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出国签证，对绝大多数中国
人来说都有一种抹不去的酸苦。除了
签证申请费的负担，手续之繁琐、条
件之苛刻、等待之漫长、结果之难料，
都让人欲哭无泪。

10月中旬李克强总理访问泰国
有个亮点：推动两国互免签证的协商
谈判。从李总理的表态来看，中泰将
会很快达成持普通护照互免签证的
协定，这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提起出国签证，对绝大多数中国
人来说都有一种抹不去的酸苦。除了
签证申请费的负担，手续之繁琐、条
件之苛刻、等待之漫长、结果之难料，
都让人欲哭无泪，欲说还休。

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的文件，截
至 2013年 8月 18日，中国共与 80个
国家达成互免签证的协定。数字还差
强人意，但仔细一看，几乎所有的国
家要想免签，都需要你持有中国外
交、公务或公务普通三种护照类型，
只有非洲的塞舌尔和欧洲的圣马力
诺两个弹丸小国，普通中国人持有的
因私护照才能免签。

此外，还有十个国家（贝宁、波
黑、老挝、马其顿、孟加拉国、摩尔多
瓦、塞尔维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亚美尼亚），持有中国普通因私护
照，但加注“因公”字样，也可以免签。

问题是，又有几个中国人、通过
什么渠道、能在因私护照上加注“因
公”呢？另有六个国家（阿塞拜疆、白

俄罗斯、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
瓦、土库曼斯坦），倒是可以免签，但
是必须随团旅游，仍然要接受旅行社
苛刻条件，并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当然还有极少数为了吸引中国
游客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约旦等，
可以办理落地签证，但那和免签是两
回事。除了给对方交费，你还首先要接
受中国的海关边防查验，才能出境。所
以截至目前，真正能给普通中国人免
签的就上述塞舌尔、圣马力诺两个小
国，加上到今年10月31日互免协定生
效的毛里求斯，一共就三个国家。

这和我们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
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安理会常任国
地位、全球经济总量第二、不断增加
的对外援助、日益改善的国际环境和
持续高涨的大国崛起气氛，应该是极
不相称。

原因是什么呢？
过去我们是国穷民更穷，强烈的

意识形态、输出革命，让不少国家对
中国心生忌惮。现在我们和平发展，
互利合作，广交朋友，神舟飞船都上
天了，普通人出国怎么还这么难呢？

而且实际上，虽然有中国人在国
外滞留、举止不文明等现象，但总体

上各国是欢迎中国人来旅游、消费、
投资的，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低迷，中
国影响越来越大的背景下。

既然是互相免签证，我们不清楚
外国的深层情况，但可以分析一下中
国的因素。我国有独特的护照制度，
分为因公和因私两大类。

根据外交部网站的介绍，因公的
又分为三种：一、外交护照，供高级领
导、外交人员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等使用；二、公务护照，供副县、处级
（含）以上公务员使用；三、公务普通
护照，供副县、处级以下公务员、国有

企事业单位因公出国人员等使用。
这三种护照由外交、外事部门发

放，要么免签，要么涉及到的手续、费
用由单位负责，签证申请由各级外办
统一办理，不用因公出国人员操心、费
力、花钱。我国有庞大的公务员队伍，
每年的公款出国也很多，但是由于走
的是不同于因私护照的渠道，对他们
来说，是否免签影响不大。即使免签，
他们出国也需要政审、批文、组团等，
其他手续仍需要单位统一办理。

另外，有一部分持因私护照的工
商富裕人士，只要愿意付钱，自有各
类机构帮他们代办各种商务考察签

证、多次往返签证。他们中的一些人
由于工作和生活需要，可以申领外国
的绿卡、办理投资移民等，方便进出。
因此对于以上两类非富即“贵”或又
富又“贵”的有钱人和公务员，要求免
签的积极性不大。

而对于持因私护照的绝大多数
普通人来说，免签的需求太强烈
了。除了护照不如因公的好使，各
种与出国有关的手续，如护照申
领、体检、公证、保险，都收费不
菲。比如，和护照大小差不多的结
婚证，一对两本，才 9元；而护照

一本就200元，加注贴个条20元。
再比如，在国内公司购买 15天

的出国/境保险，动辄就几百元；而同
等时间、保额的保险，根据我参加赴
台自由行的体验，台湾的保险公司才
卖 37台币，折合人民币不到 8元。理
论上台湾由于顾客少、市场小，应该
更贵才是。

因此为了方便百姓出国，我国除
简化手续、降低费用外，护照制度是
否也考虑调整优化？所谓的公私都是
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哪一个私企、
私人不纳税、不参与公共生产呢？特
别重要的是，外交部门应该主动和外

国谈普通国民的免签问题。
对比我们条件好的国家，可以争

取；和我们差不多，甚至不如我们的
国家，应该尽快谈判协商，惠及国民。
如果不能全国到位，可以参考港台自
由行的做法，先开放几个护照签发地
的省市进行免签试点，再逐渐扩大。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
实力增强的过程中，不断对外谈判协
商，争取国家利益和国民福祉。比如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 40多年中，坚
持对外修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国
民免签、甚至移民南美巴西达成国际
协议。再比如我国台湾，把免签作为
一个提升影响、惠及民众的战略举
措，今年成功地争取到和美国互免签
证，使免签地超过 100个，让普通百
姓和公务人员，共享便利。

比较目前和我国完全互免签证
的三个小国（塞舌尔、圣马力诺、毛里
求斯），泰国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
旅游方面更有影响。李克强总理出访
造势，双方尽快协商达成免签协定，
对我国国民未来自由进出东盟、亚太
地区意义重大，并将大大增加国民的
民族自豪感。

央视采访什么是爱国，习近平主
席提出实现中国梦。对普通人来说，
拿中国护照，珍爱自己的中国国籍，
就是爱国；某种意义上说，从闭关锁
国，到持中国护照免签旅行，就是实
现了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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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福利国家地位岌岌可危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德国是

一个社会福利国家，德国基本法第
20章 28条对此有明文规定。看一看
德国的联邦预算就可以一目了然。今
年的 1450亿欧元财政部预算的近一
半用于社会保障，家庭、青少年和劳
动市场政策。德国平等福利联合总会
称，未来，这笔预算开支的数额将不
再够用。

管辖着 1000多个社会福利和卫
生组织的德国平等福利联合总会在进
行了一次调查研究之后认为，德国的
社会保障开支需在目前的基础上每年
增加350亿欧元。该联合会主席罗森布
鲁克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有针对性的
和大规模的增加投资，今天的福利国
家未来将不复存在。”罗森布鲁克在柏
林介绍其调查结果时表示，在下一个
立法会议任期内，仅社会保障财政预
算开支至少需要1420亿欧元。

保障最低生活需求
公益福利组织平等福利联合总

会认为，德国的8项福利政策领域迫
切需要采取行动。根据调查结果，平
等福利联合总会认为，有必要将哈茨
IV救济金标准从目前的每月 382欧
元提高到464欧元。为了保障最低生
活标准，避免老年人贫困，政府必须
每年增加社会福利开支 61亿欧元。
为了保障享受救济金者房租和水电
费支付能力，政府必须为此每年额外
增加开支52亿欧元。

调查报告认为，养老护理领域也
需额外增加社会福利开支 87 亿欧
元。罗森布鲁克说：“额外曾加这些开
支只是为了保障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其目的不是为了加强社会福利，而是
为了保障必要的生活水准以及维护
德国的经济地位。”

各政党也看到改革的必要性
平等福利联合总会认为，他们提

出的以上要求基本上符合联邦议院
各政党的选举纲领。罗森布鲁克说："
引人注意的是，虽然各政党在其选举
纲领中谈到很多问题，但是很少谈及
具体数字。因此我们认为，他们目前
的选举纲领根本没有达到在我们看
来必须达到的诚信标准。"他说，谁在
联邦议院竞选中要求进行改革或者
做出改革承诺，谁就必须敢于承认需
要增加开支。“他必须列出具体费用
并且告知资助改革的资金应该来自
何处。”

富人应该掏腰包
为减少老年人贫困，德国福利政策需改革

平等福利联合总会认为，通过提
高税收来进行社会福利改革是毋庸
置疑的。该联合会主席罗森布鲁克
说：“对于这笔资金，是否应该在全国
进行重新分配，而且不给任何人的财
富造成严重伤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是肯定的。”

德国社民党和绿党提出的实行
财富税、提高遗产税、提高最高税率
以及实行股市交易税的建议已经表
明，政府额外增加上千万欧元的财政
预算是可行的。“如果再加大打击逃
税的力度，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将有更
大的空间，因为据德国税务联盟的估
计，逃税使德国每年损失 400 亿欧
元，而经合组织德国分部则估计每年
损失达1680亿欧元。”

福利国家面临困境

《中国青年报》分析认为，从战后
到 20世纪 70年代，是欧洲大陆福利
国家的鼎盛时期，高福利不仅让穷人
获得了尊严，还让太多原本应该在优
胜劣汰的市场中激烈竞争、追逐成就
的人，懒洋洋地依偎在国家的温暖怀
抱里。福利国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大
恩惠，但也是一个重负。

1950 年，法国的政府支出占
GDP 的 28%，德国占 30%，美国占
21%。到 1999年，法国的政府支出占
GDP 的 52%，德国占 48%，美国占
30%。今天的欧盟人口只占世界总数
的 7%，而社会开支却占了全球的一
半。更为糟糕的是，西方的社会老龄
化趋势，将加大未来在养老金、社会
保障和医疗上的花费。

20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
遭遇了普遍的衰退、滞涨以及奇高的
失业率，加之国家过度干预导致的官
僚主义和低效率，传统福利国家模式
变得难以维系。福利国家的近况正变
得越来越糟。《华尔街日报》2011年8
月的一篇文章指出，英国有 25万人
要等待 18 个星期以上才能得到治
疗，而过去十年全国医疗系统的支出
翻了一倍；2002年到2008年，法国和
意大利的暴力犯罪，分别上升了近
15%和 38%；截至 2011年 6月，欧元
区的失业率为 9.9%，25岁以下人群
的失业率为 20.3%；近一半的欧洲
人，因年幼或年老的缘故而被归为

“依赖”型，在工作年龄段人群里真正
在工作的只有64%……

欧洲已不再是乐园，未来它还会
变得更糟，改革势在必行。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撒切尔首

相，就已经开始尝试改革不堪重负的
福利社会体系。但在欧洲，倡导自由
市场的势力，从未能撼动福利国家的
根基。就连“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也
没能触及国家卫生系统，充其量是不
再扩大福利范围。本轮全球金融危
机，使得她的后继者卡梅伦首相，面
临着“改不动也得改”的绝境。

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话来
说，“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福利国家
模式从未遭遇过真正的政治挑战。现
在，福利国家已经撞上由经济现实和
财政状况筑起的‘南墙’。”现任欧洲央
行行长德拉吉说得更明白：“过去有人
认为，欧洲非常富有，可以让公民用不
着工作。但现在情况不再如此，必须埋
葬老式的欧洲社会福利模式。”

2011年，英国政府废除相关制
度，不再为16-24岁无偿工作的年轻
人提供失业津贴。在此前一年，英国
卫生大臣安德鲁·兰斯里提出了一项
引发轩然大波的法案，要求改革英国
人引以为豪的国民保健服务体系，引
入更多竞争。

在法国、德国以及那些饱受主权
债务危机困扰的欧元区国家，政府财
政紧缩和削减福利支出，成为当前和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主基调。在另
一个堪称福利国家典范的大国加拿
大，斯蒂芬·哈勃总理的上台，也标志
着该国福利体系的收缩得到了选民
的支持。

凡此种种，证明传统的福利国家
已经渐行渐远。

“福利国家”概念的由来
福利国家的概念出现于战后

1945年的英国，它倡导“普遍受益”，

强调全民(不仅限于穷人)都应从社会
保障制度中受益。不过，其最初的灵
感和雏形，却具有讽刺意味地来自那
位统一了德意志的普鲁士“铁血宰
相”俾斯麦。作为一个保守的专制主
义者，俾斯麦镇压了 19世纪 80年代
的社会民主运动，但为了安抚劳工阶
级，维护社会稳定，他通过立法建立
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
医疗保险制度及社会保险。

现代福利国家最重要的设计师
则是英国的贝弗里奇勋爵，他于
1942年发表《社会保险报告书》（亦
称《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建立“社会
权利”新制度，包括失业及无生活能
力之公民权、退休金、教育及健康保
障等理念。现今人们耳熟能详的“从
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社会，便是
他首次描绘的。

如果把19世纪80年代德国引入
养老金作为开端，把1948年英国启动
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HS）作为顶峰，
那么欧洲福利制度的创立足足用了
半个世纪。二战后，欧洲逐步建立起
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以英国为例，
20世纪四五十年代，通过《国民保险
法》、《国民保健法》和《国民救济法》
等一系列立法，奠定了福利社会的法
律基础，60年代，一个“从摇篮到坟
墓”的“福利国家”体系建设完成。

尽管其具体实践形式因地方传
统和政治特色而略有不同，但从总体
上看，福利国家成为所有西欧国家的
主要社会模式。虽然当今世界上大多
数国家并未建成福利国家，但向社会
成员提供最基本的（俗称“兜底”）福
利保障理念，已深入人心。

再见吧再见吧！！欧洲福利国家欧洲福利国家

传统的福利国家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欧洲已不再是乐园，未来它还会变得更糟。
一位美国作家曾写道：“在20世纪，如果你碰巧出生在瑞典，那就像中了头彩一样。”这句话在

相当大程度上并非虚言。但近来，欧洲传统福利国家频频告急，德国联合会主席罗森布鲁克警告
说：“如果不进行有针对性的和大规模的增加投资，今天的福利国家未来将不复存在。”

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欧洲大陆福利国家的鼎盛时期，高福利不仅让穷人获得了尊严，
还让太多原本应该在优胜劣汰的市场中激烈竞争、追逐成就的人，懒洋洋地依偎在国家的温暖怀
抱里。福利国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大恩惠，但也是一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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