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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研究

新时代我国社会救助发展方向
□  林闽钢

新时代开创了我国社会救助的新
起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

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背景下，我

国社会救助面临五大新起点：一是社

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因而社会救助必然要承

担起补齐民生短板、兜住兜牢民生底

线的重任。二是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弱势群体需要分享经济发展

的成果，向往更美好的生活，社会救

助为此要发挥积极作用，更好地促进

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三是2020年将

进入后扶贫时期，社会救助进入反贫

困的主战场，社会救助能力建设问题

凸显出来。四是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弱

有所扶”新目标，社会救助制度建设

有了新定位。五是电子科技信息技术

的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

合发展变化，为社会救助能力的全面

提高和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条件和机遇。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救助新格局的
提出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社会救助

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全面提高。围绕

社会救助托底能力建设，从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需要

重新审视社会救助的发展，特别是要

基于共享发展的理念，遵从社会保障

定型和优化的规律，聚焦社会救助建

设的主要问题。

2014年5月开始实施的《社会救

助暂行办法》，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

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

临时救助等八项救助整合在一起，形

成较为完整系统的制度体系框架，并

首次明确了社会力量参与的“8+1”

社会救助新格局，建立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民生保障的底网。

从目前来看，我国社会救助体系

基本项目已确立，经过四年多的运行

和实践，在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方面取

得了较明显的成效，未来一段时期是

我国社会救助优化和定型的关键时期，

围绕社会救助能力建设的重点，通过

补足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短板，立足

强基层和强机制，发挥出社会救助的

合力，全面提高社会救助的效果，实

现保障基本民生的重任。

我国社会救助重点建设方向

（一）从“弱有所扶”出发，提

升救助目标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弱有所

扶”将会成为时代性的课题。随着农

村绝对贫困人口的逐步减少，需要通

过“弱有所扶”向更大规模的相对贫

困群体扩展，并提供基本生活救助。

这不仅是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后的必然

选择，也是相对贫困群体共享经济和

社会发展成果，向往美好生活的必然

要求。在新时代“弱有所扶”中的“弱

者”不仅涵盖社会中各类生活窘迫群

体，还要包括处于发展困境的群体。

为此，将“弱有所扶”作为社会救助

的新目标，全面促进中国反贫困目标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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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民政部 体育总局关于加强高频快开
游戏派奖促销管理的通知

财综〔2019〕1号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 ：

为切实整顿彩票市场秩序，坚决遏制部分彩票游戏

派奖促销活动中出现的强度持续加大、时间恶意延长、

派奖金额远超返奖以及促销引发大额非理性购彩等问题，

促进彩票发行销售工作平稳有序进行，现就加强福利彩

票快开游戏和体育彩票高频游戏（以下简称高频快开游

戏）派奖促销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自2019年1月16日起，暂停开展任何形式的派奖

活动。对于正在开展的派奖活动，应当及时发布调整公告，

派奖周期不得超过5天，并应当于期满后立即停止，派奖

活动的最后一期派奖奖金有结余的，不再继续派奖。对

于已公告但尚未开展的派奖活动，应当及时发布取消公

告。

二、自2019年1月16日起，暂停开展任何形式的促销

活动。

三、彩票发行机构应当加强统一管理和组织协调，

增强社会责任意识，认真做好本通知的实施工作，确保

各项要求落实到位，切实做好宣传告知等相关工作，进

一步规范高频快开游戏市场管理，维护购彩者合法权益，

保持彩票市场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 财政部��民政部��体育总局

� 2019年1月15日

（二）从“积极救助”出发，提

升救助针对性和有效性

我国社会救助的目的是通过对弱

势群体的帮扶，一方面需要解决他们

基本生活困难，另一方面需要增强他

们的发展能力。把激活弱势群体的内

生动力作为积极社会救助改革的方向，

重点解决各种救助项目在低保对象上

重叠的问题，对弱势群体实行按需救

助，实现从被动依赖到自立自强。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救助采取的主

要方式是提供现金或实物，救助实施方

式单一化，救助效果无法获得实质上的

提升，也无法满足救助对象差异性与多

样化所带来的多样救助需求。因而，在

社会救助手段和方式上，要促进由传统

的、单一的物质和现金救助转向物质保

障、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疏导、

能力提升和社会融入相结合的综合援

助，从现金救助到服务救助。一方面，

加快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强化政府购买

救助服务的机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鼓励专业社会工作者和专业机构进入社

会救助服务领域，借鉴日本“陪伴式援

助”经验，增加救助服务有效供给，提

高社会救助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真正打

通民生保障“最后一公里”。

（三）从“整合性治理”出发，

提升救助的合力

在目前社会救助实施中，基本生

活救助、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管理和运

行机制基本建立，特别是近年来“一门

受理”平台建设在全国已基本完成，但

各部门的社会救助资源整合仍是关键问

题。建议加快我国《社会救助法》立法

进程，用法制化手段来打通各类救助项

目和制度的分割状态，形成相互激活和

相互融通的格局，从而做实做厚社会救

助底网，形成政策合力和综合效果。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救助资源

整合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以云计算、大

数据、“智慧城市”等新兴技术和业态

为支撑，推动信息化建设在社会救助各

个领域广泛应用，特别在跨部门、多层

次的核对信息平台建设上，实现救助

申请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的业务协

同，实现救助信息纵向无缝衔接、横

向全面覆盖，业务互联互通、数据实时

共享的社会救助综合信息系统的全面

建立，从而大幅度提高救助管理效率，

促进社会救助管理的转型升级。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
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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