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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 。第二帝国之所以首创社会保障制度 ,是与当

时德国良好的经济状况 、复杂的阶级关系 、以伦理道德为基点的社会舆论 、封建社会主义深厚

的历史渊源以及首相俾斯麦的个人主张息息相关的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给德国带来了安

定和繁荣 ,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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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 80 年代 , 德意志第二帝国创建了由国家来管理的一系列保险制度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比较完备的立法确

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对缓和社会矛盾 、推动经济继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也对世界其它国家的社会

保障制度的创建起到了示范作用。

一 、社会保障制度创立的过程

从 1883 年到 1889年 , 帝国政府相继颁布了 3 项关于社会保障的法律 , 并设立了帝国保险局作为裁决监督机构。

1883 年 6月 15日 , 帝国颁布了《劳工疾病保险法》 , 开始实行强制性疾病保险 ,保险的对象是工业生产的工人和年收

入低于 2 000 马克的职员[ 1](第 167页)。保险的费用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 ,一般雇主承担 30%,雇员承担 70%。工人

缴纳的保险费一般占每天工资的 1.5%[ 2](第 173 页)。帝国政府还设立了工业企业的公共疾病保险基金会和地方疾病

保险协会 ,负责向被保险者提供免费的诊治和药物 、医疗护理 、死亡丧葬费 、病中养病费 、病假津贴以及平均日薪 50%的

疾病保险金[ 2](第 173 页)。

1884 年 7 月 6 日 ,帝国政府颁布了《劳工意外灾难保险法》 , 规定执行强制性工伤事故保险 , 保险的对象是特别危险

企业内所有工人和部分职员 ,即在企业出事故的人员或者其家属 ,可以从事故保险中领取保险金或抚恤金。后来保险的

对象扩大到所有年薪在 5 000 马克以下的工人。工伤事故的保险费用全部由雇主承担 , 向工伤事故的不幸者提供的保

险金分为死亡安葬费(为死者年收入的 1/15)和家属抚恤金(不超过死者年收入的 60%)、丧失劳动能力的工资损失和医

药费 、终身残废的养老抚恤金(最高额为当时平均年收入的 2/3)。

1889 年 6 月 22 日 , 帝国政府又颁布了《劳工伤残及老年保险法》 , 规定凡年龄在 16 岁以上的工资劳动者都必须加

入 ,以防工作中的伤残和衰老。加入这一保险的劳工凡年满 70 岁以上的 ,国家给予老年赡养费;因伤残而丧失了劳动能

力达 2/ 3以上的劳工 ,国家提供伤残赡养费。保险费用由雇主和雇员各承担一半 , 国家对每笔保险金提供 50 马克的津

贴。

威廉二世在位期间 ,也颁布了一系列劳工保险立法 ,更加关注工业劳动者的权益。例如《关于工商业管理条例修正

案的立法草案》规定:实行星期日和节日休息制 ,实行每周 6 天工作日 、每天 8 小时工作时间制 , 禁止妇女从事夜工和矿

区地下作业 ,禁止妇女分娩前后工作 , 缩短女工的劳动时间 ,禁止使用不满 14 岁的童工等。 1891 年 , 帝国政府颁布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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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女工法》 。1911 年 7月 ,帝国将以上 3 种劳工社会保险立法合并为一 ,并将 1906 年颁布的《军官养老法》 、《士兵抚恤

法》和 1907年颁布的《遗属保险法》增入其中 ,编纂成《社会保险法典》 , 也称《德意志帝国社会保险法典》 。这部《社会保

险法典》共有 1 805条款 , 对被保险人的范围 、主管保险的政府部门以及诉讼手续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 成为历届德国

政府执行社会保险的基本法律规范。后来收入《社会保险法典》的还有 1911年 12 月 20 日颁布的《雇员保险法》 ,它所针

对的保险对象是年薪在 5 000 马克以下的书记 、经理等一切雇员;保险费用由雇主和雇员各负担一半 , 国家不负担任何

费用。《雇员保险法》的实施稳住了这个被工业化了的社会中数量日益上升的阶层 , 从而将被保险人的范围扩展到所有

仅靠工资为生的工业劳动者。上述立法及措施与社会保险立法一道 , 构成了德国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 ,使近

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德国初步建立起来。

1883 年 ,有 300 万工业工人参加了劳工疾病保险 , 占所有工人总数的 40%, 有 1/4 的其它行业劳动者参加了保险;

1886 年 , 700 万农业工人也加入《劳工工伤事故保险》 ;到 1911 年 , 长工和临时工也加入了保险 , 参加保险的公民人数总

共已达到了 1 360 万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1913 年 ,已有 1 450 万人加入各类社会保险;到 1914 年 ,几乎所有的工人

和大部分的职员都参加了社会保险。

二 、社会保障制度创立的原因

(一)强大的经济实力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基础

19 世纪 50 年代以前 , 当先进的工业国英国 、法国的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 , 德意志的各邦国还处于分

裂割据的封建状态。从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 , 情况发生了改变。德意志虽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落后者 , 但却是第

二次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起步比其它工业国晚的德意志之所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捷足先登 、后来居上 , 是由于重视最

新科技成果在工业中的实际应用 ,并积极学习先进工业国在技术上的经验。凭借严谨务实的民族性格和探索奋斗的钻

研精神 ,德意志人积极进行发明和创造 , 研究成果和科技发明方面硕果累累 ,成为当时欧洲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帝国建

立后不久 ,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 ,在统一之前的 1860 ～ 1870 年 , 德意志工业年均增长率为 2.7%;统

一之后的 1870 ～ 1880 年 ,增长幅度达到了 4.1%;1880 ～ 1890 年则为 6.4%;1890 ～ 1900 年为6.1%[ 3](第 110 页)。增长

速度比当时的英法两国快 3 倍[ 4](第 419 页),仅次于当时经济高速增长的美国。

帝国政府在这一时期的财政状况比以前有了非常明显的好转。普鲁士在 1870 年普法战争中的胜利 , 为新成立的帝

国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普法战争之后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1871 年), 德国从法国得到了 50 亿法郎的战争赔款;

法国割让了物产富饶 、占据战略要冲位置的阿尔萨斯和洛林。阿尔萨斯和洛林是著名的工矿区 ,拥有丰富而重要的地下

财富(最著名的是铁矿和碳酸钾),有高度发达的纺织工业。洛林储量丰富的铁矿和鲁尔储量丰富的煤田矿结合起来 , 成

为了当时德国发展重工业的最大基地;阿尔萨斯的钾盐矿 ,与德国中部的钾盐矿联合 , 成为了整个德国的钾盐矿生产巨

头[ 5](第 147 页)。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德国经济实力。

(二)工人阶级的团结 、壮大和不懈斗争是社会保障制度诞生的推动力

从 19 世纪 70年代开始 ,帝国迅速的工业化使工业无产者在数量上迅速增长。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 ,帝国

的人口出现了急剧都市化的趋势 ,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大批农民离开了农场和田地来到城市 ,成为靠出卖劳动力谋生 、

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从 1871 年到 1880年间 , 帝国城市人口的比例由 36.1%上升到 41.4%。到 1875 年 , 帝国境内已经

有 118家 200-1 000 名工人的大型企业[ 2](第 162 页)。可见 , 在第二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支庞大的工人阶

级队伍。

以保护无产者权益为主旨的一系列保险制度的实施 , 不仅仅出于统治者的恩惠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工人自己争取

的结果。因为 ,“一般说来 ,社会改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 , 它们应当是而且也将是弱者的强大所引起的。” [ 6]

(第 284 页)统治阶级因为法国的赔款而迅速致富 , 社会上层过上了更加豪华奢侈的生活 , 可是工业无产者却时常被饥

饿 、贫困 、生病 、工伤事故和失业等问题所困扰 , 陷入病无所医 、老无所养的境地 , 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阶级矛盾更

加尖锐化 ,罢工斗争在这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遍及全国。 19 世纪 70 年代 , 鲁尔 、柏林 、莱比锡 、纽伦堡的工人为了

争取 8 小时工作日都进行过大罢工。 1871 年 11 月 , 开姆尼茨机器制造工业的 8 000 名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

1872 年夏天 ,鲁尔矿区的 16 000 名矿工为争取 8 小时工作日以及提高工资 25%而进行了罢工[ 4](第440 页)。由于法国

在普法战争中和巴黎公社尝试的失败 ,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中心由法国转移到了德国。

在工人运动形势的逼迫下 ,统治者一开始就拿出惯用的“大棒加皮鞭” ,试图使用严厉的手段将工人运动镇压下去。

然而 ,统治者没有料到 , 此时的工人状况已经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化。工人深受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 ,对自身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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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由自由发展到自觉地对压迫进行反抗。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工人的社会保险问题提供了两个方向:

一是由政府实施保护工人权益的社会政策措施;二是由工人组织起互助互济的储金会。这种工人组织的互助储金会在

70 年代发展迅速 ,到 1880 年底已有会员 6 万多名 ,到 1885 年又猛增到 73.1 万名[ 7](第 17 页)。互助储金会给当时的帝

国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统治者当然不愿意看到劳动者们联合起来 , 更不愿意看到工人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带领和

组织下展开反对政府的斗争。帝国政府首先尝试用暴力来镇压工人运动。统治者将德皇威廉一世遇刺一事嫁祸于社会

主义工人党 ,于 1878年 10 月 19 日颁布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 ,即“非常法” 。所有的工人团体 、报纸

和宣传品立即遭到了禁止和查封;柏林和其它一些大城市还实行了戒严[ 8](第 264 页)。“非常法” 3 次延期 , 从 1878 年到

1889 年共实施了 12 年 , 此期间 ,有 1 300 种工人政党的出版物遭到禁止 , 330 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 , 900 多人被放逐 ,

15 000多人被法庭判处监禁和劳役[ 9](第 421 页)。

在严厉的镇压之下 ,工人的罢工斗争反而更加激烈。在《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实施期间内 ,社会民

主党在帝国议会中的选票增加了 100 万张 ,工会组织的会员从 5万人增加到 20 万人[10] (第 240 页)。事实表明 , 工人运

动没有被镇压下去 ,镇压政策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统治者只好转变手腕 ,使用一些温和手段来笼络工人。为了不让工

人跟着社会民主党走 ,也为了瓦解工人自发的互助组织 ,帝国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险立法 ,被迫走上了建立社会保障制

度的道路。正如后来吉登斯(Anthony · Giddens)所指出的 ,西方创立福利国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驱除社会主义的威胁。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是出于平息国内各利益集团争斗的需要

帝国成立之后建立的是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 , 而国家领导权操纵在容克贵族和封建军阀势力手中。普

鲁士领导者的权力随着统一进程而扩展到整个德意志帝国。普鲁士的军队 、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势力在帝国内部占据着

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享有各种政治特权。他们占有着最重要的国家官职 、高级行政职务 、在军队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军官职

位。而另一股政治势力———自由资产阶级 ,是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而登上政治舞台的 ,在经济上拥有雄厚的实

力 ,但在政治上只是一个政权参与者 , 虽然加入到了统治阶级的行列 , 却没有取得实际的统治地位 ,只是加入了德意志帝

国议会。他们有强烈的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的愿望。政权内部这两股政治势力既相互斗争 , 又相互勾结。容克贵族势

力为了保持原有的垄断统治地位 ,便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政权 , 推行有利于扩大自己的政治声望的政策 , 借以削弱和压

制资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争夺工业无产者。而推行温和的社会保险政策是容克贵族势力与资产阶级争夺工人的政治筹

码 ,是一种整合各集团利益的手段。

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声望的扩大也给统治者带来了不小的威胁。 19 世纪下半期 ,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科学社

会主义思想逐渐深入到工人阶级中来。 1875 年 ,全德意志联合会(拉萨尔派)和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统一成立了

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 年改称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标志着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社会主义工人党在

政治纲领中提出:人人享有平等的选举权 、公民参与法律的制订 、结社自由等政治主张 ,得到了占人口多数的无产者的支

持 ,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 , 在议会中的力量不断增强 , 成为国际无产阶级中建立得最早 、组织得最好的政党 。

1871 年 ,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只获得 1/ 30 的选票 , 而到 1877 年 , 它已经获得 31.2 万张选票 , 占总选票数

的 10%,在政治中心的柏林获得选民票数的 40%[ 4](第 250 页)。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下 , 帝国的工人运动一直维

持着高涨的情绪。

1881 年 11 月 17日 , 德皇威廉一世(1861-1888 年)在宣读《德国社会政策大宪章》(又称为《黄金诏书》)时表达了打

算实施社会保险的观点:“社会弊病的矫正 ,仅仅依靠对社会民主党的煽动骚扰行为进行镇压是不够的 ,还要渐次寻求方

法 ,而且同时要积极促进劳动者的福利。 ……对于祖国 ,应谋求国内和平秩序的永续保证;对于贫者 ,应谋求他们生活上

的更安定与更丰富。”并提出:“一个期待养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的 ,也是最容易统治的” , 改善工人的福利是为了“和破坏

性的社会民主党的煽动行为进行斗争”;认为社会保险是“一种消灭革命的投资” [11] (第 170 页)。可见 ,对广大工人实施

社会保险是新建立的帝国稳定国内政治局势的需要 , 是统治者面对现实的政治 、经济压力而进行的一种循序渐进的自我

调整 ,是为避免政治上自下而上的革命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良。

(四)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封建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有着密切的关系

普鲁士具有悠久的君主社会主义历史传统。早在普鲁士时代 ,封建社会主义思想就深入人心。弗里德里希二世国

王是后世国王和大臣们推行君主社会主义政策的楷模。他享有“乞丐之王”的美誉 , 因为他在解放农奴方面做出了突出

的贡献 ,不仅解放了王室领地波美拉尼亚的农奴 ,在西西里和东普鲁士取消了农奴制 , 而且禁止容克地主驱逐领地上的

农奴[ 12](第 17 页)。因而 ,弗里德里希二世给人们留下了“国王要对他的臣民的幸福负责” [ 11](第 170 页)的印象。 19 世

纪初 ,普鲁士的领导者实施了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 , 1807 年 , 施泰因颁布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 , 1811 年 , 哈登贝格改革

更进一步调整了地主与农奴的封建关系 ,自上而下地解放了农奴。这些措施更加强化了普鲁士的国家政治思想中“国家

620



　第 5 期 桂　莉:简论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保障制度

应该对其臣民的幸福负责”的观念。

强制性的国家社会保险作为一种国家政策的出现 , 是从 19 世纪 80年代的帝国时代开始的 ,但如果从民间社会保险

来考察 ,至少从 15 世纪开始 ,普鲁士就产生了互助性质的保险组织。矿山开采业是最具危险性 、最无保障的行业 ,最早

期的社会保险组织就产生于这一行业 ,国家最早期的关于工人保险的法律也是针对这一行业。

早期互助保险组织的典型代表 ,是于 15 世纪初在手工业作坊和矿场中出现的共济会和矿工联合会组织的疾病保险

协会。在其它各种手工业行会中也有自己的疾病和丧葬互助组。其职能是为受伤和生病的工人提供援助 ,协助他们完

成工作 ,减少疾病和死亡带来的损失。后来这种职能逐渐演变成一种惯例 ,人们会在发工资日设立一个募捐箱 , 每个矿

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捐赠。逐渐地 ,这种捐赠发展成为一种缴纳义务 ,并形成固定的会费 , 矿工及家属的医疗(药)费

和丧葬费都由这笔资金来支付。

1794 年 5 月 2 日 ,普鲁士进行了第一个国家干预社会保险的尝试 ,它在所颁布的《全国通用法律》中 , 对贫民救济做

出了规定 ,对那些没有能力维持生计也无法从那些依法应给予帮助的亲属那里得到援助的公民 ,国家给予食品和给养方

面的照顾。 1854 年 10 月 4 日 , 普鲁士政府出台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有关工人保险的法律:《矿山 、冶炼及盐场工人互助会

的联合法》 , 规定矿山 、盐场都要建立强制性的地区性疾病保险组织 , 由雇主和工人联合管理。这项法律的出台 , 统一了

矿工互助会的互助金 ,并明确规定了矿工缴纳会费的义务 ,以及互助金的最低储存限额[13] (第 177 , 178 页)。 但是 ,矿工

只是工业劳动者中的一小部分 ,因此 , 它的保险范围只涉及到工人当中很小的一部分。

帝国继承了普鲁士的封建社会主义传统。 1871 年的《陆海军人养老金及遗属救济法》 ,是为解决刚刚结束的三次王

朝战争所留下的军人问题而颁布的。 1878 年 ,帝国颁布了《童工法》 , 对童工和女工的劳动时间 、参加工作的年龄 、生活

状况等作了明确规定。

威廉一世在 1881 年 3 月 8 日的《事故保险法案》的“理由书”中说:“国家应当比从前更关心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

这不仅是一种举国涵濡的人道主义和基督教义务……必须通过立法措施而获得的明显和直接的好处中 , 使这些阶级重

新认识国家:它不是专门设计用来保护上层阶级社会的机构 ,而是为他们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服务的机构。”可见 , 帝国的

领导者深受封建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愿意“对其臣民的幸福负责” 。社会保险的深厚历史基础 ,使国家实施社会保险不

仅具有了政治文化思想的基础 ,而且具备了制度的可借鉴经验。

(五)社会改良学说的传播和流行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施建议 ,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盛行的讲坛社会主义学说的起源和中心在德国。讲坛社会主义学派又称为新历史学派 、历史

伦理学派。以古斯塔夫·施慕勒(1838-1917)、阿道夫·瓦格纳(1835-1917)等一批经济学家和大学教授为代表 ,主要

由法学教授 、经济学教授 、社会学教授和历史学教授组成 ,他们在各著名大学的讲坛上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 因此被称

为讲坛社会主义学派。古斯塔夫·施慕勒 1872 年曾担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 , 1882 年任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瓦格

纳 1870 年开始任柏林大学教授 , 1882-1885 年被选为普鲁士议会议员 ,与首相俾斯麦关系密切 , 曾帮助俾斯麦实施社

会政策。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社会改良政策的理论基础在于:一是强调伦理道德因素的地位和作用 ,认为劳资矛盾不是

经济利益的冲突 ,而是由于感情 、教养和思想观念存在差距而引起的对立;二是他们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 , 可以在不

触动资本家利益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由国家来担负起“为其臣民的幸福和福利负责”的任务 ,由国家采取保护性

措施来改善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 ,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强制性社会保险 、限制劳动时间等。这种理论与容克贵族所执行的

内外政策目标是一致的 ,“即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来巩固现存统治体系 , 通过建立福利国家来达到这个民族国家对全体国

民的一体化” , 因此为统治者所接纳。讲坛社会主义理论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和更新。讲坛社会

主义学派对这一时期的德国社会舆论和社会改革影响极大 , 他们的社会政策思想深深影响了首相俾斯麦 , 获得了俾斯麦

的赏识。

1873 年 ,讲坛社会主义学派正式创立了“德国社会政策学会” , 古斯塔夫· 施慕勒担任主席 , 发表了宣言:新成立的

帝国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就是“劳工问题” ,国家应该通过立法 , 采取保护性措施来改善工人生活及劳动状况 , 保护劳动

者的正当权益。学会提出的社会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强制性社会保险 、限制和缩短劳动时间 、改良劳动条件 、救济孤寡 、

劳资合作 、仲裁劳资纠纷 、以及工厂监督等等。他们支持首相俾斯麦推行社会政策 , 直接促使了 1883 年起几个劳动保险

法律的制订和实施。学派的创始人谢夫曼还参加了三项社会保险法的起草工作。

(六)掌握实际统治权的首相俾斯麦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起着重要作用

奥托·冯·俾斯麦(0tto Von Bismarck , 1815-1898)担任普鲁士首相时已经 47 岁。他是一个具有“统治者本性”的

人物 ,是天才的政治家。根据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卡尔·舒尔茨的描写 , 俾斯麦是一个“高个子 、身体挺直 、肩膀宽阔 、

在那阿特拉斯双肩上长着一个人人都从肖像上看到的大脑袋———整个形体给人一种庞然大物的感觉” [ 14](第 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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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重视行动 、讲求实际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意志坚强 、富于感情 、性情暴烈 、干劲十足” 的人。俾斯麦坚定地认

为 ,解决社会问题是国家的责任。他说:“社会问题只有国家才能解决。” [ 14](第 328页)

俾斯麦具有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 ,是一个顽固专制的保守派容克贵族 ,把拯救容克地主阶级 、拯救普鲁士君主政体

作为自己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俾斯麦在政治上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 他不仅具备德意志人的勤劳 、严谨 、务实的精神 , 也

具有政治家的果断坚毅的个性 、过人的胆略和钢铁般坚强的意志以及思路敏捷 、精力充沛 ,这些使他得以实现政治上的

一系列目标。 1871 年给内阁同僚伊尊普立兹伯爵的一封信 , 反映出俾斯麦的社会政策设想。在这信中他这样写道:

“ ……生产 、交易及价格等诸关系中 ,对于具有正当理由的劳动阶级的要求 ,只要在能与国家利害相调和的范围内 ,政府

应通过立法及行政手段予以满足……” [ 15](第 205 , 206 页)。在俾斯麦看来 , 从巩固刚刚成立的德意志帝国政权的需要

出发 ,有必要对工人做出一点让步 , 保证工人的生计 ,改善工人的处境 ,以缓和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他还提出:“仅仅采

取严格的压制措施是十分不够的 ,我们的义务就是不要忽略改善工人命运的任何手段 , 以便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建立和

平。” [ 11](第121 页)在1882年的一次演讲中 ,俾斯麦更明确地表示:“在经济斗争中站在弱者一边是我所效忠的这一王朝

的传统。 ……我当今的主人受激于保护我们同胞中贫苦阶级的崇高志向 , ……并相信他们会期待着其所属国家的未

来。” [ 16](P.328 , 383)

俾斯麦指出:“给健康工人以劳动权 ,保证他们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当人们看到君主们在关心他们的幸福时 ,我们

的民主朋友们就将徒然地尖叫了。” [17](P.292)可见 ,为扼制社会民主党日益高涨的声望 ,统治者转而以温和手段来笼络

工人。维持统治的稳固是统治者的首要目的 ,在这个前提之下 , 付出一些不触及根本利益的代价是合算的。所以 ,俾斯

麦说:“如果我能使没有产业的人们能满足于他们现在的状况 , 任何物质的代价都不是太大的 , 这是一种消除革命的投

资 ,革命将会是一个更大的代价。” [ 18](第 188 页)在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协助下 , 俾斯麦开始了一系列创建社会保险的

尝试 ,并形成了“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支付社会保险款项 , 同时国家给予财政补助”的思路。

根据 1871 年开始实施的《德意志帝国宪法》 , 联邦议会享有德意志帝国的立法权 , “所有法律均须经联邦议会通过 ,

并经皇帝批准方能生效;帝国首相兼任联邦议会主席” [15](第 109 页), 而德皇威廉一世和帝国首相俾斯麦都倾向于创建

社会保险制度。即使如此 ,制订社会保险立法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议会中存在资产阶级派别的反对之声。 1882 年 ,

当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中提出社会保险的法律草案时 , 遭到了自由党和中央党的共同反对 ,法律草案未能在帝国议会中获

得通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议会争论 ,操纵联邦议会的俾斯麦还是使社会保险立法的草案获得了通过。

三 、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效果及影响

社会保险立法是为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而产生 , 实施后反过来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使 70 年代

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得以平息 ,社会秩序得以稳定 ,从而为进一步的工业化提供了 20 多年安宁的良好环境 , 国家在安宁

中求得了发展和繁荣。社会保险法律实施以后 ,社会稳定安宁 ,经济迅速发展 , 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保险最突出的积极作用是为帝国工业的继续发展创造了安宁的环境 ,赢得了 20 年稳定发展的时间 , 帝国与其

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德国的巨大变化。到 19世纪 90 年代 ,德国完成了工业革命 , 成为 20

世纪初的欧洲第一 、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美国是当时第一大工业强国)。德国用短短 20 多年时间完成了英国用了 100

多年才完成的事业: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在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现代化工业强国。 1870-1880 年 ,德国的工业生产增

长率为 4.1%, 在开始实施社会保险的 1880-1890 年 , 工业生产率上升到 6.4%, 1890-1900 年为 6.1%, 1900-1913 年

继续维持在 4.2%的较高水平。到 20 世纪初为止的 30 年间 , 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 4.6 倍 , 英国仅仅增长了1.3

倍 ,法国增长了 1.6 倍。

1870年-1913年各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

英国 法国 德国

1870年 30% 10% 13%

1913年 14% 6% 16%

　　　　　　　　　此表的绘制参阅孙炳辉 、郑寅达:《德国史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5年版 ,第 196-197页

　　工业生产的进步使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应得到了迅速提高。从 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帝国储蓄银行的存款

增长了 9 倍 ,达 168 亿马克。到 1913 年 ,整个帝国已有 60%的人口达到了应缴纳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最低收入[ 19](第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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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由于社会保险使人们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 , 病有所医 , 老有所养 , 帝国的人口也迅速增长。实施社会保险前的

1882 年 ,帝国人口为 4 520 万 ,实施社会保险后的 1910 年已增长到 6 490 万。人口的移民趋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90 年

代以前德国是一个入境移民国家。在 1862 ～ 1870 年间 ,德意志有 97 万人移居美洲等地谋生。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

由于社会保险制度的普遍推行 ,以及高速的工业发展带来的更多就业机会 ,德国向外移民人数大为降低 ,帝国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由出境移民国家转变为入境移民国家[ 20](P.36)。

社会保险的范围由面向工业领域扩展到其它社会领域以后 , 改善了低收入劳动者的生存状况 , 使面临贫困境

地的公民获得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社会保险的系统化使公民提高了克服疾病 、伤残 、老年等困难的能力 , 更易

于应付意外灾难事故 , 也使他们的劳动安全得到了适当保护。 劳动者实际工资的平均数 1913 年比 1871 年增长

了 50%[ 19](第 29 页)。加入保险的人数不断增加:1885 年 , 加入意外事故保险的人数为 325 万 , 到 1907 年 , 加入

意外事故保险的人数就增加到 2 117 万 , 加入老年和伤残保险的人数有近 1 500 万 , 加入疾病保险的人数为 1 214

万 , 约占整个帝国人口的 19%。 到 1910 年参加疾病保险的人数超过了 1 300 万 , 占总人口的 21%[ 2] (第 175 页)。

从劳工保险法令中可以看到:劳动者 , 特别是弱势群体(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和生存状况确实得到了改善 , 有了生 、

老 、病 、死 、伤 、残 、孤寡 、教育培训等多方面的生活保障 。 例如它规定:劳动者星期日休息 , 并限制童工 、女工的最

长工作时间[ 15] (第 205 , 206 页);根据 1891 年颁布的法令规定 , 禁止学龄儿童在工厂工作 [ 4] (第 537 页), 废除了

在工矿企业中使用童工的制度 , 并规定被雇佣的青年必须完成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 , 14-16 岁的童工每天的劳动

时间不得超过 10 小时;禁止妇女从事矿区地下工作 , 妇女劳动时间每天不得超过 11 小时 , 妇女每人有产假 4 个星

期[ 21] (第 421 页), 并对产妇提供 6 周的津贴等等。

社会保险制度的推行需要借助一定的配套职能机构和设施 , 因此 , 它促进了第三产业部门的发展 , 提供了更多的就

业机会。社会保险法实施后 ,帝国为此设立了覆盖全帝国的完备的社会保险管理和监督机构。 1911 年 , 《德意志帝国社

会保险法典》就规定“设立地方保险局 、高等保险局 、帝国保险局等三级监督机构 , 以严格监督各类社会保险组织履行应

尽的义务和责任” [ 2](第 175页)。各级保险局的成员分别由国家官员 、雇主代表 、被保险人代表组成 , 所需经费由政府负

担。这些设施和机构的设立 ,不仅促进了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的医疗保健 、职业培训 、老年保健等第三产业部门的发展 ,

提高了市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 ,而且也为大批失业人员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因此 , 这一时期的失业率是较低的 ,失业

人数从未超过 80 万人 , 失业率也总是保持在 1%至 4.5%之间。当时的德国“成为经济繁荣 、社会安宁的典范 , 社会各阶

层似乎都表现出普遍的满足感” [ 2](第 176 页)。可见 , 统治者以社会保障立法来调和阶级矛盾 、维持社会安定的目的已

经达到。

帝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在西欧 、北欧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闻知德国社会保险制度所取得的良好

效果之后 ,许多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多次赴德国考察 ,并参考德国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保险制度。先是一系列的欧洲国家 ,

如奥地利 、英国 、丹麦 、挪威 、荷兰 、意大利 、法国 、瑞典等国的社会保险立法纷纷出台;接着是一些美洲国家也相继仿效。

许多亚洲国家参照德国的样本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可以认为 , 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创立 ,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近

代社会保险制度创建的高潮。

1888 年 ,奥地利开始实施《疾病和伤害保险》。 1907年 8-10 月 ,英国失业保险法的主要制订者贝弗利奇赴德国考

察劳动介绍所制度;1908年 8 月 , 劳合·乔治赴德国考察社会保险制度之后 , 英国于 1908 年开始实行养老年金制;1908

年 12 月 29日 , 邱吉尔在给内阁同僚的信中明确表示:希望像德国那样在英国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英国最终在 1911 年

颁布了《国民保险法》 。法国于 1898 年制订了《工伤保险法》 ;1910 年 , 法国又推行《养老保险法》。 1901 年和 1913 年荷

兰分别颁布《工伤保险法》和《疾病保险法》 。意大利于 1886 年制订了《童工法》 , 1898年开始实施强制性工伤保险及老年

和残废保险。北欧各国在近代晚期也纷纷制订社会保险法。 1891 年瑞典开始实行社会保险。丹麦于 1892 年实行《疾

病保险法》 , 1898 年实行《工伤保险法》 , 1907 年颁布《失业保险法》 。挪威也在 1890 年实施《疾病保险法》 , 1892 年颁布

《养老保险法》 , 1894 年颁布《工伤保险法》。

任何政策都有两面性 ,社会保险制度更是体现了“双刃剑”的特征。对统治者来讲 ,它在巩固统治 、维持社会的安定

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对劳动者来讲 ,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都得到了较大改善 ,工人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精神涣散

了 ,觉得社会保险似乎是国家慷慨赐予的礼物 ,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所得 ,工人更加依赖国家。当工人斗争要求的最

低标准与统治阶级可能退让的最低限度一致或相接近时 , 双方取得了妥协 ,于是产生了社会保险。

从社会保险制度的本质上讲 ,由资产阶级统治者制订的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 ,不过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

统治秩序 ,而在策略上做出适当的让步 , 是一种调和劳资矛盾的有效工具。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约 , 这一制度

不可能消除贫富差距 ,使社会全体公民都摆脱贫困的经济地位。工人自身承担了社会保险费的大部分份额 , 国家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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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相对较少。以《劳工疾病保险法》中的规定为例 , 疾病保险的保险费要由工人自己承担 70%,国家只是给予了每

笔保险金 50 马克的补贴 , 这少量的补贴对于工人应对重大疾病是微不足道的。由于没有失业保险的内容 ,并不是所有

的劳动者都能从社会保险法中获得保障。名目繁多的社会保险金和福利补贴不是无条件地分发给工人的 ,它只用于周

工资低于 40 马克的体力劳动者 , 而且 ,失业工人要获准领取政府救济金必须具备层层条件:不是由于个人行为不端而引

起的失业;不是由于介入劳资纠纷而引起的失业;不拒绝工作安排 ,随时准备就业;失业不久 , 并且在失业前曾工作过较

长时间;诸如此类等等。它还要求工人牺牲一定的政治权利 , 例如 ,领取国家救济金的工人不再享有选举权 , 等等。工人

领取救济金的时间最长为 39 周。养老金的领取也不是无条件的 ,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为 70 岁 ,而在当时恶劣而又艰

苦的劳动生活条件下 ,德国工人很少能活过 70 岁 ,这项保险几乎成了空头支票。《劳工疾病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在患

病后第 4 天才开始发给疾病保险津贴。因为这项措施有助于推后支付津贴的时间。

从社会保险制度推行的效果来看 ,它不仅没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矛盾 ,而且相反 , 还产生了一系

列新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费用的开支逐年增长。社会保险制度作为一种福利措施 , 有它特

定的发展方向。社会保险一经实施 ,就只能向着扩大被保险对象的范围 、提高保险金额的方向发展 ,而不能缩小被保险

面 ,或是缩减保险金额。工人不仅不能容忍自己的福利被缩减 , 而且有着争取更多更好的福利的愿望 。因此 , 任何缩小

被保险对象范围 、缩减保险金额的做法都将使工人的生活无以为继 ,脱离原有的轨道 ,是在增加工人的负担。政府必须

不断增加保险金额 、扩大被保险对象。这必然使国家用于社会保险的支出迅速增长 ,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开支 。

1887 年 ,帝国社会保险费总额已达 1亿马克 , 到 1900 年已增长到 5 亿马克。而社会保险的增长速度如果高于国民

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势必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 , 使国家经济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地。社会保险费用若是增长速度过

快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必然不断提高。在有的年份 , 社会保险费用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

度。社会保险支出大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会使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国家财力难以支撑。

一百多年以来 ,社会保障制度给德国带来了繁荣和稳定 ,成为各国效仿的典范。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

中 ,历届德国政府颁布了大量有关的法律法规 ,社会保险的范围不断扩大 , 社会保障的对象“从部分劳动者转向全民化” ,

如今的德国早已是“福利国家” 。最初仿效德国的国家也相继宣布建成了“福利国家” 。第二帝国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

迹 ,但它所创立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却一直被后世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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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ocial Insurance Sy stem is the special frui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process.This

“originating” was according to i t s bet ter economy station , complicated classes station , the public

opinion based on ethics and morals , the history o f “King be responsible for people' s w elfare” , and the

private opinion o f the prime minister ———Bismarck.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has set up fo r more

then 100 years in Germany.It brought stability and prosper for Germany , and at the same t ime

brought some negative ef 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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