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第6期 

(总第 189期) 

人 口与 经 济 
P0PULAT10N ＆ ECON0MICS 

No．6．2011 

(Tot．No．189) 

社会保障研究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研究 

王国辉，黄镜伊，王利军， 王小丹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辽宁 阜新 123000) 

摘 要：文章分析了我国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灵活就业的状况和特点，建立了养老保险缴费压 

力模型，对城镇中低收入灵活就业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养老保险缴费给这些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超出了其承受范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提出了建立养老保险缴费减免补偿机制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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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目标的日益临近，城镇 

养老保险扩面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当前城镇养老保险扩面的主要对象为城镇中低收入者，这些人 

绝大部分是灵活就业人员，收入水平低，缴费能力差，是养老保险扩面的难点。 

对于养老保险扩面，学者们多从居民的缴费能力人手进行研究。王增文、邓大松运用柯布一道格 

拉斯生产函数测算了社会保险各缴费主体应承担的适度缴费比例，认为无论是城镇职工还是农村居 

民，其个人缴费能力都没有问题⋯。米红、余蒙揭示出我国分收入和分地区人群的社会养老保险缴 

费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认为低收人群体养老保险适度缴费能力低于可支配收入的5％_2 J。 

以上学者都是从居民缴费能力的视角进行研究，计算出缴费能力上限、下限和适度缴费率，对我 

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经过多年的探索和修正，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基本 

定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三种主要养老保险制 

度的缴费率已经基本固定，近期不太可能进行大的改动。因此，单纯从公民缴费能力出发研究养老保 

险问题对养老保险政策的实际指导价值有限。本文从中国养老保险现实的制度安排出发，研究养老保 

险缴费对城镇中低收人家庭产生的缴费压力，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一

、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与灵活就业 

中国的统计部门通常把城镇家庭按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排队，按 10％、10％、20％、 

20％、20％、10％、10％的比例依次分成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 

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七组，最低 5％的居民户为困难户。本文的中低收入家庭包括 

中等收人户以下的家庭 (占总数的60％)。数据表明 (见表 1)，高收人家庭的就业主要为国有单位 

等正规就业，而中低收入的家庭的就业主要以灵活就业①为主。以2008年为例，困难户、最低收入 

户、低收入户灵活就业 (个体等就业)比重依次为62．9％、58．3％、48．6％，几乎都在一半以上， 

是最主要的就业形式，其中困难户灵活就业比重高达60％以上，最低收入户也接近60％；而低收入 

户的国有单位就业比例几乎都在30％以下。中等偏下收人户灵活就业的比重排在第二位，但也超过 

了 1／3；中等收入户灵活就业比重也达到了28．0％。 

由于家庭成员问的就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就业存在马太效应，家庭中有高质量正规就业人 

员，其他家庭成员的就业一般也不会差，进入国有单位就业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家庭中只有灵活 

就业人员，其他成员就业也很难进入国有单位获得正规就业②。当前，虽然对灵活就业人口没有统 
一 的统计口径，但研究者一致认为我国灵活就业人口规模非常庞大，穆怀中、柳清瑞等推算2001 

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数量规模超过 1．3亿人 J。因此，我们推断，在城镇中低收入户中，存在大 

量的灵活就业家庭，尤其是困难户和低收入户中，绝大部分是灵活就业家庭，即家庭中的就业人 

口全部是灵活就业人员。 

表 1 2008年城镇家庭就业状况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城市 (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注：个体等就业类型是指城镇个体经营者、城镇个体被雇人员以及其他就业人员。 

① 灵活就业人口指未建立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关系而从事问歇性劳务供给的劳动者群体，主要包括城镇国有集体企业离岗下岗人 
员、城镇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等。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相应的统计体系，无法获得准确的数据，我们把城镇个体 
经营者、城镇个体被雇人员 、其他就业人员等粗略地算做灵活就业人员，即表 1中的 “个体等”就业类型。 

② 笔者的调查表明，煤炭企业下岗职工的家庭成员中没有其他人就业的情况占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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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中低收入灵活就业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 

在我国现行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下，灵活就业人员需要缴纳较高比例的养老保险费，这 

给城镇中低收人灵活就业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缴费压力。 

1．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的含义 

中国是受儒家传统深刻影响的国家，许多重要事件的决策都是由家庭做出的。参加养老保险的决 

策是家庭中的重要事件，假设是由家庭做出的决策。也就是说，养老保险缴费主要是家庭行为，家庭 

是养老保险缴费的行为主体，是承担养老保险缴费压力的主体。 

《辞海》中压力的定义为 “垂直作用于物体表面的力”，而作用于单位面积上的压力叫压强，是 

表示压力作用效果的物理量。本文养老保险缴费压力的概念实际上和物理学中的压强相近，不是单纯 

指缴费有多少，而是指养老保险缴费对家庭所造成的负担和影响。具体地说，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 

是指家庭的养老保险缴费对家庭可缴费收入所产生的压力，或者说是家庭每单位可以用来缴纳养老保 

险费的收入所承受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可以用家庭所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占家庭总收入减去当前刚 

性支出所剩余额的比例来表示。 

2．灵活就业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模型 

假设用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指数P来表示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根据养老保险缴费压力的定 

义，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指数P等于家庭所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和家庭养老保险可缴费收入的比 

值。即： 

P：A／B (1) 

其中，A表示家庭养老保险缴费额；B表示家庭养老保险可缴费收入额。 

假设城镇一个典型家庭人口数量为 ，家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Ⅳ，年人均总收入为，，社会养 

老保险缴费基数为D，社会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率为r，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c，家庭人均购房与建 

房支出为z ，家庭人均转移性支出为z ，家庭人均财产性支出为z ，家庭人均借贷支出为z ，家庭 

缴纳其他社会保障费为 5。假设 C=c·，，S=口·，；二者为家庭的基本刚性支出。家庭人均购房与建房 

支出z 属于基本居住支出，家庭人均转移性支出z 主要包括赡养费和子女在外学习费用，家庭人均 

财产性支出 主要指利息支出等，这三项支出也都为基本刚性支出，优先于养老保险，假设 z + 

z +Z，=Ot·Io家庭的人均借贷支出为z4，主要是指存入储蓄款，这部分完全可以不用储蓄而用于养 

老保险的支出，可假设 Z4=0。 

则家庭养老保险缴费额 如公式 (2)所示： 

A=N·D·r (2) 

家庭养老保险可缴费收入额日如公式 (3)所示： 

B=M(，一C—Z。一z 一Z，一Z4一S)=M ·，(1一Ot一 一c) (3) 

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指数P可以表示为公式 (4)： 

P=N·D·r／[M ·，(1～Ol一 ～c)] (4) 

设该家庭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费支出占全家总收入的比例为养老保险家庭实际缴费率b，则b可 

由下面公式 (5)表示： 

b=N·D·r／(M ·，) (5) 

家庭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压力系数P可以表示为公式 (6)： 

P=6／(1一Ol一 一c) (6) 

如果b<1一Ol一 一C，则0<p<l，说明家庭养老保险缴费没有超过家庭基本刚性支出后剩余的 

收入，养老保险缴费的压力不大。P越小，说明缴费的压力越小。 

如果6≥1一 一 一C>0，则p≥1，说明家庭养老保险缴费超过了家庭基本刚性支出后剩余的收 

入，养老保险缴费的压力较大。P越大，说明缴费的压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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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1一Ol一 一c=0，令P=P ，是一种特殊情况，说明家庭基本刚性支出刚好满足，没有多余 

的钱缴纳养老保险费，说明养老保险缴费的压力很大。 

如果 1一Od—JB—c<0，则P<0，说明家庭的收入过低，连家庭基本刚性支出都无法满足，更不用 

说缴纳养老保险费了，说明养老保险缴费的压力极大。 

3．灵活就业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设 e为家庭的灵活就业人口比率 ，则有公式 (7)： 

e=N／M， (7) 

e值越小，家庭灵活就业人口越少；e值越大，家庭灵活就业人口越多。 

设d为家庭经济地位指数，用家庭总收入和社会平均工资的比值来表示 ，具体见公式 (8)： 

d=I／D (8) 

d=l，说明家庭经济地位处于社会中游水平；d<1，说明家庭总收入和社会平均工资相比较低， 

d值越小，表示家庭经济地位越低；d>1，说明家庭总收入和社会平均工资相比较高，d值越大，表 

示家庭经济地位越高。 

设家庭的食物消费支出为 C ，家庭的非食物消费支出为C：，则 C=C +c 。我们知道，n =C。／ 

C为恩格尔系数，并假设 。=C。／C为富裕系数。则有： 

c．-c／，= =(凡 +n )·c (9) 

则家庭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压力系数P可以进一步表示为公式 (10)： 

p 6／( 一 一 一c) —二— —二 _二 ( o) 

假设通常情况下， 、 固定不变，则公式 (10)表明，家庭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压力系数P主要 

受家庭灵活就业率e、养老保险缴费率r、家庭经济地位指数d、家庭消费比例和恩格尔系数有关。P 

与e成正比，家庭灵活就业人口越少，家庭缴费压力越小；家庭灵活就业人口越多，家庭缴费压力越 

大。P与r成正比，养老保险缴费率越低，家庭缴费压力越小；养老保险缴费率越高，家庭缴费压力 

越大。P与 d成反比，家庭经济地位越低，家庭缴费压力越大；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家庭缴费压力越 

小。P与rt 成正比，因为根据经济学家研究，家庭恩格尔系数凡 越高，家庭消费率越高，家庭的缴 

费压力也就越大；家庭恩格尔系数n 越小，家庭消费率越低，家庭的缴费压力也就越小。 

4．中低收人家庭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缴费压力的实证分析 

2005年国务院 38号文件明确提出，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都要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缴 

费基数为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 ～300％，一般分为五个缴费档次；缴费费率为20％，其中 

8％计人个人账户，其余进入统筹账户；退休后按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计发办法计发社会养老金。 

我们设定缴费率为 20％，并只 

喜缴 鍪 苎 种 城 鞭2008釉#-)哏 业 
情况，即缴费基数分别为社会平均工 - — ■— 百一 

资的60％和100％，分别计算出城镇 

困难户、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 

等偏下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的养老保 

险实际缴费率和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压 

力系数，详见表2。 

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如果 

按照社会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参加 

中间档的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数据来源：表中数据为根据公式 (1) ～(9)计算所得。其中，社会平均工资数据 

来自网站 http：／／www．itthr．com／neiye．asp?xiazai—id=8。 、Ⅳ、，、c、n1的数据 

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OO8／indexch．htm。 

注：b 和P，分别表示按照社会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时的家庭养老保险实际缴 

费率和压力指数， 和P 分别表示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时的家庭 

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和压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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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的缴费率对于城镇收入最低的5％的困难户而言，其实际缴费率高达 48％；对于收入最低的 

10％的最低收入户而言，20％的缴费率意味着实际缴费率高达 43％；以此类推，低收入户、中等偏 

下户、中等收入户20％的缴费意味着实际缴费率分别达33％、26％ 和20％。可见，如果按照社会平 

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收入后60％的家庭的负担率都超过了20％。 

如果按照最低档次缴费，即缴费基数仅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60％计算，20％的缴费率对于城镇 

收入最低的5％的困难户而言，其实际缴费率高达29％；对于收入最低的10％的最低收入户而言， 

20％的缴费率意味着实际缴费率高达26％；对于低收入户而言，20％的缴费率意味着实际缴费率高 

达26％；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20％的缴费意味着实际缴费率分别达16％、12％，都低于20％。 

可见，如果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 60％作为缴费基数，收入最低的 20％家庭的负担率也都超过 

了20％。 

再来看缴费压力指数，对于按照社会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的中间档缴费，困难户的缴费压力指数 

为负值，达到一12，说明缴费对困难户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根本没有能力缴费；最低收入户的缴费压 

力指数为P ，说明缴费压力很大，无力缴费；低收入户的缴费压力指数达4．13，说明缴费压力较大， 

只具备部分缴费能力；中等偏下收入户和中等收人户的缴费压力指数分别达2和1．33，都大于1，说 

明缴费压力较大，这部分家庭只具备部分缴费能力。因此，以社会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的中间档缴费 

的缴费，对于城镇60％的中低收入灵活就业家庭来说，产生了非常大的缴费压力，这部分家庭完全 

不具备缴费能力或只具备部分缴费能力。 

对于按照社会平均工资 60％为缴费基数的最低档缴费，困难户的缴费压力指数为负值 ，达到 

一 7．25，说明缴费对困难户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根本没有能力缴费；最低收入户的缴费压力指数为 

P ，说明缴费压力很大，无力缴费；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收入户缴费压力指数分别达2．5和1．23，都 

大于 1，说明缴费压力较大，也只具备部分缴费能力；中等收入户的缴费压力指数为 0．8，虽然小于 

1，但也接近1，说明缴费压力不大，但也不是很轻松。因此，即使是以社会平均工资60％为缴费基 

数的最低档缴费，对于城镇收入最低的 40％低收入灵活就业家庭来说，产生了非常大的缴费压力， 

完全不具备缴费能力或只具备部分缴费能力。 

可见，对于城镇中低收入户的灵活就业家庭而言，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缴费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缴 

费压力，哪怕是最低档的缴费标准也使其压力巨大，很难承受。 

三、城镇中低收入灵活就业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的影响 

城镇中低收入灵活就业家庭承受的巨大的养老保险缴费压力，对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扩面、养老 

保险缴费的连续性、居民消费水平和中低收入灵活就业家庭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阻碍城镇养老保险扩面 

有研究表明，中国社会保险覆盖面较低，而社保覆盖面扩大速度较慢是导致覆盖面狭小的主要原 

因之一_4 J。社会保险覆盖面扩大速度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规就业人员已经基本被养老保险 

制度覆盖，而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灵活就业人员时遇到了阻碍，进展缓慢。据 《劳动和社会保障统计 

摘要2008))显示，2008年非企业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只有 1409万，参保率仅为 11．14％。非 

正规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扩面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在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下，养老保险缴费对 

我国城镇中低收入灵活就业家庭产生了巨大的缴费压力，这种压力已经超出了许多家庭的承受范围， 

根本无力承受养老保险缴费，许多中低收入家庭无法参加养老保险。 

2．导致大量养老保险中断 

我国许多城镇中低收入灵活就业家庭中的就业人员曾经是国有或集体企业下岗职工，曾经参加过 

各种社会保险。这些人从企业下岗后，成为灵活就业人员，由于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制度对他们形成的 

巨大缴费压力，使这些人无法承受，导致养老保险缴费中断。这种现象在许多省份都不同程度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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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截至2007年上半年，全省参加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过缴费记录，却因中断 

缴费将来可能无法领取养老金的 “断保”人员已经超过 81万人 J。武汉市约有 32万灵活就业人员 

养老保险处于断保状态，占参保总人数的四成 j。而截至2009年5月，山东省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 

共有 1055万人，实际缴费人数933万人，“断保”122万人，占参保总人数的11．56％[71。 

3．影响居民消费水平 

近年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地刷新历史最低纪录，2008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 

已经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35．3％，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结 

构亟待解决的最主要矛盾之一。城镇中低收入灵活就业家庭面临巨大的养老保险缴费压力时，许多家 

庭不得不省吃俭用、勒紧肚皮，从消费中省出一部分钱缴纳养老保险费，这必然会挤 占他们的食品、 

医疗和教育等消费，这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重要原因，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造成不利影响。 

4．中低收入灵活就业家庭生活雪上加霜 

城镇中低收入灵活就业家庭面临巨大的养老保险缴费压力时，一些家庭不得不通过借债缴纳养老 

保险费，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笔者对煤炭企业下岗职工的研究表明，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煤炭企业下岗职工仅有 51．3％是自己积累的钱缴费；其余 

26．1％是借钱缴费，17．1％是家人或亲朋替缴费。这给困难群体带来极大的压力。本来是为了化解其 

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却使他们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在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员当中，有67％的家庭感 

觉缴纳社会保障费后压力特别大，生活水平下降很大；有 28％感觉压力较大，生活水平受到一定影 

响；只有5％的家庭感觉压力不大，生活没有受到影响。此外，对于根本没有任何缴费能力的特困人 

群，由于没有任何社会保险的缴费记录，自身完全暴露在各种风险当中，对他们的身心和生活产生了 

巨大的压力，甚至对未来失去信心，有高达28．5％的人抱着活一天算一天的心态，有12．8％的人觉 

得没希望和极度绝望。我国社会保障以社会保险为主体，这一制度的特点是将来养老金等待遇必须以 

退休前的缴费记录为基础计算支付待遇。由于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没有任何缴费记录，或缴费记录不 

足，退休后必然陷入困境，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后患无穷。 

四、化解中低收入灵活就业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的对策 

化解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从理论上讲主要有三条路径。第一，重新建立制度，或 

对现有制度进行修改，主要是降低制度的缴费率和待遇；第二，提高城镇中低收人家庭收入或发掘城 

镇中低收入家庭现有资源，节省开支，寻找社会支持 (向亲戚朋友借贷)；第三，以现有制度为依 

托，在保持现有制度费率和待遇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建立社会保险缴费减免补偿机制，由政府出面帮 

助化解养老保险缴费压力。 

对于第一条路径，无论是重新建立制度，还是修改制度，降低缴费率，虽然不需要增加政府的直 

接负担，但必然会加重制度的碎片化，降低城镇中低收人灵活就业家庭养老保险待遇，引起社会收入 

差距扩大，从制度的统一性和制度的公正性上看，这条路径虽然能够行得通，但不可取。 

第二条途径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城镇中低收入灵活就业家庭节约开支已 

没有空间，他们的各种消费和支出几乎都是刚性的消费和支出。而刘汶蓉、徐安琪的研究表明，那些 

长期经历经济压力、家庭成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强的脆弱家庭，压力缓解面临内外资源 

“双低”局面，即家庭成员进行自我潜能挖掘、解决家庭压力所需的个性特征、文化知识和技巧等能 

力构成较低；而脆弱家庭的亲友非正式支持网络也不发达 J。王国辉等对煤炭企业下岗职工的研究 

表明，煤炭企业下岗职工社会资本比较缺乏，他们平时的主要交往对象中，以下岗职工为主，具有较 

多政治、经济资源的人总计为8％[91。 

中国应该选择第三条路径。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一些低收人群体无力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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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为了保障所有人口都能够被基本社会保险所覆盖，发达国家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保险缴费减 

免优惠政策，对无力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群给以减免、补助等，基本实现了社会保险的全覆盖。借鉴 

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也应该着手建立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减免补偿机制，化解养老保险缴费对城镇中 

低收入者的巨大压力。 

1．低收人群体养老保险统筹账户视同缴费机制 

对于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镇居民 (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的缴 

费全部免除。对于在劳动年龄内，因病或残疾导致在一定时期失去工作能力而无法工作的城镇居民 

(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养老统筹账户缴费全额免除，并形成统筹账户视同缴费记录。对于处于失业 

状态，但有工作能力并正在积极寻找工作的情况，进行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减免。全额减免的时问按照 

1：1计算，即获得 1年的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全额减免，则视同缴纳了1年的统筹账户养老保险费。对 

于收入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0％之间的城镇居民 (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养 

老保险统筹账户的缴费免除80％。对于收入在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30％和当地社会平均工资50％之间 

的城镇居民 (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缴费减免50％。 

以灵活就业人员为例，养老保险缴费率一般为18％，计人统筹账户一般为 10％，个人账户为 

8％。如果按照最低缴费档，即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 

工资为29229元①，则养老保险全年需缴费3156元。2008年，2334万城市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 

障。全年税收收入 57862亿元 (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比上年增加 8413亿元②。如果城 

镇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群体全部减免统筹账户养老保险费，共需409亿元。这笔费用仅占当年税收 

收入的0．72％，占当年新增税收的4．9％。对于部分减免的情况，总体上花费也不会增加太多，财政 

完全能够承受得起。 

2．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缴费计人机制 

从长远来看，加强低收入群体的培训，通过促进就业来提高其社会保险缴费能力是根本途径。但 

低收入群体参加学习和培训就意味着培训期更低的收入，缴纳养老保险费更加困难，这也成为许多灵 

活就业人员不愿意培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培训和学习期间能够自动计入缴费，相当于用学习和培 

训换社会保险缴费，既提高了就业技能，又不中断社会保险缴费，必将对灵活就业群体成功就业和提 

高就业质量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进而提升他们自己的缴费能力，最终不需要社会保险费减免，而且 

更能够实质性地降低贫困发生率；因为，“培养出一些才能是防止贫困的最可靠的办法”l1 。具体可 

以对于正在进行全日制的培训或正在进行职业技术学习的居民，如果其收入在社会最低生活标准以 

下，则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按照 100％全额计入缴费；如果收入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当地社会平 

均工资30％之间的城镇居民 (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则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按照 80％全额计入缴费； 

如果收入在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0％和当地社会平均工资50％之间的城镇居民 (包括灵活就业人员)， 

则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按照50％全额计入缴费。但因全日制的培训或正在进行职业技术学习的计入缴 

费累计不能超过3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信用”形式流行于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城市，参加慈善工作的志愿者 

可以从别的志愿者那里得到以时问为单位的报酬，“时间货币”是免税的，并且可以积累起来以支付 

保健以及其他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J。我国的一些低收入群体虽然缺乏现金支付能力，但他们一般 

拥有大量的闲暇劳动时间，可以组织低收入居民开展矿区复垦、植树造林、社区美化工程等义务劳动 

和志愿者活动，并把工时计入社会保险费，抵缴社会保险缴费。具体实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一种是 

在社区设立没有报酬的公益岗，工作的时间直接记入社会保险费；另一种是成立一些志愿队、植树造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咨询网，http：／／www．5llabour．com／html／103／103864．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tj ／ndtjgb／qgndtjgb／t20080228—4024649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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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队等，组织低收入居民参加，并按照工时直接记入社会保险费。但参加植树造林、社区美化工程等 

义务劳动和志愿者活动，累计不能超过3年。 

3．养老保险权利申请 

养老保险权利申请是这样一种思路：把在家照顾孩子、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人，或者是曾经 

从事过的危险艰苦工作看作一种有意义的社会工作，是对家庭和社会的一种贡献，这种贡献应该得到 

补偿，即具有一种获得某种补偿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申请转换为某种社会保险最低缴费的减免优惠 

权利。例如，因为在家每周花56小时照顾一名四岁以下的孩子而无法工作，或者每周花56小时照顾 
一 名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精神病人或者残疾人而无法工作，即可申请养老保险权利。每三个月的家庭 

权利可以折合为一个月的最低缴费年限，最低累计折合缴费年限不能超过2年。 

此外，我国如煤炭生产等特殊行业工作的职工，由于工作环境特别艰苦，实际能够工作的年限缩 

短，自然达到社会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难度增大，而煤炭企业职工露天和井下危险工作是社会发展的 

需要，他们为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应该得到某种补偿。可以将煤炭企业下岗职工下岗前 

从事的井下工作看作一种应该接受补偿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按照一定的方式冲抵养老金最低缴费年 

限。具体可以规定在井下从事一线的采煤工作或在露天矿从事一线的采煤工作，两年折合为一年补偿 

权利，即在井下从事艰苦危险工作两年，可以看作额外又实现了一年缴费年限，即最低缴费年限要求 

缩短一年。 

4．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机制 

我国从2O世纪80年代就陆续有一些煤炭企业破产，例如阜新市从2O世纪90年代末期就有矿井 

开始关闭破产，一些煤炭企业职工就开始下岗，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中断了养老保险缴费。这部分下 

岗较早、缴费中断时间较长的煤炭企业下岗职工，可以通过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激励他们补缴养老保险 

费，补全自己曾经中断的养老保险。例如，如果收入在社会最低生活标准以下，则申请人缴纳全部缴 

费的30％，政府补贴全部缴费的70％；如果收入在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0％和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50％ 

之间，则申请人缴纳全部缴费的50％，政府补贴全部缴费的50％；如果收入在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30％和当地社会平均工资50％之间，则申请人缴纳全部缴费的70％，政府补贴全部缴费的30％。补 

缴补贴最长时间不能超过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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