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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保障问题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当今不少发达国

家所谓“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日渐凸显，说明建立真

正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容易。中国是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无疑是全世界最大的难题，

只要解决了社会保障问题就是解决全世界近 1/5 人口的社会保

障问题，这就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1]。

2 世界性难题：14 亿人口大国的社会保障

2.1 难在人口规模世界最大 

截止 2019 年 11 月 21 日，全球 230 个国家人口总数为

7,579,238,198 人（如表 1 所示），1 亿以上人口的国家只有 13 个，

以 1,395,38 万人位居第一超过欧洲（7.4 亿）和北美洲（29 个

国家 5.37 亿）人口的总和（12.77 亿），超过欧洲（7.4 亿）、

美国（3.26 亿）、日本（1.27 亿）、俄罗斯（1.44 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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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首先，论文阐述了中国 14 亿人口大国的社会保障是世界性难题，其难点包括：人口
规模是世界最大；人口老龄化在不断加速；体系建立时间短和基础差；保障体系多轨制和碎片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十分庞大。其次，聚焦人口老龄化是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关注的难点之一，分别阐述人口老龄化对社会
养老保险的影响和对社会医疗保障的影响。再次，探讨了中国社会保障的伟大成就和世界性贡献，即保障了世界近 1/5 人口
基本生活，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提高了 14 亿人福利水平，让“幸福指数”越来越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为
世界提供“模式”。最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坚持“以民为本、公平正义；政府主导、举国体制；
立法保障、社会参与；特色、城乡一体”原则，打造特色鲜明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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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和（13.37 亿）[2]。由于总人口基数世界最大，因而社会

保障的困难自然也是世界之最。对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而言，

如果要在短期内要建立起类似北欧那种“全民”社会保障制度，

制度成本及财政负担都是无法承受的
a

。

表 1 2019 年 1 亿以上人口的 13 个国家

世界排名 国  家 人口数量 增长率
1 中  国 1395380000 0.39%
2 印  度 1354051854 1.11%
3 美  国 326766748 0.71%
4 印度尼西亚 266794980 1.06%
5 巴  西 210867954 0.75%
6 巴基斯坦 200813818 1.93%
7 尼日利亚 195875237 2.61%
8 孟加拉国 166368149 1.03%
9 俄罗斯 143964709 0%
10 墨西哥 130759074 1.24%
11 日  本 127185332 0%
12 埃塞俄比亚 106672306 2.46%
13 菲律宾 106512074 1.52%

（注：数据来源于公开资料整理；相关报告来源于智研咨询发布

《2020-2026 年人口老龄化行业市场营销战略及供需形势分析报告》。）

由于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规模前所未有。2017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1.6 亿。预计 2030 年，65 岁以上人口占

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国家；预计到

2050 将达 3.9 亿，届时约每 3.3 个人中就有 1 个 65 岁以上的

老人。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及比重快速上升，成为目前中国制

定社会保障制度最难克服的难题 [3]。

2.2 难在人口老龄化在加速 

人口老龄化有两个含义：狭义指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广

义指包括人口年龄中位数上升。根据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

按照数据分析，人口负增长时代正在到来，人口老龄化正在

加速推进。换而言之，中国即将进入通常在发达国家才出现

的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

根据人口发展理论，人口出现负增长是一种动态的人口

转变，其外在体现是人口增长速度放慢。我们要纵观全局，

直截了当的面对人口负增长时代下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

的矛盾，必须要动态把控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抓住人口负

增长时代的核心问题，从根源解决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与国

家社会发展的矛盾
b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能很清楚地发现，在

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之前，新中国在年龄结构方面已经经历

a黄 鹏 飞 . 人 口 老 龄 化 对 医 疗 保 障 的 影 响 及 对 策 研 究 [J]. 集 体 经
济 ,2019(33):163-164。

b 王 延 中 , 王 俊 霞 . 改 革 开 放 40 年 与 社 会 保 障 模 式 [J]. 学 术
界 ,2018(08):41-45。

了三种类型的人口变迁（如图 1 所示）[4]。

图 1 人口转变过程与人口年龄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第一阶段：年轻型人口结构。通过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0~14 岁的少年儿童所占比重基

本占总人口 40% 左右，而 65 岁以及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所

占比重却仅仅占总人口的 5% 以下。

第二阶段：成年型人口结构。在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这

段时间的人口结构表现为，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到

25% 以下，15~64 岁之间的属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占总

人口比重的 60%~70%，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 30 年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了充足的精壮劳动力。与此同时，65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却上升至将近 7%。

第三阶段：老年型人口结构。从本世纪初开始到当今，

少儿人口比重继续下降至占总人口的 17% 左右，65 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比重占总人口比重超过 7%，达到了 15831 万人。这

一数据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正在持续加快 [5]。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正处在人口负增

长时代，同时也说明中国将长期处于老年型人口结构形态，

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快速上升，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在世界

前所未有。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了当下和未来不可逆的常态，

成为中国不可能回避的基本国情。

2.3 难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时间短和基础差 

2.3.1 建立时间很短 

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

至今才只有短短的 70 年时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了社会保

障制度的重构，虽然目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都有了有关社会保险法律规定，但

由于时间太短，国家财力有限，这些保障都还处于较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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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阶段 [6]。

2.3.2 基础很差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基础太差，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保

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平等

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保障都还是较低水平的。改

革开放后开始重构社会保障制度，就总体而言覆盖面还比较

低。第一，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是目前中国养老保险

和医疗保险所采取的筹资和管理模式，但在这套制度的实施

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难以回避的矛盾和问题，最突出的是个

人账户的空账问题。第二，目前中国就业与失业保险制度还

很不健全，就业面临来自城乡的双重压力。第三，目前针对

城镇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资金来源不足、保障

的标准较低、实施范围有限等问题。第四，广大农村贫困人

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保障水平很低。由于社会保

障体系基础差，许多方面都还存在权利与责任关系不平衡等

弊端 [7]。

2.4 难在保障体系多轨制和碎片化 

2.4.1 多轨制 

新中国前 30 年，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是四轨制的。1951

年 2 月 26 日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标志着国营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制度已初步

建立。与此同时，国家机关职工的社会保险制度也以颁布单

行法规的形式逐步建立起来。于是在城镇职工中形成了“三

轨并行”的社会保险体系。此外，最广大的农村只是建立了

最低水平的合作医疗制度和只适用于鳏寡老人的敬老院以及

对特困农民的慰问制度。于是，全国形成了适用于计划经济

时代的“四轨制”社会保障体系。
a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经过 40 年的努力，已建立起了基本适用市场经济秩序的社会

保障制度。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包括两大部分：一是

完全由国家财政支撑的项目，包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

对军人及其军烈属的优抚安置、对无依无靠的孤老残幼、残

疾人员以及社会大众举办的社会福利和有关的社区服务，完

全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范畴，充分体现社会公平；二是由用

人单位、职工个人缴费、国家给予适当补助的三方共同筹资

a谢元态 .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相对独立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J]. 当代财
经 ,1998(06):22-25。

的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等
b

。

2.4.2 碎片化 

保障体系多轨制的现实表现就是社保碎片化，即在国家

内部在同一个社会福利领域中针对不同的人群实行不同制度

安排及实行多套不同的社会政策，关信平提到：“准确地讲，

碎片化就是按照不同的人群，分别设计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

享受不同的待遇。”例如，目前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三个

制度之间的退休金待遇存在很大差异，并且有不断拉大的趋

势，而医疗等其他社会保障的碎片化问题同样严重存在。社

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使得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一体化过程异

常复杂，而且容易产生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并且在

一定程度上销蚀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8]。

2.5 难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三重特征 

一是体制性特征，由于人口因素、城乡二元结构、资金

因素和政府城市偏好等因素，决定了社会保障体系要真正实

现城乡一体化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二是形式性特征，主要表现在模式特征上，由以家庭保

障与社区保障为主、以社会保障为补充，逐步向以社会保障

为主、以社区保障和家庭保障为补充转变。但现阶段仍以家

庭保障和社区保障为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方式。同时，多民族

文化传统不同，分散决策，从各地实际出发，决定了保障方

式的多样性。

三是经济性特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决定

了保障水平的多层次性；国家财力有限，城市居民保障已经

负担很重，决定了农村保障基金筹集的艰难性
c

。

2.6 难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十分庞大 

1978 年，按照当时每人每天生活费 1.25 美元的国际贫困

线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有 7.7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9.6 亿）

的 80.21%，占全球总人口（42.8 亿）的 17.99%。对于发展中

的国家而言，7.7 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80% 以上的人

还在为温饱问题发愁。如何让 7.7 亿人口尽快摆脱贫困，无疑

是世界性的难题。由于 2020 年要全面消灭贫困，所以我们要

重视中国反贫困问题，了解中国为了反贫困做出的伟大成就 [9]。

b谢 元 态 . 简 论 社 会 保 障 体 系 一 体 化 的 特 殊 过 程 [J]. 地 方 政 府 管
理 ,2000(03):16-18。

c谢元态 . 简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三重特征 [J]. 科技纵横 ,2010(09):136-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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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难点聚焦：人口老龄化是社会保障体系难于

承受之重

老年人口不断增多导致中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在

社会经济实力不够雄厚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成为了中

国制定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难题之一。当今中国的人口老龄

化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突出体现在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

医疗保险两个方面。

3.1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养老保险体系难于承受之重

3.1.1 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弱化了传统的居家养老的保

障功能

由于人口比例的严重失调，总人口基数过大，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较低，从 80 后这一代开始，养老问题成为了这一代

人的沉重负担。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中国传统的“居家养老”

模式，正在逐步转变为现在的“居家养老”为主和“国家养老”

为辅相结合的模式。国家与个人分摊社会养老负担。虽然“国

家养老”起辅助作用，但是主要的财政负担还是由国家来承

担的
a
。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

开始涌向经济发达、城市化进程快的大都市，以至于相对于

经济欠发达、城市化进程慢的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空巢”

老人，2016 年中国空巢老人数量为 1.1 亿，预计到 2020 年的

空巢老人将达到 1.2 亿人。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家庭人口

数量也在下降，据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是

3~4 口人，甚至现在还出现了“4+2+1”家庭和“丁克”家庭。

由此可见，“养儿防老”这句话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传统

的“居家养老”的保障功能已经被严重弱化了
b
。

3.1.2 人口老龄化使老年抚养比例变大，养老负担加大

表 2 2010-2018 年中国人口总抚养、少儿比以及

老年抚养比统计表

时间 总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2010 年 34.2 22.3 11.9
2011 年 34.4 22.1 12.3
2012 年 34.9 22.1 12.7
2013 年 35.3 22.2 13.1
2014 年 36.1 22.5 13.7
2015 年 37 22.6 14.3
2016 年 37.9 22.9 15
2017 年 39.2 23.4 15.9
2018 年 40.47 23.7 16.8

a陈静 , 柳颖 .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基于江苏省 13 地市的实证调查 [J]. 农村经济 , 2018(04):33-36。 
b徐瑞仙 . 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阈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J]. 开发研
究 ,2018(02):16-19。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根据观研天下整理得出。）

根据上表得知，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在八年的

时间里，总抚养比增加了 6.2%，少儿抚养比增加了 1.4%，老

年抚养比增加了 4.9%（如表 2 所示）。少儿的抚养比甚至出

现了相近两年没有增加比例或者增加比例非常小的情况。但

是我们再看老年的抚养比，基本是在大幅度的增加，平均每

年处于 0.6125% 的速度在增加的一个状态，由此可见，人口

老龄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老年人的抚养比例在不断地加大 [10]。

由于生活上物质和精神享受越来越丰富以及医疗水平越

来越发达，老年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然而新生儿的出生率却

越来越低，导致了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相对而

言青壮年劳动力也就越来越少。换句话说，能够为国家和社

会带来劳动财富的人越来越少，但是需要国家养老的队伍却

在不断地壮大 [11]。

3.1.3 人口老龄化加重了养老保险基金的负担

图 2 1990 年以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与支出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于公开资料整理。）

图 3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收入低于基金支出

（数据来源于公开资料整理。）

从上图可以很直观看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重，使养

老金支出不堪重负（如图 2、3 所示）。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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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提高，人民的寿命开始延长，虽然延长了退休年龄，

但是人民在法定的退休年龄后，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需要

国家财政发相应的养老金，人民领取养老金的平均年限增加，

养老金的需求量在不断的增加，如今造成了财政社会保障经

费年支出不断在增长的状况产生。这一系列的原因造成了养

老保险基金负担系数的逐渐增高，养老保险基金将要面临的

供给和需求不平衡的问题、资金短缺方面的问题日益突显，

使中国进入了一种非常严峻的基金紧张的状态，如果任其自

然发展下去，甚至会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的严峻问题 [12]。

目前，对不同年龄的职工采取不同的办法计发养老金，

即“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由于“老人”

和“中人”在过去的传统制度下并没有养老金的缴费积累，

所以对于这两部分人不得不依靠当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

缴费积累来支付养老金，甚至动用“新人”个人账户中的资

金来填补“老人”的退休金，其结果是“老人”“中人”的

账户是空的，“新人”的账户也可能会是空的。如果空账继

续维持，将会在未来若干年后造成养老保险金的支付危机
a

。

3.2 人口老龄化是医疗保障体系难于承受之重

3.2.1 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基金供需的影响

根据国家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末，中国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超过 13 亿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 95% 以上。其中，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31673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人数 89741 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 13038

万人
b

。

随着人口老龄化队伍的不断壮大，我们不难看出，现在

中国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虽然中国参保人数超过 13 亿，

但这个庞大群体也在同时享受着医疗保障的福利。随着在人

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就会出现人们所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用

与人们所享受的待遇是不相吻合的，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队

伍越来越庞大，长时间发展下去，就可能会出现医疗保险基

金收缴的费用少于医疗保险支出的费用，也就意味着给医疗

保险的供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难题。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有利于解决这一巨大的供需难题。

2020 年开年就来的全球性的流行性传染病——新冠肺炎，虽

a陆杰华 . 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顶层设计的主要思路及其战略构想
[J]. 人口研究 ,2018(01):32-35。

b曹莹 . 浅谈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基于老年社会保障视角 [J]. 现代农
村科技 ,2019(07):14-16。

然全民都是易感人群，但是老年人由于自身的身体机能和免

疫力的下降，相较于其他的年龄段的人群来说更容易被感染。

中国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社会主义制度，截止到 2018 年

中国共有医院 33009 个，其中公立医院 12032 个，民营医院

20977 个，而本次疫情接受收治患者任务的都是公立医院。针

对此次疫情，中国实行所有的治疗患者医疗费用全免的政策。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公布显示，治愈一名危重症的新冠肺炎患

者至少需要 70 万以上，而大部分危重症患者都是老年人且本

身就患有一定的基础性疾病的人。医疗费用全免政策虽然加

重了医疗保障基金的负担，但更重要的是充分体现了社会主

义国家公立医院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制度优越性 [13]。

3.2.2 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影响

老年人之所以能被看作为是一种弱势群体不仅仅是因为

劳动能力的丧失，关键原因是老年人身体各方面的机能都在

减退，开始出现体弱多病的现象，慢性病和高危病也都容易

出现在老年人的身体上。例如，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

病等，这些慢性病症都是需要长期靠药物去维持的，随着老

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相应的医疗费用也会增加，从而导致医

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加，部分地区的医疗保险基金已经敲响

了警钟，给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c

。

4 世界性贡献：新中国 70 年社会保障发展的

伟大成就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根本，是社会稳定的根基，只有人们

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才能给国家创造更多的效益。社会

保障不仅关系着人民的幸福指数还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社

会保障体系经过了几十年的变迁，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地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说，在新中国短短 70 年中，社会保

障制度的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对世界的伟大贡献。

4.1 保障了世界近 1/5 人口的基本生活，实现了“两

不愁三保障”的目标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城乡居民的生活有了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兜底。居民可以根据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做

到不愁吃、不愁穿，住房有保障，生病有保障，上学有保障。

对于特殊的家庭，还可以享受五保供养。专项救助相互衔接，

c李春根 , 熊萌之 , 夏珺 . 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方向 [J]. 社会保障研究 ,2018(02):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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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补充，基本可以覆盖全体居民。

表 3 2015~2018 年地方财政对社会保障部分项目的支出

支出项目 2018 2017 2016 2015

地方财政住房保障支

出（亿元）

6299.92 6131.82 6338.77 5395.84

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

出（亿元）

15412.90 14343.03 13067.61 11868.67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

（亿元）

30438.24 28604.79 26625.06 24913.71

地方财政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亿元）

25827.54 23610.57 20700.87 18295.62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数据统计局。）

从上表可见， 从 2015 年 ~2018 年中国地方财政不断地

加大住房、医疗、教育以及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以

确保在财政方面给予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落实的经济基础

（如表 3 所示）。俗话说：“好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好的经济基础才能铸造更好的高楼大厦建立稳固的根基。”

中国要切实的保障人民的“两不愁三保障”。

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 39m²，比 1978 年增加 32.3m²；农村居民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 47.3m²，比 1978 年增加 39.2m²。截至 2019 年底，

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9.67 亿人、2.05

亿人、2.55 亿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 13.5 亿人，

基本上实现了全民医保。中国发挥制度优势，坚持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仅仅用 20 年时间，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

保障体系。13 亿多人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人民的医疗服务

需求大幅释放，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大幅减轻，全民健康水平

显著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 77

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全民医保惠及占全球人口约 19% 的人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

上的医保改革与发展奇迹 [14]。

与此同时，中国的农村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11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 )》，勾画了全国扶贫开发愿景，提出“一达标、

两不愁、三保障，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决不让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掉队 !”。

“一达标”是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稳定超过当年全国扶贫标准，即为达标，也就是说该贫困户

具备了脱贫的前提条件。最近 30 年，国家 3 次制定扶贫标准：

第一次是 1986 年的 206 元，第二次是 2001 年的 865 元，第

三次是 2011 年的 2300 元。国家每年根据农村低收入居民生

活消费价格指数调整换算成的现价即为当年扶贫标准。比如，

2016 年国家扶贫标准线为 2952 元，中国贵州省扶贫标准线为

3146 元。“两不愁”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是保障

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

是一个内涵丰富、层次要求很高的扶贫工作目标。首先，它

要求巩固温饱成果，使扶贫对象的生存和温饱问题从基本解

决到稳定解决。其次，它不仅仅关注扶贫对象吃饭、穿衣、

居住等基本物质生活消费，而且还关注其享受义务教育、医

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状况。最后，要求我们在瞄准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时，既要看收入，又不能

唯收入，要运用好“两不愁、三保障”这把尺子去综合衡量

贫困群众是否真正实现稳定脱贫。

总之，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还有许多不足，但是它

保障了世界近 1/5 人口的基本生活，切实做到居民生活“两不

愁三保障”，这是社会保障的伟大成就，是世界性的伟大贡献。

4.2 提高了十四亿人的福利水平，“幸福指数”越来

越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于

幸福的理解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满足温饱，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也在不断的提高，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最大可能的满足人们对精神物质文化的需要，现阶

段中国的社会福利开始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开始受

益于全体人民而不是特定的人群。

表 4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幸福指数衡量指标

指  标 2019 2018 2017 2016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2359 39251 36396 33616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6021 14617 13432 12363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27.6 27.7 28.6 29.3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30 30.1 31.2 32.2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

从上表可见，通过上表与上图结合数据我们可以分析得

出，从 2016 年到 2019 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不

断提高，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尤其是农村居

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降低更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现象（如表 4 所

示）。人民不但可以保障生活还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精神

文化需要，间接的体现出人民的幸福感在增强。

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以居家为主、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养老为重点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初步

形成，人民能够享受到的福利活动越来越多。人民在保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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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生活的物质满足的同时还能享有一定的精神消费。中国政

府部门集中精力努力确保城乡融合和区域一体化，针对老年

人养老、医疗等重大社会问题，不断完善相应制度的组织与

实施，最大程度的努力实现社会保障的全国覆盖
a

。

在这次全世界抗新冠疫情中，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

把救治人民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全国实行免费治疗确诊

患者，14 亿人口的大国成功实现了低感染率和低死亡率，短

短两个月时间就基本控制住了病毒的传播。与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相比，14 亿人切身感受到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

切身感受到“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b

。

4.3 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世界提供“模式”

社会保障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从无到有，从城市到农村，

从职工人群到城乡居民，经历数十年，这一路我们客服艰难

险阻，不断地改革、发展、提升、完善，终于到现在拥有了

一个基本完善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

表 5 2008~2017 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结构（亿元）

年份

财政对社

会保险基

金的补助

行政事

业单位

离退休

就业

补助

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

保障

自然灾

害生活

救助

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

2008 1630.9 1812.5 414.6 411.7 356.9 228.7

2009 1776.7 2093.0 511.3 517.9 122.8 363.0

2010 2309.8 2353.6 624.9 539.5 333.7 446.6

2011 3152.2 2737.8 670.4 675.1 231.7 665.5

2012 3828.3 2848.8 736.5 666.4 272.0 698.7

2013 4403.1 3208.4 822.6 763.4 240.9 861.0

2014 5024.8 3668.0 870.8 737.5 210.5 869.0

2015 6596.2 4361.0 870.9 753.8 195.5 911.4

2016 7634.0 5235.0 785.0 716.0 273.0 941.0

2017 7449.0 7579.0 817.0 572.0 192.0 904.0

年均递增 18.4% 17.2% 7.8% 3.7% -6.7% 16.5%

（注：数据来源根据《财政统计年鉴》（2009~2017）整理得出。）

从上表可见，中国财政从 2008 年到 2017 年这 10 年的时

间里，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结构在不断的进行优化调整，

使其符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中国的基本国情，最

大化的促进社会公平（如表 5 所示）。包括对就业方面的补

助以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也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

关于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的支出不断减少可以间接地反映出中

国在自然灾害防治方面不断地在提高与完善，通过自然灾害

a王立剑 , 代秀亮 . 新中国 70 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演进逻辑与未来展
望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02):65-76。

b郑 功 成 . 社 会 保 障 改 革 与 经 济 发 展 : 回 顾 与 展 望 [J]. 人 民 大 学 学
报 ,2018(01) :36-39。

的防治减少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通过表 4 数据可以看出，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诸多方面都在不断完善，中国已经基本拥

有了一个完善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
c

。

改革开放 42 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显著成就主要体现在：

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制度的转型基本完成，社会

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积不断扩大，人民的待遇水平不断提高。

此外，体制转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逐步得到了有效的解

决，很大程度上给予了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强有力

的支持。

社会保障体系的这些成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困难群众

的基本的生活保障、基本的卫生保障、基本的受教育保障以

及基本的养老保障，不但为维护国内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而且为世界提供了一定程度上可复制的“模式”。

5 结语与建议

5.1 结语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以国家基本条件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为基础，不仅是保障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还是

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经济条

件下建立了“国家干部—事业单位职工—国有企业职工—集

体企业职工—农村居民”多轨制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

后的 40 多年，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地在发展以适应中国

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中国的基本国情。在当今拥有 14 亿人口

的中国，是当今全球中社会保障任务最为繁重、构建完善的

社会保障制度最为艰难的大国。但是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

逐渐攻破了层层难关，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占全球人口约 19%

的人民的基本的生活和受教育权利、基本的养老需求和医疗

卫生需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

发展奇迹。

5.2 建议

虽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诸多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

还有很长路要走，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发挥特色社会主义的制

度优势，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突破层层难关，才能

早日建立和完善体现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保障制度。

展望未来，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坚持

“以民为本、公平正义；政府主导、举国体制；立法保障、

c江维国 , 李立清 . 新型城镇化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
究 [J]. 湖南社会科学 ,2017(06):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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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参与；特色、城乡一体”原则，打造特色鲜明的“模式”。

5.2.1 要坚持“以民为本、公平正义”原则 

自古就有“以民为本”的思想，共产党人又提出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民生问题一

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14 亿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以民为本”

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的体现。

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长期形成的，农村落后

于城镇将是长期的过程。所以贯彻“公平正义”原则，应该

高度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机制的完善，最大限度地让农民

享受到国家对农民的相关福利待遇，努力缩小城乡居民的保

障福利差距
a

。在 2020 年扶贫工作基本达标后，还有可能因

为许多主客观原因而出现部分返贫，因此应当把农村反贫困

列为中国一项长期的任务。

5.2.2 要坚持“政府主导、举国体制”原则 

这一原则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因

此政府应当在社会保障制度运作中起主导作用，在政府主导

下采取多种方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例如，依法划转部分国

有资产做实个人账户，即将部分国有资产从国家财政转为社

会保障基金，以偿还老职工的历史欠债；还可以考虑开征新

的税种和发行用于社会保障的专项国债等方式来筹集社会保

障资金。

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制度优势。2013 年的非

典以及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等一些重大传染病的爆发，让我们

更加认识到了进一步强化制度优势和健全公共卫生体系的重

要性。公共卫生涉及民生之大计，国家应当通过制定相关法

律法规来保障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以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制

度优势。

5.2.3 要坚持“立法保障，社会参与”原则 

中国的社会保障立法还相对滞后。迄今为止，中国未颁

布“母法”性的《社会保障法典》。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

加快社会保障法典的立法，同时要立法规范社会保障基金的

征缴和管理，在确保基金安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通过投

资运作使基金增值。

目前，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适用范围有限，而且缺乏稳

a丁建定 , 曹永红 . 共享发展理念视域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的完
善——基于 “ 社会保障制度三体系 ” 的分析框架 [J]. 学海 ,2017(06):28-31。
谢 元 态 . 简 论 社 会 保 障 体 系 一 体 化 的 特 殊 过 程 [J]. 地 方 政 府 管
理 ,2000(03):16-18。

定的失业保险资金，对失业者来说并不是非常有效。今后需

要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将农村非农业工人纳入失业保

险，同时要加强对城乡弱势群体的社会援助。

5.2.4 要坚持“特色、城乡一体”原则

从对比中西方国家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教训中，

我们得到一项非常重要的启发：中国的养老模式应当体现“特

色”。西方国家养老院群体感染率高和死亡率高警示我们，

中国未来最优的养老模式还是回归“以家庭养老为主”的优

良传统。但是高危病毒易发聚集性高感染率又警示我们，城

镇居民的家庭结构又应当以“小户型结构为主”。

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一体”是终极目标，但是由

于中国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特殊国情，实现这一目

标将会是一个异常困难的渐进过程。因此，近一二十年内，

在继续强化农村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同时，提高农村社会保

障水平必须特别强调国家责任，才有可能循序渐进逐步实现

城乡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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