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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自 2003 年国家建立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制度以来,各地普遍建立了救助管理机构,为城市生活无

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服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体系的完善,城市生活

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数量正逐步减少。面对这一现象,需

稳步推进救助管理机构转型。

救助管理机构的重要贡献

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的建立,是我国

社会救助制度的重大创新,是国家治理理念和实践的重大

转变。20 年来,各地救助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为一个个有

特殊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了帮助和服务,使他们的生活得

到基本保障,并按照政策给予人文关怀和相应的救助。总

结起来,有三个方面的积极贡献 ：一是有效保障了这个特

殊群体的基本人权,并使其中部分成员有了新的发展机会；

二是有效减少了许多可能发生的极端性事件,促进了社会

稳定、团结和文明进步 ；三是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

提升了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奠

定了重要基础。

救助对象减少及其原因分析

无论是从统计资料和在各地调研所取得的信息,各

类救助管理机构的救助对象数量正在逐渐减少。初步分

析,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我国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老百姓的

生活状况都在好转。全社会整体经济状况的好转,必然

导致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体规模缩小、数量减少。二是

随着民生保障制度的全面加强,尤其是国家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的建立健全和国家反贫困政策的有效实施,低收

入群体和困难群体普遍得到基本保障。

积极稳妥推进救助管理机构转型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是一项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救助制度,各地的救助管理机构是这项制度

得以有效落实的基础。面对救助对象逐步减少的现实和趋

势,需积极稳妥地推进救助管理机构转型,建议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手 ：

继续发挥职能作用。尽管救助对象逐步减少,但救助

管理机构仍需要继续存在。究其原因,一是受多种因素的

影响,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体还会长期存在。二是自然灾

害和意外事故发生的概率及其损失程度存在不确定性,群

众遭遇临时性困难的现象还会继续出现。因此,这项制度

和各地的救助管理机构需要继续发挥职能作用。   

 进一步拓展工作内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救助对象的结构和诉求会发生变化。因此,救

助管理机构的工作内容需要进一步拓展,包括转型升级传

统业务、拓展业务范围。如,积极探索为有劳动能力的救

助对象提供就业帮扶,为其提供就业机会并获得新的发展。

此外,当突发事件来临时,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作为一个重

要的应急避难点,成为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与有关部门的合作机制。救助管理机构需要创

新与有关部门的合作机制,尤其是与公安部门、城市管

理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和临时救助部门的合作机制,以

及与养老服务、残疾人托养和儿童福利等机构的紧密合

作关系,使之与临时救助等相关制度能够有机衔接,形

成全社会的整体合力。同时,需要进一步优化救助管理

机构的内部运行机制,创新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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