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来自地方的实践与创新

席　 恒　 　 凯迪日耶·阿不都热合曼

　　摘　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百年目标的确立，充分调动和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创新动

力。 社会保障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给地方政府的实践与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场域。 通过社会保障体

系的不断完善筑牢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政策基础，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人群和区域的收入差距，借助

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不同群体和区域的共同富裕能力，把社会保障政策融入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是社会保障促进

共同富裕地方实践创新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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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行动指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特征。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化解社会成员社会风

险、提升社会成员社会福利、保障社会成员社会权益

的制度安排，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本研究

在对我国东中西部四个典型省（自治区）关于社会

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先进经验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总结不同地区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经

验，探索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

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一、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共

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
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是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

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是治国安邦的大

题。 社会保障作为化解社会成员社会风险、提升社

会福利、保障社会权益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包容

性、共享性和发展性的社会保障政策，实现了社会保

障促进共同富裕的收入增加、收入调节和政策赋能

的基本逻辑，促进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１］ 。
（一）社会保障促进社会成员收入增加

社会保障作为一国基本的经济支持制度和收入

再分配制度，通过对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供给和人

群之间收入的时间再分配（生命过程中的劳动时期

与非劳动时期）与空间再分配（不同收入水平的人

群之间），增加了全体国民的财政性转移收入、社会

性转移收入和代际性转移收入，促进全体人民富裕

程度的不断提高。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减少

全体社会成员的消费支出，特别是能够提高低收入

人群的生产、生活自由度。 针对不同生命周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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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阶段和不同性别的社会成员的普惠性社会

保障政策（如普惠性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社会

保障政策），通过直接的财政性转移支付，可以有效

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 而且，由于低收入

人群对具体收入数额一般相对敏感，其普惠性收入

增加的边际效应显著大于普通人群，从而进一步提

高了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的机会和水平。
（二）社会保障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

社会保障政策通过财政社保支出等方式，调节

不同社会成员财政性转移收入、社会性转移收入和

代际性转移收入的结构和程度，有利于促进全体人

民的共同富裕。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类再分配政

策，本质上就是通过制度性的筹资方式与法定待遇

给付之间的错位，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实现财富的

流动与共享。 特别是中国共享型社会保障模式，有
效调节了社会成员的收入结构，缩小了不同群体之

间的收入差别，使社会成员可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共享美好生活，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社会保障赋能社会成员公平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的风险化解机制、福利提升机制

和政策调节机制能够赋能全体社会成员，提升个体

的危机应对能力、风险抵御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社
会发展能力，为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进而

实现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功能。 社会保障

制度的首要功能是危机化解和风险预防。 只有通过

前瞻性的制度安排积极准备，才能使个体和社会在

风险来临时从容应对。 社会保障制度的能力建设及

其在社会支持、科技支撑基础上对个体危机防范意

识、风险抵御能力的培育，能够有效降低个体的危机

度和风险度，赋能全体社会成员，提升个体危机应对

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进而为其收入增长能力和致

富能力的提升创造条件。 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功能

是通过系统性的福利政策和民生保障政策，不断提

升社会公众的福利水平，提高个体的适存度，赋能全

体社会成员，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发展能力，
进一步为收入增长能力与致富能力的提升创造发展

基础。 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功能是通过社会成员的

互济共助与合作共享，促进社会团结与公平正义，使
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能够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获得发

展的机会。 这就需要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

的精准度，通过社会保障政策的收入调节能力，有效

调节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断实现每一社会群体

发展的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为全体国民的共同富

裕创造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基础。

二、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
来自地方的实践经验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至 ７ 月，本课题调研组分别前往浙

江省、江苏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
对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民政厅、医保局、乡
村振兴局等部门开展了专题调研①。 调研发现，在
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

中，地方政府以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

和具体举措，不仅有效提高了区域社会保障水平，还
为国家社会保障政策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具
有创新意义和推广价值。

（一）浙江省：以共富型大社保体系建设推动共

同富裕的实现

浙江省作为出口大省，其制造业、服务业等民营

经济发展迅速，具有强大的经济韧性和发展活力，为
创设共富型大社保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调研组测

算结果显示，浙江省 ２０１９ 年共同富裕指数为 ０．９７６
（全国排名第 １ 位） ［２］ ，表明其收入分配公平程度与

居民富裕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均保持在较高水平。
２０２１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浙江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为浙江省

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根本遵

循。 在此背景下，浙江省提出，以全域人口公平享受

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为目标建设共富型大社保体系。
浙江省共富型大社保体系的构建，以筑牢民生之基、
夯实社会发展之本为目标，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与社会救助等维度进行了全面探索。

１．持续推进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养老服务

保障水平提升

第一，浙江省近年来积极探索提升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待遇水平。 ２０２２ 年，浙江省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个人缴费档次由原来的 ６ 档增加至 １３ 档，最
高档为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３００％。 城乡居民月人均

养老金金额逐年上升，２０２２ 年达到 ４３３．４２ 元，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此外，浙江省还多次提高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低标准，２０２２ 年提高至每人每月

１９０ 元。 不断提高的养老金最低标准在一定程度上

缩小了不同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待遇差距。 第二，
惠民保实现省域全覆盖，续保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自 ２０２０ 年起，浙江省以设区市为单位，率先在全省

域推进惠民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项目———浙里惠民

保，并实现省域全覆盖，有效防范化解因病致贫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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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为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获得打下更坚实的基

础。 ２０２３ 年，浙里惠民保投保人数高达 ３２７１ 万人，
投保率为 ５８．８％，续保率超过 ８０％，三项指标均居全

国第一②。 全民准入，保障公平，解决商业健康保险

市场覆盖率低、老年人和已患病群众不能参保等问

题，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重大改革项目的有效实践。
其中，丽水市创新实施的浙丽保，在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参保率分别高达 ８５．３％和 ９３．３２％，连续两年位居

全国第一。 第三，积极探索扩大养老服务补贴范围，
完善高龄老人养老服务补贴机制。 浙江省对年满

８０ 周岁、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高龄老人给

予高龄补贴③，并对本省户籍低收入家庭的 ６０ 周岁

以上失能、失智及生活能够自理的高龄（８０ 周岁以

上）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补贴④。
２．积极促进长护险、重疾险与养老护理补贴提

质增效

第一，浙江省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范围不断扩大，
成效明显。 自 ２０１６ 年全国试点启动以来，浙江省在

宁波市等地陆续开展试点，克服了制度碎片化等弊

端，实现了全省试点“一盘棋”，统一了筹资、待遇、
认定等标准，坚持城乡一体、参保覆盖全民等原则，
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普惠性。 第二，重
疾险强化兜底保障。 杭州市出台的《杭州市构建因

病致贫防范长效机制实施办法的通知》，进一步优

化了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政策，提升了杭州

市参保群众的医疗保障水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浙江

省以“强化综合保障兜底机制，多渠道筹集建立医

保暖心无忧专项基金，探索家庭和个人医疗费用负

担封顶制度”为目标，出台了《杭州市困难家庭医疗

费用负担封顶制的实施意见》，并于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式实施，以此实现医疗费用超标部分百分百

兜底⑤。 第三，探索养老护理补贴政策。 目前，浙江

省内尚未出台统一的老年人护理补贴政策，但部分

地区已建立起护理补贴制度，如丽水市云和县为未

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

养老服务补贴的且具有本县户籍的低保、低收入及

收入边缘家庭的失能失智人员提供护理补贴，帮助

他们解决长期照护困难问题⑥。
３．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提升工伤、失业保险

保障能力

第一，在工伤保险方面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

需求，扩大覆盖范围。 ２０１８ 年，浙江省成为首个将

实习生和超龄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的省

份，并于 ２０２１ 年通过《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将新业态劳动者纳入覆盖范围。 杭州市出台实施

《关于部分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试行）》，使
部分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超龄就业人员、技工院

校实习生、外卖员、网约车驾驶员、即时递送“跑腿

儿”等在平台接单的从业者和基层快递网点快递员

可以单险种优先参加工伤保险，有力地促进了工伤

保险向职业劳动者广覆盖。 ２０２２ 年，制定出台的

《杭州市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实施

办法（试行）》进一步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
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渠道。 第二，浙江省在

推进失业保险省级统筹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的基础

上，着力打造高质量就业创业体系。 通过“人人都

有较为合适的岗位”等措施，实现了就业困难人员

动态清零，山区 ２６ 县新增就业倍增，低收入农户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等目标。 ２０２２ 年，山区 ２６ 县低

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７３２９ 元，比上一年增长

１５．８％，增速比全省低收入农户平均水平高 １．２ 个百

分点。 同时，浙江省还积极打造“浙里好创业” “浙
派工匠”名片和就业服务智能化全贯通等项目，为
高质量就业创业体系提供有力的公共平台支撑。

４．紧扣共富目标，积极助推社会救助事业高质

量发展

第一，积极开展社会救助数字化改革。 近年来，
浙江省不断推动社会救助标准城乡统筹，率先推进

了数字化改革，包括大救助系统以及智慧救助场景

应用等；探索推进社会服务联合体和社会化参与机

制，依托“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平台，开展物质＋服
务救助工作。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项保民生、托
底线，事关困难群众衣食冷暖的基础性社会救助制

度，为了更好地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浙江省率先

实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乡统筹、市域统筹。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浙江省实现了 １１ 个设区市低保标准

市域一体化，各市年低保标准均达到 １１０００ 元。 此

外，浙江省还全面落实了一次性生活补贴发放，２０２２
年共为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

３．８８亿元；以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对象为重点，同步

实施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专项救助，丰富探访关

爱、善居工程等帮扶服务，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兜底保障成果⑦。 这些既是浙江省积极推进社会救

助区域统筹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其社会救助事业

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标识。 第二，困难群体救助标准

实现全省统筹。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浙江省开始实施《关
于健全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通过

明确对象认定、完善救助标准、推进城乡同标、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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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协议签订，增强集中供养能力，完善分散供养照

料服务，落实保障措施等，有效提升了特困供养工作

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使特困人员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得到切实增强。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浙江

省共有特困人员 ３．５２ 万人（其中农村特困人员 ３．１６
万人），基本生活保障月标准人均达到 １７５６ 元，为全

国第一个实现城乡统一标准的省份⑧。
５．积极探索社保基金安全规范管理新体系

２０２０ 年，浙江省基本完成全面划转部分国有资

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工作，成为全国划转最快的省份，
率先从“划转”进入“管理”阶段。 基于地域特色与

股权资源优势，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率先提出建设

“共富型社保股权资产运营商”新目标，探索以社保

股权管理助力浙江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浙

江省财务开发公司持股 １５０ 余家大中型企业，通过

建立标准化体系，推动股权平台管理由粗放向精细

转型。 据悉，“已构建社保股权管理标准化体系，明
确‘共富型’功能定位和‘优资产、增收益、搭平台’
的管理目标，构建了社保股权资本划转、资本权益、
资本收益、 资本运营、 资本生态 ‘五资’ 话语体

系”⑨。
（二）江苏省：以低收入人群补差机制促进共同

富裕

江苏省地处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和长江

三角洲的中心位置，是连接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

区的“一带一路”区域的重要枢纽，拥有得天独厚的

资源条件。 据调研组测算，２０１９ 年，江苏省城市共

同富裕指数为 ０．８９２（全国排名第 ３ 位） ［２］ 。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考察时为江苏省发

展指明了方向，强调江苏省必须在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走在前列，加快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和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做
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

率，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争做示范，在率先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奋力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

建设新篇章。 调研发现，江苏省积极发挥社会保障

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作用，聚焦群众增收、差距缩

小以及提升共享水平等维度，在促进低收入群体共

同富裕水平提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１．高效规范，聚焦低收入人群精准识别

第一，为更好地认定低收入人群，江苏省先后出

台了《江苏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江苏省低保边缘

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认定暂行办法》和《关于健

全社会救助主动发现工作机制的通知》等文件，规
范了特困人员认定条件、认定程序和服务管理。 坚

持改革创新，部署各地采取线上“大数据”比对、线
下“铁脚板”走访摸排等方式，强化了对低收入人口

的主动发现。 第二，通过不断完善低收入人口监测

的预警机制，发挥社会救助信息系统功能，加强了与

医保部门、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流平台之间的数

据共享，从而更好地掌握低收入人口实际需求。 此

外，江苏省联合多部门修订完善《江苏省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工作规程》，在收入核算、经办程序、服务

管理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规范。 在服务内容上，江
苏省积极发展服务类救助，为低保、特困人员等困难

群众提供能力评估、照料护理、关爱巡访等多样化的

服务。 第三，将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就业

救助以及价格临时补贴等救助帮扶政策覆盖到新认

定的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初步形成了

较为完整的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的政策体系。
２．小步快走，建立低收入人群集体补助机制

江苏省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着力点，自 ２０２１
年起着力补短板，初步建立了集体补助机制。 为确

保低收入人群集体补助工作顺利进行，江苏省首先

选择经济组织条件相对较好的无锡市和常州市为试

点城市，宣传招募了 ３５０ 个集体经济组织，筹集资金

３２０ 万元，目前已使 ４ 万余名群众从该政策中受益，
并致力于在全省设区市扩大试点范围。 低收入人群

集体补助机制为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红利共享，推动

个人缴费“提档升级”，缩小城乡养老保险筹资和待

遇保障差距，推动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协调发展提供

了宝贵经验。 调研发现，江苏省根据富民增收计划，
自 ２０２２ 年开始鼓励高校和医院给未在编人员缴纳

企业年金，以弥补未在编人员的工资性收入和退休

后的收入待遇，并根据各地区经济条件来调整个人

缴费档次，以进一步缩小群众相对收入差距。
３．促进困难群体社会保障机会公平

困难群体作为最容易因病返贫致贫的群体，是
江苏省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重点工作对

象。 为使该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江苏省采取了

编密织牢困难人群社会保障网的一系列措施，确保

困难群体社会保障机会公平。 第一，优化医疗救助

政策，降低大病保险起付线，使更多困难人群享受医

疗救助的实惠。 江苏省通过对大病保险政策进行倾

斜，降低了困难人群大病保险起付线，进一步保证困

难人群社会保障的机会公平。 扬州市作为 ２０２２ 年

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的城市⑩，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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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亦将工作重点转向困难群众，对个人缴费确有困

难的群众给予分类资助参保和实施临时救助政策。
扬州市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临时救助专项资金重点用

于困难人群，如对市区城镇户籍家庭非低保困难对

象经医保核报后支付医疗费用仍十分困难的人员给

予医疗救助，对遭遇突发性灾害、丧失自救能力等急

难家庭给予生活救助。 第二，积极借助商业保险，增
强救助功效。 江苏省为困难群众购买商业补充医疗

险“江苏医惠保 １ 号”，增添低收入人口医疗救助保

障。 从 ２０２２ 年开始，扬州市民政局引导慈善资金，
为全市低收入人口、大重病患者以及低保边缘家庭、
支出型困难家庭成员购买了价值 １５８ 元的“江苏医

惠保 １ 号”，有效减轻了患者家庭经济负担。 第三，
积极建立民生补助标准动态增长机制，促进收入分

配公平。 扬州市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起对市区年满 ６５ 周

岁以上城乡居民增发基础养老金，增发标准为每人

每月 ５ 元，并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从 ２０２１
年的人均 ８８ 元提高到 ２０２２ 年的人均 ９３ 元。

（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信息化赋能社会保

障促进共同富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曾经是国家“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之一，也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 据测

算，２０１９ 年新疆共同富裕指数为 ０．４６２（全国排名第

２７ 位） ［２］ 。 近年来，新疆锲而不舍抓好脱贫攻坚成

果，多渠道促进群众增收，精准做好普惠性、兜底性

民生工作，为促进各族群众实现共同富裕进行持续

探索。 调研发现，新疆在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方

面也有独特的实践经验，如建设社会保障信息化大

平台，实现各部门、各地区间数据共享，以及通过农

村村级就业协理员实现基层数据共享，提高服务效

率和质量。
１．建设覆盖全疆的社会保障信息化大平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充分发挥上海援疆资源优

势，全面推进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建设，加强

多部门间信息比对和共享，针对因学、因病、因残致

贫返贫的特殊对象给予重点关注，积极构建社会保

障信息化大平台。 自治区按照一类低保抓漏保、二
类三类抓错保、特困供养抓服务、临时救助抓力度的

思路，通过线上比对推送和线下走访，全面收集困难

群众求助需求，及时将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易返贫

致贫人口、脱贫不稳定人口、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

低收入人口或收入大幅缩减人口录入低收入人口动

态信息监测平台；落实“日推送、周调度、月通报”机
制，通过按日更新数据、按周调度进度、按月开展通

报等举措，确保困难群体实现“动态清零”。 社会保

障信息化大平台还推动了乡（村）级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的建设，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全区所有行

政村建立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实现了村级就

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全覆盖，逐步实现基层群众“问
政策不出村、找工作不出村、缴纳社保不出村、领养

老金不出村”。
２．在全疆推广运行重大疾病就医直通车

喀什地区医保局为确保本地区重大疾病患者获

取更加优质的医疗资源和诊疗服务，解决群众在转

院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如转院手续复杂、办理时限

长），推出重大疾病就医直通车项目，统一印制“喀
什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组织器官移植、恶性肿瘤、血液

病转外就医直通车专用证”，患者凭专用证就可直

接到各省（市）医疗服务水平较高的医院进行就医。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全地区共为 ９３４５ 名患者办理了

就医直通车专用证。 该项目为重大疾病患者争取黄

金救治时间，节约患者层层住院消耗的医保资金，赢
得了患者的一致赞誉，已在全疆范围内得到推广。

３．全疆社会救助体系大整合

为切实解决事后医疗救助流程复杂问题，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医保局致力于让数据“跑路”代替群

众、工作人员“跑腿”，制定了统一的救助工作流程，
明确各相关部门在事后医疗救助工作中的职责。 这

里以喀什地区医保局为例做具体说明。 第一，喀什

地区医保局按月将个人自付超过 １０００ 元的就医数

据推送到县、市医保局，再由县、市医保局推送到乡

（镇）、村，由驻村工作队协助填写医疗救助申请审

批表并统一报至相关部门审核并打卡发放，确保全

地区医疗救助待遇公平公正，不落一人。 第二，喀什

地区在全疆率先推行城乡低保分档救助、分类管理，
明确档次类别、划分标准，制定区域有别、档次有差、
科学合理的救助标准，严格档次动态调整，使保障对

象认定更加精准，管理更加高效。 第三，进一步加大

对户籍不在本地的常住人口的临时救助力度，建立

乡镇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为基层开展临时救助提

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目前，自治区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缴费档次共 １５ 个，每年缴费 １００ 元到 ３５００ 元不

等。 其中，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及建档

立卡已脱贫人员保留现行最低 １００ 元的缴费档次。
而且，对于低保对象，政府按照最低缴费档次的

５０％，即 ５０ 元予以代缴；对于特困人员，政府按最低

缴费档次的 １００％予以缴费。 自治区制定的针对困

难群体的代缴保险费政策确保了困难群体应参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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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应代尽代、应缴尽缴、应享尽享。
４．对口援助赋能新疆社保高质量发展

自 １９９７ 年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和

１９ 个省（市）在科技、教育、医疗、文化、资金等方面

加强对疆援助，并实现战略沟通对接，极大地改善了

新疆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生产生活条件，为推动

新疆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强大助力。 例如，江西省、
上海市、湖北省、浙江省、山东省通过派遣医疗人才

“组团式”支援工作队、援助救护车、建设中医医院、
购买医疗设备、实施医疗人才传帮带培养模式、建立

中草药种植产业等方式，先后填补新疆医疗技术、设
备、人才等多个空白。 调研发现，喀什地区依托医疗

援疆资源和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训项目，每
年定向培养 ５０ 名医学生，较好地促进了地区医疗人

才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此外，喀什地区通过开展

“千名医师帮扶千村”活动，不断规范村医医疗服

务，确保村民“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市、大病不出

疆”。 在教育支援方面，６３ 所中央部委直属院校、８
所省属院校与新疆 １３ 所本科院校建立“多对一”团
队包建对口支援关系，通过共建科研平台、培训受援

地区高校教师，为新疆文化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

续“输血”。
（四）内蒙古自治区：以稳边富民之策推进社会

保障促进共同富裕进程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动内蒙古

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
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战略指导，为内蒙古以

各项社会保障政策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定位抓手。
本研究调研组测算，２０１９ 年内蒙古的共同富裕指数

为 ０．６８９（全国排名第 ７ 位） ［３］ 。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

边疆地区、民族地区，以地区特点和发展需要为基

础，进行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体现出“稳
边富民”的典型特征。

１．建立边疆农牧民增收机制，发挥社会保障“稳

边富民”重要作用

基于畜牧业生产生活的流动性、生产产品的基

础性、草原生态结构的独特性、水资源的短缺、净收

入的低水平性，以及基本生产生活、教育、医疗等需

求的刚性，牧民面临的生产生活风险和问题较之其

他群体更为突出。 这就使得牧民成为内蒙古社会保

障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工作的重点面向群体。 通过建

立边疆农牧民增收机制，发挥社会保障“稳边富民”
重要作用。 第一，内蒙古自治区积极发挥社会保障

增收作用，为牧民发放补贴，增加其财政转移收入。

由于边疆地区各类资源失控可及性差、菜地资源价

值链分配不公平［３］ ，牧民普遍存在“毛收入高—生

产交易成本高—净收入低”的现象。 为了增加牧民

收入，内蒙古通过发放牧民补贴促进牧民收入增加。
第二，内蒙古自治区以基本公共服务拓展、社会救助

兜底、生态转移补贴等形式提高社会性转移收入。
实践证明，保障型和设施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能够有效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４］ 。 例如，内蒙古自

治区通过生活所需自来水、网络等基本公共服务保

障网络的不断拓展，逐步提高牧民基本生活水平，降
低生活成本和信息成本，进而提升牧民收入水平。
第三，内蒙古自治区通过在全区开展低收入人口动

态监测，对低收入牧民群体及其家庭实施救助。 近

年来，草原生态政策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５］ ，
同时也给牧民生活带来了生产、生活和心理上的影

响。 为了保障牧民的生产生活权益，内蒙古为牧民

发放生态转移补偿，以补偿牧民的分担成本［６］ ，对
牧民增收、牧区稳定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

２．发挥社会保障政策调节机制，促进民生改善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内蒙古自治区推动共同

富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功能。 目前，内蒙古

自治区正在研究解决部分地区原被征地农牧民养老

保险单建制度问题，探索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支持

烈士纪念设施、光荣院、优抚医院、军供站等建设，提
升优抚保障水平。 同时，内蒙古自治区通过推进农

村牧区深化改革，因地制宜地开展优势特色农畜产

品保险，对符合条件的农牧业保险给予适当补贴。
此外，“惠民保”作为一种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

项目，正在发展成为多层次医保建设的突破口，积极

发挥健康保障的作用［７］ 。 内蒙古自治区通过鼓励

民众参加“惠民保”等措施，进一步防止因病返贫，
促进劳动力健康资本的积累，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目

标的实现。
３．发挥社会保障政策赋能机制，实现“减贫＋增

能”目标

内蒙古自治区通过以工代赈、拓宽就业渠道、补
短板促振兴、困难人员就业帮扶、提升劳动力工作技

能、吸引民营企业进边疆等方式，着力提升民众的致

富能力，有效发挥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赋能作

用［８］ 。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通过农村牧区劳动力就

业、专项技能培训、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公益性

岗位开发管理、劳务品牌建设、县域农牧民工市民化

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措施，拓宽牧民就业增收渠道，提
高牧民收入。 政府还在重点工程和农牧业农牧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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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推广以工代赈，适当提高劳务报

酬发放比例。 同时，政府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一批补短板

促振兴重点项目，加强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

业家庭、残疾人等困难人员就业帮扶，增加低收入者

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深入

开展兴边富民行动中心城镇建设试点和民营企业进

边疆行动，实施兴边富民特色产业发展工程，促进边

民就地就近就业和增收致富，积极发挥社会保障守

边固边兴边的功能。

三、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
地方实践与创新的路径启示

　 　 社会保障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制度安

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进程中发挥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 通过对以上四个省（自治区）社会保障

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调研，调研组归纳总结了浙江

省以构建共富型大社保体系促进共同富裕，江苏省

以低收入人群补差机制推进共同富裕实现，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重点发挥自治区优势进行信息化赋能社

保体系建设，内蒙古自治区以稳边富民之策推进社

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等具体实践的主要经验。 这些

地区能够立足本地区发展的具体情况和优势，针对

区域内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探索政策解决思

路，为全国其他地区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实践提

供了有益的案例启示。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伟大

实践中，地方政府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与

创新，既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的促

进力量，也是对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探索。
（一）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基础在于不断健

全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在巨大数量人口规模条件下，健全与完善的社

会保障体系是实现共建共享改革成果的重要支撑。
而保障项目设置的完备性则是形成健全与完善的社

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础［９］ 。 近年来，浙江省致力于

构建共富型大社保体系，意味着不断健全和完善的

社会保障制度是推动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

础，更是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的

重要制度保障。 共富型大社保体系的构建，以人民

为中心，致力于为广大民众提供全面、高效、公平的

社会保障服务。 该体系具有进一步筑牢弱势群体民

生底线、增强社会保障在治理相对贫困和缩小收入

差距的积极功能，而且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

稳定有着重要的“调节器”作用。 浙江省共富型大

社保体系紧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共同富

裕道路上，一个人也不能掉队”“中国式现代化是以

人为核心的现代化”等重要指示，顺应国家社会和

经济环境的不断发展，以保障人民全生命周期基本

风险为着眼点，协助人们渡过全生命周期中的风险

阶段，实现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居民，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并在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社会保障项目完备

性、社会保障主体多元化、社会保障方式积极性以及

社会保障管理创新等方面不断得到优化和完善。
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完善社会保障项目方

面，上述四个省（自治区）在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

过程中都将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和不断完善社会保

障项目作为基本任务，重点关注弱势群体、低收入人

群、高龄老人、农（牧）民以及灵活就业人员，根据其

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具体需求，积极制定各类政策，
分类推进社会保障项目的完善和发展，鼓励和引导

未参保人群参加社会保险。 具体而言，一是在生命

周期教育阶段，充分利用国家对口资源定向培养高

才生，加大对教育的资助，确保每个适龄人口都能接

受良好的教育；在就业阶段，不断推进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的省级统筹，保障劳动者权益；在养老阶段，
积极探索促进长护险、重疾险与养老护理补贴政策，
提高养老服务保障水平，确保老年人基本生活保障。
二是在医疗保险方面，通过因地制宜地推广和运用

重大疾病就医直通车，建立基于多渠道筹集的安心

医保“暖心无忧”专项基金，探索家庭和个人医疗费

用负担封顶制度等，积极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有效减

轻群众看病负担。 三是在优化社会保障方式方面，
四个省（自治区）政府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制定相关

政策，通过优化社会保障待遇给付方式，提高养老金

待遇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社会保险个人

缴费档次，鼓励高校和医院给未在编人员缴纳企业

年金等方式，为社会保障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
社会保障部门紧紧围绕共同富裕目标统筹各类资

源，积极开展机制与平台建设，通过主动链接政府相

关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各种优势资源，充分发挥

多主体的合力效应。 四是在促进社会保障主体多元

化方面，各地积极创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整体环

境，充分利用集体经济、社会组织的优势，积极探索

社保基金管理优化和完善途径，将过去只依赖国家

财政的社保给付局面转变为充分利用集体经济资源

和社会力量的多元主体参与局面，有效缓解国家财

政压力，更好地满足社保主体日益多元化的需求，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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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时，引导集体

经济参与社会保障事业也有利于发挥集体经济在社

会保障中的作用，保障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性，从而

使更多群众受益。 实践证明，社会保障事业在促进

共同富裕过程中只有根据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需求

进行精细化管理，不断扩大覆盖面、完善社保项目、
探索保障方式、推动社保资金供给和管理主体多元

化，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更好地为全体人民谋福祉，
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二）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重点在于持续提

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共同富裕是保证社会成员在社会合作的基础

上，勤劳致富，通过社会合作产生更大的利益，赋予

低收入群体更多的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最大程度

上保障低收入群体共享共同富裕的发展成果［１０］ 。
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主要体现在缩小收入差

距，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其核心在于构建橄

榄型社会，即提高低收入人群基本收入，壮大中等收

入人群比例。 而低收入人群不断增收，是形成中间

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关键条件，也是实现

全体人民公平共享社会和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共同

富裕的重要任务内容。 然而，目前我国面临着低收

入人群规模大、低收入人群增收能力弱、低收入人群

人力资本匮乏等严峻问题，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

裕任务艰巨。 如何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是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难点和重点。
调研发现，四个省（自治区）近几年来通过以低

收入人群的补差机制、低收入群体救助标准统筹、低
收入人口社会救助体系大整合等方式，积极探索和

创新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具体措施和路径。 为

缩小城乡养老保险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切实缓解

低收入人群养老压力，各地以激励与引导为手段，鼓
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建立面向低收入人群的集

体补助机制。 具体措施包括：其一，有条件的地区通

过实施集体经济补助政策，不断优化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待遇结构，提高个人缴费水平，促进个人账户养

老金水平提升，使低收入人群城乡养老保险待遇水

平差距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 其二，各地通过加强

社会保障政策执行力度，对低收入人群进行有针对

性的就业培训，提升低收入人口的人力资本，为其创

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立就业困难人员动态清零机

制，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多的增收渠道，从而实现低

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的提升。 其三，各地推动社会

救助体系大整合，保障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政策落

地落实，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信息大平台，加强

社保部门、财政部门、医疗机构、养老机构间的信息

资源共享，从精准识别低收入人群的认定工作入手，
规范认定条件、认定程序、监测预警和服务管理，实
现一条龙服务，确保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存、生活需

求得到及时满足。 社会救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

工具和有力保障，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资本建设和

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发挥社会保障的增收功能，促进

低收入群体实现个人和家庭的发展［１１］ 。 同时，实
施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救助和价格补贴政策，同
样对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产

品的普惠性、均等性和有效性，不仅是降低贫困发生

风险的主要措施，也是低收入群体实现物质富裕和

精神富裕的主要渠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减少开支

就相当于增加收入，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更是如

此。 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完全激发低收入人口内生

动力的情况下，替低收入群体“省钱”，即采取降低

低收入人群在医疗、教育、生活照料、住房、养老等方

面刚性支出的社会保障措施，可以促进其支出和收

入水平相匹配，有效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产生

活信心。
（三）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关键在于以信息

化赋能社会保障功能实现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化建设成为现

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保障工作提高服

务效能的重要手段。 信息化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应用

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价值，不仅改变了社会保障工作

传统的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还极大地促进了社

会保障供给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社会保障作为覆

盖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生命周期过程，记录着每

个人的信息，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保障

数据的应用价值逐渐被挖掘和拓展。 信息化赋能社

会保障，有利于打破社保信息孤岛，增强社会保障政

策的宣传力度，促进社会保障各部门与其他相关部

门之间的工作协作，实现社保信息的集中管理和共

享，提高信息的安全性和准确性，减少因人为操作和

烦琐手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优化社会保障服务的

整合性，推动社会保障制度高质量发展。
调研发现，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

深化，四个省（自治区）社会保障信息化水平都在逐

年提升。 各地社保部门借助大数据技术手段，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政策宣

传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增强政策的执行力度和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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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一方面，信息化赋能社会保障可以为社会保

障政策制定者提供实时、全面的数据支持，有助于其

更好地把握社会保障领域的风险和问题，为政策调

整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借助大数据等技术手

段，可以更加精确地识别贫困人口和特殊群体，确保

社会保障资源优先向这些群体倾斜。 而且，信息化

赋能社会保障，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保障资源优化

配置，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为广大群众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服务，还有利于提高

社会保障基金使用的透明度，提升社保部门的管理

效能，为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提供有力

支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几年紧紧围绕社保工作

的总目标，通过社会保障工作信息化建设，积极打造

“数智人社”一体化社会保障信息化大平台的新格

局，不断提升全疆社会保障工作的服务效能。 实践

证明，通过搭建省域乃至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服务

平台，以规范化服务为切入点，规范服务项目、内容、
流程、行为，社会保障可以实现内部数据与业务的融

合、外部的联通、上下的贯通，提高自身的信息化水

平，不断累积信息资产，推动跨系统、跨地区、跨部门

的人社业务的协同和数据共享，促进信息流动，从而

实现各类服务资源的有效融合和服务产品供给的普

惠公平。
（四）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核心在于地方社

会保障政策与国家战略有效融合

任何一项政策必须围绕国家总体战略提出并实

施，才能确保其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 我国在

各个领域的发展政策都是根据国家总体战略来制定

的，以确保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

取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社会保障政策与国家

整体发展战略的有效融合是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

的重要推动力。 各地的社会保障政策，既要充分考

虑地区差异，又要紧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才能促进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 我国地域辽

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需求的差异都较大。
因此，既要明确地方社会保障政策的具体目标、任务

和措施，又要确保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

水平相匹配。 地方政府需要在将自身实际发展情况

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相结合的基础上，发挥地方优

势，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政策，为国家战略的

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发挥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最大治理效能，

其落地之关键在于地方具体的社会保障政策与其社

会、经济、文化等相适应，与地方发展目标相结合。

浙江省和江苏省一直以来紧紧依靠国家战略，发挥

强烈的责任担当，在社会保障政策创新发展方面成

为全国典范。 两省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针对不同

群体需求，紧密结合国家战略，率先探索社会保障制

度改革，并在社会保障政策实施过程中，注重政策细

化和优化。 同时，两省份高度重视社会保障政策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

用，持续加大社会保障投入，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

面，积极构建基于居民的全覆盖社会保障体系，努力

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更加完善、公平、可持续的社会

保障服务。 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都是

多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多样的民

族特色。 其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典型性，主要

体现在自治区政府能够将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与边疆

地区、多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农牧业发展重点和农

牧业群体保障等地方实际情况充分结合在一起，因
地制宜地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积极发挥社会保障政

策的调节效应、赋能效应和增收效应，在国家政策框

架内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支持并推动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以及国家现代化建设等国家战略目标的实

现。 这种融合多民族文化特色，把全力做好各族群

众民生保障作为民族地区推进社会保障工作出发点

和落脚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增进各民族间的

交流与团结，为共同富裕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五）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优势在于发挥具

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合作机制

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要实现对资源的充分

利用和优化配置，还应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大家

庭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的制度优势，以先富带后

富，最终实现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共同富裕。 东西

部协作、对口支援是我国基于东西部地区的差距而

建立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区域合作机制，是在党中央

强有力的统筹协调下，引导和鼓励发达地区通过对

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支持、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等

实现全国共同发展的中国经验。 从一开始的西部大

开发到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再到共同富裕政策实

施的过程中，中央、东中部地区和地方内部，通过东

西协作、对口支援、地方结对帮扶等面向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等民族地区长期开展基于资

金、人力、财政、政策以及信息等方面的资源倾斜和

援助，如财政转移支付，公共设施援建，定向输送干

部、专业人才、驻村帮扶人员等。 这种有针对性地支

持贫困地区和特殊群体的区域合作机制，为民族地

区社会保障工作投入了有力的财政、技术、人力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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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支持，系统提升了民族地区的内生发展能力，为当

地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目前，中国特色区

域合作机制已经超越东西部地方政府间的协作，更
是将区域间的协作延伸到与市场、社会的协作之中，
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的多元格局。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要求下，东西部协作和

对口支援这项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应继续发

挥其在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制度优势，拓
宽社会参与渠道，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可

持续性，为实现社会保障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

裕做出更大贡献。

注释

①具体调研安排：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７—２８ 日，在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杭州市仓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杭州市上城区凯旋街

道，召开座谈会并进行调研。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社

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扬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召开座谈会并

进行调研。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并在喀什市亚瓦格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喀什市乃则尔巴格镇卫生院进行实地调研。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围绕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相关政策措施，召开专题调

研座谈会。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８—２１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包头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等单位，开展专题座谈和调研。 ②参见《浙江省医疗保障

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金 ４７ 号建议的答复》，浙江省医疗保

障局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ｙｂｊ． ｚｊ．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３ ／ ７ ／ ３ ／ ａｒｔ ＿ １２２９２２６１５２ ＿
５１３５９７２．ｈｔｍｌ，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３ 日。 ③参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浙政发〔２０１１〕１９ 号。 ④参

见《浙江省民政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养老服务补贴制

度实施办法的通知》，浙江省人民政府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ｚｊ．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１ ／ ９ ／ １８ ／ ａｒｔ＿１２２９７０７９３５＿２４５１３８０．ｈｔｍｌ，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 ⑤
参见《长护险给养老加一道保险　 浙江省出台全省统一的长期护理

保险政策》，浙江省人民政府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ｚｊ．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２ ／
７ ／ ８ ／ ａｒｔ＿１２２９５０１０９９＿５９７２５１８７．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８ 日。 ⑥参见《云和

县民政局　 云和县财政局　 关于印发〈云和县失能失智困难群众生

活补贴和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云和县人民政府网站，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ｙｕｎｈｅ．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２７ ／ ａｒｔ＿１２２９７００８７９＿２５０５６７６．ｈｔ⁃
ｍｌ，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⑦参见《浙江省率先全国实现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市域一体化》，浙江省人民政府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ｚｊ．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 ／ ａｒｔ＿１５５４４６８＿５９９４５２３６．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 ⑧参

见《积极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

报》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⑨参见章忠良：《共富视域下的社保股权管

理创新实践》，《钱江晚报》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⑩２０２２ 年，江苏省城

乡居民收入比为 ２．１１；扬州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１．８３。

参考文献

［１］席恒．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

［Ｊ］ ．社会保障评论，２０２３（１）：３４－４５．
［２］席恒，王睿．我国城乡共同富裕的内涵、测度及其政策意义［ Ｊ］ ．西

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４）：１５－２６．
［３］达林太，齐木德道尔吉．草地畜牧业的价值链分析：基于内蒙古

１２ 个典型纯牧业旗的调查［Ｊ］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２０（１）：７０－７８．
［４］余曼，李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分权与推进共同富裕：基

于中国 ２８５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动态空间计量检验［ Ｊ］ ．经济问题

探索，２０２３（１０）：１６－３０．
［５］达林太，乌力吉图，娜仁高娃，等．从顺应自然的视角重新认识内

陆干旱草原各民族文化所隐含的生态哲理及其当代借鉴价值

［Ｊ］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２０２３（１）：２７－３７．
［６］武俊伟．中国草原制度变迁逻辑：制度成本调节与牧民行为博弈：

以内蒙古 Ｂ 嘎查为例［Ｊ］ ．内蒙古社会科学，２０２３（６）：５０－５７．
［７］郑功成．全面深化医保改革：进展、挑战与纵深推进［Ｊ］ ．行政管理

改革，２０２１（１０）：１２－２５．
［８］胡伟华，娜仁格日勒．内蒙古牧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Ｊ］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２）：３４－３８．
［９］刘欢，向运华．基于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内在机理、存

在问题及实践路径［Ｊ］ ．社会保障研究，２０２２（４）：４５－５９．
［１０］林闽钢．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论纲［ Ｊ］ ．治理研究，２０２２

（５）：４－１１．
［１１］李春根，王悦．以社会救助的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Ｊ］ ．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４）：５－１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Ｘｉ Ｈｅｎｇ　 　 Ｋａｉｄｉｒｉｙｅ Ａｂｕｄｕｒｅｈｅｍ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ｙ ｇｏ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
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ｆｕｌｌｙ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ｖｉｔ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ｂ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翊　 明

０１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