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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分析‘

冉 维

《山西时经大掌公共甘理学院.山西 太系0300饰1

    〔摘要」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对政社会保障文出水平问超有所西显，国家对政社会
保降支出教全较少、增长援慢、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越来越产咬，这是政府贵任和社会会正的缺

失.必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夸称定，我们必须站在战略高度来解决好这些问通。

    【关键词〕社会保棒支出。对政支出，社会公正;政府贵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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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快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

会保障体系，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增加财政

的社会保障投人”。的确，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

现实条件下，应该把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提高到更为

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来，我国的经济连续4年均以超

过10%的速度增长，2O07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
速度更是高达11.1肠，但在高速增长的背后，却出

现了国富与民生关系的失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国家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在数额上和结构上均有

不合理之处。

    尽管理论界通常是以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
比重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但是笔者

认为，通过对社会保障支出和国家财政支出的分析
和比较更能让人理解一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更能体

现一国的民生关系和政府的执政理念.

    一、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现状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一

切均由政府大包大揽，所以那时无从谈起社会保

障，但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
障有了起步。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均以
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库支出为基础，所以我国从那

时起财政社会保障总体支出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是

我国由于受经济整体水平较低和城乡二元结构等

现实条件所影响，以及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

思想指导，社会保障支出呈现出了数额较少和结构

不合理等现状，无法让一些特殊群体分享改革的成

果.因此，下面就来具体分析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
出现状。

    1、我国财政社会保阵支出总t水乎较低

    社会保障支出是社会再分配的一条主要途径，

支出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状况，进而影

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直以来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总量水平就

是比较低的，从表1可以看出，近5年来，我国财政

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平均水平就只

在11纬左右，这对于我国的现实经济社会状况来

说是很低的。

    表 1.我国时政社会裸阵文出占对政总支出比t

    资朴来派:《中国时玻年鉴2006) 单位 :肠

    为了更为具体地反映我国财政支出的状况，笔

者把社会保障支出与行政管理费支出作了比较，根

据表2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保障支出远不及行政管

理费支出，二者之间的绝对差额量呈上升趋势，随

着时间的增长，差额越来越大，在2o05年，行政管

理费已经超过社会保障支出1136.57亿元，如果任

  [收摘 口翻〕2007一02一1，

  [作者简们 冉维(198，一)，男.土家旋，玄庆人，山西材经大学公共甘理学陇劳劝与牡会裸阵专业2005胶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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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下去，带来的必将是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
社会保障支出必会受到较大损失，这与一个贵任型

政府、廉洁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是不相适应的。

  表2我国时政牡会保阵支出与行玻甘理费支出比枚、
                                        单位 :亿 元

澡
肚会像

阵支出

行攻于理

费支山

行玫管理费一杜会

    保律支出

2001一}197日.‘0{121，7.52 210.12

2002 2636.22}}297942}} 3‘3.2。
2003 2655.91}}5咭37.65}} 751.77
2004 311606{}‘05，.，1}} 。‘3.55
2005 3698·86一}‘535峨3}} 1136.57
    泣:根据《中国统计年签 2006)、(中国时政年鉴2006)

相关数据登理

    面对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绝对数额较少这

种现状，有人总是用“国情”之类的词语来回避向题

的严重性，我国2006年的GDP是20.94万亿元人

民币，人均GDP已经超过了2000美元，巳经步人

了中上等水平发展中国家，而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

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水平却投有步人中上等水平。

  表3:1卿 年介分岌达国家和岌展中目家社会裸津支出与怪济成长术平

之认之
人均国内生产

忿位(灸元)

社会保律支出占中央

时玫支山的比例(%)

发

达
国
家

疡典 14852 }} ;8.5。
前西挽 13304 50.40

丹麦 }} 1296曦 }{ 413。
法国 }} 12137 }{
奥地利 } 10285 45.51

中千
水平

的发

展中

国术

阿根延 5666 37.50

乌拉麦 }} 3542 }} 41.价
智利 }} 2350 39.63

哥斯达黎加 216心 }} :。.。。
厄瓜多尔 1561 }{ ，1。

长收入

的发展

中网家

摩洛哥 }} 887 }! 520
非律宾 735 }{ 1.70
多号 406 1} 4.‘0

斯里兰卡 283 12.30

孟加拉四}一 1‘5 3.30

均GDP 只有283美元的斯里兰卡，就更不能与达
到40写以上的发达国家相比较了。由此可见我国
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比较低的，尽管现在国

际上在对那些高福利国家的“福利病”进行批判和

反思，但是不能否认现实: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
出水平与国际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

    2、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结构不合理

    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间题，除了总量水平

低之外，在结构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和不平

等，深深地打上了二元结构的烙印，一方面城镇社
会保障支出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农村几乎与社会保

障无缘。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村

社会保障事业的只有社会救济一项，其余的项目几

乎就是空白，而在城镇，可以享受一系列的补贴，如

肉价补贴和副食品价格补贴等，还可以享受离退休

金和养老、医疗、失业和生育等一系列保险。由此

可见城乡的差距，其实城镇居民享受的福利，农村

居民也可以享受，关键问题就在于国家财政没有相

关的支出，由表4可以发现，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

绝对数额和相对份额都很少，根本无法解决占全国

人口57.O1%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表 4:夜国对玻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取
支出总翻

(亿元)

占对政用于农业

支出的比t(%)

占社会保津总

文出的比t(%)

2001一147.6吕1 3.27 } 2.40
2002一}“.35一} :.80 一} 1.68
2003一}79.50一} 4.55 一} 3.00
2004 。5，5:一} 3.6毛 一} 2.76
2005 125·38一} 5.12 一} 339

    贵料来碑:Int咖 6呱1肠bouroffi.:Tb亡伪stofsxi吐豁

curity(1978一19日0).

    在表3中，198。年时，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的人

均GDP分别是2350美元和2164美元，这与现在

我国的经济成长水平不相上下，但是以上两国的财

政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是
39.63%和3o.8。写，而我国现在的水平在11写左

右徘徊，只比当时人均GDP只有1361美元的厄瓜

多尔高出近2个百分点，甚至还不及198。年时人
  46

    注:根据《中国眺计年鉴2006》、《中国时玻年鉴2006)

相关数拓赞理

    3、我国财政杜会保障支出增长缓慢

    评价任何一项公共支出的增长，既要看绝对数

额的增长，也要看相对份额的增长。

    近年来，在忽略物价上涨等市场因素的前提

下，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绝对数额在缓慢增
长，但是增长速度过慢，没有与经济发展和财政支

出增长相联动。尽管有学者提出:社会保障水平与
经济发展速度一般呈“此增彼减”的关系，当经济快

速增长时，居民收入水平增长较快，享受社会保障
的人数相应减少，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往往下降。但
是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能够适用于当前的我国，

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失衡的增长，并由于基

础性财富分配秩序的并不规范，不能使所有人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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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当前我国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保障制度

健全与否仍然至关重要，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是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但在现实中没有反映

出来。在表5中，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弹性系

数来看，除2003年外，其余年份都自在1以上，但
是可以发现，弹性系数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可以
大胆地预测，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关措施，社会保障

增长弹性系数会稳定在1这个水平上，并有下降的
危险，可以理解为社会保障支出只会随财政总支出

作相等比例或更低比例的增长，也就是说社会保障
水平没有提高的可能性.这对但前的我国是不适合

的，笔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处于

饱和状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足以满足公共需求，那

么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弹性系数维持在1这个水平上

是很正常也是很适合的，但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离

饱和状态还很远，很多人还无法享受社会保障。

    表5:衷国时政社会译津文出月长率与对度总支山珊长率的是承

撇
牡会保阵支出

粉长率(%)

对政蕊支山

月长率(%)

社会裸津文自

粉长俘性承毅

翔训 30.9已 1，.。5 一} 1.5，
2002 32.55 IB.07 1即

2的3 0，75 10.81 0.07

2，一}，733 }1，.1‘ 1‘01

2005一}1o.7。 }1o.55 } 1.。1
    注:根扭1中日对玻年签2的6》相关毅格整理

    弹性系数为什么会下降呢?很显然，这是由于

在每年财政总支出的增加的情况下，财政社会保障

支出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因为每年财政支出的增
加部分大多都用到了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等事业

上，现在每年的公车消费达到了3o00亿元就是很

好的例证，这很显然是不合理的，政府应该把公共

财政多投人到公共领域，让一些在经济增长中未受

益或少受益的个人和群体能够通过公共支出分享

经济增长的成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缓慢，应该以超过财政总支出的速度增长，方能满
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二、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重新认识

    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之所以会出现前面已

经分析的现状，这与当前相关方面对财政社会保障
支出的认识不够有极大的关系，我国的经济和社会

都已经步人了全新的时期，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
各个方面也应重新认识，不能总是用旧的观点来着

待新的事物和现象。下面就从四个方面来重新认

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1、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作用

    贫困和不平等一直以来都是人类面临的难题，

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消除贫困和不平等有着天

然的不可替代性，这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都有促
进作用。

    社会保障支出作为公共支出的一部分，具有一

定的生产性。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

长的三驾马车，而内需不足一直都是困扰我国经济

的一个严重问题，收人差距扩大和低收人群体收人

增长缓慢是造成内需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财政

社会保障支出恰怡具有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

的的作用，因为享受社会保库的个人和群体相对而

言都是较为弱势，所获得的财政支出均会用来为满

足基本生活需求而到市场上消费，这就间接地促进

了消费扩大，推动了经济增长。

    这表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并不是给财政添加

负担，而是具备了“工具价值”，对我国的经济增长

是有益的，并且还具有很高的“目标价值，，因为社

会保障对消除贫困和提高福利水平有着巨大作用，

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助于政治稳定

和社会稳定。

    2、满足公共社会保障据求是政府的资任

  、社会保障是市场不能提供和个人无法承担的

公共品，为弥补市场失灵，只有依靠政府和财政，因

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是政府的贵任，要保证每一

个公民都有机会和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前景，而对

弱势群体或个人而言，改善生活的最佳途径就是由

政府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由财政提供社会保障支
出. - .
    这就涉及我国政府和财政的转型问题，有学者

提出“政府要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财政

要有投资型财政转向公共型财政”。这种观点有一

定的道理，虽然在当前我国不可能完全实现这样的

转型，但应该有所偏向，而当前的各级政府大多都
忽略了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角色，这就要求政

府加快转型，至少应加快做一个责任型政府，履行

作为政府的责任，把更多的公共资源用在社会保障

领域，加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3、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行孟新定位

    在历史上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一直处于低

水平状态.这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

有极大的关系，这也为一些人反对增加社会保障支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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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必须承认，“效率优先，兼
顾公平”只是特定时期的正确方针，并不适用于整

个市场经济的历史时期，我国现阶段的“先富”程度
已经充分了，当务之急是如何实现“共富”，要不然就

真有走向两极分化的危险，所以应该把公平与效率
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而不能放在“兼顾”地位上。

    在增长失衡和分配不规范的现实条件下，如何

实现公平?只有依靠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就是实

现公平的有效途径，对不拥有社会资源的弱势群体
或个人提供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是最有效率的，是资

源的有效利用。在前面已经分析，社会保障本身就
有生产性，是有效率的，所以用增加财政社会保阵

支出来维护社会公平并没有违背效率原则，并且只

有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才是真正的效率.

· 4、重新树立社会公正愈识
    社会公正惫识在我国一直是比较缺失的，社会

公正作为现在政治文明的首要价值必须重新树立

起来，公正在经济层面上指现有社会成员在参与经

济竟争时有着同等的机会，在竞争过程中遵循同等

的原则，在分配方面能获得与个人所付出的劳动相

当的收人。在伦理层面上指指所有的人在人格上

的平等，每个人在生存权和发展权上的平等，作为
道德上的一种善，都以平等之心对待所有人.落重

和维护每个人的个人尊严和生命价值的品质。
    但在现实中，社会对待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居

民严重缺乏公正性，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资源，没有
同等的机会，在生存权和发展权上和强势群体有很

大差距。按照政府公布的数据，1978年至2。。6
年，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即未解决温饱问题的

人口从2.5亿下降到了2148万，但据南开大学刘
纯彬教授20o6年的研究发现，我国农村贫困人口

标准过低，仅相当于国际贫困线确定的最低贫困人
口标准的1/5，相当其贫困标准的1/10，相当于我

国监狱囚犯生活标准的1/4.相当于美国贫困人口

标准的1/50，农村贫困人口从2亿多减少到2o00

多万，主要不是扶贫工作所致，而是到城镇打工。

这就反映出真实的问题其实很严峻.很多人只是在
有意地回避，面对如此严峻的间题，国家财政用于

农村社会保障的支出却很少，不管是占财政用于农

业支出的比重还是占社会保障总支出的比重都在

5%以下，这就是社会公正的严重缺失。
    弱势群体和个人也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我们

的政府和社会应该是维护其权利，而不是剥夺其权

利。当务之急，应该让社会公正意识在社会中特别
  48

是政府重新树立起来，只要树立了这种惫识.政府
就会有所作为，社会也更加注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

关注。

    三、政策与建议

    出现问题是很正常的，因为改革开放是“摸着

石头过河”，但关键在于出现问题后能否得到有效

的解决，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问题已经很严

峻.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加速增加我国财政杜会保阵支出

    面对现在社会保障资金不足的现状，最切实有

效的办法就是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我国2006

年的财政收人达到了3.93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

备已经超过了万亿美元，这表明我国已经具备了增

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能力.
    应该改革财政支出结构，如行政管理费就可以

减少支出，把更多的资金用在民生间题上，只有增

加支出，才能将更多的人纳人到社会保障体系中。

并且建议把社会保障支出独立出来，作为国家财政

的只要支出项目之一，现在国家财政主要支出项目

中只有一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没有相关的社

会保障支出项目，这也是不合理的，应该随经济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更改相关的支出指标。

    2、财政社会保阵支出应该向农村倾斜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
57.o1%但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几乎处在空白状

态。实质上农民是最藉要社会保障的群体，我国的

农民在改革的过程中分享到的成果是很少的，与城

镇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正是农村和农民的牺性

支持着城镇和工业的发展.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

土地附加值的减少，导致农村的民生问题越来越严

峻，农民对社会保障的播求越来越强烈.现在我国

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的能力，

国家必须在社会保障支出上向农村倾斜，尽管社会

保障的筹资模式是多样的多层次的，但离开了国家

财政的支出，仅靠社会、集体和个人无法解决农村

社会保障问题。 .
    3、理顺我国财政杜会保障支出梁道

    国家的支出如果无法落到实处，那么支出就没
有任何意义，只会导致资派的浪费。我国社会保障

支出的管理一直处于混乱状态，资金流动渠道不

杨，运作效率低下，社会上经常发生的社保案件和

相关的群体和个人没有得到社会保障资金就是最
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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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加强宏观管理，建立一套垂直管理体

系，避免部门分割，分块管理，因为部门利益总是存

在的。并且建立严格的预算决算体系，理顺支出渠
道，让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能够通过合法渠道有

效地流向需要的地方，既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又减

少了资金的无形流失。

    4、加强立法工作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如果没有法律作保障也会

成为空谈.只有有了法律才能有效地进行监督.

    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与社会保障支出相关的

法律也几乎是空白，笔者从中国法制出版社2O06
年5月出版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常备法律全书》中

发现，从1978年到2o04年，国家及相关部门出台

的与社会保障有关的通知、条例、办法、规则等法规

规章达74部，但是没有一部正规的法律，与财政社

会保障支出相关的就更没有了，这反映出了我国在

这方面立法的薄弱。

    所以要加强立法工作，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的相关内容，如支出多少、如何发放支出、支出让谁

受益、支出如何增长等等重要内容都要以法律形式

确定下来.因为法律具有强制性，有了立法，支出

就会有保障。

    四、结语
    我国已经步人了后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已经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间题也出现了不少，国家财
政社会保障支出就是问题之一，这已经到了非解决

不可的时候，解决社会保障支出问题是很有必要性

和现实意义的，如果真要进行彻底改革，让人民都
能享受社会保障，那么国家财政就必须增加支出，

要做的工作也还有很多，道路也是很漫长的，正是

任重道远，在其过程中也必将遇到无数的阻力和困

难。但笔者相信，只要政府和社会都下决心解决我

国的社会保障支出间题，那么问题也并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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