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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现代化

新经济下搞好社保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法分析
廖磊

（安徽楚源工贸有限公司，安徽　淮南　232100）

摘　要：薪酬奖励与社会保险是发展前景之外，人才考虑是否加入社会企业最重要的两项因素。面对此种情况，“投资
未来”“多一份保障”，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因此，在新经济形势下，社会企业搞好社保工作，有助于全面促进人力资
源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使企业收获更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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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经济形势下社会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源管理质量的关
联性分析

按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企业通过校园招聘、社会招

聘等形式，吸纳员工进入企业工作时，必须签署劳动合同，并

在合同有效期内，为员工缴纳五险（或六险），资质达到相关

标准的单位，还应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应该说，我国社会

保险制度的精髓在于，保证劳动人民的正当权益，使其在退休

后，或因多种原因导致劳动力暂时或终身丧失的情况下，能够

依法获得补偿性收入，避免生活质量下降至最低水平线以下。

基于上述背景，社会人才在选择劳动单位时，必然重点关注企

业是否将“缴纳五险一金”纳入福利待遇[1]。实际上，规模较

大、正规程度较高的大中企业，与非正规小微企业之间的最大

区别在于，是否能够严格遵守《劳动法》，尊重人才，为员工的

未来着想，为其缴纳五险一金。在新经济形势下，我国市场经

济制度已经趋于完善，在短时期内，如果无法出现“第四次互

联网革命”，则人们的生活方式仍将维持现状，社会绝大多数

企业的利润空间均会处于平衡状态，“一夜暴富”将会成为极

小概率事件。基于此，人才将会成为提高企业乃至城市经济收

入的关键因素，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能够从根本上提高人

力资源管理水平。如图1所示，兰州市为吸纳全国人才而推出有

关五险一金缴纳比例的示意图，强制要求企业必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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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兰州市发布的五险一金缴纳比例图

2　当前社会保险制度在执行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简析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在执行方面存在如下问题：①面

对缴纳社会保险的年限、金额等，人们普遍存在认知水平较

低的问题[2]。比如按照有关规定，社保缴纳年限满足15年的人

员，即可在退休后依法享有每月定期领取养老金的权利。但足

额缴纳15年与足额缴纳25年的个体之间存在何种差距，应按照

上述内容进行对比计算。比如，王某足额缴纳15年养老金，李

某足额缴纳25年养老金，二人退休前的工资均为6000元/月，

而其所在省份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为6000元；设定养老金指数

为1，则经过计算，王某每个月可领的养老金总额约为1522元，

李某每月可领的养老金总额约为2536元，两者每月的差距为

1014元。由此可见，养老金足额缴纳15年仅仅为基础年限，足

额缴纳25年时带来的“收益”更加可观。因此，无论是人才自

身还是社会企业的相关部门，需结合地方有关政策，结合相关

知识，对企业合法聘用的劳动者提出的疑问进行全面解答，避

免出现因“计算错误、认知偏差”等，导致未来养老金领取数

量较少等问题[3]。②社会保险的缴纳，分为个人缴纳和单位缴

纳两部分，以某中小型公司为例，该企业员工每月自行缴纳的

金额为580元，企业为其缴纳的金额约为1750元，换言之，除了

实发工资之外（扣除个人缴纳部分及个人所得税之后），企业

每月在每一名员工身上额外花费的钱款总数共计2330元。为了

节省成本，一些中小微企业采取的方式为：与员工协商，无需

为其缴纳社保，但在工资发放日，额外“补助”其数百元。实际

上，此种做法看似“两全其美”，既使员工增加了收入，又可以

降低企业在人资投入方面的成本。但员工的未来（包含在未退

休前发生工伤、意外，或是退休后无法领取养老金等）不会得

到任何保障，且企业“节省”的成本，几乎完全没有用于补偿

员工，而是全部落入经营者的手中（补偿给员工的钱款，实质

上为应扣除的员工自行缴纳社保费用）。从原则上来看，部分

企业存在的上述问题，不具备任何合理性。

3　新经济形势下深入贯彻社会保险制度，提高人力资源
管理质量的可行性方式
3.1　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制度监督运行机制

在新经济形势下，社会企业必须深入贯彻社会保险制度，

使员工安心、对未来有信心，进而达到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质量

的目的。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遍布数量众多的中小微

企业。该类地区的人力资源管理市场存在的普遍现象在于：人

员流动性极大，能够在同一家企业坚持工作超过半年的年轻

人寥寥无几。原因在于：①企业提供的薪资待遇略微高于地方

政府设置的最低工资标准，导致年轻人的收入完全无法满足

其日常基本消费（扣除房租、水电、交通、吃饭费用后，所剩无

几）；②相当数量的中小微企业未按照《劳动法》有关标准，为

员工缴纳社会保险；③部分企业以“公司规定”作为一种“拖

延手段”，尽可能地延后为员工发放福利的时间。比如入职后

的试岗期，约为1~3个月，在此期间，双方并未签订任何劳动合

同，员工只能拿到基本工资（出现错误即会扣除一定的费用）；

试岗期满，签无固定期限合同（或者不签订合同，仅填写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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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看似成为正式员工，但在6个月（不含试岗期的3个月）的

时间内，企业不予缴纳社保；当员工“熬过”6个月后，部分企业

还可能设置多种障碍，继续“拖延”。大量年轻人在进入中小微

公司后的头一年时间内，社会企业均不会为其缴纳五险。造成

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严重不足；甚

至在一定程度上，社会默许了“临时工”的存在。由此导致的深

层问题在于，尽管用工成本确实可以得到控制，但企业的人力

资源管理工作实质上处于发展停滞甚至是倒退的状态，一旦人

员流入流出极其频繁且成为常态，则企业的综合发展必然受到

影响。因此，政府部门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定期考察社会企业

报备的员工数量与其实际吸纳的人才数量是否一致；对其中存

在的违规、违法现象（未按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保），应予以严肃

处理，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4]。

3.2　转嫁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风险
导致中小微企业不愿为员工缴纳五险的原因在于，在新经

济形势下，企业的经营已经举步维艰，很多时候，并非企业经

营者冷酷无情，而是真实存在难言之苦。尽管国家出台了多项

经济刺激政策，但未能完全填补一些企业的财政漏洞。此外，

自2016年以后，房价进入新一轮上涨区段，连锁反应在于，各

大商圈、居民区的门店房租上涨势头凶猛。与之相对应的是，

日常消费品市场以“稳定”为主，人们熟知的各项消费用品，价

格涨幅微弱。加之电商的异军突起，导致实体店经营模式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量门店基本陷入入不敷出的状态。上述

问题切实存在，均为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在迫不得已

之下，很多企业的经营者只能选择“牺牲”人员的福利，由此

导致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面对此类情况，政府部门应当深度考虑企业的难处，通

过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转嫁企业面临的风险。可行性方案

包：一是根据实际情况降低部分险种的费率，减轻企业负担，

比如实行的减税降费政策切实解决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生存危

机。二是尽快实行社保基金全国统筹，全国范围内调配各险种

费用的使用，并对上年度累计结余过多的社保基金按一定的比

例返还给企业，比如近年来一直实施的“失业保险返还”政策

既盘活了失业基金，又减轻了企业负担[5]。三是由政府承担一

部分单位缴费，随着经济的发展，职工的社保缴费基数会越来

越高，进而导致单位部分的缴费会越来越多，一些企业可能会

不堪重负而经营不下去[6]。从大方向看，社会保险是一种社会

责任，不应该只让企业和个人承担，政府更应该分担责任。

3.3　梳理并改善社会保险制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除了上文提到的企业经营者切实存在难言之苦外，我国相

关法律中的某些规定，已经无法跟随时代发展的脚步，存在很

多不足之处。比如一部分年轻人，面对工作压力，无法通过正

确的方式进行排解，稍有“不顺心”之处，即会辞职，由此导致

企业蒙受大量损失。因此，很多企业采用的“设置试岗期”“延

期缴纳社保”等策略，实质上希望对人才进行充分考察，待双

方均通过了工作的实际考验，具备长期合作的意愿后，再行签

订合同，并足额缴纳社保，为员工发放应得的福利待遇，是一

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可行性策略。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在制

定相关政策时，需要以大量真实数据作为依托，从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的视角考虑相关问题，制定出更加合适的社保缴纳制

度，帮助企业达到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质量的目的。

4　结语
社会保险是一种非营利性的保障制度，为因健康、失业等

原因造成收入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社会保险是强制某

一群体将部分收入纳入社会保险基金，令满足条件的被保险

人从中获得收益。在新经济形势下，社会保险制度应在一定程

度上进行调整，达到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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