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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在城镇普遍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镇贫困人 口实施了有效的社会救 

助，为他们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一定的收入保障。这一制度应该根据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合理 

给付，既要满足低保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 ，也要避免 “躺在政府身上”的倾向。根据扩展 

线性支出模型 (ELES)测定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理论标准，以及将其与近几年的 

低保标准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实际给付水平明显偏低。基于这一事实，建议科学制定最低生 

活保障线，建立给付的指数化调整机制，以确保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合理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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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has been set up urban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system．It provide effective social 

assistance for urban poor residents and some income security for their basic living． This system 

should pay according to a reasonable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line，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the 

basic needs of low—income families being satisfied，but also to avoid them have the tendency to lie on 

the government．According to the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line for urban residents with the 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and compare with its actual benefits in the recent years，this 

paper finds the actual payment level is significantly lower．Based on this fact，we should establish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line scientifically and index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its payments to keep a 

reasonable payment of urban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system． 

收稿日期：2011—03—17；修订Et期 ：2011—05—27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项目 (WT2010024)。 

作者简介：柳清瑞 (1964一 )，吉林农安人，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副所长。研究方向为人El、就业与社会 

保障。 

· 77· 

万方数据



Keywords：urban residents；minimum living security system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line；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index adjustment 

一

、 问题的提出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为保障贫困人 口基本生活需求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党 

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其中重点是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并逐步提高其保障水平。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运行情况看，自1999年出台 《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以来，保障人数不断增加，保障水平逐年提升，在保障城镇贫困人 口的 

基本生活和维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给付，无论是与国 

外发达国家比较，还是与城镇居民的日常消费性支出比较，都明显偏低，且缺乏与物价指数相关联的 

指数化调整机制。这将直接导致保障范围相对较小，大量相对贫困人群处于制度之外，亚贫困人群和 

低保边缘户的生活保障问题日益凸显。即使是被制度覆盖的人群，保障水平也偏低，且极易受到通货 

膨胀等因素的侵蚀。这就引起了人们对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以及适度给付的广泛讨论，问题的本质 

就在于如何确定合理的保障标准，以及如何避免使这一制度因为过度给付出现 “躺在政府身上”的 

道德陷阱。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 目前在世界上主要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标准。发达国家大都采用 

相对贫困标准，而发展中国家大都采用绝对贫困标准，我国的城镇居民低保线就属于绝对贫困标准。 

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主要有恩格尔系数法、国际低保线法、马丁法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法等多种 

方法。最先提出恩格尔系数法的是奥珊斯基 (Orshansky)，他建议用生活必需品消费的平均值来确定 

贫困水平，认为一个家庭将预算的 30％以上用在食品开支上就是贫困的 J。阿尔柯克 (Alcock)提 

出了标准预算法 (Budget Standard)、收入替代法 (Income Proxy Measure)和剥夺指标法 (Deprivation 

Indicators)三种测量贫困的方法_2 J。世界银行提出了测定相对低保线的方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国 

际贫困标准和每人每天 1美元以及每人每天 2美元标准。世界银行专家拉瓦雷等按照人均每天 2100 

大卡热量 (其中75％来 自粮食)，以及非食品的基本消费支出计算得到基本需求线。他们根据中国 

2002年的农村和城市消费价格 ，分别将农村和城市的基本需求线测定为每人每年 850元和 1200 

元 ]。国内学者对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也进行了深人研究。张秉铎和唐钧提出了 “综合法”测 

算城镇居民低保线，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用生活形态法确定中国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区 

的贫困家庭的生存形态 ，以此找出符合这些生存形态的贫困群体；第二步分析一般市 民和贫困户 

的收入和消费，列出生活必需品的菜单 ，再用市场价格较为客观地求得最低生活保障线 (包括生 

存线、温饱线和脱贫线)；第三步为方便实际工作者对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调整，将低保线与社会 

平均收入挂钩，同时求出恩格尔系数 J。洪大用提出了一个四层次的指标体系，第一层次为基本 

的食物需求，指标内容为中国营养协会所推荐的低等或中等能量摄入标准；第二层次是非食物需 

求 ，指标为穿 、住、烧等基本的日常费用开支 ；第三层次是家庭状况，以家庭规模和家庭类型列 

为参考指标；第四层次为经济发展状况，指标是物价状况和当地居民生活状况 。在低保线的多 

种测定方法中，马丁法在可操作性、数据的可获得性、理论的完备性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扩 

展线性支出系统法则比较可行，并被利用该模型对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了实证研究 。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将收入分布函数应用于低保线的测量 J，利用马丁法对城市低保线进行测 

定 ]。这些研究应该说都可以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提供依据，但一些相关问题需要 

进一步讨论。一是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测定应在提供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反映不同层次的保障需求； 

二是现实低保线应与理论标准进行比较，对其保障水平作出客观分析；三是对低保给付的指数化 

动态调整提供充分的实证依据和理论解释。 

本文提出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测定的理论标准，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即生存型、基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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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型低保线，类似于张秉铎和唐钧提出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生存线、温饱线和脱贫线。这 

三种低保线基于不同的生活消费标准来确定，反映了低保标准由低到高的动态变化，满足不同层次的 

最低生活保障需求。同时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法建立了城镇居民低保线的测定模型，并利用 

1998—2008年的面板统计数据对这三种低保线的理论标准进行了测定。在此基础上，将近年来的城镇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实际给付与其进行了比较，分析了现实低保给付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以及依 

据物价指数进行指数化调整的理论依据，并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理论标准 

1．测定模型 

扩展线性支出模型 (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是一个应用非常广泛的需求函数 

模型，它是美国经济学家路迟 (Liueh)于 1973年在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基础上建立的。该模型假定人 

们对各种商品 (或服务)的需求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和各种商品的价格，而且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 

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两部分，并且认为基本需求与收入水平无关，居民在基本需 

求得到满足之后，才将剩余收入按照某种边际消费倾向安排各种非基本消费支出。扩展线性支出模型 

的基本表达式为： 

=P ×Q =P ×R +b (，一 P ×尺 ) (i， =1，⋯，8) (1) 
角  

其中， 表示第 i类消费的支出额；P 表示第 i类消费的价格；Q 表示第 i类消费的消费量；R 

表示第 类消费中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量；b 表示边际消费倾向，代表在收人中扣除基本生活需 

求支出后 ，各类消费中分配的超基本需求额的份额；，表示可支配收入额。若在收人中减去基本需求 

后考虑储蓄因素，则∑b <1；若在收人中减去基本需求后不考虑储蓄因素，则∑b =1。 

根据最低生活保障线只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性质，仅取其中的基本消费支出作为最低生活保 

障线的测量指标。因此，维持居民最低生活需求的n种消费品之和，即为所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 

PL，即： 

= ∑P ×R (2) 

现对模型中有关参数进行估计。式 (1)可表示为： 

=P ×Q =P ×R +bi(，一∑ × )=(P 
J=1 

、 

× ， (3) 
J=1 0 、 

令口 = R —b ∑ ，则将模型改写为计量经济学方程， 
=1 

= 口 +6 ×，+ui 

J 。 ． 
{ 

并将式 (3)变形为 ： 

其中， 为随机项。对于每一种具体的消费品， 和，可以通过统计年鉴获得， 

元线性回归模型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出参数 o 和b 。 

根据以上各式，很容易得到下面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测定模型： 
n ／7

,  

(4) 

由此便可通过一 

= ∑0 ÷(1一∑b ) (5) 
l=1 =1 

2．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实证测定 

(1)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如果利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对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分别进行测 

定，主要涉及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生活支出两个变量。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方法，人 

均收入有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两个主要指标，人均生活支出包含消费性支出、财产性支出、转移性支 

出、社会保障支出、购房与建房支出等。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城镇人均收入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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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指标，选取消费性支出作为人均 

生活支出变量的测定指标。人均消费性 

支出的测定指标选取主要包括食品、衣 

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 

保健 、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杂项商品与服务等 8项指标。在这 8项 

人均消费性支出指标中，生存型低保线 

对应的是食品、衣着和居住 3项指标， 

保障的是最低生存需求；基本型低保线 

表 1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模型变量与指标的选取 

对应的是食品、衣着、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5项指标，保障的是基本生活需求；发展 

型低保线对应的是食品、衣着、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家庭设备及服务、交通通讯、 

杂项商品与服务 8项指标，提供的是较高水平的生活保障 (见表 1)。 

本模型中变量所对应的指标，采用 《中国统计年鉴 (1999—2009)》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和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相关数据。同时，沿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分组依据，分别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总收 

入对城镇居民进行分组，分为最低收入户、困难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人户、中等偏上 

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等类型，并进行参数估计。 

(2)相关参数测定。根据上述指标，首先将 1998～2008年人均可支配收人和食品、衣着、居 

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杂项商品与服务等人均消费性 

支出各项数据代人公式 (4)，按各年各项目建立回归方程。然后根据回归方程，对每一大类商品或 

服务按不同的收入分组，分别求得 1998～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 

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杂项商品与服务等8项指标的参数 ai、b 以及回归 

方程的判定系数 R ，计算结果略。各年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 R 值均达到了0．9以上，说明拟合度很 

高。F值也较高，说明随机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较小，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显著，通过显著 

性检验。这表明通过面板统计数据建立回归方程，并对参数a 、b 进行估计是完全可信的。 

(3)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测定结果。根 

据 a 、b 数据，利用公式 (5)，可以测算 

出 1998～2008钲 戈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线，计算结果 这些年份的生存型、 

基本型和发展 或是依据不同的消费 

需求测定的，是最低生活保障给付的理论 

标准，反映的是不同年份满足各种生活消 

费支出的动态变化。 

三、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际给付 

与理论标准的差距 

1．绝对差距 资料来源：根据表1、a 、b 的估计值，利用公式 (5)计算得到。 

中国现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基本上是绝对贫困取向，仅仅局限于免除生存危机。杨立雄就 

认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强调生存、忽视发展，导致给付标准较低 。根据 (2009年民政事 

业发展统计报告》，2009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给付标准仅为每人每月227．75元，占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23％。这一给付水平与我们测定的生存型 

低保线也存在一定差距，能否为城镇低收人家庭提供有效保障是值得怀疑的，更遑论使城镇贫困人口 

真正摆脱贫困。从全国各地的情况看，北京、上海等8个省市的低保标准超过了生存型低保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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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天津、浙江4个省市的低保标准超过了基本型低保线标准，只有北京、上海、天津 3个 

直辖市的低保标准超过了发展型低保线标准 (见表 3)。 

表3 2009年全国各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数与给付标准 

资料来源：全国平均低保标准来源于 <<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其他各省市平均低保标准来源于民政部 (2oo9年第四 

季度保障标准》。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和平均支出水平来源于民政部 (2010年 2月份全国县以上城市低保数据》。 

从图 1中可以看出，2003～2008年城镇居民现 

行低保线只有2003年略高于测定的生存型低保线， 

其他年份都低于生存型低保线，且远远低于基本型 

和发展型低保线。以2008年为例，当年城镇居民低 

保标准为 205．3元，而利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所测 

定的生存型、基本型和发展型低保线分别为 254．23 

元、331．51元和 394．31元，分别 比现行低保线高 

23．8％、61．5％和 92．1％。此外，现行低保线在总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年份 

— ◆I现行低保线 + 生存型低保线 
— ．r_基本型低保线 + 发展型低保线 

体上虽逐年提高，但是增加的幅度不大，远低于经 
济增长水平，滞后于城镇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增长。 图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 

由此可见， 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确实有 资料来源
： 生存型、 篓 数据来源于表 ， p 

1}  ⋯ ⋯  ’ ,-．F："．~- ,1--_4-El 

1寸】 一 歹 抗：向 。 现行低保线数据来源于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o4
～ 2008)》 

现行低保线由于给付水平偏低，且缺乏动态调 和《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o4～2008)~。 

整机制，导致大量相对贫困家庭及人口处于制度之 

外 ，亚贫困人群和低保边缘户的生活保障问题突出。我们利用 POVCAL软件，对基于不同低保线下 

的贫困人口进行了测算。以2008年城镇低保享受人口2334．8万人为基础，现行低保线若提高至生存 

型低保线 (每人每月 254．23元)，低保享受人 口将增加 255．33万人，增加了 10．94％；若提高至基 

本型低保线 (每人每月331．51元)，低保享受人15将增加 1049万人，增加了44．93％；若提高至发 

展型低保线 (每人每月394．31元)，低保享受人15将增加2180．29万人，增加了93．38％ (见图2)。 

2．相对差距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为陷入贫困的低收入家庭。选取最低收入户作为基准，将 

现行低保线、生存型低保线、基本型低保线以及发展型低保线与最低收入户的各类消费支出进行比 

较，以此来检验这四种低保线满足最低收人户各类消费支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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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不同最低生活保障线下的贫困群体规模 

资料来源：基于 《中国统计年鉴 (2009)》相关数据，运用 POVCAL软件测算。 

城镇现行低保线仅仅能够满足最低收入户的食品消费，在有些年份能够满足食品和衣着消费，无 

法满足其他类型消费 (见表 4)。 

表4 现行低保线与最低收入户各类消费的比较 单位：元、％ 

资料来源：现行低保线数据来源于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04～2008)》和 《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04～2008)》，最低收 

入户各类消费支出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2004～2009)》。 

如果将基于 ELES测定的三种低保线与最低收入户的各种消费比较，就会发现：生存型低保线能 

够满足最低收入户的食品和衣着消费，基本型低保线能够满足最低收入户的食品、衣着、居住、医疗 

和教育消费，而发展型低保线则能够满足最低收入户的全部八大类消费需求 (见表5、表6和表7)。 

表5 生存型低保线与最低收入户各类消费的比较 单位：元、％ 

资料来源：生存型低保线数据来源于表 2，最低收入户各类消费支出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2004～2009)》。 

以2008年为例，现行低保线与基于ELES测定的三种低保线都能满足最低收入户的食品消费 

需求，而能够满足食品和衣着消费需求的是生存型、基本型和发展型低保线，现行低保线则无法 

满足。对于食品、衣着和居住消费需求，或者食品、衣着、居住、医疗和教育消费需求，则只有 

基本型和发展型低保线才能满足。能够满足最低收入户全部8大类消费需求的仅有发展型低保线 

(见图3)。由此可见，从满足贫困群体消费情况来看，现行低保线仅局限于免除生存危机 ，其保 

障水平较低，不仅与 ELES测定的三种类型低保线存在较大差距 ，而且无法真正满足贫困群体的日 

． 82 ． 

万方数据



常消费性需求。 

表 6 基本型低保线与最低收入户各类消费的比较 单位 ：元、％ 

资料来源：发展型低保线数据来源于表2，最低收入户各类消费支出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2004～2009)》。 

现行低保线不仅与最低收入户各类消费支出相比明显偏低，而且其增长也比较缓慢。2004—2008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平均工资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27％、15．81％。现行低保线的 

年均增长率仅为6．7％，分别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社会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低 6．5个百分点 

和9个百分点 (见图4)。如果低保标准不能建立依据物价指数或者工资增长率进行指数化调整的机 

制，那么低保给付就极易受到工资和通货膨胀等因素的侵蚀，使低保家庭的收益减少，从而不能为其 

基本生活提供有效保障。 

× 

● × 

● × 

▲ 
． ▲ 。 

_ 二 ▲ · 
· ： 

S YS YSZ YSZYJ YSZYJJJZ 

-现行低保线 ·生存型低保线 ·基本型低保线 ×发展型低保线 

图3 各种低保线满足贫困群体消费支出情况 

资料来源 ：表 4～表7。 

说明：s代表食品消费、YS代表食品和衣着消费、YSZ代 

表食品、衣着和居住消费、YSZYJ代表食品、衣着、居住、 

医疗和教育消费、YSZYJJJZ代表食品、衣着、居住、医疗、 

教育、家庭设备与服务、交通通信、杂项商品与服务消费。 

％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年份 

-平均工资 人均可支配收入 -低保标准 

图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工资 

与低保线的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20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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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1．基本结论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确实存在覆盖范围低和保障水平低的 “双 

低”现象。现行低保线明显低于基于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所测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理论标准。如果 

与最低收入户家庭的各类消费支出比较，现行低保线仅仅能够满足食品消费支出需要。这表明现行低 

保线的实际给付是比较低的，无论是在 “量”上还是在 “质”上都无法满足低保家庭的基本生活需 

要，并且导致大量贫困群体尤其是相对贫困群体未被制度所覆盖。与此同时，如果低保标准不能随经 

济增长或者物价上涨进行指数化调整的话，那么低保家庭的收益就会显著减少，从而导致低保制度不 

能为其基本生活提供有效保障。因此，从制度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出发，建议科学制定最低生活保障 

线，并依据物价指数或者工资增长率等参数进行指数化调整。 

2．政策建议 

(1)科学制定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 ：“城镇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线，按照当地维持城镇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 (煤气) 

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最低生活保障具有待遇的需求导向性，主要是保证贫困人 

口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要，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法所测定的低保线正能体现这一原则，并且能够满足 

低保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因此，建议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应该以生存型低保线为基础，并随着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过渡到基本型或发展型低保线，不断扩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且 

逐步提高其保障水平。 

(2)适度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目前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明显偏低，仅仅局限于满足贫 

困人口的生存需要，其他诸如医疗 、教育等方面的消费需求还远远不能满足。因此，应适度提高城镇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使低保对象逐步从 “生存陷阱”中摆脱出来。与此同时，还应确立社会政 

策的公平与发展理念，使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由生存型保障向基本型保障发展，最终达到发 

展型保障，以此打破 目前制度仅仅局限于保基本生存的局限，逐步提高保障层次及水平，满足除基本 

生活之外的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消费支出需要。 

(3)建立低保标准的指数化调整机制。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不应是固定不变的，而应是动 

态的和可调适的。只有这样，它才能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状况并进行适度调整，真正达到济贫解 

困的目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往往受物价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财政实力、城市贫困家 

庭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本身也是动态变化的。因此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应依据 

这些因素的变动而进行动态调整。也就是说，低保标准应每年依据物价指数、工资增长率等因素，建 

立科学的指数化调整机制，以使最低生活保障给付不仅能够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所调整，而且还 

能够避免通货膨胀等因素的侵蚀。 

(4)实行分类施保和梯度救助。针对低保家庭困难程度的差异性和救助需求的多样性，在实现 

应保尽保的基础上，应坚持 “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分类施保”的原则 ，对低保家庭中的老、弱、 

病、残、幼、学等特殊困难对象，其本人保障标准上浮一定比例，补助水平梯次拉开。首先，按照普 

惠制确定满足最低生活消费需求的保障标准，并根据低收入家庭的人口规模在给付上有所区别。其 

次，设立针对某些贫困家庭特殊需要的附加保障，即通过实施特殊的救助，保障贫困者获得最基本的 

教育和医疗等服务。再次，根据不同类型的救助对象，如残疾人、单亲家庭等，在最低生活保障的给 

付上给予相应的增加。 

(5)加大政府财政对城镇低保的投入力度。目前政府用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约占当 

年财政支出的1％，总体水平还比较低，这也导致年低保给付标准较低。因此，应加大政府财政对最 

低生活保障的资金投入，争取到2012年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投入总量翻一番，到2020年应当再翻一 

(下转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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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的结构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变化，不同的产业结构反映着社会劳动分 

工和劳动地域分工发展的水平。产业结构越高级，对于资源的依赖性就越弱，区域人 口承载力就越 

高。新疆兵团的产业结构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农业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第二、三产业比重仍然偏 

低。目前建设新疆兵团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应当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提高人口 

承载力。 

新疆兵团的优势在于丰富的农业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开发兵团的立足点也正在于此。农业的 

发展方向是推进以高效生态农业为主的现代农业，在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同时，兵团还可以开发农业观 

光的旅游项目。旅游业的发展能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可以直接提高人口承载力，可谓一举两得。 

5．推广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 

目前，由于新疆兵团还是以农业人口为主，其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不至于对资源、环境造成太大 

的压力。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新疆兵团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根据目前的实际情 

况，需要政府进行如下工作。 

第一，建设农村废物回收、废水处理系统。长期以来，农村中的生活废物无法回收，生活废水不 

经处理直接排放入沟渠，长年累月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和破坏。通过建设农村废物回收、废水处 

理系统，农村环境污染状况可以得到控制，生态环境也会有所改善。 

第二，政府更应当加大宣传力度，引导人们改变不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生产与生活消费方 

式，积极探索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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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同时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占财政投入的比重也应保持相应的增长态势 。在强调政府财政责任的 

同时，还应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筹集的合理分担机制，其中中央政府应当承担不 

少于50％的财政责任，其余的则要由地方政府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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