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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面临十大困难

1 .我国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

结合的形式因近 7000 万在职中老年

及离退休人员的“个人帐户”难于落

实，个人基本保障基金国家欠帐，从

而需筹措上亿资金而十分艰难，社会

保障制度总体方针可能受阻。
2.现行基本保障制度未能解决

数千万独生 子女的统筹医疗保障问

题、社会成员见义勇为奖励和英雄伤

残病亡保障问题以及大中专、大学在

校生的统筹医疗保障问题。

3.现行税收制度、行政性收费制

度、社会保障基金制度三 者并存，企

业负 担 沉 重，劳 动 成 本 因 之 增 加

30% ，已难以维继。

4.由 于管理体制多元，社会保障

制度改革现行单项推进、互不配套、

多头征管，加重了管理成本，而且效

率低下。

5.基金筹资面窄，而且大量拖

欠，基金管理混乱，大量流失。社会

保障基金拖欠面高达 25% 以上。

6.机关团体事业单位改革严重

滞后，干部、职员、工人的身份终身制

界限无法消除。加之地方财政普遍

困难、更有部分既得利益者不愿加入

社会统筹，造成制约我国早日形成统

一集中法定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大难

题。
7.国家基本保障制度与商业性

人寿保险之间互相冲突矛盾。三大

保险公司推行商业性人寿保险，利用

灵活的经济政策，占有大量资金形成

了对国家法定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

巨大冲击与挑战。
8.国家社会保障基金与各商业

性保险公司的人寿保险所得收入均

只能用于购买国债，如何形成多元

化、高收益、低风险的保值增值形式

成为一个大问题。
9.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不健全，采

用“基金”方式建立健全社会集中统

一的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并不 十分合

适，而采用基金改税的方案又难于被

全社会很快认同和接受。
10.相关的立法工作严重滞后，导

致无法可依的“法律空白”局面。
（摘自 1998 年 5 月 11 日《中国经

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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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应注意

保证适度有效需求
宏观经济管理层应该转变思想，

适应新体制下的新形势，把宏观调控

的注意力从促进有效供给的增长放

到保证适度有效需求上来。过去我

们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出现的经济问

题主要是有效供给不足，或者是由有

效供给不足引起的。长期的供给短

缺使人们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一遇

到经济问题，往往就自觉不自觉地从

供给上着手。有时候我们实行的是

需求政策，还以 为是实行供给政策。
比如说，我们现在敞开资金收购粮食

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需求政策，因为

只有保证今年粮食的收购并使其价

格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才能保证明

年粮食生产的增长（有效供给），才能

保证农民增收。农民增收了，才能保

证其有一定的消费需求，才能进而保

证消费品生产的增长（有效供给）。
因此，今后我们要做的是在宏观经济

调控中，更加自觉地运用需求政策。
而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主要交由市

场去解决，政府充其量不过是消除市

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体制性障碍。
为此，今后应实行更广泛的社会

经济改革，逐步实现城乡社会和经济

的一体化发展，消除城乡居民过于悬

殊的消费差距。要在改革的基础上，

加强国家财政，调节收入差距，扩大

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适当加大基

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要加强国家对

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教育，提高就业

水平，从而促进居民收入的增长。
（摘自 1998 年第 4 期《中国国情

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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