发布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22、世界社保法律译丛发布 为养老金立法提供重要参考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23、首部完整引入国外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24、中国基金业协会：推动建立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11月 21 日） 

图文链接： 

 

25、鹏华基金：养老金管理人应有使命感稳健投资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26、《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出版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27、熊军：未来 3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重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28、刘建平：社保体系是复杂的系统 其发展需法律来保障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29、邓召明：养老金管理人应本着“管社会、助养老”的使命感稳健投资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http://www.sohu.com/a/205626993_120702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711/21/t20171121_26936998.shtml
http://news.cri.cn/2017-11-21/ac38e5a4-f839-f8e6-b553-35f5da0fdc1e.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11-21/doc-ifynwxum7787976.shtml
http://www.sohu.com/a/205615047_114731
http://www.sohu.com/a/205682510_114986
http://money.163.com/17/1121/15/D3PASBRP0025817I.html
http://www.sass.cn/101004/43778.aspx
https://www.howbuy.com/news/2017-11-21/5612517.html
https://www.howbuy.com/news/2017-11-21/5613129.html
https://www.howbuy.com/news/2017-11-21/5612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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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钟蓉萨：大力推动养老金的第三支柱 引导个人为养老做准备    （11 月 21日） 

图文链接： 

 

31、娄宇：立法可使社会保障政策具有可持续性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32、王延中：学习国外社保服务标准也能促进国内社保系统发展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33、陈秉正：社会保险的可携带性值得探讨    （11月 21日） 

图文链接： 

 

34、世界社保法律译丛发布 加速我国社保立法   （11月 22日） 

图文链接： 

 

35、中欧基金总经理刘建平：社保体系发展需法律保障   （11月 22日） 

图文链接： 

 

36、首部完整引入国外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   （11月 22日） 

图文链接： 

 

37、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暨《世界社会保障法律译丛》发布会举行   （11月 22日） 

图文链接： 

 

38、中国基金业协会：推动建立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11月 23日） 

图文链接： 

 

39、中欧基金刘建平：社保体系发展需法律保障    （11月 23日） 

图文链接： 

 

https://www.howbuy.com/news/2017-11-21/5612833.html
http://money.123.com.cn/show/515-147766.html
http://money.123.com.cn/show/515-147763.html
http://money.123.com.cn/show/515-147760.html
http://news.sina.com.cn/sf/news/flfg/2017-11-22/doc-ifypacti6872081.shtml
http://finance.china.com.cn/money/fund/20171122/4445706.shtml
http://www.lfcmw.com/content/2017-11/22/content_635728.htm
http://www.csspw.cn/dtnewslist/2072740.jhtml
http://sh.qihoo.com/pc/detail?360newsdetail=1&_sign=searchdet&check=31109a21dd0d8fa0&sign=360_e39369d1&url=http://toutiao.com/group/6490760532260291085/
http://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17-11/23/content_2090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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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中欧基金总经理刘建平：社保体系发展需法律保障    （11月 23日） 

图文链接： 

 

41、关注社会保障领域 满足养老理财需求   （11月 23日） 

图文链接： 

 

42、关注社会保障领域 满足养老理财需求    （11月 23日） 

图文链接： 

 

 

 

 

 

 

 

 

 

 

 

 

 

 

 

 

 

 

 

 

 

https://www.qianlaiye.cn/caijing/65845.html
https://www.howbuy.com/news/2017-11-23/5621941.html
http://xmwb.xinmin.cn/html/2017-11/23/content_8_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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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

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

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成为

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

论》和《工作论文》四项产品，2013 年 11 月开始发布《银华讲座》。其中，《快讯》、《社

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银华讲座》四项产品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

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

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工作论文》和《银华

讲座》，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北京 1104 信箱（邮编：100007） 

电话：（010）64034232         传真：（010）64014011 

网址：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