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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通过分析社会保险费征缴模式税式征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推行社会保险费税

 

  一、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必要性  

  社会保险费征收税式管理是社保费筹资制度发展的必然这既是扩大参保覆盖面、提高统筹层

能力的需要，同时也是有效控制参保单位和职工在参保和缴费问题上的逆向选择、防止参保缴费

要，除此之外还有如下两点。  

  (1)税式征管是进一步明确社会保险各主体之间法律责任的需要。目前，社会保险费征缴环节

的突出问题是：申报主体、核定主体和征缴主体三方之间的法律责任不明确。参保单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少

社保费现象，还有一些社会保险代理机构(包括行业垂直管理系统的代办机构)将归集的社保费不按期如

和征收机关申报解缴，而是占压(有的跨月份短期占压，有的跨年度长期占压)，有的甚至挪用于炒股；有的把社保

作为收入当工资发放等现象。检查机关发现这些问题时，因法律责任难以界定而无法处罚。因为缴费

险费之前需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参保人数和缴费基数进核定，核定确认的缴费数是征收机关依法征

未申报的，但又确实是那些代办机构归集的社保费。面对参保人利益受到损害和社保费隐性流失等情

处罚的法律依据，只好不了了之。执法部门在划分上述三者之间的法律责任时，感到有些无奈，即

如实申报的责任转嫁给了核定机关和征收机关，核定机关没有足额核定，应核定尽核；征收机关

尽收。如果对缴费人不如实申报事实进行处罚也不妥，因为参保单位和个人申报的缴费数是经过

定盖章认可的，这种认可具有法律效率。如要缴费人承担不如实申报的法律责任，则法律依据不足，因

核定机关的核定数为征收依据，企业申报不实，核定机关有责任。实行税式征管后，建立参保单

报制度，征收机关将参保单位和个人申报数作为征收依据。如果参保缴费单位不如实申报，一旦

报主体的法律责任。所以，实行税式征管，建立自行申报制度，自核自缴，既有利于明确社会保

责任，又能提高全社会参保缴费的法律责任和意识，还能强化府保险费足额征收，使地税部门和社保部

负其责，相互协调。  

  (2)税式征管是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实施规范管理，进一步提高社保基金征缴率的需要。目前社

安排导致企业申报核定的工资总额与企业的实际工资总额不相符。以湖北省省直统筹为例，社会

不足情况普遍存在。没有做到应核尽核，应征尽征，30％费源流失(见表1)。国家政策规定了申

限，即参保人申报缴费工资基数按参保的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至300％进行保底和封项。社保

征收后，通过实行“双基数”申报，能解决社保费旧征缴办法中基数核定欠规范的问题，并能按企

和实际工资水平确定企业应缴社保费数额，确保所产生的原始应征数据真实可靠，从而有效抑制目前社保

缴中出现的费源流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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