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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支撑幸福生活的福利中国大厦

—《建设高质量社会保障制度——面向 2035 年、2050 年的中国社会保障》评介

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率领课题组撰写的《建设高质量社会

保障制度面向 2035 年、2050 年的中国社会保障》（中国人事出版社

2024 年 6 月出版）一书，放眼未来、把脉现实、总结经验，多维度

分层次为构建支撑人民幸福生活的福利中国大厦撰写了一部行动纲

领。

10 年、20 年、30 年之后，中国社会保障会是什么样的？众多社

会保障从业者和关注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人可能都想过这个问题。该

书通过严谨扎实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答案。

面向未来，在时代坐标中确定构建福利中国大厦的目标。本书从

社会保障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

制度安排这一定位出发，基于我国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并使全体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开创性地提

出社会保障的目标使命是为走向共同富裕提供基本途径和制度保障，

以高质量发展构建支撑起人民幸福的福利中国大厦。方向明，道路正。

在总目标的大纲下，作者以 2030 年、2035 年两个时间点为界设定 3

个阶段性目标，基于当前制度质量不高的客观现实提出当务之急是全

面深化改革，从四个方面着力优化现行制度，为构建福利中国大厦提

供稳固牢靠的支柱梁架。

着眼宏观，从社会保障与政党、人口、经济发展的关系中确定福

利中国大厦的总框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各项事

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全体人民共享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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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基本途径和重要安排，这是其自身的目的性价值。人口与经济

发展形塑不同社会阶段的制度面貌。该书在分析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

临的挑战时，着眼人口发展、国民经济宏观形势，而非就制度谈制度。

作者放眼 2050 年之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少子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关

注改革开放以来人口高流动性与人户分离的常态化现象，分析数字经

济下灵活就业群体就业质量不高的问题，表达互联网深刻影响生产生

活方式、财富创造积累与分配，社会保障作为再分配工具应该予以回

应的关切。从社会保障与国体政体、人口趋势、经济发展的复杂关系

中树立福利中国大厦的总框架，让这份行动纲领兼具发展科学性与实

践可操作性。

直面问题，构建福利中国大厦需要认清现实起点。我国社会保障

事业发展最大的现实，是制度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质量不高，因制度

性缺陷导致的系统性风险持续积累。这是作者把脉后的总体判断。接

着，作者为主要分支项目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儿童福

利等分别问诊，列出主要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可贵的是，作者不只分

析问题的病根，更开出了医治良方。如谈到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滞后的根本原因时，作者认为在于法定社会保障层次迄今尚未成

熟、定型，边界不清、预期不稳，制约了其他保障层次的发展，提出

当务之急是在坚守法定社会保障保基本的前提下加快其定型，为人们

提供理性预期，为其他保障层次提供清晰的发展空间。再如，因不参

保或少缴费累积的财务性风险，作者认为主要是失衡的筹资机制、不

合理的基金管理与缺乏统一性的待遇计发方式造成的，而超常规的老

龄化又带来新的财务压力，解决之道是尽快优化筹资机制、基金管理、

待遇计发方式。凡此种种，社保领域多年的痛点、难点，本书均条分

缕析并指出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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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历史，构建福利中国大厦是新时代制度发展的必然之路。作

者通过历史梳理，为构建福利中国大厦宏伟目标给出充分的逻辑论

证。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主要覆盖城镇居民；城乡二

元结构下，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初步构建，城乡差距有所缓解，但在发

展落后、财力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构建起的这种制度，保障水平很

低；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普惠性的制度构建使社会保障

成为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基本制度保障。而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将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确立为国家意志和走

向未来的行动纲领后，社会保障理应将共享发展、为全体人民走向共

同富裕提供长久有效且有力的制度支撑，作为未来的责任与使命。

总结规律，构建福利中国大厦是在汲取他国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上

选择的科学之路。从 1601 年英国颁布《济贫法》至今，世界多国社

会保障之路已走过 400 多年。条条道路上，教训和经验都很多，作者

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胸怀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既总结社会保障发

展规律，如“从救助走向福利，社会保障的演变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

步与发展”“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相互促进、相

辅相成”，又聚焦特定国家进行解剖麻雀般的细致研究，从而为我国

的制度建设提供借鉴。如通过研究日本，该书提出，当老龄化由轻度

进入中度时，医疗保险变得至关重要，护理保险的重要性会持续提升。

这些思考和建议都极具启发性。

总之，研究范围兼具时间的长度、空间的广度，使得本书既展示

比较了不同社会保障模式的特点和优劣，又揭示总结出社会保障的发

展规律。面向 2035 年远景目标，让我们从该书中汲取养分，细致谋

划，勇毅前行，为书写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篇章贡献智慧

和力量。

（本文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2024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