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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社会保障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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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古代无社会保障这一概念 ,但却客观存在着大量的荒政思想、荒政政策、养老

抚幼制度、扶贫救济制度等 ,这些实际上现在保障制度的原始理念和雏形。中国古代政府一直

把天灾人祸、弱势群体看成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现在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

[关键词 ]秦汉 ;社会保障 ;荒政 ;综述

[中图分类号 ]D691. 9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598 (2009) 03 - 0081 - 05

　　建国前期 ,荒政研究已经出现了专著 ,较为著

名的有冯柳堂著的《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 》、邓云

特著的《中国救荒史 》、于佑虞的《中国仓储制度

考 》。近年来 ,袁林著的《西北灾荒史 》(甘肃人民

出版社 1995年版 )、王文涛著的《秦汉社会保障

史 》(中华书局 2007年版 )、张文著的《宋朝社会救

济研究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王卫

平著的《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 ———

以明清时期为重点的考察 》(群言出版社 2005年

版 )等一大批著作的问世 ,为研究我国古代的社会

保障事业提供了方便。此文就秦汉时期的社会保

障研究做一综述 ,以利于社会保障工作者便于从原

文中找到适合今天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启示和思

想启示。

人类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产生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 17世纪初 , 1601年英王伊丽莎白时期的

《济贫法》的问世 ,但社会保障作为一个概念的产

生则要从 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开始。由国会

通过的《社会保障法 》成为现代社会保障这一概念

的滥觞。1948年 12月 10日联合国通过的《世界

人权宣言 》中把社会保障定义为 :每个人都有权使

本人及家庭达到生活康乐 ,这不仅包括得到食品、

衣着、住宅、医疗和其他社会基本服务 ,而且包括遇

到失业、生病、残疾、丧偶、年老或由于非本人所能

控制的其他原因而带来生活困难时有权获得社会

保障。社会保障的特征是社会性、福利性、互济性、

强制性。其内容包括社会保险 ,社会救济、社会福

利和社会优抚。其作用是体现社会的公平 ,维护社

会的稳定。

一、借用现代保障学的术语看古代的社

会保障问题
2000年李家钊《两汉政府保障行为述略 》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02期 )认为两汉时期政府

的保障行为主要体现在对流民和贫民的保障、灾后

补救和抑制豪强这三个方面。由于这些措施 ,政府

保障的性质便逐步凸现 ,所以两汉政府的保障措施

在客观上起到了防御自然灾害、维护小农经济、削

弱豪强地主势力的效果。

2002年王子今在《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 》

(《浙江社会科学 》02期 )认为秦汉时期社会福利

受到执政者的重视 ,有关社会福利的立法和执法的

记录也随着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健全和政治思想的

成熟 ,并且政府行政内容中已经将有关社会福利的

政策置于比较显著的地位。

2005年刘厚琴发表了《汉代社会保障体制及其

特征》和《儒学与汉代社会保障制度》(《孝感学院学

报》01期 )两篇文章 ,前者认为社会保障是汉代仁政

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的社会保障制度注重家庭养

老、宗族互助、济贫救灾 ,其特征是强调富民 ,增强家

庭的自保能力 ,强调以家庭为基础的自保公助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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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社会保障并不能完全实行 ,但其中的合理因

素是值得弘扬的。后者认为汉代独尊儒术 ,以经治
国 ,社会保障是仁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社会保障

制度注重家庭养老、宗族互助、济贫救灾、其特征是
重视富民 ,增强家庭自保能力 ,增强以家庭为基础的

自保公助 ,其中不乏合理因素。
2006年王孝俊《两汉社会保障制度初探 》

(《河南社会科学 》03期 )认为汉代基本形成了大
体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包括社会优抚、社会福利、

社会救济三个方面的内容 ,是我国传统社会保障制
度的典型代表。此文的特点是采用社会保障学的

概念分析、探讨两汉的制度建设 ,并指出两汉社会
保障思想已经成熟。

2005年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刘华在硕士论文

《秦汉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中认为 ,秦汉时期是中
国封建社会早期 ,这一时期的许多制度、措施对后

世均有深刻影响。该文从社会保障角度对秦汉社
会进行了探析 ,得出以下结论 :秦汉时期社会保障

思想与实践源于先秦 ,大致经历了秦、西汉前期、西
汉中后期、东汉时期四个阶段 ;当时涉及的社会保

障对象已经比较全面 ,其中老人、妇女和贫民由于
群体庞大而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关注 ;实施主

体的双轨制 ,实施过程的法律化、程序化 ,道德作为
显性维持因素是秦汉社会保障的特点。

二、保障思想研究
1993年丁光勋《两汉时期的灾荒与荒政 》

(《历史教学问题 》03期 )认为灾荒是由于自然灾

害的破坏 ,给人类生产和生活造成损害 ,乃至生命
的危害 ;荒政是封建统治者为防止、挽救这些损失

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在两汉四百多年历史中 ,水
灾、旱灾、蝗灾、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不断袭来 ,人

们经受了春秋以来自然界最沉重的打击。在大自

然面前 ,人们显得无能为力 ,有的流离失所 ,有的嫁

妻卖子 ,更有甚者“人相食 ”。随之而来的是封建
经济波动 ,社会的动荡 ,直接威胁着封建地主阶级

的统治。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赈贷救灾的措施。

此文在探讨两汉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和封建统治
者的这些“善政 ”后 ,进一步探索了两汉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同自然灾害发生的关系。
1993年王勇《试论西汉灾异谴告理论的积极

意义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06

期 )灾异谴告是西汉社会独具特征的政治现象。

对作为这一政治现象基础的灾异谴告理论 ,学术界
一般持否定的态度 ,斥之为荒唐无稽的迷信和邪

妄。虽然近年来有的学者开始对灾异谴告理论予
以部分的肯定和较为积极的评价 ,但仍有继续探讨

的余地。只有把灾异谴告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和

它的社会效果综合起来予以考察 ,才能够得出较为

贴近历史实际的结论。

1997年王保顶《汉代灾异观略论 》(《学术月

刊 》03期 )认为灾异观是汉代政治学说的重要内

容 ,在汉代政治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

方面 ,由于阴阳术士们的穿凿附会 ,灾异又成为荒

诞不经的权谋渔利工具 ,以致模糊了人们对灾异进

行审视的视线。探究灾异的实质、功能及意义 ,对

于认识汉代的政治哲学及政治史 ,无疑是有意

义的。

1998年潘志峰《试论西汉时期神仙方术及阴

阳灾异思想与谶纬的兴起 》(《河北学刊 》06期 )谶

纬是一种特殊的神秘文化 ,它之所以产生于西汉末

年是有其思想背景的 ,这就是神仙方术、阴阳灾异

说盛行和经学的推崇 ,经学的阴阳灾异化导致了谶

纬的兴起。该文试图从西汉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探

求谶纬产生的原因。

2000年王焕然《灾异谴告与汉儒说诗 》 (《南

都学坛 》04期 )灾异谴告说风靡汉代朝野 ,具有不

容置疑的无上权威性。它积淀于每个儒生的灵魂

深处 ,内化为一种思维定势。汉儒每每以灾异谴告

说诗 ,指陈时弊 ,警醒人君 ,大大强化了诗的匡恶功

能 ,成为《诗》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000年刘少虎《两汉荒政建设原因析 》(《湖

南教育学院学报 》06期 )两汉王朝的统治者高度重

视荒政建设 ,荒政成其为巩固政权、治理国家的一

项基本国策。其原因除了当时严重的灾情给社会

经济、政治带来巨大威胁外 ,汉代以经治国的统治

思想 ,以孝治天下的伦理原则以及汉代环保意识和

生命意识的崛起 ,使统治者对荒政产生的新认识是

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2002年陈业新《两汉荒政初探 》(《淮南师范

学院学报 》01期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

灾害多发期。诸类自然灾害的踵继而至 ,给有汉两

朝政府和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加之灾害“天

谴 ”阴霾的影响作用 ,灾害引起了两汉统治者的重

视 ,国家为之而实施了一系列的荒政措施 ,文章即

以两汉荒政具体措施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文献的梳

理和归纳 ,从五个方面对两汉的荒政措施加以概括

和剖析 ,即备荒防灾和抗灾措施、赈济、廪贷、减蠲

租赋、节约等 ,并对之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2002年陈业新在《汉代荒政特点探析 》(《史

学月刊 》08期 )认为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

个自然灾害多发期。接踵而至的灾害 ,给有汉两朝

政府和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加之灾害“天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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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霾的警儆作用 ,两汉统治者为之而实施了一定的

荒政措施。两汉荒政具有制度化和法律化、荒政实
施程序化、荒政经学印迹突出 ,以及荒政措施掣肘

于财政经济状况、吏治状况是荒政措施发生作用的
保障等特点。

2002年陈业新在《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
原因 》(《社会科学辑刊 》2期 )认为灾害的发生 ,具

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多重因素。两汉时期不当地发
展农业及手工业 ,尤其是较为发达的冶炼业 ,是破

坏生态和引发灾害的重要因子 ;盛行于两汉的浮侈
世风对林木资源的大量耗费 ,使得其调节生态和遏

制灾害发生的能力大大降低 ,以致屡发的灾害呈蔓
延之势 ;统治集团为争权夺利而发动的战争在毁灭

人类文明的同时 ,也令生态环境资源遭受重创 ,从

而引发灾害。
2006年陈业新的《两汉荒政思想探析 》(《湖

北大学学报 》01期 )认为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
灾害多发期 ,传统的救灾思想因此而出现了发展历

程中的第一个高潮。两汉时的荒政思想主要有积
贮备荒论、重农说、仓储说和赈济议等 ,小农经济的

脆弱性是该荒政思想的根源 ,其思想中含有一定的
积极因素。

2007年吴从祥《从 <汉书 ·五行志 >看刘歆
的灾异观 》(《殷都学刊 》01期 )从《汉书 ·五行志 》

所保存的资料看 ,刘歆解说灾异往往与董仲舒、刘
向等人不同。刘歆常引《左传 》解说灾异 ,常将批

判的矛头指向人君 ,同时表现出重科学的倾向。刘

歆喜好并精通《左传 》,依附并感恩于外戚王莽 ,以
及其执著于学术的性情等 ,使得刘歆解说灾异往往

与众不同。

2007年韩吉绍《“承负说 ”与两汉灾异论 》
(《史学月刊 》12期 )为《太平经 》基础理论的“承
负 ”说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是善恶报应 ,继承汉代

之前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思想 ;二是对汉代社会危
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 ,此与灾异论的盛行具有重

要关联。前者为《太平经 》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
化准备了前提 ,后者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
了道路。尤其后者 ,对两汉之际不同派别的道教运

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进而深刻影响了后汉之政

治变迁。

三、养老政策和方式的研究
1984年《西汉时期的养老尊老法 》(《法学 》04

期 )我国在西汉时期已有养老尊老法律。主要内
容是 :年纪在七十以上的老年人 ,由朝廷赐予“王

杖 ”———一种顶端雕刻有斑鸠形象的特制手杖。
持“王杖”者 ,在社会上享有优待或照顾。

1996年萧安富《略论先秦两汉养老敬老的政

策和风尚 》(《中华文化论坛 》03期 )认为衰老是人
人无法逃避的规律 ,也是每个社会无法回避的现

实。古往今来 ,每个时代都会遇到老人问题 ,都要
为老人的特殊状况提供必要的机会 ,养老敬老 ,就

是其中之一。确切地说 ,养老主要是一种义务 ,而
敬老则是一种道德风尚。

2002年臧知非在《“王杖诏书 ”与汉代养老制
度 》(《史林 》02期 )中认为汉代养老制度确立于汉

文帝 ,以后迭有变更 ;武威新简所载成帝令把汉代
养老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宣帝本始二年实

行的赐王杖制度和养老制度有相通之处 ,但并不同
一。养老制度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义务

赡养 ,而王杖仅赐予里父老、县、乡三老这一特殊群

体 ,是对他们沟通社情民意、维护国家统治的酬谢。
养老与王杖制度并行 ,目的都是建立和维护儒家的

伦理系统以稳定社会秩序。
2005年张从军《鸠杖与汉代敬老习俗 》(《民

俗研究 》01期 )以汉代帛画和汉代山东的石刻为基
础 ,参以《汉书 》的史料队执杖人的身份和执杖的

方式作了详尽的考证 ,认为在汉文帝至武帝后“曲
杖 ”成为敬老的象征。

2006年王文涛《汉代民间互助保障的主
体 ———宗族互助 》认为宗族互助是汉代民间互助

保障的主体 ,主要表现在经济互助、散财同宗、收养
族中孤弱和聚族自保等。对贫弱宗人的救恤 ,有助

于宗族邻里的团结和睦 ,帮助族人抵御自然灾害和

解决生产、生活困难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社
会秩序的稳定。

2006年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尹怡朋的硕士论

文《秦汉养老政策研究 》认为秦汉时期 ,是中国社

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特别是汉朝“以孝治天
下 ”,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养老的丰富资料和经验 ,

对后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了解秦汉时期的
养老思想和养老政策 ,分析秦汉家庭关系 ,透视当

时解决养老纠纷的对策 ,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秦汉
时期的社会和历史 ,更有助于理解传统中国的养老
政策 ,为现今中国社会解决养老问题提供借鉴 ,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四、灾异与救济研究
1962年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

一个安流的局面 》(《学术月刊 》02期 )则从人文与

自然的互动关系上 ,对黄河泛滥成灾和安流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

1993年王子今《西汉救荒运输略论 》(《中国
史研究 》03期 )认为 ,两汉政府在以农业为主体的

38

第 3期 　　　　　　　　　　　　　　　王明强 :秦汉社会保障研究综述



经济条件下 ,重视组织高效的救荒运输以减缓灾荒

对社会的破坏。在救荒运输作为国家实行社会管

理的基本职能之一的另一方面 ,两汉社会的一些文

化特征也体现出来了。

1994年刘太祥《东汉防灾赈灾措施 》(《南都学

坛》1期 )认为东汉防灾赈灾的措施包括兴修水流、

赈济灾民 ,减轻农民负担、改革政事 ,减少人祸等。

1995年吴青《灾异与汉代社会 》(《西北大学

学报 》03期 )认为汉代灾异说与董仲舒“灾异谴告

说 ”有特别重大的关系。并从统治者制定或改变

政策、利用其进行政治斗争两个方面探讨灾异与政

治的关系。他在文章的最后两部分则说明了灾异

与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的关系。着重阐明了其与自

然科学的关系 ,认为这是中国自然科学落后于西方

的根本因素。

1998年赖文 ;李永宸 ;《东汉末建安大疫考———

兼论仲景 <伤寒论 >是世界上第一部流行性感冒研

究专著 》(《上海医学 》08期 )以现代流行病学为指

导 ,以《伤寒论》所载病证、疾病传变规律及伤寒方药

功效特点为依据 ;结合古今中外医学文献和气候、历

史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认为 :东汉末建安大疫很可能

是世界上最早有记录的流行性感冒 (简称流感 )大

流行 ,仲景《伤寒论》是世界上最早的流感研究专书 ,

伤寒六经病原本是建安年间流感病情不同阶段的症

候群。这一史实将对解释近现代流感流行史上的某

些问题及防治流感或有所启迪。

1999年《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 》张

剑光、邹国慰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

学版 04期 )两汉时期 ,史书明确记载的疫病有 38

次 ,平均每 11. 18年就出现一次 ,其特点为 :王朝后

期较前期增多 ;与行军作战紧密相关 ;乱世发生频

繁 ;高发区域在南方和东部地区 ;与其他灾害相伴

而行。对此 ,两汉统治者采取了帝王自责 ,给医药 ,

施钱财 ,开仓赈济 ,安葬死者 ,隔离病人等措施 ,以

缓和矛盾、减轻危害。

2000年王刚的《西汉荒政与抑商 》(《中州学

刊 》05期 )从西汉荒政角度考察了当时的抑商问

题。文章认为西汉荒政与其抑商在时间与力度上

有相当的对应关系 ;在荒政下 ,西汉财政陷入困境 ,

而商贾“不佐国家之急 ”,成为西汉统治者抑商的

直接原因。荒政引发的商人对土地、人口的兼并 ,

在此时更为突出 ,同时荒政下的社会环境 ,也增加

了其与官府对抗的危险性 ,这一切更促使西汉官府

推行抑商措施。

2000年井上幸纪《两汉魏晋南北朝的灾异政

策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01期 )从西汉确定“独

尊儒术 ”思想以来 ,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一直以儒家

思想作为其统治的依据。对西汉儒家思想集大成

有最大贡献的董仲舒 ,特别看重天人感应论 ,作出

“灾异谴告说 ”。封建君主应付灾异时所采取的灾

异政策 ,在两汉时期形成。其内容包括灾异对策与

灾异仪礼 ,分别起回答“天 ”的谴告、调节阳阴的作

用。魏晋南北朝时期 ,人事优先于天事的倾向反映

到仪礼运用 :其重点由灾异移到服丧 ;由日食移到

是旱灾。这种变化既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又反映了

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

2001年管德祥《两汉时期蝗灾述论 》(《中国

农史 》03期 )主要从西汉及东汉蝗灾发生时间和空

间分布入手进行研究。讨论范围涉及史书上的蝗

灾材料、蝗灾的发灾规律、水灾旱灾蝗灾的三者关

系、两汉蝗灾灾情比较及近人蝗灾研究评析等。此

外 ,该文通过分析史书上对蝗灾的用词及制作有关

蝗灾发灾简表 ,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把两汉时期蝗灾

的轮廓勾勒出来。

2001年刘少虎《论两汉荒政的文化效应 》(《益

阳师专学报》01期 )两汉荒政不但缓和了社会矛盾 ,

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稳定了封建统治 ;而且对整个汉

代的社会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其主要表现则是丰富和完备了汉代的礼乐文

化 ,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道德化、规范化 ;促进了

汉代思想文化的发达 ,使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说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而在科技文化方面 ,荒政

既有利于汉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又影响了中国古代

科技发展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由此 ,对汉代荒

政的评价 ,不能简单地视为迷信、欺骗。

2003年陈业新《两汉时期天体异常灾害论探

讨》(《社会科学战线 》03期 )梳理出对两汉天体运

行灾害思想的危害 ,指出对两汉灾害思想的评说应

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

2005王子今《汉代“海溢 ”灾害 》(《古籍整理

研究学刊 》04期 ) ,考察汉代的“海溢 ”历史纪录大

约有七次 ,其中明确由海底地震等引发的严格意义

上的海啸 4次。

2005甄尽忠《论两汉时期的地震与赈济 》(《河

南大学学报》03期 )指出 ,认为两汉时期是我国历史

上第一个地震多发期 ,频繁的地震与相伴而来的次

生灾害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损

失 ,由于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 ,当时的人们大多是从

灾异谴告这一学说去认识和理解地震。在地震发生

后 ,两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赈济措施 ,主要有减免赋

税、徭役 ,赈贷 ,节约开支 ,减轻刑罚和伤亡赈济等 ,

以此来缓和矛盾 ,保障民生 ,维护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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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杨孝军在《论汉墓画像中的灾异现象 》
(《东南文化 》03期 )中以汉墓画像中灾异图像资

料为研究对象 ,结合汉代社会流行的阴阳五行说、

天人感应论等 ,阐述汉代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对

人生信仰的追求。

2006年王子今《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 ”》考

察了汉晋时期的瘴气对社会的影响 ,他的《黄河流

域的竹林分布与秦汉气候史的认识 》强调了秦汉

时期的竹林分布是生态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都应

当关注的问题。认为黄河流域竹林“非自然生 ”是

缺乏证据的 ,他认为竺可桢以竹研究秦和西汉时期

的温和气候是有说服力的。

2006年彭卫、杨振红《说汉代火灾 》统计文献

记录的汉代火灾有 93次 ,两汉的火灾危险程度增

加。汉代人采取的灭火方式主要有取水灭火、以物

压火、巫术灭火等三种。与唐代相比 ,具有非专业

的特点。

2006年王文涛在《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 》

统计汉代的疫病流行次数约为 50次 ,两汉时期的

自然灾害已经呈现出链发性和群发性的特点。疫

病往往在自然灾害后流行。疫病次数的多少、流行

时间的长短和疫情的大小 ,与国家控制疫情的能力

有极大的关系。

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金霞祥的博士论

文《两汉魏晋南北朝祥瑞灾异研究 》认为祥瑞灾异

作为一种传统的政治理论与政治文化 ,较为深刻地

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与社会 ,其主要政治功能在

于为君主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服务。两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祥瑞灾异理论建构和普遍应用

的阶段 ,祥瑞灾异对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产生了深刻影响。

五、流民问题研究
1993年孙如琦《东汉流民和豪族 》(《浙江学

刊 》03期 )认为东汉时的流民包括因自然灾害、由

苛政处流向宽政处、由统治严密处流向统治薄弱

处、由内地逃往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由边境移向内

郡五种形式。他指出东汉对流民问题认识更深刻 ,

但解决流民的方式循规蹈矩。并认为豪强地主势

力使流民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1986年孙如琦《西汉流民问题初探 》(《青海

社会科学 》04期 )分析了西汉流民的去向 ,认为西

汉统治者十分重视流民问题 ,懂得只有牢固地抓住

了民 ,才能巩固统治。流民问题出于农民的无奈之

举。而且流民问题在武帝时日趋严重。具体措施

有招抚、优抚。但是西汉后期伴随着土地兼并和农

民破产的情况加剧 ,流民数量呈现加剧趋势。

2001年李伟、雍际春二人的《两汉流民问题初

探》(《兰州大学学报 》社科版 01期 )则通过两汉流

民问题的产生及其特点、两汉流民安置政策、两汉

流民问题的社会影响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

两汉时期的流民问题。

六、其他
2004年上官绪智、温乐平《从秦汉时期造船业

看水军战船及后勤漕运保障 》(《南都学坛 》02期 )

秦汉时期造船业 ,设有专门的造船机构 ,有中央与

地方两级之分 ,皆受中央王权控制 ;造船的场地分

布合理、范围较广 ,主要在关中、长江沿线、燕齐沿

海、南海、洛水一带 ;造船技术得到快速发展 ;在船

的性能、种类和数量上较前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

能够生产多种类型的战船 ,主要有小型快速攻击战

船、大中型战船、侦察船、载重运输船等。这些都为

水军装备先进的战船及军事后勤漕运船的保障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006年冯骊、上官绪智《汉代军队医疗保障制

度初探 》认为汉代政府比较重视军队医疗保障 ,在

军队中设有医疗机构 ,机构编制中有军医、医吏、医

卒等人员 ,其职责任务明确。对军队中各种疾病及

时的诊断和汤、丸、散、膏、丹等药物及外科手术、包

扎、针灸、外敷等治疗 ,对有病将士实行巡诊接诊、

病情报告、病休、请假、销假、传染病人隔离、病亡将

士抚恤等制度 ,反映了汉代军队医疗在组织人员、

药物和医疗技术、制度等方面有了相当高的保障

水平。
(责任编辑 :杨 　睿 )

Rev iew of the stud ies on soc ia l in surance in Q in and Han D yna sty
WANG M ing2qiang

( School of H istory and Culture, Southw est U niversity, Chongqing B eibei 400715, China)

Abstract:Ancient China does not have the concep t of insurance but has a lot of ideas and policies for hungry affairs of the state,

feeding the old and the young, and supporting the poor and relief system and so on, which are really p rim itive social insurance i2
deas. Ancient China regarded disasters and poor group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adm inistration, which accumulated abundant expe2
rience for social insuranc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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