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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村社会保障管理的内容

一、农村社会保障管理的概念

 社会保障是国家向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就业机会，以及遇到其他事故面

临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救济、社

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

     农村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农村居

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由政

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制度。

3



一、农村社会保障管理的概念

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是指国家和政府为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成立专门的社会保障机构，组织社会保障的专业人员，对农村社会

保障活动进行决策、计划、监督、调节以及对农村社会保障基金进

行筹集、运营、管理和保险费的给付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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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社会保障管理的内容

（一）农村社会保障的行政管理

（二）农村社会保障的基金管理

（三）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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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社会保障的行政管理内容

1. 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管理

       首要环节是制定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拟定基本法规，以此来规定农村

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和对象，规定享受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条件、资金来

源、支付标准与方式，确定农村社会保障活动中国家、地方和个人三者的

责任、权利和义务等。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应遵循以下原则：

（1）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兼顾原则

（2）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

（3）统一性和多层次性相结合原则

（4）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

（5）循序渐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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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组织管理

      一般分为中央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地方各级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包括省

、市、县）、基层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包括乡镇、街道）。

（1）中央级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职责

➢  制定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提出立法建议；

➢ 制定战略目标和长远的年度规划；

➢ 对地方社会保障管理机构提供政策指导；

➢ 编制预算决算，筹集和分配农村社会保障资金；

➢ 协调本系统与其他机构，本系统各分支机构的关系；

➢ 培训专业人员；总结交流经验；

➢ 参与农村社会保障的国际合作；

➢ 直接举办和管理示范性、规范性较大的农村社会保障设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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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各级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职责

➢ 执行国家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和法律；

➢ 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国家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和法律实施细则；

➢ 制定地方性行政法规和政策；

➢ 编制地方农村社会保障发展规划，包括年度计划；

➢ 编制地方农村社会保障预算决算，筹集、分配和管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

➢ 协调地区内本系统与其他机构、本系统各分支机构的关系；

➢ 指导基层农村社会保障办事机构的工作；

➢ 参与工作人员培训；

➢ 直接兴办和管理农村社会保障部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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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层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职责

➢ 调查和掌握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具体情况，并登记造册；

➢ 审查和确定农村社会保障对象；

➢ 根据政策和法律规定，准确、及时地向合格对象支付保障金和提供各种

服务；

➢ 通过直接兴办和管理农村社会保障资源和设施，为受保人提供该服务；

➢ 提供咨询，为需要者提供帮助；

➢ 依法直接征收和管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接受捐赠；

➢ 组织、管理志愿者服务队伍，提供必要的协助；

➢ 向上级社会保障管理机构提供情报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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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社会保障的基金管理内容

1. 筹集农村社会保障基金

      税收、社会保险费、社会捐款、社会保障公积金的投资收益。

2. 支付农村社会保障基金

      支付水平的确定、支付方式（现金、实物、服务）。

3. 运营农村社会保障基金

      安全性原则、盈利性原则、流动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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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管理

      管理的内容主要是为农村社会保障的对象提供一系列必要的服

务，根据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

      从性质上讲，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管理属于群众性服务工作，除了有专门

的机构（如民政局）和配备专业人员，多数工作需要招聘农村社会保障对

象来承担，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服务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政府主

要是制定政策和协调处理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管理中各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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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一、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含义

     指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划分农村社会保障

管理的权利和责任的一项根本制度，是处理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中权

、责、利关系的根本制度，也是规定农村社会保障运行机制的基本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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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原则

1. 法制化原则

2. 社会化管理原则

3. 统一决策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原则

4. 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相结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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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三、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

1. 集中管理模式

指把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其他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全部统一

在一个管理体系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集中对农村社会

保障各个项目运营、监督等实施统一的管理。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模式的

国家里，一般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业务机构，配备

专职的工作人员。前苏联，我国均采用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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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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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管理的优点和局限性？



第二节 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2. 分散管理模式

指不同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由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各自建立一套保

障执行机构、资金运营机构及监督机构，各类保障项目之间相互独立，资

金不能相互通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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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散结合管理模式

指将农村社会保障共性较强的项目集中起来，实行统一管理，而将特

殊性较强的项目单列，由相关部门分散管理。最普遍的是将农村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等集中起来，由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部门管理，将失地保险、

农业保险交由地方保障部门管理。显著特征是根据农村社会保障项目的不

同，把集中统一管理和分散资助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节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概述

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三、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运行中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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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概述

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种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除了把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规定为社会保障内容外，还将社会

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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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概述

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主要保障劳动者的基本

生活；

——社会救助是基础的、最低层级的保障，为无法维持自身生存的

社会弱势群体给予无偿救助，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

——社会福利是现代性最强，层次最高的社会保障；

——优抚安置主要为军人、烈士及其家属这一特殊群体提供综合性

保障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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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概述

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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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第三节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概述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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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

优抚安置局：优抚安置
救灾救济司：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

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

遗属待遇

机关事业企业补充养老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司

医疗保险司

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农村社会保险司：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社会保险监督司：保险基金管理

法制司：制定和颁布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财政部：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和决算

人事部：综合管理公务员

国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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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概述

三、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运行中存在问题

1. 资金筹集和管理难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征缴、管理、使用基本上都集中于民政部，也就

是征、管、用基于一体。这种做法致使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

收益性都很差。

2. 管理和服务水平低

——政出多门、相互推诿

——网络建设滞后

——专业人员、场所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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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概述

3. 法律法规不完善

在国务院已经制定的条例中，规范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比较少，主要有国

务院于1994年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对五保对象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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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障模式单一

——仿城模式：社会保障基金完全由企业负担，个人不缴纳费用，企业也没有储

备。主要在经济实力雄厚的乡镇企业里实行。

——福利模式：看病、养老、上学、用水都不要钱，一切由村里负担。在集体经

济发达的乡村实行。

——社区模式：以社区为单位筹集、管理和使用。

——储蓄积累模式：特点是由国家、集体和分人分别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由国

家统一管理资金，保证合理利用。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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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讨论：为什么会出现案例中的这些问题？根本

原因在哪里？如何规避或者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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