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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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

同时强调要“分析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现状，研究存在的问题，

明确完善的思路，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

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强调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把

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论

述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为进一步全面深化社会保

障制度改革明确了目标与方向，也为社会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全面发挥功能作用提供了指引。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探索性改革后，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当尽快理性建制并奠定维系国家长治久安和

人民世代福祉的稳固基石，而未来 5年至关重要。有鉴于此，建议民

政部门强化社会保障思维，站在治国安邦的高度，加快优化健全相关

社会保障制度。

一是优化健全社会救助制度。社会救助自古以来就是兜底性、基

础性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巩固这种地位，并需要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发



展进程，水涨船高地发展下去。只有持续不断地抬升社会救助的底部，

才能持续不断地补上民生发展的短板，才能让低收入群体逐步赶上全

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步伐。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当将低保制度全面

升华为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将临时救助拓展为新的社会救助支柱，再

辅之以其他支出型贫困专项救助的新格局，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加有

效且有力的保障。同时，还应当厘清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事业的边界，

做到各负其责、有机联动。

二是优化健全社会福利制度体系。这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

主攻方向。回顾人类社会保障发展史，可以发现，它是伴随经济社会

发展和文明进步程度而发展的。发展的大规律是从以社会救助为主体

到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再到以社会福利为主体的发展进程。现阶段，

我国需要巩固好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地位，并积极稳妥有序地将其发

展成为普惠性制度安排。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妇女这四大群体的

福利事业，代表着我国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水准，更检验着中国式现

代化的成色。建议民政部门面向未来，面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在

四大群体福利事业包括公共服务、现金津贴、精神慰藉等方面积极作

为、有效作为，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必由之

路。

三是优化健全慈善制度。法定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慈善事业助力，

慈善事业也可以在落实并放大法定社会保障的过程中发挥其不可替

代的社会功能作用。建议民政部门基于慈善事业与社会救助、社会福



利事业有机结合的取向，放手发展服务型慈善组织，让其作为广泛调

动社会资源推动公益社会建构的基本途径，为法定社会保障制度的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四是建立健全家庭保障制度。在传统家庭保障难以为继的情况下，

应当出台家庭支持政策，让家庭保障功能延续下去，并使之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政部门负责婚姻登记、儿童福

利、养老服务、殡葬管理等，这些都和家庭建设与发展密切相关。因

此，将相关政策及服务和家庭建设与发展融为一体，将是惠及亿万家

庭的善政德政。建议民政部门启动家庭保障政策研究，即以家庭为单

位，推动家庭津贴、居家养老服务、育儿服务、婚丧嫁娶等相关政策

指向家庭，这将有利于维系家庭保障传统、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本文来源：《中国民政》杂志 2024 年 11 月下）


	社会保障改革与民政部门的有效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