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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将专题研究企业欠费问题
13名广东全国人大代表关于社保追缴建议获答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我们高度重视欠缴

清理工作，采取多种措施指导地方做好相关工作，促进

基金应收尽收。”人社部养老保险司经商全国人大法工

委后，近日答复广东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时表示，将专题

研究解决历史欠费特别是《社会保险法》实施的企业欠

费问题。

记者了解到，在2016年、2017年全国两会上，陈舒

等13名广东全国人大代表连续两年联名提交了“关于

落实老有所养，请妥善解决社会保险费历史遗留追缴

问题的建议”。该建议近日得到了人社部上述答复。

社保追缴存多项争议问题

陈舒等13名广东全国人大代表在建议中指出，当

前，因为欠缴、追缴社会保险费而造成的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之间的矛盾很多，已经对一些地方的社会稳定造

成很大压力。围绕这一问题的处理，地方政府、劳动行

政部门、社保经办机构、社保费征收机构、劳动仲裁机

构以及法院等都牵涉其中，却一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据了解，问题之所以如此难以解决，是因为其中存

在着诸如受理主体、时效、是否加征滞纳金等争议。在

处理追缴社会保险费问题时，人社部门和社保经办部

门面临现实困境：首先，是对欠缴社会保险费违法事实

两年追诉期的争议问题。其次，是对欠缴社会保险费

违法事实的认定难问题。再次，是如何对待各独立统

筹区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授权推行的地方社保政策

的问题。

人社部清晰答复“六项建议”

为此，13名代表建议根据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形成

的历史，对造成社保费“历史欠账”的成因进行剖析，按

照“欠账要偿还，主动不处罚，时间有过

渡，过期严制裁”的原则从根本上加以

解决，并相应提出了对社保法律衔接问

题作出立法解释、对欠缴社会保险费违

法事实两年追诉期争议问题作出司法

解释、对社会保险执法的程序性领域进

行细化和完善、对《社会保险法》颁布实

施前的相关法规规章进行系统清理，设

立解决欠缴社保费问题的合理过渡期、

对社会保险费历史遗留补缴问题采取

滞纳金“挂起”办法六项建议。

近日，人社部对上述建议进行了答复，并表示“下

一步，将以‘保权益、可操作、顾大局’为基本原则，会同

相关部门做好以下工作：一是鼓励部分地区就解决历

史欠费问题进行试点探索。二是专题研究解决历史欠

费特别是《社会保险法》实施的企业欠费问题，进一步

完善相关法规和政策规定，规范行政管理和经历管理，

完善执法程序。”

“挺高兴，咱们能给职工办点事是好事。让员工知

道以后碰到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处理，法律应该怎么

看。”陈舒告诉记者，早在2016年他们就提交过这个建

议，后来虽有回复，但不满意。今年全国两会再次提

交，终于在9月8日收到

比较清晰的答复。

广东设立补缴过渡期有借鉴意义

对于代表们提出的“欠账要偿还，主动不处罚，

时间有过渡，过期严制裁”的处理原则，人社部表

示，这对解决部分地区社保历史欠费问题有很好的

借鉴意义。“据了解，个别地区已经就如何解决企业

社保历史欠费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广东省自

2014 年5月起实行征收社会保险费欠费管理暂行

办法，设立了专门的过渡期，对过渡期内主动补缴

或经责令按时补缴的企业免收滞纳金，逾期仍未缴

纳的，按《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9号）规定，按日加收滞纳金。个别地区开展的试

点工作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企业补缴历史

欠费的积极性，但由于各地造成欠费的历史成因、

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很难在全国范围进行

推广。”

超过两年追诉期也按程序受理

对欠缴社会保险费违法事实两年追诉期争议

问题，人社部表示，按照目前的规定，《劳动保障监

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了劳动保障行政执法时效问

题，系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制定。同

时，该条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分为

两款，在执法实践中不能仅依照第一款的两条时效

规定，还需综合第二款规定，判断违法行为是否存

在连续或者继续状态以确定劳动保障监督执法时

效。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社会保险稽

核办法》均未对清缴企业社保欠费问题设置追诉

期。因此，地方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实践中，对用人

单位未及时、足额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违法行为，一般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第二十条规定进行追缴和处罚，而地方经办机

构追缴历史欠费并未限定追诉期。

为维护参保人员社会保险权益，强化征缴清欠

工作，经办机构接到超过《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

十条第一款两年的追诉期投诉后，一般也按程序进

行受理。对能够提供佐证材料的，尽量满足参保者

诉求，予以解决，以减少企业职工临近退休时要求

企业足额补缴欠费的问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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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广东省安监局近日透露，8月

份我省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总量同比下降明

显，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了34.4%

和27.5%;较大事故同比下降40%，环比下降

了50%，保持了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

较大事故多发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从各行业数据来看，大部分行业事故

同比下降，但采矿业发生事故起数、死亡人

数同比上升，应加强安全监管措施，防范采

矿业事故发生。较大以上事故得到有效遏

制，但涉及起重机械较大事故多发，在7月

接连发生涉及起重机械的较大事故后，8月

又发生1起涉及起重机械较大事故，需引起

相关行业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省安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地各部

门要强化风险防控意识，以最严的标准、

最严的措施、最严的要求，坚决遏制重特

大事故发生;全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

查工作，对下一阶段的工作再检查、再部

署，突出容易引发群死群伤的重点行业领

域、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部位和重点

时段;严肃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以严厉追

责推动我省事故预防工作取得实效。

（沈安信）

我省8月生产安全事故起数降34.4%
有效遏制较大事故多发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