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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是社会政策的重要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的社会

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原有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以难

以适应形式发展对人民群众的需要，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省从基本理念、

工作内容、体制机制等各方面入手展开探索和创新，构建了新型的救助

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几年下来成长得比较好。 

先介绍一下新型的社会救助体系的相关情况，我国传统的社会救助

主要针对少数、特殊的生活困难群体，救助内容单一，救助标准比较

低，救助的方式也不够规范，对这个情况我们省着眼于机制创新，从完

善救助政策整合救助资源、规范救助行为、建立和完善两个积极的体

系，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以养老、教

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为辅助，为社会救助为补充，政府责任意识

明确，城乡一体化、管理社会化、保障法制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的社会经济体系。 

我们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第一确立两大理念，在推进新型救助体系

的时候，按照法制建设的要求首先提出要牢固的确立两个理念：一个是

法定权利的里面，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生活困难时由政府和社会获

得帮助的权利，因此困难群众得到救助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

利之一，必须在政府行政行为当中得到贯穿和落实。 

第二个理念是法定职责的理念，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使他们活

得有尊严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政府的责任的确立有

利于各项社会救助的完善，推进和落实。而公民理念的确立又返过来确

定政府职责的旅行。 

在具体工作当中我们强调政府给社会救助当中的主体责任，各界政

府建立健全组织领导体制，把社会救助作为依法行政的重要职责，作为

为民办事的重要内容，作为政府部门目标责任制考核的主要指标。这样

制度五年计划，切实落实财政保障资金，促进救助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

的落实。 

我们现在在乡镇街道以及城乡社区建立社会救助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做到机构、人员、经费、卡定（音）、资助和工作的六到位。实现

了救助政策、救助信息、救助资金发放，救助资源有机整合，确保公平

公正，提高社会救助的效率，这个是我们的第一点。 

第二点做法是着眼城乡统筹，在研究制度政策的时候我们着眼于城

乡统筹，统一的制度，覆盖全部的困难群众，考虑到新阶段的城乡近来

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城乡救助标准有所区别，从绝对标准上来看城镇

要高于农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探索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时候，就是在城镇

农村，整个的低保制度申请、审核、审批工资发放检查到医保对象的推

动机制，低保标准的调整程序我们都是一致的。制度覆盖全部有需要的

困难群众，2003年的时候我们全省实现一个推行，集中过程，无论农村

无保老人，只有你要去敬老院去住，我们保证全部解决，到现在为止我

们现在的全省的无保对象集中供养率保持95%以上，城镇的无对象一直

保持在95%以上，城镇的三五对象保持在99%以上。 

第三个做法是综合救助，相比过去较为单一的生活救助新型的生活

救助体系着眼于困难群众使基本生活需要的方方面面，注重制度的整体

性，整个体系以解决基本生活为主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把教

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救助和就业都考虑在内。 

从03年到07年我们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30多个综合性的文

件，这样条件完善了原来的救助政策，创新了一个新的救助制度，这一

些制度包括医疗救助制度、农村无保、城镇三无对象、困难中小学学生

的营养餐补制度、城镇廉租房制度、农村住房的制度、残疾人小康工

程、解决零就业家庭制度、困难群众免费法律援助制度、困难群众国家

补贴机制，这样实现了救助内容从单一生存救助，从生产生活等各个方

面救助拓展，救助方向同全省的临时应急救助走向规范化救助。 

第四个做法是科学社会标准，救助标准是社会救助的核心内容，我

们浙江省设定的各项救助标准刚开始的时候，一般对人民群众的基本水

平挂钩，努力的做到了当地的经济生活发展水平。最基础的标准是低保

标准，开始的时候我们按照菜篮子测算法，到2005年以后我们跟最低工

资标准挂钩，城镇的低保标准不低于最低标准的40%确定，农村的低保

标准按城镇的低保标准60%来确定，加强低保工作的规范化建设，而且

专门出台一个低保家庭收入的合作办法，这项工作也是在不断的探索过

程当中，对家庭收入核定是比较困难的。 

现在推行医保制度社会发放，目前来讲我们全省的低保城镇人均现

在达到238.95，农村的每个月人均低保保差是132块，同时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动态机制，物价上涨到3%就自动的启动困难群

众的物价补贴，今年已经发了两次了。 

还有一个做法是强化分类，通过分类救助我们制订了完善社会救助

网络，解决社会群众的困难问题。这个分类我们涉及到医保标准、医保

标准以外的2%，这个是一个社会救助。 

加上社会福利体系的影响，我们传统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对三无对

象、残疾人等社会层面提供基本社会供养和残疾康复，覆盖面比较窄，

从06年开始我们着手开始。我们制定的“十一五”期间的社会福利体系

的建设规范当时是全国第一个。当时在做福利的内涵上我们明确构建以

老年人、残疾人、孤儿主要服务对象，逐渐覆盖到全体公民，政府主导

公民协作社会参与。 

在内容上、在对象上我们有具体的规定，现在平均制订“十二五”

的社会福利规划，通过这五年的在现有的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把新型社会

福利内容改称为机构福利服务、社区福利服务来提出新的政策制度。 

第二做法我们积极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在实践当中我们把养老

 



福利体系作为突出口，到2020年我们也初步的建立我国人口老年化进程

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向协调，以社会为依托，机构为补充，服务方

式多样化，主题多元化，居家养老普及化、服务队伍专业化城乡的这样

一个养老体系，现在看这样的势头很好。我们的省市县对养老机构有财

政补助的政策。而且我们养老保险覆盖城乡全面启动，现在我们凡是城

乡没有收入的，60岁以上的人都可以领到不低于60多块的养老金，今年

一季度已经发放了500多万老年人口。 

现在建立组织指导培训的养老服务的指导中心，迅速的专门建立稳

妥专业组织进行养老的评估，主要内容包括：财政专项定落实情况、服

务对象的情况、政府补贴对象的经济状况以及服务组织的基本情况，对

服务人员满意度作为一个评估内容。 

第三个做法是社区福利服务，我们现在对城乡社区的建设大幅度的

突进，现在整个的情况形式还是非常喜人的，我们早已改善基础设施，

建设乡镇服务中心，积极的推进社区组织的建设，培养社会专业机构来

建立共建共享机制，多形式的开展社会福利服务，以群众密切相关的社

区教育、劳动就业卫生保健、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治安等等这一

方面加大力度推进，在队伍的建设上，现在目前比较良好。 

第四个方面是慈善事业，我就不多讲了，慈善现在整个全省势头非

常好，我们的组织、网络、从省市县到乡镇全面覆盖，从90年代中期到

现在我们筹集款已经到120亿，援助困难群体方面基本上取得了很好的

作用，影响非常良好。总得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我省社会救助和

社会服务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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