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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业业单单位位““固固定定工工””养养老老金金该该咋咋缴缴
专家称，补缴难度大的单位能否视同缴费尚待政策

在在事事业业单单位位改改革革过过程程中中，，编编制制
控控制制趋趋紧紧，，不不少少事事业业单单位位会会自自主主招招
聘聘一一些些纳纳入入正正式式管管理理的的““固固定定工工””，，
他他们们既既有有别别于于短短期期的的合合同同工工，，又又跟跟
事事业业编编制制人人员员有有所所差差异异，，此此前前多多尚尚
未未缴缴纳纳养养老老保保险险，，并并轨轨之之后后，，养养老老
金金该该怎怎么么缴缴纳纳？？此此前前的的工工龄龄怎怎么么
算算？？需需不不需需要要补补缴缴？？能能不不能能视视同同缴缴
费费？？专专家家称称，，这这一一群群体体比比较较特特殊殊，，各各
地地的的政政策策不不尽尽相相同同，，若若要要补补缴缴养养老老
保保险险，，现现实实操操作作难难度度大大，，是是否否能能够够
视视同同缴缴纳纳，，按按照照什什么么算算法法补补缴缴，，还还
是是未未知知数数，，将将来来可可能能会会出出台台政政策策平平
稳稳过过渡渡。。

一位熟知社保管理的人士说，原
则上来讲，视同缴纳是上世纪90年代
的社会保险政策刚刚实施时一个特殊
过渡政策，截止时间是1994年1月，这
一年社会保险开始正式实施缴纳。在
此之前的工作年限，如果符合相关标
准，可认定为视同缴纳。也就是说，视
同缴纳仅适用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且
需要社保部门认定。将来在养老金并
轨过程中，是否会重新运用视同缴纳
的政策，具体设定怎样的准入条件，都
还是未知数。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只要在事业单位工作就认定视同缴
纳，不太现实。

“从90年代国企改革中对养老金
的解决来看，对于事业单位中的固定
工，将来有可能会分类处理，已经退休
的‘老人’、‘中人’和‘新人’，不会一刀
切，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按照一定算
法，平稳过渡。”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房连泉说。

“视同缴费，实际上是确认了一项

历史负债。”房连泉说，这笔负债金额
太大，原因复杂，一时半会儿补不上，
所以以“视同已经缴费”的方式延缓。
如果一个人并未缴纳养老金，但是视
同缴费，也就意味着他的养老金将有
社保基金这个大的“社会资金池子”来
解决。那么问题就来了：一是这个资金
池子够不够大？二是哪些人可以将欠
账推给资金池？“毕竟这是大家的钱，
牵涉到公平的问题。”房连泉说。

上述熟知社保管理的人士说，社
保基金存在缺口大和地区分布不均衡
的现实问题。视同缴费就意味着有一
部分人的账户可能是空的，他们没有
交钱，但是退休后却拿钱，这直接关系
到社保基金的收支情况。在一些地方，
社会保险缴费实施得较早，参保人数
多，而退休的人少，社保基金就会有结
余；但是像东北一些地方，原是老工业
城市，大量国企职工视同缴费，并达到
退休年龄，而正在缴费的年轻人有限，
社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

疑疑问问

有受访专家说，不光黄先生这样的
“固定工”，实际上，目前在全国各地，有
不少事业单位会自主招聘一些人员，虽
然这些人尚未取得事业编制，但是在职
员工并未超出单位的整体编制名额。由
于历史遗留原因，这些人往往参照事业
单位的模式，并未缴纳养老保险。如果并
轨后，让他们完全补缴，对一些经济来源
较少的事业单位来说难以实现，为了保
障员工利益，应该给予特殊考虑。

另一位受访专家建议，毕竟这个问
题是有历史原因的，最好建立在尊重历
史的基础之上，用符合现实的办法妥善
解决。之前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完全“吃”
财政，不缴养老保险，且在改革之后有
可能采取视同缴费的方式解决历史欠
账，相比之下，那些自收自支的事业单
位，不但不靠财政吃饭，长期以来还向
国家上缴了大量税费，更应该有所倾
斜，在政策上适当照顾，平稳过渡。

建建议议

一些事业单位是缴税大户，政策上应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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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收益率不足2%

相当于在亏损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王
文章副教授说，延迟退休年龄，这也是
大势所趋。目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人
口出生率降低，劳动力高峰已过，老龄
人口增多，养老金的筹集工作困难，造
成社会的养老压力较大。其次，随着人
们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寿命的延长，延迟
退休也是应有之义。像德国、波兰、美国
等国家，甚至将退休年龄延迟到了 6 7

岁。
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

研究员苏培科接受采访时指出，延迟退
休一年可能会解决 200多亿元的养老金
缺口，但是一旦进入老龄化，巨大的缺
口还是很难解决。除了延迟退休，还要
完善社保基金的统筹管理，提高收益，
现在不少地方的养老金收益率不足2%，
比一年期的存款利率都低，跑不赢CPI，
相当于在亏损。另外，应该提高国有股
划拨社保的比例和提高公共财政补贴
的力度。

“应从解决机关事业单位冗员问题
入手，同时规范这一群体的非正常福利
和灰色收入，才能在不增加财政支出总
额的基础上，‘挤’出一部分用于养老的
钱。”王文章副教授说。

心心声声

未入事业编员工会不会被漏掉

23日，养老金并轨终破冰的消
息出来后，我省的黄先生非常关注。
他说，自己在一家自收自支的事业
单位上班，但是跟机关事业单位有
正式编制的人员有所不同，他虽然
在单位工作多年，但尚未纳入事业
编制。因为编制内人员不用缴纳养
老保险，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也一直
未缴纳。现在，他最关心的是，在将
来缴纳养老保险之前的工龄该怎么
算？“有正式编制的人应该会出统一
的政策，而像我这类员工，会不会也
有妥善解决的政策？”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秘书长唐钧说，在全国各地，像黄先
生这样的职工并不少，是养老金并轨
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具体
情况不尽相同，各地的政策也有所差
异。“原则上讲，这个跟发工资是一样
的，谁给你发工资，谁给你缴纳养老
保险。”唐钧说，机关单位和全额拨款
的事业单位，其编制内员工未来缴纳
养老保险时，如果跟企业比例相同，
单位负责缴纳的20%，由财政支持，在
此之前的，有可能会视同缴费。而一
些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不论是否具

有事业编制，也都需要资金充
实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

唐钧说，入职时间不长的
“新人”好解决，主要是历史欠
账，比如工龄超过20年的员
工，如果为他们补缴，将会
是一个巨大的资金额。不
少单位尚不具备足够的
财力，将所有的历史欠
账一次性补缴。这一块
怎么补？能不能视同
缴费？如果能，需要
符合什么条件？如
果不能，那么是全
额补缴还是按照
一定比例补缴？
还要等政策。

23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表示，要综
合考虑人力资源供需、教育水平、人均预
期寿命、基金收支等因素，研究制定渐进
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改善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抚养比。虽然此前屡被提及，但延
迟退休年龄仍引发关注。

目前我国的养老金历史欠账多，管
理统筹层次非常低、收益太低，这导致养
老金存在巨大缺口。延迟退休年龄究竟
能不能填补养老金缺口？果真延迟，需处
理好哪些问题？

工作年限长了

养老金标准也该提高

“延迟退休，不能总算经济账，还得算
社会账。”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秘书长唐钧则提醒，延迟退休也面临诸多
难题。首先，中国目前就业压力已经非常
大，延迟退休意味着就业岗位的更新换代
周期更长，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就业难
题；其次，在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中，延迟
退休可能会导致晚年失业。跟发达国家不
同，我国的就业人群中，多达70%为产业
工人，对体力的要求甚于脑力。老年人一
旦失业，则意味着他们既没有经济收入，
又需要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再次，我们应
该正确看待发达国家推行延迟退休的初
衷，他们本意是希望以此解决劳动力短缺
的问题，而不是弥补养老金资金缺口。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房连泉建议，延迟退休年龄不是一蹴
而就，而要采取渐进式策略。比如每三年
或者五年延迟半年，在二三十年内达到延
迟退休年龄的上限。同时，制度设计上要
更加注重公平，既然缴费时间延长了，退
休之后领到的养老金也应适当提高，这也
有利于减少阻力。

“延迟退休可以设一个最低年龄，比
如男性到62岁才能退休，但是有体力和精
力的人，如果愿意工作更长时间，也可以
本着自愿原则，适当加以鼓励，并提高其
退休后的养老金标准。”不过，房连泉同时
提醒，当然在机关事业单位，这种鼓励也
要严格约束，不能成全官员对权力的不当
迷恋。

本报记者 宋立山 周国芳

本报记者 宋立山

这位熟知社保管理的人士称，
以山东为例，早在1992年当时的山
东省人事局就曾下发了《关于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工作有关问题
的通知》（鲁人险[1992]1号），省直和
中央驻济南市区的机关、事业单位

（指工资福利由人事部门管理的单
位）的劳动合同制工人，均向山东
省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事业处
缴纳退休养老基金。

其中规定，单位按上年度劳
动合同制工人本人月平均工资总
额的18%缴纳退休养老基金；劳动
合同制工人按其本人上年度十二
月份基本工资（基础工资、岗位工
资、工龄津贴之和）的3%缴纳退休
养老基金，由所在单位代为扣缴。

2 0 1 3 年，山东省人社厅下发
《关于省直事业单位未纳入正式
职工管理的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有
关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省直
事业单位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补
充和使用工作人员。确因工作需
要使用的未纳入正式职工管理的
人员，用人单位应按照劳动合同
法的规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参
加社会保险。用人单位未纳入正
式职工管理的人员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缴费基
数、缴费比例及个人账户的建立
按国家、省及参保所在市有关规
定办理。

一位事业单位人事部门的工
作人员称，由此可见，在正式并轨
之前，省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的参保范围和对象是：省直和中
央驻鲁机关、事业单位劳动合同制
工人。至于纳入正式职工管理的固
定工或干部，养老保险该怎么交，
下一步可能还会有政策。

事业单位参保对象

为劳动合同制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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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海南琼海市，二位老人在河畔散步。 CFP供图

参照国企改革视同缴费是是否否可可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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