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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提升社

会保障治理效能对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具有重要

意义。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全面升级，如何实现

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性优化与整体治理效能提升成为重要议题。党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

党的二十大报告勾画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优化升级、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的路线图。 

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定位社会保障治理效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

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可见，共同富裕不

仅包含经济物质层面上的利益分配，还包括社会层面上的社会凝聚和

社会赋能以及上述两方面资源社会共享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共同富裕



要破解的结构性问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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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全方位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的同时，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将国家社会的整体发展与个人和家庭的

主观能动性的释放结合起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充分释放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力量。据此，共同富

裕是国家、社会为满足公民基本发展需求，实现个体全面发展，促进

社会成员之间差距逐步缩小的社会形态与发展过程。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属性与功能得到广泛重视，而对

其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重视不够。因此，在进一步完善其经济调控功

能的同时，强调社会保障的社会凝聚、社会赋能与社会共享功能，既

能丰富社会保障制度高质量发展内涵，也可助力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与

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深度融合，切实推进共同富裕。 

提高社会保障的社会凝聚效能 

建设共同富裕社会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维度。因此，

社会凝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与社会建设目标，由此提出社会

保障制度的社会凝聚效能。 

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中，国家不是唯一的资源供给主体，社会

与家庭的资源供给作用不能被忽视或被弱化。如何将散布在社会之中

的资源凝聚起来，释放其互助共济的功能，成为共同富裕社会建设中

的一个重要议题。社会凝聚与社会共同体紧密相关，社会凝聚是使社

会结成共同体的过程，是衡量社会治理共同体发育水平的重要指标。

其中，代际互助、社会互助、社会网络和信任、利他主义等是社会凝



聚的具体观测指标。近些年来，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家庭结构与社会

结构的快速变迁，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凝聚功能日益凸显，以弥合结

构断裂，维护社会秩序。为此，应当进一步增强社会保险制度的社会

凝聚功能。 

在增强代际凝聚方面，针对父母与子女居住距离过远而弱化家庭

代际互助的问题，在子女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子女为父母缴

纳养老保险费，这部分费用进入老年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形成家庭

代际经济联系而强化其情感连接，增强家庭代际凝聚力。同时，可对

为父母缴纳养老保险费和其他商业保险费的子女给予个人收入所得

税减免，并吸纳慈善基金，建立子女缴纳父母养老保险费的奖励基金，

按照一定比例给予子女缴纳其本人的养老保险费的补充奖励。在增强

社会凝聚方面，进一步发展慈善基金，吸纳社会闲散经济资源，让部

分慈善基金发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中央调剂金作用。对养老保

险待遇水平低的人群和地域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充，进而增强横向维度

的社会凝聚。 

提高社会保障的社会赋能效能 

共同富裕不是全体社会成员富裕水平相同，而是指在发展过程中，

人人共享发展成果，且共享的差异程度被控制在正义的范围内，从而

使得社会富裕水平具有整体向上的可持续性；同时，激发个人潜能，

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这是共同富裕的根本着眼点。由马克思提出的

人的存在形态变迁论与社会变迁论可知，在作为人类社会演进趋向的

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形态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实现这一理



想的人的存在形态过程中，深入推进机会均等化、可及化，提高人的

自我实现感、自我价值感和满足感，成为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基本议

题，由此提出社会赋能。社会赋能的核心议题是社会结构如何提高个

人的行动能力，关注如何通过政策完善尽可能发展人的潜能。社会保

障制度作为一种外在于个体、实现个体与社会系统性连接的制度体系，

其在多大程度上增强个体的社会行动力，不仅是社会保障制度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

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社会赋能型社会保障制度意在强调社会保障制度对个人的增能

效能，这就要求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要加强供给侧改革，并推进由供给

端向需求端的转向。为此，一方面，要在深入厘清多元主体关系的基

础上，进一步强化相关政策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应不断提高社会

保障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大社会调查力度，提高社会保障制度

精准识别与捕捉目标人群以及测量目标人群的需求内容与水平的技

术水平，并对其需求给予个性化的、可激发与提高主体内在发展能力

的保障方案设计。 

提高社会保障的社会共享效能 



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如何破除旧有制度中的壁垒，

释放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共享效能，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的均衡供给，

提高社会整体共享水平，也是一道亟待攻克的制度难题。 

这点突出表现在养老保险领域。一直以来，提高养老保险社会统

筹层次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不仅

发挥不出社会保障互助共济的应有效能，还加剧了地区间的经济社会

发展差距，掣肘社会共享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实践探索中，国家推动建立了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验区与示范区，

为各地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支持，但是也应当警惕这些经济社会发

展高地形成后所产生的利益保护壁垒。共同富裕不是局部地区的共同

富裕，而是全国的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先行富裕起来是为实现全国

层面的共同富裕所奠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因此，应引导先行富裕起

来的地区在积极推动本地区内部共同富裕的同时，全面参与到全国层

面的共同富裕的实践中，为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发挥其应有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

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制度产物，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也必将不断丰富

人类制度文明新形态。 

（本文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2022 年 11 月 4 日第 3 版，作者系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