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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

社会保障治理问题
■文 ／ 白维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政策 ， 形成统筹全局、 协调发展的社会 动格局。 因此 ，
社会保障治理要求走出

重大问题的决定 》
（以下简称 《决定》 ） 保障制度休系 ， 实现政府在社会保障治

“

管理
”

时代政府
“
一

家独大
”

， 政策实

明确提出 ，

“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是 理中的制度责任 。 其次 ， 政府须全面承 施中顾此失彼 ，
无法顾及全局利益的管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推 担起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 、 监督 ＇ 管理 理困局

， 充分动员社会组织、
人民团体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责任 ， 确保社会保障政策的顺畅运行 。 甚至公民个人积极地参与进来 ，
让各利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 《决定 》 最后
， 政府还应借助其强大的转移支付 益主体充分表达所属群体的正当诉求。

的核心精神 ，
为未来的国家治理提出了能力 ，承担起社会保障治理的财政责任 ， 通过多元参与的治理路径 ， 政府可以充

新要求 ， 指明了新方向 。 社会保障治理 为社会保障事业的开展提供坚实的财政 分听取和征集民意 ， 民众则可以真实地

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
一

。 我国的社 支持。 而旦
，
上述各项政府责任又必须 表达自 己的利益诉求 ， 共同促成

一

个完

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应在国家治理现代化 坚持依法治国的原则 ， 使社会保障治理 善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 。 而且 ’ 多元参

的理论框架下 ， 运用新视角 ， 瞄准新方 的各个环节在法治的轨道上协调 、 有序 与能增强社会保障治理能力 ， 充裕社会

向
，
解决新问题 ，

与时俱进地开展社会 运行 。保障基金 ， 丰富社会保障治理手段 ，
最

保障制度建设 。 笔者认为 ，
社会保障治社会保障 治理 多 元参与 问题 。 《决 终提高社会保障治理的绩效和水平 。

理需关注五个问题 ：
定》 所提出的

“

社会治理
”

与之前的
“

社社会保障治理方式多样化 问题。 国

社会保障治理主体责任问题 。 社会 会管理
”

最大的区别在于 ，

“

治理
”

强 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一

个突

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 ， 以国民收人再分 调多元主体的协同管理 ， 以民主的方式 出特征是 ， 在治理方式上要变过去的管

配的形式 ， 为应对社会成员所面临的社 开展 ， 是
一

个持续互动的过程 ， 有别 理型治理为现代的服务型治理 ， 由原来

会风险而作出的
一

种制度安排 。 在现代 于
“

管理
”

的单
一

主体、 强权管控和单 那种自上而下的高度管控式和重视结果

社会 ，
建立和实施社会保障制度 ， 开展 向度运行 。 在多元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 的管理 ，

转变为 自下而上的民主式 、 参

有效的社会保障治理 ， 被视为政府的基 上
，

《决定》 指出 ’
“

鼓励和支持社会各 与式和协调互动治理 ， 并将管理重心转

本职责 。 《决定》 在论及改进社会治理 方面参与
，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 自我调 向过程治理

，
从而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由

方式时提到 ， 要
“

坚持系统治理 ，
加强 节 、 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

”“

适合由社会 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随着治理理念与治

党委领导 ，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

， 再次 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 ，
交 理内容的改变 ， 社会保障治理方式也应

强调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由社会组织承担 。 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 作出相应变化 。 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和

综观中外 ， 政府
一

直都是社会保障治理 组织 。

”“

人民是改革的主体 ， 要坚持党 信息技术平台 ， 尤其是方兴未艾的
“

互

的主要实施者 ，
承担着其他主体无法替 的群众路线 ，

建立社会参与机制 ， 充分 联网 ＋
”

趋势 ，
对传统的社会保障管理

代的重要责任 。 因此 ，
社会保障治理仍 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 、 主动性 、 仓ｕ造性 ，

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
也为治理方式的

应坚持政府主导 ， 充分体现政府的主体 充分发挥工会、 共青团 、 妇联等人民团 多样化提供了条件与可能 ，
此时的社会

责任 ， 通过其强大的纟且织 、
协调

、
动员 、

体作用
，
齐心协力推进改革 。

”

无不体 保障治理需充分利用网络 、 通信 、 交通

推动能力
，
实现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 现出多元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与主张 。 技术进步成果 ， 以及人的观念转变等有

制度建设 。社会保障是
一

个关乎全体社会成员 利条件 ， 创新治理方式 ， 提高治理水平

社会保障治理中的政府主体责任是 生老病死的系统工程 ， 牵扯的利益主体 和效率 ， 实现社会保障治理方式的多样

全面而明确的 。 首先 ， 政府须通过科学 庞杂
，
需综合考虑各方诉求 ，

吸纳各方 化和现代化 。

合理的顶层设计 ， 制定完善的社会保障 力量参与其中 ，
形成

一

个多元参与的互对于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者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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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先进的信息科学技术 ’ 可以改变过 先应做好顶层设计 ’
全盘规划 、

统筹处 实施于一体的综合过程 ， 是
一

个关乎全

去主要靠工作人员手工操作 ，
以及必须理 。

其次
， 将社会保障治理视作一个体 体国民生计和福祉的宏大事业 ， 社会保

与服务对象见面才能沟通的低效能做系化的过程 ， 要有计划 、 有重点 、 有步 障治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国民福扯

法 ， 转而借助智能技术和网络平台 ， 开 骤 、 有秩序地稳步推进 ，
进而形成

一

个的实现程度 ，
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未来

展更为快捷 、 高效的社会保障业务处理 。 内容及实施体系化的现代化社会保障治 发展 。 实现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 ，

对于社会公众来说
，
则可以及时而准确 理框架。首先应有一个先进的治理理念 ，

应有动

±也全面了解各项社会保障政策 ，
并能通 社会保障 治理能力现代化问 题 国员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和开展民主式 、 协

过操作平台实现社会保障业务的远程办 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将国家治理体系调式 、
互动式治理的意识 ， 做到社会保

理。 通过社会保障治理方式的多样化转中的制度和机制转化成一种能力 ’ 用制障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 其次 ， 以社会保

变 ’ 能够实现社会保障政策主体与客体 度的力量管理各项社会事务 。
在此 ， 治障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和机制为依据 ’ 打

的充分互动 ， 以及利益相关者全过程的 理体系现代化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破传统的官本位思想 ，
发挥各主体参与

治理参与 ，
确保公众能享受到高效的社 和条件 ，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体系现的积极性 ，

严格依法行政、
依法治理 ，

会保障服务 。代化的升华 ，
二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形成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 ， 培养规范 、

社会保障 治理体 系现代化问题 《决治理肯目力现代化要求以制度和机制为基有力 、高效的社会保障治理能力 。 最后 ，

定 》 提出的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是指 ，
础

，
正确处理政府 、

市场
、 社会的关系 ，

充分利用发达的科学技术和信息平台 ，

在国家治理中要妥善处理好政府 、
市场 、 以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为轴心 ， 促成各 创新社会保障治理方式 ， 在社会保障政

社会三者的关系。 在清晰认识上述三大 种社会关系的流畅运行和各主体治理功策制定、 业务办理 、 服务提供等方面与

主体在特定治理领域的优势和职责后 ， 效的最大化 ， 最终形成
一

个充满活力的 现代化的社会环境紧密结合 ，
提高社会

将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事情交予政府处 社会秩序和运行机制 。保障治理的肯旨力与水平。 ■

理
， 市场能发挥很好作用的则经由市场社会保障治理是一个集制度设计与位 管理学院

运作 ，
适宜社会承担的则回归社会机制 ，

从而形成一个政府 、 市场 、 社会定位明

确 、 相互协同的治理彳匡架 。 治理体系的

具体内容包括思想体系 、 组织体系 、 制 第

度体系和作风体系等 ， 它士－个系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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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化就题求在上路领域实繊
ｇｊｎ

Ｊ
府

、
市场

、 社会＿分工与协调运任

杂组合和动态过程 。 不仅要求妥善处理

麵让細访邰 卩縣桃 ｒ ！

：出 ｒｖ ｉ阳
，

麵统筹规划 ， 实祖会保障制度各部 ■
分酬谐运行

，
这是建立更加公平可持坩臾计么俚喑ｗ奋分么成古

续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然麵。 例如 ， 《决 ｌ
－＾ｆＸ＾ｘＷＰＰｔｉＴＴ＾ｌｉＴＪ ｉｚｘＰＸ－Ｚ ．

定》 在高度概括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主ｎ 月 ５ 日 ， 中 国 社会保 障 学会世界社 会保障 研 究 分会 暨 第
一

届研讨会在京 举

要内容后 ， 明确提出要
“

加ｔ夹健全社会行 。 全 国人 大 常委 、 中 国 社会保障 学会会 长郑功 成 教授 在会上指 出 ， 研 究 国 外社

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
”

， 对社会保障 制度应 当 具 备 全球观 、
大视野 ， 高度 关注各 国社会保障 制度改革 的大 背景 ，

会保障治理体系现代化在管理经办方面遵 循政府主 导 、
责任 分担 、

互助共 济 、
促进团 结和提供稳 定 预期 的 大规律 ， 来寻

提出 了具体的任务要求。 因此 ， 从治理求适合 中 国 借 鉴 的社会保 障制 度发 展的 大 国之道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 学部委 员 周 弘

的体系化来ｆｌ ， 我国的社会保障治理首被推选 为世界社会保 障研 究 分会会 长 。 （
任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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