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2019 年 4 月 3 日 星期三

责编：金培满 创意 ：陈亚莉 质检 ：王 娟

天下·连载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投稿邮箱：xywbnews@126.com

企业和职工将共同受益
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 各地

不得采取任何增加小微企业实际

缴费负担的做法， 不得自行对历
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 确保职工
社保待遇不受影响、 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

“这给企业和职工均吃了‘定心
丸’，二者将共同受益。 ”郑秉文说。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长

征认为， 相关要求表明政府要真
正让利，为企业减负，防止地方政
府把优惠政策“左手给出，右手又

收回”。
“从职工的角度来看，确保待

遇不受影响的承诺将会起到很好

的稳预期作用。 ”郑秉文表示。
郑功成表示， 社保待遇会随

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波

动呈现刚性增长， 降费率不会影
响到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权

益和其他社保权益。
张纪南指出，经过反复测算，

降低费率后基金总体上仍能够保

证收大于支， 而且我国企业养老

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4.78 万亿元、
全国社保基金已有 2 万亿元左右
的战略储备， 能够确保养老金按
时足额正常发放。

与此同时，郑秉文提醒，短期
来看，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
不会给养老金支付造成压力，但中
长期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可能

会面临压力。 有关部门应未雨绸
缪，提前研判，作出预案，增强社保
基金可持续性。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一次性降低 4个百分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明显降低企

业社保缴费负担。 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 16%。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表

示，这次采取降费率的综合举措，尤其是养
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可以降到 16%，力度
是比较大的。 其目的在于切实减轻企业的
缴费负担，增强企业活力，也有利于形成企
业发展与社保体系建设的良性循环， 增强
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

“从原规定的 20%降至 16%，一次性
降低 4 个百分点， 预计将减轻企业社保缴
费负担 8000 亿元。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
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

任郑秉文对记者分析， 此次降费率应该说
是我国建立社保制度以来降幅最大的一

次，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也是“稳就业”的
重要举措，非常必要且意义重大，将在一定
程度上形成倒逼机制， 使养老金制度改革
提速。

“降低社保费率也有利于社保征缴工
作的开展，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杜绝过
去缴费比例高但征缴难 、 减免随意等问
题。”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
认为，同时，还可以缩小省际间社保缴费的
不均衡性，促进省际间企业公平竞争、职工
待遇公平， 为促进人才资源在省际间的合
理布局和均衡流动发挥作用， 也必然对企
业的跨地域投资、 用工和业务扩展起到有
力的助推作用。

两大配套措施再释利好
为落实从 5月 1日起各地可将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

例从原规定的 20%降至 16%等降低
社保费率部署，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明确了两项具体配套措施。

“在社保缴费基数方面，鉴于
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高于私营单

位平均工资，此次以‘非私营单位
和私营单位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就

业人员平均工资’取代‘非私营单
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将显著降

低缴费基数， 企业会很大程度上
从中受益。 ”郑秉文说。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

成认为， 进一步规范社保费用的
征收其实也是创造更加公平的市

场竞争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在法
定劳动成本公平负担的平台上展

开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
求。 因此，调整社保缴费基数的计
算方式，也是为了更合理、公平。

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明确 ，将

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

政策再延长一年，至 2020 年 4 月
底。 其中，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可支付月数在 18 至 23 个月的统
筹 地 区 可 将 现 行 费 率 再 下 调

20%， 可支付月数在 24 个月以上
的可下调 50%。

郑秉文指出，当前，我国失业
和工伤保险费率均存在一定的可

降空间，此次政策的再次延长，对
企业而言是又一利好。

降社保费率为企业减负 8000亿
让市场主体真正有获得感

核定调低社保缴费基数、 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在本省平均工资
60%-300%自愿选择缴费基数、将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再延长一
年……为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部署，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明确
具体配套措施。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一系列实招将能确保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
负担，让市场主体真正有获得感，为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 2 万亿
元提供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