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别 报 道2016年10月27日 星期四8

在世界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的背景
下，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保持
6.7%的增速。这不仅是一张漂亮的经
济发展成绩单，更是一份暖意融融的
民生答卷。

今年以来，我国始终坚持把保障
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从坚持就业
优先到加强社会保障，从促进教育公
平到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老百姓
的日子正越过越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让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和改善民生，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就业增，物价稳

发展红利实实在在
我国就业正面临着总量压力和结

构性矛盾。“十三五”期间平均每年需
要在城镇新就业的、以高校毕业生为
主体的青年人大约为 1500 万人，总量
压力很大。

专家指出，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
盾表现为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为解
决这一结构性问题，我国一直实施扩
大就业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面对逐
渐增加的毕业生就业压力，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始终将高校毕业生就
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不断完善扶
持政策，畅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
让更多毕业生能够立足基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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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率稳定
在 70%左右，年底总体就业率预计将
超过9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城镇新增就
业 1067 万人，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全年
预期目标。9 月份，31 个大城市的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低 于 5% ， 这 也 是 自
2013年6月份以来首次低于5%。

物价是民生问题的晴雨表，稳定
物价也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今年前三
季度，我国 CPI 同比上涨 2.0%，比上
半年稍微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其中，
城市上涨2.0%，农村上涨1.8%。分类
别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4.1%，
衣着上涨 1.5%，居住上涨 1.5%，生活
用品及服务上涨 0.5%，交通和通信下
降 1.8%，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 1.4%，
医疗保健上涨 3.6%，其他用品和服务
上涨2.4%。

总体来看，今年我国物价水平较
为平稳，CPI 同比持续处于“1 时代”

或“2 时代”，经济运行不存在明显的
通胀风险，物价平稳给老百姓带来的
红利是实实在在的。

收入增，消费旺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居民收入实际

增长6.3%。“有人可能觉得，这一数据低
于 GDP 的 6.7%，但实际上，6.7%是按
GDP的总量来计算的实际增长速度，如
果转化为人均 GDP 的话，人均收入与
人均 GDP 增长是基本同步的。”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说。

事实上，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
持续跑赢 GDP 增速。过去 4 年来，随
着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各项政策的落
实，居民收入一直保持比较快的增
长，而且快于GDP增速。2013年，居
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 8.1%，GDP 增长
7.7%；2014 年，居民人均收入增长
8.0%，GDP 增长 7.3%；2015 年，居
民 人 均 收 入 增 长 7.4% ， GDP 增 长
6.9%。若将 2013 年至 2016 年平均的
上半年居民人均收入增速 7.5%与同期
平均的上半年GDP增速7.0%相比，人
均收入增速仍快于 GDP 增速 0.5 个百
分点。

国家统计局住户办主任王萍萍表
示，当前，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
影响相关从业人员工资收入，部分大
宗农产品价格下降使部分地区农业增
收困难，城乡居民转移净收入增速有
所放缓等，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随
着经济的企稳回升、稳中有进、稳中
向好，居民收入将会继续保持较快增
长，人民生活水平将会不断得到提高。

随着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居民消
费结构改善，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
前三季度，居民基本消费比重下降、
发展改善型消费比重上升。其中，在
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中，居民人均用
于购买化妆品等个人用品的支出增长
16.7%，家政服务支出增长 27.3%。在
交通通信支出中，居民人均用于购买
汽 车 、 移 动 电 话 的 支 出 分 别 增 长
15.2%和 10.5%，上网费和邮费分别增
长15.7%和14.4%。

病有医，老有养

社会保障暖意融融
健康是幸福的基础。统计显示，

从 2016 年起，各级财政对居民医保的
补助标准在 2015 年的基础上提高 40
元，达到每人每年420元。

在较短的时间内，我国建立起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参保人数超过 13 亿人，全民“病
有所医”的美好愿望得到初步实现。

随着医保制度不断健全，政府投
入逐年增加，保障水平稳步提高，人
民群众基本医疗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有所减少。

推动城乡基本医保整合，是让全
体人民公平享有医疗服务资源，不断
增强医疗服务获得感的重要制度性保
障。今年年初，国务院印发意见，提
出整合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两项制
度。根据统计数据，目前，全国已有
至少 20 个省级单位明确城乡医保并
轨。而并轨制度落实后，不少地区原
有的新农合药品目录大幅扩容，城乡

居民的医保报销比例也将提高，民众
受益颇多。

今年以来，我国还持续推进全民
参保登记工作。人社部发文要求，在
已开展 50 个试点地区工作的基础上，
逐步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 50%以上
的地区。

社会事业建设能够夯实发展的基
石，来源于财政支出的不断倾斜。在
财政收入增长放缓、收支压力较大的
情况下，前三季度居民社会保障和就
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保障房建
设领域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仍保持大幅
增长，增长幅度普遍在14%以上。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形成覆
盖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和城乡
居民的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该
机制将根据物价变动、职工工资增
长、收入水平提高等情况，同时兼顾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承受能力、财政负
担能力等因素，构建起养老金持续保
障民生的长效机制。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
提质、好于预期。而最令人感
到欣慰的是，与民生相关的指
标表现可圈可点。

其中，就业形势好于预期，
提前完成全年新增就业预期目
标；物价涨势总体温和，既无通
胀也无通缩压力；居民收入稳
定增长，人均收入与人均 GDP
增长基本同步；社会保障事业
稳步发展，民生事业继续改善
⋯⋯这份答卷，足以让人感受
到暖暖的民生温度。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要
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
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
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
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
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执
政理念，把民生工作和社会治
理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两大根
本任务。今年年初的《政府工
作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为政
之道，民生为本。我们要念之
再三、铭之肺腑，多谋民生之
利，多解民生之忧。财政收入
增长虽放缓，但该给群众办的
实事一件也不能少。”

按照年初的部署，我国加
快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力争今
年完成 1000 万以上农村贫困
人口脱贫任务，其中易地搬迁
脱贫 200 万人以上，继续推进
贫困农户危房改造；着力扩大
就业创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
业政策，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
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
育，公共教育投入要加大向中西部和边远、贫困地区倾斜
力度；要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实现大病保
险全覆盖，政府加大投入，让更多大病患者减轻负担；织
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加快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使
困难群众遇急有助、遇困有帮，让社会充满关爱和温暖。

如今，这一项项民生工程都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推
进着，一些领域的成果已经显现出来，发展的成果也让老百
姓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实惠，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
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改善和保障民生，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将收入提高建
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将福利水平提高建立在
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唯有通过发展经济，
为持续改善民生奠定坚实物质基础，通过持续不断改善
民生，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有效需求，才能实现两者的良
性循环，让老百姓真正过上好日子。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

林子文

社保是民生之依，稳定是民生之
盾。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进展如何？近日，记者就社保事业
发展、养老金改革以及如何织牢织密民
生保障网等相关议题，专访了中央财经
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

记者：今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
业发展有哪些亮点？

褚福灵：今年，各地开展的城乡
居民医保制度整合是社保领域的一件
大事。统一城乡医保管理，有利于参
保 居 民 享 受 到 城 乡 一 体 化 的 经 办 服
务，方便了城乡居民的医保关系转移
接续。同时，医保统筹层次和范围的
提 高 ， 也 为 农 民 带 来 更 多 的 就 医 选
择 。 建 立 统 一 的 城 乡 居 民 医 保 制 度
后，能够减少重复参保、重复补贴，

降低基金运行成本，提高效率，进而
在总体上增强医保基金互助共济和抗
风险的能力，可谓大势所趋。

全民参保登记计划试点范围的扩
大，也是实现全民参保由制度全覆盖到
实际全覆盖的一项重要措施。完成全民
登记参保工作，可以摸清底数，详细记
录参保者个人信息、社保缴纳信息等，
保证其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实现人员跨
统筹地区流动时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和权
益延续。目前，部分试点地区的全民参
保登记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参保率
得到提高，这为未来社保数据的电子化
网络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记者：“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
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您认为
应该如何开展？

褚福灵：加快推进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势在
必行。目前，各地养老保险政策不统
一 ， 单 位 和 个 人 缴 费 、 待 遇 水 平 参

差 不 齐 ， 不 利 于 实 现 企 业 的 公 平 竞
争 和 劳 动 力 的 流 动 ， 也 使 养 老 保 险
关 系 在 跨 省 之 间 转 移 接 续 受 到 制
约 ， 这 就 需 要 通 过 提 高 统 筹 层 次 来
解 决 。 当 然 ， 基 金 统 筹 仅 仅 是 个 结
果 ， 最 重 要 的 还 在 于 制 度 整 合 。 这
需 要 合 理 划 分 中 央 与 地 方 对 基 本 养
老 金 的 筹 资 和 支 付 责 任 ， 明 晰 双 方
的 事 权 与 财 权 ， 共 同 支 撑 养 老 保 险
制度以及基金的平稳运行。

应该看到，养老金全国统筹这项
工作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逐步实
现的过程。首先，应实现制度统一，
统一各统筹地区的缴费、待遇发放等
业务流程；其次，实现管理统一，统
一规范机构设置等；最后，实现技术
统一，尤其是信息系统标准统一，实
现网络兼容。此外，养老保险基金的
保值增值，对于提高社保待遇水平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这一过程中不
能忽略安全性，要充分考虑其风险承

受能力。考虑到社保基金与地方的紧
密联系，在投资运营的过程中还要以
地方为主体，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进
行操作，从而确保整体社保待遇的稳
定提高。

记者：未来应该如何织牢织密民生
保障网？

褚福灵：织牢织密社会保障网，不
仅应该包含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
福利、社会优抚等传统社会保障内容，
还应该囊括就业保障、健康保障、住房
保障、收入保障、法律保障等内容。一
方面，要以人人享有持续有效的基本社
会保障网为目标，不断扩展民生保障网
的内涵；另一方面，还要形成预防、救
助、服务的保障层次，预防为先，救助
为辅。比如，收入保障体系就应该包括
低收入救助和低收入预防两部分，这样
才能对社会领域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防
患于未然，确保风险可控，真正解除百
姓的后顾之忧。

织牢织密民生保障网 让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访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

本报记者 韩秉志

“住院不用事先垫付，也不用跑腿报销医药费，在医
院就能直接结算，报销比例还很高。”宁夏回族自治区青
铜峡市清镇余桥村村民马学伍说。

不久前，马学伍因冠心病、急性心梗住院接受治疗，
总共花费近22万元。出院时，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
帮助马学伍报销了15万元。

“所有参保患者在同一个信息平台上结算，报销标准
规范统一，政策执行和待遇审核更准确。”宁夏回族自治区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李明介绍说，实现基本医保与大
病保险一站式即时结算后，参保人员不用再携带住院发
票、病历等报销材料，来往于医疗机构和商保公司之间。

同时，跨省异地就医参保患者可在政务大厅的医保
服务窗口、民政服务窗口完成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等一站式费用结算。

据统计，目前，宁夏共有200多万名参保人员居住在
南部山区，占参保人数的 45%。为解决参保患者报销周
期长、路程远等难题，宁夏人社部门在全区各医院建立了
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一站式联网即时结算服务窗
口。通过与协议医疗机构、商业保险公司配合，将大病保
险即时结算纳入信息平台建设，确保参保患者基本医保
与大病保险费用实现同步即时结算。

在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后，宁夏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
保障范围显著扩大。2015年底，宁夏统一使用基本医保
药品目录，可报销品种由 918 种扩大到 2100 种，用药范
围增加了1倍多。目前，宁夏所有县（市、区）的政务大厅
和 600 多个乡镇一级及以上协议医疗结构，都可以为参
保患者提供一站式结算服务。

从今年 8 月 1 日起，宁夏还创新大病保险结算方式，
把商业保险公司大病保险信息系统同基本医保信息系统
联网，大病保险结算由过去的商业保险公司手工操作改
为一站式联网即时结算。据了解，系统联网以来，已为全
区近7000人次的参保患者结算了大病保险费用。

医保一站式结算

百姓看病更方便
本报记者 韩秉志

兜住底线，民生福祉凸显发展质量
本报记者 林火灿 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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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稳步增长、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教育改革向前推进，就业创业环境显著向

好，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兜住底线、改善民生，既有效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又充分调动了人们发展生

产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有效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