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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政府是社保的关键

  社会保障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政策，实际是一个政治工具。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

当时的提法是社保作为改革的配套措施，结果有些企业就简单地用一定数目的钱把工人

打发回去，配套就起到作用了。只要减员增效实现了，只要国有企业改革了，社保的任

务就完成了。这种做法遗留下来许多问题，比如每年大量的突发事件都是为吃和穿。国

企减员增效是对的，但是改革中社保沦为一个配套措施，实施中的短期性、盲目性和不

统一性带来了很多问题。实际国企改革的社保问题当时来看是进步，但从社保角度讲是

不到位的认识。中国政府现在很重视这个问题，共识已经在形成，所以说现在推动社会

保障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这样一项大的改革，涉及国家、个人、家庭、企业利

益，必须先有共知、共识，有协商妥协，才可能有行动。  

  西方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从大机器走向IT，社会发生了巨变。在巨变以后，西

方的核心保障就出现了三个词：卡、个人账户、前台窗口。卡，实际是一个识别，即能

不能进入这个系统，进哪里去。肯定识别以后先进个人账户，个人账户背后是社会保障

体系，整个是一个服务的系统，这个系统延伸到一站式服务，前边的窗口就是社保银

行。IT时代，管理一个社会工程，必须和生产工具紧密结合起来，所以就形成了卡、个

人账户、系统、前台窗口。社保银行看上去像个数据中心，当然包括隐私的问题和公共

服务的问题，这些可以用法律和技术处理得很好，包括医疗，要保护医疗保险，要保护

每个人健康的隐私。从技术角度讲，这就成为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四个核心词。  

  信息管理系统在技术上一点都不难，关键在于背后有没有一个服务型政府，政府是

不是把社保看成一个重点。公民对国家的第一需要是基本生活安全，国家如果连基本生

活安全都不能保障的话，从政治学意义角度来说，国家的合理存在已经被质疑了。一个

服务型政府有没有把社会保障看成是国家对公民的第一保障和公民对你的第一需要，同

时从经济、财政、社会管理、服务技术系统等全方位来构建一个社会保障体制，是对其

执政能力的考验。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公共财政和社保预算是不是建立了？有没有社会保

障预算是公共财政有没有起步的问题。在社会保障理论里有一个非常基本的理论，即

GDP中是不是能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做社会保障。所以有没有社会保障预算是能不能建立

公共财政的起步问题。没有社会保障预算的话，可以说公共财政还没有起步，还是零。

这是一个考验。  

  从理念上来说，作为一个政府，是不是已经建立服务型政府，对社保的态度很关

键，能否到位也很关键。如果政府在理念上有所改变，下一步就是在行动上，一个服务

型政府的组织体制也要相应改革。组织体制改革实际是政府长出了两只臂膀，一只臂膀

是官僚体制下的决策，把执政党和行政结合得更有效了，另外一只臂膀是强大的公共服

务系统，比如新加坡的公积金局、美国的社保总署。公共服务系统这个臂膀长得非常强

大、非常粗壮，而政策决策的官僚臂膀长得小、高。公共服务系统这个臂膀现在的特点

是部门少、综合性强、力度大。西方国家决策部门变得非常少，甚至有的把六个部门合

成一个，而新加坡把劳动部、人事部合起来，就叫人力资源部。西方把服务型政府的两

只臂膀依法独立分开。  

  一个服务型政府的组织体制包括政治决策的官僚体制和公共服务。如果组织体系没

有建成，我们想做卡、账户、系统，做面对公共服务的窗口，接下来的问题是，问责制

有没有建立，政府每年要告诉大家用多少钱干多少事，下台的时候要说清楚花了多少

钱，干了多少事，没干是为什么。社保本来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我国现在却是一个部

门的事情，决策、找钱、花钱全是一个部门。如果搞一个金保工程，很难和公安局的户

口系统结合。加上财政给的钱就是自己的，出了自己门就不高兴。现在税务总局和劳动

 



保障部门抢，说这个该我收，部门之间有打不完的架。  

  另外，一个统一的精算模型有助于使所有人把问题看清楚。如果我们不建立真的能

够实现精算养老模型的话，说得东西都会比较空。美国是短期15年，长期75年，75年允

许5%的误差，所以让很多人看得清楚。 

作者: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杨燕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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