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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
介绍，部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等人群没有纳入社会保障，还存在

“漏保”“脱保”“断保”的情况。笔者采访发
现，一般来说，社保本是劳动者最基本的保
障，但对于部分灵活就业群体来说，这却是
一件非常纠结和烦恼的事情，他们需要在当
下的现实和未来的预期中做出平衡，决定是
否缴纳社保。

积极性不高，难以持续缴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底，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 2亿人左右，外卖
员、网约车司机、主播……互联网加持下催
生的灵活就业岗位越来越多，让更多人有了
就业选择。与此同时，有调查显示，社保缴
纳是困扰灵活就业者的首要问题，收入较
低、工作稳定性较差、工作连续性较弱等情
况，使得该群体参保积极性不高，且难以保
证持续缴纳，容易断缴。

1988年出生的李亮如今是福州的一名
外卖骑手，他的社保已断缴一年。李亮告诉
笔者，自己两年前创业失败后就开始跑外
卖，目前主要跑专送，但由于骑手流动性大
等原因，公司没有给骑手缴纳社保。当问到
为什么不按灵活就业自主缴纳时，李亮给出
的回答是：“每个月赚的工资除去家庭日常
开销、孩子上学费用后，几乎没有剩余，也就
考虑不到缴纳社保。”

笔者采访了解到，不少灵活就业者和李
亮一样，需要在当下的现实和未来的预期中
做出平衡，他们更看重当下的消费，而像社
保这类未来消费自然排在了后面。90后刘
峰选择在北京马驹桥劳务市场做日结工，两

年多来，他从事过保安、分拣、包装工等不同
工种。年轻力壮的他曾有多次机会成为企
业职工，那意味着企业会为其缴纳社保，但
刘峰并不在意。对他来说，日结工作更加灵
活自由，每天可以比对当日工资，选择其中
薪酬最高的工作。“现在要享受当下，未来的
事情以后再说。”刘峰说。

网约车司机高晨则一直断断续续地缴
纳着社保。“赚钱多的时候就交几个月社保，
赚钱少的时候，就中断了。”高晨告诉笔者，
自己在吉林老家买了房子，每月都要还贷
款，因为知道自己未来不会长期待在北京，
没有购房购车的需要，并不追求社保缴纳的
连续性。

部分灵活就业者遭遇参保难

今年 24岁的河南鹤壁人王宏从北京的
一家互联网公司辞职，准备一边兼职一边继
续求学深造。令他没想到的是，辞职后面对
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社保该怎么办。

“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以往都
是单位给缴纳五险一金。”为此，王宏专门算
了一笔账，如果选择自主缴纳社保，最低一个
月要缴纳2000多元，一年下来近3万元。

王宏有些纠结：从某种角度而言，社保是
与北京这座城市建立联系的基础，比如连续
交满5年社保才有房车购买的资格。但如果

未来选择其他城市定居，这几年所交的费用
又有些不值得。“工作后，不想再花家里的钱，
现在我也没有感受到社保带来的好处。”

不像王宏一样的年轻人，对缴纳社保的
重要性没有意识，王宏的父母则坚持要为他
缴纳社保。

王宏的妈妈今年 56岁，刚领取一年的
养老金，她 30岁那年下岗做生意一度断交
社保，直到 2013 年，才从身边朋友口中得
知，到退休年龄未交满社保 15年，是无法领
取养老金的，好在当时有政策可以补交，没
有影响到养老金的领取。“他还太年轻，意识
不到社保的重要性。”王宏妈妈表示。

然而，王宏又面临新的问题：受户籍限
制，目前无法在就业地参保，只能选择在户
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王宏再次陷入
纠结。

自媒体从业者王欣也曾和王宏一样遇
到参保难的问题。今年，她注册了自己的公
司。从创立之初，王欣就为包括自己在内的
全体员工按时缴纳社保。“这是对他们负责，
更是对自己负责。”王欣说。

探索全民化社保体系

数据显示，如今我国医疗保险覆盖率超
过了 95%，参保人数超过 13.4亿人，养老保
险覆盖约10.5亿人，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

数也超两亿。但对部分灵活就业人员而言，
无论是医疗、养老还是工伤、失业，仍没有被
覆盖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
副主任王天玉表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低
的最主要原因是自愿缴费，灵活就业群体更
看重现金收益，拿出一部分钱缴纳社保很可
能造成经济负担。相比职工参保，用人单位
有代缴义务，整个操作流程更规范，也更有
强制性。其次，灵活就业人员收入相对不稳
定，这就更加导致参保率比较低。

他进一步指出，从社保结构来看，除了
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也更需
要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建立一个制度入口。
工伤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险法，目前只针对劳
动关系标准化的就业进行了工伤保险的相
关规定，但灵活就业拥有很强自主性，工作
时间、工作内容变化太多，无法有统一标准。

笔者注意到，社会保险经办领域首部行
政法规《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将于今年 12月
1日起施行，其中明确要扩大社保覆盖面，落
实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组织尚未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按
照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同时，
加快职业人群工伤保险制度全覆盖，重点推
进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王天玉建议，针对社保进行底层设计，
探索全民化的社保体系，扩大社保覆盖面，
在兜底的基础上再根据不同的就业群体
实行差异化，区分不同的保险类型，确定
缴费方式、待遇方式等。此外，可以适当
降低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费率和缴费基
数，增加政府补贴，形成激励机制，提高其
参保积极性。 □乔然

2023年已近尾声，年休假成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焦点。为此，笔者专门查询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官网，现将回复整理如下：

问：在不同单位工作过，年休假天数怎样计算？
答：按照《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职工连

续工作满 1年以上可以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其
中，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享受5天年休假；工作满
10年不满 20年的享受 10天年休假；工作满 20年的
享受15天的带薪年休假。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
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也就是说，职工可享受的带薪年休假天数与累
计工作时间直接相关。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
职工在同一单位或者不同用人单位从事全日制工
作期间，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
视同工作期间，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

问：还没休完年休假就离职了，怎么办？
答：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规

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
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天数的，应当按照
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
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 1整天的
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折算方法：（当年度在本单位已过日历天数÷
365天）×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当
年度已安排年休假天数。

用人单位当年已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多于折算
应休年休假的天数不再扣回。

问：请病假、休产假等，影响年休假的使用吗？
答：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一）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
多于年休假天数的；（二）职工请事假累计 20天以上且单位按
照规定不扣工资的；（三）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请
病假累计 2个月以上的；（四）累计工作满 10年不满 20年的职
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五）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
工，请病假累计 4个月以上的。所以，是否能享受当年的年休
假，要根据累计工作年限和请病假的时间来看。

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
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假期。 □唐乙隽

本报讯（通讯员 张婷）“感谢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替我
们解决了大问题。”这是11月24日咸阳市三原县养老保险经办
中心开展“走流程”活动的一幕。自今年开展该项活动以来，该
中心认真查找政策服务落实中的堵点，走进十余户企业，了解
经办困惑、优化服务，受到参保企业和职工群众好评。

据悉，在“走流程”活动中，该中心严格经办管理，规范流
程。制定出台《业务经办岗位权限管理细则》等规章制度，做好
经办岗位划分，严格岗位权限控制。明确高风险业务经办流
程、办理时限，建立高风险业务审核和公示制度，不断规范关键
业务环节、业务办理时限，监控经办风险点，厘清权责清单，堵
塞管理漏洞。严格执行业务审核制度，设立高风险业务审核团
队，不定期召开业务审核会，会议室配备内部电脑，现场查看相
关业务信息和流转记录，充分开展研判讨论，切实防范发生高
风险业务隐患。

三原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开展“走流程”活动解企业难题

灵活就业人员为何参保意愿不高？
专家：自愿缴费、收入不稳定是主要因素，应探索全民化社保体系，提高其参保积极性

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岗位为劳动者带来了就业新选
择，与此同时，有调查显示，社保缴纳是困扰灵活就业者的
首要问题，工作稳定性较差、工作连续性较弱等情况，使得
该群体参保积极性不高，且难以保证持续缴纳，容易断缴。

阅 读

提 示

据媒体消息，11 月 10 日至
2024 年春节，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会同相关部门，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
动，以工程建设领域、保安、加工制造、新就
业形态等欠薪问题易发多发行业企业为重
点，从全面排查欠薪隐患、强力化解欠薪纠
纷、切实兜牢民生底线等方面，集中整治欠
薪问题，确保查实的欠薪案件在 2024 年春
节前全部清零，依法维护农民工工资报酬
权益。

一直以来，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
视农民工欠薪问题，多措并举、多点发力解

决这一问题，保障劳动者权益，提高劳动者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
完善依法治欠体系，根治欠薪工作取得积极
进展，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欠薪高发多发的
现象得到明显遏制。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农民工
切身利益和民生福祉，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与
和谐稳定。各地区各部门要出真招实招，打
好清欠防欠“组合拳”，确保付出辛劳的农民

工及时足额拿到应得的劳动报酬。
各地各部门应强化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加大排查化解力度，以工
程建设领域、保安、加工制造等欠薪问题易
发多发行业企业为重点，从全面排查欠薪
隐患、强力化解欠薪纠纷、切实兜牢民生底
线等方面，排查各类欠薪线索，及时跟进化
解、消除问题隐患，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要加大打击力度，依法打击欠薪违法行为，
绝不姑息，提高欠薪行为的违法成本，对欠

薪者亮出“法治利剑”，保持治理
欠薪的高压态势。

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是民
生关切；根治欠薪的行动，彰显治理温度
和治理效能。岁末年终，各地要推动各
项举措落地落细，抓源头、控过程、治末
端，对欠薪问题精准施治，切实保障农民
工工资权益，让付出一年辛苦和汗水的
农民工都能有劳有得，让广大农民工过一
个“安薪”年。 □潘铎印

根治欠薪让农民工过一个“安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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