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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大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极大挑战。从长期看，

要解决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从中期看，

要减轻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社会震动

；在近期，要考虑如何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波动适时调整各有

关项目的收支水平，以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分析我国社会

保障制度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一、保障范围覆盖不全。改革

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发生变化，社会保险资金开

始转向社会统筹，在体制上围绕着“一个中心，两个确保，

三条保障线”具体运行，但当前的三条保障线还不能全部覆

盖城镇贫困范围。我国现有城镇贫困人口3100万以上，1999

年享受社会保障的总人数不足300万，2000年不足400万。在最

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之外，传统的民政救济对象是“无劳动

能力”的人，是为数较少的边缘群体。而在体制转轨中，“

有劳动能力”却失去工作机会的人，也已经陷入贫困的境地

，他们的基本生活也应得到保障。事实上，这部分人中的绝

大多数既拿不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又不能享受最低生活

保障待遇，他们约占城市“下岗”、“失业”、“待岗”总

人数的70％以上。 二、农村社会保障亟待发展。有的人提出

，同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呈明显的

二元化特征：在城市，建立了面向企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

度；在农村，则实行家庭保障与集体救助相结合而以前者为

主的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险



，未在农村建立。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中央财政

总支出的比例，咖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

％，我国只有10％左右，而这10％的投入也是绝大部分给了

城镇职工。 三、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我国城

镇失业保险覆盖率极其低下，仅覆盖正式职工，并不包括农

村就业人员和城镇非职工人员。目前，国家用于失业保险金

的经费占GDP的比重还很低。国家用于下岗失业保险的经费

包括两部分：一是发放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属于临时性财

政支出，其中包括企业支付的一部分费用；二是失业保险基

金支出。二者合计占GDP的比重，1996年为0．16％，1999年

提高到0．51％，二者合计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1996年为1

．21％，1999年为4．20％。 四、立法滞后。在我国，除1953

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可视为社会保障立法外，还没有

第二部社会保障法律。虽制定了规定和条例，但不能代替法

律的作用。首先，规定和条例不具备法律的权威性，执行起

来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其次，有的规定或条例规定得较早

，已不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最后，有的规定和办法具有明

确的临时性，即权宜之计。以上这些都不利于我国社会保障

制度的建立和健康发展，相关执能部门应针对上述种种弊端

，采取积极措施，改变这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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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