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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社保改革重头戏将接续上演
《经济参考报》12 月 27 日刊发题为《2020

年社保改革重头戏将接续上演》的报道。文章
称，作为重要的民生“安全网”，我国社会保障
制度不断织密织牢。

2019 年，居民社保待遇不断提升，在基本
养老保险提升的同时，社保领域改革多点开
花，划转部分国资充实社保全面推开，养老保
险第三支柱建设加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持续攻坚。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2020年社保领域

更多改革举措将出，养老、医疗等关键领域改
革将在攻坚“深水区”谋求新突破。其中，随着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全面实现，全国统筹渐行渐
近。国资划转社保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多层
次社保体系将加快构建，新一波红利即将密集
袭来。

2019 年，我国社保参保人数持续增
加。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社保
卡持卡人数超过 13 亿人，已覆盖超过 93%
的人口，累计签发电子社保卡超过 8000 万
张。截至 11 月底，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
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9.63 亿人、2.04 亿人、
2.52 亿人，较去年底分别增加 2054 万人、
813万人、1500万人。

社保待遇不断提升。在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待遇实现十五连涨的同时，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待遇也不断提高。其中，全国
23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台了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标准
正常调整机制政策文件，10 个省份提高了
基础养老金水平。

与此同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红利加
快释放，所有养老保险单位费率高于16%的

省份都已经降到16%，预计全年基本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减费将超过4000亿
元；在援企稳岗方面，预计全年失业保险向
100 万户企业返还 400 亿元，受益职工达到
6000万人次。

投资运营方面，截至9月底，已有18个
省（区、市）政府与社保基金会签署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合同，合同总金额
9660亿元。

医保领域也可圈可点。“城乡基本医
保深度整合，农村居民享有了更多的药品
目录和更高的报销水平。医保更加充分
地发挥了三医联动和战略购买人职能，国
家谈判和集中采购制度把更多好药质优
价更优地纳入了医保。”中国宏观经济研
究院社会所副研究员关博对《经济参考
报》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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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社保领域改革多点开花。
7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2019年全面推开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
控股大中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的 10%国有股
权，划转至社保基金会和地方相关承接主

体，并作为财务投资者，依照规定享有收益
权等权利。国务院国资委日前举行的中央
企业负责人会议指出，2019 年中央企业完
成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股权任务，已划转
国有资本1.1万亿元。

重点领域改革多点开花

展望2020年，社保改革重头戏仍将接续
上演，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更大力度国
资划转社保等值得期待。专家认为，社会保
障制度将朝向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和更有效
率的方向迈进，社保红利仍将深度释放。

“2020 年医保集中采购将更大力度发
力，成为撬动医改深化的重要政策杠杆。”
关博说。

养老领域被予以更高期待。《国家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夯实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要兜住基本生活底线，确保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要发挥市场供给灵活性优势，深化
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和对
内对外开放，增强多层次多样化供给能力，
更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人社部部长张纪南日前表示，目前13个
省份已实现基金省级统收统支，2020年将在全
国全面建立起更加规范的省级统筹制度。这
些都为推进实现全国统筹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资划转社保力度有望加大，提速扩
围已在路上。比如，《河北省划转部分国有
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办法》提出，2020年
6 月底前，基本完成省属企业划转工作；
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市县企业划转工作。

多层次社保体系建设方面，中国养老
金融 50 人论坛特约研究员甄新伟对《经济
参考报》记者表示，应进一步丰富“第一支
柱”基本养老保险资金来源渠道，充分保障
制度可持续性，确保足额及时支付；进一步
发挥全国社保基金管理养老金投资的先进
经验和优势；积极鼓励企业年金发展，提高
企业年金覆盖率，并提高职业年金基金的
运营服务水平。

“2020 年，在经济承压、老龄化程度加
深的背景下，社会保障也面临巨大挑战，需
要进一步提质增效。”陈秋霖表示，坚持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这是坚持和完善统筹城
乡的民生保障制度的重大原则，找到两者
的结合点，需要提高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
运行效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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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提速，一方面
扩大了社保的财富储备能力，提升了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制度韧性；另一方面有效解决了

‘转制成本’这一历史性遗留问题，为制度进
一步完善优化和成熟稳定运行卸下包袱。”
关博说。

备受关注的养老保险统筹也取得重要
进展。截至目前，13 个省份已实现基金省
级统收统支。作为全国统筹的第一步，养老
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稳妥实施，在 2018
年调剂比例3％起步的基础上，2019年提高
到 3.5%。“养老保险基金区域调节能力不断

增强，制度互助共济和应对人口老龄化能力
进一步提升。”关博表示。

多层次社保体系构建加快推进。职业
年金基金市场化运营加快，人社部和财政部
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养老保险第三支柱
政策文件，进展顺利。

医保领域改革也取得多项突破性进
展。“比如‘4+7’带量采购全面铺开，加快建
立完善统一医保信息系统，疾病诊断相关分
组（DRG）加快推动等。”中国社科院人口与
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陈秋
霖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