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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激励功能存在着一定的缺失, 保障供给与企业需求及承担能力存在

一定差异。本文通过对浙江私营企业社会保险诉求的实际调查, 对影响私营企业参保的因素进行了数

据分析, 为社会保险制度供求均衡的改进提供了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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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more or less lacks of stimulation function.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inst itut ion. The paper analysis some factors about the

social insurance demand of private enterprises on the ba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on Wenzhou enterpris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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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国开始在私营企业开展社会保险扩面工作, 至 2005年私营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 86�2%、66�2%、62�4%、
59�4%和 27�3%, 低于全国企业总体参保率 6�3、12�7、13�1、6�4和 9�2个百分点[ 1]

。显然, 我

国社会保险扩面工作开展并不顺利, 私营企业的参保率仍处于全国下游水平。

本文从社会保险制度供给与私营企业诉求差异的角度, 分析了私营企业参保率低下的若干原

因。调查资料和数据源于 2005年 8月至 2006年 3月组织的私营企业社会保险需求专项调查。调

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210份, 调查范围以温州地区私营企业为主, 并包括部分台州、金华、义乌等

地的私营企业, 其中百人以上企业占 54�3%, 利税排名居于行业前列的企业占 34�3% , 排名居

中企业占 59�5% , 另外还会同温州市劳动社会保障局对一些重点企业举行了专项座谈, 调查结

果具有一定代表性。以下数据如无特殊说明, 均源于此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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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保险制度供给价格与私营企业承受能力的差异

从需求角度讲, 国家的社会保险定价至少应在企业的可承受范围内, 企业才有能力购买。由

于激烈的市场竞争, 企业很难通过提高产品售价转嫁社会保险成本, 因此, 在产品市场价格维持

不变的情况下, 企业社会保险负担的增加实际上是企业利润的削减
[ 2]
。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利润

的影响可以通过企业产品价值的财务分解图加以分析:

工业总产值 + 增值税

中间产品价值( 72% ) 新增价值( 28% )

劳动价值(67% ) 资本价值( 33% )

资本( 28% ) 利润(72% )

图 1� 企业产品价值财务分解图 �

� 各部分价值在总售价中的比重根据 2005年版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出, 碍于篇幅省略了具体计算过程。

� � 该分解图的原理由下列关系式获得:

工业总产值+ 增值税= 工业中间投入+ 工业增加值= 产品总价值

工业增加值= 劳动价值+ 资本价值

资本价值= 资本成本+ 企业利润

由于私营企业一直游离于制度之外, 所以对于私营企业而言, 在 �五险合一� 的情况下参加

社会保险就意味着企业劳动力成本在原有基础上陡然增加 30%以上, 劳动力成本将占到商品总

价值的24�4% ( 67% � 1�3 � 28% )。私营企业目前价值利润率为 6�65% , 如果将私营企业目前利

润全部用于支付社会保险负担, 可计算出其社会保险费率的承担最大极限为 35% ( 6�65% /

( 28% � 67% ) ) , 而国家制度缴费率在 30%以上, 已接近私营企业负担极限, 说明当前社会保险

的政府定价没有给企业的投资、发展留有充足的空间。以上分析是在假设劳动价值等同于工资总

额的情况下得出的, 事实上, 企业工资支出大约只占企业人工成本的 64�5%左右[ 3]
。这样, 社

会保险费的缴纳会使劳动价值在新增价值中的比重扩大为 80% ( 67% � 64�5% � 1�3+ 67% �

35�5%) , 利润在总价值中的比重降至 4�03%, 低于全国企业平均利润率 4�24%的水平, 影响企

业正常发展。尤其是私营企业的人工成本比重较大, 新价值的分配中, 劳动投入所分配的价值应

在67%以上, 而且, 私营企业人工成本以工资为主, 这等于加大了缴费基数, 所以, 私营企业

参保后的利润水平应在 4�03%以下。显然, 社会保险的供给价格使企业难以承受。

二、社会保险制度供给内容与私营企业需要的差异

需求除了由价格因素决定外, 还受商品本身对需求者满足程度的影响。满足程度越高, 需求

越大。社会保险作为一项政府供给, 其内容包括保险项目的设置、保障的程度以及投资价值等多

种因素, 要求社会保险所能提供的这些服务与企业需要相符。

1�社会保险项目供求差异
表1显示私营企业最需要的保险项目为医疗保险, 认为其应排在首位的认同率高达 80�5% ,

其次为养老保险、工伤保险, 认为失业保险极有必要的认同者仅占 23�8%。而我国目前参保率
最高的保险项目为养老保险, 这与国家希望通过养老保险扩面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意图有

关; 而私营企业员工最为关注的医疗保险在许多私营企业尚未真正推开; 私营企业的工伤保险实

际参保率也低于失业保险参保率。项目参保率与项目认同度之间的差距说明当前社会保险制度供

给项目与私营企业实际需要并不完全相符。当前制度推行的 �五险合一� 忽略了企业对不同保险

项目的主观需求, 也容易在短期内大幅增加企业成本, 应在条件成熟后再考虑推广。从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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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项目供给上看也并非一次保齐, 即便是发达国家, 对规模太小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也是不纳

入失业保险体系的
[ 4]
。在中国现阶段, 非公企业是否有完善的失业保险目前还没对私营企业的就

业吸引力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5]
。因此, 在我国社会保险项目的设置上应更多考虑企业的实际需

求, 降低加入社会保险的制度门槛。
表 1 � 私营企业社会保险项目需求强度与实际参保率 %

保险项目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需求强度 60�0 80�5 23�8 35�7

实际参保率 ( 2005年) 86�2 66�2 62�4 59�4

2�社会保险投资回报率供求差异
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直接关系到养老金受益人的退休待遇。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

验, 社会保险的真正吸引力在于优厚的投资收益和慷慨的税收优惠
[ 6]
。而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投

资运作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 国家目前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向还仅限于国债和银行协议存

款, 200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率仅为 4�16% , 这样的投资收益应付通货膨胀尚且有难

度, 更不要说增加退休福利水平了。表 2 显示, 由于投资回报率过低导致不参保的比重占到

57�6%, 还有部分人员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效率和透明度信心不足, 认为商业保险或投资于自

己的生意更有利可图。虽然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不是近期可以实现的, 但将其作为提高

社会保险激励作用的重要构件加强设计和研究是极有必要的。

3�社会保险信息的不对称
对社会保险制度不熟悉导致的参保积极性不高也占了较大比重, 成为影响私营企业参保的第

二大因素。近年来, 虽然有关部门加大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宣传力度, 但相对于商业保险的宣传力

度和服务质量而言, 其投入水平还有差距, 许多私营业主和员工对社会保险制度的性质、意义、

作用都不甚了解, 甚至存在误解。在关于了解社会保险制度的意愿调查中, 仅有 51�9%的被调
查者表示有兴趣深入了解社会保险制度, 而 45�2%被调查者则对此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 明确

表示对社会保险极为反感的仅占被调查总数的 2�9%。这说明当前的社会保险宣传及推广方面存
在不足, 在对社会保险不甚了解甚至存在误解的情况下强行将其纳入社会保险体系, 不但不能实

现参保率的稳定提高, 反而会引起社会逆反心理, 增加扩面难度。

表 2 � 影响私营企业参保原因的认同度 %

未参保原因 费率过高, 影响企业竞争力 对社会保险制度不熟悉 人员复杂, 不便参保

认同度 69 59�5 36�2

未参保原因 社保基金投资前景不乐观 商业保险更有吸引力 家庭保险更有保障

认同度 57�6 12�4 7�6

私营企业人员构成复杂对社会保险参保率的影响占 36�2%, 说明私营企业人员构成及流动

性对参保确有影响, 但并非主要因素。随着社会保险统筹的逐步提高, 这一因素的影响还将进一

步弱化。从对社会保险的认同度调查结果看, 私营企业及其员工对加入社会保险制度的认同度高

达91% , 商业保险及家庭保障对社会保险的冲击力度都不太显著, 说明社会保险的保障作用还

是得到了大多数企业和员工的认可的, 社会保险本身拥有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社会保险供求差异的负面效应及其解决途径

在社会保险供求差异较大的情况下, 一味加大参保的强制力度可能会引发私营企业及其员工

经济行为的扭曲, 并削弱制度效果, 对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产生负面影响。表 3、表 4是有关私

营企业及员工在现有制度层面下的参保反应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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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企业参保后的经济反应 %

企业参保反应 对企业佣工决策无重大影响 降低员工薪水 减少或停止招工 不确定

认同企业比重 50�0 18�6 21�9 9�5

表3反映出一半左右的企业认为参保不会对自身的经济行为产生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社会保

险的经济影响是中性的, 这当然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况。但是也有近一半的企业行为因参保而发

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其中 21�9%的企业将减少或停止招工以应对社会保险带来的成本上涨压
力, 另有 18�6%的企业会降低员工薪水, 将社会保险成本直接转嫁至员工身上, 这对于扩大就

业、提高整体经济效益显然是不利的。

表 4 � 员工参保后的经济反应 %

员工参保反应 工作积极性提高 对工作效率无影响 工作积极性下降 辞职

发生的认同率 21�0 49�0 26�7 3�3

表4显示, 近一半的私营企业员工的经济行为不会受到参保的影响, 21%的员工会因参保而

提高工作积极性, 但另有 26�7%的员工表示参保将会导致工作积极性的下降, 甚至有 3�3%的员
工会因参保而辞职, 可见参保对员工积极性的负面影响要大于正面激励。通过对员工户籍与参保

反应的交叉分析, 发现参保后工作积极性下降甚至辞职的员工以户籍为浙江省和温州地区的员工

居多, 占全部员工的84�3%, 是省外来浙员工的5倍多, 反映当地员工社会保险意识的淡薄。员

工对参保的抵触态度使得以维护员工根本利益为目标的社会保险制度缺少了推广的基础, 一定程

度上压制了正规就业渠道的发展, 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和劳动者利益的根本维护。

以上分析说明, 高费率和制度供求内涵的不匹配, 是阻碍社会保险制度发挥正面激励作用的

根本原因。因此, 当务之急是在明确私营企业社会保险诉求的基础上控制制度供给价格。首先,

应降低私营企业对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成本的偿还责任。私营企业未享有过传统社会保险的福利,

现阶段加入社会保险制度的目的应从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 而非承担国有企业的养老债务,

在明确各方偿债责任的基础上, 企业缴费负担会有所下降。其次, 借鉴上海与成都的综合社会保

险模式, 按照私营企业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佣工特点, 根据私营企业社会保险项目需求程度, 缩减

社会保险项目和保险程度, 制度的激励效应较易实现。当然, 提高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也是提

高社会保险需求、加大社会保险制度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另外, 有学者提出应重新认识社会保障

内涵, 弱化社会保险, 建立以防止老年贫困为基本目标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
[ 7]
, 这种做法也将大

大降低现有制度的执行成本, 社会保险制度供求均衡易于实现。总之, 私营企业社会保险制度的

诉求调查以及社会保险制度实践都说明了社会保险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异对制度建设和推广

有重要影响, 只有符合企业承受力和需求倾向的社会保险制度供给, 才能促成创业与社会的双蠃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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