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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生育待遇均不会减
专家解读“五险”变“四险”：

对职工有什么好处？

如果生育保险也参照医疗报销的标准，那么参保职
工可报销金额会增加。

例如：
假设北京市公立医院的产检费用至少要 5000-

6000 元，但只能报销 1400 元，个人起码承担 4000 元以
上。 但如果按照医疗报销的标准，超过 1800 元的部分可
以报销，个人只需承担 1800 元就可以了。

对企业有何好处？

调整之后，企业的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缴存总比例
将下降 1.25%，那么一年能省多少钱呢？

例如：
假设一个有 500 名员工的中型企业，员工的平均工

资为 8000 元/月 ， 那么一个月可以少缴 8000×500×
1.25%=50000 元，一年就可以节省 60 万元，实实在在为
企业减轻了负担。

12 月 20日，人社部网站消息称，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河北邯郸市等 12个生育保险和
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城市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这意味着在这些试点城市，“五险”将变成“四险”，且参加医疗保
险的女职工将可以享受到生育保险待遇。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对《草案》作说明时表示，生育和基本医疗
保险在医疗服务项目上有共同之处，特别是在医疗待遇支付上有很
大共性，将两项保险合并实施能降低运行成本。

尹蔚民还透露，改革试点的思路为：保留险种、保障待遇、统一管
理、降低成本。

改革后，将给职工权益和企业降成本带来哪些变化呢？

记者了解到，生育保险费用是由用人单位缴纳
的，个人不用缴纳。目前，灵活就业以及就业单位不愿
为其缴费的女职工，都享受不到生育保险待遇。根据
中国社科院农民工调研报告，接近 5000 万女性农民
工群体的生育保险几乎完全没有覆盖。

人社部发布的 2015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年度数
据显示，生育保险覆盖面过窄，当期末医疗保险参保
人数 6.66 亿人，期末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仅为 1.78

亿人，不到医保参保人数的 1/3。
“通过合并实施，将使征缴面较窄的生育保险迅速扩

容”。中国社保学会理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
院长孙洁曾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合并实
施后，生育保障就将成为医保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参加
了医保，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生育保障的相关权利。

“两险合并，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群将直接受
益。”孙洁说。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表
示，合并两个险种并不直接带来费率的降低，但能带来
制度运行成本的下降。

杨燕绥说，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
津贴。 生育保险支付的生育医疗费用发生在医院，跟医
疗保险运营是相似的，合并经办可以节省管理经费和成
本，生育险中支付的一些与医院有关的报销也会更加便
利。

“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合并实施后， 过去不同险种
分设的经办机构就可以合并。 ”杨燕绥表示，这也是两险
合并实施带来的成本下降。

杨燕绥表示，除了生育医疗费用的支付外，生育保
险还承担着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支付生育津贴。

“两个险种可以合并经办， 但绝不能取消生育保险
发放生育津贴的功能。 ”杨燕绥说，对于一些纺织、零售
等女工多的地方，如果取消了生育津贴，那么女工生孩
子时还需要企业来发工资，这就加重了企业的成本。

（罗娟 京华）

专家：生育津贴不应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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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洁分析，将两个体系纳入一个体系，带来的好
处是行政成本降低，人员精简、开支减少。企业也将存
在费率下降的利好。

不少社保专家表示，小险种向大险种合并，险种统
一整合，是现阶段降低社保费率比较有效的一个途径。

据尹蔚民透露，改革试点思路中包含“降低成
本”。不少专家预测，两险合并后，总费率可能会继续

下降、“微调”，并且应该下调两险的企业缴存部分。
人社部、财政部曾联合发文决定自去年 10 月 1

日起适当降低生育保险费率。根据规定，生育保险基
金累计结余超过 9 个月的统筹地区，应将生育保险基
金费率调整到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 0.5%以内，当
时，有业内机构初步测算称，该项费率的调整可为全
国企业每年减轻负担 120 亿元。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除
了生育医疗费用的支付外，生育保险还承担着一项重
要的功能，就是支付生育津贴，也即支付参保人在产
假期间的基本工资。

此次两险合并，社会普遍聚焦是否会“取消生育
津贴”。

孙洁建议，生育医疗费由生育医疗保险基金
支付，在职人员生育津贴按照病假工资由用人单

位支付，领取时间统一为产假时间; 失业人员生
育津贴由失业保险支付，领取时间可以参照失业
保险的领取原则，每缴纳一年生育保险费可以领
取一个月的生育津贴，最长不超过法定产假时
间。

孙洁认为，一旦将生育保险纳入医疗保险制度
中，必须保证报销方式实现无缝隙对接，保证原生育
保险的作用能够完全实现。

两险的缴纳比例各省市不尽相同，一般是医疗保
险个人缴纳 2%左右，单位缴纳 10%左右;生育保险个
人不用缴纳，单位缴纳 1%左右。人社部曾两次要求生
育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超过 9 个月的统筹地区生育保
险费率调整到 0.5%以内的政策。职工个人的缴存费率
维持在 2%，因此，“到手的工资不会受影响。”

记者了解到，生育生产过程中，女职工的住院生
产费用一般由医保基金实时结算，但产前检查费用需
要等生产之后由生育保险基金单独报销结算。孙洁认

为，生育中不少医疗费用既可以属于生育医疗费用，
也可以属于一般疾病医疗费用。两险合并，可以有效
化解生育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有交叉的情况。“可以
给参保人带来便利，比如报销时会更加便捷。”

记者发现，如果生育保险也参照医疗报销的标
准，那么可报销金额会增加。比如在北京市公立医院
的产检费在 5000 元左右，但生育保险只能报销 1400
元。如果按照医疗报销的标准，超过 1800 元的部分可
以报销，可以报销的产检费用将提高很多。

费率微降存在空间，企业成本将降低

生育津贴是否会被取消备受关注

生育费用报销标准可能提高

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人群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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