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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社会保险实施的制度障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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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激励功能存在着一定的缺失，其所提供的保障与私营企业的实际需

要以及承担能力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通过对温州私营企业社会保险诉求的实际调查对影响私营企业参

加社会保险的制度因素进行了数据分析，为社会保险制度扩面的顺利实施提供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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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 1997 年私营企业被纳入社会保险制度以来，其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拒缴瞒报的

问题就一直困扰着社会保险管理部门。至 2005 年，我国私营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 86.2%、66.2%、62.4%、59.4%和 27.3%，

低于全国企业总体参保率 6.3、12.7、13.1、6.4和 9.2个百分点[1]。显然，我国社会保险扩面工作

开展并不顺利，私营企业的参保率仍处于全国下游水平。 

造成私营企业参保率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企业利润目标与社会保险的社会公平、稳定目

标的不一致性固然是导致企业参保率不高的主要因素，但同为企业、同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国有

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参保率却大大高于私营企业，说明单纯的目标差异不能有效解释私营企业参保

率低的问题。为进一步查找私营企业社会保险扩面难的原因，本课题组于 2005年 8月至 2006年

3 月组织了私营企业社会保险需求专项调查。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210 份，调查范围以温州地区

私营企业为主，并包括部分台州、金华、义乌等地的私营企业，其中百人以上企业占 54.3%，利

税排名居于行业前列的企业占 34.3%，排名居中企业占 59.5%，另外还会同温州市劳动社会保障

局对一些重点企业举行专项座谈。以下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源于此次调查。 

调查说明，与其它类型企业相比，私营企业及其员工组成有自身特点。一般认为，规模大、

效益好、年龄结构偏大的企业和在当地工作时间长、学历高的员工的参保率会比较高，但通过对

这些特征值与社会保险实际参保率的关系分析，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表 1数据显示效益好、

规模大、年龄结构适中的企业及学历高、流动性较弱的员工特征虽与参保率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但数值普遍偏低，没有大的突破。说明私营企业实际参保率过低的主要原因并非仅在于企业规模、

效益和员工构成的特殊性上，期待私营企业经济实力增强和员工素质进一步提高来促进参保率的

提高并非唯一出路。国内研究大多认为加强社会保险制度的强制性是提高私营企业参保率的有效

收稿日期：2006-06-21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联 2006年研究项目(06N116) 

作者简介：顾文静(1970- )，女，江苏常熟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顾文静：私营企业社会保险实施的制度障碍分析 49 

途径，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问题，即单纯从满足国家社会保险制度需要出发，忽视

了制度供给与企业需要之间的差异，不符合需要的强制性供给不可能提高私营企业参保积极性。

本文对温州私营企业社会保险诉求进行了集中调查和分析，找出当前社会保险制度与私营企业诉

求之间的差距，为社会保险激励机制的重塑提供依据。 

表 1  私营企业及员工特征与社会保险参保率 

企业特征因素 千人以上企业 效益排名前列企业 40岁以下员工占全部员工 30%以下 

实际参保率 83.3% 47.2% 31.3% 

员工特征因素 在本地工作 3年以上 户籍与工作地一致 学历大专以上 

实际参保率 46.4% 44% 50.8% 

二、私营企业参保的费率障碍 

在缴费率定位上，国家与企业存在一定的矛盾。当前企业的社会保险制度综合缴费率高达

30%，再加上住房公积金等福利缴费，总体缴费率在 40%以上，这还只是按照制度规定所核算的

缴费率，若按各省实际执行的缴费率，企业社会保险负担达到全部职工工资的 50%左右。 

从需求角度讲，国家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定价至少应在企业的可承受范围内，企业才有能力购

买。对企业购买能力的衡量实际上是对企业利润支撑力的衡量[2]。因为，社会保险缴费作为企业

的一项劳动成本支出，理论上虽可以通过提高产品售价转嫁出去，但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这种转

嫁的余地很小。在产品市场价格维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社会保险负担的增加实际上是企业利润

的削减。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可以通过企业产品价值的财务分解图加以分析（如图 1）： 

 

 

 

 

 

 

 

 

 

图 1  企业产品价值财务分解图 

该分解图的原理可通过下列关系式获得： 

工业总产出+应交增值税=工业中间投入+工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劳动价值+资本价值 

资本价值=资本成本+企业利润 

各部分价值在总售价中的比重可通过表 2计算得出。 

根据图 1，由于工资在售价中所占比重为 18.76%（28%×67%），所以若将企业目前利润全部

用于支付社会保险负担的话，则意味着在现有费率基础上，中国企业对再次提高社会保险费率的

承担最大极限为 7.95%，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保险费率再上调 7.95%，则企业利润为零。中国企

业目前的社会保险费率在 30%左右，再加上 7.95%，社会保险负担上限应在 37.95%左右。但我国

企业的实际缴费率在 40%左右，说明，当前社会保险的政府定价已超出了企业的购买能力，至少

总产值+增值税(100%) 

中间产品价值(72%) 新增价值(28%) 

劳动价值(67%) 
资本价值(33%) 

资本(28%)成本 利润(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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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给企业的投资、发展留有充足的空间。 

由于私营企业一直游离于制度之外，所以对于私营企业而言，在“五险合一”的情况下参加

社会保险就意味着企业劳动力成本在原有基础上陡然增加 30%以上，劳动力成本将占到商品售价

的 24.4%（67%×1.3×28%），利润商品售价的比重占从未参保前的 6.65%跌至 2.62%，下降了 61%，

这对任何一个企业都是难以承受的。当然，以上分析是在假设劳动价值等同于工资总额的情况下

得出的，事实上，企业工资支出大约只占企业人工成本的 64.5%左右。这样，社会保险费的缴纳

会使劳动价值在新增价值中的比重扩大为 80%（67%×64.5%×1.3+67%×35.5%），利润在总价值

中的比重降至 4.03%，低于全国企业平均利润率 4.47%的水平，影响企业正常发展。尤其是私营

企业的人工成本比重较大，新价值的分配中，劳动投入所分配的价值应在 67%以上，而且，私营

企业人工成本以工资为主，这等于加大了缴费基数，所以，私营企业参保后的利润水平应在 4.03%

以下。显然，社会保险的供给价格是企业难以承受的，脱离购买能力的需求是不现实的，从某种

意义上说，企业对社会保险责任的逃避是维护企业生存的理性选择。 

表 2  商品总价值中所占比重                              亿元 

年份 
工业 

总产值 

工业 

增加值 

中间 

投入品 

应交 

增值税 

中间投入品/ 

(总产值+增值税) 

工业增加值/ 

(总产值+增值税) 
利润 

利润/(总产

值+增值税) 

1998 67737.14 19421.93 51142.23 2827.02 72.48% 27.52% 1458 2.07% 

1999 72707.04 21564.74 54248.22 3105.92 71.56% 28.44% 2288 3.02% 

2000 85673.66 25394.80 63964.06 3685.20 71.58% 28.42% 4393 4.92% 

2001 95448.98 28329.37 71137.70 4018.09 71.52% 28.48% 4733 4.76% 

2002 110776.48 32994.75 82257.74 4476.01 71.37% 28.63% 5784 5.02% 

2003 142271.22 41990.23 105768.72 5487.73 71.58% 28.42% 8337 5.64% 

2004 187220.70 54805.10 138812.04 6396.44 71.70% 28.31% 11342 5.86% 

均值 — — — — 71.68% 28.32% — 4.47%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经计算整理 

三、社会保险制度供给内容与私营企业需要的差异障碍 

社会保险作为一项政府供给，其内容包括保险项目的设置、保障的程度以及投资价值等多种

因素，要求社会保险所能提供的这些服务与企业需要相符。而且，由于社会保险这种商品的专业

性，必须对其功能、效用以及购买方式等进行相应的宣传，才能有效激发企业的购买欲望，因此，

社会保险制度的推广工作也直接涉及企业的参保率。表 3、表 4 反映了私营企业的制度需求与当

前制度供给的差异。从表 3、表 4的调查结果中可以得出社会保险供求中的如下差异： 

（一）社会保险项目供求差异 

表 3显示私营企业最需要的保险项目为医疗保险，认为其应排在首位的认同率高达 80.5%，

其次为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认为失业保险极有必要的认同者仅占 23.8%。我国目前参保率最高

的保险项目为养老保险，这与国家希望通过养老保险扩面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意图有关；私

营企业员工最为关注的医疗保险在许多私营企业尚未真正推开；私营企业的工伤保险实际参保率

也低于失业保险参保率。项目参保率与项目认同度之间的差距说明当前社会保险制度供给项目与

私营企业实际需要并不完全相符，应根据私营企业的项目需求程度调整供给配置，对关注度不高

的项目可暂缓执行以降低企业社会保险负担。当前制度推行的“五险合一”忽略了企业对不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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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项目的主观需求，也容易在短期内大幅增加企业成本，应在条件成熟后再考虑推广。从世界社

会保险项目供给上看也并非一次保齐，比如失业保险，仅 OECD国家的就业人员才充分享有，而

且即便是在这些发达国家，对规模太小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也是不纳入失业保险体系的[3]。在中

国现阶段，非公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劳动者实际利益的损害，更多的是由

工伤、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造成的，是否有完善的失业保险目前还没对私营企业

的就业吸引力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4]。因此，我国社会保险项目的设置应更多考虑企业的实际需

求，这样既可以使供求更好地结合，又可以减少企业缴费负担，降低加入社会保险的制度门槛。 

表 3  私营企业社会保险项目需求强度与实际参保率        % 

保险项目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需求强度 60.0 80.5 23.8 35.7 

实际参保率(2004) 86.2 66.2 62.4 59.4 

 

表4  影响私营企业参保原因的认同度                       % 

未参保原因 费率过高, 影响企业竞争力 对社会保险制度不熟悉 人员复杂, 不便参保 

认同度 69 59.5 36.2 

未参保原因 社保基金投资前景不乐观 商业保险更有吸引力 家庭保险更有保障 

认同度 57.6 12.4 7.6 

（二）社会保险投资回报率供求差异 

表4从影响私营企业参保的原因角度入手，对社会保险供求差异进行了调查。显然，影响企

业参保的最关键因素是缴费率，69%的企业认为当前制度缴费率过高，这一调查数据为前文的价

格差异分析提供了实证支持。紧随其后的两个因素分别是“对社会保险制度不熟悉”和“社保基

金投资前景不乐观”。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直接关系到养老金受益人的退休待遇，根据西

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社会保险相对于其他保险方式而言，其真正的吸引力在于优厚的投资收益和

慷慨的税收优惠[3]。而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运作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国家目前对社会保险

基金的投资方向还仅限于国债和银行协议存款，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按已实现收益计算的基

金权益收益率仅为3.7%。这样的投资收益应付通货膨胀尚且有难度，更不要说增加退休福利水平

了。还有部分人员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效率和透明度信心不足，认为商业保险或投资于自己的

生意更有利可图。虽然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不是近期可以实现的，但将其作为提高社会

保险激励作用的重要构件加强设计和研究是极有必要的。 

（三）社会保险信息的不对称 

对社会保险制度不熟悉导致的参保积极性不高也占了较大比重，成为影响私营企业参保的第

二大因素。近年来，虽然有关部门加大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宣传力度，但相对于商业保险的宣传力

度和服务质量而言，其投入水平还有差距。而且，由于宣传工作的针对性不强，许多私营业主和

员工对社会保险制度的性质、意义、作用都不甚了解，甚至存在误解。在此次社会保险需求调查

中，仅有51.9%的被调查者表示有兴趣深入了解社会保险制度，而45.2%被调查者则对此表现出无

所谓的态度，明确表示对社会保险极为反感的仅占被调查总数的2.9%。这说明当前的社会保险宣

传及推广方面存在不足，在参保对象对社会保险不甚了解甚至存在误解的情况下强行将其纳入社

会保险体系，不但不能实现参保率的稳定提高，反而会引起社会逆反心理，增加扩面难度。 

私营企业人员构成复杂对社会保险参保率的影响占 36.2%，说明私营企业人员构成及流动性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第 20卷第 1期 52

对参保确有影响，但并非主要因素，随着社会保险统筹的逐步提高，这一因素的影响还将进一步

弱化。从对社会保险的认同度调查结果看，私营企业及其员工对加入社会保险制度的认同度高达

91%，商业保险及家庭保障对社会保险的冲击力度都不太显著，说明社会保险的保障作用还是得

到了大多数企业和员工的认可的，社会保险本身拥有良好的社会基础。 

四、调查结论 

通过以上调查分析，阻碍社会保险参保率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费率偏高、制度不熟悉和投资预

期消沉等三个方面，后两个因素可以通过社会保险管理、运作水平的提高得到改进，而社会保险

费率的调整则涉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供求平衡、宏观经济的联动效应等多方面因素，牵扯面较

大，影响较为复杂。我国目前社会保险五大险种俱全，且保障水平较高，同时还承担着制度转型

导致的历史债务偿还任务，缴费率不可能不高。在本次调查中，几乎所有私营企业都对承担原国

有企业退休职工历史欠债责任感到不公平。社会保险供求之间的价格和内容差异必然使制度供求

无法找到均衡点，因此，社会保险扩面的关键在于控制制度供给价格，充分考虑私营企业的经济

承受力和自身竞争力培植的需要；在供给内容上，应根据私营企业承受能力和需要程度逐步扩大

参保项目，如果能在投资收益率上有较大的提高，无疑会大大增加参保的积极性。综上所述，改

善制度供给是当务之急，仅仅在企业道德素质、法律观念等需求意愿上查找扩面失利的原因是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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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imulation shortage is the important problem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institu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to 

Wenzhou enterprises, statistically analyses some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ocial insurance demand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conclusion of which offers an empirical support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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