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商业保险经营融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经济作用 

文/魏青达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尤其是在我国面临着社会城镇化、工业化，经济市场
化、全球化，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新时期，保障政策的制定和运行涉及到多个部委和地方各级政府。 

   一、“三无”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 成为失地农民。据估计，目前我
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可能高达4000－5000万人。 “十一五”期间，预计每年新
增被征地农民300万。在土地经济功能日益弱化、保障功能日渐突出的前提下，农民失掉的已不仅
仅是土地本身，而是蕴涵在土地背后的保障功能。与城市下岗职工相比，失地农民没有最低生活保
障，没有稳定的就业渠道，缺乏政策和财政支持，显得更为弱势。目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十
分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和谐与稳定，近年来，失地农民上访案件每年都在数万件以
上，且呈急剧增加趋势。失地农民是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而且也是一个正常的
现象，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种地无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现
代化过程中亟待且必须解决好的一大社会问题。加快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已成为解决失
地农民问题的重中之重。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征地补偿标准不尽合理: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取决于土地级差、征地用途、耕地年平均
产值等，既没有全面考虑被征占土地实际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没有考虑土地升值、物价上涨等因素
的影响，造成补偿标准偏低，失地农民利益严重受损。  
   （二）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方式单一:因沿用多年的“谁征地、谁安置”的原则，事实上已经难
以执行，各地开始普遍采用货币补偿的安置模式，即征地时一次性地支付补偿金，让被征地农民自
谋职业。  
   （三）社会保障难:土地被征用后，农民尽管领取了高低不等的补偿金，但大部分失地农民没
有参加农村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也很少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加上多数征地补偿标准不高，解决
养老问题成为失地农民最关切的问题。  
   （四）就业保障难:大部分失地农民由于文化程度偏低，缺少技能培训，外出务工就业难度较
大。部分被征地农民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在就近无法安置的情况下，又很难外出，加上一些失
地农民年龄偏大，就业和创业的可能性都很小。 
   （五）技能培训难:失去赖以生存土地的农民，由于长期受小农思想的束缚，缺乏创市场的信
心，往往不愿花时间和资金接受培训，加上用工市场处于无序状态，没有实行严格的职业资格准入
制度，往往采取边投产、边招工、边培训的方式用工，难以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 
   （六）法制建设严重滞后:现行有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法规、政策，大多由地方政府各自制
定。 国家缺乏统一、权威的法律安排。  
二、商业保险营销融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发展战略作用 
近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革，由于国情的不同，各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方式
方法存在一定差异，但发展的趋势基本一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注重保证社会保障公平
性，着力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保障。二是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着力推动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发
展，由国家、企业、个人和家庭共同承担保障责任。三是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社会保障领域中的作
用，商业保险积极参与了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流行的三支柱社会保障
体系中，第二、三支柱大都以市场的方式运作，商业保险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实现社会保
障体系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国际经验表明，商业保险发达的国家，政府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解决低
收入人群的问题、老人的问题，缓和、消除贫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 
我国政府财力有限，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村人口和弱势群体数量巨大，这些国情决定了社会保险必
然是广覆盖、保基本，用来满足国民的基本保障需求。基本线以上的保障应当通过商业保险等手段
来解决，这是实现多支柱保障的根本途径。同时，商业的方式不需要政府的财政投入，不会给政府
带来任何负担，有百益而无一害。因此，政府应考虑通过各种方式，大力推动商业保险发展，以此
来缓解社会保险的压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商业保险在这个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在全国
部分地区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经办服务，产生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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