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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PREFACE

建设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本刊评论员

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助推器”
和“安全阀”。

我国自 1984 年开始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通过不
断探索与创新，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
系。特别是“十二五”时期，各级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不断加大投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
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分别为7.2万亿元和4.6万亿元，
是“十一五”时期的 2.2 倍和 2.7 倍，推动社保体制机制不
断创新，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保障范围不断扩大，待遇水
平稳步提升，资金管理更加规范，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财
政社保工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当然，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运行还存在一些
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制度的不可持续问题已不容忽视。社
会保险必须坚持精算平衡原则，要参考社会平均工资增长
水平、基金投资收益率、人口增长率、老龄化速度、缴费
率、最低缴费年限、退休年龄等因素确定待遇水平，并健
全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我国的
社会保险制度设计和待遇调整缺乏长远考虑和精算平衡，
如待遇与缴费挂钩的激励机制没有完全建立 ；政府、单位

（企业）和个人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责任分担机制不合理
等。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据统计，“十二五”
时期，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年均增长 18.6%，
收入年均增长 12%，支出比收入增幅高出 6.6 个百分点 ；
全国职工医保基金和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支出增幅比收入
增幅分别高出2.5和5个百分点。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 39186.46 亿元，其中，保险费收入 29104.1 亿元，财
政补贴收入8446.35亿元 ；支出33669.12亿元，剔除财政补
贴后基金收不抵支。

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GDP 增速由过去的 10% 以
上下降到7%左右，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
入增速会相应下滑，且幅度可能更大。2010—2014 年，我
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回落了 3.2 个百分点，而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增速分别回落了 12.7 和
7.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社会保障支出还将不断扩大，这
既是由现代公共财政职能定位所决定的，也与社会保障待
遇水平“易升难降”的刚性有关。如果不及时调整相关政
策，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中长期矛盾和风险将给各级财政

造成巨大压力，并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
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为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要以坚持精
算平衡和强化激励约束为重点，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模式。
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调整制度模式及制度参数，形成激励
适度、约束有力、良性互动的制度体系，既切实促进公平，
又有效提升效率。要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创新养老保险制
度模式 ；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创新医疗保险
制度模式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健全多层次社会保
障体系和多元化办医格局。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要以合理界
定事权和明晰支出责任为重点，创新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按照中央与地方社会保障事权和支出责任明晰、社会保障
部门之间职责界定科学合理、政府和经办机构政事（企）
分开的要求，推动建立职责明确、管理科学、运转高效的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社会保障事权
与支出责任，深化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公立
医院体制机制改革。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要以加强政
策衔接和科学调整待遇为重点，创新社会保障运行机制。
加大城乡之间、群体之间、不同制度之间的统筹协调力
度，以资金整合带动制度整合，解决制度碎片化、政策差
异化等问题，进一步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统一
性。要加快推进社会保障政策衔接和制度整合，推动健全
社会保障待遇调整机制，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机构补偿
机制。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要以拓宽投
资渠道和加强预算管理为重点，创新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制
度。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努力，既有效扩大社会保障资
金规模，为社会保障事业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又切实增
强资金管理水平，科学编制好支出预算，进一步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拓宽社会保险
基金投资渠道 ；认真编好三年滚动支出规划，研究编制社
会保险基金中期滚动预算 ；进一步盘活财政社会保障存
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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