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后，
大家拿到手的养老金会一样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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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未回复全员被罚现象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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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次“全员处罚”，广
东一家公司上了热搜。

近日，网传该公司全体员
工因无人回复群内公共消息，
全员被罚款 200 元。 工作人员
回应表示，处罚是根据公司条
例和规章制度来的。

仔细推敲一下，这起事件
中有诸多细节值得“细品”，其
中当然包含了企业扣罚的合

理性 ； 但或许网友更疑惑的
是，为何从当天 17 时 56 分起
的 2 小时内，这家企业的众多
员工会无一人在微信群中“发
声”， 这一反常行为究竟透露
出了怎样的职工情绪，又印证
出了企业现代化管理中的哪

些不足？
事实上，关于企业微信群

里的那些“奇葩”事，早已举不

胜举。 例如重庆的一位小伙因
周末未按时回复工作群消息，
被公司点名批评并要求，工作
群里的消息必须半小时内；一
员工赵某连续 16 天未在公司
微信群发布 APP 签到，结果企
业以旷工违反公司考勤制度

为由解除了其劳动合同。
有意思的是，微信的官方

宣传语是“一个生活方式”，宣
传的主要功能是“跨平台的通
讯工具”。 然而，如今这个软件
却因其便捷性逐渐演化为“职
场工具 ”，各种 “工作群 ”可谓
五花八门。 微信群变工作群，
一定程度上说，给工作带来了
极大便利，并无不可。 但万事
都有一个度，如今不少企业把
“群”肆意使用，往往是大群套
小群 ，小群还分各类群 ，各类
通知往里一扔 “@”了事 ，“群
主 ”倒是方便了 ，可此起彼伏
的“滴滴”声让职工疲于查看，
“态度”自然很难端正。

不仅是微信，还有包括钉
钉等各类软件，很多企业在利
用它们提供便捷性的同时 ，
也悄然间扩大了工作的范畴。
生活与工作之间的界限被模

糊， 工作圈与生活圈被重叠，
无形中成了职场压力的一种

放大器，甚至在原本属于职工
的休息时间， 还要为了一条
主管的消息回复 “收到”、“马
上处理 ”等 ，让很多职场人备
感紧张。

另外，人与人的交流与沟
通本就理应平等。 但是，有些
企业负责人或是管理者在“工
作群” 里的表现高高在上、不
容分辩，以至于把微信群当成
“打卡工具”，把群内聊天玩笑
作为考核，这些都已经扭曲了
正常管理的流程和标准。 种种
情况导致之下，也难怪是群内
普通职工往往“静若寒蝉”，除
非被 “@”到 ，否则宁愿永久
“潜水”。

俗话说 ，没有规矩 ，难成
方圆。 但是，管理与被管理的
实现，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之
上，更不能是用人单位想怎么
来就怎么来。 当前，部分企业
苛刻的管理制度，奇葩的管理
规定，已经成为对职工合法权
益的显性或隐形侵犯，而更需
要警惕的是，其还往往不自知
甚至自我感觉良好。 例如，此
前东莞一家公司员工因违反

企业“每个班只允许上一次洗
手间”的规定，结果被罚款；浙
江一领导在公司大群内公开

批评员工带饭热饭的问题，要
求将公司的微波炉扔掉，不再
允许员工在公司热饭。

信息时代，企业管理边界
值得反思。 管理者应该知晓，
“打工人”首先是“人”，而不是
群中的一个个“标签”，应该给
予必要的尊重。 如何在充分保
障有效管理和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才是企业的核心价值所在。 例
如 ，哪怕是 “工作群 ”，也不能
要求职工 “终年无休”、“随时
上线”。 若是重要的消息，可以
加一句“收到请回复”，这样既
减少了职工的困惑，也能起到
管理的效果 ， 岂不是一举两
得，总比彼此“翻脸”要好。

当然 ，企业要 “大气 ”，职
工也不能太“小心眼”。 职工要
“守规矩”服从规范的管理，遵
照正确的规定。 企业不是职工
的对立面，而是应该双方同心
共向、同舟共济的共同体。 彼
此的良性互动才能利益与共，
共创美好明天。

而相关工会组织也应该

承担起职责，对企业内部管理
制度予以监督，尤其是针对一
些苛刻 、 不人性化的管理规
定， 要督促企业及时整改，保
护职工权益不受侵害，助推职
工企业“和谐同行”。

■罗菁

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 21 部门联合发布 《“十四
五 ”公共服务规划 》明确 ，到
2025 年， 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更加完善，政府保障基本、社
会多元参与、 全民共建共享
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基本形

成，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其
中，在老有所养方面提出，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 95%，
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 为什么提出这一部署，正
在推进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 将对职工带来哪些改
变？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
学院副院长、 国家发展与战
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忠对此作

出了解答。

基本养老保险
为什么要全国统筹？

赵忠表示， 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率从现有水平 90%提
升至 95%， 意味着保险覆盖

范围更加广泛， 让更多群体
受益。 而实现基本养老保险
全国统筹， 是我国社会保障
制度健全和完善的重要举

措 ，是有利于个人 、家庭 、企
业和社会的重大决策。

第一， 基本养老保险是
重要的基本公共服务， 是二
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
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
可以更好地使全国人民分享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
缩小老龄人口区域之间 、行
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

第二， 基本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 可以进一步加强我
国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

续性。 统筹层次越高，越有利
于风险的分担， 提高抵御风
险的能力。 全国统筹，也是基
本服务均等化的必然要求 。
通过全国统筹， 可以充分发
挥我国幅员辽阔的优势 ，同
时兼顾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使全
国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体系成为我国先富带后富的

重要体制机制。
第三， 基本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 有助于全国统一的
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建

设。 若各地的费基、 费率不
同， 就会造成各省份之间制
度环境的不公平， 其后果是
劳动者与市场主体不愿意前

往缴费水平较高的区域。 “十
四五”期间，实现基本养老保
险的全国统筹， 这对于加快
构建全国统一的公平市场环

境是一项利好。 全国统一的
市场，对市场主体更加公平，
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推动经
济均衡发展， 从而做大夯实
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 有利
于基本养老保险的良性循

环。

职工到手的养老金
会有什么变化？

或许很多人会问， 所谓
“全国统筹”是否意味着大家
拿到手的养老金一样多？

对此，赵忠解释，基本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 并不意味

着大家到手的养老金一样

多。 一方面，养老金的来源不
仅仅只有基本养老保险 ，还
包括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和

商业养老保险。 另一方面，即
使就基本养老保险而言 ，也
不会大家都一样。

一般而言， 养老金来源
于三个渠道：基本养老保险，
也称为养老保险第一支柱 ；
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 即养
老保险第二支柱； 商业养老
保险，即养老保险第三支柱。
基本养老保险属于基本公共

服务的范畴，由政府主导，其
目的是保基本， 全国统筹涉
及的也是这部分。 企业年金
或职业年金的主体是用人单

位， 起到提高养老待遇的作
用。 商业养老保险则主要是
个人行为。 显然，养老保险第
二和第三支柱都不属于基本

公共服务的范畴， 也不由政
府主导； 来源于第二和第三
支柱的养老金的多少取决于

单位和个人， 不会大家都一
样，也不存在全国统筹。

需要注意的是， 基本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后， 仅仅来
源于基本养老保险的部分也

不会大家都一样。
赵忠表示， 现行的基本

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与个

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 资金
筹集由国家、 单位和个人共
同负担。 个人账户的部分归
个人所有， 显然不可能大家
都一样。 社会统筹的部分具
有再分配功能， 但个人能从
社会统筹部分得到的养老金

也与缴费年限、 缴费水平等
相关，而这些是因人而异的。
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 一方面是缩小制度带来
的收入差距， 使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更符合共同富裕的战

略。 另外一方面是促进全国
统一的市场建设， 更有利于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在第一支柱保
基本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用
人单位和个人的作用， 依靠
国家、 单位和个人的同心协
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叶赟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