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１:

社会保险相关名词解释

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慈善事业共

同组成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主

要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五个

项目构成.通常所说的 “五险二金”指社会保险的五个项目和住

房公积金、企业 (职业)年金.

社会统筹:筹集社会保险资金的基本方式.一般按照法律规

定,由政府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统一的原则和标准,从用人

单位和个人收入中筹集,形成社会保障统筹基金,然后按照规定

的条件与标准,将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给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家庭.

社会统筹体现的是共建共享和互助共济的原则.

社保费 “统模式”改革:２０２１年国办印发 «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实施方案»,文件提出,自２０２２年起用３

年时间实现用人单位和个人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各项社保费

(又称统一社保费征收模式).２０２４年７月提前完成改革任务.

全国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指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２３年全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１６８８２万人,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２１５２０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３５６３９万人.

大数法则:又称大数定律或平均法则,是指在随机现象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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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重复中往往出现几乎必然的规律.运用到社会保险领域,则是

指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越多,风险越分散,参保人员的互助共济

性越强,基金的支撑能力和保障能力越高.

抚养比:主要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职工

人数与离退休人员人数的比值,数值越大意味着老年负担水平越

低.例如,２０２３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抚养比为２８４∶１,

代表着２８４个参保职工抚养１位离退休人员.

企业年金:企业年金是一种补充性养老金制度,是指企业及

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

保险制度,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通常被称为 “第二支柱”,

是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行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国

家中,企业年金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制度安排.

职业年金:职业年金是指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参加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

度,功能和企业年金基本一致.是中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立多层次、可持续养老保险制

度,保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后的生活、促进人力资源合

理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个人养老金: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

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的重要组

成部分.个人养老金采取个人账户模式管理,实行完全积累,由

个人缴费,可购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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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参加个

人养老金.

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制度运行的核心要素之一,指单位和个

人按规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基数.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

例,单位职工的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总额,并以本省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的３００％和６０％分别作为上下限,无雇工的个体工商

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缴费基数上下限之间自主选择缴费档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指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由国家设

立,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

充、调剂,资金来源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

投资收益和以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在资金来

源渠道和功能定位上不同于社会保险基金.国家根据人口老龄化

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确定和调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

国务院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拟订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的管理运营办法,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负责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运营.

社会保障卡: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是由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统一规划,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商业银

行面向中国境内居住的中国公民,以及在中国境内就业或者参加

社会保险的港澳台居民、外国人发行的集成电路IC卡.社会保

障卡于１９９９年在上海首发,２０１１年开始加载金融功能,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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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电子社保卡.社会保障卡具有身份凭证、就医结算、缴费和

领取待遇、金融支付等功能,广泛应用于政府公共服务的各个领

域,支持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就医购药、惠农惠民财政补贴资

金发放、交通出行、文化旅游等居民服务 “一卡通”.

基本医疗保险:按照国家规定缴纳一定比例的医疗保险费,

在参保人因患病和意外伤害而就医诊疗,由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其

一定医疗费用的社会保险制度.

职工医保:用人单位的职工、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

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

就业人员参加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两项制度,建立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国家为保障参保职工的基本医疗待遇,

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向参保单位和参保职工筹

集用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专项基金.该项基金由参保单位和参

保职工个人按照一定的缴费比例共同缴纳.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由参保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以及用

人单位缴纳的,以一定比例划入的医疗保险基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的合计.

生育津贴:参加生育保险人员按规定享受津贴的金额.包括

参保女职工生育津贴和参保人员计划生育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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