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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 单位缴费比例有望降至 19%
按照要求，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 20％的省（区、市），将单位缴
费比例降至 20％；单位缴费比例为 20％且 2015 年底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高于 9
个月的省（区、市），可以阶段性将单位缴费比例降低至
19%，降低费率的期限暂按两年执行。 具体方案由各省
（区、市）确定。 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失业保险总费率
在 2015 年已降低 1 个百分点基础上可以阶段性降至
1％至 1.5％，其中个人费率不超过 0.5％，降低费率的
期限暂按两年执行。 具体方案由各省（区、市）确定。

人社部称 降费率不影响参保人待遇
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有利于企业降成本。 不过，广

大参保者也担心，降费率会不会降低社保待遇？ 人社部
回应称，降费率不影响社会保险待遇标准。 从养老保险
看，此次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降费方案包含了三个限制
条件：一是有条件的省份降低费率；二是降低费率的期
限按两年执行；三是降低 1 个百分点。 其中，有条件的省
份指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高于 9 个月的省份，这些
省份基金支撑能力较强。据测算，多数省份在降低费率 1
个百分点后仍将保持基金当期收大于支，少数当期收不
抵支的省份也完全可以使用累计结余保证待遇支付。

从失业保险看，失业保险费率降至 1%至 1.5%，部分
省份失业保险基金当期会出现收不抵支。但是，可以通过
使用累计结余和省级调剂金确保失业保险待遇支付。

不用担心 养老金一定按时足额发放
尽管费率降低，但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一定能够做到

按时足额发放。 从全国情况来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运行总体平稳。 2015 年末， 我国当期收支结余总计超过
3400 亿元， 年末基金累计结余超过 3.4 万亿元， 相当于
17.7 个月的支付水平。 同时，此次降低社保费率是有条件
的地区阶段性的举措，符合降费条件的省份在两年内费率
降低 1 个百分点，不会影响基金平稳运行。此外，基本养老
保险投资运营即将启动实施，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和划转
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方案正在研究论证中，这些
举措将大大提高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能力，
确保广大参保人员“老有所养”。

两年以后 降费率方案是否调整将再研究
有人担心，有条件的省份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可能会

带来省际之间的公平性问题。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政
策设计时已充分考虑了公平性问题。 首先，对于当前费率
高于 20%的省份要降到 20%，而当前费率已低于 20%的省
份，如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则不在此次降费率范围内。
其次，降费率是阶段性调整，长期看不会带来地区间费率
公平性问题。 此外，对于基金支撑能力较弱的省份，人社
部将持续关注其基金运行状况。 此次降费率方案的执行
时间是两年，两年以后是否还会调整？ 人社部表示，社会
保险费率问题非常复杂， 需要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环境、
基金运行情况、人口结构等多种因素，同时采取多种措
施不断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在测算和论证的基础上做出
决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保险制度的不
断完善， 未来社会保险费率也必将会更加科学合理，届
时将会结合多方面因素统筹研究考虑。（据《北京晚报》）

下月起， 我国将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介绍、组
织孕妇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
工终止妊娠。 5 月 1 日，新修订的《禁止非医学需要的
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将正式施行。 新规建立了涵盖相关医疗广
告、医疗器械和药品的监管制度以及有奖举报制度。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持
续 30 多年处于偏高状态。 2013 年机构改革后，原国家
计生委、原卫生部、原药监局 2002 年联合发布的《规定》
中的部分条款已不适应工作需要。 国家卫计委于 2014
年联合工商总局、食药监总局启动《规定》修订工作。

新规要求，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非医学需
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 此外，
《规定》还明确，“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介绍、组织孕
妇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
终止妊娠”。 对这种行为的处罚，《规定》提出，“介绍、
组织孕妇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选择性
别人工终止妊娠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国家卫计委在其官网的解读中称，禁止“两
非”行为，同时根据《母婴保健法》，对符合法定生育条
件实施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情形作出规定。 如第
九条规定，符合法定生育条件，除下列情形外，不得实
施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一) 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
病的;(二)胎儿有严重缺陷的;(三)因患严重疾病，继续
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孕妇健康
的;(四)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医学上认为确有必要终止妊
娠的其他情形。

该《规定》明确了医学诊断程序：医学需要的胎儿
性别鉴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批
准设立的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此外，
《规定》明确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遵守相关
管理制度： 实施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机构应当在手术
前登记、查验受术者身份证明信息，并及时将手术实施
情况通报当地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据《新京报》）

司机恶意骚扰乘客等一些网约车
平台恶性安全事件频发，让专车新政的
出台提上日程。 虽然民众欢呼网约车带
来的交通便利，但对安全的担忧从未减
少。近期，深圳市交通、公安、交警、市场
监管、 网监等部门约谈滴滴、 优步、易
到、星星、神州等网约车平台，并首度披
露了网约车平台管理存在的几大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网约车平台对驾
驶员招录普遍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市
民乘车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网约车交
通违法多、交通事故多等。

交通部去年征求意见统计显示，关
于网约车平台是否应纳入管理， 在 823

条意见中，认为应将网约车平台纳入管
理的意见有 497 条， 认为不应该纳入管
理的有 326 条。关于网约车车辆性质，在
846 条意见中， 认为网约车车辆性质应
登记为“出租客运”的有 440 条，持相反
意见的有 379 条。。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对网约车平台、车辆、驾驶员
都提出具体要求， 网约车平台需要在某
地登记，需要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 网约车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出租
客运，需要取得预约出租汽车的《道路
运输证》；驾驶员要取得《道路运输从业
人员从业资格证》。 业内人士表示，《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对行业影响最大的一条是“网约车
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出租客运”。 由于
目前绝大多数的网约车由私家车组成，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出台后，私家车若要参与网约车
运营就要变更车辆性质，一旦变成为营
运车辆，私家车报废年限就变成八年或
更短， 这会让很多私家车打退堂鼓，这
将对目前的网约车市场格局产生地震
般影响。

据新华社电（记者 王希）国家统计局20日
发布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
报，以2015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全国大
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为
137349万人（不包括港澳台居民和外国人，下
同）。这一数据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11
月1日零时的133972万人相比，五年共增加3377
万人，增长2.52%。

公报显示，根据调查推算，全国大陆共有家
庭户40947万户， 家庭户人口为126935万人，平

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 与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持平。 从性别构成看， 男性人口为
70356万人，占51.22%；女性人口为66993万人，
占48.78%。 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
女性的比例） 由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5.20
下降为105.02。 从年龄构成看，0至14岁人口为
22696万人，占16.52%；15至59岁人口为92471万
人，占67.33%；60岁及以上人口为22182万人，占
16.15%，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374万人，占
10.47%。

人社部发布通知 健全养老保险激励约束机制

五险将变四险
生育险和基本医疗险合并

饱受诟病的社保高费率终于要降了！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19 日发布《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
知》，决定暂时按两年的期限阶段性降低养老保险费率，并
降低失业保险总费率。 各地要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 2015
年关于降低工伤保险平均费率 0.25 个百分点和生育保险
费率 0.5 个百分点的决定和有关政策规定，确保政策实施
到位。 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工作，待国务院
制定出台相关规定后统一组织实施。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
最高罚3万
规定下月起开始实施

网约车新政最快5月份出台
专车平台或将遭遇强力约束

据新华社电（记者 张彬）网约车新政千呼万唤
始出来。 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最快将于 5月初
出台，最迟 5月底出台。 业内人士表示，新政对私
家车做网约车提出限制，滴滴、优步、易到等私家
车加盟模式的专车平台或将遭遇强力约束。“即将
出台的文件与征求意见稿内容基本一致，有一点变
化是，要求网约车平台在一个省备案就行了，其他
省不用再申请， 征求意见稿上是要求网约车平台
在各个省都要备案。 ”上述人士表示。

国家统计局 1%人口抽样调查

全国大陆人口为 13.7349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