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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现代化评估标准的多重维度

褚福灵

社会保障理念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秉承社会保障为基本人权

的理念。预防为先，应当采取防范与化解社会风险的综合保障策略。

重在防范风险，防病胜于治病，防灾胜于救灾，防伤残胜于治伤残。

同时，社会保障应当是综合保障。根据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综合

保障有明确标准，要覆盖年老、残疾、遗属、医疗、疾病、生育、工

伤、失业、家庭九种风险。

社会保障制度现代化。应当以社会保障国际公约和建议书为引

领，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就当前来看，社会保障有六大旗舰

公约，分别是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年老、残疾、遗属保障公约，

医疗与疾病保障公约，生育保障公约，工伤保障公约，失业保障公约。

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还包括家庭保障，或者叫家庭待遇。这个待遇

主要是对孩子的补贴，以及对困难家庭的补贴。因此，社会保障制度

现代化就是要建立健全老年保障、残疾保障、遗属保障、医疗保障、

疾病保障、工伤保障、生育保障、失业保障、家庭保障构成的社会保

障制度体系。

社会保障管理现代化。社会保障要有效执行，就需要健全社会保

障管理。社会保障制度要充分体现公平，但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要提

高效率，将有限的社会保障基金用到刀刃上。社会保障管理现代化是

一个系统工程，就是要运用现代化手段有效执行社会保障制度，要向

管理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率，向管理要资源，形成风险分担、共建共

享的社会保障运行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担风险，团结一致，互

助共济，这是社会保障的本质，是社会保障内在的逻辑。同时，国家、

组织、个人等主体要各尽其责、各得其所、共担风险。要享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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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尽一定的义务，但两者并不是直线的关系，社会保障有一定的

再分配功能，我们要提倡通过共同建设社会保障事业来共同分享社会

保障发展成果。

社会保障技术现代化。在当前新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社会保

障应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建成统一规范

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在这方面，我们已

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做到真正

的数据共享，但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即未来各行各业的数据都要汇

集到国家政务公共服务平台，包括税务、工商、银行、电信等行业，

进而为未来的云平台、云计算、数据共享奠定物质基础。社会保障技

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社会保障一卡通，由此提高参保者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社会保障现代化评估的标准。就评估标准而言，社会保障现代化

可以理解为社会保障覆盖面、社会保障保障度、社会保障可持续性、

社会保障公平性等均达到较高发展水平。

社会保障“覆盖面”。社会保障覆盖面是指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

实现人群全覆盖，实现社会风险综合覆盖，是度量社会保障覆盖面的

标准。人群全覆盖就是全民覆盖，可以用社会保障人口覆盖率等指标

度量，风险综合覆盖可以用社会风险项目覆盖率等指标度量。该类指

标是正向指标，可以查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库，其中就有社

会保障覆盖率，可以查询到中国社会保障覆盖率。

社会保障“保障度”。社会保障“保障度”是指社会保障的待遇

水平。评估的标准包括微观上的社会保障项目待遇率和宏观上社会保

障支出比率。随着国民收入增加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应当不断提高待

遇水平，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应按照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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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保障公约规定的最低标准为起点，逐步提高待遇，反对超越经

济发展水平过快提高待遇，也反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未有相应提高待

遇。

社会保障“可持续”。社会保障可持续是指社会保障基金可持续

与社会保障待遇可持续，评估的标准包括制度稳定、筹资能力可靠，

待遇按时足额发放。由此，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为社会保障提供物质

基础。该类指标包括制度健全指标、经济发展指标、费用筹集指标、

待遇支付指标、基金积累指标、人口负担系数指标等，包括正向指标、

逆向指标、适度指标等，是一个复杂范畴，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社会保障“公平性”。社会保障公平性评估的标准是指社会保障

覆盖、筹资和待遇的公平统一。具体的标准包括待遇向弱势群体倾斜，

保持人群之间待遇的适度差距，体现扶贫济困、注重公平的制度设计

理念。该类指标为适度指标，包括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差距指标、筹资

水平差距指标、待遇差距指标等类别。具体的指标如居民收入的基尼

系数、待遇水平的基尼系数、待遇发放前后的基尼系数变化率等。

（本文来源：《社会科学报》第 1851 期第 1版，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

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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