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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14 亿人敢花钱，先要解决后顾之忧

郑功成

“当人民群众不再为医疗、养老、教育等问题焦虑，消费潜能就

会自然释放。”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在“提振消费与社会保

障有效作为座谈会”上提出，提振消费已形成社会基本共识，激活

14 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更是应对美国掀起的关税战、支撑中国

经济行稳致远的战略优势。

4 月 26 日，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的“提振消费与社会保障有

效作为座谈会”在北京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和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专

家学者 30余名代表参会。

郑功成在主持会议时深刻阐释，当前国际贸易秩序面临深刻调整，

我国经济发展亟需培育更强内生动力。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背

景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具有深远战略意义。

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这既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增进民生福祉的本质体现。

郑功成指出，提振消费已形成社会基本共识：既要提升居民收入

水平，夯实消费能力根基；也要消除群众后顾之忧，筑牢消费信心屏

障。而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扩大制度覆盖范围、提升保障效能，

正是缓解民众生活压力、增加转移性收入、释放消费活力的关键路径。

郑功成回溯历史实践时指出，在应对重大经济风险挑战的历程中，

社会保障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1997 年，面对东南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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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风暴的冲击，我国迅速推进“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政策，全力

稳固民生基本盘；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又以构建全民医

保体系、建立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大规模开展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一系

列举措，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筑牢制度防线。

这些生动实践深刻印证：社会保障既是守护民生的坚固屏障，更

是稳定经济的关键支柱。它如“安全网”般兜住群众生活底线，为千

家万户遮风挡雨；似“减震器”般缓冲经济下行压力，有效降低外部

冲击影响。通过化解后顾之忧、稳定社会预期、提振消费信心、促进

经济复苏，社会保障持续释放制度效能，成为我国抵御风险挑战、推

动经济社会行稳致远的重要法宝，彰显出强大的制度生命力与保障力。

郑功成强调，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迫切需要总结我国

应对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充分

发挥社会保障"解民忧、聚民心、稳预期、振消费、促平等、护安全"

的六大核心功能。

在具体实施路径上，郑功成提出“双轮驱动”的改革思路：

一是加大针对民生的公共投入力度，同时将 14 万亿元社保基金

结余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保障。重点包括：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提升至合理水平，重点向农村高龄老人倾斜；提高医保统筹保障能力

与保障水平，切实减轻人民群众面临的重大疾病负担；建立失业保险

与宏观经济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扩大社会救助覆盖范围特别是临时

救助覆盖面，提高救助标准；加快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事

业。通过这一揽子措施，切实解除群众后顾之忧，让中低收入群体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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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愿消费。

二是深化制度改革创新，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要直面当前制度存在的制度碎片化、公平性不足等问题，以系统性思

维推进改革，通过制度设计的科学性、稳定性来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和预期。特别是要加快优化现行制度安排，矫正制度性缺陷，加快

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推进居民医保筹资机制改革，完善社会

救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同时重视养老服务与儿童福利事业，以有效

供给满足真正需要。

在郑功成看来，14 亿人口的巨大规模市场应当具有巨大的消费

潜力，而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高达 151 万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长

10 多万亿元，今年第一季度又创新高，表明消费信心不足是重要制

约因素，只要像应对 1997 年、2008 年的国际经济危机一样采取扩张

社会保障措施并以此来解除人民群众的生活后顾之忧，才能更加有效

地提振消费。“社会保障制度越健全，人民群众的消费信心就越足。”

郑功成表示，当 14 亿人民不再为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民生问题

担忧时，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将得到充分释放。这不仅能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内需支撑，更能增强我们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韧

性和底气，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本文来源：本文转自公众号“长安街读书会”2025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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