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 2022 年“宪法宣传周”活动  



为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根据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广东

证监局决定于 12 月 4 日至 12 月 10日在辖区集中组织开展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为主題的“宪法宣

传周”活动。为贯彻落实广东证监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宪法宣传

周”活动的通知》文件精神，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以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年的深远历史意义，现分

享“《宪法》中的社会保障条款解读”，欢迎各位投资者进行查阅学习： 

一、《宪法》中社会保障的涵义 

社会保障是当代国际社会通用的一个名词，但对社会保障的内涵至

今尚没有全球统一的、权威的理论界定。多年来，国内外学界从理论方

面和实践操作层面给出的概念界定，说法不一。 

《宪法》中规定的社会保障的主体是政府和社会；社会保障的目的

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维护社会安定，以促进社会进步与经

济发展；社会保障实施的方式主要是再分配等。 

二、《宪法》中有关社会保障的条款 

社会保障，立法先行，是世界各国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共同经验。

而在社会保障制度的体系框架正日臻完善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的建设尤为重要。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和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因此，《宪法》对社会保障的相关规定，体现

了社会保障在一个国家的地位。 

2004 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社会保障思想的条

款主要有： 

第十四条第三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

障制度。” 



第四十四条：“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

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

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

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

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其中，第四十四条与第四十五条为1982年《宪法》中已有的内容，

第十四条第三款为 2004 年宪法修正内容。 

三、《宪法》条款中所体现的社会保障思想的解读 

（一）《宪法》第四十四条从法律上保障了我国职工的退休制度 

受到法律保护的对象是“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这里主要体现了社会保障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从而调动社会

成员的劳动积极性。或者可以说，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再生

产，使“一无所有”的工人“老有所终”。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

实践来看，1951 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建

立了养老保险制度，这显然在《宪法》颁布之前。计划体制下，我国对

职工，尤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保险制度一直相当齐全。今天，如果没

有保障广大职工的退休制度，势必无法保障经济的安全运行。 

（二）《宪法》第四十五条体现的社会保障思想 

社会保障的主体与客体：社会保障的主体为“国家和社会”。社会

保障是全民事业，这就决定了其主体只能是国家和社会。一方面国家为

公民个人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组织具体实施各种保障计

划。社会保障的客体（即保障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且

有个前提“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这体现了我国



公民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和资格。 

社会保障的强制性：从《宪法》第四十五条中还可以体现出社会保

障事业具有强制性。即社会保障是我国公民应得的权利，需要依法实施

并受法律保护。只有如此，才能把社会保障成为当今社会生活中必须具

备的事业，而不是可有可无。 

社会保障的互济性：《宪法》第四十五条三次提到“国家和社会”。

其中作为全民代表的国家本身就体现了其互济性的特征。而把社会摆在

和国家并列的地位，更是说明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开展需要整个社会的参

与，通过“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互助互帮的原则，达到保证社会

保障事业的顺利开展。 

社会保障的优抚原则：《宪法》第四十五条下的第一款和第二款都

体现了社会保障的优抚功能，即向一些特殊群体倾斜。如第一款的“为

保卫祖国做出贡献的军人和烈属”以及第二款的“社会弱势群体、残障

人员。”这一方面是国家和社会的关怀，另一方面也是维护稳定局面的

需要。 

社会保障的适度原则：从《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国家发展“社会保

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当前开展社会保障

事业的三个重点，其中不包括社会福利。一般而言社会福利指在一定生

活水平上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现阶

段的国情。因此，《宪法》第四十五条一定程度上要求社会保障要适度。

我国当前的经济实力，还没有能力做到广泛地开展社会福利事业。 

（三）《宪法》第十四条第三款所体现的社会保障思想 

《宪法》第十四条第三款只有一句话，即“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

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本款从《宪法》的高度对我国的社会

保障的“度”进行了定性，是 2004 年《宪法》修正的一个亮点，是对



我国国情和国外社会保障发展的实践中宝贵经验的总结。社会保障水平

是指一定时期，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有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社会保

障水平适度指社会保障要与国民经济相适应，既要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

水平，又要激励其去积极从事劳动，因此又体现以下三个原则：公平与

效率兼顾原则、稳定经济原则和层次渐进原则。 

通过对我国《宪法》的相关条款进行分析表明，社会保障已经成为

我国人民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会保障制度是全民性的事业，

其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存在一定的强制性，应该兼顾效率与公平，并与

经济发展相适应。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建设之路还很漫长。作为调

节我国人民社会生活的根本大法的《宪法》，为今后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的建设提供了依据并且指明了方向。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法律

体系将是今后工作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