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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为纾解企业困难，稳定
和扩大就业，我国实施阶段性减免企业
社会保险费政策。受这项政策影响，今
年上半年，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2.35 万亿元，总支出 2.68 万亿元，支出
大于收入。在此背景下，养老金发放是
否有保障？如何实现社保制度的可持
续发展？

社保“免减缓”，助企减负添
活力

“社保减免政策每月帮我们减了40
多万元，真是‘雪中送炭’，大大减轻了
企业的用工成本和运营负担。”广东省
中山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刘
女士说。

据介绍，中山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有固定员工800多人，受疫情防控影响，
公司业务量下滑，但公司人工、租金、水
电等固定支出基本不变。“公司月均成本
费用约 325万元，其中人工成本接近五
成，减免的 40万元社保费，让企业有信
心挺过这段艰难时期。”刘女士说。

为了缓解企业经营困难，2 月 20
日，人社部、财政部、税务总局三部门印
发了《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的通知》，6月22日，三部门再次印发通
知，延长社保减免政策实施期限。两次
政策叠加后，“减负”清单如下：

对企业来说，中小微企业可免征
2020 年 2 至 12 月养老、工伤、失业三项
社保的单位缴费部分；大型企业减半征
收 2020 年 2 至 6 月养老、工伤、失业三
项社保单位缴费部分；对湖北各类企
业，免征 2020年 2至 6月三项社会保险
单位缴费部分。此外，受疫情影响生产
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缓缴社会
保险费至 2020 年 12 月底，缓缴期间免
收滞纳金。

对个人而言，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
数下限可继续执行 2019 年标准；以个
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缴纳
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可自愿暂
缓缴费，对 2020年的未缴费月度，可于
2021年底前进行补缴。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解
释，正常情况下，每年的社保缴费基数
上下限都会根据上年度平均工资增长
情况进行调整。目前按缴费基数下限
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员，占全部缴费人
员的60%左右，主要是工资水平相对较
低的中小微企业及其职工，以及大部分
灵活就业人员。“新政策规定今年缴费
下限可以执行去年的标准，将会适当减
轻这些单位和个人今年的缴费压力。”

“这次减免政策出台后，预计全年
可为企业减免社保费1.6万亿元。”聂明
隽说，若加上 1 至 4 月养老保险费率比
去年同期降低的翘尾因素，以及全年继
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
险费率政策的减费金额，今年三项社会
保险总减费将达到1.9万亿元。

“2015 年以来，国家先后六次下调
社保费率，职工五项社会保险总费率从
41%降至 33.95%，共为企业减费近万亿

元。相较而言，今年社保‘免减缓’政策
力度空前。”聂明隽强调。

更让企业惊喜的是，此次社保“免
减缓”做到了“免填单、免申请”，由税务
机关或人社部门批量发起，符合享受条
件的单位不需要提出申请和提供材料，
系统将自动减免。

“3月8日我对账时，发现公司银行
账号收到了四笔合计41.89万元的社保
费退款。”中山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出
纳汪女士说道，“早前我们就收到了政
府部门发出的短信，提示公司可以享受
社保费减免。没想到那么简单快捷就
退回了2月已缴的社保费！”

基金短期收支压力可控，制
度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统计显示，全年减免 1.6 万亿元社
保费中，企业养老保险费减收将占到
1.5万亿元。这是否会对我国养老保险
基金运行造成影响？养老金发放还有
保障吗？

的确，社保“免减缓”政策会给养老
保险基金运行带来一定影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伟算了
一笔账：2019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收入为 5.29 万亿元，1.5 万亿元的
减免规模相当于去年基金总收入的
28%，受此影响，2020 年养老保险基金
累计结余将下降。“我们预计，到年底养
老保险基金结余约为 3.8 万亿元，同比
降幅将达30%。”

不过，受访专家们表示，养老保险
基金短期收支压力相对可控。

探家底——得益于经济多年快速
发展，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积累了比
较可观的“家底”。截至去年年底，全国
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有 5 万亿
元。此外，还有2万多亿元的全国社会
保障战略储备基金，整体支撑能力较
强。“虽然社保减免政策将使部分省份
出现当期基金收不抵支的情况，但大部
分省份的历史结余都能够确保养老金
足额、按时发放。”郑伟说。

看运行——目前基金运行总体平
稳。聂明隽介绍，通过对上半年养老保

险基金运行情况的调度分析，阶段性减
免政策的执行结果符合预期。截至 6
月底，全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仍有4.77万亿元。

有补助——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力度。近年
来，中央财政补助力度不减，特别是重
点向基金收支矛盾比较突出的中西部
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倾斜。“2019 年中央
财政补助达到 5261 亿元，今年补助力
度将进一步加大。地方各级政府也在
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养老
保险的补助力度。”聂明隽说。

同时，对养老金发放困难的省份，
还将加大资金调剂和支持力度。“今年
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的比例提高到
4%，调剂金规模将达7400亿元，跨省调
剂1700多亿元。”聂明隽说，4月初中央
已经下拨了一季度的调剂金，6月中旬
二季度的调剂金也全部下拨，有力支持
了困难省份的养老金发放工作。

在各项政策的支撑下，今年以来，
我国不仅保证了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
放，还再次上调养老金标准。今年4月
10日，人社部、财政部宣布，继续上调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水平为5%。这
是自2005年以来，我国连续第十六年调
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也是从
2016 年以来连续第五年统一调整企业
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截至目前，各省份已确定了 2020
年养老金调整方案，不少省份在7月底
前已经补发上涨的养老金，一些省份还
公布了养老金人均上涨金额。比如，青
海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人
均增加基本养老金 218元左右；宁夏退
休人员养老金人均每月调增 172元；云
南退休人员人均每月增加养老金167.7
元；内蒙古养老金调整人均每月增加
147.2元。

省级统筹稳步推进，构建多
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从中长期
看，未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压力不小。

“去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累计结余5.46万亿元，看起来规模
不小，但这5.46万亿元也仅相当于13.3
个月的可支付月数。”郑伟说，要长期确
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最重要的还
是根本性的制度安排。

内部挖潜，提高统筹层次，增强余
缺调剂能力。

今年 1 月 1 日，安徽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各项收入全部归集到省
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各项支出也
由省级财政专户统一拨付。至此，安徽
实现了养老保险基金全省统收统支。

像安徽一样，截至 6 月，已经有 26
个省份实现了规范的省级统筹，剩下的
省份也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实现基金省
级统收统支。聂明隽表示，实现规范的
养老金省级统筹，不仅能够进一步提高
全省基金统一调度使用能力，确保全省
养老金发放，还为下一步实施全国统筹
打下良好基础。

郑伟认为，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统
筹层次，更有利于盘活各地方的沉淀资
金，解决养老金发放结构性问题。

外部筹资，加快国资划拨充实社保
基金，提高资金长期支撑能力。

去年7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
出，2020 年底前，要将中央和地方国有
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和金融机构
10%国有股权，划转至社保基金会和地
方相关承接主体。截至 2019 年底，中
央层面已完成四批 81家中央企业和中
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的划转工作，划转
的国有资本达1.3万亿元。

“通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
基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
势，能实实在在增加基金收入。”郑伟说。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替代率
约为44%。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合意的
养老金替代率（公共养老金+私人养老
金）应当达到 70%。“因此，在公共养老
金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大力发展私
人养老金，积极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
系，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
帮助有能力的退休人员进一步提高生
活质量。”郑伟说。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劳动与社
会保障系教授褚福灵表示，公共养老金
作为第一支柱，其发展目标是为广大民
众提供基本养老保障，实现制度的全覆
盖，确保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企业年金
作为第二支柱，要争取为企业职工平均
提供 15%到 20%的养老金替代率；商业
养老保险作为第三支柱，潜力最大，能
够使广大民众不受就业形势、就业单位
条件限制，都有机会在税收政策支持
下，建立个人商业养老计划。

2018年5月，全国开展了个人税收
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给广大劳动
者提供了新的选择。居民投保该险种
时，所缴纳保险费允许税前列支，养老
金积累阶段免税，退休后领取养老金时
再缴纳。“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第三支
柱’仍比较弱小，需要政府部门、市场主
体共同发力，共同构建更为合理的养老
保险体系。”褚福灵说。

（据《人民日报》）

养老金发放有保障
今年预计为企业减免社保费1.6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