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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文透過說明俄羅斯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模式的選擇，和解釋影響改革的因

素，具體描述了蘇聯解體以來的俄羅斯福利制度改革，特別是普丁政府的改革策

略。本章將歸納本文的研究發現和提出對於未來的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回顧第一章筆者所提出的兩個問題，1. 俄羅斯的福利制度轉型模式為何？

2. 影響俄羅斯福利制度轉型的因素有哪些？何以普丁政府得以克服阻礙推動福

利制度改革？關於第一個問題，本文套用 Esping-Andersen的分類法來分析俄羅

斯的福利模式，發現俄羅斯福利制度轉型採用自由模式作為改革目標。至於第二

個問題，何以普丁政府克服困難進行福利制度轉型，本文從經濟、政治和國家治

理三個角度分析之，發現國家治理能力的改善是普丁政府得以推動福利改革的重

要原因。 

 

一、俄羅斯福利制度轉型的模式 

 

俄羅斯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採取自由模式，意圖廢除蘇聯時期家長式、普遍

性的福利制度。為了減輕政府的財政壓力和負擔，將以資產調查的社會援助方式

取代全面性補助，確實將有限的資源運用在真正需要的家庭上，也希望藉由市場

的建立，市場將取代國家成為主要的社會福利供應者，有能力的個人將從市場取

得所需的福利服務。 

 

蘇聯瓦解後，葉爾欽總統接受西方國家的建議，採取和波蘭相同的震撼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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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轉型初期，政府的注意力幾乎完全放在經濟轉型，對於社會福利制度改革

著墨甚少，再加上隨後被左派把持的國家杜馬杯葛制度改革，遲至 1997年葉爾

欽政府才提出具體且全面性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其目標是削減全面的社會福利

權利，改用資產調查給付，希望能夠減少政府支出且確實幫助窮人，改革內容包

含住宅、社會援助、退休金、醫療和教育等制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推行不

久，1998年俄羅斯隨即爆發金融危機，所有的改革陷入停滯狀態，直至 1999年

才逐漸穩定。在葉爾欽時期雖然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方針，但卻因經濟發展不如預

期、行政和立法機關的爭執及國家效能不彰等因素，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停滯不

前，反而更見混亂。 

 

雖然葉爾欽時期已經著手改革社會福利制度，但由於政治環境不穩定和經濟

不見起色，並未有明顯成效，更因行政和立法機關相互競爭爭取選票，大開選舉

支票，反而通過許多政府無力負擔的社會福利政策。再加上政府行政效率不彰，

即使通過好的政策，也無法推行。因此，普丁總統上台後面臨混亂的社會福利制

度和一連串問題，如政府財政壓力、針對性問題、貧窮和人口危機等問題，不得

不持續進行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 

 

在種種窘迫的情形下，普丁就任俄羅斯總統之時即開始一連串大刀闊斧的改

革措施，企圖解決歷經蘇聯和葉爾欽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政府財政負擔沈重、社會

政策缺乏針對性等重大制度性問題。基本上，普丁政府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方針

延續葉爾欽政府的概念，亦是走向自由化的道路。然而，歸功於國際能源價格走

高，俄羅斯經濟逐漸復甦，出現親總統的國家杜馬，給予普丁總統更多籌碼進行

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普丁時期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又可細分成三階段：1. 穩定

期（2000-2003），主要任務在於穩定國家，發放積欠的工資和債務，通過格列夫

計畫作為改革方針和建立改革的法律架構。2. 社會責任移轉期（2004-2005），政

府通過福利貨幣化法案，改變自蘇聯時期以來的福利給付方式，取消實物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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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以現金給付，且重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福利責任，將大部分的福利責任移

轉至地方政府身上。3. 政策執行期（2006-），實施「全民計畫」來解決俄羅斯的

人口和貧窮問題。 

 

普丁政府的社會福利改革目標是減輕政府負擔，促使社會福利制度運作更有

效率，且確實解決重要的社會問題，如人口危機和貧富差距過大。而其主要方法

則是透過經濟成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時引進市場機制，政府僅供應最基

本的醫療保障和教育服務，有能力的個人和家庭如需更多服務，則將透過市場機

制取得。 

 

二、普丁政府社會福利改革的策略 

 

既然普丁政府所採取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方式和葉爾欽政府相同，何以普丁

政府並未遭遇如同葉爾欽政府所面臨的反對力量，進而推動改革？原因在於普丁

總統上台時，俄羅斯的政經環境已和葉爾欽時期不同，再加上國家治理能力的提

升，普丁總統獲得相當高的人民支持度，成為其改革的基礎。 

 

普丁政府的自由化福利制度的核心概念是市場的建立，期許有能力的個人將

透過市場獲取福利的滿足。因此，首要之務是建立市場和培養有能力的個人，也

就是透過經濟成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之有能力透過福利市場滿足其需

求，為個人的福利負責。歷經 90年代的衰退，普丁總統上台時俄羅斯經濟已逐

漸復甦，平均每年的經濟成長率不低於 6%，俄羅斯民眾所得逐漸增加，生活好

轉，政府稅收增加，開始償還積欠的薪資、退休金和補助津貼。 

 

其次是成功收編政治力量，包括建立親總統政權的國家杜馬和管控公民社會

的活動。葉爾欽政府受制於左派國家杜馬，不但無法進行福利制度改革，且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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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立法機構相互競爭大開支票，通過許多政府無力負擔的政策，使得福利制度改

革更加困難重重。然而，從 1999年的國家杜馬選舉之後，親總統的自由派取得

國家杜馬多數（參見表 4-3），至此普丁總統擺脫了左派國家杜馬的牽制，可順利

推行制度改革。除了建立親總統的國家杜馬外，普丁總統對於俄羅斯公民社會的

管控亦不遺餘力，2005年成立的公眾院即是收編社會力量的重要工具。普丁政

府規定社會意見的反映需透過公眾院表達，然而公眾院的成員幾乎可說是由政府

所指定，因此表面上公眾院是一個代表公民權利，為民喉舌，監督政府的民間機

構，但實際上卻是一個被政府綁架的形式性組織。除此之外，俄羅斯非政府組織

的角色亦被邊緣化。俄羅斯的非政府組織在制定社會政策的過程中，幾乎沒有任

何影響力，再加上 2006年通過的《俄羅斯聯邦註冊法》修正案，不利於俄羅斯

非政府組織的發展。 

 

第三是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表現在稅收和財政平衡、建立法律規章和制度

及改善失衡的中央地方關係。葉爾欽政府最大的問題之一即是其國家治理能力不

足，所以如何挽回人民對政府潰散的信心，成為普丁總統上任時所面臨的最大挑

戰。經濟復甦使得普丁政府稅收增加，政府財政收支逐漸平衡，有能力支付積欠

的工資和退休金，人民開始恢復對政府的信心。在此情況下，普丁政府進行稅制

改革，徵收統一社會稅，以支付社會福利支出。此外，由於親總統國家杜馬的出

現，普丁政府開始推行一連串改革立法，企圖建立健全的社會福利法律規章和制

度。最後是成功改善失衡的中央和地方關係。葉爾欽時期，由於地方勢力坐大，

即使中央通過了好的政策，亦無法落實在地方。普丁總統在其任內藉由架空聯邦

院和設立七大聯邦區等方式，成功鞏固中央政府權威，使中央政令得以行使於地

方。 

 

受益於經濟復甦、成功收編政治力量和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普丁總統成功

獲取民意的高度支持，得以順利推動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然而社會福利改革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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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俄羅斯民眾歡迎。總結普丁總統八年任期內的福利改革表現，多數俄羅斯民眾

認為在普丁總統任期內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並未改變其生活，甚至相當反對某些

福利領域的改革，如醫療衛生改革。資產調查未落實，有限的資源無法使用在最

需要幫助的貧窮家庭身上。貧窮人口數減少了，但是貧富差距卻不斷加大，僅政

府財政壓力減緩和人口問題獲得相當程度的改善。 

 

究竟還有哪些因素阻礙俄羅斯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呢？首先是蘇聯所遺留下

來的人民期待大有為政府的預期心理。即使蘇聯已解體近 17年，俄羅斯民眾仍

緬懷蘇聯時期政府無微不至的照顧，期待重返家長式福利制度，自然反對普丁政

府的自由化措施。其次是過於依賴能源出口和過高的影子經濟，成為不利於俄羅

斯經濟健全發展的隱憂，而經濟成長是普丁政府進行改革措施，爭取民心的前提

條件。最後是普丁政府的效率和葉爾欽政府相比確有提升，但顯然提升的幅度尚

不足，社會部門貪污程度日趨嚴重，特別是醫療和教育部門。 

 

普丁總統在其任內，受惠於經濟復甦、成功收編政治力量和國家治理能力的

提升，得以順利推動社會福利制度改革計畫，希望引進市場力量取代政府成為主

要的福利供應者，有能力的個人和家庭將透過市場獲取福利需求的滿足，政府將

放棄大有為政府的作法，將有限的資源用在最需要幫助的貧窮家庭身上。然而，

普丁政府的自由化措施明顯違反俄羅斯民眾的期待，再加上過於依賴能源出口和

影子經濟活動頻繁的經濟隱憂和社會部門貪污腐敗，俄羅斯民眾並不滿意普丁政

府的福利制度改革表現。社會福利改革，成為普丁政府所有制度改革中最不受人

民歡迎的項目。 

 

為了挽回俄羅斯人民對於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信心，普丁政府自 2006年開

始執行明確的社會福利擴張政策，如全民計畫開始運作，因此目前即對普丁政府

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結果下定論仍言之過早，俄羅斯的福利改革結果好壞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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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長時間來驗證，但是福利制度改革仍不失為是一個觀察俄羅斯國家和社會關係

發展的重要切入點。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俄羅斯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相當有趣，且是個值得挑戰的研究課題，雖研究範

圍過大且問題繁雜，遠超出筆者學識能力所能負擔之範圍，筆者仍試圖說明和分

析普丁時期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過程和原因。然而，受限於筆者本身的學識限

制，仍不免有所遺漏和缺憾，希冀能延伸為未來的研究建議如下。 

 

本文研究重點放在俄羅斯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探討俄羅斯社會福利制度的

改革和特性，納入討論的研究範圍很大，包括了住房和公共設施政策、健康醫療

政策、年金政策、教育政策和社會援助政策。由於納入討論的研究範圍很大，對

於各項社會政策改革僅能做初步的介紹，無法一一深加討論。因此各議題的研

究，如退休金領域的改革，或是醫療衛生政策的轉變等，都是相當有意義的研究

課題。 

 

其次是從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和運作，來分析俄羅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筆

者在寫作過程中發現，俄羅斯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及運作，和中央及地方關係密

不可分，特別是社會福利制度去中央化後，地方政府被期許取代中央政府負擔起

福利的責任。除此之外，中央和地方政府所負責的福利領域各有不同，如社會援

助的預算由中央政府負擔，而醫療和教育支出多由地方政府支付，不同的區域產

生不同的醫療或是教育水準。何以產生這種結果？將是相當有趣的題目。 

 

第三是討論全球化對俄羅斯社會福利制度的影響。晚近許多比較社會政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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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討論全球化對福利國家的影響，證明了全球化亦是影響一個國家福利制度的重

要因素，且剛解體的俄羅斯也的確深受國外行為者影響。但是筆者認為在普丁時

期外國影響力已大不如從前，因此目前研究僅聚焦於國內因素，試圖忽略國際影

響力。所以未來研究如能進一步考慮國際因素，將能使研究成果更加完整。 

 

最後提出的研究建議是國際案例的比較，筆者認為可分成兩個分析層次。一

是社會主義轉型國家之間的比較，如中東歐或前蘇聯國家的福利制度發展比較，

並分析同是轉型國家的影響因素異同。二是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如拉丁美

洲和東亞國家，分析發展中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發展的異同及影響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