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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社会救助的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李春根，王　 悦

（江西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１３）

摘　 要：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高质量社会救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

措和重要保障。 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社会救助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要求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引

下，要充分把握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 高质量社会救助兜牢了共

同富裕底线，共同富裕则指明了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前进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

社会救助不断发展与完善，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就，但仍存在发展不充分、质量不高的关

键问题。 因此要加强社会救助主体建设、保障社会救助客体权益、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完
善社会救助机制，不断提升社会救助质量，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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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推进共

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 高质量发展是立足我国社会救助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和必然要求。 将社

会救助高质量发展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增强社会救助的可及性和均衡性，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是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

见》，为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部署，指出高质量发展是社会救助的发展主题和宏伟目标。 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 建设高质量、分层分类的发展型社会救助能够更好地适应共同富裕的发展需要，确保社会成员的

基本生存、基本发展和基本尊严［１］。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救助兜牢共富底线是民之所向、时代所需。 当前学界对社会救助

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初步设想了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林闽钢（２０２１）对“十四五”时期

我国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路径及内容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体制机制以补齐社会救助发展短



板［２］。 黄晨熹（２０２１）提出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路径。 少数学者阐释了高质量社会救助对共

同富裕的重要作用［３］。 张浩淼（２０２２）提出高质量社会救助制度是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底

板，明确了构建高质量社会救助制度应秉持的理念、原则和框架设计［４］。 整体而言，有关社会救助高质

量发展的研究还不够丰富和深入，有待学界进一步地探索。 本文基于党的二十大对社会救助高质量发

展提出的新部署和新要求，探讨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在总结我国社会救助不断

提质增效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高质量社会救助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一、准确把握高质量社会救助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系

（一）高质量社会救助兜牢共同富裕底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高质量的社会救助为共同富裕筑牢民生

底线，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
１． 高质量的社会救助以分层分类的救助体系保障基本民生　 社会救助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

基础性制度安排，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公民因为各种原因陷入困境、难以维持基本生活

时，社会救助给予其物质帮助和服务保障。 社会救助初步形成了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

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分层的社会救助指社会救助

按照困难程度和致困原因，划分为三个救助圈层，一是难以维持基本生存条件的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
二是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三是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情况的突发性、临时

性困难人口①。 具体地，分类的社会救助指针对 ９ 类社会救助对象，即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困人员、低
收入家庭、支出型贫困家庭、受灾人员、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临时遇困家庭或者人员，以及需要急

救、但身份不明或者无力支付费用的人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特殊困难家庭或者人

员，形成了 １１ 类救助制度，分别是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教育救

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临时救助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社会救助制度②。
２． 高质量的社会救助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出

发，社会救助通过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效应来助力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共同富裕核心问题的解决，尽量

缩小城乡、区域和个人间的贫富差距。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构建公平、高质量的社会

救助体系是调节再分配的重要方式。 社会救助由政府主导、财政支持，坚持底线公平的基本原则，在医

疗、教育、就业等民生领域运用再分配手段筑牢共同富裕的民生底线。 社会力量参与是社会救助的重要

补充，社会救助与社会慈善、志愿者、社会工作等第三次分配相结合，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

支持，体现了公益精神和道德力量，展现了公民自愿共享、互助友爱的良好素养，营造了先富带后富的共

同富裕氛围。 社会救助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断提升救助能力，扩大救助范围，使更多人民能够

共享更高质量的社会救助，尽量缩小城乡区域间收入分配差距，增强社会救助的均衡性和可及性。
３． 高质量的社会救助是抵御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稳定器　 社会救助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将

面临各种危机与挑战。 突发性的自然风险、不确定性的经济风险和多样化的社会风险交织，社会救助必

须发挥“稳定器”作用。 以社会救助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重要作用为例，疫情防控期间，密集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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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社会救助三个圈层的划分借鉴了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中民政部答记者问的有关内容（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２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５６３５８２． ｈｔｍ）。
社会救助 ９ 类社会救助对象及 １１ 类救助制度的划分源自 ２０２０ 年民政部、财政部公布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救助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了多项社会救助政策措施，通过加大临时救助力度、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增发救助金、发放临时

生活物资、暂缓退出低保等方式为受疫情影响的困难群众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帮扶，有力保障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 ２０２１ 年共实施临时救助 １ １９８. ６ 万人次，全年支出临时救助资金 １３８. ４ 亿元①。
（二）共同富裕指明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前进方向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社会救助是实现共同富裕

的重要工具和有力保障。
１． 共同富裕要求社会救助继续发挥反贫困功能　 共同富裕的“富裕”，即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物质需求和精神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促进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弥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实

现这一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之间的差距［５］。 富裕就是要反贫困，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我国已建成了全

面小康社会，基本消灭了绝对贫困，转向治理相对贫困，而社会救助就是治理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说

明社会救助的功能与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不谋而合的，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 要求发展高质量的社会救

助，其基本目标要从过去解决生存型贫困提高到缓解生活型贫困和解决发展型贫困的层次［６］。
２． 共同富裕要求社会救助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　 共同富裕将人的发展和能力提升视作高质

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基础。 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富裕，更是精神生活的富裕，社会救助将

受助者视为重要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注重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资本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帮助其实现个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新时代高质量的社会救助不再停留于物质救助的基础层面，而是以积极、发展的救

助理念，“物质 ＋服务”的救助方式，增强社会救助的服务能力。 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因
此，高质量社会救助要不断满足低收入人口教育救助需求，着力推进低收入人口教育救助工作，提升低

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 除了教育救助，还可以通过就业救助和心理救助，促使低收入群体提升发展自我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提高劳动技能和文化素养，提升其增收能力和社会福利水平。
高质量社会救助通过现金 ＋实物 ＋服务的救助方式以及分层分类的精准救助格局，构筑社会救助

安全网，以兜底性的制度设计筑牢了共同富裕的底板。 可以说，社会救助制度本质上以人民需要为中

心，保障基本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平，在实践中推进共同富裕进程，提升了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未来社会救助也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加速共同富裕的进程。

二、我国社会救助的发展与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救助的目标定位从保基本到促发展，历经一个从无到有、从低水平到高质

量的提质增效之路。 回顾七十多年的社会救助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我国政府对“弱有所扶”的高度重视

和政策支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救助理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
据人民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提升社会救助效能。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政府确立了

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的生存型社会救助政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形成了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发展型社会救助政策；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转向推进社会救助

的高质量发展［７］。 社会救助理念的转变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相契合，始终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在我

国不断向共同富裕迈进的进程中，着力满足人民需求、注重与经济协调发展，为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积

累了宝贵经验。
（一）社会救助项目不断扩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我国主要采取应急性、临时性的社会救助项目，以满

足人民的生存型需求。 １９５０ 年初先后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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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２０２１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性文件，１９５３ 年内务部制定的《农村灾荒救济粮款发放使用办法》，为灾民、失业及其他贫困和弱势群体

提供较低水平的救助。 直至改革开放前，城市建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提供了较高质量的保障，在就

业、住房、医疗等方面较为全面地保障了城市居民生活，社会救助主要提供定量定期救济和临时救济；农
村建立的“国家集体”保障制满足了大部分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农村困难群体主要享有灾害救济和五

保供养。 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或完善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住房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就业

救助等一系列救助项目。 党的十八来以来，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由“８ ＋ １”的单项社会救助逐步完善为分

层分类、城乡统筹的综合救助体系，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为主的救助制度。
２０１４ 年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了“８ ＋ １”社会救助框架，即以最低

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供养、 受灾人员救助、 医疗救助、 教育救助、 住房救助、 就业救助、 临时救助等 ８
项社会救助制度为主体， 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体系。 ２０１５ 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 并于 ２０１６ 年全面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２０１８ 年印发《国务院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 建立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制度。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７ 日，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最低生活

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保障为生存型贫困对象提供保障， 医疗救助、 住房救助、 教育救助等项目的保障

范围扩大到更多的低收入群体， 临时救助等项目为有需要的全体公民提供保障。 社会救助法制进一步

完善， 社会救助制度体系进一步优化， 更加成熟定型的社会救助制度构建了更加密实牢靠的民生兜底

保障安全网。
（二）社会救助力度持续提升

近年来我国社会救助不断发展， 力求惠及更多人民。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救助人数、 救助标准

和财政投入显著增长， 社会救助支出的财政主责特征明显。 一是救助人数众多。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全国

共有低保对象 ４ ２１２. ３ 万人， 其中城市低保对象 ７３７. ８ 万人， 农村低保对象 ３ ４７４. ５ 万人。 全国共有特

困人员 ４７０. １ 万人， 其中城市特困人员 ３２. ８ 万人， 农村特困人员 ４３７. ３ 万人。 全年共实施临时救助

１ １９８. ６万人次， 其中救助非本地户籍对象 ６. ２ 万人次①。
二是社会救助水平不断提高。 建立了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不断提升救

助水平。 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城市低保救助标准每人每月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５２ 元上升到 ２０２２ 年初的

平均 ７５７. ３ 元，农村每人每月低保救助标准从 ２０１２ 年的平均 １７２. ３ 元迅速提高到 ２０２２ 年初的 ５９５. ４
元②，自 ２０２１ 年不再区分城市低保、农村低保的概念，加快全国低保城乡一体化进程，各城市逐步统一

城乡低保救助标准，低保救助水平不断提高。
三是财政投入不断加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财政累计支出基本生活救助资金超过 ２ 万亿元。

２０２１ 年全年民政部支出社会救助资金共 ２ ４５０. ６ 亿元，其中支出低保资金 １ ８３３. １ 亿元；支出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资金 ４７９. １ 亿元；支出临时救助资金 １３８. ４ 亿元。 相较于 ２０１５ 年支出的 １ ８２３ 亿元，增幅为

３４. ４％ ③。 可以预见，随着社会救助项目的不断完善、受助人数的快速增长和救助标准的稳步提高，未
来几年社会救助支出还将大幅上升。

（三）社会救助助力脱贫攻坚

为了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过去几十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脱贫攻坚要求社会救助工作

不断创新机制，整合资源，使社会救助做好兜底保障。 通过完善农村低保制度、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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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临时救助制度，形成制度合力，有效帮扶农村困难群体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

加大社会救助资金投入，助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将 １ ９３６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保或特困

供养范围，将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和突发严重困难户中符合条件的 ２７７ 万人纳入低保或特

困供养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①。 从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加强对深度贫困地区社会救助兜底保障的倾

斜支持。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统筹做好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兜稳

底。 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是脱贫攻坚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社会救助的兜底性制度安排，确保一户不漏、
一人不落地解决困难群体脱贫问题，最终助力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从而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建成。

三、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国社会救助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旧突出。 依据《关于改革完

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结合我国社会救助发展的具体情况，查找出社会救助主体建设不足、客体保

障不足、体系不够健全、机制不够完善等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社会救助主体建设不足

１． 社会救助多元主体参与不足　 一是缺乏动员和激励措施，部分主体对社会救助积极性不高、参与

感不强。 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救助的渠道与方式不丰富，难以发挥救助实效。 二是部分救助主体自我发

展和建设能力较弱，加上政策、经济、管理等因素的制约，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瓶颈，导致社会救助资源

整合不力，社会救助能力难以发挥。 三是社会救助多元主体还未实现救助合力，多元主体权责不明晰，
导致应助未助与重复救助现象的发生。 不理顺社会救助各主体间的关系，就不能实现救助效益最大化。
因此要强化政府对多元主体参与的认识，积极引导社会慈善、志愿者等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社会救助，形
成社会主体多元救助的良好局面。

２． 社会救助监督评价需要加强　 对社会救助主体进行监督和评价能够促进其强化责任担当。 社会

救助要提升治理效能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做好监督评价工作，加强制度衔接和工作配合。 目前在社会救

助监督评价方面还存在短板：一是当前社会救助缺乏高位阶的法律支撑。 法律的约束是对社会救助主

体进行监督的重要保障，能督促其依法救助。 《社会救助法》的缺失有待尽快补齐。 二是个别地方仍存

在社会救助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在社会救助资金的管理方面存在不规范、不合法行为，如贪污

挪用、截留私分社会救助资金等，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必须及时纠正并建立常态化监督机制。 三

是社会救助成效需要评估和反馈。 社会救助的绩效评价还未形成体系。 如何科学地选取评价指标、如
何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估、如何做好评价结果分析与反馈，是社会救助绩效评价的现实问题。 我国部分省

市已有实践，需要提取成功经验为构建现代化的社会救助成效评估打好基础。
（二）社会救助客体保障不足

社会救助的客体是因为各种原因陷入困境、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公民。 针对社会救助在城乡、区域

和个体间的差距，高质量社会救助要更加关注社会救助中的弱势群体。 低收入群体和流动人口是社会

救助对象中的重要群体，在社会救助政策实施中，要以精准的政策向其倾斜，提升社会救助的均衡性和

可及性。
１． 低收入群体救助问题　 目前纳入民政部动态监测系统的低收入人群有 ６ ３００ 万人，占到全国总

人口的 ４. ４６％ ②，占比偏低，社会救助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拓宽，保障更多的困难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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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的覆盖面需要扩大。 在贫困治理任务转向相对

贫困的时期，一方面低收入人群监测要继续加强，将更多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纳入社会救助

专项保障范围；另一方面是针对突发灾害和临时遇困的人群，要以急难型社会救助及时响应。 特别是在

抗击新冠疫情时期，继续发挥社会救助的兜底性、应急性保障作用。
２． 流动人口救助问题　 目前部分社会救助项目还未实现与户籍脱钩，导致流动人口中的困难群体

难以享受社会救助。 由于社会救助按照属地原则进行管理，使各地社会救助政策存在差异，导致流动人

口难以享受与属地居民相同的救助服务。 因此高质量的社会救助要打破城乡、区域间的差距，建立公

平、包容、均衡的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 要进一步探索在困难发生地实现社会救助登记、申请、保障的

具体工作机制，由试点走向全面推广，将更多非户籍人口纳入救助范围。
（三）社会救助体系有待健全

１． 社会救助体系内各项目标准有待调整　 目前我国社会救助总体水平偏低，与国际标准存在较大

差距。 一是低保标准需要提升。 低保是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内容，低保标准与其他社会救助存在

挂钩和捆绑的情况，因此低保低标准使社会救助总体水平不高。 截至 ２０２２ 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我国

城市平均低保标准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１７. ９１％ ，占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１９. ８６％ ，农村低保标准按月算为 ７６１ 元，农村平均低保标准相当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３５. １８％ ①。
因此低保的标准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是需要不同社会救助项目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目前我国社会救助

各项目的保障标准都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在标准设定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方面有待加强。 现有社会救助

项目之间不够独立，在实践中存在福利捆绑现象。 特别是要解决低保与其他社会救助项目挂钩造成的

福利依赖问题。 三是还未实现城乡救助标准一体化。 截至 ２０２２ 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农村低保标准占

城市低保标准的比例为 ７６. ５３％ ①，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待进一步缩小。 如何做好制度安排和权责分工，
是推进社会救助各项目标准逐渐实现城乡统一的首要任务。

２． 社会救助与其他政策的衔接有待强化　 社会救助作为重要的民生政策，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
乡村振兴等政策和战略的有效衔接还未完全建立。 社会救助体系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子系统，它
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协同为人民生活提供基本保障。 依据多维贫困理论，贫困群体的困境往往具有

复杂性，难以通过单一政策来解决，需要各政策有效衔接，相互配合，切实解决其不同困难。 社会救助项

目种类的多样化使其在衔接其他政策时容易产生政策重叠或是政策空白，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
如何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在整个政策体系内的作用，发挥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功能是新发展阶段统筹兼

顾、形成政策合力的内在要求。
（四）社会救助机制有待完善

社会救助机制的完善是社会救助改革创新的要求，其中主动发现机制的完善和信息化建设的加强

是两大关键问题。
１． 主动发现机制有待完善　 主动发现机制是确保将更多申请能力不足的困难群众纳入救助的、提

升社会救助覆盖率和可及性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政策找人”向“人找政策”转变的关键举措。 针对由于

各种原因未能主动求助的困难群众，要健全主动发现机制。 主动发现队伍存在规模不大、专业性不足的

问题，社会救助需要建设有担当有能力的人才队伍。 主动发现救助流程在实践中存在盲点，必须优化各

救助环节，确保“政策找人”有效落实，应保尽保。 部分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相关政策了解不深、理解不

足，说明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方面存在盲点，必须加强宣传。
２． 社会救助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不够高　 社会救助信息化建设不足导致信息共享堵点多。 民政、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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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生、教育、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十多个部门各自负责相应的社会救助管理工作，各部

门的协同救助机制存在衔接不力、运行不畅的问题，受“技术壁垒”和“体制壁垒”等因素影响，部门间的

数据信息难以实现及时有效共享和互通。 社会救助的审核、管理和监督工作需要实现信息化以提升工

作效率。 加强社会救助信息化建设必须建立社会救助信息共享机制，强力推进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
探索将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手段应用于社会救助领域，以信息化、数字化赋能社会救助高质量发

展是实现“智慧救助”的时代要求，能极大程度提升社会救助的精准性和救助效率［８］。

四、以高质量社会救助推动共同富裕

社会救助作为我国治理体系的重要子系统，在新时期一方面应当继续发挥兜底保障的基本功能，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发生；另一方面应当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

求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时代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强社会救助主体建设、保障社

会救助客体权益、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完善社会救助机制。 着力解决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
不断提升社会救助发展水平，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一）加强社会救助主体建设

１． 构建社会救助共同体　 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救助共同体，特别是要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社会救助。 社会力量参与是社会救助的重要补充，引导社会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救助能够有效

提升救助效率和救助能力。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社会慈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主体共同参

与的社会救助共同体是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 首先，政府要继续担当社会救助的主体责任，
不断完善社会救助的体制机制，加强思想引领和财政保障，整合社会救助资源，做好统筹协调工作。 其

次，充分利用好社会多元主体的独特优势，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加专业精准、丰富多样的社会救助服务，如
社会融入、陪伴照顾、心理疏导、能力提升等服务项目，弥补社会救助服务项目不足的短板。 再次，要激

发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救助的热情和活力，通过税收优惠、费用减免、精神嘉奖等形式，激励其提

升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９］。 最后，要拓宽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社

会救助的渠道，如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设置社会救助服务项目、打造温情社会救助品牌等方式，
促进救助服务质量和效率提升。

２． 加强社会救助监督评价　 一是加强法律建设。 当前，社会救助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关于改

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等作为主要指导依据，还未出台高位阶的社会救助法律来规范和指导社

会救助事业发展。 应当加快《社会救助法》的立法进程，为高质量社会救助构筑良好的法律基础。 二是

对社会救助主体进行监督。 这有助于打通社会救助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社会救助资金规范有效使

用。 必须加大监督力度，对社会救助资金的筹集、使用等环节加强监管，整治社会救助领域的腐败问题

和作风问题；主动公开社会救助信息，畅通公众监督渠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强化

基层干部的责任担当。 三是建设社会救助绩效评价体系。 对社会救助的实施过程和执行成效进行绩效

评价，能进一步落实社会救助主体责任，强化社会救助规范管理。 社会救助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需要明

确绩效目标，科学选取评价指标，进行周期性的考核，认真分析与研判评价结果，及时纠正社会救助实施

中的偏差。 各地政府可以将社会救助纳入地方绩效考核体系，促进社会救助工作规范化运行。
（二）保障社会救助客体权益

１． 重视低收入群体的能力提升　 社会帮助救助对象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内生动力，学习劳动技能，
提升发展能力最终自主创造美好生活。 对于低收入群体中有劳动能力的人群，要重视其能力的培养和

建设。 社会救助以发展型的社会救助项目使低收入群体掌握劳动致富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促

进共同富裕储备人力资源。 一是树立积极、发展的社会救助理念，社会救助要从受助者的被动接受转向

·１１·李春根等：以社会救助的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主动参与，避免泛福利化［１０］。 二是低收入群体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提升其人力资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要注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可行能力，通过向低收入群体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化

的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救助服务，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激发其创造能力和发展潜力。 主要通过教

育救助、就业救助、心理救助等方式，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培育其长期发展的能力，最终

实现自力更生，进而促进就业，阻断贫困的代际延续，增强社会救助反贫困功能的可持续性［１１］。 三是坚

持就业优先，做好救助帮扶工作。 通过提供就业培训、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降低低收入群体

的就业创业成本；通过鼓励企业吸纳、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方式，在工作和劳动中培养低收入人群的劳动

技能。 四是建立奖惩机制，促使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体积极提升能力、参与建设。 鼓励低收入群体自

助自立，根据自身能力参与劳动，主动就业创业，表现突出的可以予以表彰；对于无故拒绝工作、消极

“等靠要”的人，通报批评，并降低救助待遇甚至取消救助资格。
２． 加强流动人口社会救助　 流动人口由于户籍限制等原因，不能与户籍人口平等享有所有社会救

助项目。 目前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无业重

度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等项目还没有实现对非户籍人口的完全提供［１２］。 因此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社

会救助，缩小城乡和区域救助差距，提升社会救助的普惠性。 一是鼓励各地区有序推进对常住人口在常

住地申请社会救助各项目的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先行探索工作机制，逐步推广到全国。 如很多城市

已经打破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户籍限制。 二是促进城乡社会救助的一体化建设，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

政府的社会救助财政支出责任，使社会救助标准实现城乡统一［１３］。 三是通过技术手段，精准识别流动

人口中的困难群体，提供针对性救助和帮扶。 将社会救助的覆盖范围拓展到更多流动人口，特别关注流

动人口家庭中的老人和儿童，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和心理健康。
（三）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１． 构建社会救助标准体系　 一是在共同富裕的要求下，社会救助标准应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提升社会救助水平。 特别是低保标准的“低水平”已经无法满足相对贫困的治理要求，应当充分考虑贫

困者的现实需求，提高低保标准。 如何构建梯度化的救助标准和救助服务体系是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

当务之急。 二是要依据多维指标构建科学合理的救助认定标准。 基于物价水平、人均消费水平等指标，
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作用，推动各救助项目的救助保障标准与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以往通常以收入标准或家庭资产来衡量是否实施救助，如今应当充分考虑贫

困的多维性，关注边缘型贫困及支出型贫困家庭，应当结合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水平，充分考虑家

庭人口数量增加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对救助标准及时进行调整，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三是要渐

进式地推进城乡社会救助标准城乡一体化的实现。 城乡差距既是社会救助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实

现共同富裕要攻克的重点问题。 统筹城乡救助体系，是社会救助的重要战略目标。 目前已经有部分省

市率先实现低保标准城乡的统一，如浙江、北京等地。 这有利于打破城乡壁垒、缩小城乡差距，从而推动

城乡深度融合发展。 未来其他省市应当逐步缩小城乡社会救助标准的差距，直至实现城乡救助标准的

一体化。
２． 加强政策有效衔接　 一方面是加强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体系内各政策的有效衔接，使社会救助

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系统高效地帮助贫困群体走出基本生存困境、教育困境、健康困境以及就业困境；
另一方面是促进农村社会救助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在总结社会救助助力脱贫攻坚成功经验的基

础上，健全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一是把社会救助纳入

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谋划，充分、公平地提供社会救助资源和服务，对保障农村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助力乡

村产业兴旺发展、深化扶贫济困、互助友爱的乡风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要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内

发挥社会救助的重要功能。 二是扩大农村社会救助的覆盖范围，提高救助水平和质量，引入社会力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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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救助。 三是要关心关爱农村特殊和困难群体。 加强农村社会救助服务体系建设，创新社会救助方式，
有针对性地为农村老弱病残幼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社会救助服务。 如关爱农村困难老人，建设养老设

施和照顾中心，根据其需要提供日间照料、精神慰藉、康复治疗等服务；保障农村残疾人的发展权利，通
过特殊教育、就业培训等项目，提升其发展能力；对农村地区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提供心理疏导、教育、
医疗等综合救助服务。 四是建立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 继续监测农村低收入群体动态，建立农村社会

救助数据库，对农村困难群体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的致贫风险及时进行排查、预警、核实并开

展救助。
（四）完善社会救助机制

１． 完善主动发现机制　 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对象主动发现机制是实现“政策找人”向“人找政策”转
变的关键举措。 主动发现救助对象，将更多申请能力不足的困难群众纳入救助范围，实现社会救助的扩

围增效，确保困难群众“主动发现、及时救助、应救尽救”。 这是社会救助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进一步

提升了社会救助工作的服务能力，完善了社会救助的工作机制。
一是壮大主动发现队伍。 一方面要加强社会救助专业人才的培养。 如建立社会救助协理员制度，

通过人才引进和公益性岗位等方式充实人才队伍，并加强管理和培训，增强主动发现人员的专业素质和

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有序参与，动员线上线下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主动发现工作，
一旦发现困难群体可以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二是完善主动发现流程。 要定期进行困难群众的全面摸

排，将走访、发现困难对象纳入村（社区）的工作内容。 在进行深入调查评估的基础上，做好全面分析建

档工作，建立困难群众信息数据库，对符合条件的群众及时启动“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进行分类施

救。 三是加大社会救助有关政策的宣传力度。 要定期深入群众，以多样化的形式开展各项社会救助政

策法规的宣传活动，提升社会救助政策的知晓率，并保持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的畅通，及时为社区居民对

各项救助政策的咨询进行答疑。
２． 加强社会救助信息化建设　 依据《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信息化建设是实现“精

准救助”“智慧救助”“高效救助”的重要手段，是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完善的重点内容之一。 推进社会救

助信息化建设是促进社会救助运行方式数字化智慧化改革的创新机制。 充分运用大数据、互联网、区块

链等现代信息技术，能够汇聚救助信息、统筹救助资源，实现社会救助服务管理转型升级。
一是要加强部门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和互通。 民政部门要主动加强与医保、残联、乡村振兴、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和单位的沟通和协作，强化部门间数据共享和信息整合，实现相关系统有效衔接。 二

是夯实社会救助数据库建设。 继续建设和完善低收入群体动态监测数据库，依托大救助数据信息平台

进行数据信息的交叉对比和研判分析，通过数字化改革完善问题主动发现机制，提升主动发现能力，及
时进行风险预警，提升社会救助政策、资源、服务与社会救助对象需求匹配的精准度，实现“精准救助”。
三是强化数字赋能，打通社会救助“最后一公里”。 通过积极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
计算、５Ｇ 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加强社会救助信息化建设，实现“智慧救助”。 提升社会救助的服务

能力，推动社会救助服务向移动端延伸，实现救助事项申请、办理、查询等服务“掌上办”“指尖办”，为困

难群众提供“高效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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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ｅ， ａｎ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ｏ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ｂ⁃
ｊｅｃ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ｍ⁃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ｓｏｌ⁃
ｉｄ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ｒｅｓｃｕ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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