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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津贴制度研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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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 残疾人保障服务应当由救助型向福利型 ! 由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变 "
从残疾人的基本需求出发 , 作者建议现阶段重点建立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和护理津贴制度 , 并对这

两项制度设计的若干关键环节进行分析 , 在此基础上 , 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本期重点讨论残疾人生
活津贴制度的功能定位 ! 覆盖人群 ! 津贴标准 , 建立了生活津贴领取人数预测模型和资金需求预测

模型 , 并以浙江省为例进行了实例分析 , 供政府决策和有关部门制定操作性方案作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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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残疾津贴制度 , 是政府通过财政预算 , 为各类

残疾人定期提供一定资金补贴以保障残疾人基本生

存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安排 , 是残疾人社会保障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残疾津贴制度作为社会福利

项 目, 与具有怜悯性质的社会救助相比, 残疾津贴

更加强调的是一种权利 川"目前国外和国内的研究

在实施残疾津贴制度的必要性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 ,

而且国内部分地区也已开展了相关实践 , 但国家层

面尚无统一的政策给予保障 , 同时各地在实践过程

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和合理的制度设计 , 存

在着制度碎片化和助残惠残政策重复享受等问题 ,

实施残疾津贴制度 , 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

还可以提升当前残疾人社会保障层次 , 使残疾人社

会保障制度更加公平和富于效率 "

国外发达国家根据其国情和社会保障传统所制

定的残疾津贴制度涉及残疾人保障需求的各个方面 ,

残疾津贴项目种类繁多 :按年龄划分 , 包括针对残

疾儿童的津贴 , 针对就业年龄段残疾人的津贴 , 针

对老年残疾人的津贴 ;按项目划分 :包括残疾人生

活津贴 ! 护理津贴 ! 教育津贴 !康复津贴 ! 就业津

贴等 l2] "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 我国在短期内建

立上述所有项目是不现实的 , 只能根据残疾人的需

求和财政承受能力 , 以目前残疾人最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为突破口, 逐步 ! 分阶段建立残疾津贴制度 "

目前国内各地在残疾津贴方面的探索实践是以

满足残疾人基本生存需要为重点 , 包括残疾 人生活

津贴和护理津贴 , 前者是满足残疾人的基本生活

需求 , 后者则是为了保障生活不能 自理的残疾人

能够获得照料护理服务 "这种制度安排既符合人类

对基 本生存权 利的诉求 , 也符 合残 疾 人的现实状

况 "基本生活需求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要 , 根

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M aslow .5 H iera rCh y o f

N ee ds ) t3] , 只有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后 , 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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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去实现更高层次的追求 "而照料护理服务作为

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维持正常生活的必需品 , 关

系到残疾人的基本生存质量 , 如果残疾人连日常生

活都无法维持下去 , 那么残疾人的基本生存权也就

无从谈起 "本研究建议将残疾人生活津贴和护理津

贴作为解决残疾人生存危机的重要机制 , 在构建我

国残疾津贴制度时给予优先考虑 "

l 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设计

1.1 制度要点

1.1.1 功能定位

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是通过政府财政预算 , 对

生活困难的低收人残疾人给予一定现金补贴 , 以保

障残疾人基本生活需求的制度安排 "

国内部分地区在实践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时 ,

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是建立单独的残疾人生活津贴

制度 , 二是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对残疾人实

行特惠政策 , 包括提高残疾人的低保救助水平和扩

大低保的覆盖范围 "为残疾人提供特惠化的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 , 实际上是基于残疾人的特殊性而在一

般社会保障制度中进行特殊安排的制度模式 "但是 ,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残疾人福利制度是两种不同的

制度安排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家庭人均收人是否

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为领取条件 , 制度定位于所有

达到规定标准的贫困人口都能够获得相近水平的救

助 ;残疾人福利制度则以身体是否残疾及残疾类型 !

残疾程度为领取条件 , 制度定位于同样的残疾人能

够获得相近 的福利待遇 l4] "因此 , 在最低生活保 障

制度 中对残疾人实施特惠政策显然不利于残疾 人社

会保障制度建设长远发展 , 而应根据残疾人的特殊

性建立专 门的独立的残疾人生活保 障制度 , 即残疾

人生活津贴制度 , 以此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

1 .1 .2 覆盖人群

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的保障对象是非因工致残

的低收人残疾人 "这是根据 目前我 国的经济承受能

力 !残疾人保 障责任和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状况而

制定的 "目前 国内各地实践 以及文献资料对低收人

家庭的界定普遍以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衡量 "2008
年浙江省实施的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工程将 家庭人

均收人在最低生活保障线 150% 以内的残疾人界定

为低收人残疾人 "杨立雄 (2009) 在设计 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时 , 也建议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

150 % 作为困难残疾人的收人界定标准 "较为成熟的

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为衡量居 民家庭困难程度提供了

科学而便利的方法 , 另外对申请生活津贴的残疾人

家庭进行收人状况的审查 , 也可以借助民政部门对

低保家庭的家计调查系统 , 避免建立重复的家计调

查体系 , 提高政府资源的使用效率 "本研究将家庭

人均收人在最低生活保障线 150 % 以内的残疾人作

为低收人残疾人 , 将其纳人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保

障范围 "

1.1.3 津贴标准

残疾人生活津贴的待遇水平根据残疾人基本生

活需求 ! 残疾等级确定 , 本着残疾障碍与津贴补偿

匹配的原则 , 残疾津贴根据残疾等级确定不同的待

遇水平 "

我 国现有 的一套较为成熟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制定办法 , 使得这样的制度标准设计具有较强的可

操作性 , 可以借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残疾人生

活津贴标准 "在实践中 , 许多地方的残疾人生活补

贴政策和针对其他人群的生活保障制度也有类似的

做法 , 但是 , 残疾人与普通社会成员相比 , 在康复

训练 ! 辅助器具适配 ! 家庭无障碍设施购置方面需

要额外的生活支出, 生活成本高于普通社会成员 ,

英国政府部门经过研究和论证表明 , 残疾人较社

会其他 人群存在着超过 25 % 的额 外开支 " 200 7 一

20 10 年度我 国残疾 人状况和小康进程 监测数据显

示 , 城乡残疾人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分别是城乡

居 民家庭人均 医疗保健 支出的 1.56 倍和 2 .09 倍 ,

城乡残疾人医疗保健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比

社会平均水平分别高 出 13.3% 和 7 .7% "因此残疾

人生活津贴标准应适当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目

前各地在实践 中 , 对残疾人的生活补助标准也都是

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如北京市 2010 年城乡低

保家庭中的残疾人生活补助标准分别为低保标准的

1.24 倍 ! 1.4 倍 ; 201 0 年上海市对城乡重残无业
人员每人每月补助标准分均是城乡低保标准的 1.34

倍 "

基于 以上分析 , 我们在制定残疾人生活津贴标

准时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 ¹ 基于残疾人的基本生

活支出高于普通社会成员 , 残疾人生活津贴标准将

根据残疾人基本生活支 出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间

的差额确定 ; º由于残疾程度越重 , 残疾人家庭生

活负担越重 , 因此 , 对不同残疾 等级的残疾人设定

不同的津贴标准 "借鉴国内各地实践经验 , 我们设

计出以下方案 "

方案一 :一到四级残疾人生活津贴标准分别为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25 % ! 2 0% ! 15 %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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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 :一到四级残疾人生活津贴标准分别为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30% ! 25 % ! 20% ! 15% "

为了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衔接 , 残疾人生活津

贴不计人家庭人均收人 "即残疾人首先以公民的身

份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救济 , 其次根据残疾人

的特殊身份获得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的扶助 "

1.2 资金需求分析模型

为了研究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的财务可行性 ,

我们需要对残疾人生活津贴领取人数和所需资金进

行预测 "为此 , 我们设计了以下两个预测模型 "

1.2 .1 生活津贴领取人数预测模型

前面已经详述了关于残疾人生活津贴的覆盖人

群 , 下面从模型建立的角度出发 , 阐述如何在技术

上预测残疾人生活津贴领取人数 "

1.2 .2 资金需求预测模型

在测算得到残疾人生活津领取人数的基础上 ,

我们就可以得到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资金需求量的

预测模型 :

4

丁-一茗-蜡-/喜+心.-态.
A喜=A喜一, #(l+占)

4

尸-一菩-增+礴.
对于城镇 :

对于农村 :

n

增一/志.Pcj .礼-.菩玲水酬
D

嘴. /喜-/, .礼-菩疏.小酬
"喜一"喜一, #(l+必)

"怎一"牛, #(l + 价)

其中的符号含义如下 :

¹ 尸无为第 k 年残 疾人 生活津 贴领取 人数 ,

k = 2 0 1 1 , 2 0 12 , 2 0 2 0 ;

º增.心于别为第k年城镇!农村j级残疾人领
取生活津贴的人数 , j一1 , 2 , 3 , 4 ;

»心 !弓分别为第k 年城镇 !农村j级残疾人的
持证率 ;

¼ 月"!吞"分别为城镇 !农村 j级残疾人中低收人

残疾人所占比率

½ 叽 !叽 分别为城镇 !农村 j级残疾人 占残疾人

口的比率 ;

¾嵘, !疏分别为第k 年城镇 !农村i岁组的人数,

= 1 , 2 , 3 , n ;

¿dct !d二分别为第k年城镇!农村i岁残疾发
生率 ;

À蹭 !狱分别为第k 年城镇 !农村享受工伤保
险待遇的残疾人数 ;

Á 价为残疾人持证率的增长率 "

A喜=A喜一, #(l+占)
其中的符号含义如下 :

¹ Tk 为 第 k 年生 活津 贴制 度资 金需 求量 ,

k 一2 0 1 1 , 2 0 12 , 2 0 2 0 ;

º心 !心分别为城镇!农村第j级残疾人生活津
贴标准 , j= 1 , 2 , 3 , 4 ;

»占为残疾人生活津贴的增长率 ;

¼ 增 !对分别为第k年城镇!农村j级残疾人
领取生活津贴的人数 "

1 .3 资金需求分析一一 以浙江省为例

通过上文建立的两个模型 , 在取得相关数据的

情况下 , 我们可以计算出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的领

取人数和资金需求量 , 进 而分析该制度的财政承受

能力 "但 由于缺乏我国残疾 人口的具体数据 , 无法

估算出全国范围内生活津贴的领取人数 "这里以浙

江省为例 , 利用生活津贴领取人数和资金需求预测

模型 , 分析 201 1 一 2020 年浙江省实施残疾 人生活

津贴制度的财政承受能力 "

1.3.1 津贴领取人数预测

以前面对残疾人生活津贴相关制度要点的分析

研究为基础 , 结合 2006 年浙江省第二次残疾人抽样

调查数据以及浙江省残疾 人现状资料 , 利用生活津

贴领取人数预测模型 , 估算残疾人生活津贴领取人

数 "

1.3.1.1 参数假设

¹残疾人持证率

根据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 , 2006 年浙江

省残疾人总数为 300 万人左右 , l/ 3 为持证残疾人 "

据了解 , 浙江省重度一级 ! 二级残疾人持证率几乎

达到 100 % ,轻度三 !四级残疾人持证率为 11% 左右 "

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实施之后 , 势必会促进残疾人

更积极地办理残疾人证 , 持证率将会上升 "假定在

残疾津贴制度实施后 , 一级 ! 二级残疾人的持证率
达到 100 % , 三级 ! 四级残疾人持证率在这里并不能

作出一个准确的预计 , 但可以预见的是在制度实施

初期 , 中轻度残疾人持证率将会急速上升 , 达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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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峰值后将会稳定下来 "因此我们考虑以下两个方

案分别进行测算 :

方案一 : 三级 ! 四级残疾人持证率每年增长

7% , 到 2015 年达到峰值 46% "
方案二 : 三级 ! 四级残疾人持证率每年增长

10% , 到 20 15 年达到峰值 6 1% "
º低收人残疾人所占比率
借鉴浙江省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工程将低收人

残疾人界定为家庭人均收人在最低生活保障线 150 %

以 内的办法 , 根据 201 0 年浙江省 1 一3 季度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平均为 343 元 ! 221 元 [5] , 因

此城乡低收入残疾人应为家庭人均收人分别低于 5巧

元 ! 33 1 元的残疾人 "由于目前缺乏低收人残疾人家
庭状况的详细资料 , 现有数据显示 2008 年浙江省城

乡享受低保的残疾人分别为 1.7 万人 ! 9 万人 I6] , 占

城乡持证残疾人比率大约为 6 .4% ! 12 .3% , 那么

低收人残疾人所 占比率应高于这一数值 , 在此假定

城乡低收人残疾人所占比率分别平均为 8% ! 15% "

由于随着残疾程度的加重 , 残疾人生活自理能力和

劳动能力减弱 , 低收人残疾人的比率上升 "我们在

此做一个保守估计 , 假定城镇残疾人中低收人残疾

人的比率按残疾等级一到四分别为 10 % ! 8% ! 6% !

4% ; 农村按残疾等级一 到四分别为 17 % ! 15 % !

13 % ! 11% , 在预测期内保持不变 , 以此预测未来分

等级的低收人残疾人数量的变化 "

»分残疾等级的残疾人占残疾人口的比率和分
年龄的残疾率

基于可获得的数据 , 无法对两者 的变化作 出准

确的估计 , 只能得到 2006 年浙江省残疾人口中这两

个参数的数值 "同时由于仅预测 20H 一 2020 年 10
年内残疾人的数量 , 预测时间较短 , 因此 , 可以假

设两者在预测期内保持不变 "

¼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残疾人数量

因工致残的残疾人的基本生活可以通过工伤保

险得到保障 , 因此这些人员不属于残疾人生活津贴

的覆盖人群 "从理论上来说这些人员应不属于低收

人残疾人 "即使存在低收人残疾人 , 所占比率也很

低 , 因此 , 忽略这部分人对预测结果的影响也很小 "

1 .3 .1 .2 估算结果

¹ 浙江省残疾人口预测

根据浙江省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 , 运用著名人

口学家蒋正华提出的自修正迭代法 (JPO P 一l) 编

制了浙江省 2000 年的生命表 "根据浙江省相关政策 ,

具有浙江省户籍的残疾人才能领取残疾人证 , 因此 ,

本研究利用生命表对浙江省 20n 一2020 年分年龄 !

城乡户籍人口数量进行了预测 "在预测过程中我们

假设在 2020 年前 , 生育政策不发生改变 "然后根据

2006 年浙江省分年龄的残疾率和不同残疾等级的人

占残疾人口的比重 , 预测了分城乡 ! 分等级的浙江

省残疾人口 (见表 l !表 2) "

4 5 0

3 7 0

-月卜一 坡 祖 一.卜~ 农 村
合计

~ 书 - 一 ~ - ~ 一 一 ~ - 书 一 ~ 一 ~ -

及21o伪5OY咬

2 21 1 刁212 2 =>13 2= >14 21>15 2 21- 艺217 刁21 8 3 21 9 勿飞翔飞年

图 ! 20!1一2020 年浙江省残疾人 口未来趋势图

表 1 浙江省城镇分残疾等级的残疾人 口预测 (单位 : 万人)

年份 合计 残疾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00,0660J,乙八,OLf 4c0气cn曰7,白n入40

....,,
Q-0,二内j奋气6QQO-l,J,4444444j亡!o奋气气j-7内产j以气,6Q0J1今白4,J内j,白,乙,白勺-2,矛1乙气

....,,
4qI奋6勺01八Q了01,矛1,!q,q,乙,q,山,q,q内J,j,j内860曰只气4,111奋,q0qIaO八,妇q!cO八q,乙60-,J勺01

....,,
QOC-n,n勺nljCUnlll-1.,4

,1.,1.q1.盛1.-lesqles

6C,,q4C八4q671147苦41竹41.1只JLf1

....,,
O乃O八八,Q了Q了000.11.

j.工-1.-Jl1..esqles

6,月月k2

q!c64n02,山6J11.只,只才anqn,JQUO八
""""."",j-UC,
0飞曰,矛n/,60J矛000O八n0R0,n,O少Q了1通11.2 0 1 1

2 0 1 2

2 0 13

2 0 14

2 0 15

2 0 1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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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我们可以看到 2011 一2020 年浙江省残疾

人口呈上升趋势 , 预计到 2020 年残疾人口会增加到

378 万人 "由于目前缺乏各年龄组残疾率的变化趋势
和残疾风险的扩大趋势 , 只是考虑了社会人口的自

然增长率 , 所以预测的残疾人口规模有可能偏低 "

º 残疾人生活津贴领取人数预测
首先根据上文对残疾人持证率的假定 , 分别测

算出浙江省持证残疾人口"然后根据对残疾人口中

低收人残疾 人的比率制定的假设 ( 二10 % , 一8% ,

一6% , = 4% , = 17% , 一15% 一13% , = 11% ) , 得

到城乡低收人残疾人的人数 , 即残疾人生活津贴领

取人数 "

根据对三级 ! 四级轻度残疾人持证率制定的两

个增长比率 , 得到了两个方案下的残疾 人生活津贴

领取人数 :

方 案一是假 定三级 ! 四级残疾人持证率每年增

长 7% , 到 2015 年达到峰值 46% "

方案二是假定三级 ! 四级残疾人持证率每年增

长 10 % , 到 201 5 年达到峰值 61 % "两种方案测算
结果见表 3 ! 图 2 "

3 10 1 幻

石0 1 刀

K l日I 10

>王伐幻

7印印

1以222

--- 今一万 案一 一. ~ 万韶二二

一一______止户寸丁方二,___不不斗一护~ 一 ,,

团 1 1 功 12 印 13 砌 14 团 15 印 16 功 17 团 18 田 19 江2 ) 年

图 2 不同方案下残疾人生活津贴领取人数

从图中可以看出 , 两种方案下不同的残疾人持

证率增长率将直接影响残疾人生活津贴的领取人数 "

由于假定一级 !二级重度残疾人持证率达到 100 % ,

因此 , 在两种方案下残疾人生活津贴领取人数的变

化主要取决于三级 ! 四级轻度残疾人持证率的增长

率 "比较两种方案 , 随着三级 ! 四级轻度残疾人持

证率增长率的提高 , 残疾人生活津贴领取人数增大 ,

201 1 一 20 15 年为快速增长阶段 , 以后每年增长平

缓 "第一种方案为最低方案 , 到 2020 年领取人数达

到 20 .4 万人 , 第二种方案为最高方案 , 到 2020 年

领取人数达到 30 .4 万人 "

1 .3 .2 资金需求测算

建立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准

备 "为此 , 需要对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进行财务可

行性分析 "

1 .3 .2 .1 参数假设

¹ 残疾人生活津贴标准

2 0 10 年浙江省 l 一3 季度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分别平均为 343 元 ! 221 元 , 根据前面设置的两

套方案 , 由此得到浙江省残疾人生活津贴标准的如

下两套方案 "

方案一 :一到四级残疾人生活津贴标准分别为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25 % ! 2 0% ! 15 % ! 10 % , 即城

乡一到四级残疾人生活津贴标准分别为 85 .75 元 !

6 8 .6 元 ! 5 1 .45 元 ! 34 .3 元 ; 55 .25 元 ! 44 .2 元 !

33 .15 元 ! 2 2 .1 元 "

方案二 :一到 四级残疾人生活津贴标准分别为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30 % ! 25 % ! 20% ! 15 % , 即城

表 2 浙江省农村分残疾等级的残疾人口预测 (单位 :万人)

年份 合计 残疾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2 0 1 1

2 0 1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2 2 4 .1 8

2 2 9 .0 7

2 3 4 . 3 7

2 3 8 . 8 3

24 3 . 1 5

2 4 8 . 1 7

2 5 3 . 16

2 5 8 .0 0

2 6 3 .3 7

2 6 8 .2 3

9 3 . 10

9 5 . 13

9 7 .3 3

9 9 . 18

10 0 .9 7

10 3 .0 6

10 5 . 13

10 7 . 14

10 9 .3 7

1 1 1 .3 9

,QJ了oOCn入OC勺lJJes,-,尹4Q产4601qO,zqQ-4

....,,
l,44-U,01了0,-气JqI奋n7/勺汀了,月了nOOQ/口00b拭叶月rl,q哎J-,a,!al叮才nq66n气乙7勺汀-O八4C,6166n()700QO护0八曰产l,-,q,-,-,-,山,-,q气j,!q0̀内j, !qnc4nq-奋,CU006,4jOC1,qn,6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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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一到四级残疾人生活津贴标准分别为 102 .9 元 !

85 .75 元 ! 68 .6 元 ! 5 1 .45 元 ;66 .3 元 ! 55 .25 元 !

44 .2 元 ! 33 .15 元 "

º 生活津贴增长率

考虑到物价上涨 ! 生活水平提高和共享社会发

展成果等因素 , 残疾人生活津贴的标准不是一成不

变的 , 根据对生活津贴标准的制定办法 , 残疾人生

活津 贴标准应与最 低生活保 障标准 同步增 长 "根

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6,

/十二五 0 时期我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年均增长

10 % 以上 ;数据统计显示 , 2006 一 201 0 年浙江省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每年平均增长率也在 10 %

左右 "因此 , 假设 201 1 一201 5 年残疾人生活津贴

标准年均增长率为 10 % , 201 5 一2020 年年均增长

率为 7% "

1 .3 .2 .2 估算结果

根据资金需求预测模型以及对残疾人生活津贴

领取人数的测算 , 分别得到了四种不同方案下城镇

和农村残疾人生活津贴的资金需求量 "

为了便于观察分析 , 将四种方案按资金需求量

分为低 ! 中 1 ! 中 2 ! 高四种方案 :

第一种是资金需求量最小的方案 , 假定三级 !

四级残疾人持证率每年增长 7% , 到 20巧年达到峰

值 46% , 一到四级残疾人生活津贴标准分别为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的 25% ! 2 0% ! 15% ! 10% "

第二种是中方案 1 , 假定三级 ! 四级残疾人持

表 3 浙江省残疾人生活津贴领取人数测算结果 (单位 :人)

年份

合计

2 0 1 1

2 0 12

2 0 13

2 0 14

2 0 15

2 0 16

2 0 17

2 0 1 8

2 0 19

2 0 2 0

14 2 5 7 1

1 5 2 2 2 3

16 2 4 6 3

1 7 2 5 0 9

18 2 8 5 3

1 8 7 2 0 8

1 9 13 5 6

1 9 5 5 4 3

2 0 0 0 9 1

2 0 4 2 3 0

方案一

城镇

2 0 9 9 6

2 4 0 0 5

2 7 19 6

3 0 5 0 7

3 4 0 4 6

3 5 3 3 0

3 6 4 2 2

3 7 6 4 5

3 8 9 0 6

4 0 0 7 5

农村 合计 农村

12 1 5 7 5

12 82 1 8

13 5 2 6 7

14 2 0 0 2

14 8 8 0 7

15 1 8 7 8

15 4 9 3 4

15 7 8 9 8

16 1 1 8 5

16 4 1 5 5

1 5 9 10 0

18 6 0 3 3

2 14 3 9 3

2 4 3 1 2 9

2 7 2 8 15

2 7 9 1 17

2 8 5 17 3

2 9 1 2 3 5

2 9 7 8 4 9

3 0 3 8 5 8

方案二

城镇

2 19 0 4

2 5 8 9 1

3 0 1 3 1

3 4 5 5 7

3 9 2 9 0

4 0 7 7 2

4 2 0 32

4 3 4 4 3

4 4 8 9 9

4 6 2 4 7

1 3 7 19 6

1 6 0 14 3

18 4 2 6 2

2 0 8 5 7 2

2 3 3 5 2 5

2 3 8 3 4 5

2 4 3 14 1

2 4 7 7 9 2

2 5 2 9 5 0

2 5 7 6 1 1

表 4 浙江省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资金需求量测算结果 (单位 :万元)

年份

2 0 1 1

2 0 12

2 0 13

2 0 14

2 0 1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0

低方案

9 2 5 6 .7 1

10 7 3 3 .1 7

12 4 4 9 .6 0

14 3 7 9 .4 5

16 5 9 2 .9 1

18 1 9 4 .0 6

19 9 10 .7 1

2 17 8 7 .8 1

2 3 8 7 1 .9 6

2 6 0 8 8 . 19

中方案 1

1 1 5 0 2 .5 4

13 3 8 4 .6 5

15 5 7 7 .5 3

18 0 5 0 . 12

2 0 8 9 2 .5 9

2 2 9 10 . 17

2 5 0 7 2 .8 6

2 7 4 3 8 .2 0

3 0 0 6 4 .3 8

3 2 8 5 7 .0 3

中方案 2

9 8 7 1 .5 4

12 1 1 7 . 1 8

14 7 8 8 .8 6

17 8 80 .2 8

2 15 0 0 .9 6

2 3 5 6 1 .9 1

2 5 7 7 5 .3 8

2 8 19 1 . 18

3 0 8 7 4 .0 9

3 3 7 2 6 .5 0

高方案

12 3 6 5 .6 6

15 3 2 7 .5 7

18 8 6 1 .4 4

2 2 9 6 4 .6 6

2 7 7 82 .6 2

3 0 4 4 5 .6 7

3 3 3 0 5 .8 0

3 6 4 2 7 .3 6

3 9 8 9 4 .0 7

4 3 5 7 9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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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率每年增长 7% , 到 2015 年达到峰值 46% , 一到

四级残疾人生活津贴标准分别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的 30% ! 25 % ! 20% ! 15% "

第三种是中方案 2 , 假定三级 ! 四级残疾人持

证率每年增长 10 % , 到 201 5 年达到峰值 61 % , 一

到四级残疾人生活津贴标准分别为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的 25% ! 2 0% ! 15% ! 10 % "

第四种是资金需求量最高方案 , 假定三级 ! 四

级残疾人持证率每年增长 10 % , 到 20巧年达到峰

值 61% , 一到四级残疾人生活津贴标准分别为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的 30 % ! 25 % ! 20% ! 巧% "测算结果

见表 4 和图 3 "

20 n 年浙江省地方性财政收人增长目标为 9% , 因

此 , 假设浙江省财政收人 201 1 一2020 年年平均增

长率为 9% , 则 201 1 一 2020 年残疾人生活津贴制

度所需资金占财政收入的比率如图 4 所示 "

Q C旧

Q 0 7

Q (石

邵 Q 历

Q (片

~~~ 今- 低方案 ~. 卜 中方案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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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 11 田 12 印 13 印 14 加 15 田 16 刃 17 m 18 田 19 刁笼幻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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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方案下浙江省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所

需资金占财政 收入比重

溯kq撇脚 "

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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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方案下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资金需求量

测算结果显示 , 各种方案虽有差异 , 但总体看 ,

残疾人生活津贴资金需求量都呈现出增长趋势 , 这

与残疾人生活津贴领取人数和津贴标准的增长有关 "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 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资金需

求量在 2011 一2015 年制度建立之初呈现快速增长

态势 , 此后增长平缓 , 这主要是 由于本研究假定三 !

四级轻度残疾人持证率在 20 11 一2015 年快速增长 ,

达到峰值之后平稳下来从而影响津贴领取人数的原

因 "低增长的轻度残疾人持证率 (7% ) 与高增长

(10 % ) 相 比, 前者在制度建立之初对财政的冲击较

小 "最低方案到 2020 年资金需求量约为 2 .61 亿元 ,

中方案 1和中方案 2 两种方案的资金需求量相当 ,

到 2020 年约为 3.3 亿元左右 , 最高方案到 2020 年

资金需求量约为 4 .36 亿元 "

1 .4 财政支出能力分析

2010 年浙 江省地 方性 财政 收入 为 2608 亿 元 ,

以最高方案为例 , 20n 年实施残疾人生活津贴资金

需求量为 1.24 亿元 , 占2010 年财政收人的 0 .048 % "

为了研究制度的可持续性 , 本研究对浙江省财政收

入进行简单测算 "根据 2011 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四种方 案下残疾人生活津贴

制度资金需求量占财政收人的比重都维持在较低水

平 , 财政支付能力处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2011

一20 15 年生活津贴制度资金需求量占财政收人的比
重增长快速 , 此后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上 , 这 主要

是由于本研究假定生活津贴领取人数在制度建立之

初增长快速 , 此后增长平缓进而影响资金需求量所

引起的 "

由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 , 实施残疾人生活津贴

制度是必要且可行的 , 从长远来看 , 也是可以持续

的 "为此 , 我们建议以 /财政可承受 ! 制度可持续 0

为原则 , 低标准起步 , 建立并实施残疾人生活津贴

制度 , 保障低收人残疾人的基本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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