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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十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保险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保险

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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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都十

分关心和重视的工作之一。全国解放前，由共产

党主持久召开的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有五次提出

了社会保险问题，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了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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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后，社会保险问题受到了国家根本

大法《宪法》的保障。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

纲领》第32条明确规定，在我国“要逐步实行劳
动保险制度”。随后，我国曾颁布和修改过四次宪

法，每一部宪法对社会保险都有明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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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0日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通过的宪法第9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

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

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

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些权利。”使职工的物质文
化生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地获得改善和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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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月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
法第50条，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
通过的新宪法第44条、第45条，也作了类似
1945年宪法有关社会保险的规定。

党和政府对社会保险工作的重视，还表现在

建国50多年来，国务院及有关部委专为社会保险
下达的各种法规、政策不少于250件，使我国社

会保险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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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第一节 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保险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保险

第二节第二节 经济建设时期的社会保险经济建设时期的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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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第一节 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保险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保险

一、社会保险立法及其主要内容一、社会保险立法及其主要内容

二、对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保险的评价二、对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保险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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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保险的评价二、对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保险的评价

六次劳动大会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颁布的各劳动法，对

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巩固工农政权，以致最后

夺取全国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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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是共

产党在圈套范围内实施统一的社会保险的第一次

尝试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社会保险是在特殊的经济

和政治下实行的，其根本目的是从战时的要求出

发，为党在全国夺取政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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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次劳动大会具有不同的意义

1922-1948年，党先后召开了六次劳动大会，
其中1925年、1926年、1927年召开的劳动大会只
是提出了社会保险的要求（1922年第一次大会时
未提出），并未完全付诸实施，因为当时还没有

具备实行社会保险的条件。只有第五次和第六次

全国劳动大会（分别于1929年和1948年在上海和
哈尔滨召开）提出的社会保险要求，才有了实践

的意义，因为那时候，有了试行保险的空间条件—
—根据地和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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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颁布的各劳动法，

对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巩固工农政权，以致最

后夺取全国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由于劳动法的某些规定严惩地脱离根据地的

实际，结果给根据地的发展经济建设带来了不

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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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企业和作访因实行不了劳动法而纷纷破

产倒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

由于劳动法把正常的师徒关系，视为资本家

同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于是，苏维埃政府在师

徒之间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实行同样的政策，

提出同样的要求，甚至还提出“反对师傅”、“废
除学徒制”等口号，造成师徒之间严重对立，使
得师傅不愿带徒学艺，学徒不肯虚心向师傅学艺

，最终阻碍了根据地的手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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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了合作社事业的发展。在合作社，社员

本来可以根据市场需要适当处长工作时间，增加

生产、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可是，合作社

与私人企业一样，要招待劳动法，使得合作社无

法赢利。社员们也感到加入合作社还要亏本，不

如散伙摆小摊好，合作社也因此纷纷倒闭。

增加了工农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工农

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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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

是共产党在圈套范围内实施统一的社会保险的第

一次尝试

1948年12月27日公布实行的《东北公营企业
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是党在取得解放战争
全面胜利前夕，较为完整的一个社会保险条例。
尽管该条例主要参照苏联的社会保险条例拟定，
结合我国的实际不够，以及有些规定也不够合理，
但它毕竟以国家法令形式，保障了广大职工群众
在生、老、病、死、伤、残时的生活来源和必要

的费用支出，解决了前线将士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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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 经济建设时期的社会保险经济建设时期的社会保险

一、创建试行阶段（1949——1955年）

二、完善发展阶段（1956——1983年）

三、改革阶段（1984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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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建试行阶段（一、创建试行阶段（19491949————19551955年）年）

1951年2月26日，由政务院公布实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产生的。它的制定基本以《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

行劳动保险条例》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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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几点：

第一，雇用工人与职员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国

营、公私合营、私营及合作社经营的工厂、矿场

及其附属单位与各管理机关，铁路、航运、邮电

的各企业单位及附属单位，均属社会保险的范围。

第二，凡在实行劳动保险各企业内工作的工人

与职员（包括学徒）不分民族、年龄、性别和国

籍，均为保险对象，但被剥夺政治权利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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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例适用范围内的企业，因经济特殊

困难，不易维持，或尚未正式开工营业者，经企

业行政方面或资方与工会基层委员会双方协商同

意，并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劳动行政机关批准后，

可暂缓实行本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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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本条例保险的主要险种包括：工伤、

残废、疾病、生育、养老和死亡保险。

第五，社会保险费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

担，其数额相当于各企业全部工人与职员工资总

额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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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发展阶段（二、完善发展阶段（19561956————19831983年）年）

我国从1956-1983年，是社会主义社会保险的

完善发展阶段。几十年来，社会保险实施的一般

原则，虽然基本上以1955年前颁布的劳动保险条

例为依据，没有实质上的大变动，但是，社会保

险体系和保险业务，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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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补充了干部和工人退休、退职的规定，

使退休、退职制度更为健全。

加强了对女工的保护

在医疗保险中增加了对职业病的保障

适当提高了某些险种的给付标准

社会保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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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阶段（三、改革阶段（19841984年至今）年至今）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
发展，尤其是确立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目标之后，现实对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保险制度

日益暴露出一些弊端：

第一是实施范围窄，主要局限于国有单位，不

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需要，不利于劳动者

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流动，也不利于国有企业同

其他经济类型的企业平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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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保障层次单一，费用全部由国家和单位

承担，职工不投保，缺乏自我保障意识，造成社

会保险资源的严重浪费。

第三是保障的管理服务工作由企业承担，形成

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影响企业集中力量从事生产

经营，从而抑制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发育和健全。

第四是保障项目不全，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

承认失业，没有失业保险，国有企业职工增易减
难，形成大量冗员，劳动力结构难以适应产业结
构、技术结构以及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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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的目标，是以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为重点，到

本世纪末，基本建立起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

式多层次、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管理和服务社会

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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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

原则主要为：

一是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相结合；

三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

四是行政管理职能与业务经办相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