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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

父母以家庭为征收单位可免除相当于一个子女的最低生

活标准的所得税税额，现行的子女最低生活标准为4368

欧元/年。也可以选择用免税额代替子女津贴。子女全部

达到18岁以后，免税优惠将取消。

2012年联邦议会在讨论联邦财政年度预算和2013年

至2016年中期滚动预算计划草案时，基督教民主联盟与

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三个党派均提出建议，对在

家庭中由父母自己照料的已满2周岁不满4周岁的子女，

国家应按月发放照料补贴。该建议在议会讨论通过，并从

2013年开始执行，对象是2012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子

女，2013年补贴为每个子女每月100欧元，2014年以后每

个子女每月150欧元，领取至每个子女满4岁止。领取照

料补贴的家庭必须符合相关的具体规定。2013年联邦财

政对该项补贴的总支出计划为3亿欧元，2014年支出为

11.1亿欧元，2015年将达到12.3亿欧元。

二、教育促进政策

教育是每年联邦财政预算必须保证有较多增长的支

出领域，除对各级学校的经费支出外，对大中小学生的

直接补助也是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同级的

学校属不同级的政府管辖，经费支出由各级财政负责，

因此不同的州和市有各自的管理规定和支持促进政策，

对大中小学生的补贴标准也不尽相同。尽管标准各异，

但在教育促进法和公共财政支出的基本框架内，各州对

学生的补贴项目和范围还是一致的，主要的内容包括：

免除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中专、技术学校的全部

学费；为中小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配餐、课间牛奶；为上

学路途超过一定距离的学生提供免费校车；向在校学生

提供免费校服；向父母收入较低的学生提供生活补贴等

等。对大中专学生十几年前是免收学费的，但由于对在

校学习的时间没有严格的限定，导致一些学生无限期地

延长在校时间，迟迟不毕业，因此联邦政府提交议案经

议会讨论通过，决定向入学学习的大学和高等专科学生

收取一定数额的学费，一般在每学年300欧元左右。与其

他国家相比，德国的大学学费是很低的。在收取学费的

同时，政府还向大学和专科学生提供非全额补贴和助学

□张东明

近30年来德国人口出生率呈明显下降趋势，老龄

人口又呈明显上升趋势，这两大趋势促使几任德国政府

首脑针对社会人口发展的趋势和矛盾，深入研究应对的

有效方针和策略，制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福利政策。

由于社会福利政策属于长效政策而长期实行，成为联

邦、州、地方三级财政共同承担的支出任务，所涉及的

各种财政补贴已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家庭促进政策

家庭促进政策包括父母养育津贴、子女津贴和父母

养育年假。

1.养育津贴。养育津贴针对生育子女的父母，在最

初一年内，父或母一方不工作，或者每周工作不超过20

小时，专门照料或主要照料子女，且其配偶的总年收入

低于5万欧元的，可获得政府发放的子女养育津贴。标

准一般为每月300欧元，从孩子出生后可以领取12个

月。如果父或母一方为照料子女不工作，或在照料子女

的同时每周工作在30小时以下的，还可领取一份相当

于生育子女之前净工资收入的65%至67%的父母医疗

保险福利金，由医疗保险机构发放。该项福利金最低限

为300欧元，最高限为1800欧元。

2.子女津贴。子女津贴针对子女人数而定。一对父

母养育2个以下子女的，每个子女每月可领取184欧元

津贴，第三个子女每月可领取190欧元津贴，第四个子

女每月领取215欧元津贴。津贴领取年限到18岁为止。

如果18岁时该子女正在接受教育，或者因残疾不能正

常工作劳动的，子女津贴可延长发放，最长可延至27

岁，如果中间有服兵役或做有酬劳社会服务工作的时

间，之后又继续接受教育的，工作酬劳超过一定限额时

将不发放子女津贴。返回学校学习时可继续领子女津贴

至27岁为止。残疾子女无劳动能力的27岁以后由社会

救济部门安置。

3.养育子女免税政策。父母在养育子女期间可享受

部分免缴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在子女未满18周岁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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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贷款无利息，在毕业工作后偿还。

三、住房补贴政策

住房补贴是专为保障低收入家庭或个人的基本居住

条件而制定的救助性政策。对于没有自有住房的居民，需

要租房而居，政府在适时发布房租指导价的基础上，对收

入过低，难以支付房租的家庭或个人，经过本人申请、相

关部门核查批准，可以获得住房补贴，以家庭为单位申请

住房补贴的，可包括子女人数。住房补贴支出由联邦财政

和州财政共同承担，各负担支出总额的50%。每年联邦财

政的住房补贴支出在6-7亿欧元之间，2011年支出为7.45

亿欧元，2012年计划为6.5亿欧元，2013年计划为6.3亿欧

元，该项支出有所下降主要源于失业人数的减少，如果经

济景气状况不好，失业人口增加，住房补贴支出必然会明

显增加。

四、住房建筑补贴政策

德国政府鼓励居民自建住房或购买商品房，对收入较

低的就业者，如加入住房互助基金会，可获得住房建筑补

贴。住房互助基金会对入会者的收入有明确规定，单身者

年收入不超过25600欧元，已婚者夫妻二人的年收入不超

过51200欧元。入会者按月按收入比例缴纳互助金，联邦

财政在入会者为建房或购买住房贷款时给予一定的补贴，

2004年起规定月补贴额度为年缴费的8.8%，最高限为单

身者512欧元，已婚者1024欧元。联邦财政对住房建筑补

贴支出每年维持在4.5亿欧元左右，2011年为4.35亿欧元，

2012年为4.86亿欧元，2013年计划为4.54亿欧元，2014年

该项支出开始有所减少，至2016年减到2.96亿欧元，原因

在于联邦政府正在对现行的补贴政策进行修改调整，将会

改变补贴方式，减少这方面的财政支出。

五、社会救济体系

德国的慈善救济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的慈善救

助是由教会和私人慈善机构来施行的，具有“普度众生”

的色彩，但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真正形成社会救济的模式

还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建立德意志联邦政府开始，以

政府为主导形成广泛的社会救助体系，目的在于保障那些

没有正常收入来源又不能获得社会保险的人起码的生存条

件，使他们在衣食住行以及健康医疗等方面能够维持最基

本的生活水平。

1.一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局是代表政府实施社会救

济的实际工作部门，需要救济的人员在相关机构进行登记

并经过核实后即可按月领取基本生活费，同时享受政府实

施的免费医疗救助。最低生活标准是由社会福利局根据经

济发展状况、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基本

文化教育需求状况、现行最低生活标准增长比例等各方面

因素综合平衡后计算得出的，对单身者、单身有子女、已婚、

已婚有子女以及残疾人等各种不同生活状态者有不同的支

付标准，对特别困难的人群，还可获得最低生活标准20%至

60%的的附加特别需求补贴，领取社会救济的人员进入退

休年龄以后，如符合养老保险的规定，可转入养老保险系

列，由养老保险机构支付其养老金。如不符合养老保险条

件的，仍由社会救济部门按月发放社会救济生活费。

社会救济的政府责任主要由州和地市两级财政承担，

联邦财政承担特殊情况下的救助支出。

2.历史遗留问题与战争遗留问题的救济资助。战争遗

留问题包括战争受害者与牺牲人员供养和战争受害者与牺

牲人员救济两个方面，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别。战争受害

与牺牲人员供养是指依据联邦相关法律规定的在军队或与

军队类似机构服役服务人员，在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伤残、

死亡时由国家给予本人及家属的供养费用，依伤残程度划

分等级，按标准对受害人及其家属、遗属给付生活费用。

给付标准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一般生活需求进行调

整，具有津贴性质，其中包括子女抚养和教育费用。一般对

直接受害人或牺牲人员遗属的供养费为终身领取，不与养

老保险合并或发生冲突，被抚养子女的抚养费用给付至则

18岁，超过18岁仍在学习阶段的按相关法律规定享受延长

给付费用至27岁为止。目前历史遗留的供养人员及家属以

及遗属问题随时间的推移已经为数不多，但在后续的战争、

反恐、维持世界和平等国家行动中的受损害及牺牲人员的

供养问题仍然存在，目前领取国家供养费的约有267000

人，其中老联邦州（原西德）约有217000人，新联邦州（原

东德）约有40000人。战争受害者救助主要指联邦财政对不

符合长期供养条件的受害人进行短期救济或一次性救助的

费用支出，也包括法律规定下的赔偿补偿支出，以及对有

特殊困难的供养人员的一次性救助支出。

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是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适度的保障与福利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社会

稳定又是经济发展的坚实后盾。多年来这一制度体系伴随

着改革在不断地完善，它体现了德国政府在稳定社会、促

进发展方面的方向性选择，因此，任何一届政府都不会轻

易改变它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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