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生育保险 

 

知识点名称 重要程度 

1.生育保险制度 ★ 

2.生育保险待遇 ★★ 

 

一、生育保险制度 

生育保险制度 
生育保险制度是指国家通过社会保险立法，对女职工因生育子女而导致暂时丧失劳动能

力和正常收入时，由国家或社会提供物质等方面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生育保险费缴

纳 

《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生育保险

费，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目前，生育保险费按照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 1%，由用人单位缴纳 

 

二、生育保险待遇 

待遇 

构成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职工未就业的配偶生育子女，职工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生育保

险基金中支付。但是，未就业职工配偶不享受生育津贴 

生 育

医 疗

费用 

生育医疗费用包括： 

①生育的医疗费用（包括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和药费） 

②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 

③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项目费用 

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医疗费用，按照生育保险规定的项目和标准： 

①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②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 

生 育 津

贴 

生育津贴是指在职妇女因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中断收入时，给予定期的现金补助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津贴： 

①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 

②享受计划生育手术休假 

③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生育津贴的标准：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 

①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②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 

 

【例·单选题】关于生育保险的说法，错误的是（  ）。 

A.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B.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其未就业的配偶可以享受生育津贴待遇 

C.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 

D.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支付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生育保险的内容。职工未就业的配偶生育子女，职工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

遇，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但是，未就业职工配偶不享受生育津贴待遇。B 选项错误。 



 

本节小结 

 
 

第六节  补充保险 

 

知识点名称 重要程度 

1.企业年金 ★★ 

2.职业年金 ★ 

3.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相关个人所得税处理 ★ 

4.补充医疗保险 ★★ 

 

一、企业年金 

含

义 

企业年金，一般又称为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

在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等政策和条件下，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辅助性的养老保险形式 

原

则 

企业年金由国家宏观指导、企业内部决策执行，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

4%以内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 

缴

费 

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 

①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 8% 

②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 12% 

 

续表 

现

行

政

策 

建立范

围 

①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 

②具有相应的经济负担能力 

建立程

序 

①企业应当与职工通过集体协商确定并制定企业年金方案 

②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 

③报送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自收到企业年金方案文本之日起 15 日内未提出异议的，企业年金方案即行生效 

适用 企业年金方案适用于企业试用期满的职工 

发放 

①职工在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时，可以从本人企业年金个人

账户中按月、分次或一次性领取企业年金，也可以将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全部或

部分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依据保险合同领取待遇并享受相应的继承权 

②出国（境）定居人员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可根据本人要求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③职工或退休人员死亡后，其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续表 

争议处理 
①因履行企业年金合同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请仲裁或者诉讼 

②因订立或者履行企业年金方案发生争议的，按国家有关集体合同争议处理规定执行 

 

【例·多选题】关于企业年金的说法，正确的是（  ）。 

A.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共同缴纳 

B.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 8% 

C.企业年金可以替代基本养老保险 

D.企业年金方案适用于企业试用期满的员工 

E.因订立或履行企业年金方案发生争议的，按照国家有关劳动合同争议处理规定执行 

 

答案：ABD 

解析：本题考查企业年金。建立企业年金，需要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不能替代基本养老

保险。因订立或履行企业年金方案发生争议的，按照国家有关集体合同争议处理规定执行，而不是按照劳动

合同争议处理规定执行。 

 

二、职业年金 

含

义 

职业年金是指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建立的补充

养老保险制度 

适用的单位和工作人员范围与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范围一致 

缴

费 

共 同 承

担 

①单位缴纳职业年金费用的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 8% 

②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 4%，由单位代扣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国家适时调整单位和个人职业年金缴费的比例 

基 金 组

成 

①单位缴费；②个人缴费；③职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 

④国家规定的其他收入 

 

续表 

领

取

条

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领取： 

①工作人员在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并依法办理退休手续后，由本人选择按月领取职业年金的方

式。本人选择任意一种领取方式后不再更改 

（领取方式包括：一次性用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依据保险契约领取待遇并享受相应的继承权；

选择按照本人退休时对应的计发月数计发职业年金，发完为止，同时职业年金个人账户余额享有继

承权） 

②出国（境）定居人员的职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可根据本人要求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③工作人员在职期间死亡的，其职业年金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未达到上述职业年金领取条件之一的，不得从个人账户中提前提取资金 

 

三、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相关个人所得税处理 

规定标准缴付部

分 

①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办法和标准，为在本单位任职或者受

雇的全体职工缴付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单位缴费部分，在计入个人账户时，个人暂不



缴纳个人所得税 

②个人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缴付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个人缴费部分，在不超过本

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 4%标准内的部分，暂从个人当期的当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超过规定标准缴

付部分 

超过规定标准缴付的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部分，应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所得，依

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税款由建立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的单位代扣代缴，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解缴 

 

续表 

个 人 缴

费 工 资

计 税 基

数 

企业年

金 

为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月平均工资按国家统计局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统计的项目计算 

月平均工资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的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以上的

部分，不计入个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 

职业年

金 

为职工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之和 

职工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之和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的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 300%以上的部分，不计入个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 

 

四、补充医疗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是指单位或特定人群，根据自己经济收入和疾病的严重程度，自愿参加的一种辅助性医疗保险。 

主要包括：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 

 

（一）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建

立 

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是各地在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探索出的一种解决封顶线以上

大额医疗费用的医疗补助办法 

实

施 

一般由当地政府随同基本医疗保险的建立在参保职工中强制执行，由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经

办，是一种社会性的补充保险 

缴

费 

保险费一般按每个职工一年缴纳一定额度的费用的办法筹集，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建立大额医疗费

用补助金，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分开管理，分别核算 

支

付 
参保职工发生超过封顶线以上的医疗费用，由大额医疗费用补助金按一定比例支付 

 

（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 

含义 
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是企业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国家给予政策鼓励，由企业自主举办或

参加的一种补充性医疗保险形式 

条件 
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足额发放职工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有能力主办或参加企业补充医疗

保险 

形式 ①由商业医疗保险机构举办；②由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经办；③由大集团、大企业自办 

缴费 
企业为职工缴纳的补充医疗保险费，按国家规定的列支渠道列支，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工资总

额 4%以内的部分列入成本，超出 4%的部分由企业税后利润负担 

使用 主要用于：解决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以外的医疗费用负担 



要求：独立经办，自负盈亏；独立管理；专款专用 

 

（三）商业医疗保险 

含义 商业医疗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多以营利为目的，企业或职工自愿参加 

主 要

险种 

①基础医疗保险：如儿童住院医疗保险等 

②大病保险：一般是针对肿瘤、心血管疾病按单病种设立的保险 

③伤残保险：主要是针对工伤、意外伤害设置的一种保险 

④与基本医疗保险衔接的大病保险：这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后，商业保险公司推出的新险种，

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职工可以按照商业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购买保险，职工患病发生的医疗费用

超过封顶线以上部分，可从保险公司获得一定比例的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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