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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深圳市大鹏新区困难群众精准救助暂行
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新区综合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印发的《深圳市大鹏新

区困难群众精准救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有效

期 3 年，将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失效。为继续保障新区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结合新区实际，我局草拟《深圳市大鹏新区困难群众

精准救助暂行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背景和过程

《暂行办法》扩大救助群体范围，从聚焦低保群体扩大到家

庭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全日制最低工资标准的新区户籍困难居

民，对这类群体实行分类施保政策，真正做到精准救助。随着上

级政策变化，《暂行办法》在救助范围以及对临时救助对象分类

等方面的规定与最新上级文件精神存在脱节，不能全面有效解决

困难群众的急难问题。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及广东省改革完善社会

救助制度相关政策措施，依据《广东省临时救助办法》（粤府办

〔2021〕4 号）、《深圳市临时救助办法》（深府办规〔2022〕

1 号），为继续完善新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政策，新区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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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建设局结合新区工作实际，对《暂行办法》进行修订，形

成《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修订内容

《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共 6 章 45 条。主要修订

内容包括：

（一）区分救助类型

《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将临时救助分为支出型和

急难型。

1.支出型救助主要为因医疗支出、教育支出等生活必需支出

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

或个人提供过渡救助，与急难型救助形成梯度，也与最低生活保

障等其他社会救助方式相互衔接。同时规定，支出型救助申请应

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与生活状况评估，并明确收入和财产标

准，收入标准为原则上不超过上一年度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财产标准参照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规定进行认定（即人均金

融资产不超过 24 个月低保标准，不动产不超过 1 套，且无商铺

车位等非居住用途不动产，无机动车辆，无商事登记信息）。

2.急难型救助主要为在本市发生因突发急病，遭遇火灾、交

通事故、意外伤害，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

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需要立即采取救助的且在本市居

住的人员提供紧急救助，突出救急难，强调时效性。

（二）适度扩大救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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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出型救助对象从《暂行办法》只允许户籍人员及其家庭

成员、持有居住证人员申请扩大至本市户籍人员、持本市有效居

住证人员及其在本市共同连续居住满 12 个月的非本市户籍家庭

成员；未取得居住证但在本市连续居住满 12 个月并参加社会养

老保险连续满 12 个月的人员。

2.急难型救助对象从《暂行办法》规定的本市户籍人员和取

得本市居住证人员，扩大到在本市居住的人员（含港澳台居民），

对居住时间不作严格要求。申请人可以自发生特殊困难之日起 3

个月内提出申请。

3.新增救助困境儿童，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无人监护或遭

受监护侵害的未成年人纳入临时救助体系。

（三）细化救助标准

1.明确临时救助人均标准一般不低于本市 2 个月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以下称低保标准）。以家庭作为救助对象的，救助金

数额为在本市居住的家庭人口数乘以确定的人均救助标准。将不

超过本市２个月低保标准的临时救助明确为小额救助。

2.支出型临时救助综合考虑支出情况及与其他救助衔接性，

同一自然年度内人均救助金额不超过本市 12 个月（含 12 个月）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家庭救助金额累计不超过本市 36 个月（含

36 个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3.急难型临时救助考虑救急难时效性和过渡性，一般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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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不超过 3 个月（含 3 个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4.临时救助人均临时救助金总额达到本市3个月（含3个月）

低保标准的，采用“一次审批、按月发放”方式，防止临时救助

金额过大挪作他用使其基本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

（四）简化审批流程

1.对于急难型临时救助，明确可先行救助，事后补齐审核审

批手续，发挥临时救助“救急难”作用。

2.对于小额救助，明确新区民政部门可以委托办事处审批，

报新区民政部门备案。

（五）增加兜底条款

《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明确救助次数、救助金

最高限额、救助期限的同时，针对特殊情形，规定可以采用一事

一议方式进行变通，兼顾救急难兜底线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三、《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

《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由三大内容组成，分

别是户籍困难家庭分类施保、临时救助以及低收入家庭补充救

助。

（一）分类施保是对符合条件的新区户籍困难家庭（家庭月

人均收入低于深圳市全日制最低工资标准的家庭），根据家庭成

员的就业、健康、子女就学、社会贡献等情况，进行分类施保。

分类施保金以家庭为单位按月发放。救助标准基数为享受分类施

保待遇当月深圳市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与当月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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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第一类是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或

一、二级残疾的；子女就读职业学校、寄宿高中、幼儿园的；为

失独家庭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子女未满 18 周岁或子

女年满 18 周岁但仍在校读书的单亲家庭；享受定恤定补的“三

属”人员、残疾军人、在乡复员军人(含带病回乡退伍军人)、“五

老”人员、部分参战参试退役人员等。此类家庭每户每月的救助

标准为救助标准基数的 100%。第二类是家庭成员属三、四级残

疾的，有 60 周岁以上无社保老人的。此类家庭每户每月的救助

标准为救助标准基数的 60%。第三类是不具备第一、二类条件，

但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此类家庭每户每月

的救助标准为救助标准基数的 30%。

（二）临时救助是指对遭遇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

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

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暂时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兜底性、

过渡性的救助。《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根据《深圳市

临时救助办法》的救助标准上限上，将《暂行办法》救助标准由

24 个月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提高至 36 个月最低生活保障金标

准。

（三）低收入家庭补充救助为 180 天-60 周岁的新区在册低

收入家庭成员购买综合救助商业保险。保险项目包含意外死亡、

重大疾病医疗费用等。

四、《暂行办法》实施情况

自《暂行办法》施行至 2023 年 3 月底，新区统战和社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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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局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开展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工作，对符

合条件的大鹏新区户籍困难家庭实施分类施保救助，累计救助金

额为 63.0607 万元；为出生 180 天-60 周岁（不含 60 周岁）的

在册低收入家庭成员购买综合救助商业保险，累计投保 129 人

次。目前，新区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工作按照《暂行办法》规定有

序推进。

五、各区政策出台情况

光明区、坪山区和龙华区在近两年均有出台本区的困难群众

救助相关办法，且都在全市统一的社会救助政策基础上，扩大了

社会救助的范围并提高了全区的基础民生保障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