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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会事业改革稳步推进，多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民生福祉不断增进，民生

质量不断提升。随着改革的稳步推进，广大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一项项社会事业改革，正着

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描绘社会公平的美好愿景——

连 续 5 年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人 数 在
1200万人以上；

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
立 ， 社 会 保 障 卡 持 卡 人 数 超 过 8.6
亿人；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超额完
成年均增长 10%的规划目标。

⋯⋯
一组组数据，见证了我国社会保障

事业成就辉煌的 5年。

完善政策体系

就业规模持续扩大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稳则心定、
家宁、国安。

过去 5 年，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
整，我国步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构
调整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面对复杂多
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就业工作，始终将促进经济发展
和社会和谐作为重大责任，坚持把稳定
和扩大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

2012 年 初 ，《 促 进 就 业 规 划
（2011—2015年）》 出台。这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首个国家级就业 5 年专项规
划，为 5 年的就业工作指明了方向。

“十二五”时期，一项项稳增长、惠民
生的宏观政策陆续出台，为全力做好就
业工作谋篇布局；一条条稳就业、促创
业的精细措施逐步落地，为人民群众就
业指路引航。

5 年来，我国就业规模持续扩大。
我国城乡就业人数从 2010 年的 7.61 亿
人 增 加 到 2014 年 的 7.73 亿 人 ， 增 加
1148 万 人 。 其 中 ， 城 镇 就 业 人 数 从
3.47 亿人增加到 3.93 亿人，年均增加
1156 万人。连续 5 年我国城镇新增就
业保持在 1200 万人以上，累计新增就
业超过 6400 万人。几年来，城镇登记
失业率保持在 4.1%左右，低于 5%的控
制目标。同期，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
失业率也保持在 5%左右的较低水平。

在就业数量持续增加的同时，我国
就业结构更加合理，就业质量进一步提
升。从产业结构看，我国一产就业比重
首次降低到 30%以下，三产就业比重
首次上升为第一位；2011 年至 2014
年，全国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分别为
86.4%、88.4%、88.2%和 88%，较“十
一五”时期显著上升。

“十二五”时期，高校毕业生数量
逐年增加。2015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
数量突破 749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要把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工作的重
点，作为重中之重。”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说。

5 年来，人社部门不断完善扶持政
策，畅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让广大
毕业生有能力立足基层、立足一线、立
足岗位、成长成才。近年来，高校毕业
生 每 年 离 校 时 的 初 次 就 业 率 稳 定 在
70%左右，年底总体就业率超过 90%。

在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

同时，国家通过援企稳岗、就业帮扶、
就业援助等措施，帮助失业人员、就业
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011 年至 2014
年，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每年超过
550 万，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年均
180 万人，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共帮助 22.7 万户零就业家庭中 26.8 万
人实现就业，确保了零就业家庭至少有
一人实现就业。2014 年，全国城乡劳
动年龄段生活能够自理的残疾人就业人
数达到 2159.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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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共享发展成果

社保是民生之安。5 年来，我国社
会保障制度运行平稳，覆盖城乡居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积极发挥补短
板、兜底线的作用，制度建设取得突
破，覆盖面不断扩大，基金规模持续增
长，待遇水平稳步提高。

“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保制度的
触角从城镇延伸到乡村，从国有企业拓
展到各类企业，从就业群体扩大到非就
业 、 就 业 不 稳 定 群 体 。 截 至 2015 年
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8.58
亿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 6.66
亿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超过 8.6 亿
人，一个规模宏大的社会保障计划已然
成形。

保障覆盖面更广，待遇水平与时俱
进。“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金连年增长，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最低标准首次统一提高，其他各项社
保待遇大幅上涨。2015 年，企业退休
人 员 基 本 养 老 金 再 提 高 10% ， 迎 来

“十一连增”。调整后的月人均养老金最
低标准由 2004 年的月均 647 元提高到
目 前 的 2200 多 元 ， 增 长 2 倍 多 。 目
前，这项涉及近 8000 万企业退休人员
的养老金政策已全部落实到位。

公平公正，是社保领域改革发展的
生命线。“十二五”时期，我国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统一，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破冰⋯⋯各项
社保制度改革的相继落地，向建立更加
公 平 可 持 续 的 社 保 制 度 迈 出 坚 实 的
步伐。

“改革不仅解决双轨制所导致的社
会问题，而且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与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有利于建
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平可持续的社会
保 障 体 系 ， 实 现 全 民 参 保 的 发 展 目
标。”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
刚说。

2015 年，备受瞩目的 《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管理办法》“千呼万
唤始出来”，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
步入科学安全、保值增值的轨道。对涉
及亿万人民群众的“养命钱”，政府作
出庄严承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实
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如今，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
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一张更加结

实细密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已经织就，让
亿 万 百 姓 享 有 基 本 保 障 ， 共 享 发 展
成果。

提升救助水平

保障困难群众生活

作为托底线、救急难、保民生的基
础性制度安排，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
衣食冷暖，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任务的实现。“十二五”时期，我国社
会救助制度改革加快步伐，社会救助部
门协调机制基本建立，“救急难”综合
试点稳步推进。《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实现了社会救助
法制建设和构建社会救助体系的重大
突破。

“十二五”时期，中央财政共安排
城乡低保补助资金 4884.64 亿元，安排
医疗救助资金 676 亿元，安排临时救助
资金 74 亿元。全国城市居民低保月人
均标准达到 450.1 元，比 2010 年末增
长 79.2%；全国农村居民低保年人均标
准 达 到 3182.3 元 ， 比 2010 年 末 增 长
126.7%。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都 超 额 完 成 了 年 均 增 长 10% 的 规 划
目标。

当前，我国老龄化势头迅猛。面对
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长，而服务供给能
力不足的问题，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陆
续出台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为加快养
老服务事业发展、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十二五”时
期 ， 我 国 养 老 服 务 床 位 数 预 计 达 到
669.8 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服
务床位数达到 30.3 张，比 2010 年底增
长了 70.3%，实现了养老床位千分之三
十的规划目标。地方各级财政累计投入
487 亿元，地方福彩公益金累计投入
249.7 亿元，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

临时救助制度全面建立，医疗救助
制度覆盖面逐步扩展，城乡低保标准、
认定、审批等实现制度化、规范化⋯⋯
随着我国社会救助水平大幅提升，群众
有了更多“获得感”。“十二五”时期，
我国直接实施医疗救助 1.1 亿人次。截
至 2015 年底，我国农村五保集中供养
和分散供养年人均标准分别达到 5883
元和 4388 元，有力保障了 6611.1 万城
乡低保对象、517.5 万农村五保对象的
基本生活。

同时，我国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
助标准实现稳步提升，惠及面逐步扩
大，60 岁以上的农村籍退役士兵开始
纳入国家定期补助范围。目前，残疾军
人、“三红”“三属”等重点优抚对象抚
恤补助标准比“十一五”末期增长了
110%，军休干部和无军籍职工经费比

“ 十 一 五 ” 末 期 分 别 增 长 了 110% 、
160%，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
达到 892 万人，比“十一五”末期增长
了 44%，更好地保障了优抚对象合法
权益。

“十二五”时期以来的民政工作，服务了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更多更好地惠及了人民群众，促进了社

会和谐稳定，为“十三五”时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2016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十三

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我们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

编制发展规划为引领，以法治为保障，切实起好步、

开好局，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基本民生保障上，要

坚持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要

避免过度福利化，把救助政策、福利政策建立在经济

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要加快完善社会救助协

调机制，普及“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建立主

动发现报告机制，提高保障效率。要加快完善家庭经

济状况核对机制，做好低保政策与扶贫政策衔接工

作，普及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对象审核审批的民主评

议、公开公示，精准实施保障制度，用好有限的保障

资源。要针对不同困难群体，兜好各自保障之底。对

各类困境儿童和城市“三无”人员，要稳妥出台新的

保障政策，健全特困人员供养制度。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

让 亿 万 群 众 共 享 发 展 成 果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

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
“十三五”时期，要坚持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

适当考虑相关因素，既要使退休人员基本生活得到保

障和逐步提高，又要将待遇调整控制在基金和财政所

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基本养老金调整要形成与居民生

活费用价格指数和职工工资增长挂钩机制。同时，要

统筹考虑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

金调整，逐步建立统筹各类人群基本养老金的合理调

整机制。

鼠爸羊妈猴宝宝：过去 5 年来，我从学生到拥有

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也享受到了社保、医保和公

积金兜底带来的“稳稳的幸福”。只要继续努力，未

来一定能过上更美好幸福的生活。

无风飞扬：“十三五”时期，希望在经济社会发

展所能承受的范围内，不遗余力地为人民群众争取更

多实惠。

浮生半岁伤：“十二五”时期，中国在富民之路

上又迈出扎实步伐。从促进就业到完善社保，从加大

财政收入到推出改革实举，改革、发展更加注重质量

和效益，更加注重普惠和公平，真正让老百姓拥有更

多的“获得感”。

（本报记者 韩秉志整理）

右图右图 河北秦皇岛市人力资源社河北秦皇岛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在燕山大学解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在燕山大学解

答有关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相关问题答有关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相关问题。。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杨世尧摄摄

左图左图 从北海到南宁异地就从北海到南宁异地就

医的郑晓荣持社会保障卡在广西医的郑晓荣持社会保障卡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结算医药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结算医药

费费。。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斌斌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