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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社保被低缴
争议隐患莫忽视

2017《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
仅24%企业社保缴费基数合规

日前， 社保第三方专业机构 “51社保” 发布了2017 《中
国企业社保白皮书》。 数据显示， 在调查的数千家企业中，
社保缴费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仅占24.1%。 这意味着， 完全
按标准给职工缴纳社保的企业不足1/4， 超过七成的企业未
按照职工工资实际核定缴费基数， 其中22.9%的企业统一按
最低基数缴费。 这意味着， 一方面， 员工的社保被 “降低标
准缴纳”， 影响今后的养老等保险待遇享受。 另一方面， 缴
费不实也给企业的劳动关系埋下了用工隐患。 就此， 记者走
访了部分企业和职工， 专家建议一方面企业应该按标准缴纳
社保， 另外也建议为企业 “减负”。

【数据】
社保缴费合规企业不足1/4

本次 《白皮书》 从 “企业社
保合规三要素” 模型， 即从参保
及时性、 险种覆盖面、 基数合规
性三方面去考察企业社保合规
性 。 《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 》
系 列 报 告 主 笔 、 国 内 知 名 社
保 专 家 余清泉告诉记者 ， 本次
《白皮书》 数据来自对全国数千
家企业的调研和访谈， 这也是该
机构连续第5年对中国企业社保
现状研究的深度报告， 有一定的
代表性。

调查显示， 一方面， 随着经
济社会转型、 政策环境变革、 公
共管理倒逼、 员工意识觉醒， 企
业社保合规加速， 企业社保合规
性尤其是其中的参保及时性、 险
种覆盖面情况逐年变好。 从调查
结果来看， 参保时间合规的企业
比例稳步增长， 2015年为82.21%，
2016年为79.12%，2017年达到了
84.1%。 与2016年相比 ， 未按规
定及时参保的企业比例下降了约
5个百分点。 企业参保时间合规
总体上遵守程度良好， 且合规企
业比例稳步上升。 社保参保覆盖
面保持高位， 各项社保由2015年
的90.3%、 2016年的92.8%， 提高
到了2017年的94.3%， 连续三年
增长； 住房公积金缴纳率由2015
年的79.8%、 2016年的75.2%， 提
高到了2017年的84.1%， 也有较
大幅度提升。 由此看出， 五险一
金这些强制缴纳的法定福利覆盖
面越来越广。

另一方面， 社保合规也面临
极大的成本压力。当前经济减速，
下行明显，调整周期长，企业成本
压力巨大，从2016年开始，中国企
业社保合规的压力增大， 基数合
规的企业比例停滞不前， 甚至略
有下滑。 基数合规企业比例曾经
在去年出现过大幅下滑， 从2015
年的38.34%到2016年的 25.11% ，
降低了13个百分点。 2017年基数
合规企业比例为24.1%，与2016年
相比再次下降。目前，社保缴费基
数完全合规的企业仅占24.1%，也
就是在调查的企业中， 社保缴费
合规企业不足1/4。

企业参保在及时性、 险种覆
盖面上遵守程度较好， 但是在基
数合规上合规企业比例停滞不前
甚至有所下滑 ， 2017年基数合
规方面虽然采用简单粗暴地统一
按最低下限做法的企业比例有了
大幅的下降， 但基数完全合规的
企业比例整体上还是略有下滑。

一方面持续提升。 一方面略有下
滑， 充分反映了企业社保合规之
路的坎坷与困顿： 合规意识持续
向好， 但成本居高不下， 继续提
升明显乏力。

【走访】
低缴社保部分职工无奈默许

“其实每年签字都是走形
式， 大家心里都清楚， 可是想在
这继续干 ， 只能默许企业的做
法。” 在走访中， 一位从事快消
行业的职工胡女士向记者表明了
自己的无奈。 按照北京市社保基
数认定的要求， 每年企业都会根
据职工上一年的工资收入情况让
职工签订社保缴费基数的确认
书。 但在记者走访中， 确实有企
业存在低缴不合规的情况， 还有
的企业则完全不给职工缴纳社
保。 胡女士介绍， 每年在认定基
数的时候， 人事部门会让每个员
工签字， 但其实收入的那一栏是
空白的， 最终的数据由人事部门
填写， 有的职工觉得 “低缴” 可
以让目前的收入多一点也不当一
回事， 有的虽然对此有意见但是
也只能默许。

在走访中， 记者也感受到，
目前职场新人都越来约关注自己
的社保权益， 对于社保的政策、
社保的全国流动比较关注。 对于
企业 “低缴” 社保的做法， 不少
年轻的职工认为， 目前看来并不
影响待遇， 但是如果离职可能还
是会考虑 “要回自己应得的社保
待遇。”

其实， 目前职工查询自己的
社保缴费情况也很便捷， 通过社
保经办机构、 官网或者官方的微
信公众号都可以查询。 但也有不
少职工在查看社保对账单时会疑
惑， 那五项社保的缴费基数怎么
跟自己的实际收入并不相符？ 比
如 ， 有人的月收入达到七八千
元 ， 但缴费基数却只有四五千
元。 这是因为一些企业为了节省
成本 ， 故意将职工的工资人为
“做低”， 这样一来， 虽然每月被
扣的社保费少了， 其实职工的社
保账户的钱也减少了。 一些职工
对于社会政策了解不多， 认为这
些缴费的高低完全是由企业来制
定， 但按照社保 “多缴多得” 的
原则， 职工退休之后的养老待遇
也就相应差了一大截。

《白皮书》 同时揭示了企业
内部社保管理面临的挑战。 全国
经营常态化， 跨地区经营的企业
比例从 2016年的 49.05%增加到
2017年的54%， 提升了5个百分

点； 50-100人企业跨地区经营比
例在2017年首次突破了50%， 达
到了52.2%。 这标志着我国50人
以上企业已经全面进入全国经营
常态化阶段。

调查显示， 以现行养老金计
算办法为例，仅8.7%HR（人力资
源）可以完全解释清楚，15.9%HR
选择了 “完全不懂”，40.4%HR表
示“略知一二”。与2016年相比，选
择“完全不懂”的HR比例不仅没
有下降反而上升了2个百分点，能
清 楚 解 释 养 老 金 办 法 的 HR
不 足 9%。 随着公共政策挂钩倒
逼，员工社保意识觉醒，企业社保
管理 的 要 求 也 随 之 提 高 ： 已
经 从 早 期的 “参保缴纳 ”发展
到 “待遇申领”、“解答咨询”、“统
筹 规 划 ”等 ，政 策 复 杂 度 高 无
疑 是 企业社保管理面临的极大
挑战之一。

在走访中， 记者也发现， 对
于企业的社保岗位从业人员， 遭
遇职工们的普遍 “吐槽”。 陈先
生是一家事业单位的职工， 因为
调换工作的原因进行了市内的社

保关系转移， “因为单位的负责
这块的工作人员对政策的把握不
准而导致断档一个月， 得亏后来
补上了， 要不然现在职工的好多
福利都是和社保缴费年限挂钩，
一旦断档可真是损失很大， 我可
能还得找单位赔偿。” 一位从事
多年人力资源管理的周女士则告
诉记者， 社保政策难度大， 涉及
法规多， 虽然自己有多年工作经
验， 但偶尔也得咨询专业人事，
对于从事社保岗位不久的工作人
员来说挑战更大， 一旦处理不好
员工的社保缴纳问题， 也容易导
致争议。

【建议】
社保基数有争议可直接投诉

针对目前企业社保缴费不合
规的情况， 记者采访了北京市律
协 “十佳劳动法专业律师” 刘正
赫， 他表示目前企业缴费基数不
实 的 情 况 需 要 引 起 相 关 部 门
的 重 视 ， 未来由此引发的劳资
矛盾会日益多发， 需要提前消除

争议隐患。
按照现行的政策依据， 遭遇

“低缴” 的职工的维权法律保障
包括 《社会保险法》 第六十条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 按
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一旦
用人单位出现 “低缴” 社保的情
况， 职工可以向当地劳动保障部
门、 社保经办机构举报。 此外，
针对用人单位存在的少、 漏缴行
为 ， 《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 》 第
十三条规定 “稽核对象瞒报、 漏
报缴费基数和参保人数造成少缴
社会保险费的， 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应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补足”。

按照市人力社保局发布的公
告 ， 今年 7月起 ， 参保职工就
可通过多种方式查询、 核对自己
2016年度社保缴费情况。 凡是在
2016年内参加了社会保险、 且有
1个月 (含) 以上正常缴费记录的
参保人员， 自今年6月1日起， 即
可 通 过 北 京 市 社 会 保 险 网 上
服 务 平台 、 自助服务终端等多
种渠道， 查询打印2016年度社保
对账单 ， 核对个人社保缴费情
况。 北京市社保中心介绍， 参保
人在获得对账单后， 应对2016年
度个人缴费情况进行核对， 是否
与本人实际情况相符。 社保对账
单上详细列举了参保人上一年度
各个月的缴费工资， 参加养老、
医疗、 失业、 工伤和生育五项社
会保险的缴费基数， 单位和个人
缴费的金额， 以及养老账户金额
信息。

对于职工而言， 需要核对的
项目主要包括： 个人参保信息、
申报的月缴费工资、 各项社会保
险月缴费基数及缴费金额等。 如
参保人对相关内容有异议的， 经
所在单位认可， 在今年12月31日
前， 由参保人所在单位持对账单
到所属社保经 （代） 办机构进行
相关信息核对、 修改， 或按有关
政策规定和要求进行补缴。 如果
参保人与所在单位对缴费基数发
生争议的， 参保人可向行政部门
或到社保经办机构投诉、 举报。

从近几年调查来看， “成本
过高” 长期稳距企业社保难题之
首， 企业呼吁进一步推进社保政
策上的减费降负。 余清泉认为，
中国企业社保正在迈向全面合规
时代。 一方面呼吁国家在社保政
策上进一步推行减费降负； 另一
方面企业要主动变革， 高度重视
合规， 提前筹划， 以更高的视野
来看待人力资源及财税， 关注薪
酬、 个税、 社保的关联关系， 做
好人力成本精算， 提前自查， 推
进合规进程， 避免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