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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讨CHINA STATE FINANCE

新常态下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议
汪恭礼

社会救助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多头管

理、条块分割、救助力量分散、信息共

享渠道不畅等现象，影响社会救助体系

的整体效应 ；“输血式”单一社会救助

方式无法使困难群众通过全面、多方、

综合的救助从根本上摆脱困境，甚至可

能造成“养懒汉”的现象 ；动态管理难

到位 ；基层社会救助队伍有待加强等。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完善社会救助

体系，使社会救助迈上法制化、体系化、

规范化统筹发展之路。

（一）建立健全救助资金筹措机制，

构建可持续救助模式。一是逐步增加财

政投入。各级政府应建立与公共财政收

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与人民

群众生活水平相协调、与物价指数动态

变化相衔接的社会救助投入机制。二是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建立经常性社

会捐赠体系和公众捐赠的激励机制，多

层次、多渠道筹集救助资金，合力推进

各项社会救助工作，提高社会救助能

力。个人、个体工商户、企业和社会其

他力量兴办各种救助事业，应在申请、

立项、规划、审批等方面简化审批程序，

社会救助制度事关困难群众衣食

冷暖，对于促进社会公平，确保人民群

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要意义。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人民群众

需求不断发生新的变化，社会救助体系

建设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如随着经济增

速的放缓，公共财政收入增速降低，将

拉大财政投入与社会救助事业发展需求

之间的差距 ；新常态下，我国进入经济

结构调整阵痛期，直接影响就业岗位的

提供，可能增加社会救助的压力 ；尚未

形成统筹安排、协调配合、运转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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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跟踪服务。三是加强社会保险体系

建设。群众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等困难，

先由社会保险解决，解决不了的再由各

项社会救助来保障，使社会救助体系和

社会保险体系充分互补、相辅相成，使

社会救助更科学、更有效、更精准地帮

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四是加强对

救助资金管控，实行专户存取、封闭运

行。在救助对象确定、退出及社会救助

资金支付标准、范围等方面，建立完善

审批流程和公示、审计等制度，保证社

会救助各类事项的透明公开。

（二）打破部门壁垒，建立上下联

动机制。一是各部门根据专业性质合理

分工，如属于大病救助等医疗救助方面

的归卫生部门管理，属于教育的统一归

及教育部门，属于低保等基本生活困难

方面的统一归民政部门。在各单位、各

部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的前提下，相

互支持、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使救助

资金、物资、设施等资源得到有效使用、

合理调度，以节约救助成本，提高救助

效力与效果。二是加强社会救助服务体

系建设，各类社会救助集中受理、审批，

实现一站式服务，做到“一门受理，一

表办理，一个口子进出”，完善部门间分

办、转接流程，畅通“救急难”报告渠道

等，建立起规范有序、集约高效、顺畅

便捷的社会救助运行新机制。

（三）改变社会救助方式，坚持 “输

血”、“造血” 并举。对于丧失劳动能力

的绝对贫困人口应使用钱或实物等直接

的输血救助方式 ；而对于有劳动能力

的相对贫困人口应通过劳务输出、再就

业援助达到造血、生血的目的，让这些

救助对象脱贫致富，达到救助的真正目

的。一是鼓励救助对象积极就业，出台

对救助对象积极就业及自谋职业的奖励

政策，实现救助对象享受就业奖励并根

据救助对象收入情况实施渐退政策。对

半年内无正当理由连续两次拒不参加

公益性劳动的，或一年内两次介绍、推

荐就业而无正当理由拒绝的，已享受救

助的停止其救助待遇，申请救助不予批

准。二是加大对救助对象的技能培训，

提高被救助人员素质和技能水平，拓宽

他们的就业门路，从而实现自我造血。

三是鼓励救助对象自主创业，设立优秀

自主创业奖，对创业成功并对积极吸纳

就业困难人员的给予奖励。四是加强跟

踪服务，多方面为救助对象提供创业指

导，开展创业政策咨询，建立人员档案，

帮助救助对象了解相关的政策和法规，

找到合适的创业方法和路径 ；走访了解

救助对象企业经营情况，聘请相关行业

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创业典型为救助

对象提供项目论证、企业诊断、决策参

考等服务。

（四）完善动态管理机制，破解社会

救助动态管理难题。一是建立社会救助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实行救助条件、内

容、标准、办理程序等信息联网，加强

与救助站、敬老院、学校、医院、民政

等具体涉及救助的相关部门衔接，以达

到资源共享。二是整合工商、银行、房

产、户籍等部门信息资源，运用网络技

术手段，对申报救助对象的家庭收入、

人口、就业等情况进行网上核实，精准

认定救助对象。三是建立核查制度，畅

通出口。对社会救助对象的就业、收入、

人口、财产等方面变化情况进行定期不

定期地核实，依据核实结果及时将生活

水平高于救助标准的调整出救助范围，

在动态管理的前提下实现 “应退尽退、

应救尽救”。

（五）配强基层队伍，提高救助水

平。一是按照《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

文件的要求，通过内部调剂或政府购买

方式配齐配强人员，实现救助户数与管

理人员比例县级 800:1、各乡镇街道办

事处 200:1，各村（居）委员会设 1 名专

（兼）职人员，使基层有充足的人员承担

各项救助工作。二是加大工作人员的培

训力度，建立定期培训机制，提高业务

水平。三是完善救助工作人员年度考评

机制，考评分数与社会救助工作人员的

福利待遇挂钩，并对业绩优异者给予额

外的物质奖励，充分调动基层工作者的

积极性。

（六）建立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机

制，确保社会救助精准管理。一是建立

监督检查长效机制，联合审计、监察、

民政等部门，定期、不定期开展专项清

理和整顿活动，有效规范救助行为，确

保救助制度公平实施。二是加大公示力

度，建立社会救助投诉、举报核查制度。

三是建立社会救助资金使用监控和预警

机制，形成预算科学、规范使用、监管

有力的资金管理模式，定期通报挪用、

挤占和拖延迟发救助资金的单位、部门

和个人。

【本文为“安徽省属社科类社会组
织‘学界兴皖’调研报告”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铁路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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