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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
告诉记者，2014 年深圳养老保险实施细则规定养老保
险补缴的具体办法由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另行制定。
养老保险条例实施有两年多的时间了，细则实施也有
一年多的时间了，补缴的具体办法还没有出台。

翟玉娟表示，截至 2013 年底，深圳养老保险基金
滚存结余 1829.102 亿元，可以说深圳的养老保险不差
钱，这其中就包括有不断进出深圳的退保农民工的贡
献，他们没有能够享受深圳养老保险带来的利益。“如
今，面对在深圳奋斗多年的外来劳动者，应给予他们公
平合理的补缴程序和机会，不要让为深圳奉献了青春
和汗水的劳动者再流泪，不要让他们老无所养，两手空
空离开。”翟玉娟指出，这一问题若不能妥善解决，第一
代农民工将成为被养老保险体系抛弃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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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还有多少彭小
梅此类老工人将面临此
境？

去年 8 月，中山大
学法学院讲师黄巧燕带
领法律诊所的学生参与
了一项民间调研：了解
即将退休的在深农民工
保障情况。他们了解的
情况是：200 多名工龄
15 年以上的老工人里，
仅有一半的人缴满 10
年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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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一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根据 2013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
《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四十条规
定：职工认为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养
老保险费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
侵害之日起两年内向市社保机构投诉、举报。投
诉、举报超过两年的，市社保机构不予受理。这
条规定限制了工人追缴超过两年的社保。

与此同时，该条例还规定：“本条例施行
前，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未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
险费，超过法定强制追缴时效的，可以申请补
缴养老保险费，并自应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
之五的滞纳金。”这意味着允许劳资双方协议
补缴，但是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依然无法办理。

“补缴两年”是深圳养老保险补缴的关键
节点。那么这一期限究竟如何产生的呢？该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两年限制源于《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二十条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
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 2 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不再查处”。

“去年 12 月 11 日，因为满
50 岁到了退休年龄，我便被‘退
休’。”1992 年，彭小梅从湖南老
家来到深圳，加入英宝制品厂，从
一名车工做起，先后任车工、指导
工，副组长、组长，总经理助理。

1999 年 1 月，《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开始实
施，厂里只给少数几名员工参保。2001 年 11 月，彭小梅作为车间组长，
成为厂里较早的一批参保员工。2014 年 12 月，她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因
未缴满 15 年社保，无法领取养老金。

“我对于社保一无所知，快退休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得知
同事退休后“老无所养”，她急了，曾找到厂里负责人，要求补缴其 1999
年到 2001 年的社保，但厂里以没有政策规定为理由拒绝了。彭小梅到
深圳市人社局咨询，得到的回复是过了两年追诉期，不予受理；但可以
个人延缴两年，缴满年限后领取退休金。

彭小梅算了一笔账，依照目前深圳市个人参保缴费标准，个人缴费
每个月要交 1032 元，每年还会上浮，缴满两年大约需要 3 万元。“现在
没有工作，怎能负担这笔社保费？”彭小梅一脸焦急。

无奈之下，她只能选择用法律保护自己。2014 年 7 月，彭小梅与 9
名申请补缴遭拒的工友决定进行行政诉讼，状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行政不作为。结果是意料之中的败诉，彭小梅决定提起上诉。

而彭小梅所在的工厂负责人态度坚决。他告诉记者，彭小梅正在走法律途径，是否
为其补缴社保，他们只听从法院的判决。

4 月 29 日，由深圳市基层色素摄影发展中
心主办，反映深圳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问题的

“青春·养老·深圳———第一代农民工生活实录
摄影展”在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摄影展通过摄影师占有兵的镜头，
呈现七名第一代农民工“退而不休”的生活状
况，直面这一群体的养老问题。

除了摄影师的摄影图片，记者还在现场看
到了 7 位主人翁的历史旧照片、录像、实物以
及实景还原。占有兵告诉记者，去年底开始为
他们拍摄照片，虽然他们有些人退休了，因为
没有生活来源，依然每天为生计在奔波，他只
能每个周末去他们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拍摄，
力求展现最真实的第一代农民工生活场景。

“很心酸”，这是占有兵长期与他
们接触，深入了解其生活状况后的最
深感受，作为农民工摄影师，他觉得

自己的生活已不容易，却发现第一代农民工的
生活远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差。

镜头里，第一代农民工居住在工厂宿舍的
上下床中或者城中村狭小的出租屋内，每年穿
梭在繁忙的春运中……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任
劳任怨是他们共同的特征。

占有兵表示，如今他们老了，不能再像年轻
时一样拼命了，他们也想“每个月能领一点钱，
休息一下”，这时候才突然发现自己连领取养老
金的资格都没有。

“我 1992 年来到深圳打工，养老保险费
却只缴了 13 年多。 如今要退休了，只希望能
和深圳人一样享受养老待遇，让我‘老有所
养’的梦想早日实现！ ”这是彭小梅在“第一
代农民工生活实录摄影展”上写出的心声。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 年全国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
样调查结果 ，2014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7395 万人，比上年增加 501 万人。从年龄层
次来看，50 岁以上的农民工占 17.1%， 超过
4600 万人，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然而，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却逐渐
成为劳资矛盾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珠
三角地区，尤其是深圳，第一代农民工已经
开始到了退休年龄，却因政策等因素，面临
“老无所养”的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