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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合肥市 5 所省属高校中的 5 类人员问卷调查和对高校社保经办人员的访谈，发现高校社会保

险出现了对养老保险改革反应不一、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基数口径不规范、生育保险待遇不一致、工伤保险参

保不完全、失业保险缺失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包括高校教职工思维固化、社保工作人员政策了解不充分、高

校社保宣传不深入等。最后建议，社保管理部门应加快制度设计和完善，高校应加强重视与政策宣传，切实

解决职工实际问题，高校教职工也需要更多关注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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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for five types of employees and the interview with social insurance agents in five universities in 

Hefei，several problems are found，including diversified responses to the old-age insurance reform as well as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insurance bases，maternity insurance，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The reasons include the rigid 

thinking among faculty and staff，the in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policy of staff，and the inadequate publicit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ocial securi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should improve the system；universit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and carry out policy publicity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for employees，and the staff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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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高校社会保

险改革已经成为高校事业单位改革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高校实施社会保险工作前，高校担负着职工

的“生老病死”，承担着职工的保险职能。在推进高

校社会保险后，对于高校而言减少了许多“角色”，

使高校能够更加集中力量去履行高校的职能。

关于高校社会保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在高校养老保险方面，主要集中于养老保险改

革的影响作用上，冯承金 [1] 介绍了高校养老保险

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例如传统思想束缚了改革、与

企业保险对接困难、转制成本较高等。周谷平等 [2]

阐述了养老保险制度对于高校和教师的影响，使

高校和教师关系从行政隶属转换为市场选择的契

约关系，扩大了教师的个人选择权，提高了高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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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人才的自由度。王蕊 [3] 介绍了养老保险改革后

高校遇到的问题，诸如高校承担的养老保险比例较

大、教师对养老保险改革了解不足或是抵触排斥。

在职业年金方面，主要集中于职业年金建立的积极

作用上。刘经纬等 [4] 从部属院校实施职业年金设

立有助于完善社保体系、推进社会一致性、推进事

业单位分类改革，并且分析了在政策、经济和技术

上实施成功的可行性。韩烨 [5] 认为高校建立职业

年金制度有利于养老保险双轨制的制度融合、实现

高校的“去身份化”以及应对老龄化。在工伤和失

业保险方面，喻术红 [6] 提出高校教师工伤问题应

该引起重视，并提出工伤认定应考虑工作因素和伤

害之间的关系。孟颖颖等 [7] 认为因历史传统、意

识形态、决策理念等原因，相对于养老和医疗等主

要险种而言，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起步晚、重视程

度不足、制度功能发挥有限、发展滞缓。在高校社

会保险现状研究上，李钦 [8] 认为在高校社会保险

规范化管理上存在着员工意识淡薄、管理人员专业

性和专业素养较差、没有完备的管理制度等问题。

安素朝 [9] 在论述社会保险重要性的同时，也认为

高校社会保险存在着职工意识淡薄、社保工作人员

不受重视、缺乏校内配合流程等问题。在现有关于

高校的社会保险研究中，关于不同群体对社会保险

的认知以及社会保险开展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研究

较少。

1  高校社会保险现状调研

为研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对不同类

型退休人员的影响，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

的起始时间为分界点分为退休“老人”和退休“中

人”两种类型人员。为研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改革对不同在职在编人员的影响，以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改革的起始时间为分界点分为 2014 年

10 月以后参加工作的“新人”和 2014 年 10 月以前

工作的在职人员两种类型人员。为了研究在编人

员和非在编人员的社会保险差异，以及非在编人员

对相关差异的看法等，新增了非在编人员这一类型

人员。综上所述，此次调研的对象分为 5 大群体，

主要分为退休“中人”、退休“老人”、“新人”在职

在编人员（2014 年 10 月以后至高校工作的在职在

编人员）、2014 年 10 月以前至高校工作的在职在

编人员、非在编人员等 5 大群体。选取了 5 所高校

（分别标记为 A、B、C、D、E）展开调研，针对不同人

群设计了不同的问卷问题。

1.1 关于退休“中人”

调查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统计分析，1 表

示“非常不了解”，5 表示“非常了解”，数字越高表

示了解程度越高。5 所高校中各选取了 20 名退休

“中人”为调研对象，调查结果显示各高校“中人”

对社会保险政策和相关资讯的了解程度的平均水

平在 2.40 至 2.65 的范围内，而他们对改革后的“中

人”待遇计算办法的了解程度平均水平处于 2.15

和 2.75 之间。与此同时，在改革后“中人”的养老

金相对于改革前的变动情况的认识上，5 所高校的

目标人群中认为没有降低（包含“基本一致”“有

所提升”“提升很多”）的比例在 65% 至 90%。在

养老金的待遇变化以及 2014 年 10 月以后实际缴

费的前后对比上，认为改革前后待遇和缴费差异不

大的占比在 55% 至 70% 之间。但不同高校“中人”

在被调查到如何看待改革前后待遇变化以及前后

实际缴费对比时表现差异明显，如图 1 所示。

图 1 退休“中人”认为的养老金变化以及相对于实际缴费

是否划算

1.2 关于退休“老人”

此次调查从各高校退休“老人”中各选取 20

名，调查情况显示 “老人”关于社会保险政策和资

讯的了解程度的平均水平基本处于2.0至2.5之间。

在涉及养老保险改革后给“老人”带来的变化，调

查结果如图 2 所示。各组样本中，35% 至 45% 的

人员选择了“途径的变化”，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

为养老保险改革后，养老金支付渠道发生改变。另

外也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员选择了“金额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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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身份的变化”。本文认为金额的变化主要源自

社保改革后养老金发放款项名目均做了严格规定，

一些不符合规范的款项均被暂停。身份的变化，这

种感知主要是来自部分人员个体内心的认知。选

择“其他的变化”的人群则主要集中于退休人员管

理归属的变化，部分目标人群表示他们对于改革

后，哪些属社保管理，哪些属原部门管理上不太清 

楚等。

图 2 退休“老人”对于养老保险改革后的感知

1.3 在职在编人员

此次调查按照养老保险改革的时间将在职在

编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 2014 年 10 月以前在高校

工作，一类是 2014 年 10 月以后在高校工作。以上

两类人员各高校抽取 40 名。2014 年 10 月以后入

职高校职工中，各组年龄在“30~34”岁之间的比例

在 60% 至 67.5%，在“35~39”岁之间的比例在 15%

至 32.5%。2014 年 10 月以前入职职工，各组年龄

在 “40~44”岁之间的占 37.5% 至 45%，“45~49”

岁之间占 20% 至 27.5%，“35~39”岁之间占 12.5%

至 17.5%。

在对“对高校社会保险政策和资讯的了解程

度”的调查上，2014 年 10 月后入职和 2014 年 10

月前入职的在职在编人员的平均值均处于较低水

平，平均值分别在 2.35 至 2.75 和 2.23 至 2.98 的区

间范围内。

针对 2014 年 10 月以后至高校参加工作的职

工，此次调研主要考察了他们参加社会保险的参保

情况。5所高校中均存在尚未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的人员。在已参保人员中，自入职机关事业

单位至缴纳养老保险的间隔时间处于“1~3 个月”

的比例在 24.24% 至 56.67%，在“3~6 个月”的比例

在 38.46% 至 57.58%，“6~12 个月”的比例在 0 至

16.13%。在养老保险未参保的原因中，“了解到按

照经办要求和行政办事流程暂时不能立即缴纳养

老保险”在各种原因中选择最多（占比在 57.14%

至 77.78%），另外也有部分人员选择了“自身条

件不符合”（占比在 10.00% 至 22.73%）、“经办

部门或主管部门办事效率低”（占比在 10.00% 至

42.86%）或“其他”（占比在 13.64% 至 22.22%）。

调查中发现“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参保率

较高，比例在 95% 至 97.5%，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

参保率相对较低，且比例均在 10% 至 17.5%。

关于在职人员对于养老保险改革看法的调研

结果如图 3 所示，2014 年 10 月以前和 2014 年 10

月以后至高校工作的人员中，认为养老保险改革

和自己关系比较大的占比分别为 67.5% 至 85% 和

70% 至 80%。并且，相较于养老保险缴费，目标人

群对于养老保险改革后实际退休待遇情况更为关

注。由此可见，无论是“新人”还是 2014 年 10 月

以前就职人员，对养老保险和养老保险改革均有较

高的关注率。

图 3 在职人员对养老保险改革相关问题的关心

1.4 非在编人员

此次各高校参与调研的非在编人员均为40名。

从性别上来说，此次参与调研的高校非在编人员

多为女性，占比在 70% 至 77.5%。从年龄上占比

看，30 岁至 34 岁之间人员分布最多（占比 42.5%

至 62.5%），其 次 是 25 岁 至 29 岁（占 比 22.5%

至 40%），其他年龄层次人员占比较少（占比在

12.5% 至 20%）。

根据调查，各高校调查对象中超过一半的非

在编人员认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和在编人员缴纳

的养老保险有很大区别（占比在 52.5% 至 65%）。



第 5 期 95徐自强：安徽高校社会保险现状的研究

从非在编人员的企业年金的缴纳上看，各高校在

非在编人员企业年金的缴纳上暂无动作。在社会

保险的缴纳上，非在编人员各种保险的缴纳比例在

95% 以上。

2  高校社会保险工作中的问题

2.1 对养老保险改革反应不一

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

着每位人员退休后的直接利益，是每位职工关注程

度较高的一项。随着高校顺利完成了向社保部门

缴纳在职人员的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费用，也实现

了高校退休人员养老金由单位发放转为社会化发

放，同时也对学校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

2.1.1  对于退休“老人”

我们将 2014 年 10 月以前退休的人员称之为

“老人”，此次养老保险改革未涉及他们，他们的养

老金发放数额并没有发生变化，改革前他们的养老

金由学校发放；改革后，养老金分为了两部分，一部

分为由社保局发放的基本养老金，另一部分则为由

原渠道发放的提租补贴等。

对部分退休“老人”而言，这样的变化也一定

程度上引起了他们的担忧，调查也显示有少许人员

认为社会化发放会对其身份或是利益有一定影响。

养老金实现社会化发放实际上是养老权益脱离单

位这一“中介”[3]，退休人员能够获得独立于供职机

构的养老权益和养老资产，而且受到法律保护 [10]。

所谓社会化发放，是养老保险改革后退休人员养老

金发放渠道的改变，将养老金直接发放到退休人员

的“手中”，省去了原归属单位的中间过程，一定程

度上也减轻了原发放养老金单位的负担。养老金

的社会发放将退休人员的管理和服务集中于社保

部门，对于社保部门服务退休人员能够更加直接方

便和精准快捷，对于提高社保部门的服务水平和管

理能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1.2  对于退休“中人”

“中人”属于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

群。对于退休“中人”，习惯了改革前不用个人缴纳

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费用的状态，他们需要慢慢适

应这种转变。对于退休“中人”而言他们更关心他

们退休后的养老金等实际问题，并习惯性地将自己

置于改革前和改革后这两种情况的对比之中。过

去的计算办法中退休时的职务职称级别对于养老

金的确定至关重要，特别是即将退休人员，退休时

职务职称是否发生变化将会影响到他们退休后领

取到的退休费水平。养老保险改革使得依照档案

工资和工龄计算养老金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11]。新

的计算办法，对于“中人”养老金主要包含了基础

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充分考虑

了过渡阶段的特殊性，将职工在职时缴费数额、缴

费年限能够充分地表现出来，并将社会平均工资水

平等因素融合进去，更充分、更加细腻地反映出了

每位职工在职时的缴存情况。

虽然改革后的计算更加细致、公平和公正，但

是对于“中人”来说更多的是不确定性。对于“中

人”来说，改革后他们要“真金白银”地向社保部门

缴费，而“中人”的担忧来自自己退休后因改革带

来的养老金增长是否能够“补偿”自己因缴费而带

来的“损失”。

2.1.3  对于“新人”而言

所谓“新人”就是改革后参加工作的人员。高

校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也将对转型关键期的高校

招纳优秀人才、解决专任教师不足等难题起到很大

作用 [12]。他们进入高校工作，要经过考核、考察、

政审等诸多环节，才能正式走上工作岗位。“新人”

养老保险的实际参保往往滞后于他们实际到校工

作的时间，自入职机关事业单位至正式缴纳养老保

险需要大约 1~6 个月的间隔时间。在养老保险改

革实行的初期，人员聘用、工资审批和社会保险等

工作衔接尚未健全完善，高校的社保经办人员如何

为“新人”缴纳社保也处于探索阶段，如何更好地

处理好“新人”社保缴纳问题，保障好“新人”的权

益，是高校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2.1.4  对于非在编人员

在高校中存在以“人事代理”人员居多的编外

人员，主要缴纳企业性质养老保险，也存在社会保

障机制低的现象 [13]，同岗不同酬及相对低的待遇

也在影响非在编人员积极性 [14-15]。本调查显示，

超过一半的非在编人员仍主观认为其缴纳的社会

保险和在编人员有差异，并且高校缺少对编外人员

企业年金的缴纳，也会对非在编人员心理和认识上

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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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口径不规范和生育保险待

遇不一

高校的医疗保险起步要早于养老保险，随着国

家医疗保障体系逐渐完善，相关制度设计也较为成

熟。在通过对几所高校社保经办人员的访谈中，发

现在医疗和生育保险中存在以下现象：

2.2.1  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基数口径不规范

高校职工的个人医疗保险的缴费是按照个人

基数的 2% 进行，但各高校中个人缴费基数的统计

口径并不规范。调查中发现，高校确定个人缴费基

数的方法主要按照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确定，各高

校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绩效工资项目的选取上。

早在《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

知》文件中已明确了列为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具

体项目，凡是国家统计局有关文件没有明确规定不

作为工资收入统计的项目，均应作为社会保险缴费

基数。各高校在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基数的确定上，

还应进一步规范，以符合相关文件的要求。

2.2.2  生育保险待遇不一

生育保险是社会保险法中明确的制度安排，对

于女性就业及生育等方面合法权益的保护发挥积

极作用，但各高校对于不同女性职工的生育保险待

遇有所差异。对于高校的在编女同志，根据《安徽

省职工生育保险暂行规定》等相关文件规定，能够

享受相应生产期间的医疗保障和相应的工资福利，

但是不能享受生育津贴。对于高校的在非编女同

志，她们能够享受的待遇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

若是她们以学校名义缴纳了企业性质的生育保险，

根据《合肥市职工生育保险办法》等文件规定“按

0.4% 费率缴纳生育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其女职工

不享受生育津贴，产假期间工资福利仍由用人单位

发放。”即她们和在编女同志同等享受高校产假

期间的工资福利。第二种情况，若是他们以学校校

办企业或是以与高校合作人力资源公司名义缴纳

企业性质的生育保险，社保部门会默认她们是企业

员工发放生育津贴，而学校可能会参照在编人员发

放产假期间的工资福利。

关于能否同时领取产假工资和生育津贴的问

题，安徽省并未形成相关的意见或是规定。不过，

其他省市对这一问题已有明确规定，例如《海南省

城镇从业人员生育保险条例》已规定了由领取工

资变更为享受生育津贴的几种情形；再如，北京市

《关于调整本市职工生育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中明确规定生育津贴即为产假工资。

2.3 工伤保险参保不完全

工伤保险是借助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用

形成的基金，是对受保人因工负伤、中毒、致残、死

亡，提供抢救、治疗、康复服务、补偿工资损失，以及

向完全失能残者提供定期补偿，向死者家属提供抚

恤金和抚育金的一种社会事业 [16]。该定义对工伤

保险基金形成、保险产生效力的情景、保险所能提

供的保障均给出界定。在《工伤保险条例》中第一

条即指出了制定工伤保险条例的出发点，即保障因

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

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

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

然而，经过对几所高校的调研发现在高校在编

职工的工伤保险的参保率偏低，各高校参保工伤的

程度也不尽相同。在省属高校中存在了以下几种

情况：一、高校并未给在编职工缴纳工伤保险。未

参保人群主要为校内在编人员，因为非在编人员社

保属于统一缴纳。二、高校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存

在“只出不进”现象。即高校职工只是一部分人员

参保，而参保人员基本上为工伤保险参保登记入库

时的人员，库中人员名单很少更新，“后入校者”基

本未缴纳工伤保险，这些高校的工伤保险参保人员

处于“只出不进”的状态。对于不为职工缴纳工伤

保险的高校或是缴纳不完全的高校，一旦发生未参

保人员的工伤事故，用人单位将承担较为严重的后

果。按照《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职工所在用人

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

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从工伤保险制定的

初衷来看，各类职工均应参加工伤保险，从而能够

在发生工伤事故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这也是社会

保险普遍性原则的要求 [17]。

2.4 失业保险略显缺失

失业保险主要是对非自愿失业者提供物资帮

助，让他们能够有度过失业期的基本生活条件，同

时为失业人员提供再就业培训和指导，以提高他

们技能并实现再就业的能力 [18]。在普遍的高校职

工看来，失业保险似乎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度

较低，因而并不会过多关注 [19]。因为这样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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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看法，另一方面失业参保必然会增大高校缴费压

力，导致高校为职工缴纳失业保险时存在和工伤保

险类似的现象：要么有的高校职工参保率不高，要

么有的高校直接不为职工缴纳失业保险，这样的情

况普遍发生在在编教职工身上。

关于是否需要参加失业单位保险的问题，《安

徽省失业保险规定》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

政区域内的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

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事业

单位及其职工，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民办非企

业单位及其职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参加失业保险有关问题的补充

通知》“省政府研究决定，全省各种类型的事业单

位（包括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

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失业保险”。可见高校所

有职工应该成为失业保险的参与者，而不是失业保

险的无关者，失业保险应成为每位职工职业生涯的

保障，促进就业和稳定社会的保障。

3  对策和建议

3.1 持续完善养老保险改革的制度设计，解决参

保人员的实际问题

在养老保险的改革中出现了高校新老职工对

于养老保险心存疑虑、一知半解或者因疑似受到不

公平待遇而心存不满等现象。面对以上问题，社

保管理部门可以广开渠道收集参保对象的问题并

听取意见建议。有关部门可采取在官方网站开辟

专题介绍、设置留言信箱或举办专场咨询活动等方

式，倾听并疏导社保问题、解释宣传养老政策，持

续加快完善养老保险改革的制度设计。面对养老

保险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社保管理部门应以

解决好广大参保人员的最急切、最担忧的问题为重

点，做好政策解释、工作调研、制度设计和完善，做

好社会保险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另外，作为高校的

社保工作人员，应主动思考并开拓思维寻找解决问

题的办法，循序渐进地解决社保管理中的难题，保

障学校及教职工的基本利益。例如，面对“新人”

参保需要“准备期”的问题，现阶段可以尝试采用

企业养老保险形式弥补“准备期”的社保缴纳空

白，保障参保人员的最大利益。

3.2 高校应加强对社保政策的宣传贯彻，解决实

际问题并保障参保人员的最大利益

高校可以通过官网、公众号推送等途径，以教

职工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社会保险的政策规定

等相关知识。丰富宣传内容、拓展宣传渠道、变换

宣传形式，以强化宣传效果。不仅可以通过官方

正式渠道进行宣传，亦可发挥非正式组织的宣传作

用，让每位教职工能够对社会保险，尤其是对社保

改革有一定的认识，增加教职工相关知识储备并提

高意识水平。

社会保险工作具有很强的政策性，作为高校社

保管理工作人员更应该加强政策学习，提升业务水

平和工作能力，政策执行更应准确、及时、到位。高

校社保工作者在准确把握政策内容的基础上，应做

好社会保险政策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例如， 

面对退休“老人”和“中人”担心改革后是否牵涉

他们的养老福利待遇变化的问题，社保管理工作人

员可积极做好政策解读工作，用详细的政策解释消

除担心和疑惑；面对“新人”参保准备期的问题，社

保管理工作人员可做好“新人”入保的调研工作，

改善工作流程，疏解过程难点和堵点。

3.3 高校应提高对社保工作的重视程度，以社保

工作为基点促进相关工作的完善

社会保险关系到每位教职工切身利益，是职工

权益的基础。面对养老保险改革后反应不一的状

况，高校应密切关注职工的心理状态变化，做好政

策解释的同时，积极向社保部门反映并解决相关问

题。面对生育保险待遇不一的问题，学校在政策研

究的基础上，从保障生育职工的利益出发，避免出

现职工因待遇不一而引起的不满。面对工伤保险

参保不完全和失业保险略显缺失等问题，高校应提

高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积极性，响应相

关规定要求，做到应保尽保。

高校不仅要提高对社保工作的重视，还应以推

进和完善社保工作为基础，带动其他管理工作的优

化，提升整体的管理服务水平和质量。例如在 “新

人”社保参保工作中需要人事聘用和工资审批等

工作的密切配合，涉及人事管理工作的其他方面，

要以社保工作的完善促进其他工作的共同提升。

高校应该开放关于提升社保管理水平和完善其他

相关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渠道，让更多的声音能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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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来，才能使社保工作和相关工作推进和开展得更

加顺畅。

3.4 高校教职工应多学习社保政策和相关知识，

多关注自身权益的保护和实现

大多数在职教职工对于社保的关注较少，因为

社保给教职工带来的直观效用并不明显，只有在使

用到社保时才能真切感受到社保的益处。高校教

职工是社会保险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人，更应多学

习和了解社保的政策内容及相关知识，更应知晓并

重视社会保险对个人权益的影响，更应关注并参与

高校社会保险的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高校社会保险制度，不仅是国家社会

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内部

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完善高校社会保

险的管理工作，需要社保管理部门、高校社保经办

服务部门以及高校职工共同参与，发现并解决社会

保险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提高社会保险的管理和服

务水平，促进高校社会保险积极向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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