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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一、社会救助的概念和模式社会救济，在我国又称社会

救济，是指国家和社会对由于各种原因而陷入生存困境的公

民，给予财物接济和生活扶助，以保障其最低生活标准的制

度。特征：1、其对象有选择性和动态性；2、其权利义务具

有单向性；3、其保障标准具有低层次性和地域差别性。民间

救济，又称慈善机构救助或慈善事业，是指建立在慈善伦理

基础上的，以社会捐献为财产来源的，由民间公益团体或机

构对生存困难者提供的救助。 官方救助，又称政府救助，是

指由政府直接组织的并以财政支出为主要财产来源的对生存

困难者提供的救助。官方民间结合救助，是指由官方救助与

民间救助相互补充而构成的对生存困难者提供的救助。 二、

社会救助的基本法律制度社会救助供给主体，仅指直接向有

存在困难的公民提供社会救助待遇的主体，广义社会救助主

体中，还包括社会救助财源主体，即为社会救助事业供给资

金的主体。社会救助主体的主要职责是：1、筹集和安排使用

社会救助基金；2、确认社会救助对象；3、向社会救助对象

提供社会救助待遇。社会救助享受主体，又称社会救助对象

，是指按照统一的标准确定的实际生活长期或暂时处在法定

最低生活水平线或其以下状态的公民。社会救助标准，即国

家制定的界定社会救助对象并确定社会救助待遇水平的标准

。社会救助的目标是对生存发生困难的贫穷人群给予最低生

活保障。社会救助基金的来源有：1、财政拨款；2、社会筹



集；3、信贷扶贫；4、国际援助。社会救助基金使用必须坚

持的原则：1、专款专用和重点使用相结合的原则；2、无偿

使用与有偿使用相结合的原则；3、分散使用与集中使用相结

合的原则。社会救助待遇享受资格管理，是指社会救助管理

部门和有关机构依法对公民是否具备享受社会救助待遇的条

件，予以认定。社会救助申请制，是指需要救助的公民个人

或家庭应当向有关机构递交申请书，表明请求救助的原因、

理由和相应事实。社会救助调查制，是指有关机构对申请救

助者，应当派出专业人员向申请救助者所在社区和单位进行

详细的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作为是否批准救助的根据。 三、

社会救助的具体法律制度灾害救助，简称救灾，是指国家和

社会对因自然灾害造成生存危机的公民进行抢救和援助，以

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并使其脱离灾难和危险的社会救助制度

，救灾资金主要从财政拨款、国际援助和社会捐赠三方面筹

集。贫困地区扶助，简称扶贫，又称反贫困，是指国家有计

划地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社会救助制度。 扶贫的原则

：1、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式扶贫相结合，以开发扶贫为主；2

、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以政府扶贫为主。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