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诸多涉
及社会保障的内容。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
刚就养老金全国统筹、“双轨”合并、
降低社保费率、延迟退休等问题进行
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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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
将设几年缓冲期
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应实行统一养老保险制度
取消“双轨制”
人社部专家解读社保四大焦点问题

《决定》提出，实现基础养老金全
国统筹。金维刚介绍，我国在 2010
年就已基本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省级统筹，但除北京、陕西、黑龙
江等极少数地区实行养老保险基金
统收统支之外，绝大多数地区的省级
统筹是采取省级预算管理方式，提取
省级调剂金，这只是省级统筹的初级
形式，并没有真正实现完整意义上的
省级统筹。

由于目前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
发展不平衡，各地区之间养老保险政
策不统一，单位和个人缴费和待遇水
平参差不齐，各地养老保险基金收支
与结余不平衡，地方财政负担也不均
衡，养老保险关系在跨省之间转移接
续方面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也不利
于在养老保险方面实现社会公平。

去年全国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
计结余约 2.4 万亿元，但各地之间基
金积累畸轻畸重现象非常严重，全国
一半以上的结余资金主要集中在东
部少数几个省市，而中西部地区都要
靠中央财政提供不同程度的补助资
金来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为此，加快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势在
必行，有利于增强养老保险的公平
性，适应流动性，促进养老保险的可
持续发展。

《决定》提出，适时适当降低社会
保险费率。金维刚说，目前，对于城
镇职工五项社会保险，用人单位应承
担的费率合计约占本单位职工工资
总额的30％，个人应承担的费率占本
人工资的11％。其中，由用人单位应
承担的养老保险费率为20％，目前绝
大多数地区的单位费率都按这一标
准执行。

多年来，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反映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率
总体负担较重，特别是养老保险费率
偏高，企业难以承受。从调查情况来
看，社会保险费率偏高确实导致企业
人工成本上升，加重了企业的财务负
担，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生存能
力，同时加剧了逃费现象，造成恶性
循环。

因此，应当首先考虑在适当时机

适度降低用人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
费，以减轻企业的人工成本负担，这
样有利于企业发展和促进就业。在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规模增大、支付能
力增强的情况下，适当降低单位费
率，并不会导致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
降低。

目前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
主要包括三项，其中基本养老保险费
率为 8％，基本医疗保险费率为 2％，
失业保险费率为 1％（单位招用的农
民工个人不缴费）。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都不要个人缴费。个人缴纳的
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分别计入
这两项保险中的个人账户，账户资金
的所有权归个人所有，现有的个人缴
费负担并不重。因此，在降低社会保
险费率方面，对个人缴费的费率调整
并不迫切。

《决 定》提 出 ，研 究 制 定 渐 进
式 延 迟 退 休 年 龄 政 策 。 金 维 刚
说 ，渐 进 式 延 迟 退 休 是 指 将 来 制
定有关延迟退休的政策将采取小
步 慢 走 的 方 式 ，逐 步 缓 慢 地 延 长
退休年龄。

假如退休年龄延长一岁需要经过
两年时间，那么在政策实施之后的第一
年只将退休年龄延长半岁，第二年再延
长半岁；以此类推。

此外，在将来有关延迟退休的政
策制定并公布之后，还将经过几年的
准备才会正式实施。

因此，渐进式延迟退休就是采取
比较缓慢而稳妥的方式，逐步延长退
休年龄，尽量减小退休政策调整对社
会和有关人员所带来的影响，这是许
多国家在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方面比
较通行的做法。
据新华社电

《决定》提出，推进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应
取消“双轨制”。

《决定》提出，推进机关
事 业 单 位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改
革。金维刚说，这对于深化
我 国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改 革 具
有重大意义，体现了中央对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改 革 问 题 的 高 度 重 视 和
坚强决心，这将有利于从根
本 上 解 决 社 会 反 响 强 烈 的

“双轨制”问题。
金维刚说，为有利于增强

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和适
应流动性，并有利于从制度上
根本解决“双轨制”问题，机关
事业单位与企业应当实行统
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取消

“双轨制”。
同时，要吸取过去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
点，特别是2008年国务院确定
的广东等五省市进行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试点陷入困境的教训，

在今后推进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面，对
机关和事业单位同步实施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时采取必
要的配套措施，妥善处理改革
之后退休的人员养老保障权
益问题。

焦点

焦点 养老保险制度
取消“双轨制”

焦点3 首先考虑降低用人单位社保费

焦点4 延迟退休要“小步慢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