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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大环境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如何调整 

唐钧 记者     2009-06-26 12:09:48 
 

 

唐钧：应动用一千亿失业保险基金救助企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出

通知，采取缓缴社会保险费等五大举措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通知规定困难企

业可在一定期限内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执行期为2009年之内，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6

个月。 此举一出便引起大家关注，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如何调

整，并给予企业支持度过困难时期？社保又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保证企业的发展，刺

激经济？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

钧。 

 

保就业比社保更重要 企业缓交保险费可避免裁员 

 

记者：在经济危机面前，您认为社保的发展和完善能对刺激经济起到什么样的作

用？ 

唐钧：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就业和社会保险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要排一个次

序的话，就业永远是要比社会保险优先。保就业，就业才能拿到工资，拿到工资以后目

前的生活才能维持。社会保险中除了养老保险，像医疗、工伤这些毕竟是针对少数人

的。 

 

记者：前不久国家新出台了有关困难企业2009年可以缓交社会保险费的政策，您怎

么看国家的这一政策？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个政策？ 

唐钧：我们必须看清楚是“缓交”而不是“不交”，而且缓交只能是六个月，考虑到一

些企业在目前比较困难的时期可能交不出来这笔钱，因此允许申请缓交，六个月以后等

经济好起来得把它补上来，它只是不收滞纳金而已。现在很多企业尤其外贸企业，目前

来讲正好是在“风口浪尖”上，定单大量减少，种种困难都出现了，所以国家出台这样一

个政策也是为了缓解他们的压力，从而减少裁员的可能。 

 

记者：一般社会保险费占企业支出的多少比重？ 

唐钧：应该是占工资总额的20%。工资这笔是一定要付的，这笔付出去费用当中的

20%还要付。 

 

记者：缓交六个月的社保费用，对于企业来说有多大程度的缓解？ 

唐钧：我觉得只能缓一点算一点。对于有一些企业是见效的，但是不会全部见效。 

 

记者：比如什么样的企业？ 



 

唐钧：应该说不是绝对没有定单的企业，或者说业务不是全部针对是外贸的，国内

还有一些订单的企业。这样缓一缓，喘一口气。看这六个月以后是不是经济情况好了，

要是好了就没事，如果仍然还是经济比较萧条的话，那么对它来讲，六个月不够，还要

继续延长。 

记者：这笔钱能给企业具体带来什么样的缓解？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就业？ 

唐钧：企业如果可以六个月之内不交这笔费用，这些钱就可以拿来发工资或者做流

动资金。因为现在企业最怕的就是资金链断裂，本来生产东西卖出去换回钱来，去买原

料发工资再生产，是这么一个循环。现在可能在某一个环节当中突然东西卖不出去了，

资金回收不回来，就没法生产了。这样的话实际上可以缓和一下资金的压力。 

 

记者：这个通知规定，缓交保险费的时候员工可以享受到同等的保险费，但是实际

中员工用于保险的费用是不是会降低，比如医疗报销等？ 

唐钧：我认为缓交的只是养老保险，其它的费用可以适当降低，为什么适当降低？

现在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基存都比较高，所以适当降低的话还要

进行批准等等，应该说不影响现在政策的执行，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了。12个月之内职工

报销，医疗报销没有问题。其实医疗保险报销的比例比较低。医疗保险基金也有一笔积

存的钱，前几年应该是400多亿，现在08年的数字还不太清楚，应该也有上千亿的钱。

我的理解是这期间员工的待遇不变。 

动用1000亿失业保险基金 补贴企业进行职业培训 

 

记者：在新出台的这个通知中还提到：“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困难企业可使用失业保险

基金支付社保补贴。”失业保险基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基金？ 

唐钧：失业保险基金，征收到现在大概是差不多十年左右。最早是在上世纪90年

代，有大批下岗工人失业的那个时候，当时是按照未来预估的失业程度而筹集的。但是

到了2003年以后就业就缓和了，失业保险基金实际上就在积压，尤其到05年以后积存的

比较多，全国大概积存了一千亿左右。这些钱实际上是躺在银行里面，通上“高压线”，

你是不能去动它的。那么现在动用失业保险基金，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补贴形式，扩大它

的使用范围，进行在岗培训、轮训等等。 

 

记者：这一千亿不包含在四万亿里面？ 

唐钧：不包括，这一千亿是失业保险基金。 

 

记者：动用失业保险基金来给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目的主要在什么地方？ 

唐钧：保证不裁员的情况下，这个企业的职工可能现在没活儿干，那么企业申请这

笔钱来办一些培训，提高员工自己的技能，也可以大家轮班上岗，不上岗的人也进行一

些轮训、培训，防止企业裁员，保证就业。 

 

记者：这里面提到了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的困难企业，怎么衡量企业的困难程度？ 

唐钧：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明确的，只要看它生产就知道了。第一个看定单，第二个

看现在开工正常不正常，第三个看它的职工有没有事干，这还是比较明显的。 

 

记者：缓交保险费和给企业进行补贴这样的政策，会不会给国家造成一定的负担？ 

唐钧：其实国家没有多掏钱出来。缓交保险费并不是不交，六个月以后企业经济好

转逐步得还这个债的。补贴的话用的是失业保险基金的钱，也不是国家财政的钱。更何

 



况失业保险基金不用的话，放在银行也是贬值。 

 

记者：以上两部分补贴和缓交的费用，政府将通过什么样的而手段进行监督，保证

企业将这些钱用到实处呢？ 

唐钧：这个钱是在政府手里，不会在企业手里的。需要缓交保险费或是补贴都是要

打报告申请的，政府相关部门审核同意了之后才能使用这笔钱。比如说缓交费用，本来

就是企业自己的钱，这笔钱是救命的钱，我估计在这上面如果胡乱花的可能应该说比较

小。针对补贴，培训和轮训被批准之后，培训结束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这笔钱的支付，不

会有提前的交易。 

 

改善医保等社保体系 保障百姓消费信心 

 

记者：我国的福利保障制度和税收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之前也有财税专家提到只

有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完善了，才能保证减税的钱用于消费。社保体系要怎么变化才能够

保证人民有信心将更多的钱投入消费？ 

唐钧：从国际上来讲，税收和社保收支问题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收税直接来做保

障，像英国、北欧这些国家都是高税收，收税以后直接用税收来支付社会保障费用。另

外一种像咱们国家一样，税收和保障是分开的，将收费和收税收来的钱纳入财政，然后

专门成立一笔基金，用这笔基金来支付社会保障的需求。在这里面等于是专款专用，专

收专支。 

目前也有很多人社保应该加大投入，保障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医疗方面，医疗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老百姓都怕生病，就想手上的钱越多越好，现在有钱将来生病就

不怕。但是从个人家庭来讲，其实存多少钱看病都是不够的，实际医疗风险一旦发生可

能是一个无底洞，靠个人和家庭存钱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不妥的。 

基本的医疗保障一定要有。可能一步登天比较困难，一般来讲一般的病，包括住院

和一部分大病，都要能够给予保障，不是完全靠国家，个人要承担一点费用，但是承担

的这部分不能太高。 

 

记者：这个比例大概多少比较合适？ 

唐钧：按前几年的数字我们个人肯定要负担到60%，我觉得个人负担10%—20%是合

理的。尽管这意味着国家要投入更多的钱在医疗体系，但是是值得的，并不是说收税越

多、财政收入越多越好，应该把这个钱拿出来使老百姓在医疗健康方面没有后顾之忧，

将更多的钱投入到市场消费中，整个社会就活起来了。 

 

记者：过去为什么国家一直没有投入更多的钱发展医疗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呢？ 

唐钧：我们从计划经济那个时代过来，以前税收的钱都是政府拿走了，政府拿走以

后没有积累下来，做了投资、建设，但是这些钱投资出去以后可能又没有完全形成效

益。 

从2005年以后财政收入已经是越来越多，在计划经济当中我们可能有一种思路，这

个钱拿出去消费就等于是花掉了，但是实际上这本身也是一种投资，社会保障本身也是

一种投资，这种投资不像你投资一个基础工程铁路出来了，楼房盖起来了，工厂出来

了，不是这么一个投资，而是投资给老百姓以后，使老百姓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去消费。

这种投资投下去也会出经济效益的。 



 

记者：投入更多的钱到社保体系中，会不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负担，甚至是财政赤

字？ 

唐钧：在这种时候赤字本身不是太可怕，你只要投下去的钱老百姓开始消费了，内

需拉动起来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投资马上见效比较快，整个机器又开始运转起来了。 

可怕的是这个钱投下去没有效果，如果把这个钱投入去修地铁或者修机场，那么这

种投资可能不会马上生效，因为它都是机械施工，不能用很多的人。上世纪30年代美国

大萧条的时候，罗斯福就用的这个办法，修公路修铁路，现在据说美国现在很多高速公

路和铁路都是那时候修的。现在可能咱们也是这个思路。 

但是要想到一个问题，很多投资暂时是见效的，但是将来又会有很多问题。其实修

地铁修得越多越赔钱，比如1号线和2号环线肯定是挣钱的，因为在市里面，只要开的话

就有人坐，高峰的时候人更多的。但是现在修的多了，八通线、5号线都比较偏远，上下

班的时候有很多人，但是过了这两个小时白天就没人了，收入不会很高。 

 

记者：奥巴马新政出台在不断实践当中，对于社保方面我们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东

西？ 

唐钧：奥巴马他还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政策，现在表现出来的还没有超过罗斯福那

时候的做法。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在罗斯福那个时候，失业之后可以把人拉出去修铁路

修公路，但是城市的人不太愿意去干这种事，农村的这些劳动力可能用上去，但是经济

危机过去以后你还是只能卖力气，没有提升。 

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从失业保险基金一千亿里面拿出一百个亿来，认认真真培训50

万年轻人，比如可以给每个年轻人2万块钱，钱不要发给他，也不要直接拿这个钱来办学

校，是贷款贷给他，拿一万块钱生活费，一万块钱交学费，有了学费学校就可以活起

来。两年以后我们有50万的技术工人。 

我们一直讲职业培训，其实我们一直没搞起来，这样的话整个中国的职业培训这样

一个体系建立起来。其实这样政府的话也不吃亏，现在拿这个钱去投资的话也没有什么

好项目可投资，这一千万放在那儿的话其实是在贬值。（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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