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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险权益的附条件性与去条件化 
 

——写在  《社会保险法》实施两周年之际 
 

中国社会保险法学研究所  上海财经大学   栗燕杰   俞楚珩 
 

  《社会保险法》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即将满两周年。该法第 1 条开宗明义:“维护公

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由此，社会保险权成为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

基石和落脚点。享受社会保险权的条件及其变动趋势，直接关涉制度功能之达成，成为值得社会

保障学界、法学界和广大公众广泛关注的议题。 
  考查各国法治可发现，社会保险发展的主线是，从以身份为基础的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变为

劳动者的社会权利和法定权利，再成为以国籍身份为基础的公民权利，摆脱国籍局限的一般性社

会成员权利。由此，社会保险权所附条件，表现出规律性的变迁。 
  社会保险权的附条件性 
  社会保险权作为一种由法律设定的权利，与具有强烈自然性的传统民事财产权利迥异，往往

以各种强制性附加条件作为其前提。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主体上的限制。社会保险权只有法律规定的主体才能享有，不少群体被排除在外。比

如，保姆、在华工作的外国人是否享有养老保险权益长期存在争议。 
  其次，鉴于社会保险制度具有较强的“保险性”，适用保险的大数法则，社会保险制度的运

行以单位、个人的缴费为前提。社会保险权利的享有，以用人单位和个人的按时足额缴费为基本

条件。 
  再次，各项社会保险权还附有其他各项条件，除了根据各个社会保险险种自身规律设置实体

性条件之外，还均设置有具有共通、一般意义的程序性条件。比如，领取失业保险金不仅需要交

纳失业保险费，而且还附加其他条件，如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进行失业登记、有求职要求

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金，则需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累积缴费满 15 年。基本医疗保险也存在类

似情形。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将特定医疗费用明确排除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包括工伤

的、第三人负担的、公共卫生负担的、境外就医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以经工伤认定为条件；

享受工伤保险的伤残待遇，以经劳动能力鉴定丧失劳动能力为条件。 
  社会保险权的去条件化 
  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逐步改革与发展，社会保险权益上所附条件逐步减少，或在一般意义上

予以“符合推定”，可冠之以“去条件化”趋势，表现在权利主体、缴费条件、排除例外等方方

面面。 
  在权利主体方面，主要表现为对“正式劳动者”身份要求的弱化。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

保险逐步走向全覆盖，涵盖正式劳动关系之外的进城务工人员、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

员、无劳动关系的城镇居民、农民等群体，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军人也被纳入到社会保险权利主

体中来。就基本养老保险而言，2009 年《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提出，将农村居民全覆盖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内。2011 年《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试点的指导意见》则将城镇非从业居民纳入到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之内。就基本医疗保险而

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起到类似效果，已经足以覆盖全民。 
  在缴费条件方面，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制度，必须以缴费作为享受

待遇的前提。但为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险法》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低收入家庭六十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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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其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其缴费义务的免除情

形并不罕见。 
  在工伤保险领域，工伤认定的排除事项，呈现减弱趋势。工伤认定的一般要件层面，《社会

保险法》对 2003 年的《工伤保险条例》予以大幅简化，表现出强烈的“符合推定”趋势。2003
年《工伤保险条例》的工伤认定一般要件，往往被简称为“三工”，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

工作原因，三者同时具备才应认定为工伤。在相关实践和法院审判实践中，通过法律解释、适用

技术等方式对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等要素予以放宽，比如将工作场所内、工作时间前后的预备性、

收尾性工作涵盖在内，将上下班途中的事故伤害涵盖在内，但其基本要件依然是“三工”要件的

框架。《社会保险法》则从“三工”要件转而为“工作原因”单要件。《社会保险法》第 36 条第 1
款规定“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且经工伤认定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由此，工作场所、工作时间不再是工伤认定的法定要件，而仅仅是工伤认定的常见情形描述要素

而已。这对于保护遭受事故伤害、患职业病职工的健康权、工伤保险权，是具有制度性改进的结

构性更新。另外，符合工伤保险的一般要件，因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现在已可认定为工伤。由

此可见，工伤保险权益享有，更多从促进工伤预防、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出发，

对其本来设置的各项条件予以重新审视，大幅削减不合理的条件，将不适当的例外情形予以删除，

充分体现其社会化分担风险、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的宗旨。 
  中国其他社会保险险种也存在类似趋势。我国失业保险待遇一直以“非自愿”失业为条件。

但从世界范围看，虽然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一直坚持“非自愿”失业条件，而许多国家

已逐步放松这一限制，允许理由充分的自愿失业者享受失业津贴和其他失业保险待遇。在德国，

因为个人原因自动离职、拒绝培训或再培训机会，则可减少失业保险金或延迟发放。但是，这种

情况下失业者依然享受失业保险金。 
  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先行支付制度，也带有“符合推定”的意味。根据《社会保险法》、

《工伤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等法律文件，第三人侵权导致的伤病，

以及所在单位未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该个人的医疗费用可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先行

支付。经办机构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用人单位要求偿还并强制执行。 
  社会保险权的去条件化，其实质为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险性”弱化与“社会性”强化。其结

果是，社会保险为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提供越来越全面的安全保障。但是仍应意识到，虽然社会

保险权益所附带条件不断减弱，但社会保险制度仍存在难以提供覆盖的风险和群体。因此，仍需

要社会救助制度给予兜底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