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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何文炯!刘来泽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A%C""$H"

摘A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国家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 公平统一且设计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降低商品及生产要素流通成

本!释放流通潜力的功能#因此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备要件" 然

而#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在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都存在不足#尤其是地区间和人群间的制度

政策差距大!部分项目资源配置不合理!绩效管理机制缺失等#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要求不相适应" 因此#要全面深化社会保障改革#不断增强制度的公平统一性#提高制度

运行效率#逐步统一社会保障权益设置!筹资规则!管理规程和服务规范#为形成全国统一

大市场作出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社会保障$公平统一$效率

中图分类号!IJC%,KAA文献标识码!LAFMN%C",CGC$!OP,?1Q9,R=RS7Q,!"!#B"%B"C#

近年来#中央提出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以打破市场分割为着

力点#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

#牵动着各领域的发展方向$ 一般认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主要是经济

领域的事情#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寥寥#因而学界鲜有结合二者的相关讨论$ 事实上#社会保障是以经济

手段解决社会领域问题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保障制度关乎每一

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其运行伴随大规模的资金流动#并且对全社会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都会

产生影响#因而社会保障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紧密相连$ 所以#有必要深入揭示社

会保障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系#分析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适应性#基于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需要#讨论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改革的思路和现阶段的重点$

一!社会保障与全国统一大市场

市场经济具有高效配置资源的优越性#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具有建设超大规模市场#并通过深

化分工)充分竞争)创新突破实现现代化发展的优势$ 但是部分制度性因素会造成市场分割#构成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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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屏障#或者直接抑制要素和商品的流通活力#使其流通潜力无法显性化$ 在迅速发展的数字化

时代#数字要素可以发挥促进供需匹配)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等造成的搜寻成本)决策成本的作

用*C+

#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更高的潜在效率和产出水平#这意味着导致市场分割或抑制流通活力的制

度性因素产生的机会成本更大#因而破除这些因素就有更强的必要性和紧要性#为此#构建全国统一大

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既要%拆篱笆&#也要%培土壤&

*!+

#其关键有二,一是提高制度的公平统一程度#

降低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通阻力-二是增强政策的提质激励作用#释放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通潜力$ 公

平统一且设计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一#社会保障制度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力是最活跃的因素$ 因此#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

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应有之义$ 社会保障制度是影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 如果社会保障

制度公平统一且设计合理#则劳动力资源将得到优化配置-反之#劳动力市场就会扭曲#其运行效率就会

降低$ 因此#统一且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有益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从而有益于形成全国统一大市

场$

第一#社会保障制度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侧影响劳动力要素流通$ 劳动者选择就业地区)行业和工作

岗位#不仅要考虑劳动报酬和发展机会#而且还要考虑自身的基本风险保障和家属的社会福利水平$ 地

区间和行业间社会保障政策的差别构成劳动者就业决策的影响因素#但其本身并不指示生产信号#由此

产生了劳动者在选择就业地区和岗位时的错配$ 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的差别还意味着劳动者需要对社

会保障项目及其领取条件和待遇水平等进行比较#增加信息搜寻成本$ 因此#地区间和行业间社会保障

制度政策差异是劳动力流动的一种障碍#而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的统一则有助于劳动力的市场化流

动*%+

$

第二#社会保障制度从劳动力市场需求侧影响劳动力要素流通$ 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用人单位减

少劳动力雇用)调整生产投入结构$ 社会保险费是一种直接的劳动力成本#如果全国各地的社会保险筹

资规则相同#则用人单位在选用劳动力时只要考虑工资和职工福利即可#否则就需要考虑社会保险费这

个因素,在社会保险筹资标准较高的地区#用人单位会倾向于减少劳动力雇用*#+

)提高资本劳动比*$+或

增加非正式员工的雇用比率*G+

$ 部分地区对用人单位规定的费率高于其他地区#意味着劳动者个人缴

费负担相对较轻或者保障待遇较高#这虽有益于吸引劳动力#但用人单位的用工意愿会降低#从全国层

面看#可能会出现劳动力就业困难与企业雇用困难并存的结构性问题$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流动能力#激发劳动力要素流

通潜力$ 首先#贫困)疾病等风险事故会影响劳动力的劳动能力和流动能力#使其难以发挥自身的生产

潜力#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通过给付资金或提供服务帮助风险事故遭遇者渡过难关#有针对性地提

高其营养水平)丰富其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增强其劳动技能水平#从而提高劳动力质量#降低劳动力流

动过程中面临的交易成本#这是对社会成员的一种直接人力资本投资$ 其次#在风险事故未发生时#项

目健全)水平适度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影响个人未来预期和风险应对策略#增强其自我投资能力和劳动

意愿$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提供基本保障的方式为社会成员解决基本生活的后顾之忧#增强其对

未来的信心-通过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服务将个人生活成本外部化#使得社会成员具备更多可及资

源和精力实现自身全面发展$ 再次#劳动者在基本风险保障以外仍面临各类异质性风险#因此保持适度

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激发劳动力积极性#促进其在享受社会保障权益的同时#积极参与劳动以增强

自身风险应对能力$

"二#社会保障制度与统一的资本市场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为资本自由流动创造条件#发展统一的资本市场$ 资本所有者会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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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向营商环境良好的地区#同时需要考虑企业经营的各类成本$ 任何一个社会保障项目及其运行都需

要相应的成本#其中包括企业承担的部分#我们称之为企业经营的社会保障筹资成本,企业缴纳的社会

保险费是企业的直接成本#社会救助和公共福利等项目由财政出资#这是企业的间接成本$ 因此#社会

保障资金的筹集和管理机制会影响资本的流通$

第一#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规则差异影响资本流向$ 如果社会保障项目待遇一致#并由中央政府统

一筹资规则#则各地的社会保障筹资成本大体相同$ 虽然人口结构)疾病谱)薪酬水平等因素的差异会

导致区域间实际筹资水平不同#但整体上看#此时资本在地区之间流动时#就不需要考虑社会保障筹资

成本这个因素$ 如果各地的社会保障项目和规则不统一#筹资水平和企业负担不同#资本流动的决策者

就会对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筹资成本进行比较#作为决定资本流向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第二#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水平影响资本流通潜力$ 社会保障筹资成本反映企业的生产负担#成本

过高将造成经营压力#弱化生产和创新能力#资本要素活力下降$ 企业的资金流具有多种潜在用途#包

括购买用于生产的设备和材料)投入生产技术和工艺的研发创新)扩大生产规模或调整经营结构等#但

这些都必须以满足国家强制性要求缴纳的社会保障费和相关税款为前提$ 社会保障筹资水平过高#则

进入生产流通渠道的资金就会减少$ 因此#设定社会保障的筹资水平时#不仅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职责

出发#充分考虑社会成员的基本保障需求-还要从保持市场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需求出发#考虑提高企

业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最优费率水平*K TH+

$

第三#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模式影响资本流通效率$ 社会保障资金规模较大#尤其是累积性的社会

保障基金#本身就是资本市场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其管理模式直接决定这部分资本的流通潜力$ 如果

采用分散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模式#基金统筹层次低)基金管理单位多#则社会保障资金进入资本市场

的环节就多)速度就慢-如果采用相对集中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模式#则社会保障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

环节少)速度就快#既有益于社会保障资金增值#也有益于资本市场规模扩大和效率提升$

"三#社会保障制度与统一的土地市场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为此需要推进土地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尤其

是农村土地的流转$ 目前#土地要素流通不畅#除了土地市场制度性障碍之外#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不足

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替代土地要素的部分风险保障功能#提高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增强土地要素的流动潜力$ 当农户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或保障待遇过低时#土地具备生产口粮

防范贫困风险的功能*J+

#也是农户获得养老保障的财产背书#作为农户自我风险保障手段的价值提高#

农户的流转意愿就会降低$ 部分农户外出从事非农产业后#宁愿自家耕地抛荒也不愿低价出租*C"+

#这

说明农户对土地的估值高于市场估值而不愿意放弃土地#土地要素在生产功能之外过多发挥了对农民

的风险保障功能*CC+

$

以社会保障的手段提高农民的风险保障水平#增强其预期收入的稳定性和对未来的信心#则农民流

转土地的意愿就会提高#从而有益于土地要素流动)形成统一土地市场$ !""J 年开始试行的农民基本

养老金制度#虽然保障水平不高#但对农户转出土地具有一定积极作用*C! TC%+

#即便是无老年人家庭也会

因预期改善而受此影响*C#+

$ 因此#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健全完善#为农民基本风险提供有效的制度性保

障#有助于农村土地流转率提高$

"四#社会保障制度与统一商品市场的繁荣

发展统一的商品市场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义之一#这里包括破除商品流通障碍和释放消费

潜力两个方面$ 目前我国商品市场的开放程度已经较高#商品流通的制度阻碍相对较少*C$+

#但由于部

分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不足#部分社会成员的消费信心不足#因而消费启动相对较慢#这就意味着商品

市场的繁荣程度和均衡程度不够$ 诸多研究表明#这与我国目前社会成员收入的整体水平有关#也与全

.H#C.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第 % 期



社会的收入差距较大有关*CG TCK+

$ 为此#需要通过持续的经济发展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同时

又要通过优化社会保障制度#释放全社会的消费潜力$ 事实上#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为社会成员提

供基本生存)基本发展和基本尊严的保障#免除其对灾难)饥饿)疾病)失能和贫困的恐惧#为全社会经济

发展创造稳定和谐的环境#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稳定的预期#从而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 另一方面#社

会保障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社会保障待遇给付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体倾斜#直接地提高这

个群体的现实消费能力#从而充分释放全社会的消费潜力#有效促进全社会商品市场的发展$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视角下社会保障领域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保障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实现了制度转型和惠及范围扩展#为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时应当看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现行

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不少缺陷#而且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社会保障虽然有新的发展机遇但

也会有许多挑战#例如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将对社会保障制度设计)运行规则和相关服务有新

的更高的要求$ 这里我们基于社会保障在降低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通阻力)释放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

通潜力的贡献度#从制度安排)政策设计)资源配置)制度运行效率等方面#考量现行社会保障对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适应性$

"一#社会保障政策的地区差异

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在地区间的统一性#不仅关系到各地区社会成员基本风险保障权益的平等性#

而且会影响到市场要素资源在地区之间的流动速度$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差异较大#加上%分灶吃

饭&的财政体制#因而社会保障领域带有明显的%地方分治&现象$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框架虽然全国统

一#但许多具体政策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制约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进程$

C,社会保障待遇规则差异A社会保障待遇是社会成员和劳动者关注的重点#但目前无论是社会救

助标准)社会保险待遇#还是面向特殊群体的公共福利#许多项目的待遇规则在地区间不统一#这就降低

了地区间社会保障制度福利水平的公平程度#并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成本#这里仅以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简称%职工医保&"中的个人账户使用规则说明之$ 从使用模式上看#有的地区采取通道式#有的

地区采用板块式#前者指个人账户优先支付#账户资金耗尽后自付或由统筹基金支付-后者指普通门诊)

定点药店购药等费用由个人账户支付#住院等费用由统筹基金支付$ 从具体项目上看#地方规定各异#

浙江省区别个人账户当年资金和历年结余资金#前者用于支付门诊和购药费用#而后者可用于支付由个

人承担的自负医疗费用和预防性免疫疫苗费用#并可用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重庆市则允许个人账户购

买%食健字号&保健食品$ 此外#各地在是否允许个人账户用于亲属医疗费用)亲属范围和医疗费用范

围方面的规定也并不统一$ 表 C 显示的是 !"!" 年全国省级行政区医保基金结余的结构性差异#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地方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区别$

!,社会保障筹资成本差异A社会保障筹资成本直接或间接影响市场资源流动$ 现实中#社会保障

筹资成本在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就扭曲着要素的流向$ 地区之间不仅自然)人口)经济)社会等因

素存在差异#而且社会保障筹资规则也有差异#因而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筹资成本差别较大$ 例如#企

业的社会保险缴费量由缴费基数和缴费比率两个因素确定#从多年来的实践看#各地的缴费基数确定方

法不统一#而且缴费比率也不同$ 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较长一个时期内#部分地区的社会保险缴

费基数采用单基数#部分地区则采用双基数$ 尽管近几年已经统一为单基数#但缴费基数的确定方法还

没有完全统一#部分地区参保者在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 G"U/%""U之间据实确定缴费基数#然后按照

参保者缴费基数之和确定用人单位的缴费基数#但有的地区则按照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 G"U确定参保

者缴费基数#再加总后确定用人单位的缴费基数$ 费率方面#前几年有关部门将用人单位的缴费比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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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 CGU#但是黑龙江)辽宁地区是由 !"U下调而来#而浙江)广东地区原本企业缴费比率则为 C#U#

而且迄今为止#各地的缴费比率还没有完全统一到 CGU$ 事实上#制度惯性和资金运转的安全要求使

得地方筹资差异难以完全消失$ 再以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为例#各地缴费基数的确定规则不同#有

的地区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为用人单位缴费基数#有的地区则直接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

与此同时#各地缴费比率也有较大差异$ 从表 ! 看到#这些城市之间用人单位的缴费比率差异很大#其

极差为最高者缴费比率的 %JU#最低者的 G#U$

表 !"#$#$ 年全国各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率

地区
统筹基金当期

结余率OU

个人账户当期

结余率OU

地区
统筹基金当期

结余率OU

个人账户当期

结余率OU

上海 "V"# $KV$% 吉林 C#VJ% !$V"J

山东 !VK$ C#V$C 河北 CKVCH !%V""

江苏 %V$% !KV$# 陕西 CKV#" !JVG$

青海 #VGJ %"V%% 浙江 CKV#K %!V#K

福建 $V#! !HVC# 内蒙古 !"VHJ !GV%J

河南 $VJK %!V"J 甘肃 !CV!H !CVJK

重庆 HV"J !%V$" 北京 !!VCH "V"!

安徽 HV!K CKVCK 贵州 !!VCJ CJV%"

广东 JV"C !$VKH 湖北 !%V!! !KVH#

山西 JVHK !!V!G 海南 !#VKC !VKG

天津 C"V!# $VJ" 云南 !$V!C !!VCK

广西 CCV"! !$VCH 宁夏 !$V!% C!V%H

辽宁 CCVC# C#VJH 黑龙江 !$V%$ !"V!H

湖南 C%V!# !#V%K 四川 !HV!% !"V#H

新疆 C#V"! %CV#! 西藏 GCV$G !JVHK

江西 C#V$$ !#VK#

AA数据来源,'中国医疗保障统计年鉴!!"!C"($

表 #"#$## 年全国部分城市职工医保单位缴费比率"含生育保险#

!

地区 比率OU 地区 比率OU 地区 比率OU

天津 C"V$" 武汉 HVK" 昆明 KVJ"

上海 C"V"" 长沙 HVK" 南京 KVH"

北京 JVH" 沈阳 HVG" 成都 KVK"

黑龙江 JV$" 海口 HV$" 拉萨 KVK"

杭州 JV$" 重庆 HV$" 长春 KV$"

石家庄 JV"" 贵阳 HV$" 南宁 KV%"

郑州 JV"" 乌鲁木齐 HV#" 西宁 GVJ"

兰州 JV"" 太原 HV"" 广州 GVH$

南昌 HVH" 济南 HV"" 呼和浩特 GVK"

银川 HVH" 西安 HV"" 合肥 GV#"

福州 HVK"

AA数据来源,各地医疗保障部门网站$

%,社会保障相关服务产业存在地方壁垒A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多数项目需要通过有效的服务供给才

能实现其制度目标#例如医疗保障需要医药服务)照护保障需要照护服务)就业保障需要教育培训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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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医保和生育保险合并实施后#部分地区公布的职工医保缴费标准包括生育保险缴费部分#出于统一比较考虑#

本表所列单位缴费比率均包括生育保险缴费#各地生育保险单位缴费比率普遍为 ",$U/CV"U$



业指导服务等#这些服务我们统称为%社会保障相关服务&#其市场的运行效率至为重要$ 然而#目前社

会保障相关服务市场存在地方壁垒#市场竞争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政府需要向企业或非营利组织

购买大量公共服务#发生购买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分离#形成公共服务准市场#导致政府和公民间出现委

托代理问题///作为委托人的公民希望获得质量更好的服务#而政府难以从服务质量中直接受益#具有

更强的激励选择促进地方发展的服务供给者$ 因此#本地供给者而非高质量供给者更容易受到青睐#从

而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相关产业发展存在地方壁垒#质量更高)创新能力更强的市场主体发展空间

受限#产能落后的主体生存时间更长#既不利于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也不利于相关产业提质升级$ 比

如在制定医保药品目录或进行招标集采的过程中#部分地区通过省内省外企业分别考核)省内企业保留

席位)省内企业纳税另外赋分等多种形式形成了医保药品流通过程中的地方壁垒*CH+

$

"二#社会保障权益的群体差异

现代社会中#社会保障权被公认为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这种权益的平等程度不仅体现国家的文明

程度#而且会影响到劳动力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的流动速度$ 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

原因#我国社会保障权益设置在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有的群体社会保障项目完备且保障待遇较

高#有的群体则保障项目不全且保障待遇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状况有许多改善#但还没有从根本

上改变$ 这样的社会保障权益设置#制约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进程$

C,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职工优先'A面向劳动者的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主要惠及有清晰劳动关系

的正式职工#其他劳动者难以进入#造成了职业流动障碍$ 这种设计忽略了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劳动风

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劳动关系绑定的社会保险制度愈发显示出与发展现状的不适应$ 信息技

术的进步催生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新兴经济形式#以外卖员)网络主播等为代表的灵活就业

者)平台劳动者难以在现行框架下找到确定的雇主并认定劳动关系#导致其难以参与职工社会保险制

度///或者需要为得到相同的待遇承担更高的成本#这严重抑制其参保意愿$ !"!! 年#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分别仅有 !G G"# 万和 %G KCC 万在职职工参保#但当年二三产业就业规模为

$$ GK%V# 万人#这就意味着分别有 $!U和 %#U的就业者未参加这两项职工社会保险制度$

!,国民社会保障权益&户籍优先'A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诸多项目仅针对户籍人口#这就意味着

非户籍常住人口无法在其实际居住地获得全部社会保障#这就抑制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潜力$ 户籍制

度是我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要行政制约因素#社会救助和特殊群体福利中的大多数项目与社会成员

的户籍挂钩#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难以申领同等待遇#获得居住证的常住人口仍面临其他条件限制$

对于有独立基金的货币给付型社会保障项目#外来的已参保群体受到一定限制#因为他们未对当地基金

做出过贡献#对于在当地新加入者限制不多-无独立基金的货币给付型社会保障项目#则因地方政府对

财政负担和福利洼地的担忧而有较多的限制#如一些地区低保边缘户申请仅面向属于申请社区所在辖

区的非农业户口居民$ 服务供给型社会保障项目则还要考虑地方的供给能力#面临资源的排他和竞争

问题$ 在社会保障的各个领域中#关联土地规模的住房保障)关联学位数量和教师编制的教育保障)关

联机构床位数量和护理人员数量的托养照护保障等#都是户籍门槛产生限制的集中领域#例如#各地普

遍明确规定残疾人托养服务只面向本省户籍的持证残疾人$

"三#社会保障部分项目资源配置不合理

社会保障资源配置不仅关系到社会保障权益的平等性#而且直接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进

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效率$ 这种资源配置往往通过社会保障项目设置和制度政策设计来体现$

然而#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是在改革探索中逐步形成的#缺乏整体性设计#也缺乏先进的技术#这就导

致社会保障体系本身运行效率不高#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也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着全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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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某些项目定位不清晰A社会保障各项目基于社会成员的基本风险保障需求而设置#否则必然导

致公共资源浪费$ 例如#老年人有贫困)疾病)失能)孤独等基本风险#因而国家需要设置基本养老金制

度以应对老年贫困风险#设置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应对老年疾病风险#设置照护保障制度和建设无障碍

环境以应对失能风险#设置精神慰藉制度以应对老年孤独风险$ 但是#现行基本养老金制度保障不足与

保障过度并存#老年医疗保障不足#失能老人的照护保障严重不足#导致养老保障体系整体运行效率低

下$ 而且最近 C" 多年来#许多地区实行高龄津贴项目#仅以年龄为依据#而非基于老年人的风险保障需

要#此类项目实际上仅有长寿奖励属性$ 又如#现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基金责任封顶制#因而难以

从根本上解决参保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再如#现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给付标准过低#

难以保障以老年农民为主体的老年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某些项目的互助共济性不强A互助共济是处理风险的经典方法#其最大的优势是降低全社会的

风险处理成本#从而提高整个风险管理体系的运行效率$ 互助共济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天然属性#通过有

效的互助共济机制#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提高全社会的风险管理绩效#而且能够产生积极的收入再分配效

应$ 然而#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某些项目缺乏互助共济的设计思维$ 例如#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分为两

大类#一是以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工薪劳动者群体为主的职工社会保险制度#二是以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的居民为主体的城乡居民社会保险$ 这两个系统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基金无法跨越系统#涉及资金

规模巨大的基本养老保险项目和基本医疗保险项目事实上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CJ+

$ 而在职工社会保

险制度内部#这两项制度均设置了个人账户#参保者个人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具有私有财产的属性#

不具备在群体内的互助共济性-在职工医保制度中#用人单位的缴费也有部分划入个人账户#高收入群

体的个人账户划入更多#这又削弱了制度的再分配功能$ 又如#困难群众救助资金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分担的比例不明晰#部分财力较弱的部分地区难以有效落实这类项目#使得这些地区的贫困者保障不

足#这说明中央财政的资助力度不足#区域层面的互助共济性不足$

%,对社会保障相关服务发展重视不够A社会保障领域的部分项目通过资金给付即可实现制度目

标#但许多项目需要通过提供有效的服务才能实现制度目标$ 事实上#社会保障是一种社会投资型社会

政策#或称发展型社会政策#需要提供有效的服务实现全社会人力资本的提升和人的全面发展$ 而且社

会保障相关服务的发展#不仅有益于优化资源配置)增进民生福祉#而且有益于现代服务业发展#从而促

进全社会经济增长#进而有益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繁荣发展$ 然而#许多人认为社会保障只是一种经济

保障#因而有关方面注重资金给付#对与之相关的服务重视不够$ 例如#针对失业者的就业帮扶和技能

提升服务尚未形成体系性的项目#对于社会救助群体的能力激活关注不够#幼儿托育服务发展水平较

低#面向失能人员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和照护服务供给均严重不足$

"四#社会保障领域缺乏绩效管理

从多年来的实践看#国家很少对社会保障领域各项目进行绩效评估#有关部门在总结社会保障及相

关成绩时#一般采用定性的评价方法$ 由此可见#现行社会保障领域缺乏绩效管理机制$ 客观地说#社

会保障项目的绩效管理具有较大的难度$ 经济政策实施后可以直接比较产生的经济收益和投入的政策

成本#以衡量政策的效率$ 然而#社会保障项目的主要产出是社会效益#比如人民生活满意度)患病群体

健康改善水平)生活困难群体生活水平改善程度等#不仅难以开展社会效益和投入成本的比较#社会效

益间的评价也比较困难$

值得重视的是#社会保障项目主管部门缺乏开展绩效管理的动力$ 一般地说#主管部门不会为自己

套上枷锁$ 行政部门在制度确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会选择问责压力更小的策略*!"+

#一旦开展绩效管理#

部门的工作负担会迅速提高$ 在这一逻辑下#各部门都不具备主动进行绩效管理的动力#除非有外生的

绩效考核压力#而这是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相关项目所缺乏的$ 还有一个原因#社会保障项目的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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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获得财政支持$ 无论是扩展项目还是提高标准#作为扶危济困的资金#财政部门难以压缩其支

出#但是检查和监督实际资金效果的财政支付却属于一种行政业务支出#虽然最终目的是为了社会保

障#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并非直接用于社会成员生活水平提高#因此更可能面临财政部门的审裁$ 主管

部门因此形成了%重提标扩面#轻管理落实&的工作倾向#这是因为保障标准和覆盖面是最易于评价的

指标$ !"!C 年度'民政部部门决算(报告中%社会救助管理项目支出绩效&一级指标包括产出)效益和

满意度#其中效益中的社会效益重点关注仍然是标准提高问题!低保标准增长率"和覆盖人数增加问题

!社会救助覆盖率"#满意度指标体现了对救助结果的控制#然而所占分值比率较低!C"U"#且其他质量

控制指标仍不具备$ 类似地#%社会组织登记与监管项目&中的可持续影响指标主要考虑吸引社会组织

的数量#没有考察社会组织发挥的具体作用$

缺乏绩效管理意识导致社会保障资金使用时创新不足#产生路径依赖#在工作开展中遵循一定之规

进行项目申报)资金获取和划拨#对现实生活中受保障困难群众的问题了解不足#难以发现随着社会经

济状况变化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不能及时据此更新保障手段)增减保障项目)调整保障资金)规范资

金使用$

三!建设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社会保障制度

要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适应性#必须从公平和效率两个维度优化社会保障

制度的设计规则#其中基础性的工作是#结合社会变迁对各类社会成员基本风险进行全面分析#根据政

府的基本职责和社会成员社会保障权益平等的原则#分别确定国民的基本保障权益和劳动者的基本保

障权益$ 据此设置基本保障项目#并根据效率原则选择各项目的组织运行机制#进而提出各项制度的运

行目标并将其作为绩效管理的依据$ 同时需要注意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伴随数字化时代进步#因而

必须充分重视数字化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

供了有力的工具#不仅有助于其实现数据整合和统一管理#还有助于提高其识别社会成员基本需求)提

高相关服务递送的精准性$ 另一方面#数字化要求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与之相适应#而且数字技术应用会

出现%数字难民&#例如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其社会事务参与程度较低)数字设施可及性更差#各类信息更

难以被捕捉分析#他们的需求偏好在项目和服务设计中的权重也就更低#而这些社会成员恰恰是社会保

障制度应予关注的重点$ 在此基础上#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进程#适时稳步推进社会保障领域的

各项改革#逐步实现社会保障权益设置)筹资规则)管理规程和服务规范的统一#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

的公平性)可持续性和运行效率$

"一#统一社会保障权益设置

实现社会保障权益在人群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平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要求$ 这就要求有一套完备的基本保障项目体系#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

基本的风险保障#其中每一个项目保持适度的待遇水平#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既无基本风险之虑#又有持

续奋进努力创造幸福生活之内在动力$ 为此#国家需要统一的基本保障项目设置和待遇确定规则$

C,统一规范基本保障项目设置A社会保障由基本保障和补充性保障两个层次构成#其中基本保障

是政府依法组织实施的项目#须以社会成员基本风险保障需求为基础#通过法定程序确定#而补充性保

障则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自愿和自费行为$ 一般地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面临贫困)疾病)失能等风险#

而劳动者则还面临失业)职业伤害等风险#因而基本保障项目可以分为面向全体国民的项目和面向劳动

者的项目两大类$ 然而#现行基本保障项目主要是从正规就业的城市工薪劳动者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

社会群体的#这些项目在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不仅影响着社会保障权益的

公平性#而且也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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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应当将社会救助各项目)基本养老金)基本医疗保障)照护保障)生育保障等项目明确为国民

基本保障项目#将就业保障)职业伤害保障等项目明确为劳动者基本保障项目$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

一是根据社会成员基本风险保障需求变化#完善基本保障项目体系#如建立面向全体国民)统筹城乡居

民和职工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生育津贴制度-二是按照精简的原则#归并相关基本保障项目#如将城乡

居民大病医保险整合进入基本医疗保险项目#将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三是立足数字时代劳

动形式和劳动关系的深刻变革#扩大部分基本保障项目的惠及范围#例如将失业保险的保障对象范围扩

展到全体劳动者#改造现行工伤保险制度#建立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伤害保险制度#此项探索可以从

新业态从业人员开始#逐步扩展到全体劳动者-四是积极推进基本保障项目制度一体化#逐步推进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整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整合#这其中的关键是改变国家财政对基本保障项目补助的倒挂现象$ 如图 C 所示#从 !"C$ 至 !"!C

年#无论是从全部参保者还是待遇领取者的角度来看#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均财政补助额均高于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 这样的做法必然导致群体间基本保障待遇差距不断扩大#制度整合难度增加$ 因此#

需要增加国家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助力度#逐步减少对职工社会保险的

财政补助$

图 CA基本养老保险人均财政补贴情况

数据来源,!"C$/!"CK 年财政补贴总额数据来源于'财政部关于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

算的说明(#!"CH/!"!C 年财政补贴总额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CJ/!"!!"-参

保人数和待遇领取人数来源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公报(!!"C$/!"!C"$

!,统一基本保障待遇确定规则A在推进基本保障项目规范设置的同时#需要逐步统一这些项目的

待遇确定规则$ 首先明确基本保障各项目的待遇水平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为原则#切实担当起

%兜底线&的职责#既要防止保障不足#也要防止福利依赖$ 例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设定#以保障受

助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原则#应当根据其实际居住地的生活成本为基础确定#而不能简单地追求地区之

间和城乡之间的标准统一-又如#基本养老金制度的职责是防止老年贫困#即保障社会成员年老之后有

一笔稳定的收入#确保其具有购买基本生活资料的能力#这里不包括医疗)照护等方面的支出需要#据

此#需要在建立照护保障制度)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对基本养老金给付标准进行重新定位$

其次#逐步统一基本保障各项目的待遇规则$ 基本保障体系中的部分项目通过直接资金给付实现

其制度目标#部分项目则通过购买相关服务$ 前者需要就资金给付标准设定全国统一的计算方法#例如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基本养老金给付标准)伤残津贴给付标准等$ 但后者的影响因素众多#既要在全国

范围内统一相关的基本规则#例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缴费年限)体现历史贡献的视同缴费年限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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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计算系数等-又需要统一相关的服务标准#例如基本医疗保障领域的医药服务标准)照护保障领域

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和照护服务标准)职业伤害保障领域的伤残等级评估和待遇给付标准#等等$

"二#统一社会保障筹资规则

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财务基础#社会保障筹资规则不仅关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能否持续健

康运行#而且关系到社会保障制度与市场建设的协调性$ 为此#要加快统一社会保障筹资规则#明晰基

本保障各项目的筹资责任#合理确定各主体的筹资份额#尽快统一筹资基数和筹资比率$

C,明确各主体的筹资责任A基本保障各项目是政府依法组织实施的项目#必须明确政府)社会成员

及其用人单位这三个主体的筹资责任$ 一般地说#社会救助各类项目和面向特殊群体的普惠型福利政

策基本上由政府财政出资#社会保险类项目则由政府)参保者及其用人单位!如果有的话"共担#而且政

府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承担最后的兜底责任$ 然而#就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而言#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

筹资份额不明确#各级政府之间的责任不明确#参保者个人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筹资责任也不够合理$ 为

此#一要明确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险各项目的筹资责任#除承担基金兜底责任外#明确财政对各项目的社

会保险费补助份额#其余部分通过征收社会保险费筹资#同时改进现行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使之努力实

现各项目基金收支长期持续平衡#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国家财政都有稳定的预期$ 二是明确各级政

府间的社会保障筹资职责#完善 !"CH 年制定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方案(#在明晰中央与省级财政对社会保障各项目支出责任的同时#尽快确定省级以下各级

财政对社会保障各项目的筹资责任$ 三是在调整社会保险参保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筹资结构的基础上#

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险各项目筹资规则$ 适度增加参保者个人的缴费比重#降低用人单位的缴费负担#不

仅可以促进就业#促进非正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社会保险#而且有益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统一社会保险费确定规则A社会保险各项目和各地区的社会保险费征缴规则不统一#使得各地

的劳动力基础成本不同)社会成员为获取社会保险权益的成本也不同$ 因此#要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的要求出发#加快统一社会保险费确定规则$ 一是以薪酬核算为基础推进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确定方法

统一$ 社会保险缴费一般以薪酬为基础#但目前我国的薪酬统计#无论是个人还是工作单位都没有明确

的计算方法#因此建议统计部门与就业部门共同出台一个统一的规范#为确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奠定坚

实的基础$ 以此为基础#尽快统一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计算口径$ 二是以社会保险精算制度

为抓手推进社会保险缴费比率计算方法统一$ 从学理上讲#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确定方法应当是统一

的)长期不变的#而缴费比率虽然是可以调整的#但其计算方法也应当是统一且长期稳定的$ 为此#需要

确立%以支定收&的原则#建立社会保险精算制度#按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长期平衡原则#科学地厘定社

会保险缴费比率#同时注意到费率的适度稳定性#使社会成员和用人单位有稳定的预期$ 三是建立统一

而清晰的社会保险基金调剂和资金转移支付机制$ 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人口结构差异)基本

风险损失规律不同#因而各地的社会保险制度运行成本不同$ 在社会保险制度统一)待遇规则和社会保

险费确定规则相同的情况下#各地方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责任就会冷热不均$ 为了保持各地社

会保险项目运行负担相对统一#就需要在防范道德风险的同时#采用适宜的统筹层级#并建立社会保险

基金调剂和资金转移支付机制#以确保各地社会成员都能够享受其应有的社会保险权益$

"三#统一社会保障管理规程

社会保障管理规程直接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相关各主体的行为选择#因而关系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

运行的效率#同时也关系到社会成员对社会保障各类服务的体验感受$ 因此#要按照效率的原则#优化

社会保障各项目制度设计#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加强社会保障政策统筹协调)建立社会

保障绩效管理机制等途径#形成统一而合理的社会保障管理规程#优化社会保障资源配置$

C,逐步整合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职能A社会保障各项目需要有相应的行政部门来组织实施并进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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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如果部门之间有合理而清晰的职责划分#则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运行的效率就会提高#否则效率就会

降低$ 就现行的社会保障相关部门职责划分而言#存在着过于分散和不够清晰等问题$ 为此#建议借鉴

国际经验#采用%大部制&的思路#将社会保障各项目的行政管理部门尽可能地整合#以降低管理成本和

协调成本#并减少不必要的摩擦$ 考虑到部门整合之事比较复杂#建议对目前存在的职能重复交叉等问

题进行梳理并理顺之$ 例如#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程度提高#全社会关注老年照护服务#多年来政

府多个部门参与其中#但职责划分不清#导致公共资源浪费$ 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将全面建立长

期照护保险制度#这就需要重新考虑民政部门多年来提供的养老服务)残疾人护理补贴及相关服务#卫

生部门提供的老年健康服务和部分地区实行的高龄津贴与这项拟建立的新制度之间的关系#因为这里

有保障对象)保障目标的重复交叉#因此会出现公共资源的重复享受和无效浪费等问题$

!,加强社会保障政策统筹协调A在进一步明确社会保障各项目制度职责定位)优化制度设计的同

时#要加强社会保障相关政策的统筹协调#提高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率$ 一是要加强保障目标交叉项目

的资源统筹$ 例如#卫生部门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障部门的基本医疗保障都是为了社会成员

实现健康生活而设置#二者在保障目标上具有连续性#在财政资金和医疗资源上具有竞争性#因此有必

要在医疗保险中注入疾病预防的元素$ 二是要实现保障目标相关项目的逻辑协调$ 如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最低养老金标准)工伤保险给付标准)失业保险给付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之间应当有一种清晰的逻辑

关系#目前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普遍远高于居民基础养老金显然是失当的$ 为此#既要建立工作上有

效率的会商协调机制#又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智能化的方式降低沟通协调成本$

%,建立社会保障绩效管理制度A必须建立社会保障绩效管理制度#尤其是对需要通过有效服务才

能实现制度目标的那些项目$ 一是对各项制度设定适宜的绩效管理目标#如群众满意度)脱贫率)返贫

率)受助就业率)平均失业时长)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回报率等#同时提高公共政策量化研究#科学评估不

同服务形式和购买手段对制度绩效的实际影响#并据此调整优化项目执行方式$ 二是在保证困难群众

待遇按时足额发放的前提下#制定上级财政根据绩效评价结果灵活调整转移支付规模的方法$ 三是制

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审计监督办法#将政府审计)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有机结合起来#并对外部审计

提供社会保障专业指导#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审计监督的专业化水平$

"四#统一社会保障服务规范

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和相关服务是影响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率的关键$ 尽管这些年来社会保障领域

的服务得到不断改善#但总体上说#社会保障服务的规范化和统一性明显不足$ 因此#要通过体制改革

和机制创新#优化社会保障服务规范#并逐步走向统一$

C,统一社会保障经办服务规范A社会保障项目众多且管理分散#因而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在项目之

间和地区之间存在诸多差异#有的项目连经办服务机构的名称)性质和职责定位也不同#其工作内容)工

作方式和工作要求差异更大$ 因此#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统一和规范$ 一是

要根据社会保障各项目职责定位)行政部门职能划分等的变化趋势#适度归并部分项目的经办服务机

构#并统一每一类机构的职责定位)名称)性质和工作内容$ 最近 C" 多年来#社会保障领域出现了与保

险公司等商业机构合作)由这类商业机构提供服务的现象#今后需要逐步明确相关关系#如长期护理保

险实施过程中#政府与保险公司签订投保合同还是委托合同$ 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建设跨部门的社会保

障综合服务平台$ 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建立#下一步是要让全部社会保险项目进入

这个平台#今后还要创造条件#逐步将社会救助)特殊群体公共福利和军人优抚等项目进入这个服务平

台#建设统一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 这一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按照项目逐一分类梳

理职能部门的合作关系#形成常态化的信息共享机制#将信息整合纳入经办服务的综合信息平台中#增

强社会保障主动发现功能#减少错保漏保问题#确保社会保障目标有效实现$ 增强社会保障卡的功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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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数字化手段逐步实现从区域到全国的%一卡通&$ 三是要建立社会保障的经办服务标准体系#包

括经办服务流程标准)服务质量标准)信息采集标准)业务经办标准)查询服务标准)绩效考核标准)满意

度评价标准等#避免申报材料重复提交#降低社会保障行政门槛#增强弱势群体对社会保障资源的可及

性$ 为此#要建立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系统内的统一评价考核机制$

!,统一社会保障相关服务规范A社会保障相关服务的供给机制)服务质量)服务价格等直接影响着

社会保障相关项目的运行成本)百姓体验感#最终影响制度的目标实现-而且这些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紧紧相连$ 为此#要加快发展社会保障相关服务并统一其规范$

具体地说#一是为社会保障相关服务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总体上看#我国社会保障相关

服务的供给不足#应将其作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重点#尊重价值规律#运用市场机制#吸引更多资源进入

社会保障相关服务领域#在购买医疗服务)照护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等的过程中减少公

办机构和私营机构间的歧视性政策和隐形%玻璃门&#培育公平竞争)有序规范的服务市场$ 同时提高

对社会保障相关服务领域创新服务)科技产品的购买力度#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破除社会保障相

关服务的地区藩篱$ 例如#通过有效的药品采购机制#破除基本医疗保障药品的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四

同药品省际间价格公平性#使之真正成为全国统一的市场$ 三是健全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与相关服务供

给部门的合作机制$ 这里包括服务产品的选择)服务供给机构的选择)服务价格的确定以及服务质量的

评估等方面#当前的重点是积极探索医疗保障和照护保障领域的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深化医疗保障付费

机制改革和长期照护服务标准化测算$

参考文献

*C+ 封进,数字经济下的社会保险体系,机遇)挑战与改革*.+,社会保障评论#!"!%!$",!#B%$,

*!+ 姚亚奇,既要拆%篱笆&#也要培%土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推进*@WOMX+,光明日报#!"!%B"GB"H*!"!%B"HB

C!+,433<7,

"

555,Y*:,?1OZ461Y?6O!"!%"GO?*13613[GHH#J%H,43\,

*%+ 于新亮#张文瑞#郭文光#等,养老保险制度统一与劳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基于公私部门养老金并轨改革的实证研

究*.+,中国工业经济#!"!C!C",%GB$$,

*#+ 马双#孟宪芮#甘犁,养老保险企业缴费对员工工资)就业的影响分析*.+,经济学!季刊"#!"C#!%",JGJBC""",

*$+ 唐珏#封进,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以 !C 世纪初省级养老保险征收机构变更为例*.+,经济研

究#!"CJ!CC",HKBC"C,

*G+ 袁璐璐#罗楚亮,养老保险费率对小微企业用工形式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C",K"BH$,

*K+ 于新亮#上官熠文#于文广#等,养老保险缴费率)资本///技能互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工业经济#!"CJ

!C!",JGBCC#,

*H+ 李姝#田马飞,社会保险缴费率会影响企业创新产出吗*.+,统计研究#!"!!!CC",$JBK!,

*J+ 熊航#江鹏#鞠聪等,农户自发性土地流转行为机制研究,仿真)验证与应用*.+,管理世界#!"!%!G",KCBH$#JJ#HGBHJ,

*C"+ 朱冬亮,农民与土地渐行渐远///土地流转与%三权分置&制度实践*.+,中国社会科学#!"!"!K",C!%BC###!"K,

*CC+ 王银梅#刘语潇,从社会保障角度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宏观经济研究#!""J!CC",#"B#$,

*C!+ 黄宏伟#胡浩钰,新农保对农村居民自我养老保障的替代效应///基于家庭土地经营面积变化视角的分析*.+,社

会保障研究#!"CJ!G",G$BK!,

*C%+ 钱文荣#洪甘霖#郑淋议,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基于数量和质量的双重视角*.+,农业经济问

题#!"!!!H",#BCH,

*C#+ 徐志刚#宁可#钟甫宁等,新农保与农地转出,制度性养老能替代土地养老吗///基于家庭人口结构和流动性约束

的视角*.+,管理世界#!"CH!$",HGBJK#CH",

*C$+ 刘志彪#孔令池,从分割走向整合,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中国工业经济#!"!C!H",!"B%G,

.K$C.何文炯等,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CG+ 杨汝岱#朱诗娥,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基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经济研究#!""K!C!",#GB$H,

*CK+ 陈斌开,收入分配与中国居民消费///理论和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C!!C",%%B#J,

*CH+ 黄燕芬#刘志成,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逻辑与推进路径*.+,江淮论坛#!"!!!#",!!B!J#GH#CJ%,

*CJ+ 蔡萌#岳希明,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CH!C",%GB##,

*!"+ 方珂#张翔#蒋卓余#等,从%自保式执行&到有效治理///地方自主性实践的制度路径转换*.+,社会学研究#!"!%

!!",C$HBCHC#!!J,

$责任编辑A陈A萍%AA

%&'()*%+',-(./ %/0.+12+3&-14)0+5&6.7+

4,(*5(68 &3) 96(3(+5:).(&6)*;)-<+.

]@^61BP9*1Y# XN8X'9BZ6

!>?4**+*2;/S+9?L=\919730'39*1# _0'=/'36>?4**+*2E46P9'1Y819:60793(# E46P9'1Y%C""$H#I491'"

=>0.-)'., 4̀6S/9+=91Y*2'/19296= 1'39*1'+\'0Q6397'79Y1929?'13=6?979*1 3*9\<0*:63466229?961?(*206B

7*/0?6'++*?'39*1 '1= '?496:6346Y*'+*249Y4Ba/'+93(=6:6+*<\613,L2'90# /19296= '1= 06'7*1'S+(=679Y16=

7*?9'+76?/093(7(736\4'73462/1?39*1 *206=/?91Y346?90?/+'39*1 ?*73*2?*\\*=93967'1= '+7*2'?3*07*2<0*B

=/?39*1# 06+6'791Y346?90?/+'39*1 <*36139'+,̀ 4/7'1 6226?39:67*?9'+76?/093(7(736\97'1 6776139'+<'03*2'/B

19296= 1'39*1'+\'0Q63,]*56:60# 346?/006137*?9'+76?/093(7(736\4'774*03?*\91Y791 S*34 2'901677'1= 6229B

?961?(# 67<6?9'++(346+'0Y6Y'< S635661 06Y9*17'1= Y0*/<7# 346/106'7*1'S+6'++*?'39*1 *2067*/0?67593491

7*\6<0*P6?3# '1= 346+'?Q *2<602*0\'1?6\'1'Y6\613\6?4'197\# 549?4 =*671*3\66334606a/906\613*2

S/9+=91Y'/19296= 1'39*1'+\'0Q63,̀ 46062*06# 939716?677'0(3*?*\<0646179:6+(=66<61 346062*0\*27*?9'+

76?/093(# ?*1391/*/7+(614'1?63462'901677'1= /192*0\93(*23467(736\# 9\<0*:6346*<60'39*1 6229?961?(*2

7(736\# '1= Y0'=/'++(/192(346673'S+974\613*27*?9'+76?/093(09Y437# 291'1?91Y0/+67# \'1'Y6\613<0*?6B

=/067'1= 760:9?61*0\7# 7*'73*\'Q6<*7939:6?*1309S/39*173*3462*0\'39*1 *2'1'39*1'+/19296= +'0Y6\'0B

Q63,

?+/ @&-50,/19296= 1'39*1'+\'0Q63- 7*?9'+76?/093(- 2'901677'1= /192*0\93(- 6229?961?(

.H$C.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