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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政乃国政，连着国计、系着民生，是我国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古老
而常新的工作。
60年来，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成长与壮大，我国民政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巨大成就，发挥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作用，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肯定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
知往鉴今。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新中国民政事业》丛书，全面总结60年来民政工作取得的成就
与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政工作面临的形势、主要任务与推进思路，对于不断深化对
民政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切实加强对民政工作的前瞻性部署，团结和鼓舞各级民政部门和民政干部在
新起点上奋发进取、扎实工作、开拓创新，继续开创民政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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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全面建立，初步实现了最低生活保障均等化发展，使得社会救助范围从传统
的民政救济对象扩展到全体居民，为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构筑了最后一道防线，困难群众生活救助
从此进入了制度安排的长效保障机制。
    以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灾害救助、医疗救助为基础，以临时救助为补充，与住房、教育、司法等
专项救助制度衔接配套、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已基本建立，实现了传统社会救济向现代社会救助
的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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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后仍不足以解决贫困、患大病或意外事故造成特殊困难
的家庭，给予临时救济。
二是劳务服务方面的措施，主要有：大力开展社区服务，向困难户提供各种服务，帮助困难户在社区
服务活动中就业；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社会捐赠和“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并组织邻里互助。
三是鼓励保障对象劳动自救的政策措施，主要有：实施再就业工程，鼓励下岗职工就业；对享受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优先提供职业培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自谋职业时，工商、城建
、卫生防疫、税务、劳动保障等部门要在提供场地、资金、信息、税收减免等方面予以照顾；等等。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配套措施对于更好地保障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创立阶段实践中的问题1.应保未保问题较突出实践中，符合保障条
件的城市贫困居民没有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这是创立阶段比较突出的问题。
据《1999年社会蓝皮书》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推算以及199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全国收入水平在当地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之下的企业职工（含退休职工）的调查统计，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在1500万
－1800万人。
而2000年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只有400多万人，覆盖面只有25％－30％上下。
据各级民政、统计部门的联合调查，截至2000年6月底，在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仍发挥作用的情
况下，全国尚有1079万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些人没有能够全部享受城市最低生
活保障。
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除了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一些老工业基地和中
央直属企业集中的地方，尚未将中央直属企业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纳入保障范围；二是在全国大多数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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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救助》：新中国民政事业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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