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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和衣食冷暖，事关保障基

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和维护社

会稳定。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织密扎

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需要制

定社会救助法。6月 24日，社会救

助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首次审议，这

部法律草案有哪些看点？

看点一：扩大社会救助范围，

强化社会救助兜底功能

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我国

低收入群众的困难程度、困难情

形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有的面临

基本生活问题，有的在医疗、住

房、孩子上学、就业等方面存在实

际困难。

对此，社会救助法草案明确

扩大社会救助范围，在特困人员、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

象的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

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

为社会救助对象。对不同社会救

助对象，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分别

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

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

例如，草案规定，对家庭人均

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边缘

家庭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由社会

救助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要给予

相应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

社会救助。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林闽钢表示：“草案按照低收入人

口的困难程度分层，根据困难类

型分类，提供针对性的救助帮扶

措施，将充分发挥医疗、教育、住

房、就业等专项救助的作用。”

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

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提出建立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2023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

部等单位《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

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

工作的意见》，对社会救助工作作

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

“近年来，民政部门将低保边

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群众纳

入社会救助，使社会救助制度对

象范围从传统低保、特困供养对

象扩展到更加广泛的低收入家

庭。”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

究院院长关信平表示，“草案吸收

过去几年成熟的实践做法，推动

社会救助范围扩大，将进一步加

强社会救助制度功能，提升社会

效益。”

“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

系，扩大社会救助范围，适应了我

国困难群众需求的新变化，积极

回应了困难群众帮扶需要，织就

了更加密实的民生保障网，让兜

底更精准、更有力。”林闽钢说。

看点二：提高社会救助服务

能力，确保救助便民及时

社会救助制度要求精准服务

困难群众，因此有较为复杂的救

助对象识别机制和程序。

围绕提高救助效率、确保救

助便民及时，草案规定县级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

理、协同办理”机制。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统一受

理社会救助申请的窗口，及时受

理、转办申请事项。

“社会救助制度首先要在申

请程序上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便

利。”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教授万国威表示，草案相关规定

可以有效减少救助申请人重复申

报、有关部门重复审核，压缩审核

时间并为救助对象提供精准服

务。

与此同时，草案提出县级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依法核对社

会救助家庭收入、财产等状况。

“当前我国已普遍建立起信

息核对机制，将户籍、车辆、社会

保险等相关信息纳入社会救助对

象的综合评定。但在实践中，部

分信息仍然较难收集，一些部门

间信息共享存在壁垒。”万国威表

示，草案推动解决这一问题，有利

于进一步提高社会救助审核确认

的精准度。

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开展

社会救助服务“网上办”试点，推

动社会救助申请“掌上办”、审核

审批“高效办”、救助资金“快速

达”。

此次立法推进社会救助信息

化，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

息平台建设，完善社会救助统计

制度，推动社会救助服务向移动

端延伸。林闽钢认为，这体现了

为困难群众提供更方便快捷救助

服务的发展方向，有助于提高困

难群众的获得感。

看点三：统筹社会资源，促进

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健全专业化的社会救助管理

服务体系，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

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机制。

关信平表示，草案主要强调

了三条途径，即鼓励慈善事业投

入、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

和促进志愿服务发展。

“鼓励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

与社会救助。通过购买服务、开

发岗位、政策引导、提供工作场

所、设立基层社工站等方式……”

草案第五十三条对鼓励社会工作

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作出规

定。

此外，草案还规定，鼓励支持

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以捐赠财

产、设立项目、提供服务等方式自

愿开展救助帮扶活动，动员引导

慈善组织加大社会救助方面的支

出力度；促进社会救助领域志愿

服务发展……

“其中，慈善事业帮扶主要是

进一步调动社会化的救助资源，

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主要是解决较

为复杂的社会及心理帮扶，而志

愿服务则可以在宽广范围中开展

各种方式的帮扶活动，从而帮助

救助对象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和困

难。”关信平说。

“草案既通过制定优惠政策、

提供相关服务、规范组织和个人

行为等方式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

会救助，也通过加强宣传、教育、

表彰等各种方式彰显共同富裕的

价值理念、培育慈善文化、倡导社

会关照情怀。”关信平说，这将营

造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的社会道

德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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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政

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

言人李超 6 月 26 日表示，

按照既定工作安排，将在

7 月下达今年第三批消费

品以旧换新资金。同时，

将协调有关方面，坚持更

加注重“时序性”和“均衡

性”的原则，分领域制定

落实到每月、每周的“国

补”资金使用计划，保障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全

年有序实施。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

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李超表示，今年以来，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

关方面加力扩围实施“两

新”政策。消费品以旧换

新方面，超长期特别国债

资金支持力度为 3000 亿

元，前 2 批共 1620 亿元资

金已按计划分别于 1 月、4
月下达，同时还把地方资

金使用情况作为重要因

素，对去年多支出的地区

进行了倾斜支持。设备

更新方面，超长期特别国

债资金支持力度为 2000
亿元，第 1 批约 1730 亿元

资金，已按照“地方审核、

国家复核”的原则，安排

到 16 个领域约 7500 个项

目，第 2 批资金正在同步

开展项目审核筛选。

李超说，总的看，“两

新”政策持续显效，稳投

资、扩消费、促转型、惠民

生的关键作用进一步凸

显，家电、家具、通讯器材

等销售快速增长，今年以

来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

售额超过 1.4万亿元。

据介绍，下一步，国

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发

挥“两新”部际联席会议

机制作用，加强设备更新

项目闭环管理，加快项目

建设，强化资金监管，推

动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抓紧推出加力实施设备更

新贷款贴息政策，进一步

降低经营主体设备更新融

资成本。（记者：魏玉坤

张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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