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转移性支出 

 

【知识点】社会保障支出 

 

 

一、社会保障的内容 

1.社会保障的产生和主要内容 

社会保障是国家向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就业机会以及遇到其他事故而面临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的基本

生活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由法律规定的、按照某种确定的规则实施的社会保障政策和措施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最早产生于 19 世纪 80 年代的德国俾斯麦政府。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

会优抚。 

 

  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 

类型 解释 具体内容 

社会 

保险（五

险） 

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法律

强制实施，为工薪劳动者及

其他社会成员在年老、疾病、

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

提供必要物质帮助的制度。

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

容 

① 养老保险*：退休后领取养老金、丧葬费、抚恤费 

② 失业保险*：征收额度较少 

③ 医疗保险*：患病职工支付医疗费用 

④ 生育保险：妇女在生育和护理儿童期间的医疗护理及生活基

本需求 

⑤ 工伤保险：支付医疗费、病假工资、伤残补助津贴 

 

② 失业保险 

职工应当参加失业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失业保险费。 

失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失业保险金： 

a.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1 年的； 

b.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c.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失业人员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累计缴费满 1 年不足 5 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 12 个月；累计缴

费满 5 年不足 10 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为 18 个月；累计缴费 10 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

最长为 24 个月。 

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与前次失业应当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

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最长不超过 24 个月。【2023 新增】 

 

③ 医疗保险： 

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

保险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

人员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

疗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未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可以缴费至国家规定年限。【2023

新增】 

 

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以及急诊、抢救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从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参保人员医疗费用中应当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

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直接结算。 【2023 新增】 

 

④ 生育保险： 

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不缴纳生育

保险费。 

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

用待遇。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2023 新增】 

 

⑤ 工伤保险： 

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定的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因工作原因受

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且经工伤认定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其中，经劳动能力鉴定丧失劳动能力的享

受伤残待遇。【2023 新增】 

 

——续表 

类型 解释 具体内容 

社 会

救助 

是指政府对生活在社会基本生

活水平以下的贫困居民给予的

基本生活保障。其基本特征维持

最低水平的基本生活 

主要包括自然灾害救助、失业救助、孤寡病残救助和城乡困难户救

助等。包括提供必要的生活资助、福利设施，急需的生产资料、劳

务、技术、信息服务等 

社 会

福利 

政府为社会成员举办的各种公

益性事业及为各类残疾人、生活

无保障人员提供生活保障的事

业 

包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福利待遇，而且包括交通、文娱、

体育等方面的福利待遇。目的在于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

神生活水平，使之得到更多享受。目前，我国有社会福利院、敬老

院、疗养院、儿童福利院等福利机构 

社 会

优抚 

社会优抚是指政府对军属、烈

属、复员退伍军人、残疾军人予

以优待抚恤的制度 

在我国，对象主要是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残疾军人及其家属； 

内容主要包括提供抚恤金、优待金、补助金，兴办军人疗养院、光

荣院，安置复员退伍军人等 

 

2.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 

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主要分为现收现付和基金式两大类，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筹资

模式 
现收现付式 

基金式 

完全基金式 部分基金式 

含义 

上一代人并没有留下养老储备基金

的积累，其养老金全部需要下一代

人的缴费筹资（靠后代养老的保险

模式） 

这项基金在数量上能够满足

今后向投保人支付保险津贴

的需要（是自我养老的保险模

式） 

缴费一部分用于当年的养老金

支出，一部分用于为受保人建

立养老储备基金 

（自我养老和后代养老相结合



的一种养老模式） 

特点 
最初保险费率比较低，以后要根据

支出水平经常调整保险费率 

初期保险费率较高，后期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稳定不变 

分阶段平衡的原则调整缴费

率，初期保险费率较低，后期缴

费率会呈阶梯式的上升趋势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筹备模式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基本属于现收现付式。 

 

【2023 新增】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意义 

（1）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人们的生老病死以及人们的最低社会需要，是不能由市场来解决的，它只能由政府来加

以解决。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虽然不能在初次分配中干预收入分配，但可以在再分配领域采取措施，缩小人

们收入上的差距，矫正市场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制度就是由政府实施的，旨在解决市场机制分配缺陷的一种

有效制度。 

 

（2）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内在稳定器”的作用。 

社会保障支出是随经济周期而发生反向变化的，它可以弱化经济周期的震荡波幅，因此通常把社会保障制度

称为“内在稳定器”。由于失业保障制度的存在，在经济繁荣时期，失业准备基金不但增长，而且还对过多的

支出施加稳定性的压力；相反，在经济萧条时期，失业准备基金使失业的人们获得收入，以便维持消费数量

和减轻经济活动的萎缩。 

 

（3）社会保障制度与税收共同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 

从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手段来看，税收是调节收入的重要工具，但只有税收手段是不够的，因为税收手段只能

把高收入者的收入往下减，而并不能使低收入者的收入往上增，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问

题。所以，政府要实施收入再分配还必须使用财政支出手段，包括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向低收入者或无收入

者转移收入，这样才能使他们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 

 

（4）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弥补商业保险的局限。 

商业保险市场存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① 由于商业保险市场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会导致商业保险市场失灵。 

② 商业保险无法解决个人储蓄不足以及“免费搭车”的问题。为此，政府就有必要举办一种强制性的养老保

险计划，让每个年轻人都参加进来，保证每个公民都老有所养。 

 

③ 商业保险市场难以抵御系统性风险。 

例如，高通货膨胀时期养老金会发生贬值，而且每个投保人因通货膨胀所遭受的损失是不同的，显然，保险

公司抵御养老金遭受损失的能力是比较弱的，也不能将损失在个人之间进行风险分摊，而政府却能保证养老

金的实际价值，使受保人免受损失。 

④ 商业保险市场无法进行有目的的收入再分配。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类型 

类型 特点 采用的国家 



社会 

保险型 

要求受保人和雇主缴纳保险费，当受保人发生受保事故时，就可以享受政

府提供的保险金。秉持着“风险分担，互助互济”的保险原则 
  

社会 

救济型 

政府在全社会范围内向生活遇到困难的人提供救济。其特点：（1）受保人

需要经过家庭收入及财产调查，只有符合受保人的资格才享受政府的津贴

（2）保障资金完全由政府从政府预算中筹资，受保人不用缴纳任何费用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的公共养老金计划 

普遍 

津贴型 

普遍津贴的资金完全由政府一般预算拨款，受保人并不需要缴纳任何费

用，就可以享受。秉持着“人人有份”的福利原则 

新西兰的公共养老

金计划 

节俭 

基金型 

在这种计划模式下，雇主和雇员都必须依法按照雇员工资的一定比例向雇

员的个人账户缴费，个人账户中缴费和投资收益形成的资产归职工个人所

有，但这部分资产要由政府负责管理。一旦个人发生受保事故，政府要从

其个人账户中提取资金支付保障津贴；而当职工不幸去世时，其个人账户

中的资产家属可以继承。 

马来西亚、印度等

20 多个发展中国

家的公共养老金 

节俭 

基金型 

节俭基金类型的社会保障计划与社会保险计划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受保

人之间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收入再分配，因而不具有互助互济的保险功

能。这种保障计划虽然没有任何收入再分配功能，但却具有强制储蓄的功

能 

 

 

四、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1.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1）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 

项目 具体规定 计入账户 

单位缴付 基本比例 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 20%（2019.5.1 可降至 16%） 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 

个人缴付 

基本比例 本人缴费工资的 8% 

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

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

划入个人账户 
基数 

① 一般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有条件的地区

也可以本人上月工资收入为个人缴费工资基数）  

② 过低：本人月平均工资低于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的，最低按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  

③ 过高：本人月平均工资高于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00%的，最高按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00% 

 

（2）领取条件。 

① 年龄条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了退休手续。 

② 所在单位和个人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 

③ 缴费年限条件：15 年。 

（3）享受的待遇。 

① 按月领取按规定计发的基本养老金，直至死亡。 

② 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正常调整待遇 

③ 对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