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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43 期（总第 295 期，9 月 25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社保征收改革是近期的一个热点议题，《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专访了中国社

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以下是访谈内容： 

 

法治化社保才能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文/潘晓飞 

本文首发于总第 870期《中国新闻周刊》 

对历史欠账应给予一定时间和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央尚未就社保费用征缴做出统一部署和安排，但在部分地区，

如黑龙江、江苏等地都开展了社保费用追缴工作。对于过去漏缴的社保费，是否有必要追缴？ 

房连泉：追缴社保，这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从法律角度来说，企业应该补

缴，这是法定的事情。如果之前企业按照法定的费率和费基进行缴纳社保，就不会出现此类

现象。此外，这涉及职工利益，追缴社保对维护职工权益是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以前的社保的确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例如欠

费、基数不实等等。欠账的企业这方面的意识比较薄弱。这个追缴问题近期之所以这么突出，

主要是因为部分地方的做法和国家要求给企业减负降费的大背景不一致。同时，部分企业需

要补缴的数额还比较大。这增加了企业负担，更增加了人们的担忧。 

法治化社保才能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才有利于企业社保费率的下降，大家应该具备这

种意识。但目前部分企业遵缴意识还是比较薄弱，实行税务征缴之后，有利于改变这方面的

现状。 

对于追缴，主要对象还是那些比较大型的、劳动关系比较正式的企业。对于部分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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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缴部门可能较难进行追缴。它们为了规避社保费用，利用弹性空间，劳动合同签得不那么

正式，临时合同甚至不签劳动合同，用工方式“非常灵活”。社保欠缴问题暴露出来以后，

现实问题是有的企业没有充裕的资金进行一次性补缴。 

因此，在追缴操作层面上，征管部门应该考虑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对于这些历史欠

账应该给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例如，可以放宽相应的上缴期限、用营业收入去抵消社保

欠账等等，而非采取强制的手段或者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 51 社保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数据显示， 2017 年我国

社保基数合规的企业比例仅为 24.1％，你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房连泉：企业缴纳的社保基数合规与否得看情况。国有企业或者大型集体企业，缴纳社

保是比较规范的。而中小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的用工方式比较灵活，

不签合同、少交少报等行为可能比较多，它们的合规比例的确比较低。 

就原因而言，从大的方面讲，这是负担问题。目前我国全额缴纳社保的费率是比较高的，

企业不愿意交社保，存在一定的避费心理。再一个，在征缴管理方面，各地社保费率、缴费

基数等社保政策不统一。有的地方是全额缴纳，有的少一些。例如，东南沿海地区的费率就

比较低。 

当然，这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可能给

企业很多弹性空间。负担轻的话，企业愿意去投资，老板也比较容易雇佣职工，这存在一个

竞争因素。 

加强社保费征收后，主要对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影响比较大。这些企业的利润空间比

较小，劳动力成本所占的份额比较大，因此对社保费征收政策的变化非常敏感。 

统一费率和费基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国企业社保总费率在 30％左右，有人认为费率偏高。此次国务

院常务会议提出降低社保费率，你认为降到多少较为合适？ 

房连泉：目前，我国社保总费用 40％多，企业占 30％左右，确实是比较高的。例如，

在养老保险层面，企业缴纳费率为 20％左右。 

据我了解，大部分国家的养老保险，企业和个人加起来都没有超过 20％。其中，日本

19％，韩国 10％，美国 12％。不过，这涉及名义费率的问题，这些国家的费率是坐实的费

率，而我国是名义费率。名义费率偏高就会带来负担不均的问题，例如有的企业按照 20％

的名义费率全额缴纳养老保险，它的负担就偏重，这整体上来说对部分企业是不公平的。对

于降低社保费率问题，将来如果基数能坐实的话，基数下降七八个点甚至十个点还是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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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目前，我国一半地区实际上是由税务部门来代为征收，而额度则由当地社保部门核定。

将来，我国税务部门不仅仅负责社保费用的征收，还负责核定缴费基数问题。税务部门的优

势在于能及时准确地掌握企业的纳税信息和收入信息。全额征收是我国未来社保征缴的发

展方向。 

同时，社保政策应该是统一的费率、统一的缴费基数、统一的口径，国际惯例也是如此。

这样才能避免各个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也有利于企业的竞争。如果不统一，对于合规缴纳社

保费用的企业是不公平的，这会增加企业成本。 

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做到位。其中，如何统筹协调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

很重要。统一费率和费基以后，要考虑社保门槛问题，相应的负担还是不能太重，不仅便于

企业竞争，还要各种类型的企业都能负担得起。具有额外经济能力的企业，可以到市场上购

买补充保险，国外持续性比较强的社保体系都是采用多层次制度。 

在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实际费率可能更高一些。它们的费率本来就很高，相应的提升空

间没有那么大。一些外来人口比较多、相对发达的省份，它们的实际社保费率比较低，而且

征缴也不那么充足。增加社保资金收入这块，主要还是靠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如果国家进

行全额征缴，收入还有很大增长空间的。社保收入的增加对国家是好事。不过，这与地方政

府利益挂钩。从激励的角度来讲，还存在着少缴少征的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国家规定，2019 年之后社保由税务部门垂直征收，这种征管方式

的转变，对地方主要有哪些影响？ 

房连泉：我认为，社保征缴和企业活力密切相关。对于地方企业，如果要求一些中小

企业一下子到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就死掉，生存空间比较小。这些企业，可能就

会采取雇佣临时工、不签合同等非正规的、隐蔽的方式来用工，规避社保政策，这将对当地

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 

这种征管方式转变产生的影响，主要看执行的力度。从税务系统来说，它会不会“一刀

切”。全国统一全额征缴，这个难度估计比较大。社保的征缴与地方政府有很大关联。对于

社保资金充裕的地区，它们缺乏进行全额征缴的内在动力，因为社保资金属于专项资金，不

得用于规定范围之外的用途。对于社保资金匮乏的地方，它可能会扩大基数，进行足额征缴，

因为如果社保亏空得由地方政府承担。也就是说，它会受制于地方经济利益的驱动。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企业反映税负高，经过一系列减税政策，目前费负又成为企业的“重

担”。那在企业减税（费）和保证财政收入之间，如何实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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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连泉：这也即是企业的社保费率到底多高合适的问题。一方面社保待遇只有达到一定

的水平，才能保证其充足性。这是一个指标。另外一个方面，这涉及到企业和个人可支付

性，可负担性。这是一对矛盾，如果处理不好，社保就没法可持续进行。 

每个国家都在努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寻找能使充足性和可支付性达到一个稳定的

点，这个点不好把握。像欧洲国家，它社保的费率很高，福利也非常好，企业负担就比较重；

美国等国家，社保费率就很低，相应的社保福利也比较低。不过，企业会给职工购买一些商

业保险作为补充保险计划。 

这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低社保费率国家的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它的活力就比

较强。进行贸易战或者全球竞争，社保费率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相应的点就得平衡好。

我国由于一些历史问题，社保费率非常高。之前社保资金是比较充足的，但现在很多地方出

现了缺口，而且降不下来。在这种全球化的竞争压力下，我国企业社保费率问题就凸显出来

了。 

在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应该降低社保费率，减少企业负担。同时，要改变依赖国家

社保的观念。 

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市场型的补充保险比较薄弱。这些国家通常会设置

一个起点比较低的线，其他方面则通过市场进行补充。而在我国则主要靠国家负担，靠高社

保费率运行。社保的定位是“保基本”，因此，我国社保将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向英美国家

靠拢，通过发展和补充灵活多样且效率高的市场商业保险，分散国家和政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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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

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

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成为

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和《工作论文》。《快讯》产品

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

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经

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出

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工作论文》，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010）84083506         传真：（010）64014011 

网址：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