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壹读 2016年4月15日 星期五 编辑：申慧凯 美编：晓莉 组版：庆芳>>>>

基基数数不不一一，，济济南南公公积积金金能能差差3300倍倍
有企业缴存基数只算基本工资，涉嫌违规

放放心心！！缴缴费费比比降降低低后后养养老老金金不不会会少少
国家首次向养老保险“动刀”，企业负担减轻但财政压力加大

全省超2476万职工

参加养老保险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今年5月1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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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阶段性降至19%。

截至2015年底，我省职工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参 保 人 数 达 到 了
2476 . 9万人，各项社会保险基金
累计结余3743 . 9亿元。至于我省
职 工 养 老 基 金 结 余 是 否 符 合

“2015年底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
月数超过9个月”的条件，目前尚
没有官方发布消息。

我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
比例是多少？省内社保部门相关
人员透露，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费的比例是20%，个人缴纳8%。
省内各市企业和省直管企业缴纳
比例根据各自情况确定。目前，我

省省直管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费 的 比 例 为 企 业 工 资 总 额 的
18%，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的比例为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
的8%。济南、莱芜等市的企业缴
纳养老金比例也均为18%。

“多出来的钱，

能多交一人社保”

一旦养老保险缴费由20%降
至19%，对企业来说可以减轻一定
负担。对此，金悦老年休养院负责
人郝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们有
8名员工，每个月的社保缴费为员
工每人平均扣除225元左右，企业
为每名员工缴费1200元左右。

“各项社保缴费中，养老保险
缴费占一半以上。假如养老保险
降低一个百分点，那么每名员工
就能少缴90元左右，8名员工算下
来，每个月节省下来的钱就能再
够一名员工缴纳所有社保缴费。”
虽然员工少，但每个月的社保支
出仍是郝宇关注的重点。“企业的

负担轻了，员工实际到手的现金
收入也多了。”

对于创业起步的企业来说，
员工的社保缴费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企业开工后，计划招50名一
线工人，基于对双方权益的保障，
公司肯定要给员工交社保，这也
是企业最初规划资金的一项重要
支出。”听到可能要降缴费比例，
即将在省内开一处物流基地的李
吉彬很激动。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房连泉认为，社保降
费，尤其是占比最高的养老金降
费，可以在工资水平不下降的同时
降低用工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

会影响统筹账户

个人待遇不会降

降低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老
百姓退休后的养老钱会不会减
少？据了解，根据现行的计发办
法，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由社会
平均工资、个人指数化工资和缴

费年限决定，和企业的缴费比例
没有关系。“企业每个月的20%缴
费是计入养老保险的统筹账户，
与个人账户不交叉。”房连泉介
绍，降低企业缴费会造成养老基
金统筹账户的收入减少，财政的
压力加大。

那么问题来了，养老基金统
筹账户少了，是否会导致养老金
发不出来？对此，省内一社保经办
部门相关人员表示，《社会保险
法》明确规定，养老保险由财政兜
底，降低比例会加大养老保险基
金的筹资规模和支撑能力，但由
于政府财政兜底，因此不会造成
养老金的支付压力。

房连泉表示，东部沿海省份
外来务工人口多，筹资基数高，
养老基金账户结余相对乐观。为
企业减负来降低社保缴费比例
固然可以激发企业活力，但各级
财政都被裹挟进去，未来会是沉
重的负担。因此，如何能实现养
老保险基金的增收，还能降低财
政支付压力，才是需要长远考虑
的问题。

13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决定阶段性降低
企业社保缴费费率，首
次向养老保险“动刀”。
缴费比例降了，职工退
休之后的养老金待遇
会不会也随之降低？对
此，记者咨询了社保领
域专家，专家表示，降
低养老缴费比例意在
为企业减负，个人养老
金待遇不会少。

本报记者 周国芳

月入10万，公积金也不能超4436元

对于规范公积金的缴存比
例，我省一名长期研究公积金
政策的业内人士说，山东公积
金缴存一直实行“限高保低”，
单位和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最低缴存比例不低于各5%，最
高不超过各12%。在这个区间范
围内，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选择缴存比例。“我们
一直按规范严格执行，每年都
会有检查，国务院的新规对我
省影响不大。”

以济南为例，在最高、最低
比例的规范下，每年都会根据

当年的工资水平调整最高、最
低缴存额度。以2015年为例，济
南公积金单位和个人月缴存额
最高为4436元，最低为145元。
从最高缴存额来看，2015年度
济南行政区域内职工每月住房
公积金最高缴存工资基数为
18483元，职工月工资超过以上
限额的，最高按18483元为住房
公积金月缴存工资基数；月工
资未超过18483元的，以实际工
资额计算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工
资基数。按照职工和单位最高
缴存比例不超过各12%的规定，

2015年度职工最高月缴存额为
2218元，单位为2218元。个人和
单位月缴存额合计最高为4436
元。

“也就是说，有了最高上限
的要求，即便是每个月的工资
有10万，公积金最高也不能超
过4436元。”该负责人说，12%是
最高的缴存比例，从我省的综
合情况来看，像一些相对垄断
的行业、金融证券、效益较好的
国有大型企业等，可以达到12%
的最高缴存比例，且都在区间
范围内缴存。

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高于12%的
一律予以调整。14日记者了解到，我省公积金缴存一直执行最高比例不
超12%，符合最新规定。不过因为缴存基数和企业缴存意愿不同，在济南，
去年公积金单位和个人月缴存额最高4436元，最低仅145元，相差甚大。

本报记者 喻雯 蒋龙龙

给职工缴纳公积金，在企
业中所占的成本有多高？省城
一家创业型拍卖公司财务负责
人 说 ，公 司 去 年 总 的 收 入 在
1000多万元，公司的实际员工
在15名左右。企业为员工按时
缴纳五险一金，“其中员工工资
扣7%，企业另外交7%，共600多
元。”

该公司财务总监告诉记
者，该公司每年的人力成本占

到总收入的一成多，场地、宣传
费用则占到了大头。“企业为员
工缴纳的公积金则占到了人力
成本的14%，在总的经营成本
中，所占比重并不大。”

她还介绍，“缴纳的公积金
比例和数额是公司根据济南市
政策和公司的实际经营水平来
确定的。”由于该公司是一家创
业型公司，年轻人占到了很大
比例，“为年轻人缴纳公积金是

给年轻员工很好的福利，有利
于招揽人才。”

“目前公司外出招聘，年轻
人来应聘，首先问给不给交公积
金。”上述负责人介绍，该公司为
了招聘到更多年轻人才，还一直
想着提高一定的缴纳比例。不过
她也向记者反映，根据企业情况
也难以大幅提高，“大幅提高缴
存比例，不仅企业受不了，员工
到手的钱也少了不少。”

企业称公积金太多，员工收入会减少

公积金缴存，除了最高上
限外，还有最低的下限。按照济
南市2015年度每月最低工资标
准，最低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
数为1450元。职工上年度月平
均工资低于1450元的，按1450
元作为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
数，按照单位和职工缴存住房
公积金的最低缴存比例不低于
各5%的规定，单位和个人每月
缴存额合计最低为145元。

“我省很多城市普遍的问题
是，很多企业没有建立公积金制

度，还有就是公积金缴存额度不
足。”上述业内人士说，职工每月
缴存公积金的比例可以由企业
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缴存的基数
是当月的工资收入。“这个收入
就是当月全部发到手的钱，包括
基本工资和奖金等。”该人士说，
但是很多企业为了降低企业的
成本，在缴存公积金时以基本工
资作为标准，严格来说，这是不
允许的。

“我们公司只能按照每个
月72 . 5元的最低标准给员工缴

纳公积金，员工和企业共缴纳
也不过145元。”济南市一家广
告公司工作人员邢先生坦言，平
均每个月每人实际工资在5000
多元，缴存比例是5%，如果严格
按照收入标准来算，每月的缴存
额应该是500多块钱。单位给出
的解释是，员工的奖金水平都不
一样，无法统一来缴纳。“像我们
这样的工薪阶层，更多的是盼
着企业可以严格按照标准来给
我们缴足公积金，从而可以享
受到住房福利政策。”

最低基数1450元，每月公积金最少才145元

困困难难企企业业缴缴存存比比例例
可可适适当当降降低低

公积金业内人士表示，对于一些困难企业，公积金的缴
存比例可适当降低。济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单位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单
位连续两年亏损，继续实行原缴存比例确有困难的；职工月
平均工资低于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0%的。此外，单
位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
请缓缴住房公积金：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工资停发6个
月以上的；单位连续亏损三年或发生严重亏损的；经批准缓
缴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的。

此外，我省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范围和力度还需要
进一步加大，各地公积金的主管部门要督促企业尽快按照
要求建立公积金制度。以济南为例，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
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1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其中，这两种违法行为的裁量阶次均
分为轻微、较轻、一般、严重四个等级，单位成立30日以上就
得给职工缴纳公积金。 本报记者 喻雯 蒋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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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济南住房公积金大厅办理业务。（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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