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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搜

【明确目标】
有效扩大保障的覆盖面

十条民生保障意见，社保被排在了
第一位。

《意见》明确指出，有效扩大社会保
障覆盖面。落实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
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实施更加灵活
的参保缴费方式。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
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
数分别达到 10.7 亿人、2.5 亿人、3 亿
人。其中，快递、外卖、网约车司机等平
台从业人员，参保人数已经超过 1000
万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宏观经济
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表示，随着就业形
态方式的多样化加快发展，部分农民
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就业人
员等人群社保渗透率偏低，尤其是灵活
就业人员、农民工群体在就业地参加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存在

“漏保”“脱保”“断保”的问题。
与此同时，现行《社会保险法》基于

传统劳动关系设计，未明确平台经济从
业者的参保义务与责任主体。户籍限
制和制度分割阻碍跨区域参保，造成覆
盖范围存在盲区，而且区域与城乡发展
存在较大差异。

“在此背景下，扩大社会保障的覆
盖面，一方面要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
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
险，创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群体等
参保机制，优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多
缴多得’机制，激发参保积极性，适当对
高校毕业生、困难人员发放社保补贴。”
刘向东说道。

不仅如此，在劳动市场方面，扩大
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有利于促进劳动力
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中国区首席经

济学家柏文喜表示，劳动者在选择就业
地时，不再需要担心因户籍问题而无法
享受社会保险，从而能够更加自由地根
据就业机会、生活成本和工资待遇等因
素做出选择，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
性和效率。

【实施路径】
重点推进三个方面举措

有了政策的指引，接下来该怎么落实？
在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

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翟燕立指出，人
社部将按照《意见》，重点推进“完善各类
人群参保政策、提高政策实施精准度、提
升经办服务可及性”三方面举措。

在完善各类人群参保政策方面，以
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
员、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研究制定更适
合新就业方式和收入特点的参保政策。

“同时，落实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
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实施更加灵活
的参保缴费方式，积极引导有条件的灵
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或户籍地参加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稳妥有序扩大新就
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通过完
善费率等政策稳步扩大试点范围。”翟
燕立说。

提高政策实施精准度方面，持续关
注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
重度残疾等困难群体，继续做好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参保和代缴工作，确保精准
帮扶，应保尽保。加强部门间数据共享
比对，加快建成参保资源库，开展精准
扩面，定位不同群体，分类施策。

同时，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保公
共服务平台，推动实现更多服务事项

“一网通办”；延伸服务网点，拓展服务
渠道，比如借助银行等社会合作伙伴的
力量，推动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实现“就
近办、家门口办”。

公积金政策又有新动作。
青岛公积金新政首次将二手房纳入首

付款提取范围。深圳、珠海、汕头、江门、潮
州、揭阳等广东6城则签署协议，加速实现
区域内公积金服务“同城化”，支持区域内
流动就业人群、异地置业家庭等群体的住
房消费需求。

使用扩围

将首付款提取范围扩大至二手房，是
青岛此次政策优化的最大亮点。

根据政策，在青岛，缴存人及其配偶不
仅可以在购买新建商品房或保障性住房时
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购买二手房同样
适用。对于保障性住房或家庭首套、第二
套自住住房，购房人的父母及子女也可以
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

青岛此次还增加了“更新电梯”的提取
情形。针对需要改造的住宅，房屋所有权
人及其直系亲属可以在个人实际出资范围

内，提取公积金用于加装或更新电梯，改善
居住环境。

跨城互认

在青岛发布新政的同一天，广东6城
签署合作协议，从服务、贷款、信息、风控四
个方面推进公积金跨城互联，实现“异地服
务无差别化”与“管理标准统一化”。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认为，广东6城公积金跨城互认机制，直接
呼应“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求，以公
积金流通为突破口，消除地域分割，促进生
产要素自由流动。

定向宽松

去年底召开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
会议明确，2025年要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
市场止跌回稳。会议提出有效发挥住房公
积金支持作用，要求持续落实“四个降低”

政策（包括降低公积金贷款利率、首付比例
等），减轻购房负担。

今年以来，北京、上海、长沙、大连等多地
发布公积金相关政策，或降低门槛、或提高额
度、或扩大范围，对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

一些城市针对特定群体定向宽松，增
强住房公积金的普惠性。

公积金的使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宽，
中山等一些城市规定可以用于购买法拍
房等。

使用扩围、跨城互认……多地公积金新政落地

“到今年6月，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态势
已持续超过了8个月时间。”严跃进说，自去
年9月一系列经济政策措施落地后，公积金
政策优化力度明显提升，进一步巩固了各地
市场稳中向好的态势。

对于未来优化，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
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提出，还需扩大公积金
普惠覆盖面，将政策红利向就业形态灵活、
住房需求迫切的年轻群体和新市民延伸。
同时，针对吸纳年轻就业主体的行业，建议
动态调整企业缴存比例，增强制度弹性。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上海易居房
地产研究院院长丁祖昱认为，公积金制度已
从住房金融工具向综合性居住保障体系转
型，未来对居住服务领域的赋能还需进一步
探索。

日前发布的《全国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
度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住房公积金实缴
人数17628.75万人，比上年增长1%。截至
2024 年 末 ，住 房 公 积 金 累 计 缴 存 总 额
327941.35亿元，缴存余额109252.79亿元、
同比增长8.61%。 据国是直通车

焦点

政策优化如何再进阶？

【明确目标】
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今年以来，“涨工资”成为中央
政策文件的高频词。

今年3月，在中办、国办发布的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城乡
居民增收促进行动”被列为八大行
动之首。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
出，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大力
发展服务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拉动作用。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完善中国特色
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提出，要推动
企业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再到
6 月，《意见》提出，“完善最低工资
标准调整机制，合理提高最低工资
标准。”

【释放信号】
缩小差距激发内需潜力

连续 4个月中央政策文件释
放了“收入增长”的信号。背后有
何深意？

具体看，一方面是缩小收入差
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可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涨工资还能提升居民的
消费能力，激发内需潜力。

具体看，近年来，消费已成为
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数据显示，
2024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
到44.5%，拉动GDP增长2.2个百
分点，均高于投资和出口。但与此
同时，也面临着居民消费能力增长
放缓、消费信心不足、意愿不强等
问题。

当前，工资收入仍是居民收入
的主要来源，也是支撑消费能力和
消费意愿的核心。

刘向东表示，要破除“需求收
缩、就业不稳、收入预期下降”的负
向循环，需要释放更加积极的涨工
资信号，通过推动刚性工资合理增
长，实现从临时性刺激转向系统性

改革，畅通“收入、消费、生产”循环。
与此同时，此次《意见》提出的

“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合理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是构建
公平相协调的新型收入分配机制。

“最低工资标准主要是托底作
用，且和失业保险、病假工资的标准
相关。一般来说，失业保险金标准
为最低工资标准的90%，病假工资
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80%。
这意味着，通过加强低收入群体兜
底帮扶，不仅能重塑居民收入预期，
缩小行业与群体差距，而且还能增
强民生保障，维护社会稳定。”刘向
东说。

知名经济学者盘和林表示，当
前中国经济面临投资边际效益递减
和出口的双重压力，激活内需成为
关键突破口，而内需的根本，在于提
升居民收入。

“此前，大多数政策是围绕刺激
内需的方式，比如刺激消费的降准
降息、鼓励消费的‘国补’政策，但这
些政策容易短期效应明显，长期来
看，仍旧是保障民生，提高收入等措
施才是根本上消除消费者、投资者
的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敢消费，投资
者敢投资。”

此外，盘和林表示，取消就业地
参保户籍限制是一项突破性改革，
是通过降低制度性门槛的方式来普
及社保。

本报综合时代周报、中国网等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出台。

就内容看，《意见》提出健全灵活
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
会保险制度，加强低收入群体兜底帮
扶，推动教育资源扩优提质，推进优质
医疗卫生资源共享，大力发展“一老一
小”普惠服务等十条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肖渭明
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意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首次以

中央文件形式出台的综合性民生政
策，既要系统集成，又要突出重点。这
表明，《意见》将成为指导未来民生建
设的“总施工图”。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条民生保障
意见中，“增强社会保障公平性”被列
为首要任务。其中，“合理提高最低工
资标准”再次被提起。经记者梳理发
现，今年以来，中央政策文件已连续4
个月提及收入增长问题。

那么，当前社会保险制度面临哪些挑
战？又将如何有效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连续4个月提“涨工资”背后有何深意？

连续4个月提“涨工资”背后有何深意？

A 社保

B 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