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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省近年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仍存在发达的城市工业和落后的

农村产业并存。贵州省应加快推进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从建立城乡转移制度，共享医疗资源

、理清管理制度，统筹城乡低保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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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在顺利地向前推进。我国经济正处于不

断发展的形势，城乡二元化的格局问题日益突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发展模式将会妨碍我国社会经济

的发展进程，与我国一直提倡的发展和谐社会相违背。 

 

一、实现社会保障城乡统筹的必要条件 

实现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维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实现城镇化、缩小城乡差异，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是必不可少的保障。 

目前，城乡统筹的这种管理形式需要突破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把农村的问题作为重要

的问题来抓，突出“三农”的保障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经济建设的发展。城乡统筹的社会保

障可以理解为是统筹城乡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

构，目标在于促进城乡一体化趋势发展的经济社会管理制度。 

社会保障城乡统筹是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必要条件，我国各级政府都在实施和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城乡二元化的形势越来越明显，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显

现出了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其覆盖范围、报酬待遇等方面。农村的社会保障长时间处于劣

势状态，各种政策措施倾向与城镇，对比城镇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的保障制度相当

的不足。 

不少实事可以证明，收入再分配在城镇与农村之间存在不公平现象，城镇社会保障的财政

转移收入明显高于农村，为城乡二元化埋下了隐患，城乡统筹的任务愈来愈艰巨。我国“三农

”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战略选择需要发展城乡统筹，促进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需要发

展城乡统筹。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保证人力资源市场合理流动的需求，社会保障必须城乡统筹。随着

贵州省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化，社会保障的二元化的问题已经阻碍了我省人力

资源市场的快速流动。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对保障农村农民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

于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化的发展。 



 

二、推进我省社会保障城乡统筹研究的现实意义 

  贵州省是多民族省份和劳动力转移输出大省，从全国范围来看，其经济相对落后，欠

发达欠发展。由于贵州省投入到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基础建设的财政投入不足，严重制约我省

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导致了城镇化、工业化、社会化水平相对较低，城乡经济社会“二元化

”问题突出，民生问题欠账较多。 

  贵州省是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这也促使贵州实现后发赶超、跨越发展。新一届省委

省政府在“十二五”提出了重点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战略，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

作出建设“十大民生工程”的重大部署，并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十大民生

工程之一来强调，这些势必给我省社会保障事业带来诸多全新的发展机遇。 

  我省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制度进一步完善，实现城乡差异缩小化，保障农村的基本生活

，促进经济社会的城乡统筹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乃至“推动跨越”发展，与全国同步建成

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贵州省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贵州省作为“欠发达、欠开发”的省份，城乡二元化的现象具体表现为： 

第一，农村的产业相对落后。近年来，贵州省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的工业正在快速发

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分部。贵州省已经建立了较为全面的城市工业体系，主要

是以城市先进的工业为经济来源。 

第二，城乡公共产品存在明显差距。政府公共财政的范围包括邮电、通信、学校、医院、

图书馆等方面。但是，城市和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相差太多，农村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

量非常有限。 

第三，财政资金有限。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贵州省在中国的经济地位低下，经济发展滞

后于许多省份，每年财政收入在全国排名靠后。投入到社会保障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资金相

对不足，滋生我省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公共产品不足，服务能力不强的现状。社会保障的范围比

较广，要想从本质上减少人力资源缺失的问题，可以通过先进技术、功能强大的现代化信息管

理服务手段。 

第四，管理体系不清晰。目前，我省社会保障制度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职能模糊、职责

不集中等，导致体系不完整，工作运行起来较困难。从 1999 年起，贵州省社会保险事业局负

责我省社会保障管理职能的民政、卫生、人事、劳动部门的相关工作。城乡统筹的重要任务是

促使管理适度集中，建立待遇水平、财政补贴、数据共享为一体的服务平台。 

 



四、加快推进我省社会保障城乡统筹的对策和建议 

对上述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根据贵州省的实际情况，制定

出促进社会保障城乡统筹的对策。 

建立城乡转移制度，加快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发展。一是把合并城镇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作

为重点。二是建立城镇和农村的居民养老保险体系，使两者协调发展。调整城乡之间的基本养

老保险水平，推进我省实现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实际意义上实现城乡统

筹的新局面。 

共享医疗资源、理清管理制度。重点放在城镇和农村的医疗保险的整合之上，实现城乡统

筹的医疗保险制度。我省的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合并统一，促进城乡资源享有共享

平台。卫生部门和人事部门最重要的是使这两个部门的管理机制实现一致。如果没有使两者统

一管理，不利于两个部门的工作管理，也阻碍了待遇水平的统一筹划。实现城乡统筹的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可以避免面临重复参保、重复投入等有关方面的现象发生。 

统筹城乡低保管理制度。城乡统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需要不断加强，进一步减小城乡之间

的差距。在认真确认低保对象的符合条件，合理调整基数、筹集资金、检查监督、保障组织等

方面进行完善，全面建设低保制度，以保证城乡困难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为宗旨，稳步推进最

低保障工作的建设，为困难居民谋福利。重点关注农村困难居民，尽快使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生

活水平状况达到实际水平，促进信息共享平台的救助，申请家庭经济情况的对接，缩小城乡之

间的差距，最终实现社会保障救助的公平、公正、高效，逐渐减小低保标准的地区差异。 

我省经济正处于全面发展和提速的进程中，加快“两加一推”的发展规划，工业化、城镇

化的发展趋势愈来愈快，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的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财

政投入，解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社会保障投入不断地增加，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显得尤为

重要，把解决好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作为首要问题来抓，关注农民的生活状态，为杜绝分割和

“二元化”的现象一直存在，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李华红。贵州省城乡统筹发展再观察—对城市“反哺”论的批判［J］。贵阳市委党

校学报，2014（6） 

［2］胡晓义。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城乡统筹［J］。社会保障研究，2012（1） 

［3］罗鹏程。推进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思考［J］。四川劳动保障，2014

（7） 

［4］李华红。贵州省城乡统筹发展再观察—对城市“反哺”论的批判［J］。［5］邱凤

林。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对策［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校，2009（6） 

［6］张春霞。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经验与实践［J］。北方经贸，20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