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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保缴纳意愿与实际缴纳行为差异的实证分析
祖丽胡玛·赛都拉

新疆大学，乌鲁木齐，830046；

摘要：本文探讨了企业社保缴纳意愿与实际缴纳行为之间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对不同规模和行业的企业进

行实证分析，发现大中型企业通常能够按时足额缴纳社保，而中小型和小微企业在财务压力下常出现缴纳延迟或

减少缴纳的现象。为缩小缴纳意愿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需注重对社保政策的优化，进一步强化监管与执法，

使企业管理者对社保更加重视，以期推动社保制度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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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保险制度占据着重要

位置，通过基本生活保障、事业保障、医疗保障等为广

大劳动者的工作及生活提供有力支持
[1]
。站在企业的立

场上来看，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除了是履行法律要

求之外，也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和提升员工福利密

切相关。新时期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险政策越来越完善，

国家对社会保障非常关注。但在具体实践中，有些企业

虽然存在社保缴纳意愿，但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保缴纳行

为
[2]
。这些问题导致员工的基本保障受到不利影响，也

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一定挑战。

1 企业社保缴纳意愿与实际缴纳行为的现状分

析

1.1 企业社保缴纳意愿的调查与分析

企业社保缴纳意愿反映着诸多情况，其中之一为企

业对社保缴纳保持积极态度或消极态度，也可以对企业

社保缴纳的强度产生明确认知
[3]
。根据对 100 家不同规

模和行业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企业社保缴纳意愿的区

别明显，对于大中型企业在社保缴纳意愿方面较强，其

中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十分突出
[4]
。此类企业管理者往

往将社会责任放在重要位置，也强调给予员工足够福利，

在财务状况方面优势显著。而社保缴纳意愿较弱的为中

小型企业，其中初创企业更加明显，主要因为面临巨大

的财务压力，经营环节需要投入较多资金，自身在财务

状况方面不足，因此有些企业出现拖延缴纳的情况，或

者没有按照规定的缴纳基数进行缴纳。

1.2 企业社保实际缴纳行为的现状

通过相关统计数据可知，企业缴纳意愿和实际缴纳

社保行为是不匹配的，这在中小型企业和小微企业中更

加明显。从大中型企业的角度来看，往往可以足额缴纳

社保，将社保法律法规作为参考，避免员工的社保权益

无法获得保障。而中小型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缴纳意愿，

但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没有在规定时间完成符合要求

的社保缴纳，甚至对不同员工的社保缴纳情况各不相同。

社保缴纳意愿和缴纳行为一致的仅体现在高薪员工中，

导致低薪员工的社保权益受到影响。小微企业的社保缴

纳情况则更为严峻，许多小微企业由于成本压力较大，

存在未缴纳或少缴的现象。

2 实证分析设计

2.1 研究假设提出

根据前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企业规模较大、盈利状况较好和社会责任

意识较强的企业更倾向于按时足额缴纳社保。

假设 2：政策环境的变化和政府的财政补贴或优惠

措施能显著提升企业社保缴纳意愿和实际缴纳行为。

假设 3：企业管理者对社保的认知与态度直接影响

企业的实际缴纳行为。

2.2 变量定义与测量

（1）解释变量（企业社保缴纳行为）：社保缴纳

行为（Y），为二元变量，1表示按时足额缴纳，0表示

未按时或少缴。

（2）被解释变量（影响因素）：

①企业规模（X1）：以企业员工总数作为衡量标准，

员工人数多的为大企业，少的为小企业。

②盈利状况（X2）：企业年利润，单位为万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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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高的为盈利状况好，低的为差。

③政策激励（X3）：为虚拟变量，1表示企业所在

地区提供税收或社保缴纳补贴，0表示没有。

④企业管理者的认知（X4）：为企业管理者对社保

政策了解程度的评分（1-5 分）。

（3）控制变量：

①企业行业类型（X5）：分类变量，制造业、服务

业等。

②企业所在地（X6）：分类变量，东部、中部、西

部等。

2.3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对10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和

访谈，包括大中型企业、中小型企业以及小微企业。样

本企业来自不同地域和行业，以确保样本的广泛性和代

表性。

2.4 模型构建

为了分析企业社保缴纳意愿与实际缴纳行为之间

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iiiiiiii XXXXXXY   6655443322110

其中：

iY 为企业 i的社保缴纳行为，取值为二元变量，1

表示按时足额缴纳社保，0表示未按时或少缴；

iX1 为企业规模（员工数）；

iX 2 为企业盈利状况（年利润）；

iX 3 为政策激励虚拟变量，1表示享有政府社保政

策激励，0表示没有；

iX 4 为管理者认知评分（1至 5分）；

iX 5 为企业行业类型；

iX 6 为企业所在地（东部、中部、西部）；

i 为误差项。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中企业的基本信息以及各主要变量的分布情

况见表 4。

表 4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企业规
模（员

工数）

年利润
（万

元）

政策激
励（0/1）

管理者
认知评

分（1-5）

社保缴
纳行为

（0/1）
最小值 10 -100 0 1 0

最大值 2000 800 1 5 1

均值 500 150 0.4 3.2 0.67

标准差 450 250 0.49 1.2 0.47

从表 4可以看出，企业的员工数差异较大，样本中

规模较大的企业占据较大比例，年利润的波动也较为明

显，说明企业的财务状况具有显著差异。此外，大约4

0%的企业表示享受政策激励，这表明政府的社保激励政

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社保缴纳行为。

3.2 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来探讨影响企业社保缴

纳行为的关键因素。模型构建如前所述，因变量为社保

缴纳行为（1为按时足额缴纳，0为未按时或少缴）。

表 5 回归分析结果

变
量

常数
项

企业
规模

（员
工
数）

年利
润
（万

元）

政策
激励
（0/1
）

管理

者认
知评
分

（1-5
）

企业

行业
类型
（虚

拟变
量）

企业
所在

地（东
部、中
西部）

回
归
系

数

0.302 0.487 0.212 0.331 0.192 0.151 0.142

标
准

误
差

0.125 0.098 0.085 0.143 0.056 0.089 0.12

t
值

2.416 4.971 2.494 2.314 3.429 1.696 1.183

p
值

0.017 0 0.015 0.022 0.001 0.091 0.239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规模、年利润、政策激

励以及管理者的社保认知对企业社保缴纳行为有显著

正向影响。

企业规模（员工数）的回归系数为 0.487，且 p值

小于0.01，表明企业规模越大，越可能按时足额缴纳社

保。

（2）年利润（万元）的回归系数为 0.212，p值为

0.015，说明企业盈利能力越强，其社保缴纳行为越合

规。

（3）政策激励（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331，

且 p值为 0.022，表明享受政策激励的企业更可能按时

缴纳社保。

4 企业社保缴纳意愿与实际缴纳行为差异的原

因分析

4.1 社保成本对企业经营的压力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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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实际成本为企业运营带来一定压力，是影响企业缴

纳社会保险实际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年营收利润高的

企业和一般的大型企业，因其经济实力较强，可以满足

为企业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实际需求，并按照规定时间

节点足额缴纳员工社保资金
[5]
。但是，对于盈利情况较

差的企业或者中小微型企业来说，为企业员工缴纳社会

保险所带来的资金成本，往往在企业经营资本中占比较

大，可能会对企业正常运营带来较大影响，这种影响或

者资金压力在劳动力密集如纺织、制造等行业特别是新

建立的企业当中尤为明显。

4.2 社保政策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社保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对企业社保缴纳行

为产生重要影响。政策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缴纳比例和

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的变化，可能导致企业对未来成本的

预期模糊，进而影响其缴纳决策。一般情况下，当企业

出现收益不佳或者资金短缺等问题时，企业掌控者可能

会决定延迟缴纳或者减少缴纳基数甚至暂停缴纳员工

社会的方式，以此来减轻企业短时间内的经济压力，确

保企业可以持续运转
[6]
。除此之外，一些经营情况较差

的小微企业，特别是监管力度不强的一些偏远城市或地

区，可能会产生消极或者侥幸心理，采取“钻空子”或

者打政策“擦边球”的行为，采取降低员工社会缴纳基

数或者完全不缴纳的方式来降低企业成本，导致缴纳意

愿与实际缴纳行为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4.3 企业规模与性质的差异

对于企业规模和性质，与其社保缴纳的执行力密切

相关。站在大中型企业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在财务实力

方面属于佼佼者，具有承担社保成本的能力，而且内部

管理较为专业、详细，体现出较强的合规意识，因此他

们可以按时足额缴纳社保。而中小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在

上述内容方面与大中型企业的差距较大，经营压力问题

突出，所以此类企业可以按时履行社保缴纳义务的占比

较低。

4.4 企业管理者的认知与态度

在一些中小型企业和小微企业中，管理者对社保政

策的认知往往较为薄弱，甚至存在对社保制度的误解或

忽视，认为社保缴纳是一项额外的负担
[7]
。这种认知差

异可能导致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忽视或延迟社保缴纳。

5 对策与建议

5.1 优化社保政策设计

为了有效解决企业社保缴纳意愿和实际行为差距

不断扩大的问题，该领域需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社保政

策方面，围绕该政策的设计进行调整。在此过程中，要

秉持着稳定性的理念，促使政策彰显出较强的可预期性，

防止出现经常提升或降低社保缴纳比例的情况，也要使

税收优惠政策可以稳定实施
[8]
。在中小型企业和小微企

业中，要转变社保缴纳政策的设计思路，体现出灵活性

的特点，将缴费基数纳入考虑范畴，依据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防止企业负担较大，并将科学、合理的激励措施

落实，如提供税收减免、社保补贴等，可以鼓励企业按

时足额缴纳社保。

5.2 加强社保监管与执法力度

在尽可能保障企业社保缴纳意愿和实际行为相一

致的过程中，需从社保监管方面展开操作，提升监管的

频率和力度，考虑到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执法，政府部门

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需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认真监管企

业社保缴纳行为，积极构建严格、行之有效的检查机制，

使违法行为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处罚。并且，监管部门

要围绕企业社保缴纳问题和地方政府沟通交流两者形

成合作伙伴，将社保政策融入具体实践。

5.3 提高企业对社保的认识

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该领域应将中小型和小微企

业管理者作为主要对象。通过多种方式提升他们对社保

政策的重视程度，积极宣传有关社保缴纳的法律法规和

政策规定，提出如果不按照规定缴纳社保的后果
[9]
。在

影响社保缴纳行为的各类因素中，企业管理者属于重要

因素，如果他们可以对社保缴纳的真正内涵、缴纳要求

等产生清晰认识，并对社保的重要性有所了解，那么除

了可以使企业履行社保缴纳义务的动力更强之外，也可

以加快企业发展步伐。所以，该领域应将企业管理者的

社保法规和政策培训工作提上日程，围绕社保政策进行

多角度介绍，引导他们了解社保缴纳与员工福利的关联

性。

5.4 合理规划企业成本与社保缴纳

企业需从成本结构入手，采取合理规划的方式，促

使社保缴纳和财务预算相融合，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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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额的社保缴纳义务。中小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在运营发

展的道路上，经常出现财务压力大的情况，社保缴纳的

出现加剧了该问题，为了有效缓解此问题，这些企业应

将承担结构的优化工作真正落实，保障运营的高效性，

逐渐释放出更多资金，使其成为社保缴纳的基础
[10]
。例

如，企业可以通过调整非核心业务支出、提高劳动生产

率等方式降低成本，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社保费用。

结论

综上所述，在竞争激烈、利润空间小的行业，如制

造业、服务业等，企业为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往往

会降低社保缴纳意愿和实际缴纳水平。规范程度高、大

型企业集中的行业，社保缴纳情况较好；而一些中小微

企业聚集、行业协会作用弱的行业，社保缴纳意愿和行

为差异较大。今后要以提升企业社保缴纳意愿与实际缴

纳行为的一致性，通过提升管理者认知、完善法律法规

等方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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