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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演进：逻辑动因、实践要义与政策因应  

李 鹏 1 ， 
张奇林 2 

（1. 武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2. 武汉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社会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历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的新时代，社会保障既有历史性发展机遇，也担负更大使命和角色，需要根据共同富裕

的实践要求，不断丰富自身理论体系、政策体系和治理体系，推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保障新

制度文明。文章从共同富裕目标下社会保障历史演进出发，分析了社会保障发展的逻辑动因，

阐释了新时代社会保障可以积极广泛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之中，在增长、就业、分配等

环节有效协同，以及与政府、市场与社会机制深入互动的实践要义。同时，大力促进和完善

社会保障的财富创造、分配协调配套和促就业、稳就业功能。最后从整体性角度提出相应政

策建议。 

[关键词] 共同富裕；社会保障；实践要义；政策因应 

[中图分类号] D632.1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对社会保障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社会保障在服务国家宏观战略目

标、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价值使命更加凸显，在改革开放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过程中，发挥着改革助推器、民生保障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①在

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下，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联？共同富裕对社会保障

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又将

如何进一步优化升级？有效回应社会保障发展的新时代命题，有利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保障理论认识，也有利于更好地彰显、拓展和实现社会保障的发展意蕴和多元价值。 

二、面向共同富裕社会保障演进的逻辑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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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逻辑的统一性 

    共同富裕集中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嵌于国家

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始终伴随和密切互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改革进程。民生改善和社会保

障历来受到党的高度重视，经过百年实践探索，社会保障作为民生基础工程，取得了重大进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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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 2021 年底，

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达到 13.6 亿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 95%以上。[2]这充分体现出

我国国情和制度优势，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推动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在理论逻

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的天然统一性。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在党的意志

引领和政策能力、人民需求的共同作用下，更加推动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形成更加有机互动、

全方位融合的共同体。 

（二）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目标的一致性 

社会保障自从诞生就蕴含着人类对美好生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向往和设想，是彰显政府

道义、体现经济发展进步和引导社会文化价值的复合型、多面向政策安排。社会保障是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

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①从制度属性和政策领域来讲，社会保障不

仅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属性，与党和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战略规划实施紧密相关，还深

入涉及生产、消费与分配领域，同时具有民生和文化属性，影响着社会建设和观念文化。共

同富裕与社会保障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共同富裕为社会保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战

略方向和长期目标，社会保障通过不断优化理念、政策和治理体系，以有效回应面向共同富

裕的更高要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下，基于共同目标和一致的价值取向，社会保障

不仅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载体，更是重要动力来源和行动机制。从全球视角看，人类

福利的提高不仅在于满足物质需求，还在于提倡生活中的文化、人际关系、政治与其他质量

方面。[3]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能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因此，共同富裕目标下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根本上克服自

由主义模式、福利国家模式和国家保障模式的顽疾和弊端，在促进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机融合方面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问题域的贯通性 

评价某项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劣，考量其收入再分配效应，是有效的方法之一。[4]一方

面，目前低收入人群承担的社保费率要高于高收入人群，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不是缩小；

另一方面，我国的一些社保项目的待遇差距如养老金差异仍非常大。[5]总体上看，我国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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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缴费和待遇是在扩大收入差距[6]，对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贡献不够，与实现共同富

裕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4]随着就业形态快速多样化，平台型灵活用工等

新就业形态给社保制度带来挑战，传统的社会保险安排难以满足需求[7]，流动人口的社会救

助、社会福利也需要重点关注。[8]同时，随着社会保障改革不断深入，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

展进一步推进，社会整合价值和文化塑造功能愈发重要，这也是促进精神共同富裕和社会文

明的重要路径。 

共同富裕贯通生产与分配环节、融合发展与共享机制，将有为政府、有益市场和有机

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共同富裕首先需要高质量、可持续地做大“蛋糕”，进一步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与此同时，针对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拉大、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短板、健康精神

追求和丰富精神生活不足、经济社会领域风险增多等问题，进一步提升发展的安全性和包容

性。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在高质量持续不断地做大“蛋糕”、更加公平、精准地切好、分好

“蛋糕”上具有问题域的贯通性，根本上是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避免“福利国家陷

阱”，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打破经济效率、

收入公平与充分就业难以同时实现的“不可能三角”。[9] 

（四）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治理效能的协同性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背景下，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治理不仅关注如何获取和分配社会福祉资源，也关注社会福祉

资源生成方式的协调、可持续，不仅注重成果共享与基本保障，还不断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

展，不依附或从属于经济社会文化活动，而是内生融合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形成一种有机

互嵌、和谐共生的关系生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共同富裕和社会保障主要是

保障基本的生活和发展机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和

社会保障治理则是在满足基本保障、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形成激励重在提升，为经济社会持

续发展和人的价值全面实现提供支撑。 

三、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演进的实践要义 

新时代社会保障发展能够将制度建设、参数设置以及治理体系构建，与经济社会文化政

策更为紧密融合到一个动态、协同、可持续的发展框架中。一方面，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从可持续发展和增加整体社会福祉角度，聚焦融入广泛的

社会经济过程与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社会保障的理念格局；另一方面，从更加充分发挥民

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出发，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

新变化和新趋势，如产业形态结构、生产组织形式和用工就业方式、社会观念变革等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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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快速变化，尤其随着数字社会、数字经济时代的全面到来，进一步丰富创新社会保障的

应用场景和途径方法。 

（一）积极广泛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之中 

1.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带来的各种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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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跨入成熟、定型发展新阶段。[10]社会保障多年来

发展的巨大成就，有力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通过“社会保障

兜底一批”助力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以经济为核心的发展被普遍认为

是诱发安全困境的重要因子。[11]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中国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

速发展奇迹，也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12]这与社会保障作为民生安全网的

作用发挥息息相关。社会保障取得的卓越成就推动改变了我国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促

进了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当下，我们正在从工业化转换到后工业化时代，从耕田、厂房、资本作为主要的生产资

料到数据、技术、全球资本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当下的很多困惑都

与这种转换有关系，[13]例如，以信息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对人工的替代也给劳动力

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可能会引发劳动力市场的极化问题，[14]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

要素全球化配置，以及知识经济、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带来生产经营活动组织和就业方式发

生变化，[15]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以及非常规就业呈现持续增长。

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双向嵌入、相互作用的关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和促

进作用是彰显社会保障重要价值所在。社会保障伴随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应用而生，也不断形

塑和规范着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制度的逻辑和作用发挥的时空边界不断深化延展，成为政治、

经济、社会和民生等广泛领域的重要制度安排。面对产业结构、生产组织和劳动力市场带来

的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打破制度惯性，优化制度设计，进一步完善政策自洽性调整与动态性

平衡的内在调整机制，通过丰富政策治理工具、优化政策实施机制、稳定政策效果预期，保

障制度发展与经济社会民生处于和谐共生、有机融合的关系之中，以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下带来的机遇挑战。 

2.提升对风险社会的综合研判和系统治理水平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内生于工业社会发展而带来的风险治理需求急剧上升，从制度实践来

看，风险治理是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我国已经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

体系，能够有效抵御可以预见的生老病死等各种常规风险。对于难以预料的非常规风险，例

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受住了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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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巨大考验，不仅较好地发挥了其抵御风险、化解风险和防范风险的传统功能，也为有序

复工复产和经济恢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6] 

由于世界政治、经济与技术、文化的复杂性交织和广泛作用，推动人类社会的风险形态

和风险结构也发生着深刻嬗变，进入 20 世纪末期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社会风险的发生频率

和巨大影响已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考验。[17]这对共同富裕

目标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极大挑战，需要在风险治理广度、深度和效能上不断迭代升级，

有效预测和应对外生性风险和内生性风险交织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按照国际通行标准，2022

年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增长以及就业形势、就业方式发生

的新变化，对社会保障体系顶层设计和系统优化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已经建

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制度治理体系，增进制度治理效能，成为社会保障

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取向，需要在顶层设计、责任分担和权责配置等方面改革不断深化。需要

加强舆论引导，合理引导预期，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和改革合力，在平稳推动改革中不断

增强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基于风险社会特征以及社会保障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发展阶段。第一，立足统筹

发展和安全，抵消化解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形势对我国发展的不确定性影响，持续

巩固壮大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保障民生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安全。第二，着力加强对非常

规风险尤其突出重大风险的应急响应机制，基于全周期和系统性视角，激发社会保障抵御突

发事件的当期负面冲击和次生不利影响的重要功能。第三，风险社会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更

甚，在提升社会整体风险治理能力的同时，进一步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将农民工、灵

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及其他弱势群体有效纳入制度体系，基本保护与赋权增能并举。 

（二）在增长、就业、分配等环节有效协同 

1.充分释放社会保障制度稳增长、促发展的作用 

保持长期合理经济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条件，也能够为社会保障升级 

赋能提供坚实物质基础。根据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逻辑和不同模式的经验教训，我国社会保

障制度致力于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民生发展并重，通过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政策设

计促进发展成果共享，这种多元发展内涵和治理价值不仅来源于制度自身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更是扎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保障既发挥保障

效应又实现促进功能，既改善物质生活水平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首先，通过发挥制度的经

济调节作用，实现稳增长促发展，改善居民心理预期，推动扩大内需、促进投资和提升居民

消费能力。其次，在兜住兜牢弱势群体基本生活和保障民生安全的同时，为促进机会公平和

社会和谐稳定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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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创造积极支持条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基本国情下，要求不断深化对公平与效率的认识，通过完善

政策设计更好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协

调是有可能的，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随着人们对“公平”

的认识的端正和对平均主义危害性的认识的加深，这种可能将成为现实。[18]通过高质量发

展强化就业优先导向，促进就业规模和就业质量提升，既是共同做大做好共同富裕物质基础

的基本条件，也是促进机会公平，兼顾发展效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路径。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①共同富裕目标下社会保障

需要进一步突出稳就业、促就业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政策设计，充分释放挖掘带动创新创业，

提升人力资本，以及营造公平就业环境的政策潜力。在强化就业优先导向中，可以发挥激励、

助推、直接带动和兜底保障作用，通过社会保障筹资以及支出调整，优化不同主体的权利义

务关系，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培育，激励企事业单位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通过政策效率激励

机制，为促进劳动力资源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优化配置，提升人力资本和工作生涯质量提

供支持，助推个体作出合理决策。一方面，通过以工代赈，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增加就业；

另一方面，健康服务、养老服务、托幼服务、就业服务等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快速发展，社

会保障事业和社会保障产业深度融合，开辟出广阔前景从而带动大量就业。针对就业困难群

体，通过基本生活兜底和针对性公共就业服务保障，让有劳动能力的困难家庭都可以通过就

业实现发展自立。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呈现诸多新特征，中小微企业和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主力军，数字

平台经济迅猛发展创造出大量新的工作岗位，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庞大并不断增加，新

农民工不再回到农村地区生活，高校毕业生在内的青年群体的就业问题需要得到特别关注。

[19]服务业就业人数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不断增加，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一方

面，马克思指出，工业化进程中随着主要生产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农业和工业领域的

就业占比下降，而第三产业就业规模会快速扩张，特别快速增加“非生产性”的消费性服务

业就业人数；另一方面，后工业社会不但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型经济，而且人更多希

望从事体现个性的创造性活动，更多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等精神动机，[20]精神需求和

服务消费对居民生活质量起到积极作用，也带动了相关服务业发展。 

社会保障体系需要适应这种经济社会变化和就业形态变化，而作为旨在保生活、促就业、

防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失业保险制度不太受重视，失业保险的参加者主要是正规就业

者，尤其是那些体制内几乎没有失业风险的群体。[21]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22 年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23 807 万人，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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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数 297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29 111 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 9 127 万人。

失业保险以及加强职业保护，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工伤保险，覆盖面还需要进一步扩大，

需要进一步厘定农民工、新业态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理念和体系设计，更加完善和丰富应对

新就业形势的社会保障政策工具组合。 

表 1  2015—2022 年全国就业人员与失业保险相关指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促进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有效衔接 

社会保障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支柱型制度安排。[10]除生产和投资属性外，再分配属性一

直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功能，主导着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变革。道德力量作为影响收入分配的重

要力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提出[18]，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社会保障在分配领域的地位和价值更加突出。共同富裕目标下社会

保障需要在分配领域发挥更加全面系统作用，这也是社会保障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重要内

涵之一，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

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② 

一方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重壮大社会保障“资金池”，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补充保

障和慈善互助能力；另一方面，据 2017 年的一项研究报告，18 个欧盟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

系数为 0.443，在社会保障作用下，这些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降为 0.29，降幅率达 40%；

而我国社会保障对基尼系数仅降低了 12.3%。[2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呈现

“高效率，低公平”运行状态，初次分配“低公平”不仅是效率提高的制约瓶颈，还导致再

分配公平调节乏力，再分配不能解决初次分配中的“低公平”问题，从而使得社会整体的公

平程度很低。[23]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保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相当有

限，[24]而西方发达国家影响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不限于一种或几种政策，而是一整套社会

系统，几乎所有国家都干预市场规则，借助市场的社会属性寻求机会公平带来的福利。[25]

因此，社会保障既需要在再分配领域提质增效，也需要在初次分配中统筹公平效率，更加重

视初次分配干预和规范新业态灵活劳动力市场，同时积极促进第三次分配发展，从而在三次

年度 

指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就业人员（万人） 76 320 76 245 76 058 75 782 75 447 75 064 74 652 73 351 

参加失业保险人

数（万人） 
17 326.0 18 088.8 

18 

784.2 
19 643.5 20 542.7 21 689.5 

22 

957.9 

23 

807.0 

年末领取失业保

险金人数（万人） 
226.8 230.4 220.2 223.1 228.3 270.0 258.8 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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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贯通接续和协调配套中彰显社会保障的使命价值。 

表 2  2015—2022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相关指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与政府、市场与社会机制深入互动 

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有机的社会，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现代国家的三根

支柱，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2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保障也是推动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制度安排，是体现政治、经济、民生和社会的治

理共同体，更是联结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桥梁”，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缺一不可。

[27]欧洲大陆国家的改革经验表明，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经济社会制度，其功能不限

于解决贫困问题和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它同时可以成为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

础。[15]党的十八大以来，得益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在政策注意力提升、政府

职能加快转变的条件下，社会保障进一步与市场和社会紧密互动，推动“三重奏”、形成“三

驾马车”齐驱。 

1.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一个道理，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是水涨船高的关系，[1]从共同富裕

的本质要求出发，社会保障的生产属性和经济功能更加明确，根本上需要充分适应、主动融

入和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要求社会保障摆脱应急配套和从属政策色彩，

深化社会保障影响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实践规律认识，将社会保障政策注意力和治理体系“端

口”移至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整体布局中，提升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政策的系统集成和协

同高效；另一方面，从经济与民生协同、公平与效率互补的角度审视，优化不同所有制、不

同规模和不同阶段的市场主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理顺

不同市场主体的社会保障权责关系，以合理责任分担推进社会保障结构性改革和整体性治理

格局。其一，从历史制度逻辑和问题挑战出发，进一步厘清国有企业与社会保障、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的关系，全面认识国有企业在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中的功能职责，以社会保障制度

效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和发展壮大；其二，充分认识民营经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从社会保障角度分析民营经济发展的堵点、痛点和难点，完善针对性的措

年度 

指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

性收入比上年增长（%） 9.1 8 8.7 8.3 8.6 4.3 9.6 4.9 

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

性收入占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重（%） 

56.7 56.5 56.3 56.1 55.9 55.7 55.9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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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其三，针对中小微企业吸纳大量就业以及所具备的成长创新潜能，

探索减负和赋能双向发力，出台完善一揽子在更广范围、更大力度、更加优惠的社会保障扶

持措施。 

2.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社会保障应担当重要职责。③我国社会保障伴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全过程，在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促进人员合理流动、

促进市场主体增加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基础制度设计，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民生治理范式变革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和着力点。一方

面，社会保障体系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应有之义，社会福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是

社会福利制度研究中的中轴原理，[28]在各类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是最为活跃的要素，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在要素市场改革中至关重要④，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可以有效促进劳动

力市场更加统一规范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与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有着比较一致的问题导向，都需要打破地方制度藩篱、地方利益保护和政策分割，

推动由大到强、由散隔到统合、由杂乱到规范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进程。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离不开社会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后者能够为畅通劳动力等资源高效流动和

优化配置提供支撑，推动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要求不断提高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治理协同性，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因渐

进改革等原因形成的路径依赖，至今地方仍拥有较大的自决权，致使各地出台的社会保障政

策杂乱，一些地方政策甚至出现“见光死”现象。[29]因此，需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

性和规范性建设，既要治理地方“小政策”，又要打破不同地区、区域和不同政策之间的转

移接续障碍，通过降低行政负担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保障和实现统一、均等的国民法

定权益，以统一健全的社会保障权益保护促进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和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

境。 

3.增进社会文明和有机团结 

我国社会保障功能超越了西方国家工具理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先进学说基础上根据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而不断升华和创新，实现社会保障经济机制与社会机制的有机统

筹，形成社会保障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促进机制和平衡机制，在构建超越发展型国家与福

利国家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中，[30]展现社会保障制度的使命担当。一方面，通过创造就业

机会和积极劳动力市场建设塑造可持续的福祉文化；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恰当的社会保障体

系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公平正义、有机团结的社会性目标。实现社会保障社会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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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赖于国家干预、技术水平和政治决心[3]，也有赖于与经济政策、社会治理和文化价值

的融合。研究发现，我国社会保障满意度总体水平不高，但提升很快，社会保障满意度存在

区域、城乡和项目差异，中青年群体对社会保障满意度普遍较低，特别是在就业保障和住房

保障上，[31]比如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稳定收入预期的作用有限，

以及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使外地农民工产生“局外人”心态，都会致使其过度劳动，[32]这

种制度期望与实际保障权益的不匹配，导致制度预期和获得感降低。 

特别指出的是，根据《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 年末我国 60 及以

上周岁老年人占总人口的 19.8%，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到 14.9%，老龄化进程加速，

已经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同时根据《2022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2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50 355 万人，其中，参保离退休人员 13 644 

万人，2022 年末全国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实际领取待遇人数 16 464 万人，随着法

定退休人数不断增加和养老金水平上涨，未来养老金收入将在全社会收入分配规模和城乡老

年人及家庭收入中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公平理论认为，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绝对收入的

多少，而且关心自己相对收入的多少，那么不同类型养老保险政策带来的绝对待遇差距和相

对心理差距，将会影响制度客观和主观福祉效应，进而影响政策激励导向和稳定预期功能。 

四、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演进的政策因应 

中国社会保障 70 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保障作为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一起

推动经济发展和开放型经济体制建立完善。[33]进入共同富裕新时代，我国社会保障不但继

续作为一项现代经济必备的生产要素，而且将作为基础性福利要素和重要治理要素，成为统

筹治理“患寡”和“患不均”的重要机制和制度安排，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国

之大者”的使命价值。“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各国都面对的重大

问题。[34]社会保障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统筹形成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文化相关领域的

改革合力，完善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治理和宏观调控的战略性、基础性政策“工具箱”，在政

治引领、行政传导和文件治理的同时，加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道德文化手段的组合应用，

在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两个方面协同发力，积极参与初次分配，为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创造

公平条件，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经济促进、逆周期调节和风险治理价值，深化社会保障在扩

大投资、拉动消费、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中角色作用的实践创新，以社

会保障体系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从平衡视角开发释放社会保障的财富创造功能 

1.大力释放社会保障促消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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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

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起来。⑤在老龄社会和低出生率背景下，“一老一小”蕴含着巨大需求潜力，社会保障拉动

有效需求可以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通过社会保障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和劳动力再生产，保

障居民收入获取和家庭发展能力；其二，通过加大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水平，在增加居民当期

可支配收入的同时又降低教育、医疗、抚优、养老等必要生活发展成本；其三，通过社会保

障提升居民安全感、获得感，引导、稳定和适度可持续提升预期，既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又

不断适应和满足居民对社会保障水平的理性期望。 

扩大消费关键之一在于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保障需要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增

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加强政策优化，分别针对企业职工参保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

民和养老金领取人员，围绕覆盖面、负担、收入和预期四方面协同改革，完善引导、稳定与

提升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促进消费长效机制。一是针对双重劳动力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加

快探索将规模庞大的平台灵活从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尽快补齐全民覆盖“短板”。二

是按照精算平衡原则确定缴费基数、缴费费率和责任分担比例，探索动态调整机制，科学评

估阶段性减免社保缴费政策效果，研究不同险种减低费率和费基的空间和时限，优化个人缴

费基数托底线和限高线。三是以政策激励效应提升保障水平，除财政补助外，还需提升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的投资收益和待遇水平。四是推动社会救助扩围增效，扩展资助参保的对象范

围、项目并提高资助水平，提高救助水平和发展服务救助，满足困难群体多样化需求。五是

大力发展壮大社会福利体系，从个人生命周期—家庭发展历程综合视角完善一体化福利体

系，尤其是完善住房保障、普惠型托育和养老服务体系，降低家庭住房、育儿和养老等经济

负担，以公共福利增量供给带动家庭、个人更高品质消费。六是宣传普及社会保障理念和政

策知识，消弭不同代际的不必要担忧和非理性认识，化解现代社会保障理念与“养儿防老”、

“恩往下流”等传统观念冲突，塑造家庭、个人与社会保障有序协作的认识格局，让广大老

年人不仅老所有养，还成为老龄社会下重要的消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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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保障促消费长效机制 

2.充分提升社会保障促投资的价值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通过增加人均财政补助、建设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等直接

投资方式，以及划转国有资本、PPP 合作模式等间接投资方式，不断加大对社会保障当前及

长期发展的投资力度。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居民对美好生活更高期待，基于收入增加的

民生领域终端消费将带动重点领域投资和供给侧结构型改革，比如需求旺盛的服务消费、更

高质量的生活消费以及社会进步带来的终身发展消费等。社会保障投资能够从微观和终端打

通消费—供给良性可持续互动关系。一方面，利用投资增加收入、降低负担实现居民可支配

收入增加；另一方面，通过投资可以促进民生事业和民生产业增量提质，以丰富、高质量供

给匹配居民多元化消费需求。 

政府对社会保障投资，起着“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共同富裕目标下需要巩固

发展壮大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充分带动市场和民间投资，持续优化投资方式组合的社会保障

投资体制机制。其一，通过明确央地责任划分、建设全国统筹“资金池”和提升基金投资收

益等方式，进一步突出社会保障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直接拉动作用；其二，聚焦主责主业，

通过国有资本划拨和战略储备基金的稳健多元投资机制创新，推动资本市场规范持续发展，

为宏观经济发展和民生领域重点行业企业投融资提供积极支持；其三，以政府投资引领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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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支持，大力发展养老、托幼等重点民生领域实体经济，发挥国有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支持

鼓励民营企业、社会组织通过政企合作等途径参与到有效需求旺盛、综合收益显著的项目，

大力支持社会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向居民直接提供各种社会保障服务，既要让民营企业根

据特长优势有效参与到政府推动的民生事业中来，又要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发展民生产业提

供条件和公平环境；其四，数智技术蓬勃发展改变着居民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催生了大量需

求和新兴产业，社会保障投资需要关注民生领域需求升级分化趋势和技术发展前沿，有效投

资一批社会价值潜力大、发展前景广阔的创新性产品和服务。 

（二）从系统视角完善拓展社会保障的分配功能 

1.三次分配协调配套下增强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效能  

从国外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市场规则、劳动力市场介入和初次分配这几个环

节解决不了的问题留给二次分配[25]，而德国的福利制度则是建立在社会保险模式之上，大

量的社会保险基金因职业不同而不同，结果是加深了而不是减轻了市场差异，[35]北欧国家

的收入分配相对公平，劳动参与率也高于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是建立起薪酬

集体谈判、福利支出与工作破坏性创造的良性关系。[9]此外，虽然第三次分配是目前理论研

究的热点，但如果片面关注第三次分配，很难实现收入分配的均衡。[36]由此可见，三次分

配之间关系不可分割且相互影响制约，需要在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进行整体协调，在

各自政策设计上进行相互支持配套。从国际借鉴看，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模式若要

提高再分配的公平效应，需要通过稳定的共同合作机制进行初次分配的有效调节。从我国社

会保障运行机制来看，作为主体的社会保险的再分配效应首先来自于筹资端，而目前分别是

以初次分配获得的职工工资和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为依据，现行制度对个人缴费按照 60%和

300%限高也随着职工收入水平差距拉大而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弊端。[37]因此，改善和增强社

会保障再分配效能，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紧密协同，充分发挥三次分配的联动效应和互补

效应，以共同富裕目标和价值引领消弭不同主体以及不同分配阶段之间的理性张力，打造分

配共同体整体性治理格局。 

初次分配环节，离不开政府对企业初次分配环节的干预，而且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并不

是时间上前后相继的，而是一种嵌入式的并行关系，[38]初次分配的公平性直接影响再分配

效果。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大力提高集体劳动合同

覆盖面和签约率，着力补齐平台灵活就业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短板”，积极消除就业歧视

和工资歧视，充分发挥行业产业协会统一协商和企业工资指导线作用，优化劳动监察协同治

理体系，加快建设针对重点企业、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工资监控预警平台。再分配环节，不

仅要实现制度的全覆盖，而且要减少同一种保障制度中不同人群的差异性[24]，增强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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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精准调节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公平效应，合理确定筹资结构和专项转移支付均等化，完善待

遇调整机制，首先缩小区域内部和同一群体的给付差距，进而缩小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待

遇差距。第三次分配环节，三次分配并不是一种线性次序关系，而是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

三次分配交错融合，这也是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应有之义，通过将第三次分配贯通于整

个分配过程，把兼顾公平效率的原则与慈善的公益利他属性有机结合起来。有效衔接慈善事

业与社会保障领域其他政策，既重视运用现代慈善发展的经济激励措施，也需要彰显和弘扬

守望相助等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制度创新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更大生机和活力。例如，建立部

分慈善基金进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中央调剂金，吸纳慈善基金建立子女交纳父母养老金

的奖励基金。[39] 

2.发挥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障角色价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背景下，不同所有制企业都可以在公平透明的市场

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环境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所有制企业也都有

着普遍又具特色的价值作用，可以在明确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障权责义务关系的同时，更加精

准施策和精准激励，既彰显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优势特长，又促进企业补齐社会保障“短板”。

例如，国有企业发挥了显著的社会政策工具效应，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实际缴费率显著高于

非国有企业，而且这种效应在社会保险自愿性政策上更大，[40]而现阶段民营经济慈善捐赠

占企业总捐赠的比重超过了 50%，超过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慈善捐赠总量，[41]民营经济

无疑是相当长一段时期第三次分配和社会慈善捐赠的主体。[42]因此，一方面，实现国有企

业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巩固和提升国有企业在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

中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自然垄断行业和大型国有企业社会保障与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并轨统

筹，结合劳动生产率和综合效益规范企业福利结构和水平；另一方面，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

展环境，加大民营经济社会保障政策支持力度，采取政策环境引导和经济、政治等激励方式

并用，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既要分析不同类型、不同规模民营经济在社会保障

方面的问题和压力，比如，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参加灵活就业社会保险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分类多阶段灵活施策优化政策运行模式，又要支持企业“补短板”，指导企业依法合规履行

社会保障义务，以职工福利可持续增长推动构建和谐稳定劳资关系，还要支持企业“强弱项”，

完善企业年金优惠政策，探索通过行业协会指导建立行业、产业链企业年金，有效扩大民营

企业企业年金覆盖面。 

（三）从源头视角提升社会保障促就业、稳就业功能 

1.适应社会变迁促进充分高质量就业 

一方面，从国外经验来看，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模式需要建立在充分就业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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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迭代和劳动力市场变革都对此带来了挑战，人口老龄化加速、低生育率对社会保障体系

的冲击，都离不开就业规模及质量这一中介变量；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提供公平尺度和融合机制的社会保障就越需要配套完善。就业是民生之本，也

是收入之源，还是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阶梯，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互动就集中体现和

交汇于保障、激励和促进充分高质量就业。 

一是强化社会保障就业导向，将促就业融入社会保障体系中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

拓展社会保障推动就业扩容提质的关联效应、激励效应和提升效应，提高针对就业群体的社

会保险覆盖面。二是基于数智平台的就业创业人员和选择灵活就业的群体将会不断增加，成

为充分就业的重要途径。到 2036 年中国大约会有 4 亿人参与零工经济，届时随着我国人口

出生率和劳动力人口的不断下降，这一比例将会超越标准就业群体。[43]因此，亟待从历史

方位和制度成熟定型角度，全面研究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障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制度突破，破解

目前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参保质量不高、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权利义务尚不明确等

难题，使制度供给更加适应灵活就业人员特征需求，切实减轻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负担和形成

稳定缴费激励。三是通过社会保障事业与社会保障产业相协调持续扩大就业。通过“补供方”

和“补需方”相结合，政府引导、市场供给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大力推进满足困难群体基本

需求的普惠型服务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多元化服务。总结推广产业扶贫和乡村产业振兴中

政府—市场—社会联结机制，强化低收入群体就业支持体系，积极发展残疾人福利企业。四

是社会保障的质量设计应以增强心理能量和精神意蕴为指引，促进物质资源向精神动力的内

化，激发社会积极行为，全面改善社会心态。[44]强化社会保障增加就业、激励就业、稳定

就业和提升就业导向。一方面，加强社会保障促进就业机会公平的制度建设，提升困难群体

人力资本投资，消除数字鸿沟，完善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和就业网络建设；另一方面，完善就

业义务履行与社会保障权利实现的制度衔接和待遇计发调整机制，探索适度统一提高社会保

险最低缴费年限，统筹优化基础养老金计发办法和调整方式。 

2.创新拓展政策项目提高就业质量 

社会福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围绕劳动力的 “商品化”与 “去商品化”揭示了现

代社会福利制度的本质属性。[28]21 世纪以来，福利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趋势是

更多 OECD 国家倾向“重返劳动力市场便利”类政策。[45]倡导积极就业和就业优先理念一

直蕴含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之中，为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还需要强化并系统布局到社会保障政策体系机制之中。一是拓展与就业直接相关的社会保障

项目，在全民参保计划下有效提高失业保险参保率，研究将当前以及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阶

段性稳就业、促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常态化、机制化。二是探索对政策对象进行分类分层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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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例如，分别针对青年大学生、农民工、产业转型升级失业者、低龄老年人等群体，

以及从未就业和多次中断就业等情形，提供精准匹配的帮扶激励措施。三是加强就业促进政

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整合衔接，实现在政策对象、帮扶内容、基础数据、资金统筹、行动实施

等方面紧密协同，形成合力。 

[注 释] 

① 求是网：《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10/15/c_1127959365.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并发

表重要讲话》，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30/content_5688268.htm。 

③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何文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社会保障深化改革》，

https://caoss.org.cn/news/html?id=12766。 

④人民网：《宋扬：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迈出坚实一步》， 

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20/0410/c209043-31669082.html。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

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7/content_6893950.htm?device=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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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secur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a new era of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social security not only 

h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ut also shoulders a greater mission and rol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enrich its theoretical system, policy system, and governanc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for 

social secu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tarting fro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security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logical reas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and explain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actively and widely integrating social security in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effectively coordinating in growth,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and other aspects, and deeply interacting with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al mechanisms.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vigorously promote and improve the wealth creation and  coordination distribution 

of social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functions of promoting employment and stabilizing employment. Finally, 

propos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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