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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认为社会保险规范管理的核心是信息管理，要以信息化推进社会保险规范化。 

 

    【关键词】社会保险 信息化 规范化 

 

    党的十七届二次全会指出：要“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

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关于深

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2008年2月27日中共十七届二次全会通过）。社会保险作为国家公共服务体系

的重要部分，在政治上承载着实现公民权利的理想，其管理规范程度决定了民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没有满

意的社保，建设满意政府是不可想象的。 

 

    一、目前的社会保险管理还不规范 

 

    一是做假虚报和争地盘的问题时有发生。社会保险城乡分割、地区分割、部门分割、身份分割，公务员

与企事业职工、国企职工与私营企业职工、就业者与非就业者的差别，导致目前的社保管理难度加大。如医

疗保险：由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分割，有的地方政府为多争取上级

财政资金、主管部门为完成工作任务，就出现了做假账、虚报人数和争夺管理范围的问题。 

 

    二是管理职责不明、关系不顺，随意性大。把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政治与行政分开，扭曲为行政与业务

分开，出现了所谓的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体制和经办管理体制两套体制，行政管理部门认为经办部门是行政部

门的附属物，是老子说了儿子去做，有的行政领导即使是一个科长、处长，也趾高气扬地对社保机构的工作

人员和领导说，“就按我说的去做，这是行政命令，犯了事我负责”，这样，社会保险管理何谈规范。 

 

    三是管理任务过重，社保机构穷于应付。据清华大学杨燕绥教授的统计，至2008年底，养老、医疗、工

伤、生育、失业五项社会保险参保总人次达到9.13亿（含参保农民工），社保机构在编人员13万有余，全国

平均人次比1:5767 ，最高约达1:25000。如社会保险模式不变，五险分别按全员计算法，参保总人次约为

41.51亿；“小马拉大车”问题突出。同时，就是这匹小马，实际上还是拉着行政、业务和基金管理这三驾

马车。据对中部某一600万人口的城市调查，该市社会保险行政机构只有三个科室、三个五十岁以上的同

志，其中有两个临近退休，大量的工作压到了业务机构。 

 

    四是全国各地的社保机构内设机构和岗位设置不合理；工作流程和程序不科学；检查监督不严格；管理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一个60多人的社保机构，会操作电脑的只有5人。 

 

    二、社会保险规范管理的核心是信息管理 

 

    社会保险规范管理是指在一定行政、业务环境条件下社会保险管理组织机构（简称社保机构）的管理职

责和管理关系的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工作人员乐意按要求去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法的总

称。 

    社会保险规范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三大不可分割的“回流”的规范管理：一是“社保政策流”的规范

管理，是社保机构对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政策执行的规范管理，它是在社会保险法律的旗帜下，在政策的制

定、执行和检查、评估和纠偏等方面的规范管理。二是“社保资金流”的规范管理，就是社保机构为实现社

会保险的完整职能和基金安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征收、运营、支付”过程和活动的规范管理。三是“业务

信息流”的规范管理，就是按一定的政策、程序、流程、方法，运用一定的信息处理工具，对参加社会保险

的单位或个人履行社会保险义务、享受社会保险权利进行真实记录的过程和活动的规范管理。业务信息流以

政策作为的原点，以基金为纽带，政策执行的准确性和基金安全度取决于信息控制严格程度，信息处理的效

率决定了社会保险管理的效率和政府的效能。 

    社会保险规范管理有以下特点。一是体制性。社会保险管理总是在一定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不同的体

制下有不同的管理方法和效果，要实现社保规范管理，必须依法建立国家社保公共服务的核心平台，统一和

规范社会保险管理体制，建立统一的社保机构，清楚明确界定社保机构的职能和管辖范围，规范内设机构乃



至岗位的名称、职责直接上级、直接下级（直接下属）、直接责任、领导责任、主要权力（包括完全自主的

权力；有限自主的权力和不能自主的权力）等。二是预防性。规范管理是制度管理和内控管理，它能锁定人

们对事务的预期，做到未雨绸缪，内部控制。三是程序性。规范管理是具有科学性、合理性、配套性、顺序

性的程序管理，是提高工作效能的、树立工作形象的工具和方法。四是网络性。面对众多的社会保险管理服

务对象，复杂而久远的记录，经常性的政策制度调整，社会保险要实现规范管理不依靠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是

不可想像的。五是互动性。要确保参保的知情权和社会保险权益，社保机构必须建立与参保人就社会保险政

策、资金、业务信息进行全面的互动。 

    如何才能又好又快又有效实现社会保险规范管理？如何最大限度地防止制度变形、政策走样、基金滥

用？如何才能更快更好地完成好业务工作？最有效的措施就是从根本减少人为干扰。如何做到这一点，较有

效的办法是把社会保险体制、制度、政策、职责、职能、程序、方式、方法等内置于社保信息系统中，由信

息系统控制执行，由信息系统进行有效监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保险规范管理的核心是信息管

理。 

    三、以信息化推进社会保险管理规范化 

    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姜奇平认为信息化是以生命化为导向

的现代化，信息化的本质就把经济社会作有生命机体，按照这个有机体的需要，组织生产、经营和管理。通

过信息化，使组织能非常灵敏地跟着目标人群的需求变化，做到以人为本，优质服务；以信息化带动管理组

织机构的结构由金字塔结构向扁平化结构、行政命令式管理向以人为本的规范化管理转变《实事求是理解信

息化》（2005年11月08日互联网周刊）。以信息化推进社会保险管理的规范化，就是社保机构充分利用信息

技术，推动社会保险向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 

    社会保险管理的对象是参保人，按照参保人的需求进行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管理，最大

限度的让参保人对社保管理服务满意，是社会保险规范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通过信息化才能对超级大

的社会保险信息进行科学化、标准化、程序化地快速处理，才能制约利益主体对社会保险规范管理的干预，

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决策失误，才能确保基金安全和效率提高，才能切实履行社保机构职责，促进管理关系

的理顺，也才能促进国家建立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的核心平台。 

    以信息化推进社会保险管理规范化，本应全国整体推进，但在没有国家核心平台、不能在较短时间改变

现有体制、制度和“小马拉大车”现状的情况下，只能以省为单位推进。一是制定省内统一的社会保险政策

并内置于信息系统中；二是把工作制度、流程、程序、标准等文件转化成计算机文件，改变目前的社会保险

信息平台只复制政策，决策、监控等功能缺失的现状。三是根据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职责职能和

信息系统的要求，科学设立社保工作机构、内设机构、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四建立健全社保工作人员准入

制度，凡是不能使用基本的信息技术的人员不得到社保机构上岗。五是建立留有与国家核心平台并联接口的

社会保险信息平台和网络系统。系统由省控制，按统筹层次实施实时监管下一级社保机构的工作状况；系统

横向与社会保险的各个合作伙伴及互联网隔而不离，纵向到乡村社区街道社会保障站，建立高效的电子政务

系统，实现网上社会保险登记、缴费基数申报并缴费、社会保险信息查询和核对、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等。 

    近年来，湖南等一些省市开展的以信息化推进社会保险管理规范化的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只有我们

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一定能开创社会保险规范管理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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