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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颠覆了很多传统行业的发展路径，同样，“互联网 + 社会保障”也将进一步涵盖新兴

信息技术在国家治理、政府监管过程中的深度和广度。根据我国人社部发〔2016〕105 号文件《“互联网 + 人社”

2020 行动计划》，本文试图研究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的问题，探索“互联网 +”在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执

行以及监管评价中的创新，促进“互联网 +”与社会保障的深度融合，推动政府在社会保障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从

而更加有效和规范建立我国社会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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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互联网 +”时代已经到来，它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互联网 +”的跨界渗透力越

来越强大，不仅仅是与服务业、制造业的结合，互

联网 + 金融、互联网 + 教育、互联网 + 养老、互联

网 + 国家治理等，互联网正通过它的合作机制，

连接各个领域，开创合作共赢的局面。所谓“互

联网 +”，阿里研究院指出，即以互联网为主的一

整套信息技术( 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技术等) 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应用过

程。大数据技术作为“互联网 +”的新基础设施，

给“互联网 +”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对于大数

据的获取、传输和使用，打破了原有的数据信息

的隔阂，增强了数据的流动性，大大提升了其原

本的适用范围和价值，这种超强规模的爆炸性发

展，必然会大大增强原本的运行效率。
我们对“互联网 + 社会保障”政策的研究，不

能简单地把“互联网 +”看成是一种数学式的叠

加，“1 + 1 = 2”并不是探索这种治理模式的目的，

“互联网 +”与传统行业的结合碰撞出“1 + 1 ＞ 2”
的效应，才是对“互联网 +”应用最好的诠释。互

联网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从“+ 互联网”到

“互联网 +”，互联网的神经触角已经延伸到各个

领域，与传统互联网相比较，“互联网 +”创新的

实质上就是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对数字信息资源

的重组与利用。“互联网 +”的高效透明运转机

制给各行各业创造了福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

济的发展，保障了社会公平与正义。政府拥有成

千上万的数据信息，运用“互联网 +”技术整合信

息资源，提高工作效率显得尤为重要。从国务院

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

见》到人社部印发《“互联网 + 人社”2020 行动计

划》，“互联网 +”已经深入渗透到政府工作中。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保障政策作为社会公众利益

的权威性分配，如果脱离了“互联网 +”，则社会

保障政策就会缺失时代的新鲜感，也不能满足现

代政治生活的需要。“互联网 +”作为社会保障

政策的一种工具，需要明确其界限，使社会保障

政策在互联网条件下发挥更大的效益，维护社会

公平与效率。

二、社会保障政策文献回顾

社会保障政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不同时期不同政治背景下，各个国家对社会

保障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监督和评估也有着不同

的理念和模式，同样社会公众对社会保障政策理解

和认识也大相径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完

善的今天，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还存在着很大的改

善空间。［1］“互联网 + 社会保障给我国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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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效的治理方式。
国内关于“互联网 + 社会保障”的研究才初现

端倪，“互联网 +”的概念提出后，我国学者就一直

试图研究“互联网 +”技术在社会保障信息资源的

整合，社会保障信息系统构建以及政务服务中的应

用。可以说，“互联网 +”时代，大数据技术给社会

保障事业所带来的益处非比寻常。大数据有利于

提升社会保障管理能力、服务能力和经办能力，整

合数据资源，有助于引导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管理集

约化和精细化。同时，对大数据的利用将成为政府

提升社会保障服务能力、增强社会保障管理效能的

有效手段。孙洁( 2014) ，郜凯英、杨宜勇( 2016) 利

用 AHP 分析法研究目前中国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

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在社会保障制度广覆

盖的今天应如何利用海量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构

建中国“互联网 + 社会保障”信息系统。互联网

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给我国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

在“互联网 +”环境的进一步成熟提供了相当充分

的条件。互联网的“连接”属性满足了社会保障自

身发展与全体国民的需求，对国民就业、参保记录、
享受权益的甄别与发放，以及相关信息的储存、流
动、使用等等，做到情况明了、服务精准、管理精细。
( 严新民、童星，2016)

社会保障政策的含义。探索“互联网 +”在

社会保障政策中的应用，需要对社会保障政策的

含义进行研究。在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下，各个国

家所依据的理论体系也是不同的，要根据自身的

国情制定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保障政策。
我们对社会保障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理解。( 1) 社会保障政策的对象分为两个层次，

即社会保障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社会保障的参

与主体是政府，受益主体是一部分成员而不是全

体社会成员。( 李斌，2004) 社会保障政策保障保

证那些无法满足基本温饱问题，丧失劳动能力的

那部分社会成员，并且通过法律体系加以规范实

施。( 2) 社会保障是一种经济分配形式，是对国

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它是确保社会成员“基

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社会责任和社会经济分配形

式”，“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

分配和再分配”，属于经济范畴。( 苏刚，2004) 社

会保障基金作为这种经济分配的物质基础，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 3) 社会保障的健康发展离不开

健全的管理体制。从狭义的角度探讨，社会保障

管理体系是指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设置，其主要

目标在于保证国家社会保障法律和政策得以顺

利贯彻实施，实现社会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转，最

终维护社会稳定。( 张晓懿，2010)

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性及与“互联网 +”结合

的必要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

保障政策也随之进行改革。社会保障政策得到了国

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1 世纪以来，从 2001 年九届

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五计划”到 2016 颁布的“十

三五”规划，国家始终把对社会保障的进一步完善和

发展作为工作重心。人社部积极响应号召，研究制

定了《“互联网 +人社”2020 行动计划》，旨在促进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数据资源和服务资源的聚

集、整合和共享，形成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 +”基础

能力，为管理服务创新行动和社会协作发展行动提

供基础支撑。“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使大数据技

术的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保障政策发展的一个契机。
一方面，政府利用大数据技术把积累的海量历史数

据进行挖掘利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另一

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对卫生、环保、灾害、社会管理等

公共领域的大数据实时分析，提高危机的预判能力，

为实现更科学的危机管理提供技术基础。( 林志刚、
彭波，2013) 充分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创新理

念和先进技术，切实促进政府服务的集成化、高效化

和精准化，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和公众满意度。这是

“互联网 +”首次加到了政府服务上，这既是中国

“互联网 +”战略的延伸，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趋势和要

求。( 周民、贾一苇，2016)

三、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政

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改革，但仍存在很多问题。首

先，从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来看，( 1) 我国社会保障

政策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完整制度，覆盖范围内所

颁布的各种法律条款、条例、规定零散，甚至在一些

方面如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存在法律盲区，没

有成文的法律条例、政策规定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切

身利益。( 2) 在社会保障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着社

会公众的参与缺失问题，具体来讲，社会保障的建立

是在计划经济的市场环境下，利益结构单一。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趋向于多元化，国家、集体和

个人的矛盾问题变得突出，原有的社会保障法律体

系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利益，这就要求国家

或政府在制定完善社会保障法时，加强社会公众的

参与度，让利益个体能够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可以利

用“互联网 +”形成有效的反馈机制，对现有的法律

77



条例进行补充完善，以实现社会保障政策的公平和

有效。( 3) 社会保障的政策制定与规划管理涉及人

社、民政、卫计、财政等多个政府部门，资金筹集涉及

政府、用人单位和参保者个人，业务经办涉及多种机

构和社会组织，服务对象则几乎覆盖全体国民和所

有家庭。［2］国家或政府在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保问题

时，对其自身的决策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从我国社会保障的执行过程看，( 1) 各

监管部门、执行部门存在着管理分散，权力交叉，

效率低下以及执行过程的不透明等问题，从而导

致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有限，贪污和腐败现象层

出不穷。( 2) “金保工程”的有序推进，使我国的

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基本完成了“纵向建设”，即基

本完成了以中央、省、市、县四级层次的社会保障

内部网络系统建设。但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的

“横向对接”仍不够完善。所谓“横向对接”，是指

社会保障部门与地税、财政、卫计、民政、银行、邮
局等相关部门在各级节点横向完成信息的交换

与共享。信息交换与共享的不成熟必然会加大

政府执行部门的管理难度，并且难以保障社会公

平与效率。( 3) 社会保障的信息安全问题也应引

起政府的重视，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爆炸，让社会

成员的信息记录存在很大风险，如何保护社会公

众的隐私问题也亟待政府解决。
最后，从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的监督与评估来

看，( 1)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公开有效

的监督体系，社会保障政策得不到有效的监管，

会使得政府行政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徇私舞弊，松

懈懒散，容易在社会保障工作中犯错误，不利于

社会保障政策的贯彻落实，同时社会保障基金筹

集、支付的不透明，更是滋长了贪污腐败问题。
( 2) 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的监督和评估中同样也存

在着社会公共参与度缺失的问题。社会保障监

管的长期缺失，容易使各部门之间形成“利益团

体”，这种不良风气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的办事效

率，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失望与不满，甚

至还会引起社会动乱。

四、“互联网 +”背景下社会保障政策创新

( 一)“互联网 +”背景下社会保障政策制定

中的创新

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

及多方部门，仅资金的筹集与管理以及所涉及的

服务对象两者钩织的网络，就加大了政府管理的

难度，对社会保障政策的规范性、完整性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但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是极其缓慢

的过程，一套成熟稳定的公共政策需要很长时间

的演化与发展，且随着社会利益的不断冲突，公

共政策也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可能存在政策

的失效、不灵敏等问题，因而如何完善革新公共

政策尤为重要。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也面临着

同样的问题，针对其存在问题，以“互联网 +”为

治理工具，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并不是依靠“互联

网 +”直接对其进行修正与完善，公众参与、专家

论证与政府决策的政策制定模式仍然适应当前社

会环境，我们运用“互联网 +”技术是通过其“连

接”的属性实现政民互动，加强政策制定中的公众

参与环节，对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有着重要

的意义。即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形成“政府—社

会成员”的两级直接反馈机制，从而能精准、高效

地了解社会成员的需求。政府通过构建网络平台，

以此为桥梁，及时获取社会成员的诉求，实现与群

众的直接交流，减少传统政策制定流程的弊端与缺

失。同时，政府可以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分析，解决

网络平台搜集信息可能会面临的信息分散，问题杂

乱等问题，对诉求问题进行整理归纳，有针对性地

识别社会公众的需求并提出解决办法，及时发现我

国社会保障政策中的疏漏从而进行补充完善，牢牢

把握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的改革动态。在“互联网

+”时代，政府要与时俱进，网络新媒体的繁荣便

利给政府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我们可以借鉴新浪

政务微博打造的“问政银川”模式给予完善社会保

障政策的新方向。“问政银川”模式利用微博平台

实现政民互动，目前，银川的政务微博已经开通了

515 个，构建了市、县、镇三级政务服务平台和公共

服务体系，限时办结诉求率高达 97. 1%。传统社

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政府起着主导作用，社会公众

大多数只能被动地接受政策的颁布并执行，政策的

制定甚至有可能成为部门利益的产物，这种情况

下，社会保障政策并不能代表社会公众的利益。在

“互联网 +”时代，为了使政府政策更具有针对性，

政府需要运用网络平台打开催生新文明的新视野，

构建新型服务政府。依托“互联网 +”技术，可以

减少政府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的盲目性，互联网平台

能够广泛集中群众智慧，尽可能地避免由于信息的

不准确或不完全所造成的决策失误。同时，社会公

众参与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可以使政策

更具有全面性和公平性，更好地维护社会成员的利

益; 另一方面，又能降低政府在管理过程中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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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运用平台化思维，让社会公众参与到社会保障

政策的制定中，这本身也是宣传政策和解释政策的

过程，社会成员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加强了对政策的

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政策的推行扫除了障碍。
在开放的环境中，社会保障政策将会达到前所未有

的完善，社会公众的需求也更加明确，政府部门的

服务配置更加优化，大数据时代，政府在制定社会

保障政策时，服务供给的态度从“被动”到“主动”，

将更精准地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

( 二)“互联网 +”背景下社会保障政策执行

过程中的创新

随着“互联网 +”技术深层次地渗透到社会

保障政策执行的各个方面，由政府起主要支配

作用，相关监管部门和执行部门相互配合的管

理模式能更好地贯彻社会保障政策的落实。社

会保障 政 策 既 对 相 关 部 门 职 能 进 行 划 分 与 界

定，又明确规定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营运和

支付等内容，同时，随着“互联网 +”技术越来越

深层次地深入到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如何保

障数据安全 ( 主要包括保障人员的信息隐私和

基金使用明细) 也亟待解决。“互联网 + 人社”
2020 行动主题给解决社会保障执行问题提供了

新的思路。

第一，“互联网 +”优化社会保障机构及管理，

提高工作效率。社会保障政策需要对社会保障的相

关机构及行政人员进行管理，以实现工作效率的提

升。我国推行的“金保工程”基本完成了数据信息的

全覆盖，但是“横向对接”的不完善给政府工作带了

很多的不便利，运用“互联网 +”技术将我国社会保

障系统的数据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建立社会保障

数据中心，拓展数据采集范围，共享数据资源，实现

公安、教育、卫生计生、税务、民政等部门的数据连接

与资源共享，构建多领域融合的大数据应用平台。
大数据应用平台的建立对我国社会保障信息的“横

向对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规范数据采集和应用

标准，探索引入社会机构、互联网的数据资源，推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资源的统一管理，提高相关机

构及人员的工作效率。此外，根据人社部发〔2016〕
105 号文件，建立人社电子档案袋，将个人信息进行

整合，包括身份证信息、社会保障卡信息、银行存款

信息、个人缴税信息等。个人信息库的建立，信息源

的整合，使得大数据技术对社会保障中各类服务对

象的基础属性、业务属性有了精准的判断，及时掌握

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提高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服务

质量，使得服务对象的感知需求得到最大的支持。
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更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和相关

行政人员的工作效率，在帮扶救济等方面做到精细、
准确，降低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骗保行为。此外，

社会保障政策的信息化建设对行政人员提出了一定

的技术要求，互联网时代，IT 消费化浪潮已经来临，

电子产品的普及与应用以及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对

数字信息的推进，所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所有员工

的 IT 化、信息化基本完成。与此同时，这就意味着

对政府行政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通过学习

来适合当前的信息化浪潮。尤其对于政府工作中的

管理层来说，运用大数据分析可以做到科学的决策，

精准的分析，同时对自身的专业素养也有了更严格

的要求，管理人员在进行决策时，依靠的不仅仅是社

会保障的专业性知识，还需要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

力以及对数据的提炼分析能力，政府建立的团队工

作者，人人都趋向于专家化，高水平、高素质的管理

团队应运而生，成熟完备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建立指

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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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互联网 +”优化资金管理流程，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

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保障政策需要更加规范地对基

金进行管理。政府通过网络传递相关政策规定、基
金使用明细、部门经费情况等，同时建立人社信用体

系和服务对象用卡轨迹图，形成全国统一的信用信

息平台，构建人社信用体系，建立统一的信用评估模

式及标准，利用“互联网 +”技术对服务对象的信用

情况进行数据分析与判断，尽可能避免因服务对象

的诚信问题造成社会保障资金的错误发放与浪费。
社会成员的基本信息包含其单位基本情况、定点医

疗消费情况、个人保障基金领取情况也必须被社会

保障部门所掌握。社会保障基金数据库的建立不仅

需要社会保障管理部门的努力，也需要其他部门的

配合，例如与银行、公安等的数据对接，这种联系使

得社会保障信息体系更加完善，大数据对这些数据

进行分析处理，能更加准确地了解社会保障对象的

需求，将形成的有用信息反馈给相关部门的决策者。
数据公开对政府行为的倒逼效应正在显现。具体来

讲，社会保障基金数据的公开促使政府从源头上进

行工作改革，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优化了政府的

工作模式。同时，数据公开使得政府工作的每一小

步都在社会公众的视野里，从程序到方式，再到结

果，增强了社会成员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使政府工

作的各个环节经受群众的检验。

第三，大数据的应用保障数据安全。大数据

时代，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的完善对保护数据安全

也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数据的恶意消除、篡改、泄
露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防患于未然显得尤为

重要。互联网创新给社会保障工作带来的便捷不

应该被数据信息的安全隐患所牵制，反之，政府应

该继续借助互联网技术对社会保障的数据库加强

安全防范措施。首先，应该加强管理人员的身份认

证，传统的认证方式以密码输入的形式存在，密码

的泄露容易造成很大风险，事故责任的追究也很难

进行。互联网科技发达的今天，人脸认证、指纹认

证技术十分成熟，生物识别技术在身份认证、数据

库入口认证的应用，增强了管理的安全性，最大程

度地使数据安全得到保障。其次，要重视数据的存

储工作，避免因数据丢失、损坏给政府工作带来麻

烦，社会保障信息建设可以利用云计算实现资源的

共享与整合，方便政府部门对资源进行随时的分配

和管理，并且安全性高，易于维护。

( 三)“互联网 +”背景下社会保障政策监督

与评价中的创新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政策执行中出现了资金

挪用、贪污冒领等问题，根源在于其尚未形成一

个严格有效的监管机制、信息披露机制以及公开

透明的网络管理机制。“互联网 +”改变的是问

题的解决框架，通过数据化、互联化、智能化搭建

一个智慧平台，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为合理的配

置，使失控的状态变得可控、可预测，使难解的问

题迎刃而解。首先，国家或政府可以利用网络平

台加强社会监督体制，建立政务管理效能考评数

据资源管理平台。所谓政务管理效能考评，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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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是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能力、质量、效果、
满意度等的考核。同时，社会公众对社会保障基

金的收缴、支付等行为都享有质疑的权利，政府

搭建网络平台，通过网络对话机制，提高服务质

量。此外，还应该赋予新媒体监督的权利，借助

新媒体的权威和力量充分发挥效应。社会问题

的反映往往会在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到达舆论

的风口浪尖，也会引起相关部门和民众的关注，

有助于社会保障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此外，网络

舆论对社会保障政策的监督作用也可以由政府

机关利用云平台对网页、App 等外部数据进行整

合，实时了解舆论动态，以便启动公关预案。

“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给政府工作的监管

和治理打开了新的思路，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政

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互联网 +”独有的云计

算、大数据处理的能力，不但在政策制定上给政

府工作带来便捷，而且，对于社会保障政策的执

行、监督和评估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牢牢

把握“互联网 +”给社会保障政策带来的优势，有

助于政府从根源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政策所

面临的问题，更有效地保障社会公众的根本利

益，进而推动我国的现代化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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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ecurity Poli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Internet +”: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novation

SUI Dang － chen，YANG Yan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Shaanxi，China)

Abstract: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Internet + has subverte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any traditional industries． Similarly，Internet
+ social security will further cover emer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depth and breadth． Based on the“Internet + Human Ｒ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Action Plan for 2020”issued in the fileNo． 105
〔2016〕by China's Ministry of Human Ｒ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this pape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problems of China's so-
cial security policy，and explores the innovation of the Internet + in the formulation，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The in － depth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 and social security will promote the positive role of government in social security
work，and thus the making of social security policy will become more effective and standard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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