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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财政社保工作  拉动居民消费需求
本刊评论员

在当前国际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中央确定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的方针。社会保障是民生的

重要内容，与保增长、扩内需也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稳定居民支出预期，增强消费信

心，促进居民当期和长期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应进一步发挥公共财政职能，切实做好财政社会保障

工作，拉动居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在财政社会保障工作中重点要把握好以 下原则：

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 社会保障制度体 系的基本框架，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

项目逐步增加，保障水平也在稳步提高，但是尚不能较好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需求，与发达

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水平相比更是存在不小差距。特别是在经济增速放缓、低收 入群体基本生活可能受到较

大影响的情况下，要将保稳定、保增长放在工作第一位，以 人为本，以 更加 积极主动的态度支持社会保障事业

的发展，进一步加 大社会保障投入。同时，也要认识到，我国在世界上只 是刚刚由低收 入国家进入中等偏下收入

国家行列，国家财力也比较有限。在此背景下，激发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仍然是最主要的任务

之一。既要看到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30年代 大萧条之后大力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历 史经验，也不能忽视他

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因福 利制度不可持续而被迫进行调整和改革的教训。因此，必 须立足于现阶

段实际情况，在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积极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矛盾和问题的同时，综合考虑经济和财政

承受能力，稳妥推进，避免超越国情一味冒进。

既要应急事，也要谋长远。在当前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人民群众生活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为解决就 业岗位 不

足、低保 对象等群体生活困难和消费需求萎靡等问题，我国出台了一些短期应急措施，包括适当提高相关社会保

障项目的待遇水平，出台一些临时性的救助措施、落实社会保险 费减免政 策、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以促进

就业等，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经济进一步下滑是非常必 要的。各级财政社保部门要注意防止这些应急措施

进一步加剧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统筹兼顾，周全谋划，争取主动，继 续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体制

改革，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 统 筹层次、理顺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继续完善社

会保险 费征管体制以 及研究调整社会保险筹资机制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在积极应对眼前问题的同时，也要着

眼长远，谋划考虑走出危机后，应对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物价上涨对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冲击。要通过积极应对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将社会保障制度真正 建设成为维护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调节阀”和“稳定器”。

既要政府主导，也要多方参与。政府在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为

刺激经济、拉动内需、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对政府加 强社会保障方面的职能要求会更高，比如 出台新的社会

保障项目、提 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加 大对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和社会福利设施的投入等。但 政府不可能也不必

要“ 包打天下”，政府主导作用在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方面既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缺陷。只 有充分发挥企业、

个人以 及民间组织等其他主体和市场机制、慈善机制等其他 机制的作用，社会保障事业 才能够更好更快发展。因

此，无论是在当前应对经济困难出台有关的社会保障等措施 过程中，还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长期发展过程

中，都应鼓 励多方参与，充分发挥各种保障机制的作用，加 强相互之 间的合作。比如 ，政府对卫生和福利等公共

设施的投资补助将民 办机构也包括在内，政 府在投资建成福利设施后通过托管、租赁、出让等方式实行民营化

运作，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的一些具体工作尽可能交由市场主体或社会力量负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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