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定收 ， 略有节余的原则是很重要的。 当然 ， 以支定收也要考虑到负担能力的问题。
5. 贲金来源与使用相 一 致的原则。在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与使用之间建立起透明度

大、比较合理的联系， 对千提高社会保障的效率 ， 确保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防止 “大锅饭＂ 的
出现都是有利的。 尤其在我国目前人民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 国家财力也很有限的情况下更
是如此。

6. 保险原则。 尽管根据被保险人的风险悄况 ， 确定不同的保险费率是与社会保障H的
相违背的 ， 但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 为避免社会保障陷入困境 ， 提高社
会保障的效率 ， 适当考虑保险原则也是必要的。

7. 与税收征收协调一致的原则。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
高 ， 开征居民个人所得税的条件已逐步成熟。 为简化手续， 提高征管效率， 避免额外的管理
成本 ， 在社会保障的保险费征收方面 ， 应尽量与所得税的征收协调起来。

根据以上原则， 我国新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模式应当是 8

1. 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 ， 负责编制社会保障的发展和改革规划 ， 制订社会保
障的法规、 规章， 并组织实施。

2. 建立统一 的社会保障业务机构 ， 经办各种社会保障业务， 管理个人的社会保障帐
户 ， 编制社会保障各个项目的预决算 ， 负责征收、管理、 支付社会保障资金 ， 并赋千一定的
经济和金融权力 ， 通过营运使社会保障资金保值增值。 同时 ， 要建立和健全对社会保障资金
的征集、使用和运行的监督机制。

3. 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的个人储蓄帐户， 将个人与企业交纳的保险费均记入该帐户 ， 井
分别按不同保险项目入帐 ， 使用时也可以统一 安排。

4. 政府部门拨出专门的社会保障基金， 作为调剂和补充 ， 并主要用于特殊困难的社会
成员的救济。

5. 在三方负担的比例上 ， 根据前面所谈的原则 ， 对千养老保险 ， 实行个人储存与统筹
互济相结合 ， 以个人所积累的资金为主（包括企业）， 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由单位补

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覆盖全社会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医疗保险， 实行

小病个人负担大部分 ， 保险负担小部分 ， 大病个人负担小部分 ， 保险负担大部分费用的方
法 ， 以便既保证基本医疗待遇， 又节省开支，对于工伤保险， 按照保险原则 ， 企业负担大部
分 ， 个人不负担， 政府适当补贴，对于失业保险 ， 三方共同负担。 在经济不景气、失业人数

大屉增加时 ， 可适当增加政府的补贴。
总之 ，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既要借鉴西方国家比较成熟的经验， 又要结

合我国的国情 ， 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 同时， 还必须有工资、分配等制度的

配套改革。

·书讯．

徐政旦教授等主编＜＜成本会计＞＞获奖

我校会计学系博上导师徐政旦教授和石人瑾、 政系统优秀教材一
A片 奖，并朵狄匡众教及个旧仇为

林宝怀教授主编的《成本会计〉〉一书（计62.8万字， 改材一等奖。
仇I寸行人民出版补出版）最近被评为第二届全团财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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