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贫困，国家与托克维尔悖论：
《济贫法报告》中的社会政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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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拟从社会政策学角度考察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探讨托克维尔有关英国即将爆发革命的

预测失败之原因。通过解读《济贫法报告》等著作，本文发现托克维尔考察英国济贫制度时，在实地调查、文献

梳理、文档收集等方面有许多不足之处，他全面接受了当时功利主义的观点，误解了英国社会权利的来源和影

响。此外，他受到国家理论的局限，过于重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遗漏地方社 区 政 府 的 重 要 角 色，从 而 忽 视

了地方自治政府在横向和纵向上在提供社会福利时的高效率和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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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岁以来，研读托克维尔蔚然成 风。国 人 津

津乐道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提出的托克维

尔悖论，大意是革命暴力往往是在一个富裕而 不

是贫穷的国家发生，越是自由的地方，真诚改革反

而越会触 发 革 命。① 说 来 也 神 奇，在 很 多 转 型 国

家，托克维尔悖论确实如同魔咒一般灵验，世人也

因此惊叹托克维尔一些神人般的政治预言。这样

一来，反而 很 少 注 意 到 他 的 预 测 亦 有 失 灵 之 时。

１８３０年 代，欧 洲 最 富 裕、最 自 由 的 国 家 英 国 同 时

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议会改革催生了社会运动，

数以百万计的城市中产阶级投身其中；济贫法 的

修正则深深触动了下层民众的传统福利，各地 的

抗议和骚 动 此 起 彼 伏，席 卷 英 伦。② 形 势 如 火 如

荼，仿佛革 命 风 暴 近 在 眼 前，以 至 于 托 克 维 尔 在

１８３３年匆匆忙忙赶往英国，要亲眼目睹英国历史

上难得的一幕。③可是，最终英国的改革并没有引

发暴力革命或者阶级对抗。那么，为什 么 托 克 维

尔悖论会在英国失效呢？

有人或许争辩说，托克维 尔 日 后 曾 经 做 过 解

释，认为英国 的 贵 族 体 制 更 加 开 放。④ 可 是，这 种

说法充其量只是告诉我们英国社会中产阶级何以

丧失了“革命斗志”，可无法解释下层民众为什么

也没能形成暴力革命？其实，托克维 尔 本 人 倒 没

有忽略英国 下 层 民 众。在１８３３年 和１８３５年，他

两次访问英国，走街串巷，从西南乡村到工业中心

城市曼切 斯 特，探 访 下 层 民 众 生 活，认 真 思 考 贫

困、两极分化和阶级冲突等社会问题，回国之后写

下了《济贫法报告》。他得出结论说：“我预感……

济贫法，这个……丑恶而巨大的溃疡……．迫使富

人仅仅只是穷人的佃农……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暴

力革命。”⑤

可是，托克维尔的这个预 言 百 年 之 后 亦 只 听

阁楼响不见人下梯，以至于有些西方学者认 为 他

预言的不是革命而是出现下流阶层。⑥ 为什么 这

次预言没能成为现实呢？本文认为这和托克维尔

的社会政策思想和社会问题研究方法有关，他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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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低估 了 社 会 政 策 在 社 会 控 制 功 能 方 面 的 作

用。具体来说，通过解读《济贫法报告》，本文发现

托克维尔尽管有些独到见解，但总体上他的研 究

方法存在瑕疵，既缺乏扎实的实地调查，也没有做

细致的文献梳理。他忽略了英国福利制度复杂的

历史背景，没有理解普通法系之下社会权利的 渊

源和现实意义，其社会政策绩效评估也不加审 视

地接受流俗之见，从而忽略了旧济贫法等社会 政

策的重大作用，结果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社会政策大致上包含着四 个 层 次，一 是 探 究

社会问题何以成为一个社会事实？⑦ 其产生的客

观社会经济结构是什么？人们的社会问题的意识

是如何产生的？二是社会权利，所指向 的 问 题 是

即什么人获得福利，获得何种福利？⑧三是实施社

会政策的体制，研究的是什么样的政体或者行 政

系统来实现社会权利？四是如何衡量社会政策的

绩效。本文按照这四个层次分别考察托克维尔的

社会政策视角。

托克维尔的社会政策思想

托克维尔的社会政策思想 可 分 为 四 点：从 主

客观因素讨论贫困的起源；阐释济贫法中的社 会

权利；分析济贫体系以及评价政策效果。

１．贫困何以成为社会事实？虽然社会政策研

究直到２０世纪后半叶才成熟，但是托克维尔分析

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远迈同代学人。他意识到

社会问题 的 出 现 不 仅 有 客 观 的 社 会 经 济 结 构 因

素，还与人主观的社会认知密不可分，是集体认知

的一种事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问题在一定

条件下还会进一步演变为一种制度事实，即存 在

法律意义上权利与义务关系。因此，分 析 社 会 问

题除了阐释社会经济结构，重要的是要解释社 会

问题如何从个人主观认识转化成社会乃至制度的

事实。这种分析方法从他对贫困问题的思考中可

以体现出来。《济贫法报告》一书分为两卷，上 卷

集中探讨了贫困的社会起源，体现了他对社会 问

题和社会经济结构关系的思考。在英 国 期 间，他

坐着马车穿街走巷，从大都市伦敦到西南部乡村，

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一开始，他为英格 兰 富 庶 所

震惊，说自 己“置 身 于 现 代 文 明 的 伊 甸 园 之 中”，

“维护很好的宽广道路，整洁的新房，膘肥体壮 的

牲畜悠然在丰草上，健壮的农场主。”⑨但是，当他

安步当车，进入一些地方教区、翻阅地方政府台账

时，发现“这个繁荣的王国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靠

公共慈善的 开 支 而 维 生 的。”⑩ 相 形 之 下，即 便 欧

洲穷弊之国如葡萄牙者，纵然乡村满眼尽是 陋 屋

草棚，人们愚昧而尚未开化，衣衫褴 褛，贫 困 人 口

亦不过二十五分之一。为什么英格 兰 富 甲 欧 洲，

同时也是贫困率最高的国家呢？英格兰并不是特

例。在法国，最 富 裕 的 诺 德（Ｎｏｒｄ）地 区，每 六 个

人中有一个穷人，而最落后的克吕斯地区，每五十

八个人中 才 有 一 个 穷 人。瑏瑡 也 就 是 说，经 济 越 发

达，贫困 人 口 比 例 越 高。如 何 解 释 这 一 现 象 呢？

托克维尔认为贫困问题是三个层次的问题，它 根

本上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其本质上 也 是

个人的主观认识，同时还是社会建构出来的 一 个

制度事实。

中古之世，社会结构简单，社会成员主要分为

有地的封建主和无地农奴。当时经 济 落 后，封 建

地主即便 社 会 地 位 较 高，生 活 上 也 无 舒 适 可 言。

至于农奴，无论是庄园还是村社，大部分实行敞田

制和三圃制，他们被分配一定的土地，但这些土地

高度细碎化。瑏瑢 所 以，“农 民 生 产 出 的 基 本 的 必 需

品，市场可能有时较好，有时较坏，但 是 基 本 上 还

是有所保障，如果一个突发的原因阻止了农 业 产

品的业务，至少这些农业产品能够使得它的 收 获

者维持生计并且让他能够等待好的时机。”瑏瑣加上

教会施舍等措施，也就保证了社会中下层生 活 在

糊口线上。瑏瑤

随着经济发展，分工更加细密，工业社会逐渐

取代了农耕文明。在托克维尔到访 时，英 国 已 经

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他自己估计英国人 口 中

只有九百万从事农业，其余一千四百万转入 工 商

业。瑏瑥但与农民相比，庞大的工商业阶层有更大的

生活风险。确实，这些工人收入较高，但可一旦有

新技术应用或者外贸冲击，那么传统行业就 会 受

到冲击，生意萧条，工人则常常失业。这种社会化

风险明显超出了个人控制范围。在 这 个 意 义 上，

贫困是工业化的产物。托克维尔明言：“我认为工

业阶级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特殊而危险的 使 命，

通过他们所冒的风险和危难来保证所有其他人在

物质上的幸福。”瑏瑦

除了客观的社会经济结 构 转 型 的 因 素，托 克

维尔还敏锐地注意到了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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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认识的产物：贫困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人们 意

识到它是贫困。同样的客观社会生活 条 件，未 必

人人都认为贫困。比如托克维尔探访过的印第安

土著，其生活水平与美国新英格兰城镇社区生 活

可谓天壤之别，但是衣食原始的印第安人并不 认

为自己生活在贫困状态，除了火枪他们并不羡 慕

白人。托克维尔认为社会发展和地方风俗差异造

就不同的贫困标准。换句话说，不同的 贫 困 主 观

感受和认知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某种 情

况下更是一种集体认可的制度性事实。托克维尔

时代绝大多数普通法国人食物单一，主要是面包，

蛋白质的来源基本上靠大豆和鱼类，至于苹果 酒

和肉类则属于稀罕之物。法国穷人更是连面包都

不足，常常在灾荒年代用麦子换取栗子橡果为生。

据估计，当时法国人人均摄取卡路里热量还不 到

３５００卡 路 里，连 生 存 线 都 没 有 达 到。瑏瑧 在 法 国 大

批中下阶层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候吃糠咽菜已经司

空见惯，没 有 人 因 此 而 被 视 为 贫 困 并 收 到 救 济。

而此时，英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免于饥荒 的

国家。英国人普遍认为不仅饥饿是痛 苦 的，没 有

体面衣服及房屋也是痛苦的。英国贫困标准自然

要高于生存线。在１７世纪教区的记录 上 不 绝 于

缕的是英国穷人领到衣物，在教区举办的各项 欢

庆活动或者 过 节 的 时 候，畅 饮 啤 酒，大 块 吃 肉。瑏瑨

所以，尽管就生活水平而言，英国许多穷人生活要

比法国中等农家还要舒适。

２．贫困何以成为一种制度事实？

贫困不止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如果穷人由此

可以获得某种福利，那么它就成了一个制度事实。

那么是什么使得它变成了一个制度事实呢？

托克维尔指出，获得救济的 社 会 权 利 是 构 成

贫困制度事实的根源。从一开始，托克 维 尔 的 济

贫法报告就认真讨论社会权利问题，从他选用 穷

人这个词汇就可以反映出来：他选择Ｐａｕｐｅｒ而非

ｐｏｏｒ来表示 穷 人。Ｐａｕｐｅｒ一 词 具 有 特 定 法 律 意

义，指的是那些在特定社区里有资格领取救济 的

穷人。选用Ｐａｕｐｅｒ一词，实际上也表明他在法律

层面探讨穷人领取救济权利问题。托克维尔的社

会权利观念有两个特点。其一，他阐述 这 些 权 利

都是采用列举方法描述的，明确而狭 窄。但 权 利

主体是特定的，他说那些“无能为力的婴孩，衰残

的老者，疾病者，精神错乱者”等都应该由公共慈

善机构承担照顾他们的义务。其二，与 同 时 代 的

学者相比，他又扩大了救济权利内 涵。传 统 救 济

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救急，较少考虑如今阿玛 蒂 亚

森所说 的 能 力（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问 题。托 克 维 尔 则 意

识到这一点。他说：“我所理解的公共慈善应该是

对于穷人的子女开放免费的学习，并且培养 他 们

能够通过劳动获得基本的物质必需品这样的谋生

能力。”瑏瑩

虽然托克维尔明确提出了特定群体的社会权

利，但是总体上他否认穷人享有社会权利，不认为

仅仅贫困就有领取福利的资格，特别是坚决 否 认

那些身强力壮的男性具有领取福利的资格。他说

人性都是天生懒惰的，世界上只有两种情况 才 能

使得人辛勤工作，一是饥饿，二是出于安逸生活的

追求。对于穷人来说，只有饥饿才能 使 得 他 们 勤

奋工作；如果一旦生存无忧，那么绝大多数穷人就

会变得好逸恶劳，心思花在申请救济上而不 是 寻

找合适工作。瑐瑠

托克维尔的断言绝非纯 粹 逻 辑 推 理，而 是 亲

历法庭观察的结果。他发现贫民普遍在滥用社会

权利，不少身强力壮者不去努力寻找工作，却三番

五次要法官给予更多救济金，因而社会权利 也 会

大大腐化社会。他说：“试图创立一 个 有 规 则，持

久，一致的法律来缓解贫困，却不考虑带来贫困人

口的增长，每一次满足他们需求的同时也会 助 长

他们的懒惰和他们恶习所带来的无所事事。”瑐瑡结

果“所有这些滥用的权利……就像是种下一 个 橡

果，当根茎发芽，然后长叶，开 花，结 实，总 有 一 天

将会从土地里产生出一片森林时，对于我们 只 会

是震惊而茫然不知所措。”瑐瑢

３．社会福利体系：现代社会的恶之花

如果说托克维尔认为社 会 权 利 会 腐 化 社 会，

尤其是毁灭新教工作伦理，那么英国社会救 济 体

制在他看来简直是不可救药的。他指出：“在我去

英国旅行的这段时间里，济贫法已经得到了修正。

许多英国人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些改变将极大地影

响到穷人的未来，可以提高他们的道德，并且减少

他们的数量。”瑐瑣 主 张 改 革 济 贫 法 的 英 国 人 士 认

为 旧 济 贫 法 导 致 了 懒 惰，福 利 开 支 剧 增 等 等，

因 而 坚 持 加 强 中 央 政 府 管 理 体 系，合 并 组 成 大

型 救 济 区，结 束 室 外 救 济，设 立 济 贫 院 强 迫 穷

人 工 作 等。瑐瑤托 克 维 尔 对 此 并 不 以 为 然，他 说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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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非 常 欣 然 地 能 够 去 分 享 他 们 的 这 些 期 望，

但 是 却 无 法 认 同 这 些 能 够 实 现。“当 下 英 国 的

这 种 新 的 法 律 只 是 再 一 次 重 申 了 伊 丽 莎 白 两

百 年 前 所 引 进 的 原 则。”瑐瑥

托克维尔认为福利体系无 论 如 何 改 革，都 只

有两类：除了私人慈善外就是公办慈 善。民 间 慈

善机构实施的福利是个人本位的，强调要消除 影

响个人发展的各种不良因素。私人慈善“很少 出

于本能，更多地出于推理；很少出于情 绪，通 常 更

多地出于能力，导致社会去关心它不幸的成员，并

且系统化的预备来缓解他们的痛苦。这个模式产

生于新教，并且仅仅在现代”。瑐瑦相比之下，公共慈

善则不同。它立足于共同体本位，基本假设是，如

果社会成员遭遇种种不幸，国家当仁不让要帮 助

他们。英国的公办福利看上去很美，但 是 实 际 后

果却无助于解决贫困问题：“没有什么比区分因为

恶习导致的不幸还是本不应当遭受的不幸这两种

差别更为困难了。有多少的穷困是这两者同时所

导致的啊！前提是要深刻了解每一个人的特点以

及他所处的环境，要具有相当的认识，相当敏锐的

观察力，还要有相当冷静而决断的推理！”瑐瑧

托克维尔虽然在《济贫法报告》中没有更为详

细解释这个问题，但是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

描述了中央集权官僚济贫体系的低效低能：“御前

会议根据总的税收情况，每年拨给各省一定基金，

总督再将它分配给教区作为救济之用。穷困的种

田人只有向总督求告。饥荒时期，只有 总 督 负 责

向人民 拨 放 小 麦 或 稻 米。御 前 会 议 每 年 作 出 判

决，在它所专门指定的某些地点建立慈善工场，最

穷苦的农 民 可 以 在 那 里 工 作，挣 取 微 薄 的 工 资。

显而易见，从如此遥远的地方决定的救济事业 往

往是盲 目 的 或 出 于 心 血 来 潮，永 远 无 法 满 足 需

要。”瑐瑨由于对于 公 办 慈 善 制 度 的 轻 视，托 克 维 尔

没有深究英国济贫制度中的具体操作方法。

４．济贫法的效果：社会腐化的温床。

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政策绩效评估需要几个步

骤：选择特定群体，确定标准，进行抽样 调 查 获 取

相关数据，检测绩效评估。但是托克维 尔 的 访 问

并没有现代社会的调研条件和工具，更为重要 的

是他是从整个社会而不是仅仅从目标群体角度来

评估政策绩效的。他所考察的评估标准一共有以

下四个：

首先，公共慈善行为不会提升穷人行为。“穷

人获得社 会 救 助 的 权 利 不 仅 不 能 够 提 升 人 的 内

心，反而降低了良心的标准。”瑐瑩他们“就像动物那

样看待未来，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当下和下贱 而 短

暂的享乐，他野兽般的本质根本不会意识到 命 运

对其的主宰。”瑑瑠所以，“尽管整个国家其他人群已

经教育普及，道德提高，品味也变得 高 雅，举 止 更

为优雅，穷人却仍然没有改善，甚至有些倒退。”瑑瑡

其次，济贫法制 造 了 福 利 依 赖 阶 层。穷 人 本

来无论从工作技能还是社会交往行为能力都远远

脱节于主流社会，只能寻找一份苦力工作，勉强温

饱。如今既然济贫法把救助变成了 权 利，那 么 出

于好逸恶劳的人性，穷人自然会依赖济贫权 利 维

持生计。

其三，收入分配更加不公平，经济发展逐渐迟

滞。由于穷人的生计越来越依赖于 济 贫 税，富 人

承担的 济 贫 税 负 越 来 越 重。有 些 地 方 甚 至 出 现

１０％不到的富人缴纳了近９０％以上的济贫税。瑑瑢

于是，富人沦落为“穷人的佃农，储蓄的源泉，也会

干涸，资本 的 积 累 也 将 停 止，贸 易 的 发 展 变 得 迟

缓，人类的勤勉和活力渐渐麻木。”瑑瑣

其四，社会疏离 因 此 大 大 增 强。在 传 统 的 基

督教社会中，得到施舍的穷人会感激施舍者，施舍

者也会因为救济获得救赎，这本来是两全其 美 的

事情。除了教会，大家庭也是提供经 济 安 全 的 重

要保障。但是，济贫法让国家越俎代庖，承担了原

本大家庭的责任，导致了传统的退 化 和 失 效。一

方面穷人滥用济贫法，满足了肉体生存需要，却依

然“带着绝望和妒恨，思索着自身的不幸。”而富人

却因为税负日重而越来越却害怕和厌恶穷人。最

后结果就是，济贫法“在单一的民族中，能够 破 坏

（穷人和富人）彼此之间那仅有的联结。它将每个

人安排在一个旗帜之下，数点他们，然后使他们面

对面，为彼此 争 战 做 准 备”。瑑瑤 长 此 以 往，“任 何 永

久性的，定期的，以提供给穷人生活必须为目标的

行政体系，最终将会产生比其所治愈的问题 更 大

的灾难，也将会使人变得堕落，只想获得帮助和安

逸，到那时将只会迫使……给这个国 家 带 来 暴 力

革命。”瑑瑥

托克维尔社会政策思想的缺陷

托克维尔在社会政策思 想 方 面 不 乏 洞 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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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社会问题层次分明，尤其多角度分析贫困问 题

让人叫绝，但 耐 人 寻 味 的 是 他 所 写 的《济 贫 法 报

告》及其思想却长期受到冷遇。他在１８３３年开始

写作《济贫法报告》，１８３５年发表，几与《美国的民

主》同期。前者默默无闻，而后者却一 时 纸 贵，两

者境遇，云泥之别。即使１９６８年《济贫法报告》英

译本问世之后依然反响平平，连雷蒙阿隆在介 绍

托克维尔社会学思想时，也没有提及 此 书。与 英

美学者热捧他的政治思想相比，他的社会政策 观

点几乎无人关注，这种巨大反差部分可以归咎 于

他做出的与后世大相径庭的预言。托克维尔预言

英国的福利政策不过是饮鸩止渴，迟早将会触 发

革命。可之后１５０年，英国的福 利 制 度 规 模 越 来

越大，体系越来越完整，即便上世纪８０年 代 新 保

守主义政治家撒切尔等发誓要拆散福利国家，福

利体系依旧完整。瑑瑦 其他欧洲发达国家更是步英

国后尘，在二战之后纷纷建立起福利国家，逐渐消

弭了历史遗留的等级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以至 于

马歇尔等相信福利制度让英国告别革命。而托克

维尔社会政策研究得不到学术界重视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在济贫制度的观察描述及济贫法历史的阐

释方面确实存在不少值得商榷地方。

托克维尔一再声称济贫法 腐 化 工 作 伦 理，并

且说这是基于现实的观察。可是，由于 他 的 这 种

观察基于英法两国社会环境相同的假设，所以 他

的结论并非客观，免不了主观臆断。以《济贫法报

告》中申请救济的妇女为例。其丈夫远航海外，音

讯渺然，她独自抚养孩子。托克维尔以 为 她 的 公

公既然有钱，理应由大家庭照顾。可是 他 忽 略 了

英国和法国的家庭结构的不同。１３世纪以来，英

国的核心家庭越来越多，与欧洲大陆主流的扩 大

家庭结构差异越来越大。瑑瑧 到了１８世 纪，如 果 说

法国乡镇大家庭尚能向年轻夫妻提供很多帮助的

话，那么同时期英国来自大家庭的帮助肯定远 远

不及法国，瑑瑨因 此 政 府 的 干 预 非 常 必 要 了。但 即

便如此，也并非意味着政府要承担所 有 费 用。政

府首先根据家庭资产而非家庭亲疏关系来评定介

入的程度，比 如 按 照 英 国 普 通 法，在 丈 夫 离 开 时

候，如果孩子没有抚养，那么就要看其资产来决定

政府提供的资金数额。瑑瑩

再比如三个青壮男子申请救济的案例。托克

维尔认为当时工作很容易寻找，他们要求救济 不

过是好逸恶劳本性罢了。可是，英国 失 业 情 况 有

别于法国。斯内尔等学者指出英国 劳 工 的 失 业，

很大一部分是季节性失业，而非自己懒惰或 自 愿

性失业。他根据剑桥，诺福克等地教 区 的 档 案 分

析，发现十一月开始到二月份，失业率接近１５％。

三月份开始下降，到八月份达到谷底３％，然后又

开始上升。瑒瑠英法两国农业经济的环境因素不同。

法国面积大，其南部属于地中海气候，所以全国一

年四季都能农耕放牧；许多法国北方农民可 以 一

路南下，寻找工作，终年不 息。但 是 英 国 不 同，四

季分明，一到冬季，农活结束，大量农业工人失业；

救济的作用在于帮助他们度过寒冬，也使得 农 业

资本家有足够的劳力。瑒瑡

除了托克维尔那些带着 有 色 眼 镜 的 观 察，他

的有关济贫制度历史的描绘也很模糊，有误 解 乃

至错误的地方。他说是１６０１年 的 伊 丽 莎 白 济 贫

法规定了各地教区的征税，可实际上英国在１５３６
年就开始允许地方教区征税来进行救济，而 最 早

的强制性征税则出现在１５７２年。至于１６０１年的

那部济贫法，并不是第一次制定济贫法律，不过完

成了之前 半 个 世 纪 的 各 地 实 践 的 总 结 和 整 理 而

已。瑒瑢

托克维尔认为亨利八世 冲 冠 一 怒，引 发 的 教

会改革，没收教产，大大削弱了教会 力 量，使 之 无

力承担社会救济。这一观点与史不符。中世纪早

期，英国约克大主教曾经把济贫作为教会最 重 要

的工作之一，明文提到十一税收入中一部分 用 于

救济。但是到了１４世纪，十一税的收入连维持教

会运作都很勉强，更不用说济贫开支了。瑒瑣正是为

了克服自愿捐赠不足的问题，英国才出台济贫法，

在教区基础上建立了全国性网络型的地方 政 府，

获准强制征收济贫税。

托克维尔说济贫法限制 了 人 们 的 迁 徙 自 由。

表面上看，济贫法似乎在束缚劳动 力 的 流 动。济

贫法对于四处流浪，家无居所的青壮的处罚 可 谓

严苛。可是细察历史，可以发现真实 情 况 并 非 如

此。随着经济发展，济贫法有关的惩 罚 变 得 有 名

无实。到了１８世纪，一般市镇很少处罚或者驱逐

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原因之一是为了获得稳 定 的

有一技之长的劳工。许多市镇，在经 济 萧 条 时 候

还特别为外地劳工提供救济，以期经济恢复 后 发

挥他们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成本问题。驱逐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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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上级法院核准，实施时要提供交通工具，费时

不少，成 本 不 低。所 以，尽 管 济 贫 法 有 驱 逐 的 法

令，但各地实施得并不多。斯内尔估计 英 国 东 南

部乡 村 的 教 区 每 年 驱 逐 的 案 例 一 般 只 有 一 两

例。瑒瑤真正被驱 逐 的，绝 大 多 数 是 老 弱 妇 幼，而 不

是劳动力。瑒瑥实 际 上，济 贫 法 的 目 的 是 控 制 流 民，

而非劳动力。

托克维尔认定济贫法中的居住地条款把福利

资格和出生地紧紧绑在一起。确实，济 贫 法 中 的

福利申请与发放同居住地密切相关，有点近似 于

中国人福利权益同户口挂钩一样。可是随着经济

发展和各地地方政府的推动，济贫法中出生地 和

福利资格的法律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一个人的福

利资格 中，出 生 地 是 最 为 重 要 的 因 素，１６６２年 英

国颁布的居住地法案中就明确把出生地作为首先

考量的社区身份资格。但是同一条法 律 中，也 宣

称住满４０天以上有资格成为当地居民。瑒瑦但是如

何证明一 个 人 居 住４０天 呢？１６９２年，又 颁 布 法

律，说要在教 堂 公 示 之 日 起 才 算 天 数。瑒瑧 日 后，随

着经济萧条，许多教区无力承担救济任务，对外来

陌生人的救济也更加严苛，取得居民身份途径 也

越来越窄，只有那些对社区有实质贡献的才能 取

得身份。衡量实际贡献采用直接和间接办法。直

接的就是具有劳动能力，最好是专业技能的人，法

律规定学徒在满师之后就能够成为当地居民。瑒瑨

此外为地方政府和社区工作的人，包括值更员 也

都取得居住资格。瑒瑩 间接的就是按照居住房屋的

房租。比如居住房屋或者其它资产年租价值超过

１０英镑，并且住满一年就取得了身份。瑓瑠

如果不属于上述群体，主要 也 就 是 从 事 非 技

术劳动的那批人，往往可以按照法律在公示日 期

满４０天之前被当地人驱逐出去。但是，执行法律

成本相当高。驱逐需要当地治安法官 同 意，签 署

命令。如果被驱逐者不同意，也可以向 上 级 法 庭

申诉，这样就会花费相当时间。当申诉失败，那么

流动人口所在社区将负担驱逐费用，主要是交 通

费用。所以，驱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时间既

长，成本也高。日久天长，出现了居住许可和领取

福利分开的情况。即允许人居住，但是 不 能 获 取

福利救济。瑓瑡如果居住地区不能领取福利，怎么办

哪？英国学 者 金（Ｋｉｎｇ）等 依 据 大 量 当 地 档 案 进

行了细致的研究后，发现由于英国各地的教区 建

立起一定的互信，所以同意教区之间存在转 移 支

付福利资金。这些资金最主要的是 养 老 金，也 有

部分是紧急救助。瑓瑢 正是这种教区间在福利事 务

上横向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跨地区的 福 利

救济，推动了人口流动。

托克维尔社会政策的研究方法问题

托克维尔的著作一向以充满洞见和材料详实

著称，为何《济贫法报告》中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

题，从而导致其长期湮没无闻呢？这 和 托 克 维 尔

研究方法和他有关国家和社会的理论观点有着关

联。研究贫困问题，一般来说是需要 扎 实 的 长 时

间实地研究（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作为一种定性的研

究方法，实地研究需要研究者深入研究对象 的 社

会生活环境中，与研究对象生活一段时间，通过观

察、询问，靠自己的感受和领悟，理解 所 研 究 对 象

的行 为 模 式 及 其 背 后 的 心 理 状 态。１９世 纪 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ｏｔｈ以及Ｒｏｗｎｔｒｅｅ都曾经组织实地调

研，分 别 写 出 经 典 名 著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ｏｗｎ　Ｌｉｆｅ。到了

２０世纪，实地研究更是得到深入广泛运用。怀特

的《街角社会》，利博的《塔利的角落》，或者斯太克

的《都是我们的亲戚》，都是建立在长期实地研究

基础上。而托克维尔在英国仅仅数 周 时 间，根 本

无暇展开扎实深入的实地研究。他更多依靠当地

朋友帮助来观察和了解。他探访的不是他研究的

对象穷人，基本上都是社会经济精英。比如，他拜

会新济贫法改革的设计者经济学家西尼尔，希 望

从中得到很多知识。西尼尔是济贫法委员会的重

要成员，他自认是改革济贫法报告 的 主 写 人。他

不仅给了托克维尔济贫法报告初稿，而且向 他 介

绍了许多思想，尤其是马尔萨斯的理论，产生的影

响不言而喻。瑓瑣托克维尔在英国考察贫困问题，没

有住到伦敦东区等中低收入社区。瑓瑤 他寄住在 一

位大实业家家里，而这位实业家又是坚决支 持 济

贫法改革的。带托克维尔到基层访谈的也是一个

要求改革的地区治安官雷德。瑓瑥 他领着托克维 尔

去法庭观察申请救济的贫困者，然后在一旁 给 初

来乍到的托克维尔详细解释。托克维尔极少自己

过问研究对象心里想什么，无法长时间观察 他 们

日常生活的行为模式，理解他们的社会关系 和 文

化价值观念。他反而一股脑接受雷 德 的 解 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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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英法两国巨大的社会差异，更多站在道德制 高

点上批评所谓英国穷人道德上的腐败，这自然 造

成了上文提到的许多误解。

其实，如果托克维尔接触的全部是精英，也未

尝不可，不同的精英会给出不同的思 考。但 问 题

是他交往 的 精 英 几 乎 是 清 一 色 支 持 济 贫 法 改 革

的。而当时英国是不乏维持旧制，反对 改 革 的 社

会名流的，例如李嘉图学派的领袖经济学家麦 克

库罗赫、反对谷物法的社会活动家科贝特等。瑓瑦单

向的交流使得托克维尔失去了一个机会来深入探

讨济贫制度复杂历史背景，尤其是济贫法中社 会

权利问题。

迄今，济贫法中的社会权利 依 然 还 是 一 个 存

在争论的问题。近来大多数英国学者都否认济贫

法给予穷人一种社会权利，哈特利迪恩教授更 是

直认这是一项特权。瑓瑧如此看来，托克维尔把获得

救济视为一种权利似乎值得商榷。可 是，正 如 查

尔斯沃斯（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ｏｒｔｈ）所 说，承 认 和 否 认 社 会

权利的两派与其说是观点不同，不如说是视角 不

同。瑓瑨否认社会权利的一派更多的是从成文法角

度看待，支持社会权利的一派则更多从自然法 或

者普通法角度看待。成文法角度的社会权利指的

是有议会立法赋予公民的福利待遇。比 如，德 国

二战后的宪法中明确宣布德国是一个福利国 家，

公民享有居住等各项福利。但英国不同。作为一

个普通法治国的国家，英国的社会权利在一战 之

前更多的是借助地方法院的判例来确定的，比 如

国家应该如何干预特殊家庭，提供何种社会服 务

和资金等等。我们对这些判例进行追根溯源的分

析，就会发 现 所 谓 社 会 权 利 根 本 不 是 神 秘 之 物。

它早已蕴含在中世纪的法律中，只不过形式不 同

罢了。具体说，中世纪时候庄园或者村 社 都 有 各

种习俗权，包括拾麦穗，在公地上放养 牲 畜，定 期

分配土地等等，通过这些权利，一般穷人能够保障

生存，也就是说地方共同体赋予每一个成员基 本

生存权利。瑓瑩圈地运动之后，土地产权发生渐次变

更，成了私 人 所 有，维 系 共 同 体 的 道 德 经 济 瓦 解

了，许多习俗权也逐渐消失了，穷人不能在秋收后

捡拾麦穗，也不可以公地上放羊自己牲畜，瑔瑠以前

的习俗权利一下子变成了侵权。如此，底 层 佃 农

乃 至 小 薄 计 农 的 生 计 发 生 了 困 难。１５９７－１５９９
年的接连三年的灾害，导致全国各地城镇大街 小

巷到处可以听到婴儿求食的哭声，各项争取 恢 复

传统习俗权利的犯罪也急剧增加。瑔瑡因此，英国议

会制定济贫法，在承认地方共同体无法使用 各 项

土地使用权作为保障成员生存权的前提下，通 过

征税方法 进 行 救 济，从 而 完 成 习 俗 权 利 的 转 型。

当时很多支持旧济贫法的学者精英都意识到了这

种看法。科贝特就宣称获取救济权利是传统共同

体赋予的。可是在法国这样一个浓厚成文法国家

成长的托克维尔感触不深，以为救济是国家 强 制

给予的社会权利。

除了实地研究方面问题，托 克 维 尔 的 文 献 梳

理工作也有欠缺。所谓文献，既包括各种档案，历

史上各类法规判例，也包括相关的 研 究。就 档 案

而言，众所周知，英国作为一个自治 社 会 的 模 范，

各地留下的济贫档案非常齐全。救济申请人的姓

名，年龄，出身，大致生活状 况，平 时 在 教 区 表 现，

申请的事项等都有案可查。可惜的 是，托 克 维 尔

完全不像他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上穷碧落下

黄泉地在法国各地审读档案卷宗。如果他真的埋

头调查，那么他可能不会轻易接受许多流俗之见。

长期以来，世人一直相信济贫法导致劳动力 效 率

下降，破坏乡村经济。从尼古拉斯、马尔萨斯到西

尼尔，乃至 韦 伯 夫 妇 和 卡 尔 波 兰 尼，都 持 类 似 看

法。可是新近的学者如马克布劳格 和 博 耶 尔 等，

发掘、研究了原始档案，通过时间序 列 分 析，推 翻

了传统的观点。马克布劳格的研究表明旧济贫法

的室 外 救 济 并 没 有 导 致 农 村 劳 动 力 市 场 的 崩

溃。瑔瑢博耶尔的分析指出，没有证据表明旧济贫法

阻碍了劳动力流动和减缓经济增长。瑔瑣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较少接触第一手档案，托

克维尔并不清楚英国救济体系运作细节。在他眼

中，救济制度就是两类，一类是公办 的 慈 善，一 类

是私人办的。至于公办慈善体系，他 认 为 世 界 各

国都是同一个模式，也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官 僚 体

系控制下的机构。救济事务给人印 象，一 边 是 冷

冰冰的官僚，一边是厚颜领取救济 金 的 穷 人。这

样的描画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托克维尔母国法国的

济贫制度。

根据欧洲一古老立法规定：“领主应监督穷苦

农民受教育。他应在可能范围内，使 其 附 庸 中 无

土地者获得生存手段。如果他们当中有人陷于贫

困，领主有义 务 来 救 助。”瑔瑤 自 从 路 易 十 四 把 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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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迁到凡尔赛宫附近，以便加强控制以后，大批

的乡村领主便随之到了巴黎。“没有任何地方 政

权、议会、省或教区联合会取代他的位置。法律不

再赋予任何人以照管乡村穷人的义务；中央政 府

果断地单独负起救济穷人的工作。”但 是，如 果 把

英国救济 体 系 也 类 同 于 法 国，则 是 张 冠 李 戴 了。

如果把官僚化看作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标志，那 么

如政治史学名家埃尔顿所说，英国政治现代化 始

于１５３０年代，只是指中央层面而言。济贫体系虽

然在１７世纪以后一直在国家化，但其过程极为特

殊。笔者将之概括为国家化而非官僚 化，是 地 方

自治化而非中央集权化。这种做法与新教思想一

脉相通。马丁·路德最先主张城市自 治，自 行 征

税济贫；加尔文继而在瑞士日内瓦城加以实践；英

国则把济贫制度的自治原则，从城市推广到了 乡

村。瑔瑥英国在１６０１年 之 后 数 百 年 间，以 教 区 为 单

位的地方政 府 达 到１５０００多 个，瑔瑦 它 们 构 成 了 伯

特尔所说的“一 个 平 面 型 的 邦 联 体 系”。瑔瑧 中 央 对

于这些机构除了做出一些司法仲裁和财政审计方

面的介入，基本上不加干预。各地的济 贫 因 地 制

宜，征收不同的济贫税，采取不同的救济标准和办

法。这些地方政府所征收的济贫税等社会项目收

入，西 德 尼 韦 伯 估 计 要 占 整 个 财 政 收 入 的

２０％。瑔瑨这些机构与其说是地方政府，不如说是社

区组织。地 方 济 贫 官 基 本 上 是 兼 职，不 带 薪 水。

大多数济贫官由教区各种小业主或者手工工匠轮

流担任，多是教会人员，特别是执事。在很多地区，

他们在教会每个礼拜后与穷人交谈，时不时地访问

贫寒之家。这些兼职济贫官比较清楚穷人的状况，

会视情况决定救济方式，比如发放现金还是实物，

以及发放数量。这些判断大体还算适当，能够有效

满足穷人的需求。这一方面克服了托克维尔一直

担心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也鼓励各个阶层

参与，增加教区认同感，而不是疏离感。瑔瑩

总　结

托克维尔在瑟堡演讲时曾 经 许 诺，他 还 要 继

续思考福利制度，提出解决办法。他相 信 私 人 慈

善是最佳的社会救济方式，并热切希望私人慈 善

能够完全替代公共救济体系，可是他却不知道 如

何让私人慈善机构获得足够资金承担来所有的救

济，而且也未必高效。直到大革命前夜，法国的济

贫工作基本上就是靠社会力量，尤其是教会 承 担

的。但是教会救济方面的工作效率 低，组 织 慈 善

事业的教士们自己生活奢侈，提供救济时不 分 对

象、不问理由，结果终日在教士身边溜达者是众多

吃白食的人。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曾经多次抨击教

会的救济是养活了一大批寄生虫。整 个 法 国，除

了安格尔（Ａｎｇｅｒ）一个地方的教会作为社会救济

的模范教会确实有效解决了当地济贫工作，其 他

地方的教会，根本没有足够财力提 供 救 济。根 据

美国经济史家林德特的研究发现，在１７５０－１８２０
年间，法国在社会项目上的开支，从来没有超过国

民生产总值 的０．３％，而 大 举 公 共 慈 善 的 英 国 则

在社 会 福 利 上 开 支 超 过２．５％。显 然，如 果 没 有

现代国家的参与，根本无法为社会提供充足 的 资

金。瑖瑠

我们不难发现，托克维尔 苦 恼 和 无 解 源 于 他

的私人和公共慈善二元绝对划分，而这种二 元 观

又来自于 他 的 国 家 与 社 会 的 二 元 对 分 的 狭 隘 观

念。其实，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有许多 中 间 状 态 的

组织，比如自治社区政府等。这些组 织 既 不 同 于

教会和兄弟会，也不是官僚机构的延伸，但是却起

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颇值得玩味的是，在《美国

的民主》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深刻

阐明了中央集权国家与联邦政府和自治地方政府

之间的差异，而在分析贫困问题时候，他却没有顾

及到英法两国制度上的不同，只是一味强调 公 办

和私人慈善的本质不同，根本没有洞察到公 办 慈

善中中央集权体系和地方自治体系巨大的 差 异。

从历史上看，很多福利制度问题，与其说是来自国

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还不如说是来自地方 自 治

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英国早期济贫制度

的有效性，正是由于它本质上是邦联体系，没有官

僚机构的僵化和暮气，再加上地方自治政府 财 源

充足，所以英国济贫工作成果斐然，几乎让所有外

国人都赞叹不已。美国国父本杰明·弗兰克林说

过，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那样，大方地让穷人

过得那么舒适。瑖瑡

今天人们大谈特谈托克 维 尔 悖 论，绝 大 多 数

的讨论都 是 从 政 体 和 社 会 发 展 的 矛 盾 角 度 出 发

的，很少察觉社会政策在其中的意义。其实，托克

维尔悖论本质上是转型社会都会面临的一个普遍

性的挑战。当传统共同体遭遇私有化市场经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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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扩张时，凝结传统共同体的嵌入性制度，特别是

习俗性福利自然就逐渐消失了，这却导致了大 批

弱势群体开始游离于社会之外。瑖瑢 如果国家进一

步放松治理，那么社会势必骚动不安以至于发 生

革命。社会救济体系的意义在于，用国 家 的 力 量

建立新的嵌入性制度，替代传统体现福利权利 的

习俗，重构 共 同 体，从 而 为 新 的 政 体 打 下 稳 固 基

础。托克维尔正确地指出中央集权体制在社会福

利方面存在的种种障碍，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英 国

实际上已经摸索出一套自治分权的社区型政府体

系来走出转型中的困境。这种政府既能够有足够

权威获取资金，又能够因地制宜的给不同群体 提

供救济和福利。因此，英国幸运地避开 了 托 克 维

尔悖论，在全世界第一个在没有革命的情况下 实

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这点来说，英 国 的 经 验

尤其值得当下中国借鉴。

　①关于托克维尔悖论，参见高毅《“托克维尔悖论”评析》，《世界

历史》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②关于各地反抗济贫 法 的 改 革，近 来 出 版 了 一 系 列 著 作，参 看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Ｅｓｄａｌｌ，Ｔｈｅ　Ａｎｔｉ－Ｐｏｏｒ　Ｌａｗ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１８３４－

４４，（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Ｐ．，１９７１），ｐｐ．４５－１１６。

　③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ｓ　ｔｏ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ｒｅｌａｎｄ，Ｅｄｉｓｏ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１９８７，ｐ．３６．

　④托克维尔认为英国贵族更为开放，不像法国贵族成了一个类

似印度种 姓 一 样 封 闭 阶 层。参 见Ｊｏｕｒｎｅｙｓ　ｔｏ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ｒｅｌａｎｄ，ｐｐ．４７－４８。

　⑤济贫法报告中文版２０１３年出版时，是附在《托克维尔的政治

经济学》中的。此段文 字 出 自 斯 威 德 伯 格《托 克 维 尔 的 政 治

经济学》，李晋、马丽译，格致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９３页。

　⑥美国学者Ｇｅｒｔｒｕｄｅ　Ｈｉｍｍｅｌｆａｒｂ在《济贫法报告》的英文版导

言中认为托克维尔预 见 到 了 福 利 制 度 导 致 了 下 流 阶 层 的 出

现。参见Ａｌｅｘ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ｓ　Ｍｅｍｉｏｒ　ｏｎ　Ｐａｕｐｅｒｉｓｍ，Ｌａｎ－

ｈｍ：Ｉｖａｎ　Ｒ．Ｄｅｅ，１９９７，ｐ．１３。

　⑦社会事实取自于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指的是外在

于个人却能制约个人行为的现象，而制度事实则来自于约翰

塞尔的著作《社会实在的建构》，指的是包含法律习俗规则及

其相关的权利义务的现象。

　⑧社会权利一词源自于ＴＨ马歇尔的演说，他把现代公民身份

分为三类，社会 公 民 权 利 是 最 后 到 来 的 部 分。参 见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Ｗ．Ｎｏｒｔｏｎ　＆Ｃｏｍ－

ｐａｎｙ，２００９，ｐｐ．１４８－１５４。

　⑨⑩瑏瑡瑏瑣瑏瑥瑏瑦瑏瑩瑐瑠瑐瑡瑐瑢瑐瑣瑐瑥瑐瑦瑐瑧瑐瑩瑑瑠瑑瑡斯威德 伯 格：《托 克 维

尔的政 治 经 济 学》，李 晋、马 丽 译，格 致 出 版 社，２０１１年，第

４７１、４７２、４７２、４８０、４８５、４８１、４９８、４８６、４９７、４９７、４９６、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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