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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财政社会保障工作

取得“开门红”

本刊记者

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居保）试点

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在进一步完

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出台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妥善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

基本养老保险、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老工伤”等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扩

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范围，建立孤儿生活救助制度等。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不断健全，越来越多的城乡

居民获得了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保障。目前，已经基本

实现了全民医保的目标；新农保和城居保2012年年底

之前将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跨

越。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比如，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均标准已经达到1700元左右；

全国城乡低保月平均标准分别为288元和143元。可以

说，经过两年来的努力，社会安全网越来越“密实”，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更加坚实的

基础。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2009年启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五项

重点改革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一是建立起了覆盖

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目前，已经建立

起了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职工

医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居民医

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城乡医疗

救助等制度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

疗保障制度体系。其中，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

保、新农合等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城乡居民达

13亿人，各级财政对新农合参合农民和城镇居民医保

“十二五”开局两年来，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十二五”时期社会保障事业发

展的总体要求，不断加大财政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力度，

着力推动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推进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努力做好“十一五”财政社会保障收尾工作，

实现了“十二五”财政社会保障工作的“开门红”。 

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初步形成

两年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并根

据政策实施评估结果逐步完善，建立起了平等就业、免

费公共就业服务、职业教育和培训、就业援助等一系列

促进就业的政策制度，形成了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现

行促进就业政策有两大特点：一是税费减免力度更大。

在继续沿用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政策的优惠方式，

保持原有优惠政策力度不减的前提下，进一步充实了

自主创业和家政服务企业、小微企业、退役士兵自主择

业等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政策惠及面更广。同时，取消

了涉及企业的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二是资金投

入力度更大。加大了中央财政小额担保贷款贴息资金

投入力度，将高校毕业生享受微利项目小额担保贷款

最高额度由5万元提高到10万元；设立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支持企业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继续加大

就业专项资金投入，加大落实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社

会保险、公益性岗位和特定就业政策补贴的力度，重点

支持大学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

支持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就业服务基础能力建

设，加快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网络建设等。

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全面构建

两年来，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

09.19.indd   66 2012/9/19   9：39：58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672012.18  中国财政

参保居民的补助标准提高到240元，保障水平得到明

显提高 ；城乡医疗救助范围从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

保户，扩大到低收入重病患者、重度残疾人、低收入家

庭老年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救助人次不断增加，救助

水平逐步提升。二是政府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2011年，基本药物制度实施

范围扩大到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同时，各

级财政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予以补助，进

一步调动村医积极性，筑牢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和住院

次均费用明显下降。三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明显

提升。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的投入，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社区卫生机构、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备购置，开

展“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社区和农村卫生人

才培训、乡镇卫生院招聘执业医师、各类基层医疗卫

生人员培训等，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条件，提

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四是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均等化取得新进展。目前，中央财政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25元，包括建立居民

健康档案在内的10类41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向城乡

居民免费提供。同时，国家还实施了一批重大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并重点向农村、农民倾斜，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均等化迈出关键步伐。五是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稳

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

点和难点。2010年，国家在17个城市率先启动了公立

医院改革试点。今年，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将在311

个县（市）启动。中央财政均相应安排了补助资金。同

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

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在税收政策、政府

投入、机构准入、经营性质变更等方面，对社会资本举

办的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做了明确具体的规

定，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办医。

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明显增强

两年来，面对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中的各种急、难、

险、重问题，各级财政部门努力健全工作机制和工作流

程，及时制定和合理提高应急保障标准，不断拓展财政

保障范围，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一是积极应对各

类特大自然灾害。积极完善救灾救济各项政策，及时调

整自然灾害生活救助项目和中央补助标准，及时安排

拨付救灾资金，有效应对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和极

端洪涝、区域性干旱等重大自然灾害，身临灾区慰问

灾民，评估灾情，全力做好救灾资金保障工作。同时，

建立中央和地方救灾资金分级负担机制，进一步健全

了灾害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灾情会商和评估核查机

制、资金申请和快速拨款机制、救灾物资储备管理机

制、社会捐助缴拨机制等应急工作机制，有效提高了

抗灾救灾能力。二是有效解决部分群体信访诉求。按

照积极稳妥、避免攀比的原则，在稳步提高国家重点

优抚对象待遇水平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抚恤补助政策

覆盖范围，针对部分农村籍老退伍义务兵、老烈士子

女、参与铀矿开采军队退役人员等的相关诉求，及时

研究出台相应的生活补助政策，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

稳定。三是积极参与研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就业和

社会保障政策措施。针对接踵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形势和就业局势造成的

冲击，积极研究调整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进一步扩

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建立健全

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的联动机制，在

元旦春节前为城乡困难群众发放“红包”，保障其基本

生活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

社会保障资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不断提高

两年来，全国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

生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分别从2010年的9131亿元和

4804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29万亿元和7348亿元，

年均增长19.03%和23.67%。与此同时，各级财政部

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资金财务会计制度，大力加强社

会保障资金基础管理工作，努力提高科学化精细化管

理水平。从2010年起开始实施的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工作成效显著，目前预算编制范围已经扩大到社会

保险法规定的各项社会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将向

全国人大报告。两年来，各级财政部门陆续制定出台

了就业资金、城镇居民医保基金、城市医疗救助基金、

农村低保资金、救灾资金、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卫生

事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新农合基金财务会计制度、

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制度；积极推进政府采

购、国库集中支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及重大社会保障

支出绩效考评工作，为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高效使用

提供了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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