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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的社会保障著作
——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6》

金维刚

a

社会保障是“关乎国运、惠及子孙”的重大民生工程。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探索，中国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为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目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和逐步实现全民社保发展目标的关键时

期，新时代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任务繁重而复杂，迫切需要理论学术界进行深入研究并提

出相应的对策。由郑功成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6》（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2

月版），作为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着力推出的年度综合报告，在客观评估以往改革的基础上，从

建制理念和行动方案等方面对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做出了科学的理论分析。该书突出的特色

主要有三点：一是全景描绘；二是客观评估；三是前瞻政策。因此 ,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社会保

障改革与发展的力作。

一、探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制度改革全景

《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6》研究的是我国“十二五”期间社会保障改革和发展的过

程与对“十三五”期间社会保障改革的展望，全面反映了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貌与主要制

度安排的发展情况，这避免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或以偏概全、以局部充整体的现象。该书既从

总体上回顾“十二五”社会保障改革与体系建设的成败得失，分析社会保障改革中的问题与新

时期面临的挑战，展望“十三五”全面建成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剖析 2016 年值得期待的进展；

又对中国社会救助、农村扶贫开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社会

福利、住房保障、慈善事业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各个领域，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成效、

基本问题、前景展望与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述。同时，该书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制定提速、升级”等 2015 年社会保障

十大事件进行了客观、公正、深刻评述。此外，本书还对北欧、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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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拉美国家等典型国家 2015 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状况及发展趋势作出了研判。这种

将综合论述与专题研究、制度现状与未来取向、国内与国外比较研究等相结合的特点和风格充

分表明，《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6》是全面、系统地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进

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

二、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6》尊重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客观规律和发展变化中的中国国

情，在客观评估“十二五”社会保障的发展成效、深刻分析“十三五”深化社会保障改革面临

的问题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十三五”全面建成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该书充分肯

定了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全面推进、法制建设与立法机关作用明显加强、公共投入力度和

惠及民生强度前所未有等“十二五”社会保障改革与体系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该书指出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全面推进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保障从长

期试验性改革状态逐渐走向成熟、定型发展时代的过渡时期；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已经不

再单纯是政府部门的事情，而是伴随着相关立法工作不断加强、社保体系建设已经进入走向法

制化轨道的初级阶段；“十二五”期间的社会保障已经成为全民参与分享我国改革发展成果的

再分配机制和制度化保障，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乃至政治、文化等都具有十分广泛而深刻的

影响。

 同时，该书准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中存在的发展理念出现迷雾、缺乏科学的顶层设

计、公平性与效率不高并存、责任不清与责任失衡等主要问题，提出了新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面临着制度公信力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福利刚性增长与政府财力增长减缓

存有矛盾等主要挑战。作者认为，中国急切需要走出“泛福利化”“反福利”思潮导致的社会

保障发展理念迷雾，保持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色，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保障

改革在宏观层面上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顶层设计还不够；在中观层面上对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设计存在着一些缺陷；在微观层面缺乏对各个社会保障项目的顶层设计；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

任务远未完成，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均未成熟，因此“十三五”时期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更

为关键的时期。

 该书以理论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十三五”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与政策建议，

明确了“十三五”期间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即全面建成具有正确的指导方针、明

确的发展目标、完整的体系结构、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符合客观规律、适应中国国情的更加

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具体而言，要通过为福利正名、牢固确立公

平的价值取向、牢固树立责任共担意识来重塑社会保障发展理念；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

面来做好顶层设计，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纳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总体设计中，准确界定不同社会保障类别或主要项目的结构、功能与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与相关

制度安排的关系，对各种保障项目都需要完善制度设计，优化制度结构，合理界定各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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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各项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让全民共享我国改革与发展成果，积极推动各项社会

保障制度逐步走向定型，真正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大力发展各种补充保障，全面建

成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建成适合国情的社会保障决策、监管与运行机制；不

断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三、前瞻国家重大民生政策

《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6》提出的我国社会保障深化改革的主要政策建议在国家有

关重大决定或规划中得到体现。在宏观理念方面，该书主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公平正义价值

取向与责任共担意识彰显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社会保障改革必须坚持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

人民福祉出发，不改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助共济性和公益本色，解除人民后顾之忧，显示出以人

民为中心的关键特征。这些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共享发展理念、

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坚持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发展目的、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等科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也明确体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之中。

在制度目标任务方面，该书建议全面建成“公平取向、覆盖全民、保障适度、权责清晰、

运行高效、可持续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并突出强调了多层次性及不同层次的功能定位。这

与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目标是基本一致的。

在完善社保制度方面，该书提出了优化社会救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深入推进农

村扶贫开发、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重视儿童和残疾人福利体系建设、提升住房保障水平、

积极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建议。这些主张与十九大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有关论述基本一致。

在管理机制方面，该书提出要在“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分工明确、责任明确的决策、监管、

运行机制，这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所

体现的主要精神相呼应。

总之，这是一部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的重要社会保障著作，对我国深化社会保障改革和不

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值得社会保障管理者、

研究者及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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