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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一、社会保障法的定义和调整对象 1、社会保障的定义。

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为了保障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而以立法

形成确立的，以国民收入再分配方式，在公民由于年老、疾

病、伤残、失业、灾害、战争等原因而生活发生困难、或者

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工作机会的社会成员提供物

质帮助，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

的一种社会制度。主要特征：1、强制性；2、社会性；3、福

利性；4、人道性；5、互济性。2、社会保障法的调整对象。 

社会保障法，是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作为

社会保障法调整对象的社会保障关系，是指社会保障主体因

参加社会保障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即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和有关非政府公共机构、企事业等单位

以及公民在实现社会保障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主要包

括：1、社会保障基金形成关系；2、社会保障待遇给付关系

；3、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关系；4、社会保障财务管理关系；5

、社会保障管理、监督关系。3、社会保障项目。三、社会保

障法的基本原则社会保障法的宗旨：1、保障基本人权；2、

保障社会公平；3、保障社会安全。社会保障法的原则：1、

普遍保障原则；2、平等保障原则；3、基本保障原则。＊社

会保障法的原则:(一)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

则；(二)普遍性与差别性相结合的原则；(三)权利、义务相统

一的原则。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一)完善的社



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

度有利于推进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特别是社会保险制度)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外部条件。

＊社会保障组织体系社会保障组织体系，是指分别承担一定

社会保障职能的各种主体在社会保障系统中彼此分工和联系

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一）主体社会保障管理层次的主体主

要是政府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保障委员会，以及社会保障主管

机构、社会保障监督机构和社会保障争议处理机构；社会保

障供给层次的主体重要是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经济保障基金

经营机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和企业等缴费单位。社会保障

权主体，即依法享有社会保障权的公民。其法律资格具有下

述特征：1、普遍性；2、有限性；3、复合性。（二）社会保

障权社会保障权，是指法律赋予公民在一定条件下从国家和

社会获得物质帮助，以满足其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需要

的权利。主要特征：1、社会保障权是生存权利；2、是法定

权利；3、是人身权利又是财产权利；4、是公法权利；5、是

非对等权利。社会保障权的内容：1、社会保障请求权；2、

社会保障待遇受领权；3、社会保障待遇支配权；4、社会保

障救济权。社会保障待遇是指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社会保障

服务机构或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向公民提供的物质帮助。作为

社会保障待遇的物质帮助，一般有下述形式：1、货币形式的

帮助；2、劳务形式的帮助；3、实物形式的帮助；4、劳动权

形式的帮助。社会保障享受要件，是指法律规定的公民享受

特定项目社会保障待遇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三）社会保障

管理社会保障基金，是指根据立法建立的用于特定社会保障

项目的专项资金。作为社会保障事业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保



障法律关系的基本客体。社会保障管理包括宏观管理和微观

管理两个层次，宏观管理即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社会保障事

业的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管理；微观

管理即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社会保障基

金经营机构的内部管理。社会保障监督主要是行政监督、审

计监督和社会监督所构成，既包括对社会保障具体事务的监

督，也包括对社会保障管理工作的监督。行政监督，是以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为主，以相关行政部门协同实施的对社会保

障全过程的全面监督，也是社会保障系统内部的自律监督。

审计监督是以国家审计机关为主、社会审计机构和单位内部

审计机构为辅，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财务收支，以及社会保障

基金使用和运营的效益所实施的经济监督。社会监督，是以

社会保障的利害关系各方为主，并由相关社会力量（如新闻

界）协同，对社会保障系统所实施的监督。社会保障争议是

指社会保障的利害关系各方主体关于实现社会保障权利和义

务的争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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