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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全面建成了覆盖城乡

居民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形成了社会保障的

中国特色，主要体现为：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社会保障需求，注重公平共享与互助共济，充分

体现了人民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注重协调推进与城乡统筹发展，重视发挥集体、社区的作用，强调发挥家

庭保障的基础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的形成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

形成逻辑主要包括历史与文化逻辑、时代与现实逻辑、制度与体制逻辑、风险与回应逻辑等四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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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深化社会保障体制

改革，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保障

道路。究竟何谓社会保障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

社会保障道路是如何形成的？有何特点？形成逻

辑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利于增强中国

社会保障改革的道路自信。

一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的

探索与形成探索与形成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社会保障

经历了艰辛的改革探索过程。20世纪 90年代末以

来，尤其是 21世纪以来，社会保障改革步伐明显加

快，各类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为中国特色现代

社会保障道路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面建成了覆盖城乡居民的中国特色现

代社会保障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保障内容从局部迈向全面。我国社会保障

的内容体系日益完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

等各项社会保险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并不断优化，新

型综合社会救助体系正式建立并走向制度化，社会

福利与社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注重城乡居

民社会保障需求的多样性、全面性，保障内容从侧重

于低水平的经济保障到兼顾精神保障与服务保障，

从狭义的社会保障走向广义的民生保障，从生存型

保障开始走向发展型保障。在注重经济保障的同

时，开始注重加强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

断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教育、健康、就业

福利与服务的提供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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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提升劳动者的发展能力与竞争力。

二是覆盖范围从少数迈向全民。逐步扩大社会

保障覆盖范围，从少数群体走向全体国民，从正规就

业人员扩大到非正规就业人员，从劳动者扩大到城

乡居民，从“广覆盖”走向“全覆盖”。以养老保险为

例，开始主要针对城镇国有企业职工，逐步扩大到城

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此

后，从职工扩大到居民，分别建立了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出台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办法，基本

覆盖各类身份人群。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也在不断扩

大覆盖面。医疗保险覆盖对象从城镇职工、正规就

业人员逐步扩大到城乡居民、非正规就业人员，基本

医疗保险率先实现了全覆盖。工伤保险强调覆盖各

类企事业单位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助覆盖面不断扩大，

努力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

三是制度形式从分割迈向整合。在新发展理念

的指引下，社会保障改革更加注重协调发展、公平发

展、共享发展，日益从分割、碎片走向整合、共享，主

要体现在项目整合、制度并轨、城乡统筹、管理整合

等方面。在项目整合方面，将生育保险并入医疗保

险中，对不同社会救助项目进行整合，促进了社会保

障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在制度并轨方面，主要是指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与企业职工养老、

医疗保险制度的并轨，有利于促进人员流动、优化人

力资源配置、提升制度的公平性。在城乡统筹方面，

2014年开始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2016年开始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整合，逐步

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此外，积极推进

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城乡统筹发展。

四是管理体制从分散迈向统筹。在行政管理、

业务管理、筹资管理、统筹层次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

进展，逐步趋于整合、适度集中，努力实现社会保障的

统筹管理、科学管理。在行政管理方面，经过 1998
年、2008年、2018年三次大的机构改革，社会保障管

理体制越来越合理化、科学化。1998年，我国组建了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组建了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保险的管理体制。2018
年成立了国家医疗保障局，整合了医疗保障与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相关职能。在经办服务方面，逐步整合各

项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业务，尤其是在基层，实现了各

项社会保障业务的统一经办服务。在筹资管理方面，

逐步理顺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从原来由税务机关和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共同征收的状态逐步走向由税务

部门征收。在统筹层次方面，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由原来的地市级统筹走向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建立

了中央调剂金制度，并向全国统筹的目标迈近。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等其它社会保险制度也在逐步适度提高统筹层次。

五是待遇水平从较低迈向适度。随着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升和国家财政能力的增长，社会保障待

遇水平逐步提升。自2005年以来已经连续16年上

涨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2016年以来实现

连续四年同步适当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养老金水平。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水平也

逐步上涨，从最初的每人每月 55元起步，上涨到

2018年每人每月 88元。医疗保险不断扩大医疗保

险药品、服务目录范围，稳步提升待遇水平。2015
年城镇职工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达到

81.9%，城镇居民医保住院报销比达到 68.6%。同

时，全国各地门诊大病（慢性病）病种逐年增加，基

本医疗保险药品报销目录范围逐步扩大，居民医保

门诊统筹覆盖90%以上的地区[1]。最低生活保障待

遇水平也不断提升，2002年全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

月人均保障水平52元，2018年达到579.7元。

六是责任分担从包办迈向共担。在改革过程

中，将责任共担机制的建立和保障模式的社会化

作为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尤其是在社会保险制度

改革中，适度引入了个人筹资责任，养老、医疗、失

业等社会保险缴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完成，财政承

担着兜底责任和缴费补贴责任。与社会保障责任

分担相关联的是社会保障资源配置机制的完善，从

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单一的公共资源配置方式

向多元化的社会保障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以个人

①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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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为基础，整合政府配置资源的

福利性保障、市场配置资源的个性化保障、社会配

置资源的公益性保障，在明确不同社会保障项目属

性和需求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二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的

经验与特征经验与特征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的基本经验

一是追求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社会保障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

善、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同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也为社会保障改革提供了重要动力，经济的持续快

速发展为社会保障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始终注意与经济发展

的适应性。遵循低水平起步和适度性保障原则，不

搞超越经济实力的福利政策，不盲目追求社会保障

的高水平，注重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改革路径。我

国社会保障改革是逐步推进的，从无到有、先易后难，

保障项目从少到多，保障范围从窄到宽，保障水平逐

步提升，运行机制逐步完善，目标思路逐步清晰。一

项社会保障政策的出台和制度的建立往往先要经历

前期的试点探索，总结问题，积累经验，平衡各方利

益，减少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和负面效应，实现社会

保障改革的“稳中求进”。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过程

中，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由于经济社会发展

的复杂性和非均衡性，通过逐步设立不同的制度来满

足不同群体差异化的社会保障需求，为社会保障制度

体系建设和覆盖面的扩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注重整合运用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保障资

源。我国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史无前例，数额巨大的

财政投入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此外，政府还积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

设，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加强社会保障管

理服务。特别是在兜底保障、基本保障和弱势群体

保障方面，政府作用更加明显。在充分发挥政府作

用的同时，积极运用市场和社会资源，着力构建多

样化、多层次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增强社会保障

的激励性、效率性与可持续性。比如，在补充保障

发展、养老服务提供、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社会保障

基金管理与投资、保障性住房建设、社会救助与慈

善事业发展等方面，市场与社会的作用比较明显。

四是不断追求社会保障改革的规范化与法制

化。在社会保险方面，出台了《工伤保险条例》《失业

保险条例》《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社会保险

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法规。在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方

面，出台了《农村五保供养条例》《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残疾人预防和康复条例》《残疾

人教育条例》《残疾人就业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特别是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出台，意味着我

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迈入了新阶段。此后，2012年
出台了《军人保险法》，2016年出台了《慈善法》。

五是注重借鉴国际经验。社会保险的个人账户

就是借鉴了一些国家的做法，比如借鉴了德国的社

会保险模式、新加坡的公积金模式、智利公共养老金

的个人账户模式。注重基金积累，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设立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强调不同

主体责任共担，尤其是在社会保险筹资中强调单位

和个人共担分担。积极加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满足不同人群多样化、差异化的社会保障需求，分

散社会保障风险。这些都是借鉴国际经验的体现。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的主要特征

一是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社

会保障需求。紧密围绕各类需求推进制度建设，

为满足劳动者和城乡居民多样化的保障需求，探

索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有普惠性、福

利性的基础养老金、老年津贴，也有养老、医疗、失

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制度，既有基本保障制度，也

有补充保障制度。随着城乡居民的生活需求日益

升级，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也随之不断提升。社

会保障的内容从基本的物质保障和经济保障走向

兼顾服务保障与精神保障，全面满足劳动者和城

乡居民的各类需求。在改革完善基本社会保险制

度和社会救助的同时，积极发展各类社会福利制

度，发展住房保障、教育保障、健康保障，着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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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发展能力。

二是注重公平共享与互助共济。重视公平共享

的社会保障理念，着力加强特殊人群的兜底保障，充

分发挥社会保障在反贫困中的积极作用。强调发挥

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作用，推动实现共同富

裕。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努力实现人人公平享

有社会保障的目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秉持着互助

共济理念，强调对弱者和贫困人口的关怀，倡导社会

成员之间相互支持，追求社会保障的公平发展。无论

是社会保险、社会救助还是社会福利，都体现出互助

共济的特征。社会保险的社会统筹部分是典型的互

助共济，社会救助更是典型的扶危济困，社会福利通

过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定向支持特定人群而实现互助

共济。慈善事业是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无偿、自愿

支持，直接体现了社会互助和社会文明。

三是充分体现了人民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现出高度的人民性，这是社会保

障最大的中国特色。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我国社

会保障发展的生动实践。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

引下，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是中国最大的优势。在社会保

障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的制度优势充分体现，社会保

障的制度设计能力、资源动员能力、组织实施能力不断

提升，大力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机制改革，解决了若干难

题，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

四是注重社会保障改革的协调推进与城乡统筹

发展。不采取“一刀切”的极端做法，而是兼顾不同因

素，注重社会保障改革的协调性、平衡性。比如，在制

度模式方面，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险

制度模式就是兼顾现收现付型与基金积累型制度，既

不是完全的现收现付，也不是完全的基金积累；在社

会保障的水平设置方面，既不过高，也不过低，追求社

会保障的适度性；在制度转轨方面，平衡不同年龄群

体的利益，遵循“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

法”；在资源配置方面，追求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发挥

各自优势；在改革目标方面，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结合。

推动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发展，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居

民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与社

会救助的城乡统筹发展也积极推进。

五是重视发挥集体、社区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农村集体与城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社

会保障的重要主体，更加了解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需

求与保障能力，在社会保障的管理服务过程中承担着

重要职责，一些农村集体还承担着缴费筹资的作用。

除了职工社会保障外，居民的社会保障主要依赖集体

和社区来实施。城乡社区还在养老服务、医疗卫生服

务、特殊群体社会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社

会保障改革的这一特点，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和满足城

乡居民的社会保障需求，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挥

“实施者”“试验场”和“反馈器”作用。

六是强调发挥家庭保障的基础性作用。无论

是经济支持、物质支持，还是服务提供、生活照料、

精神慰藉，家庭均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虽然家

庭的保障功能受到了一定冲击，但是，家庭保障的

基础地位并未动摇，家庭保障与社会化保障相互补

充。尤其是在养老保障方面，家庭具有天然的情感

满足与精神慰藉优势。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尚不

完善的背景下，更加凸显了家庭保障的重要性。

三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

形成的四重逻辑形成的四重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是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诸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形成逻辑主要

包括历史与文化逻辑、时代与现实逻辑、制度与体

制逻辑、风险与回应逻辑四个方面。

（一）历史与文化逻辑

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基础与优秀的文化传统，为

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自

古以来，中国就有追求“小康”“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

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我国历史

上也有着丰富的社会保障实践，比如王杖制集传统

孝道、尊老文化与家庭保障、国家福利于一体，达到一

定年龄的老年人享有相应的特权，包括崇高的社会地

位与相应的物质待遇。自古以来，社会保障被视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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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朝，王室推行

过巫术救荒、养恤赎子等措施；西周时期提出了“一曰

慈幼，二曰养老，三曰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

安富”的社会救济政策[2]。此后，历代统治者均将救

荒、济困、养疾、恤孤、优抚等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传承和发展的

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形成的重要力量。

儒家文化强调仁爱互助、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崇尚公

平、追求和谐等，这些理念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有

着明显的烙印，并将持续影响中国社会保障的未来发

展。“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文化使得我国社会保障

着力追求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公平。儒家文化的中

庸、和谐思想在社会保障改革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制度模式选择与制度设计中力求兼顾公平与效率，

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注重运用家庭资源，发挥家庭保

障的基础性作用，强调亲属、邻里等非正式保障资源

的运用。这些方面均是对历史的继承和发展。

（二）时代与现实逻辑

社会保障改革是时代变革的需要，服务和推动

时代的发展进步，时代的发展变革也为中国特色社

会保障道路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和动力。

在社会层面，逐步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社

会日益分化，就业方式、家庭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

念、权利意识均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有的保障模式

已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需要建立一种新型国

民生活保障系统，来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的社会保

障需求，进而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在经济层面，逐

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城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减员增效，增强企

业活力和效率。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提

高农业生产率。经济体制改革直接推动了社会保

障体制改革，探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

系。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为社会保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的规划性、渐进性、全面性为社会保

障改革指明了方法和路径。每五年会出台一个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在制定综合性规划的同时，还出

台若干专项规划，社会保障发展规划就是其中之

一。改革开放是循序渐进的，社会保障的改革同

样如此，社会保障模式的调整、社会保障制度从无

到有、覆盖范围从小到大、待遇水平不断提升，都

不是一步到位的。改革开放具有全面性，涉及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保

障改革同样具有系统性，逐步建成覆盖城乡居民

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满足城乡居民的各类需求。

（三）制度与体制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

其衍生的国家治理体制，是推动中国特色现代社

会保障道路形成的根本逻辑。

“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

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

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3]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

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4]共

享发展、共同富裕、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

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

始终注重加强民生建设，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

视人民生活的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更是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此

外，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自我革命、自我更新、包

容开放的政党，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国特色

社会保障道路的形成也体现了包容、开放的特点。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最强大的体制优

势，这一优势为社会保障改革聚集能量。党的执政

经验与执政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与执行力，为社会保

障改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资源保障。十八大

以来进一步强化了党的领导，破除各种改革障碍，使

得各项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社会保障改革持续取

得新进展，助推了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充分整合各类资源，处理好政

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协同

共治。社会保障不仅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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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更是推进国家治理的必要手段与重要工具，是维

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世代福祉的基本途径与制度

保障[5]。社会保障治理与国家治理融为一体，在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要求实现社

会保障自身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

（四）风险与回应逻辑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丛生的社会，中国正处

于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各类风

险日益增多，利益结构日益失衡，社会结构日趋紧

张，社会矛盾容易激化，各类挑战和约束更多。

在这些风险面前，个体和家庭的应对能力显得

相对不足。一些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凭借个人的实

力已经难以实现理想的生态状态，甚至基本生计难

以为继。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个体风

险将演化为群体风险、社会风险，甚至演化成社会危

机。因此，必须要有系统化的制度安排，预防、阻断

和化解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是化解社会风险的重要

制度安排，是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

收入差距过大与分配不公是社会风险的重要

根源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

大，收入分配格局面临失衡风险。近十年来，收入

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得到了抑制，收入差距小幅

缩小，但有时依然在高位徘徊[6]。社会保障是调节

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尤其

是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社会保障可以从覆盖范

围、筹资机制、补偿机制、融合性、便携性、转轨方

案等方面发挥其收入分配调节作用[7]。

四四、、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的

未来展望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

展与推进社会治理方面产生了较好的效果，社会保

障在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生活质量、预防和缓

解贫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存在不

少问题与挑战，有待进一步改革完善。

（一）问题与挑战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依然存在不少问

题，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尚有一

定差距。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尚未实现全覆盖，

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与制度设计仍存在不完善之

处，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作用可进一步发挥，部分

社会保障资源配置机制欠合理，社会保障资金可

持续能力受到冲击，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

进展和效果不理想。尤其是在人口的快速老龄

化、城镇化、全球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家庭结构

与家庭形态变化、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现实背

景和挑战下，需要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改革，提升

社会保障治理能力。

人口快速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发展需面对的重

要问题之一，未来一段时期是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

的加速发展期，也是大批就业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

转为退休人员的高峰期。有专家预测，2035年65岁
以上老年人口将达3.26亿，占比为22.8%；2050年突

破 4亿，占比达 29.3%，进入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

家行列[8]。人口的快速老龄化或高速老龄化意味着

快速增长的、巨大的养老保障需求，应对人口快速老

龄化的挑战、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各

类需求，是我国社会保障中长期发展的重要任务。

迈向新征程，社会保障的发展面临较为复杂的

新形势。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加大，

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空

间仍然较大，但经济增长环境错综复杂，支撑社会

保障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不够稳固；人均收入仍

将持续增长，但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提高

社会保障促进增收能力；反贫困持续取得进展，但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任务艰巨，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

配的力度需进一步加大；经济社会整体快速发展，

但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比较突出，欠发达地区与低收

入群体的社会保障短板亟待补齐；新业态带来新动

能，但增加社会保障的复杂性与压力。

（二）未来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改革开放进

入了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社会保障改革需要重点解决不平衡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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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

回应“美好生活”的社会发展需要和新变化，确立以

“美好生活”为核心，实现人民福祉、促进包容性发展

作为新时代社会保障的首要目标[9]，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保障道路进一步走向成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展望 2035年，基本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公共服

务实现均等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

社会保障的发展方面，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健

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未来需要着力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

性，努力实现人人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这是现

代化新征程社会保障发展的必然要求。需要适应经

济社会变化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实现社会保障全覆

盖。提升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强化社会保障国民待

遇与收入再分配作用。充分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复

杂性与变动性，探索建立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动态适应机制。适应新征程中民众需求变化推进

全方位、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提升社会

保障治理能力，提升社会保障发展质量，实现社会保

障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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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ecu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Experiences,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Logic

LONG Yuqi WANG Yanzhong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has continuously deepen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ly built a moder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overing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hina's social security development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ccumulated a lot of 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formed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security,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gradually meeting the growing diversified social security needs of the

people, paying attention to fair sharing and mutual assistance, fully reflecting the people's nature and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paying attention to coordinated promotion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paying attention to play the role of collective and community, and emphasizing the basic role of family security.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funct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social, and other factors. The logic of its formation mainly includes four aspec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ogic, era and realistic logic, system logic, and risk-response logic.

Keywords: Social Security, Chinese Road,Chinese Characteristics,Formation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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