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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每天都会参与到社会契约当中，我们

却很少会停下来思考什么是社会契约。社会契约

却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如何抚

养子女、参与教育、对雇主的期望，以及如何历

经生老病死。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我们本着互利

原则同他人合作，而这类合作所基于的规则定义

了我们社会中社会契约以及生活的形态。

法律和规范是社会日常互动的基石。在有些

社会中，社会契约更多地依赖于家庭和社区之间

的相互支持；而在有些社会中，则仰靠市场和国

家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所有社会无一例外，都希

望参与社会活动的成年人为社会公共利益做出贡

献，这样，在这些人年幼、年老或丧失自理能力时，

就能得到社会的照顾。

近期，民众在政治两极分化、文化战争、不

平等和种族冲突以及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代际紧张

关系等问题上均表达了不满情绪；我之所以对社

会契约感兴趣，是因为我想了解造成民众不满情

绪的根本原因。民众不满情绪普遍存在。在欧洲、

印度和美国，有五分之四的民众认为，现有制度

无法让自己受益，在多数发达经济体内部，父母

也担心自己的子女未来会出现阶层下滑现象（埃德

尔曼，2019 年 ）。疫情暴露了很多问题，因为它严

重损害了老弱病残、妇女和工作不稳定等最弱势

群体的利益，同时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问题 。

这种不满情绪大多来源于，现有的社会契约 

无法满足人们对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的期望。多

股力量已将旧的格局打破，包括那些对社会总体产

生积极影响的力量。其中既有颠覆传统就业市场的

技术变革，也有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女性开始进

入劳动力市场，这让她们无力继续自行照顾子女和

老人。展望未来，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们需要寻

找新的养老方式，而气候变化又迫使我们必须更加

努力地工作，让全球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

然而，好消息是，人们可以建立起一种新的

社会契约，既满足人们对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的

需求，又能解决整个社会面临的困境。这种新的

社会契约由三大基石支撑：社会保障、风险共担

和发展机遇。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呢？

社会保障

全球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灵活。如今，在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中，都出现

了非正式就业岗位。在社会上，我们越来越

需要依靠自己：工人需要承担与收入、工作时

长、以及如何应对疾病或失业的相关风险。 社

会天平也过度倾斜于有利于雇主的灵活雇佣关系，

而代价则是对工人的保障。

每个社会都应当设置最低收入标准，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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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彼此的义务
我们需要一种与21世纪相契合的全新社会契约

马努切赫·沙菲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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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出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不仅是一个公平问题；也有
利于经济发展。

为所有人提供保障。在发展中国家，最低收入标

准可通过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来实现，而在发达国

家，可通过低收入工人税收减免政策来实现。至

少，社会应确保民众享受一揽子基本医疗保险和

最低国家养老金，以防范老年贫困问题。无论员

工与雇主签订何种雇佣合同，都应有权享受病假、

失业保险和再培训等福利。在发展中国家，具体

的办法是，政府需要引导更多工人进入正式雇佣

部门；在发达经济体，这意味着，政府要强制雇

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各项福利。它的底线就是，

所有人都能享受最低社会保障，过上体面的生活。

风险共担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太多风险本可由他人或 

集体更高效地管控，但实际上却由个人承担。如

果工人在找到新工作之前，能切实享受失业保险

并参与再培训，雇主就可以根据市场状况灵活雇

佣或解雇工人。经济冲击所带来的风险应由雇主

和整个社会承担，而非完全由个人承担。

在育儿、健康和养老方面，也需要进行类似

的风险再平衡。例如，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产假的

成本要由雇主承担，因为政府本可通过普遍征税

筹集资金，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男性和女性创造

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是

小企业）。同理，政府也可以更高效地管控很多

健康风险，方法是将大量劳动者进行集中管理 ，

同时积极激励个人注意饮食和锻炼身体。将养老

金与预期寿命挂钩，可以保证个人为退休生活积

累足够储蓄。政府不需要采取现今的做法，将老

年人的经济保障与就业挂钩，而可以通过普遍征

税筹集资金，但自动参与养老金计划和养老护理

保险计划，能让人在晚年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发展机遇

很多时候，之所以出现人才浪费现象，是因

为政府没有为其提供发展的机遇。例如在丹麦，

从中低收入阶层上升到中等收入阶层，平均需要

两代人的努力；在英国和美国，需要五代人的努力；

而在巴西、哥伦比亚和南非等国家，则需要超过

九代人的努力。在大多数国家，社会发展机遇的

架构往往会阻碍女性、少数族裔以及贫困家庭或

贫困地区儿童的发展。

然而，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不仅是一个公

平问题，也有利于经济发展。例如，1960 - 2010 年，

美国经济生产率的提高，有 20% - 40% 要归功于

美国政府很好地发挥出了社会人才的作用 （谢等

人，2019 年）。国家修改法律和社会规范意味着，

雇主可以从更加广泛的人才储备中选拔最合适就

业岗位的人选，而非局限于白人男性这一有限群

体。同样，如果当下“被错过的爱因斯坦”（女性、

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能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

白人男性发挥同等的创新能力，那么取得重大突

破的概率可能提高 4 倍（贝尔等人，2017年）。

我们如何充分发挥所有人的聪明才智呢？从

孩子抓起：人的大脑发育关键期在生命开始的前

1000 天内。在此期间进行人为干预，是提供平等

机会以及为未来学习打好基础的最有效方式。

给学龄前儿童提供额外的营养，帮助父母提

高育儿技巧，都有助于儿童在日后取得更好的学

习成绩，而后获得更高的收入。例如，在牙买加，

社区医疗工作者每周探望一次的儿童，其 20 年后

的收入比未享受这种支持的儿童高出 42%（格特

勒等，2014 年）。

国家应为所有年轻人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以

及终身资助，使其能够在未来更长的职业生涯中

负担额外技能培训的费用。关于成人学习的数百

项研究表明，与雇主联系的紧密程度、早期干预、

持续的资金支持能帮助劳动者保住工作岗位，从

而为社会做出贡献。

尽管大多数国家为女童和男童提供了平等的

教育机会，但女性在职场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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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每天要比男性多花约两个小时无偿料理家务。

延长产假，通过公共拨款为家庭提供支持，更公

平地分配家务等措施，能更好地发挥女性的聪明

才智，让更多人为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做出贡献。

是否负担得起？

新的社会契约不意味着提高税收，扩大再分

配以及改善社会福利，而是从根本上对社会中的

发展机遇和社会保障资源以平等的方式进行重新

安排 。育儿、医疗、就业和养老风险通常会让民

众产生严重的焦虑情绪，新的社会契约可以提高

生产率，并更高效地分担这些风险。我们应针对

希望遏制的活动（如碳排放和吸烟）进行征税，

针对希望鼓励的活动（如教育产业和绿色经济）

进行补贴。为所有人提供机会，发挥聪明才智为

社会作贡献，将减少后期的再分配需求。因此，

建立一个推动变革的国际体系至关重要。具体来

说，要确保国际金融机构具备充足资源进行投资，

以支持引入最低收入标准 、并发展教育和医疗事

业。制定更完善的全球税收规则，让企业在经营

所在地纳税，真正惠及当地民众。上述国际体系

能以高效且公平的社会契约巩固全球经济，从而

更有可能获得公众支持。

马努切赫·沙菲克现任伦敦政经学院校长。本文

是基于她的新书《我们对彼此的义务 ：一种新的社

会契约》编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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