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工一：
缴多了拿到手的现金就少了

邹富顺： 老实说，我是不太想缴社保
的，觉得现在所缴社保偏高。而且当前货币
贬值趋势大，一旦退休所领养老金会因货
币贬值而缩水。与其缴纳社保，不如多一点
现金在手上拿得踏实安心，等积累到一定
程度可以买点基金等投资，这样可能就能
赚回退休后的养老金。

林志强： 我也觉得现在社保费缴得偏
高，虽然我每个月社保个人缴纳只占收入
5%左右。但毕竟缴得越多，当月所能领到
的实际工资就少了。最近新闻上说我们国
家又将延长退休年龄，以后的养老金拿多
拿少谁也无法预料。讲真话，还不如现在

“落袋为安”。
朱昌杰：我每个月的工资大概在 5600

元，个人所缴纳的社保约为 276 元。照这个
数，公司应该是按广州市最低基数缴费的。

不过没有关系，按照目前的物价和工资水
平，我也不希望社保缴纳基数太高。如果可
以，我希望将来个人社保缴纳部分可以随
时提现。

员工二：
社保缴费比例不能降低

陈太和： 我不同意上述几位工友的观
点。我认为，从长远来看，现在社保缴费比例
是偏低的，因为社保缴的多少，和退休以后
享受的待遇是挂钩的。目前我国的个人养老
金逐年增长，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的寿命增加，以后可以领取得越多，因此相
对于缴费来说，肯定更加划算。我有不少朋
友在欧美工作，有一位在德国工作的朋友经
历了一次重大疾病需动大手术，整个治疗期
间他个人几乎没出钱，原因在于他缴了德国
的社保。我同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
家的社会保障水平也会越来越高。

企业：
社保缴费率超过用工成本的三成

陈玲莉：我们企业有 30 人左右，社保
缴费率为 25.7%，其中企业为 16.5%，个人
为 9.2%，如果再加上住房公积金，超过了
个人工资总额的三成。虽然深圳的社保缴
费率相比全国而言低很多，但仍然给企业
和员工较大的压力。受经济下行的影响，今
年公司发展压力也更大，加上市场竞争激
烈，利润空间本来就很小。对于我们这类小
型民营企业来说，过高的“五险一金”缴纳
比例占了净利润的相当一部分，增加了企
业经营困难，减弱了企业活力。从企业的层
面来说，我们当然希望社保缴费率能降低。

周艳英：社会保险是我们的基本保障，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做到合理征缴，
待遇最大化，相信企业和个人都会自愿缴
纳。但目前缴费比例确实偏高。拿我们企业
来说，公司缴费比例约为 24.23%，个人为

10.2%。两者合计超过个人工资的 34%，导
致公司负担重，个人拿到手的现金少。

人大代表：
社保缴费降低
有利于调动职工参保热情

曾香桂：在走访中，企业和员工均提出
过社保费较高这个问题，反映尤为突出的
是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过高，金额高于心理
预期。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中小企业干脆不
给员工缴社保，直接把社保费以工资的形
式给员工，这将不利于全民社保体系的建
立。因此，我认为，通过有步骤地降低社保
费率，提高群众的参保热情，是很有必要
的。虽然个人缴费减少了，但是如果参保热
情调动起来了，总数有可能会持续增长，从
整体和长远看，这对社保资金有效运转将
起到积极的作用。

（下转第 7 版）

“五险一金”缴存比例高不高？怎么调？一直是企业和
职工关注的焦点。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
问时明确表示，在国家规定的框架下各地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阶段性地、适当地下调“五险一金”缴存比例。“总的
就是让企业多减轻一点负担，让职工多拿一点现金”。

3 月 17 日，“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纲要提出，
未来五年，我国将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
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未来将在国家规定
的统一框架下，让地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下调“五
险一金”的缴存比例。

两会落幕，一场降低“五险一金”费率的大幕随即拉
开。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已先行先试。相关数据显
示，目前我省的社保缴费率为 34%左右，全国平均水平
为 41%，社保综合缴费率已是全国的最低水平，职工养
老和职工医保的缴费费率也是全国最低水平。

据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省养老保险平
均费率为 14%多，各市的缴费率在 13%～15%之间，而外
省比例普遍在 20%左右。职工医保的平均缴费水平为

6%，比外省 8%、10%的缴费水平要低。
去年我省出台规定进一步调低工伤保险费率，截至

今年 1 月，全省各市已出台政策降费率，全省工伤保险
平均费率由 0.63%降至 0.43%，其中深圳最低，平均费率
仅为 0.21%。预计全年参保企业可减少缴费 21 亿元，惠
及 180 多万家单位、3100 多万名职工，工伤保险个人不
用缴费。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水平并不受影响，而
且每年还会随着职工平均工资和生活费用变化等情况
逐步调整提高。

今年 3 月 1 日起，我省也将失业保险费率从原来的
2%降低至 1%，其中，单位费率从 1.5%降至 0.8%，个人费
率从 0.5%降至 0.2%。2016 年预计全省参保企业可少缴
费 53 亿元，个人少缴保费 24 亿元。调低后，广东省的失
业保险费率处于全国最低水平。这是广东 2013 年以来
第二次下调费率。

在此情形下，我省的“五险一金”费率是否还有下调
的空间？下调后又将对职工产生什么影响呢？日前，本报
约请有关嘉宾进行了圆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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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险一金”费率要下调，该怎么调？

本期嘉宾：

为何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