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909《社会保障学》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 考试性质 

社会保障概论是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社会保障硕士点为招收硕士研

究生设置的必考专业基础课。本科目要求考生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保障的理论内

涵、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构成；掌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与社会优抚

等社会保障项目的实施原理和运行机制；了解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实践。

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

者具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理论基础和分析社会保障政策实施的能力。 

二、考查目标 

 考察社会保障学学科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问题。同时考

察综合运用基本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考生： 

1．了解社会保障发展过程和相关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渊源 

2．准确理解社会保障基本原则、主要概念、制度框架，理论基础。 

3．掌握社会保障制度中各个项目的运行原理和运行机制。 

4．准确掌握社会保障基金运行与管理方法。 

5. 认识分析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运行状况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第二部分  考试内容 

 一、社会保障发展历程 

   1、社会保障界定、目标、功能、特征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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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会保障发展阶段和重要事件 

   3、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规律与制约因素 

   4、国际社会保障发展经验、教训与改革 

   5、我国社会保障发展历程 

二、社会保障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1、西方及中国古代保障思想发展 

   2、经济学社会保障相关理论 

   3、社会学社会保障相关理论 

   4、当代社会保障主要理论流派 

三、社会保障体系与模式 

   1、社会保障体系构成 

   2、社会保障主要模式 

   3、社会保障发展规律 

四、我国社会保障发展历程 

   1、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 

   2、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3、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选择 

   4、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成分析 

五、社会保险 

   1、社会保险定义、原则、保险筹资模式 

   2、我国社会保险构成项目与主要模式分析 

   3、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基本内容与运行机制 

六、社会救助 

   1、社会救助的概念及特点 

   2、社会救助的主要内容 

   3、贫困与社会救助对象的度量 

   4、我国城市、农村社会救助项目构成 

七、社会福利 

   1、社会福利定义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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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职业福利定义、职能、作用、原则和内容 

   3、军人福利的建立及其意义 

八、补充保障 

   1、员工福利 

   2、企业年金 

   3、互助保障 

   4、慈善事业 

九、社会保险基金 

   1、社会保险基金的定义、种类、性质与功能  

   2、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原则，投资工具选择  

   3、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必要性、主要途径和基本模式 

   4、国际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最新发展趋势 

十、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 

   1、人口老龄化与欧洲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改革 

   2、拉美国家养老金私有化改革经验教训 

   3、全球医疗保障改革政策取向 

   4、我国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改革方向与重点 

第三部分    题型示例 

一、名词解释 

例：贝弗里奇报告（5分） 

答：1941 年英国政府委托著名经济学家贝弗里奇负责制定战后社会保障计

划，于 1942 年以《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为题发表。贝弗里奇报告提出了社会

保障应该采取的方式、目标和应遵循的原则。在该报告基础上，英国政府在制定

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法案，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该报告还成

为所有选择福利国家模式的国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5分）。 

二、简答题 

例：确定社会保障基金给付水平应遵循的原则? （12分） 

答：社会保障基金给付原则有： 

    第一，保障受保障者基本生活需要的原则。人的生活需要有生存的需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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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需要与享受的需要，社会保障给付保证的事基本的生活需要（1 分）。基本

生活需要的内容和水平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确定社会保障待遇支付水平就

要有一个基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不要过高，以免给经济、财政带来沉

重的负担；也不能过低，以免无法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3 分）。 

第二，随物价变动的原则。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平取决于一定的收入水平

和消费水平，其生活状态直接决定于物价水平，物价上升时，同样的待遇金额意

味着受保障者的生活水平下降，因此，社会保障待遇标准要随着物价的变动而调

整（2 分）。其目的还是在于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不至于因物价上涨

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2分）。 

第三，让受保障者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原则。退出劳动领域的老年人、不能

参与劳动的残疾人，以及未成年人等，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是没有机会

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因此，社会保障待遇给付应当尽可能的通过扩大制度

的覆盖面来使全体国民不同程度的得到保障，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必定可以实现

让全体国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目标；同时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来提高社会保

障待遇，让受保障者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基本手段（4分）。 

三、论述题（30分） 

例：评述医疗保险的各种支付方式（含义、优缺点）。 

答：概括起来，在世界范围内主要的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可以划分为后付制和

预付制两类，前者主要是按服务项目付费，后者主要有总额预算包干，按人头付

费、按病种付费、工资制等。 

1．按服务项目付费 

含义：这是医疗保险最传统、应用最广泛的支付方式。指的是医疗保险机构

根据医疗机构上报的医疗服务项目和服务量，向医疗机构支付费用。它属于后付

费制度。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先由医疗单位付费后再与医疗保险机构结算，也可

以是先由患者垫付再从医疗保险机构报销部分或全部（3分）。 

优点：这种付费方式具有操作方便，适用范围广等优点（2分）。 

缺点：由于医疗机构的收入与其提供的医疗服务项目、数量直接相关，医疗

机构因此具有提供给过度服务甚至虚报的动机。第三方付费是的医患双方缺少费

用控制几只，造成医疗浪费（3分）。 

2．按人头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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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指的是医疗保险机构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如 1年，根据接受医疗服

务的被保险人人数和规定的收费标准，预先支付医疗服务费用的支付方式。在此

期间，医疗机构负责提供合同规定范围内的一切医疗服务，不再另行收费。实际

上就是在一定时期、一定人数的医疗费用包干制（3分）。 

优点：由于医疗机构的收入与被保险者的人数成正比，与提供的服务成反比，

结余归自己，这就产生了内在的成本制约机制，从而有利于医疗费用的控制和卫

生资源的合理利用（3分）。 

    缺点：在监管不利的情况下，会产生鼓励医疗机构减少必要服务的提供，或

者降低服务质量的情况（2分）。 

3．总额预算制 

含义：指的是医疗保险机构通过对服务地区的人口密度、人口死亡率、医院

的规模、服务数量和质量、设备设施情况等因素综合考察和测算之后，按照与医

院协商确定的年度预算总额支付医疗费用的方式。在年度内，医院的医疗费用全

部在总额中支付（3 分）。 

优点：医疗机构必须为前来就诊的被保险人提供合同规定的服务、自负盈亏，

因而有费用约束（2 分）。 

缺点：测算的科学和精确程度会影响预算总额的确定；难以应对突发大规模

流行性疾病（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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