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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精准核查机制研究 1 
方跃雯 2  万美君 3 

（西南医科大学  四川省泸州市）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社会救助核查的主要学术观点和实际政策文件，以 C 市 L 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社会救助的核查数据为依据，通过个案

分析和实地访谈，重点研究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资源依赖、整合性治理、社会公平等理论，积极探

索并从人才队伍建设、认定标准等方面提出科学的核查机制，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救助核查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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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 市社会救助现状 
C 市有三区四县，共有 126 个乡镇（街道）。C 市农

村低保制度于 2005 年建立，经过十余年的建设，目前社
会救助系统已基本完善。目前，全市有 10.47 万建档立卡
贫困对象纳入“低保兜底一批”保障救助范畴。截止 2022
年底，全市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 17.47 万人，特困人员
3.08 万人 4，发放低保、特困救助资金共计 21930.84 万元；
对遭遇临时性、突发性生活困难家庭开展临时救助 3736
人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318.47 万元。1 截至 2023 年 8
月，发放低保、特困救助资金共计 62752.15 万元，对比
2022 年增长约 3 万元。 

二、第三方核查机构 
C 市民政局将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调查”（以下简

称 “家计调查 ”）通政府购买形式委托第三方进行开展，
核查方式主要以核查员入户调查为主，借助第三方机构
公正、独立、客观的特点，对 L 区社会救助对象家庭真
实经济状况核查。本次核查通过填写问卷的形式进行入
户核查，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所纳入的社会救助是否都符
合低保标准，在问卷设计的过程中关注社会救助对象的
基本情况及家庭成员健康情况、就业情况、收入情况等，
同时关注社会救助对象家庭收入、支出等情况，以及社
会救助对象对低保制度申请、运行的认知和满意度。 

三、核查结果分析 
从 C 市 L 区低保家庭中随机抽取 C 市 L 区 15 个街

道下的 4 个社区的社会救助对象，每个街道共 20 户，第
一次抽取 300 户，回收有效问卷 281 户，第二次补抽 19
户，共计填写问卷 300 份，问卷的实际回收率为 93.6%。 

（一）社会救助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1）社会救助对象性别、年龄构成及就业状况 
如表 1 所示，在 300 个调查样本中，女性人数为 127

人，所占比例为 43.3%；男性人数为 173 人，占比 57.7%。
由此可见，调查样本中的男性多于女性。300 个样本中无
业人员占比 73.3%；灵活就业人员占比 6%（详见表 2）。
由此可见生活困难主要原因是缺乏收入来源，而年龄上
涨所导致的劳动力下降或丧失就是低收入的主要原因。 

表 1 社会救助对象年龄分布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男 173 57.7 57.7 57.7 

女 127 42.3 42.3 100.0  

总计 300 100.0 100.0  
表 2 社会救助对象职业状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灵活就业 18 6.0 6.0 6.0 

无业 238 79.3 79.3 85.3 

务农 38 12.7 12.7 98.0 

在职 6 2.0 2.0 100.0 

有效 

总计 300 100.0 100.0  
（2）社会救助对象的健康状况 
通过卡片检验职业状况与健康状况的相关性，经

SPSS 软件导出，卡片检验的皮尔逊卡方渐进显著性（双
侧）检测值小于 0.05（详见表 3），说明相关性显著，从
而说明健康状况是低保户是否就业的重要因素，也是低
保对象致贫的主要诱因。据结果显示，大部分低保对象
患病或残疾，患病多为高血压、低血糖、癌症、脑瘫，
残疾多为智力残疾、精神残疾、肢体残疾三种，有的家
庭甚至还面临多重生活苦难，其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力，
家庭负担重，是低保对象家庭困难的主要原因。 

表 3 卡方检验 
 值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双侧） 

皮尔逊卡方 49.729a
 21 0.000 

似然比 34.099 21 0.035 

有效个案数 300   

a. 22 个单元格 (68.8%) 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
数为 .02。 

（3）社会救助对象财产及收支状况分析 
在本次调查中，详细询问了其家庭成员和共同生活

成员的情况，了解其家庭的财产和收支情况，核实其保
障金的精准性，切实保障每一位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需
求。通过调查显示，低保户家庭超半数表示无工资性收
入，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少数低保家庭依靠零
工、务农或社会捐赠作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二）社会救助对象对救助申请程序满意情况分析 
本次问卷对申请资料及救助程序复杂程度、对救助

经办人态度满意程度、街道或村社区干部对其家庭状况
动态了解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近三成的低保对象认为
申请所需提供的资料复杂和救助程序复杂，但只有少数
人员认为街道或村社区干部对其家庭状况动态不了解和
对救助经办人态度不满意。从侧面来说，我国的低保程
序仍然存在局限性，要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性。 

（三）社会救助对象月保障金及保障对象情况分析 
本次抽样 300 户低保对象中，全家享受低保的有 102

户，有 169 户属于家庭中 1 人享受低保政策，有 28 户属
于共同生活成员中部分享受农村低保政策。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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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政策的办理不完全根据家庭为单位办理，与此同时
照顾到家庭成员中的特殊个体，精确地保障目标群体，
从而对困难家庭整户进行保障。不同地目标群体进行阶
梯式保障金的发放，在精确保障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的
同时，避免争当懒汉不作为的行为。 

（四）核查员审核家庭经济情况结果分析 
通过本次入户调查 300 户社会救助对象家庭，本次

抽样的 300 户家庭情况基本属实的有 255 户；剩余 45 户
中，有 5 户需要进一步核实家庭困难情况，有 6 户建议
增加保障人数，另外 34 户建议提高保证金。 

四、社会救助对象家庭经济核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
题 

（一）社会救助队伍力量薄弱、专项资金不足 
目前，C 市 L 区救助工作中存在队伍人员不足、队

伍不稳定、专业度不够、专项资金不足等问题，这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基层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工作的正常
开展。首先，L 区各街道及村（社区）没有配备专职核
对人员。倒三角型的人员体制安排，让需要更多审核员
的农村地区，更加缺乏相关人员。其次，街道级救助工
作人员大多为事业编制人员或临聘人员，村（社区）工
作人员均为兼职，人员变动频繁导致家庭经济状况调查
队伍不稳定。最后，村（社区）核查人员基本无专项补
贴，无法调动相关人员的积极性。 

（二）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系不完善 
目前，使用的是四川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

系统。核查内容有房产、车辆、工商登记、退休金的领
取与金额、社保公积金缴纳等情况，但系统里的数据比
较滞后，只有几个部门的数据。很难起到有效、精准核
查。各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共享壁垒，不能在全国范围内
共享这些信息。由于目前人口流动大，很难核查在其他
省份的相关信息。部门之间信息资源未实现互联互通，
对困难群众家庭经济状况等的核实存在盲区。 

（三）宣传力度不够，失信惩戒机制不完善 
民政部对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程序进行的宣传力度

不够，部分基层低保工作人员缺乏宣传意识，导致部分
申请对象不清楚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需要被审核，工作
人员在进行核对工作时不被申请对象理解和配合。目前
失信惩戒机制是建立社会救助失信人员“黑名单”制度，
在 2 年内不予支持其救助诉求，但“黑名单”制度目前
难以落地。相较而言，失信惩戒力度不够。 

五、社会救助对象家庭经济核查工作的建议 
（一）建立“政-校-社”三位一体专业家计调查队

伍 
首先，L 区民政局与第三方机构承接社会救助政府

购买项目，以“街道审核专员+社会救助专职社工+高校
志愿者”为主体的家计调查队伍。其次，对核查队伍开
展定期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家庭经济核查的基础知识、
方法、入户技巧、需求发现、职业操守及保密制度。再
次，可以邀请街道审核专员和社会救助专职社工参与高
校社会救助相关课程的教案及教学方法讨论，进而提升
高校志愿者的核查能力和素养。最后，高校教师可以为

机构社工提供督导和理论培训，同时招募高校社会工作
专业的实习生，形成“社工机构—教师—实习生（学生）”
三方配合的实践人力资源模式，加强社会工作的人才队
伍建设。 

（二）建立社会救助专项资金 
C 市没有家计调查的专项经费，需要建立设救助专

项资金支持家计调查工作中的交通补贴、电话补贴等。
民政等相关部门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每年适当考虑社会
救助工作，逐步增加，借助社工及志愿者的力量共同完
成核查工作，增强困难群众幸福感，确保兜住底、兜准
底、兜好底。同时加强农村救助家庭的走访，建议政府
购买首先农村的社会救助项目，多与救助对象进行沟通，
了解救助家庭的真实需求，给与物质帮助和精神陪伴等
综合类服务。 

（三）完善失信惩戒机制，加强宣传力度 
首先，将社会救助中存在欺诈行为的人员纳入失信

名单，失信黑名单要与贷款、创业优惠政策、社会救助
申请等建立联系。其次，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和相应的
民事责任，如罚款、拘留、罚没非法所得等。再次，加
强宣传和告知，让救助对象在申请时就了解不诚信的严
重后果，并通过相关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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