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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牢社会保障安全网

青连斌

社会保障关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社会保障体

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

置，推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建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

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

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未来五年社会保障

领域的改革方向，也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应有之义。

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

我国已基本建成以社会保险为主体，涵盖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

优抚等制度在内的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0.5 亿人，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 2.4 亿人，工

伤保险参保人数达 2.9 亿人，社会保障安全网越织越密。

近年来，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 2 亿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

大幅增长。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

的覆盖面，成为扎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的关键之举。

2022 年 1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

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知》，试点将新业态从业人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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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伤害保障按照社会保险定位，创新实行按单缴费，并建立全国集中

的信息平台，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基本权益。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进一步健全完善适合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人

员劳动用工特点的参保缴费政策和管理制度体系，并通过优化经办服

务，加快信息化建设，实现新业态从业人员应保尽保。

精准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

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推动实现最广泛的覆盖；促进中小微企业

和重点群体积极参保、持续缴费，引导更多人员长期持续参保……一

系列举措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更加广泛，

制度安排更加公平。

增强制度统一性规范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持顶层设计，做到全

国一盘棋，进一步推动制度之间转移衔接通畅，增强制度的统一性和

规范性。

加快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有利于推动养老保险

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2018 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中央调剂制度作为实现全国统筹的第一步，合理均衡地区间基金负

担，实现财政负担可控，确保各地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2022 年 1 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作启动实施。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统一缴费政策、统一基金收支

管理、统一待遇调整、统一信息系统、统一经办服务管理。截至 2022

年底，全年共跨省调剂基金 2440 亿元，资金使用效率更高，养老金

发放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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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配套工作，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也在稳步

推进。2022 年，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不断完善，

已开通 83 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会保险服务，比 2021 年增加了 30 多

项，方便参保企业和参保人员“跨省通办”“一网通办”，累计访问

达 43亿多人次。

推动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我国不断加强社

会保障立法工作，加快制定或修订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

方面相关法律。比如备受关注的慈善法修订草案已经形成，预计 2023

年颁布实施；儿童福利法和养老服务法的立法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

同时，我国依法健全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系，防范化解基金运行

风险，维护基金安全。各部门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或挪用贪占各

类社会保障资金的违法行为，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养老钱”“保

命钱”和每一笔“救助款”“慈善款”。

社保基金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各项社保待遇水平稳步提高，企业退

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从 1686 元增长到 2987 元，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

金从82元增长到179元；月平均失业保险金由707元提高到1585元；

月平均工伤保险伤残津贴由 1864 元提高到约 4000 元。

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社保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近

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公共财政支出向社会保障领域倾斜，推出全

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等重大举措。各级政府加大对

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进一步规范社保基金收支和管理，确保社保基

金保值增值，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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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7.1 万亿元，支出 6.6 万亿元，年底累计结余 7.4 万亿元，基金运行

总体平稳。

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有利于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

可持续发展。2022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

金发展的意见》。此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 5 部门联

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标志着个人养老金制度进入落地实

施阶段。

2022 年 11 月，个人养老金制度在 36个先行城市（地区）启动实

施。截至 2022 年底，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 1954 万人，缴费人数 613

万人，总缴费金额 142 亿元。

迈上新征程，社会保障工作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

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扎牢社会保障安全网，推

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本文来源：《瞭望》2023 年第 11 期，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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