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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是最好的。一是自然环境，包括赏心悦目的景观和污染较

少的空气；一是自由轻松的气氛；再有就是优厚的社会福利

待遇。澳洲的社会福利就像这里的阳光一样慷慨大方，普照

着众生。而且，这阳光主要也是聚焦在那些赤膊赤足的穷人

身上，人们没有把这个温暖浪费给有钱人，因为他们自然还

有更奢侈的空调冷气可以享受。当然，晒太阳晒久了，人就

容易昏昏欲睡；而在冷气的刺激之下，人们却是个个都在抖

擞地忙碌着。不过，这是后话。 政府津贴，涵盖人们的各种

困难 澳洲政府所运作的福利，多数都是以津贴的形式来发放

。政府的津贴品种繁多，有家庭津贴、青年津贴、新开始津

贴（失业者的福利）、生育津贴、免疫津贴、家长补助、子

女补助、托儿津贴、住房补助、残疾儿童津贴、护理人补助

、土著青年助学金、偏远地区儿童补助、健康护理卡、老年

津贴、鳏寡津贴、残疾人津贴、老年优惠卡、老年健康卡、

电话补助、退伍军人津贴、孤儿养育津贴、领津贴者的教育

补助，等等。这样看，这些津贴虽然还没有详细到理发或买

秋菜的程度，但是，基本上，各种困难的情况都已经能覆盖

得到了。 因为澳洲的家庭情况可能会很复杂，21岁以下领青

年津贴的人，也许就会有了孩子，所以各种津贴之间，有的

可以相互交叉，有的互不兼容，都有明细规定。津贴的数额

也随着申请人的收入、资产、婚姻状况、子女状况的变化而

变化，力争作到让最困难的人拿到最多的钱。为了避免滥施



恩惠，许多津贴的申请都需要做收入和资产的评估。 比如，

一个子女的家庭，如果全家年收入在66403元以下的，就可以

领每两周23元的家庭津贴；收入在23550元以下的，可以领到

全额，是每两周99元至128元（取决于孩子的年龄）。在澳洲

，有79％的家庭每两周给每个孩子领23元的家庭津贴。钱的

数额不大，对于一般收入的家庭来说，也就算是政府的一点

心意。但是，对于低微收入的家庭，这些钱却很可能让人们

不至于去吸毒、犯罪或者自杀。 在医疗方面，首先，所有的

居民都享有医疗护理卡。凭着此卡，在公立的门诊、医院看

病的医疗费（诊断和各种检查的费用）全免。比如说，做一

次超声波或X光检查，你可能要在一张100多元的单据上签个

字，而这笔钱就全由政府来支付了。人们认为，任何人都有

权利免费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不过，药费通常都要自己来

付。低收入者以及领某些津贴的人，都可以申请到健康护理

卡。拿这个卡，每次买医生开的药，你只需付3块多钱（普通

的处方药都是11元左右）。如果你在一年内的药费超过了166

元，那么下一年的药费就全免。享受不到健康卡的人，基本

上就是已经富裕到买得起健康保险的程度了。福利的重任，

就托付给保险公司来承担了。 在澳洲，老年人的日子都过得

比较潇洒。这里的老人，很多都是自己顶门立户地独立生活

，所以开销也并不小。一般情况下，政府的养老金能保证最

基本的日常消费，但是，人们更多地还是依赖自己的退休金

。澳洲人的工资大约有10％左右不发给本人，而是存起来，

作为以后的退休金。这样，很多人在退休时都存有十几万或

几十万的数额。所以，当看到老人们三五成群地去老年俱乐

部玩，你就知道他们不仅有这份本钱，而且也有这份心情。 



虽是典范，却很难效仿 除了政府的津贴以外，社会上还有许

多国营的或私营的各种福利机构，从方方面面来把这福利事

业给补充圆满了。这些福利机构，有的是政府拨款，有的靠

自己化缘。我就曾目睹悉尼的一家福利机构明确呼吁：要那

些做儿童产品广告的厂商多多掏钱。理由是，那么多家长都

在失业，你们怎么好意思这么死乞白赖地引诱人家的孩子来

消费。要钱的结果不得而知，但福利人员的工作精神却可见

一斑。 现在，澳洲的福利制度已经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

的典范。但是，这一样东西却和产品、科技不同，很难能不

伤筋骨地全盘端走。首先，你的硬件必须先配套了。澳洲的

税务制度的完善和电脑网络的发达，是许多国家一时半会儿

也配置不齐的。有时，当你去跟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可

能人家都不问你尊姓大名，只要你报上一串数字，然后，你

的财产、收入、家庭、工作等等情况就都会一目了然。这样

，你跟政府隐瞒不了，政府对你也亏待不得。有了这样的硬

件环境，这种福利制度才能保证不出偏差，正常运行。 另外

，澳洲的福利制度也是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一分一毫地

积累起来的。所以，这个制度和它周围的社会天生就血脉相

连，契合得严丝合缝，没有移植过来的那种排斥反应。在整

个演化的过程中，从1809年，纽省成立第一家慈善机构，

到1900年，纽省政府通过养老金法案，到1945年，在公立医

院实行免费医疗⋯⋯到今天，各届政府一直在给这种制度不

断地添枝加叶、修修补补，使其日益完善起来。 其实，对于

政府来说，这福利制度和任何其他的制度、法规都一样，只

不过是一种盈亏与否的经济学上的算计，和领导者个人的仁

慈或吝啬并没有关系。在澳洲，因为政府的主要收入都是来



自老百姓的税收，所以，政府的工作性质，也就相当于是广

告代理、航运代理，或是婚介、房屋中介这一类行当，都属

于空手套白狼的服务行业。百姓就是政府的客户，百姓的钱

若是没给花好，那政府就有被炒掉的危险。 具体地说，福利

太多了，人们会觉得自己是在辛苦工作来养活一批懒汉；福

利少了，穷人又会叫苦连天，社会安全秩序下降，看起来也

显得太不景气。所以，这个制度就在这松紧之间、在复杂与

简化之间循环地上升着。到现在，它不但是为澳洲度身订做

的，而且已经就成了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别人如果也穿上

这身皮，那一定就会很不合身。 福利太多太好了，也需要改

革 其实，当别人还在拼命效仿时，澳洲自己倒是成天都在嚷

着要改革。政客们都觉得这身行头简直陈腐落伍得要命，拖

累得国家经济不能轻装前进。 的确，即使是和西方国家相比

，澳洲的福利制度也太过优厚。比如，在多数西方国家，只

要最小的孩子满12岁，政府就不再发给家庭津贴。在澳洲，

这个年龄限度则是16岁。福利给得太多，不但国家负担重，

而且人民也容易安之若素、不思进取。总统霍华德就曾说：

现在，一个低收入的人如果把他的失业救济金和其它的各种

津贴全都加起来，那么，他重返工作岗位的动力就会很小。

没有急迫到等米下锅的程度，人们就总是难以急中生智。 所

以，福利虽好，但这种“救济金文化”却是十分要不得。曾

有这样一件趣事：在征集澳洲的象征标志时，除了悉尼歌剧

院、港湾大桥之外，还有人提出了一个恶作剧的方案--就是

在福利机构里等候领救济金的那个队伍。假如你住在穷人区

，当邮差的摩托车在门前停下又走开之后，同院里另外那几

家平时默默无闻的小屋里，就会齐刷刷地钻出几位来，出来



看信。而且，都并非老弱病残，全是青壮劳力，甚至是那种

倘若在街上狭路相逢，都会让你心惊肉跳的模样。想到这些

人都在这样地被人救济着，谁都会觉得这不是个事儿。 在美

国，失业救济金的数目是随着时间而递减的。意思是说，政

府帮得了你一时，但帮不了你一世。而澳洲政府似乎就狠不

下这个心，下不了这个手。澳洲的办法是，所有申请的人，

必须参加“活动测?”，证明你在积极地找活儿，并愿意接受

任何活儿。不久前，政府又推出了“为救济金而工作”或叫

“相互义务”的计划。就是说，政府可能会派给领救济金的

人一些工作来做，比如搞清洁、植树、刷墙之类的，给你提

供一个增加工作经验、回报社会的机会。假如你不珍惜这个

机会，那就别怪政府不救济你了。别忘了，政府总得跟人民

有个交代。 不过，据失业者们说，靠救济金的日子并不好过

。不但生活依旧拮据，而且没有社会地位，缺乏自尊。生活

就如同一潭死水，没有生气。但是，工作又实在是难找。所

以，长远地看，只有经济的发展，才是人民真正的福和利。 

变化的世界中，大家都在审时度势地修正着自己。因为走过

的路不同，所以，这个福利制度也应该是没有模式，但求合

适。nb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