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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金上调 4%
各地多措并举 保障按时足额发放

总体涨 4% 将惠及超过 1.3 亿退休人员
������今年 5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 明确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为 2021 年底前
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

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

老金水平， 总体调整水平为 2021 年
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4%。

记者发现，截至目前，全国 31 个
省（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

已发布了具体方案。 各地均采取定
额调整、 挂钩调整和适当倾斜相结
合的办法，并要求调增的养老金在 7
月底前发放到位。

据了解，定额调整主要体现社会
公平原则， 不同省份的调整金额从
20 元至 60 元不等。 以广东为例，退
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28 元。

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

得的激励机制。 以江西为例，如按缴
费年限挂钩调整， 对缴费年限 15 年
及以下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16.5
元，超过 15 年的按每满一年增加 1.1
元调整； 按基本养老金水平挂钩调
整，则每人每月按本人 2021 年 12 月
份基本养老金的 1.23%增加。

政策适当倾斜，则体现对高龄人
员、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和艰苦边远地

区退休人员的重点关怀。比如，黑龙江
对年满 70 至 79 周岁老人每人每月
额外增加 30 元；年满 80 周岁以上的
老人每人每月额外增加 40元；对艰苦
边远地区退休的人员，根据地区类别
分别额外增加 5元、10元和 15元。

“提高养老金这一民生保障重要
举措，将惠及超过 1.3亿多退休人员。”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说。

������为助企纾困稳就业、 保民生，今
年我国对 5个特困行业企业、17个其
他行业的困难企业以及受疫情影响

严重地区的困难中小微企业，实行阶
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对以个人
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 ，
2022年缴纳费款有困难的，实行可自

愿暂缓至 2023年底前缴费政策。
阶段性缓缴社保费政策减少了

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入， 是否会影
响 2022 年上调养老金政策的落地？
“缓缴社保费政策是经过认真细致测
算的，基金可以承受，能够确保养老金
按时足额发放。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
副司长亓涛说，特别是加大对基金困

难省份资金支持力度，上半年已完成
1200多亿元的资金缴拨工作，有效均
衡了省际间的基金负担。

从账目看， 根据人社部数据，3
月末，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度
收支规模达到了 12.6 万亿元， 累计
结存超过 6 万亿元， 基金运行总体
平稳，整体上收大于支，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是有保障的。
同时，中央财政补助力度持续加

大， 专项用于确保基本养老待遇发
放。 据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副司长郭
阳此前介绍，2021 年，中央财政安排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资金的规模

已经达到了约 9000 亿元， 今后还会
进一步增加。

阶段性缓缴社保费政策 不影响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未来几年，随着上世纪 60年代生
育高峰出生人口陆续达到退休年龄,
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将有所增加。 部分
年轻人对养老金上涨的可持续性，以
及未来自身养老保险待遇能否保障有

所担忧。
“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根据职工

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
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郑功成说，
我国已经建立实施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合理调整机制。 总的原则是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把提高保障水平建立在
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

同时我国持续深化改革、 优化制
度， 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长期可持
续。

截至 2021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超 4.8亿人，比上年末
增加 2453万人。 “我国正在推动放开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 允许 2
亿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扩大覆盖面的空间较大。 ”郑功成
表示。

提高统筹层次也在加快推进 。
2022年 1月 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正式实施。截至目前，
多数省份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信息系统上线运行。
“资金在全国范围内互济余缺，有

利于发挥基金的规模效应， 增强支撑
能力。 这就在制度上解决了基金的结
构性矛盾问题， 困难地区的养老金发

放更有保障， 推动养老金制度更可持
续。 ”亓涛说。

作为对基本养老保险补充的个人

养老金制度也于今年 4月推出。 人社
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配套政策，
确定个人养老金制度试行城市。

“养老保险基金是老百姓托付给
国家管理的‘养命钱’。 我们将多措并
举，管好用好养老保险基金、让亿万老
人老有所养。 ”亓涛说。

（新华社 8 月 1 日电）

深化改革 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长期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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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 7 月，多省
份密集发布上调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的通知。 截至目前，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
已亮出方案。 4 月以来推出的缓缴养
老保险费政策，是否会影响相关人员
养老金待遇？ 未来几年进入退休高
峰期，如何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
发放？

□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泰康绿通十周年， 服务
升级。 泰康人寿推出的 “线上绿通”
服务借助互联网消除医疗供需不对

称的问题， 满足人们全天候线上问

诊、 购药及挂号的需求， 缓解实体
医疗机构医疗资源不足的压力。

据介绍， 受疫情影响， 线上健
康服务成为人们的刚性需求。 为此，
泰康绿通拓展服务场景， 新增 “线
上绿通” 服务， 实现线上线下全直

通 。 “线上绿通 ” 基于泰康医生
APP 平台， 在传统的快速问诊、 线
上购药和挂号协助的基础上， 针对
不同客户， 新增中医养生、 皮肤专
区、 儿科急诊等多项问诊服务。 针
对慢性病患者和日常疾病患者的用

药需求， 泰康医生 APP 还为客户提
供在线购药服务。 线上问诊医生为
客户开具处方后， 客户即可线上购
药， 对疫情期间不便去医院开药的
慢性病患者来说， 无疑是极大的便
利。 ②12

泰康绿通实现足不出户即可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