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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本报记者 刘凌林

沉重的社保：

部分小微企业不堪重负索性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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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一条有关天津、重庆、福建、江西等地上

浮社保缴费基数标准的消息引起社会关注。

根据上述省市公布的新社保缴费基数标准，与

2014 年相比， 用人单位和职工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

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但现实情况是，缴费基数

每年持续上调， 企业、 职工的社保缴费率一直居高不

下。

年度收入统计持续增长，

社保水涨船高

目前， 中国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包括养老社会保

险、医疗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加

上住房公积金，统称“五险一金”。 按照《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征缴暂行条例》等相关法规，社保缴费以上

一年社会平均工资的 60%至 300%为缴纳基数。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郭宇强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直以来，社会平均工资作为

制定社保缴费基数的依据， 近年来社会工资水平处于

增长期，这意味着社保缴费基数也会随之上浮，社保缴

费上涨成为常态。

部分地方连续 10 年提高企业职工待遇，退休人员

年年增加，使得地方政府处境尴尬，费率不能降也不敢

降。

公开资料显示，2012 年北京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为

1869 元，2014 年已提高到 2317 元；浙江的缴费基数下

限也从 2012 年的 1908 元提高到了 2014 年的 2230

元。

以北京为例，2013 年北京人均工资 69521 元，人月

均收入 5793 元。那么，2014 年最低交纳标准为：养老基

数、失业基数按最低的人月均 40%，为 2317 元；医疗、

工伤、生育按最低人月均工资的 60%，为 3476 元。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 中国的

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 已经占到工

资总额的 40%到 50%。

社保昂贵是不争的事实。 有媒体报道，中国的社会

保险缴费率在 181 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约为其他金砖

国家平均水平的 2 倍，是北欧五国的 3 倍，是发达国家

的 2.8 倍，是东亚邻国的 4.6 倍。

以加拿大为例，目前加拿大养老保险计划中，企业

缴费比例为 4.95%，加拿大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企业无

需承担医疗保险费用。 但是加拿大的失业保险缴费比

例较高，企业缴费比例为 1.88%。即便如此，养老保险与

失业保险合计不到 7%。

对于社保缴费高背后深层原因，郭宇强分析认为，

保险缴纳是按上一年度收入来计算的。 而中国统计的

年度收入一直在增长，缴费也就随之增长。

“社保缴费比例高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历史

遗留问题，有历史欠账。 由于中国社保制度建立较晚，

在缴纳年限上， 当年很多没有缴纳或少缴的人视同缴

纳，仍可享受社保待遇，这都需要现在缴费来填补，造

成社保基金给付增长大于缴费增长。 ”郭宇强说。

小微企业不堪重负，

弃保后企业、员工都高兴

持续上浮的社保缴费让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

不堪重负。

在北京中关村拥有一家科技公司的邓华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现在的社保缴费比例过高，让企业缴

不起，有的企业干脆都不上了。 ”

邓华告诉记者， 他公司里有 10 名员工， 虽然给所

有员工缴了社保，但都是按规定的下限缴纳的。“没办

法，毕竟没有上规模，小微企业生存压力大。 ”邓华无奈

地说，很多小企业如果按全部工资缴纳的话，就不堪重

负，直接后果就是降薪、裁员。

根据五险缴费比例， 企业占 29.8%， 职工个人占

11%，所缴费合计超过个人工资的 40%，有的地区甚至

达到 50%。 过高的缴费，使得弃保现象屡有发生。 一些

企业员工对未来社保缺乏足够的信心， 认为与其白交

钱不如拿现钱实惠。

邓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如果企业给员工的工资

是 3000 元，公司得缴纳 1320 元左右的社保，而员工承

担自缴部分是 660 元左右，因此员工实得工资是 3000-

660＝2340 元；如果企业不缴社保，员工也不用扣，员工

实得工资是 3000+660＝3660 元。 也就是说，缴了社保后

员工只能拿到 2340 元，如果不缴社保员工则可以拿到

3660 元，差额 1320 元，超过工资的 40%。

对于企业来说，如果不给员工缴纳社保，每个月每

个人至少省去 1000 元以上的成本（参考北京标准），每

年可在每个员工身上省下 1.2 万元以上。“这时，老板往

往会把不缴社保节省下的钱拿一半出来给员工加薪。 ”

邓华说，“其实，不缴社保往往对员工还很有吸引力，员

工不愿上社保在中小企业这种现象很常见。 ”

分析其中原因，邓华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保并没有

全面覆盖，跨省结算还是难题。 一些新参加工作的员

工本身认识不足，加之中国流动性大，很多人从北京

回到二线城市之后，社保转移非常麻烦，索性就不缴

了；另外，企业缴纳的意愿不强烈，很多小企业能躲就

躲。

不过，前不久发生在邓华身边的一件事让他“惊出

一身冷汗”。 有个朋友的公司因违反《劳动合同法》开除

了一名老员工， 这位员工向劳动部门举报公司社保未

按实际工资缴纳，结果执法大队现场执法，公司光补缴

最近 5 年的社保差额与公积金差额就补了 16 万多元。

“这家企业有 100 名员工，如果同时举报的话，公司很

可能一个月之内就得关门。 ”

邓华坦承，作为一家正规企业，即使公司很小，也

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保障公司员工的权益，给所有员

工缴纳五险一金。“但实事求是地说，现行社保制度给

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造成了较大的负担”。

隐性费用居高不下，

专家呼吁建立社保联动机制

“中央天天喊给小企业减负，其实要减负的地方太

多了。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还有很多隐性的费用。 ”邓

华说。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邓华公司的一份缴费清单上

看到， 每年企业上缴的残保金记录显示：2012 年 1028

元，2013 年 1143 元，2014 年 1028 元。 另一份日期为

2014 年 11 月份的缴费记录则显示，企业当月缴纳的地

方教育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个人所得税、教育费附

加共计 278.25 元。他还告诉记者，几乎每个季度在开了

增值税票之后还得缴纳一些附加费。

“像我们这样只有几个人的小微企业也要缴教育

附加费，你就知道我们的钱都去哪儿了！ ”邓华十分无

奈。

“因为有这些负担，在招聘员工时就更加谨慎，原本

我们提供的薪酬与大企业相比缺少优势， 再扣除自身

承担的社保及公积金费用之后， 员工最后到账的收入

就更少一些，要招聘员工，难度就更大。 而要留住现有

员工，就必须不断加薪。 ”邓华抱怨说。

不过， 郭宇强认为，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调整转型

期，企业经营收入减少了，但缴费比例不变，这使企业

感到压力。“经济转型的后果由企业单独承担显然不公

平。各方面都要承担相应成本，不能全部转嫁到企业身

上。 政府也要担当， 应该主动让利， 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

郭宇强认为， 更科学的社保制度应该采取联动机

制，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现状。

政府要适应新常态，对企业可以通过税收杠杆，通过减

免税收或政策上的支持来减轻企业负担， 降低企业生

产运营成本。

政府应该如何给企业减负？ 邓华建议，政府降低缴

纳五险一金的比例， 直接减轻企业负担或在企业缴纳

五险一金时可减免相应的税费，间接减轻负担。“减轻

企业缴纳负担，同时督促企业必须全员上社保，增加缴

纳的范围，保证国家大池子的总收入不变”。

有关专家指出，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理应通过划拨国

有资产、 提高国企分红、 加大财政补贴等方式还清旧

账，更要加强养老金投资管理，争取“让钱生钱”。 数据

显示，目前社会保障支出占我国财政支出 12%，远低于

西方国家 30%至 50%的比例。

事实上，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不少问题亟待

解决。

一边是企业职工退休金少，职工参保缺少积极性，

另一边是公务员不交费却拿着很高的退休金，“双轨

制”的弊端凸显。

不过，中央已决定建立与城镇职工统一的养老保险

制度，这意味着近 4000 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将告

别“免缴费”时代。

“上缴国家的部分，有一部分叫统筹基金，有一部

分才是打入员工个人的账户中， 将来的养老保险如何

发放有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我都没有时间去学习。 ”

邓华对自己未来的社会保障仍心存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