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新修订的《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政策解读 

 
民政部近日印发新修订的《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新修订的

《认定办法》重点对认定特困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无法定义务人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涉及的部分条款进

行了修订完善。新修订的《认定办法》有哪些变化？小编邀您

一起看解读↓↓ 

特困人员生活困难、无依无靠、无人照料，是困难群众中最

困难、最脆弱的群体。保障好他们的基本生活和照料服务，是

各级政府兜底保障的重要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特困人员救助保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批示，突出强调要加强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帮扶。李克

强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也多次作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2016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

的意见》，将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和城市“三无”人员救助制度

统一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为规范特困人员认定，2016 年

10 月，民政部印发《特困人员认定办法》，对特困人员的认定

条件、认定程序、生活自理能力评估等作出明确规定。近年来，

民政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指导各地完善特困

人员认定条件，规范特困人员认定，切实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



众纳入救助供养范围，取得积极成效。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

有特困人员 477.6 万人。其中农村 446.5 万人，城市 31.1 万人。 

去年 4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

意见》，对完善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提出了明确要求。为认真贯

彻落实两办《意见》精神，进一步提高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

的可及性，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事实“三无人员”纳入救助供养

范围，民政部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制度的意见》，结合制度实施情况，在开展实地调研、广泛听

取基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对《认定办法》进行了修订，并于

近日印发。 

新修订的《认定办法》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紧紧围

绕适当放宽特困人员认定条件、切实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

线的目标要求，重点对认定特困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无法定义务人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涉及的部分条款进

行了修订完善。 

一、适度拓展了“无劳动能力”的残疾种类和等级 

根据地方实践探索和现实需要，参照《民政部 财政部 国务

院扶贫办关于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

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民发〔2018〕90 号）关于重度残疾人的

界定范围，修订后的《认定办法》在原有认定“一、二级智力、

精神残疾人，一级肢体残疾人”无劳动能力的基础上，增加了



“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二级肢体残疾人和一级视力残疾人”，

规定上述残疾人应当认定为无劳动能力。 

二、完善了“无生活来源”认定条件 

认定特困人员“无生活来源”的具体条件是其收入应低于当

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符合当地特困人员财产状况规定。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修订后的《认定办法》明确优待抚恤金不

计入申请人收入。同时，将原表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

的基础养老金”规范表述为“中央确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 

三、适度放宽了“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认定条件 

为切实解决当前地方普遍反映的困难家庭中“以老养残”、

“一户多残”等问题，修订后的《认定办法》适度拓展了对“法

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认定范围。在原认

定范围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将本人收入低于当地上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且财产符合当地低收入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 70 周岁以

上老年人，以及重度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三级的智力、精神残

疾人，应当认定为无履行义务能力。   

四、适度放宽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覆盖未成年人范围 

为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将

特困救助供养覆盖的未成年人年龄从 16 周岁延长至 18 周岁”

的要求，切实解决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年满 16 周岁后面临的

生活困难，维护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修订后的《认定办



法》明确“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可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遇

至 18 周岁”；同时规定，“年满 18 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或

者在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可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

遇”。 

此外，修订后的《认定办法》将调查核实和审核确认时限均

由 20 个工作日压缩到 15 个工作日，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审

核确认权限下放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一步简化

优化认定程序，缩短办理时限，确保困难群众能够及时、便捷

地获得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