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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 

 

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救助制度  建立应对相对贫困
问题的长效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郑功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首次提出了民生保障制度的新概念，并将其作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是对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各种民生保障制度安排的准确

定性，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将全面统筹推进中国特色民生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从而为社会救助

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良好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社会救助制度化、法制化，无疑是贯

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应有之义。 

    在新时代的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中，最重要的是明白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与发展什么。 

    70年的实践表明，我国社会救助制度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但始终坚持保障低收入困

难群体与弱势群体利益的目标取向，维护了社会公平的底线，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兜

底性制度安排。因此，首先应当坚持社会救助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和整个民生保障制度体系

中的基础性、兜底性制度安排定位，承担起免除所有人生存危机的重任，即任何人不因任何原因

陷入生存危机而不能自拔，这是其应有的功能定位。同时，坚持应救尽救的目标定位和政府负责

到底的责任定位。其次，应当坚持遵循社会救助的基本规律，适应我国国情，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要重视对低收入困难群体的扶助与照顾，这样才能实现同步小康，走向

共同富裕的目标。 

    任何制度都会面临时代发展变化的挑战，社会保障更是需要顺应人民福利诉求的持续升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是因为在 70 年的建设与发展中与

时俱进，坚持中国特色的国体和政体，坚持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公有制的主体

地位和政府对经济的掌控能力。同时，又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进行经济改革、社会转型和文化建设，

并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社会救助也不例外。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在过去 70 年间发生了重大变

化，实现了主要由单位或集体提供向政府提供的转变。时代发展到今天，绝对贫困现象即将被送

进历史，相对贫困对象将成为社会救助的目标群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应对相

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就是对社会救助制度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新要求。从主要面对绝对贫困人口

转向面向相对贫困群体，社会救助制度应该有一个升华，不能是以往制度的简单延伸和延续。在

此，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相对贫困。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大多数人而言的动态概念，即达不到大多数

人的生活水准就可以被认定为相对贫困，这意味着未来的社会救助对象并不一定会伴随国家发展

进步不断减少甚至消失，而会永远存在。只有搞清楚了相对贫困的概念及其水涨船高的边界，才

能明确应救尽救的责任与范围，并与时俱进地调整社会救助的目标与政策体系。因此，作为应对

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社会救助在未来必定是不断发展的，直至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同

时，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改变救助资源配置方式，完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在确

保救助制度切实兜住底线的同时，赋予促进救助对象具备发展能力的功能。 

    加快推动社会救助立法也是当务之急。因为只有法制化的社会救助才能真正全面落实政府的

救助责任，才能让困难群体的救助权益更加清晰明了，才能确保社会救助正常有序发展。建议在

推动社会救助立法中，一是要树立正确理念并对其准确定位。新时代的社会救助应当是应对相对

贫困的长效机制，是要让人民免于生存危机并能够获得发展能力、发展条件与发展机会。二是要

厘清社会救助制度的责任边界。社会救助应当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相协调，但又不能混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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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混淆了界线，即使短期内取得成效，也会留下后遗症，到时再矫正就会付出高昂的成本或代价。

三是要扩充社会救助保障范围。现在的贫困问题，在物质层面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而要解决精神

贫困、强化内生动力还是一个长期任务。因此，新时代的社会救助制度不能只考虑物质保障，还

要考虑物质保障的升级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保障。四是要努力制定一部优质的社会救助法律。不是

良法不可能带来善治，要站在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角度发出理性声音，制定一部高质量的社会

救助法。责任主体明确、救助对象明确、救助内容明确、救助标准明确，这才是立法的关键内容。 

    （本文系作者在 12 月 4 日“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与立法”——第六届中国社会救助研

讨会上的发言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