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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

命题和重大现实课题，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的基础性理论命题，亟待中国学界做出科学的理论回

应。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是国家现代化的标配，但当今世界并无公

认的最佳社会保障模式，更无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德美英日等国家

的社会保障都打上了本国烙印，这一客观事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

度的重大理论命题提供了参与借鉴。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确定性，中国式现代化又为中国特色社

会保障制度提供了确定性，这两个确定性决定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

模式与路径选择必然要深刻地反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时空境遇，进

而必然是打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烙印且植入中华传统保障基因

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有别于既有模式的崭新的社会保

障制度。它应当具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性特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追求的目的性价值、以家庭保障和互助友爱为基石的本土性元素、以

适应时代发展守正创新的先进性品质、以社会主义制度加持的可持续

性优势，这些独特的价值内涵无疑有别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

障制度模式，并能够实现价值理念、制度构架、实践效果上的超越。



现代社会保障天然具备共享本色，这一本性决定了它并非以维护

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追求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构成部分。换言之，

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而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的需要，这是其社会保障制度通常只具有或是主要只具有工具性价值

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保障是其应有之义，人民性是

其根本特质，它使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共享机制直接反映着国家发展成

果的全民共享程度，其发展水平可以被视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标

志。

人民性特质还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无止境，发展

也无止境。从过去强调雪中送炭、兜底保障，到现在突出基本保障、

多层次保障，再到未来走向共同富裕、建成福利中国，中国特色社会

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就是要持续不断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中需要具备中国要素，包括充分体

现社会主义属性，避免资本力量及其代言人主导社会保障理论、政策

和舆论，杜绝资本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扭曲社会保障实践路径；坚持

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以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

调配套为条件，并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势；要适应中国社会结构变化

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和人的观

念与社会行为的深刻变化以及人民群众福利诉求的全面升级；要与中

华传统保障机制相融合，在制度建构中注入中华本土性元素；还要遵

循“采多国之长，行大国之道”的国际借鉴基本逻辑，同时清醒地认



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在

借鉴中必须注入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已取得重要进展。其实践效果集中体

现在覆盖面的持续扩大和保障水平持续提升上，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

规模最大的、惠及全体人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已经成为全体

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与有力的制度保障，但这一制度尚

未成熟，因以往改革的探索性与历史局限性，局部领域还存在着偏离

客观规律、不适应中国国情的路径偏差，其不良效应日益显性化，亟

待厘清建制理念、矫正路径偏差。

要摒弃用银行家思维、承包制思维来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破除欧

美式迷信，廓清私有化、市场化迷雾，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建

设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出发，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指向，在

国家发展全局中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为优化制度安排

的取向，确保制度设计优良，并在发展进程中根据需要与可能分别按

下快慢键，真正做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公益社会协调配套、高效

联动。坚决清除法定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私有化成分，将中国制度优势

转化为治理效能，抓住重点保障项目，优化关键性制度安排，抓住“十

四五”“十五五”关键窗口期积极作为，确保人民有清晰、稳定的安

全预期并实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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