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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危机期间，“社保新政”的2个特点 
 二、危机期间，“社保新政”的3个效果 
 三、后危机时代：社保制度作为一个生产要素 
 四、社保拉动内需的长期考虑：处理好社保4大关
系与12个政策建议 



 在拉动内需的社会政策方面，在危机期间，主
要表现有二： 

 1，社保政策反应迅速，进行调整，新政出台，要点有三： 
 第一，中国政府及时调整制度参数，推出“社保新政”。“社

保新政”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参数，其目的在于帮助企业降低成
本，维持收入水平和就业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危机的影
响。“社保新政”的具体措施包括“5缓4减”，即实行有弹性
的社会保险缴费政策，对受金融危机影响暂时无力缴费的困难
企业，允许缓缴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5项社会保险费，
缓缴期为2009年之内，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６个月；允许困难
企业阶段性降低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费，期限最长不
超过12个月。 
 
 



 第二，扩大单项社会保险基金的用途范围，扩大就
业培训和稳定就业岗位。2008年底发布的“社保新
政”允许失业保险金为困难企业稳定岗位支付社会
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允许就业专项资金对困难企
业用于职工在岗培训的补贴，执行期为2009年之内，
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６个月。 

 第三，采取紧急措施，调整劳动关系，稳定就业形
势。允许困难的企业可通过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
工进行集体协商，采取灵活用工、弹性工时、弹性
工资、组织培训等措施，以稳定就业岗位和劳动关
系；鼓励和支持企业采取在岗培训、轮岗轮休、协
商薪酬等措施，尽最大努力不裁员或少裁员，特别
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带头不裁员；对于困难企业经过
多方努力仍不得不实行经济性裁员的，可在企业与
工会或职工依法平等协商一致后，签订分期支付或
以其他方式支付经济补偿的协议 











 首先，“社保新政”缓解了企业经营困境，减轻了企业负担，
稳定了就业局势。“5缓4减”产生明显效果，截止2009年9月
底，总共累计为企业减轻负担166亿，同时，稳定就业岗位达
上千万个。 

 其次，五项基本保险制度覆盖面迅速止跌回升，效果明显。截
止到2009年9月底，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2008年增加900万人
（2008年底为21891万人），医疗保险增加4600万人（2008年
底为31822万人），工伤保险增加500万人（2008年底13787万
人），生育保险增加800万人（2008年底9254万人）。在金融
危机期间，基本社会保险覆盖面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明显扩大，
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少见的，在客观上发挥了安全网的作用。 

 最后，覆盖面扩大增加了当期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覆盖面扩
大之后提高了社保基金的支付能力，而且反过来又为提高待遇
水平打下了物质基础，极大缓解了参保人的经济压力。五项保
险基金征缴收入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根据2009年9
月的统计，同比增长17.5%，各项保险待遇水平均有所提高，
五险支出同比增长30%。同时，2009年1月份顺利完成了连续
第五年上调养老保险待遇水平10%的预定计划，据笔者估算，
仅该项支出就大约高达600亿元。 
 



 1．社保政策作为反危机手段：保企业与保就业 
 2009年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

和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下简称“一部三
会”）联合发布《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稳定劳动关系
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指导意见》），强调三方协商
对话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保企业”的导向 

 第一，金融危机导致劳动关系出现新变化，保企业、保
就业、保稳定成为社保政策反周期的着力点。 

 第二，无论是经济繁荣时还是萧条时，保企业与保就业
都是相辅相承的。 

 第三，任何劳动立法和社会保障项目，都应将保企业和
促就业放在首位。《劳动合同法》的教训 



 2．社保制度作为一个生产要素：拉动内需与促进
增长方式转变 

 一、转变增长方式的提出与紧迫性。 
 二、扩大内需任重道远。 
 2008年城镇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低于经济增长0.6个

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低1个百分点，由此导致
住户部门收入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从1992年居民收入占国民
可支配收入的68.3%，下降到2007年的57%。最终消费率从
1992年的62.4下降到2008年的48.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006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63%，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8%）。
另一方面，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城镇居
民边际消费倾向从2002年的0.85%下降到2008年的0.56%，农
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2002年的0.85%下降到2008年的0.71%。
2000-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最终消费增加额与
GDP增加额之比）从63.8%下降为39.7% 

 为此，社保制度要有所作为  







 
 第一，扩大覆盖面的同时要防止制度碎片化；案
例——目前的转续《暂行办法》，农民工制度三
个阶段 

 第二，强化制度的激励机制是扩大社保制度覆盖
面的一个内在动力。案例——城镇灵活就业人员
参保比例 

 第三，增强制度的透明性、可及性与稳定性是扩
面工作的激励因素。案例——2010年12月30-31
日深圳、东莞退保潮的含义 





 第一，适当下调过高的名义费率。 
 第二，尽快建立待遇水平指数化挂钩的机制。 
 第三，加快改革投资体制。 

 
 3．处理好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关系 
 第一，第二支柱即企业年金制度要尽快解决“税优瓶颈”。 
 第二，第二支柱即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制度要加快建设步伐。 
 第三，第三支柱即商业养老和医疗保险产品仍需加速发展。 



 第一，厘清缴费型和非缴费型两个制度的边界。 
 第二，加大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城乡低保制度
的力度。 

 第三，尽快建立养老保险“零支柱”即非缴费
型养老金制度。 

 首先，建立零支柱有助于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和转变增长方式。 
 其次，建立零支柱有助于避免非缴费型制度“碎片化”趋势。 
 最后，在财政上中国目前完全有能力建立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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