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累计结余基金收入 基金支出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05-2011年职工养老保险收支和累计结余
（单位：亿元）

15603.58

18500.41

11425.64

之 职工养老保险

责编 吴鹏 美编 李腾飞 责校 徐骁

A10 重点

2012年8月3日 星期五

713.25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1516.68

2005年 2011年

2005-2011年职工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变化
（单位：元/人月）

单位缴费
7878.94亿元

50.49%

财政投入
2082.39亿元

13.35%

其他投入
699.96亿元

4.49%

个人缴费
4942.29亿元

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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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记者韩宇明）
国家审计署 2 日公布的社
保审计报告显示，目前我国
尚有 17 个省份未能按照规
定真正实现养老保险的省
级统筹。

统筹层次低影响
收支平衡

此次审计报告则显示，
目前职工养老保险仍有 17
个省份未实现省级统筹，这
也意味着我国职工养老保
险统筹层次仍然偏低。

社科院社保中心主任
郑秉文介绍，较低的统筹层
次，意味着养老金的管理主
体就越多越分散。而投资

运营则需要一个主体、一个
完善的治理结构和专业投
资队伍。很显然，统筹层次
低的话，这些钱都由这些地
方管理，中央很难放开手让
其投资运营，因为一旦放
开，就意味着面临各种风
险，腐败、市场行政管理的
风险。

郑秉文介绍，统筹层次
过低也给养老金的收支平衡
带来压力。富的地方结余的
多，穷的地方钱却不够用，养
老金难以实现统一调配。

养老保险“双轨制”
导致待遇差别大

审计报告显示，从基本

养老保险看，2005年至2011
年，国家连续 7 次调增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
平，养老金的涨幅超过了同
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从 2005 年至 2011 年，
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年均
增长 13.40%，由 2005 年的
每人每月 713.25 元提高到
2011 年的每人每月 1516.68
元。和同期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相比，平均上涨
幅度高出10.03个百分点。

郑秉文分析，养老金这
几年一直在涨，对于广大企
业职工来说，无疑是个好消
息。不过，从我国整体的养
老保险制度来看，由于企业
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双轨制“，因此待遇差
距仍然较大。

近几年企业职工养老
金上涨一定程度缓解了这
种差距，但是从目前情况
看，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不需
要缴纳保险费，但是养老金
却 是 企 业 养 老 金 的 约 两
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推动。

郑秉文介绍，目前，我
国养老金存在大量空账，又
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投资
运营目前仍未实质突破，在
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未来
养老压力越来越大，养老保
险制度的风险也会加大，这
都需要全面统筹考虑，抓紧
研究解决。

职工养老险17省未实现省级统筹
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2.6亿人，部分地区少征职工养老保险费500多亿元

■ 问题

部分地区少征保费500多亿
涉及3个省本级、1个市本级和2个县，降低缴费比例或缴费基数

截至2011年底，全国各地均建立了覆盖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以及
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保人数 26114.37 万人，有
6299.73万人领取养老金。

部分地区扩大范围支
出或违规运营企业职工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1.97 亿
元。其中：用于基层经办机
构等单位工作经费 1.10 亿
元，用于平衡县级财政预算
273.81 万元，用于购建基层
单位办公用房等3262.23万
元，委托理财5218.03万元。

15 个省本级、95 个市
本级和 338 个县的经办机
构审核不够严格，向不符合
条 件 的 人 员 发 放 养 老 金
2.32亿元。

个别工作人员采取隐
瞒人员死亡信息、收入不入
账 等 手 段 ，骗 取 养 老 金
100.07万元。

违规运营养老保险1.97亿1

4个省本级、39个市本
级和160个县220.67亿元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未纳入财政专户管理。

16个省本级、120个市
本级和419个县的经办机
构等部门和单位多头开户
1791个、违规开户717个；6
个省本级、23个市本级和
168个县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编制不

规范。
1个省本级、20个市本

级和79个县社保、税务等部
门 延 压 养 老 保 险 费 收 入
58.29亿元。

4个省本级、23个市本
级和13个县79.31亿元调剂
金管理不规范。

178.36亿元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存在会
计记账和核算错误等问题。

6个省本级、54个市本
级和245个县377.82亿元财
政补助资金未及时足额拨
付到位；28个省本级、240个
市本级和988个县的参保单
位和个人通过少报缴费基
数等方式少缴保费51.40亿
元；4个省本级、16个市本级
和66个县隐瞒欠费74.03亿
元；1个省本级、1个市本级
和 3 个 县 擅 自 核 销 欠 费
2186.21万元；12个省本级、

67个市本级和328个县欠
缴保费270.97亿元；3个市
本级和11个县未及时发放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 511.63 万 元 ，涉 及 3417
人；部分地区存在以物抵
费 等 其 他 业 务 不 规 范 问
题，涉及金额114.69亿元；
个 别 地 方 还 存在未按规
定 及 时 为 参 保 人 员 建 立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个 人 账 户
的现象。

各地实行的保障政策
尚不完全统一。从缴费政
策看，截至 2011 年底，21
个省本级、201 个市本级
和 1252 个县未按社会保
险法的规定以单位职工工
资总额为单位缴费基数；
有 8 个省份尚未实现省内
缴费比例统一。

另外，3 个省本级、1
个市本级和 2 个县自定政
策，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比例或缴费
基 数 ，少 征 保 费 收 入
510.37 亿元；1 个市本级
和 2 个县自定政策，对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参保年龄、户籍等参保条
件作出限制。

此外，部分地区未严
格 做 到 专 款 专 用 ，有
55.95 亿元养老保险基金
在不同保障项目间相互
串用等。

目前，基本养老保险
各项制度分人群设计，相
互间尚未制定明确的衔接
办法，即便同一险种各地
执行的政策也有差异，从
而造成重复参保和转移接
续困难问题。

截至2011年底，全国
110.18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人员重复参加
了该项保险或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造成财政多
补贴5133.52万元，2.45万
人重复领取养老金3569.46
万元；全国共有240.40万人
跨省拥有两个以上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200多亿保险金未入专户2

270.97亿元保费被欠缴3

2.45万人重复领养老金4

近56亿养老金相互串用6

审计抽查农民工较为
集中的企业中，有92.47万
名农民工未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

截至 2011 年底，有 6
家单位仍自行管理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9.18
亿元。

9 个省全省和 8 个省
的 22 个地市，2011 年仍按
照原建设部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出台的有关政策规
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征收和管理建筑施工企业
基本劳动保险基金 258.51
亿元，支出152.26亿元，其
中3.33亿元用于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经办机构工作经
费，截至 2011 年底，这些
地方建筑施工企业基本劳
动 保 险 基 金 累 计 结 余
395.33亿元。

90多万农民工未参保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