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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业务是社保经办机构的基础，征收业务作为社保基金征缴的承办，在社保业务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险的业务种类在不断增加，参保人数不断扩大，业务的复杂度加大，

征收业务完成情况成为一个衡量征收业务科室工作效率的重要指标。我国的社会保险事业顺应着社会经济发

展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加，如何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指导社保业务流程中的征收业务即快又准确地办理，使

征收科室能将有限的时间、人力资源和计算机资源进行合理使用和配置，提高征收科室的业务办理的效能，

是社保经办机构的同仁们所关注的问题。本文从ABC管理法在社保业务流程中的应用问题进行探讨，以寻求

更合理的业务管理，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保经办机构的服务质量。 

一、 ABC管理法 

    ABC管理法又称主次因素分析法，是现代经济管理中广泛应用的一种现代化管理方法。它运用数理统计

的方法，根据事物在技术或经济方面的主要特征，进行分类排列，分清重点、次重点和一般，抓住事物的主

要矛盾，从而有区别地确定管理方式的一种定量的科学分类管理技术，由于它把被分析的对象分成A、B、C

三类，所以称为ABC管理法。 

   ABC管理法是由十九世纪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Pareto)首创的，帕累托在分析英国人的财富和收益模

式时，发现少数人占有多数的财富，并左右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多数人却只占有少数的财富。他将这一关

系用图表示出来，就是著名的帕累托排列图。帕累托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关键的少数和一般的多

数”，即要在决定一个事物的众多因素中分清主次，识别出少数的对事物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和多数的但

对事物影响较小的次要因素。1951年美国管理学家戴克(DiCkie)将其应用于库存管理，命名为ABC管理法。

ABC管理法的理论主要是将累计频率在0-80%之间问题的定为A类问题，即主要问题，进行重点管理;将累计频

率在80-90%之间的问题定为B类问题，即次要问题；作为次重点管理;将其余累计频率在90-100%之间的问题

定为C类问题，即一般问题，按照常规适当加强管理。ABC管理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原理

在分析产品质量问题中应用最广，该原理也同样适用于社保经办机构的管理工作，特别适用于征收业务的管

理中。在社保经办机构的业务中，各类业务的业务量所占的比例不同，各类业务的完成率也不尽相同，往往

几类业务的业务完成率占了总的经办率的绝大部分，所以，社保经办机构的征收业务管理的重心及人力、物

力、财力分配的重点应主要集中在“关键的少数”，以突出重点，而对大量业务量较低的业务则作一般的管

理。那么在社保经办机构的业务中，哪些是重点业务，哪些是次重点业务，哪些是一般业务？在平时的实际

管理工作中，我们凭感觉可以得到模糊的轮廓，但要真正进行严格,科学的分析，就需要通过ABC管理法的图

示与分析来完成。 

二、 ABC的作图步骤 

1、搜集数据，编制分类统计表 

在这里，笔者以H市的社保经办机构的月征收业务的办理情况来说明。该H社保经办机构的征收业务在

2006年的业务及其利用情况见表一： 

表一：2006年H社保经办机构的各种征收业务 

业务类型 业务办理频数 百分比（%） 备注 

A单位新参保 658 0.11 

B单位资料变更 5600 1.2 

C单位年审 7766 0.87 有季节性 

D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4904 0.76 

E个人新参保 81659 12.6 

F个人资料变更 81187 12.55 

G增员 120672 18.65 

H减员 105167 16.25 

I个人工龄补缴 6977 1.08 



（备注：数量来源于H社保经办机构的业务系统） 

2、将表一中各类业务的经办情况从大到小排列(在表二中为频数),计算出频率，累计频率,见表二: 

表二：2006年H社保经办机构的各种征收业务的频率排列 

     J    G    H   E    F     M   B    I     C   D    K    L    A 

图一，ABC排列图 

3、绘制ABC排列图:排列图由左右两个纵坐标、一个横轴、若干柱形图及一根曲线组成。 

(1)先画左纵坐标,表示频数;接着画横轴表示13个类目;再画右纵坐标,表示累计频率； 

(2)在纵坐标上标出刻度和数值： 

A．确定右纵坐标刻度和数值：该坐标按累计频率从0-100%,均匀地标出刻度和数值。 

B．确定左纵坐标刻度和数值：与右纵坐标水平对应地标出刻度并计算出频数值,坐标原点为0,在与右纵坐标

最高值100%对应处为合计频数(即征收业务的总业务量647136) 

C．在横轴上按频数大小顺序从左到右标出13个项目名称。 

4、按表二中的频数值在横轴上画出柱形图。 

5、画ABC排列图曲线：以各类目柱形图中的右边线延长为纵线，按各类累计频率引平行于横轴的横线,在

两线相交处画点,找出各点后,从原点开始把各点用曲线连接起来,形成ABC曲线。 

6、划分A、B、C类。从右纵坐标累计频率约为80%处向左引一条平行于横坐标的虚线与曲线相交,从相交

处引纵向虚线至横轴,则纵虚线左侧的类目为A类；从右纵坐标累计频率约为90%处向左侧引一条平行于横轴

的虚线至曲线相交,从相交处引纵向虚线至横轴,则两条虚线之间的类目为B类；那么余下的则是C类。 

7、制作完成ABC排列图。 

三、 对ABC排列法进行分析 

ABC管理法告诉我们: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因此只要能

控制具有重要性的少数因子即能控制全局,它有助于我们将着重点放到关键的问题上。 

1、各类征收业务的业务量多少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参保单位或者参保职工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各

种不同的业务情况，也间接反映了经办机构的优化管理程度。根据ABC管理法理论,从ABC排列图中可以看出

累计频率在0-80%之间的是种类较少而业务量较大的A类业务,累计频率在80-90%之间的是种类不多而业务量

中等的B类业务,以及累计频率在90-100%之间的是种类最多而业务量最少的C类业务。 

2、A类业务有四类业务,分别是J个人缴费工资变更、G增员、H减员和E个人新参保，业务累计量达到了

77.14％。这四类业务不仅业务量大，而且大多数面对参保单位的业务。一般情况是参保单位在一个月内有

人事变动而参保或减员百来人员，如何快速而有效地让参保单位即来即办理，不需要等待业务人员手工录入

完这上百条的记录？而社保条例规定了缴费工资的变更时间为一年的5-6月时间，申报的缴费工资在下一个

社保年度内生效，个人缴费工资变更的业务都是聚集在这两个月内，量多而业务并不紧急。在这两个月内如

J个人缴费工资变更 191822 29.64 有季节性 

K转出异地 1051 0.16 

L异地转入 838 0.13 

M个人退保 38835 6 

647136 100 

业务类型 频数 累计频率 

J个人缴费工资变更 29.64 29.64 

G增员 18.65 48.26 

H减员 16.25 64.54 

E个人新参保 12.6 77.14 

F个人资料变更 12.55 89.69 

M个人退保 6 95.69 

B单位资料变更 1.2 96.89 

I个人工龄补缴 1.08 97.97 

C单位年审 0.87 98.84 

D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0.76 99.6 

K转出异地 0.16 99.76 

L异地转入 0.13 99.89 

A单位新参保 0.11 100 



何对全市的参保职工进行工资变更就要需要注意效率。该经办机构在工作中应将这四类业务类型列为批量业

务,并进行重点管理；由于该类业务种类少,而业务量最多,面对的参保单位多，涉及面广、针对性强，社会

保险业务系统可以对这四类业务进行批量处理,如磁盘申报或者实现网上申报。参保单位只需要提交符合标

准格式的磁盘文件，不管几百上千人参保或减员业务，业务系统也可以在几秒中内把业务处理完毕。而网上

申报更是实现了不需要参保单位到社保经办机构大厅，就是坐在公司的电脑前，就可以完成增员、减员、工

资申报和新参保的申报业务工作；同时经办业务人员也不需要手工录入，而借助业务系统高效快捷处理完这

些参保单位申报的业务。把计算机技术转为生产力，利用业务系统做到批量的业务处理，可起到立竿见影的

作用,有助于整个征收业务的效率的提高。这四类业务的工作量达到了77.14%,在人员的安排方面也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适当分配。如可以分配两个工作人员在5-6月申报工资期间，专门办理个人缴费工资变更业务，做

到专人专管的任务负责制。又可以在业务窗口实行“快速通道”，做到参保单位不需要排队直接可以办理。

同时，经办机构可以在征收业务的A类业务的基础上，利用ABC管理法对A类业务再进行分析，从中找到重中

之重的重点业务，使业务的开展更有效率，更适合参保单位申报各类批量业务。 

3、B类有一类业务，为F个人资料修改，累计的业务量为12.55％。此类的业务包括了个人重点资料的

修改和一般资料的修改，如身份证号码、姓名、出生年月和工作时间等个人资料的修改等。这是对参保职工

的基础数据的修正，在征收业务工作中，此类业务列为次要问题，作为次重点进行管理。重点资料的修改影

响着参保职工整个参保的缴费和待遇核发，则可以有选择地进行两级的审批制度，一个人录入一个人复核，

这样可以减少出错率。 

4、C类有八类业务,分别为M个人退保、B单位资料变更、I工龄补缴、C单位年审、D灵活就业人员参

保、K转出异地、L异地转入、和A单位新参保。这些业务种类多,业务量偏低,累积利用率只有10.31%,平均利

用率只有1.47%,,可定为C类问题,即一般问题。这些业务一般是面对的是参保人员，业务也比较紧急；到经

办机构大厅的参保人员人数多，但只是办理一类其中的业务，这种业务在业务系统中不可以进行批量处理，

只能业务人员进行手工办理。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不让每个参保人员等待时间长而有意见。为了减少参保人

员排队的情况，提高业务的办理效率，在业务办理过程时可适当减少此类业务的复杂手续，多开设几个窗

口、且每个窗口都可以办理这八类业务,按照常规加强管理即可。 

四、 ABC管理方法在社保经办机构征收业务中的作用 

1、使征收业务的办理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在业务量大、业务种类多、涉及参保单位面广的征收业务

中，应用ABC管理法对征收的业务情况进行分析,为征收业务的开展进行指导和决策提供可靠信息和依据。我

们抓住关键的A类业务，解决A类批量业务这个核心问题,根据业务量的情况，制定出合理的业务分配结构，

明确业务办理的重点，减少参保单位和参保职工在办理过程中的等待时间，把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用在刀刃

上，形成了具有本经办机构特色的业务范式，在基本上满足参保单位和参保职工的需求，满足大部分参保职

工的需求，提高他们对经办机构的满意度。 

2、利用ABC管理法能使经办机构征收科室发挥最大的效能。ABC管理法是按照征收业务的累计业务率对

业务进行分类并采取不同程度的管理方法,使业务管理能根据参保单位和参保职工的办理的不同业务类型需

求,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指导业务工作的开展,使征收业务抓住重点,及时调整窗口结构,批量的业务利用计

算机系统解决，而非批量的业务多增加“一站式”窗口，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参保单位和参保职工最迫切的业

务中,使业务的人力资源和计算机等资源能得到合理的使用和配置,提高社保经办机构的使用效能,使其发挥

最大的作用,使业务能尽最大可能提高工作效率和满意度。 

五、使用ABC管理法，处理好重点，次重点和一般情况的关系 

在社保经办机构业务管理中,要处理好重点、次重点和一般的业务关系,并处理好批量业务和紧急业务

之间的关系,首先保证紧急业务的处理，避免此类业务带来的矛盾；还要利用计算机技术的业务系统快速的

完成批量业务，提高准确率，树立好经办机构高效的作风。次要的问题也是问题,一般的问题也是问题,它虽

然不会影响大局,但也参保单位的需求,所以,我们在突出重点的同时,也要兼顾次重点和一般,注意平衡,对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