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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月月起起降降低低养养老老保保险险缴缴费费比比例例
失业保险和公积金缴费比例也将下调，将为企业减负千亿

新华社北京 4月 13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月 13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
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市
场主体减负、增加职工现金收
入。

为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
活力，促进增加就业和职工现金
收入，会议决定，在去年已适当
降低失业、工伤和生育三项社保
费率基础上，从2016年5月1日起
两年内，一是对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

的省份，将缴费比例降至20%；
单位缴费比例为20%且2015年
底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超
过9个月的省份，可以阶段性降
低至19%。

二是将失业保险总费率由
现 行 的 2 % 阶 段 性 降 至 1 % －

1 . 5 % ，其中个人费率不超过
0 . 5%。上述两项措施的具体方
案由各省（区、市）确定。

三是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
比例，对高于12%的一律予以规
范调整，同时由各省（区、市）结
合实际，阶段性适当降低住房公

积金缴存比例；生产经营困难企
业除可降低缴存比例外，还可依
法申请缓缴公积金，待效益好转
后再提高缴存比例或恢复缴存
并补缴缓缴的公积金。初步测
算，采取以上措施每年可减轻企
业负担1000多亿元。

这是政府首次针对养老保险提出阶段性降费。从
2015年开始，国务院相继要求下调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生育保险费率，“五险”费率由此前的41%降至
39 . 25%。

这一费率，在世界大部分国家中都属过高行列。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秘书长郭金龙表示，在经济新常态
下，合理的“五险一金”费率是企业降成本的重要途径
之一，与世界其他国家比，国内“五险一金”费率的下
降也是大的趋势。

目前，中国社保体系主要由“五险一金”组成。其
中养老保险总费率28%(单位缴费20%、个人缴费8%)、
医疗保险8%(单位缴费6%、个人缴费2%)、失业保险费
率2%(单位个人比例各省自定)，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由单位缴费个人不缴，工伤保险平均费率为0 . 75%，
生育保险的平均费率为不超过0 . 5%（十三五规划纲
要中，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将合并实施，未来“五
险一金”或将变为“四险一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曾表示，后
三个险种费率的降幅有限，对企业降低社保缴费成本

“作用非常小”，真正有效、并且有下调空间的是养老
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费率。

首次向养老保险“动手”

除了社保费率的下调，“一金”的缴存情况也引起
了决策层的关注。

根据现行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职工和单位
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
均工资的5%；有条件的城市，可以适当提高缴存比例，
但是对于缴存比例的上限并未规定。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的“规范住房公积金缴
存比例，对高于12%的一律予以规范调整”，也与2015
年11月公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送审稿）》
相呼应，修订送审稿要求公积金缴存比例的上限、下
限分别为12%、5%。

有的单位将公积金变成“隐性福利”，不同行业和
企业缴存比例和金额差距极大，据调查，最高的交
9000元，最低的仅240元，相差超过30倍。清华大学房
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表示，绝大多数单位公积金缴
存比例没有超过12%，所以这一规定不但可降低企业
成本，同时能促进公积金制度公平性。

公积金缴存最多差30多倍
今年稍早，人社部曾公开表示，在五项社会保险费

率中，“主要是养老保险费率偏高”，其他四项社保费率
之和约在12%左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目前，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本费率为28%，并轨之后，如果
机关事业单位建立职业年金，每个月单位及个人缴纳
的养老保险比例，将达到工资的40%。

但是，由于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速、部分地区养
老基金可持续存在问题，养老保险费率的下调一直未
有进展。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人社部原副部长胡晓
义就曾分析，“如果既要减轻企业负担、又要保障支付、
还要提高水平，这几方面兼顾，实际上仅在一个体系的
框架内去降低养老保险费率，是很难以行得通的，必须
有其他的支撑条件。”

今年2月29日，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公开表示，人社
部正在推进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包括推行全民参保
计划、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个人账户制度、渐进式
延迟退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划转部分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推进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七项改革，

“如果这些措施能够推出，在确保发放的前提下可以适
当降低社保费率”。目前来看，上述政策正在推进。

据财新、央广之声等

降养老保险比例得通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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