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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韩国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方面
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已经建立
了包括医疗保险、雇佣保险、产业灾害保险等“三大保
险”，以及国民年金、公务员年金、军人年金和私立学校教
职员年金等“四大年金”在内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
网络。

三大保险对于韩国一般劳动者都是要义务加入的。
医疗保险主要是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保障，其费率根据
国民收入和整体保险收支情况逐年调整，以去年为标准，
企业和个人分别缴纳受保人收入的 3.19%。产业灾害保
险是韩国最先实施的社会保险之一，主要是为职工发生
因职业关系患病或因工作事故引发负伤、疾病或死亡等
情况时，向其提供医疗服务和生活保障。该项保险费由
企业全额承担，具体费率根据政府每年公布的基准调整。

雇佣保险从 1995 年 7 月开始实施，目的是消除失业
增加带来的不安情绪，从制度上解决因产业结构升级而
产生的熟练工人的相关需求。与为失业者提供失业救济
的失业保险相比，雇佣保险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局
限于失业救济，而且用积极的人力政策和手段进行就业
调整和支持，开发就业能力，尽可能事先防止失业。雇佣
保险费分为两部分：与失业救济相关的保险费由企业和
职员各负担一半，稳定就业和开发就业能力相关的保险
费则由企业全部承担。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保险费率
越高，通常占工资总额的 0.3%至 1%，员工的保险费率一
般为工资的 0.3%。

四大年金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为覆盖面最广的基
本养老保障制度——国民年金。根据韩国法律规定，国
民年金的适用对象是在国内居住的 18 岁至 60 岁居民，
在企业就职或从事自营职业的人都被包括在内，两者缴
纳的费率都是个人收入的 9%，但前者由企业和个人对等
分担，后者只能是个人自己承担。国民年金在设计缴费
规定时比较人性化，对从事对社会有价值活动或因不可
抗因素无法缴纳年金费用时，引入缴费年限认证制度。
例如，根据目前规定，女性生育第二胎，承认 12 个月的缴
费年限，生育第三胎承认 30个月。

另一类为特殊职业年金，包括了公务员年金、军人
年金和私立学校教职员年金，分别针对国家和地方公
务员、职业军人及在私立学校任职的教职员。这三个
年金也是起步最早的养老金制度，分别建立于 1960 年、
1963 年和 1975 年。1988 年设立覆盖全民的国民年金
之后，这些特殊职业年金并没有被废除，因此韩国社会
的社保制度可以说是双轨并行的社保体系。而且，特
殊职业年金领取的退休金一般比国民年金丰厚得多，
以 2014 年初为例，公务员年金的平均领取额为每月
219 万韩元（约合 1.29 万人民币），而国民年金同期仅为
84 万韩元，两者差出 2.6 倍。

这种差距一方面引发了普通民众的抱怨，另一方面
也造成年金收支出现赤字，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包
袱。因此，韩国政府不断上调公务员年金和军人年金
的缴费比例，两者相继由 5.5%上调到 7%，而且原来缴
满 33 年就不必再缴费的规定也予以废止。为了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韩国政府已决心推进社保金制度改革，首
先将分别于今年 6 月和 10 月敲定并公布军人年金和私
立学校教职员年金的改革方案。此外，还将积极推进
2014 年 已 敲 定 的 公 务 员 年 金 改 革 方 案 的 相 关 立 法
进程。

瑞士联邦宪法规定，所有 20 岁以上的居民和年满
18 岁的在职者都必须向国家缴纳养老保障金。在职者
应缴纳占其收入 10%的义务养老保障金，费用由雇主
和职工各自承担一半，上缴的这部分资金可以免税。
无职业者和无财产者每年也必须缴纳至少 425 瑞士法
郎。目前而言，瑞士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是男性 65 岁、女
性 62 岁 。 政 府 基 本 养 老 金 的 最 低 领 取 金 额 为 每 月
1005 瑞士法郎，普通公民一般每月可领取到 2000 瑞士
法郎以上。

虽然瑞士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不同，但均由国家统
一管理、统一调配、统一使用。根据瑞士相关法规，职业
养老基金无论由员工所在公司还是保险公司来管理，都
必须独立运作，以防基金遭到滥用。这些资金将被存入
个人账户，而且必须保证至少能获得 4%的年收益。瑞士
的最低收益保证制度分为国家和雇主机构两个层次。雇
主机构应保证 4%的固定收益率，如果在一个财政年度内
雇主机构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养老基金回报没有
达到最低保证收益，雇主机构必须以养老金计划成员工
资总额为基数额外增加缴费，用这部分额外缴费弥补养
老基金距离最低保证收益的差额。同时，国家设立中央
保证基金作为第二层储备，资金来源于各积累制养老金
计划中的养老基金的缴费及投资收益。各积累制养老金
计划按照本计划中雇员工资收入在规定缴费区间的总
额，向中央保证基金缴纳 0.04%的费用。当雇主机构的
资产不足以弥补差额时，就可以动用中央保证基金的资
产来弥补。

近年来，在经济增速放缓、人口出生率降低、老龄化
趋势加剧的总体格局下，瑞士也面临着社会保险资金日
益短缺的问题。因此，瑞士正在探索一些新途径，开发其
他辅助市场来补充资金缺口。例如，当被保险人残疾时，
可协助开发另外的就业机会；对退休的被保险人积极提
供另外的收入渠道；对有条件的退休者，通过财政义务资
助，给予择业机会等。

英国英国：：体系完备体系完备 层次清晰层次清晰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英国的社会保险体系并非免
费，需要公民依照自身不同情况缴
纳不同数量的“社会保障款”。根据
英国法律规定，凡超过16周岁或周
收入超过 153 英镑的雇员抑或年利
润超过 5885 英镑的独立创业人员，
都需缴纳社会保障款，以享受各类
社会福利，具体缴纳金额则与公民
收入情况和就业情况密切相关。

对于周收入超过 153 英镑的雇
员，需要缴纳“第一等级”社会保
障款。其中，周收入在 153 英镑至
805 英镑之间的部分按照 12%的比
例缴纳，而超过 805 英镑的部分则
按照 2%的比例缴纳。与此同时，
如果雇员所在公司已经为其设立了
更具吸引力的养老保险计划，该雇
员在满足一定年收入条件的基础上
向政府申请减免部分缴纳额。

对于年利润超过 5885 英镑的
创业人员，其需要缴纳“第二等
级”和“第四等级”社会保障款。
其中，“第二等级”社会保障款标
准统一为每周 2.75 英镑；“第四等
级”社会保障款则是在年利润超过
7956 英镑时才开始计收，并与收
入所得税一同缴纳。当创业人员年

利 润 在 7956 至 41865 英 镑 之 间
时，要将利润高出 7956 英镑部分
按照 9%的比例上缴；年利润高于
41865 英镑时，在按照 9%的比例
缴纳 7956 至 41865 英镑之间金额
的同时，还要按 2%的比例缴纳超
过 41865英镑部分。

与此同时，针对可能由于失业
或者未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障款等
原因造成公民预期退休年限内无法
拿到全额国家养老保险的问题，英
国政府允许公民在核对其国民保险
缴纳记录之后，根据自身情况来确
定自愿补缴份额。这一项目主要针
对的对象包括周收入在 111 英镑以
下无法满足国民保险缴存条件的雇
员、年利润在 5885 英镑以下的自
主创业人员、旅居国外人员以及失
业但未申领相关公共基金的人员
等。其中除旅居国外人员需要按照
每周 2.75 英镑标准缴纳“第二等
级”社会保障款外，其他人群都需
要按照每周 13.9 英镑的额度自愿
缴纳“第三等级”社会保障款，自
主创业人员还可以按照自身需求在
这两个等级中选择适合自身的缴存
额度。

然而，不同的缴存金额也意味
着不同的社会福利待遇水平。对于
全额缴纳“第一等级”社会保障款
的雇员而言，其可以享受包括基础
国家养老金、额外国家养老金、新
国家养老金、基于缴存额的再就业
补贴、基于缴存额的就业和收入补
贴、生育补贴以及丧亲津贴在内的
全部国家福利；对于全额缴纳“第
二等级”社会保障款的自主创业人
员而言，其社会福利则不包括额外
国家养老金和基于缴存额的再就业
补贴；对于缴纳“第三等级”社会
保障款的人员而言，相比于全额缴
纳“第二等级”社会保障款的人
员，其社会福利还不包括基于缴存
额的就业和收入补贴以及生育补贴。

虽然英国政府的整套社会福利
体系相对健全且自由度较高，但是
其过于复杂且对失业人员缺乏足够
就业激励的问题已经凸显出来。基
于此，英国政府试图通过引入统一

“福利救济金”取代包括失业救
济、就业收入补助等在内的福利。
当前，这一改革尚处于逐步推广阶
段，未来英国社会保险制度何去何
从或许还需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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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如何完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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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内容繁多 覆盖面广

本报驻东京记者 闫海防

日本的社保制度内容繁多，大体分为三大体系，即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保险。每个体系又涵盖多种
保险项目，从而实现了“全民皆保险”的目标。

养老保险是日本最为广泛的社保体系。它有三个基
本内容：一是“国民年金”，即所有国民必须加入的社
保制度，以保障每个人老后无忧。二是“厚生年金”，
是以企事业单位职工为对象的社保制度。这方面职工约
占日本就业人数的 70%。三是“共济年金”，是针对国
家和地方公务员的社保制度，加入率几乎 100%。

在日本，国民年金的加入是强制性的，其缴费率
是固定的，约占家庭收入的 1.4%左右。厚生年金也
是强制性的，但缴费率却和职工工资挂钩，约占工
资的 15%。共济年金是非强制性的，缴费率也和工资
关联，约占工资的 7.2%。国民年金需要参保人去政
府主管部门直接缴纳，而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则从
工资中直接扣除。

日本医疗保险的涵盖率也相当高。它包括两大基本
内容：一是“健康保险”，其对象是所有从业人员。按
照日本法律规定，拥有 5 人以上的单位以及国家和地方
公务员、事业单位及任何法人团体都必须加入“健康保
险 ”。 其 保 险 资 金 的 比 率 是 个 人 占 25% ， 单 位 承 担
25%，其余 50%由政府财政负担。个人缴纳部分约占工
资收入的 8.2%。二是“国民健康保险”，其对象是农
民、自营业者、退休职工和无业者，儿童及无就业的家
庭主妇。这项保险基本是强制性的，缴纳费用约为 1.4
万日元至 2.6万日元。

此外，日本的就业保险涵盖范围十分广泛。与其相
关的是“雇佣保险法”规定，所有就业的职工都必须加
入就业保险，保险金从工资中直接扣除，个人所缴部分
约为工资的 0.7%左右，企业还要负担 0.9%。在上述三
项社保体系中，还有其他针对范围较小的社保内容，如

“老人保险”、“工伤保险”、“护理保险”等。据日本政
府部门统计，2013 年日本社保加入率约为 99%，在职
人员所缴纳的保险费平均约占其工资收入的 19.5%。

近年来，日本政府加大了对社保制度的改革，其思
路是提高社保费的缴费率，增加国民的自己负担比率，
同时延迟退休时间。另一方面，日本灵活运用庞大的社
保资金，使之“钱能生钱”，除继续购买低风险的国债
外，还允许社保资金进入高风险但高回报的股票市场。
此举虽然暂时提高了社保资金的收益，却招致社会的指
责和批评。

德国有近 90%的居民义务或自愿加入了社会保险
体系。德国社会保险由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
险、护理保险和工伤事故保险五项法定险种组成。

德国政府每年发布计算保费的最高月工资限额，对
超过限额的收入部分不计算保费。养老、失业、医疗和
护理四项保险费由雇主和雇员各承担一部分，雇员应缴
的保费从本人工资中扣除；工伤事故保险费由雇主全额
承担。新年伊始，德国政府新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相
继生效，其中针对社会保险的调整主要有：

一是养老保险费降低。2015 年起，养老保险费率
为 18.7%，比 2014 年的 18.9%降低 0.2 个百分点。之所
以这样，是因为德国养老保险机构的可持续储备金过
高，2014 年底估计约为 335 亿欧元，是每月支付养老
金总额的 1.5倍多。

二是医疗保险机构的法定费率也有所调整。2015
年 1 月 1 日起，该项保险费由税前收入的 15.5%降至
14.6%，雇主与雇员各承担其中的 7.3%，并取消了政府
统一规定的 0.9%附加费。

三是社保费率封顶线调整。高收入雇员将无法从上
述资费降低中获益，因为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率的封顶线
也有所提高：在普通养老保险中，这一封顶线在德国西
部由5950欧元上升到6050欧元，在德国东部则由5000
欧元上升到 5200 欧元。例如德国西部月收入超过 6050
欧元的人，2015年每月要多缴养老保险费6.8欧元。

四是法定护理保险服务有所扩大。被称为护理加强
法的法律于 2015年 1月 1日生效。根据该法律，有护理
需求者和参与护理的家属所获得的护理金将会提高。门
诊护理金提高到 14 亿欧元，住院护理金则总计 10 亿欧
元。但这些改善也令护理保险费用提高 0.3 个百分点，
有子女者为 2.35%，无子女者为 2.6%。

瑞士瑞士：：
共同负担共同负担 互为补充互为补充

许安结

德国：
险种齐全 持续改进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机 制 健 全机 制 健 全 选 择 多 元选 择 多 元
——国外社会保险特征概览

韩国：
构筑网络 不断完善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韩国国民年金

适用对象是在韩国

国 内 居 住 的 18 岁

至 60 岁 居 民 。 图

为韩国首尔市某国

民年金咨询中心。

杨 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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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高所得税 低缴纳额
本报驻哥本哈根记者 关晋勇

丹麦丹麦：：高所得税高所得税 低缴纳额低缴纳额
本报驻哥本哈根记者 关晋勇

在税收制度上，丹麦和多数欧
洲国家差异极大。丹麦对于个人所
得税实行三档累进税率，边际税率
高达 56%，个人缴纳的所得税最高
可达到收入的 59%，其中有效个人
所得税率在 35%至 48%之间，但是
由雇主和雇员缴纳的社保金却极
少，由雇主缴纳的社保金不超过总
收入的 2%，由雇员缴纳的社保金也
不超过总收入的 2%。

如果一个雇主希望拿出 1000
丹麦克朗雇佣一个员工。其支出结
构大致是这样的：雇主负担的社保
金 20 丹麦克朗，雇主负担的养老金
50 丹麦克朗，这样，1000 丹麦克朗
中开给雇员的薪水总数是 930 丹麦
克朗，从这 930 丹麦克朗中，雇员要
缴纳养老金 50 丹麦克朗，雇员要缴
纳社保 17 丹麦克朗，雇员缴纳个人
所得税 366 丹麦克朗，雇员拿到手
的收入是 497 丹麦克朗，加上私人

养老金储蓄 59 丹麦克朗，一个丹麦
雇员的收入总和是 556丹麦克朗。

丹麦社保金占比这么低有两个
原因：首先，大量的社保开支来自丹
麦高个人所得税税金，例如，2011
年丹麦税收收入 8384 亿克朗，其中
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 52%。另
外一个原因是，丹麦的养老金分为
公共和私人两大类。丹麦养老金储
蓄很大一部分来自私人养老基金，
而并不是完全来自公共开支。目
前，法定养老金包括：“国家养老
金”、“丹麦劳动市场补充养老基金”
和“特别养老基金”。但是，丹麦的
公共养老金规模较小，而私人养老
金规模较大。向私人养老基金投资
是丹麦雇员在工资之外的另行安
排，这种私人养老金包括：“集体养
老基金”、“公司养老基金”和“商业
养老基金”。“集体养老基金”常见于
各个专业行业，由行业雇主协会与

行业工会达成协议，通常包括丧失
劳动能力和生命保险，保险费是参
加人总收入的 15%，其中公司支付
10%，个人支付 5%。

基于上述原因，在丹麦极其复
杂的税法规定下，一个丹麦雇主雇
佣一个雇员的真实成本只是他付给
该雇员工资的 102%，而其他西欧
国家中，雇主雇人的平均成本要达
到 他 付 给 雇 员 工 资 的 120% 至
130%。这导致丹麦的平均工资水
平要高于多数发达国家。在丹麦，
除去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之外，
丹麦雇员的净收入约占名义工资
的 52%至 65%之间。由于丹麦雇
主在社会保险、劳动力税收等方面
负担相对较低，这使得整体劳动力
成本非常具有竞争力，加之丹麦公
司所得税税率为 25%低于欧洲平
均水平，这些综合优势让丹麦屡次
被评为最佳经商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