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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沿革 

（一）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制度（1997 年 4 月 1 日-2011 年 6

月 30 日） 

园区公积金制度是园区借鉴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经

验，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趋势和园区实际而建立的一

项综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包含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

险和住房保障等一揽子的社会保障内容。 

保障内容 

含基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和住房

保障的综合保障。以“一金”的模式代替了其它地区

分别单独设立的模式 

缴费比例 
由单位和个人对等缴交，综合缴费比例远低于全国

统一的社保制度(约 20 个百分点左右) 

账户设臵 

个人账户为主，具有“预筹积累、纵向平衡”的制度

特色，与以统筹账户为主的全国统一社保制度存在

着很大差异 

账户用途 

充分考虑了会员在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年轻时，

可大部分用于购房支出；年龄偏大时，则增加了对

养老、医疗的保障支出，与我国通常的“六金”比例

固定的模式相比，具有弹性更大的特点 

园区公积金制度自 1997 年 4 月 1 日实施以来，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共经历了 4 个发展阶段： 

阶段 
缴费率（2004 年后以 A 类为例） 

单位 个人 合计 

1997 年 4 月-1998年 12 月 25% 25% 50% 

1999 年 1 月-2001年 6 月 2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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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7 月-2003年 12 月 22% 22% 44% 

2004 年 1 月-2011年 6 月 22.2% 22% 44.2% 

2004 年 1 月-2011年 6 月份计划保障内容及缴费率： 

保障计划 保障项目 
缴费率 

单位 个人 合计 

A 类计划 
养老、医疗、工伤、

生育、失业、住房 
22.2% 22% 44.2% 

B 类计划 
养老、医疗、工伤、

生育、失业 
18.2% 18% 36.2% 

C 类计划 
养老、医疗（不含门

诊）、失业、工伤 
14.2% 14% 28.2% 

2004 年 1 月-2011年 6 月份计划账户设臵及入账比例： 

保障计划 

账户设臵及入账比例（%） 

普通(特

别)专户 

医疗 

专户 

养老 

专户 

社会 

统筹 

比例 

大病保险 

(含生育) 

统筹比例 

A 计划 36-34 2-4 2 2.5 1.5 

B 计划 16-15 2.5-3.5 11 4 2.5 

C 计划 14 
 

8 4 2 

注：普通专户—A 计划；特别专户—B、C 计划； C 计划不

包含生育保险 

（二）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制度（2011 年 7 月 1

日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社会保险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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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

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按照社会保险险种分别

建账，分账核算，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为贯彻落实《社会保险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更好地适应园

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同意，苏州市颁

布市长令，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对原公积金制度进行

调整，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园区将施行社会保险（公积金）制

度新政策。通过调整社会保障计划类型和基金账户设臵，提高缴

费水平。 

现对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制度（以下简称“社

保（公积金）”）做以下几个方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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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规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工伤保险条例》 

《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19 号》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征缴和基金管理规定》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转移管理规定》 

《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存量基金使用管理规定》 

《苏州工业园区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 

《苏州工业园区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细则》 

《苏州工业园区工伤保险实施细则》 

《苏州工业园区失业保险实施细则》 

《苏州工业园区生育保险实施细则》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住房保障实施细则》 

《苏州工业园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办法》 

《苏州工业园区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 

《苏州工业园区住房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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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缴纳 

（一）保障计划类型 

1、甲类、乙类计划 

取消原公积金 A、B、C 三类综合保障计划，设立园区社会

保险（公积金）甲、乙两类综合社会保障计划，增设住房公积金

制度。 

2011 年 7 月至今分计划保障内容及缴费率： 

时间起止 保障计划 保障项目 
缴费率 

单位 个人 合计 

2011 年 7月

-2014年 6月 

甲类计划 

养老、医疗、

工伤、生育、

失业、住房 

28-32% 19-23% 47-55% 

乙类计划 

养老、医疗、

工伤、生育、

失业 

20% 11% 31% 

2014 年 7月 

至今 

甲类计划 

养老、医疗、

工伤、生育、

失业、住房 

28-32% 18.5-22.5% 46.5-54.5% 

乙类计划 

养老、医疗、

工伤、生育、

失业 

20% 10.5% 30.5% 

原公积金 A 类计划且社会保险关系保留在园区的员工原则

参加甲类计划，经申请也可参加乙类计划。但是参加乙类计划后

不可再转回甲类计划。 

原公积金 B类或 C类计划且社会保险关系保留在园区的员工

参加乙类计划。 

新参保员工，包括新政策实施后在园区内用人单位首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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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重新流入园区参保等情形的员工一律参加乙类计划。 

乙类计划员工应当另行缴纳住房公积金。 

根据《社会保险法》中“分别建账、分账核算”的规定，甲

类计划分设为养老（含养老补充）、医疗、住房三个个人账户，

养老统筹、医疗大病统筹、工伤统筹、失业统筹、生育统筹以及

特殊补充账户六个社会统筹账户；乙类计划分设为养老、医疗两

个个人账户，以及养老统筹、医疗大病统筹、工伤统筹、失业统

筹、生育统筹五个社会统筹账户。 

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制度按照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

合的原则设立基金账户，适当提高单位缴费比例、降低员工个人

缴费比例，员工缴费比例与苏州市区保持一致。其中员工个人缴

费部分全额记入其个人账户，用人单位缴费部分（住房除外）均

按比例分别记入各社会统筹账户。 

2011 年 7 月至今分计划账户设臵及入账比例： 

保障计划 
账户设臵及入账比例（%） 

个人账户 统筹账户 

甲类计划 

养老 

医

疗 

住

房 

特

殊

补

充 

养

老 

失

业 

大

病 

生

育 

工

伤 个

人 

补

充 

2011.7-2013.6 2 6 3 16 14 1 1 2 1 1 

2013.7-2014.6 2 6 3 16 12.5 2.5 1 2 1 1 

2014.7-2014.9  2 6 3 16 11 4 0.5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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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015.6  2 6 3 16 11 4 1 2 0.5 1 

2015.7-2016.6 2 6 3 16 9.5 5.5 1 2 0.5 1 

2016.7起 2 6 3 16 8 7 1 2 0.5 1 

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调整园区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根据国

家、省、市政策规定，不同工伤风险类别的行业执行不同的工伤

保险行业基准费率。 

甲类计划住房账户可实行浮动缴费，浮动缴费比例上限为缴

费基数的 8%，由单位和个人对等缴交，全部记入个人住房账户： 

住房账户可

实行浮动比

例 

住房账户基

准比例（%） 

浮动比例（%） 
浮动后住房账

户比例（%） 单

位 

个

人 

合

计 

16 0-4 0-4 0-8 16-24 

 

保障计划 
账户设臵及入账比例（%） 

个人账户 统筹账户 

乙类计划 养老 医疗 养老 失业 大病 生育 工伤 

2011.7-2014.6 8 3 15 1 2 1 1 

2014.7-2014.9 8 3 15 0.5 2 1 1 

2014.10至今 8 3 15 1 2 0.5 1 

参加乙类计划的员工，应当另行参加园区住房公积金制度。

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如下，全部记入住房公积金账户： 

住房公积

金可实行

浮动比例 

住房公积金

基准比例（%） 

住房公积金浮动比

例（%） 
浮动后住房

公积金比例

（%） 单位 个人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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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0-4 0-4 0-8 16-24 

2、灵活就业人员 

原自谋职业人员参保统一改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符合参保

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选择参加社会保险项目，包括基本养

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社会保险费由个人承担，按月缴纳。 

 
保障项目 

缴费率 

单位 个人 合计 

灵活就业人员 养老/医疗（生育）  20%/5%  

（二）缴费基数 

园区社保（公积金）的缴费基数为员工工资收入总额，缴费

基数设有上、下限的规定，员工工资收入总额超过缴费基数上限

或者低于缴费基数下限的，按缴费基数的上限或者下限缴纳公积

金。 

参保员工工资收入是指用人单位直接支付给员工本人的劳

动报酬（包括工资、奖励、津贴、补贴、和其他工资性收入等）。 

 
甲类 乙类 

住房公

积金 

灵活就业 

基本养老保

险上下限 

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基数 

2011 年度 

（2011.7.1-2012.6.30） 

上限（元） 12900 11392 12900 11000 

1800 

下限（元） 1800 1800 1140 1900 

2012 年度 

（2012.7.1-2013.6.30） 

上限（元） 13600 12915 13600 12500 

2010 

下限（元） 2010 2010 1370 2100 

2013 年度 

（2013.7.1-2014.6.30） 

上限（元） 15400 14407 15400 14400 

2170 

下限（元） 2170 2170 2170 2100 

2014 年度 上限（元） 17300 16208 17300 16200 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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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1-2015.6.30） 
下限（元） 2387 2387 2387 2300 

2015 年度 

（2015.7.1-2016.6.30） 

上限（元） 17700 16738 17700 16700 

2697 

下限（元） 2697 2697 2697 2300 

2016 年度 

（2016.7.1-2017.6.30） 

上限（元） 18245 18245 18100 18200 

2697 
下限（元） 2697 2697 2697 2300 

（三）基金管理 

2011 年 7 月起实行社保（公积金）制度后，园区社保（公

积金）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

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和住房基金，各项基金按

照社会保险险种分别建账、分账管理，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按照“新人新制度，老人权益要分段”的原则，社保（公积金）

制度实施前员工的公积金个人专户基金管理方式保持不变，与社

保（公积金）制度实施后的社保（公积金）个人账户基金实行分

段管理。 

参保员工社保（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实行分账计息： 

计息账户 计息方法 计息时间 

养老个人

账户余额 

按照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记账利率计息 
每年 7月 1日 

医疗个人

账户余额 

当年度结存余额按银行活期存款利

率计息；上年度累计结余额按居民三

个月期银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息 

每年 7月 1日 

住房个人

账户余额 

按照国家规定的住房公积金利率计

息 
每年 7月 1日 

社会保险基金存入财政专户管理，不得违规投资运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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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平衡其他政府预算，不得用于兴建、改建办公场所和支付人

员经费、运行费用、管理费用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挪作

其他用途。 

 

四、基本养老保险 

（一）退休年龄 

1、男满 60 周岁，女干部满 55 周岁、女工人满 50 周岁（其

中 45 周岁前在管理或技术岗位上工作、45 周岁后仍继续在管理

或技术岗位上工作过的女工人年满 55 周岁）； 

2、从事井下、高温等特殊工种工作，累计时间符合国家规

定的，男满 55 周岁，女满 45 周岁； 

3、男满 50 周岁，女满 45 周岁，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

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劳动能力

鉴定等级为 1-4 级）的； 

4、灵活就业女参保人员、保留养老保险关系的女失业人员

以及农村居民户口的女参保人员，年满 55 周岁。其中，灵活就

业女参保人员和保留养老保险关系的女失业人员，凡属实行劳动

合同制以前参加工作的原固定工身份的，满 50 周岁。 

（二）养老应计存款额 

基本养老保险应计存款额是指参保员工按照本人社会保险

及公积金实际缴费年限，由用人单位和本人按规定应当缴纳的足

额养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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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险应计存款额计算方法：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存量公积金缴费部分基本养老保险应计

存款额是根据参保员工的公积金月缴交额推算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基数，按苏州市历年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及社会统筹入账比

例，计算所得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及统筹基金。 

2011 年 7 月 1 日后社会保险（公积金）缴费部分基本养老

保险应计存款额是根据参保员工的每月缴费基数，按社会保险

（公积金）历年养老统筹账户和养老个人账户入账比例计算所得

的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养老个人账户储存额。 

养老应计存款额计算公式：  

1、社保（公积金）制度实施前 

公积金缴费部分应计存款额= ∑（Xn×Cn）  

Xn 表示参保人员 2011 年 7 月 1 日前参加园区公积金期间各

月的缴费基数； 

Cn 表示参保人员 2011年 7月 1日前参加园区公积金期间各

月对应的苏州市基本养老保险入账比例。 

时间段 
苏州市养老比例 

个人账户 统筹账户 合计（Cn） 

1996.01-1997.06 12 %  13 % 25 % 

1997.07-1997.12  12 %  11 % 23 % 

1998.01-1998.06  12 %  12 % 24 % 

1998.07-1998.12  11 %  13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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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1-1999.09  11 % 14 % 25 % 

1999.10-2001.06  11% 15% 26% 

2001.07-2002.12  11% 16% 27% 

2003.01-2006.06  11% 17% 28%  

2006.07-至今  8% 20% 28% 

2、社保（公积金）制度实施后 

社会保险（公积金）缴费部分应计存款额 = ∑（Xn×Cn）  

Xn 表示参保人员 2011 年 7 月 1 日后社保(公积金)各月的缴

费基数； 

Cn 表示参保人员 2011 年 7 月 1 日后参加园区社保（公积金）

期间各月对应的养老个人账户及养老统筹账户入账比例。 

甲类 

年度 

个人账户 统筹账户 

合计（Cn） 养老

个人 

养老

补充 

特殊 

补充 

养老

统筹 

2011.7-2013.6 2% 6% 14% 1% 23% 

2013.7-2014.6 2% 6% 12.5% 2.5% 23% 

2014.7-2015.6 2% 6% 11% 4% 23% 

2015.7-2016.6 2% 6% 9.5% 5.5% 23% 

2016.7起 2% 6% 8% 7% 23% 

乙类 

年度 养老个人账户 养老统筹账户 合计（Cn） 

2011.7-2017.6 8% 15% 23% 

（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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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待遇领取地确认在园区的参保员工享受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达到国家、省规定的退休年龄； 

2、用人单位和参保员工均按照规定足额缴费； 

3、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累计满 15 年。 

养老金计发办法及调整与省、市保持一致，同步执行。 

参保员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不足

十五年的，可以按国家规定延长缴费至满十五年；也可以申请转

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否则可享

受一次性养老待遇，即申请将其养老个人账户（甲类计划包括养

老个人账户和养老补充账户）储存额和普通专户存储余额一次性

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四）基本养老金组成 

基本养老金由统筹账户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其中

统筹账户养老金由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支付。个人账户养

老金由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支付，个人账户储存额支付

完后由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支付。 

基本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省、市职工

平均工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

命等因素确定。个人缴费年限越长、缴费基数越高，退休后按月

领取的基本养老金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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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医疗保险 

（一）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享受条件 

1、参保员工 

参保员工自社会保险（公积金）个人账户设立并按规定正常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次月起，享有相应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参保

员工中断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从中断缴费次月起，暂停享受基本

医疗保险待遇。 

参保员工在补缴社会保险费所对应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

享受相应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2、退休人员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退休人员，自办理退休手续后的次月

起，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 

（1）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按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2）社会保险（公积金）实际缴费年限及视同缴费年限男

满 25年、女满 20年。 

（3）在苏州市行政区域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

应当满 10年。 

经县（区）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或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批准调

动至园区的人员、按照国家安臵政策规定由园区接收并安臵的转

业军官、符合规定引进的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以及园区管委会确

定的其他人员除外。 

缴费年限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参保员工，在办理退休手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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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按退休时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需补足的年限及当年

度大病统筹账户入账比例，一次性补缴医疗统筹基金后，方可享

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 

不符合以上条件或不愿意补足的参保员工则可申请终止其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并一次性清退其医疗个人账户存储余额。 

（二）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及结付比例 

1、门诊及门诊补助 

支出

类型 
人员类别 在职 退休 

门诊 

入账方式 

按本人缴费

基数的 3%

逐月入账 

70周岁

以下 

70周岁（含）

以上 

1200元 1400元 

结付比例 100％ 

列支渠道 医疗个人账户 

门 诊

补助 

自负金额 600元 400元 

补助限额 3800元 4500元 

结付

比例 

补助医院 60％ 70％ 

补助社区 80％ 90％ 

列支渠道 大病统筹基金 

2、门诊特定项目 

病种 限额 结付比例 

血友病 60000元 90% 

再生障碍性贫血 8000元 90% 

精神病 3000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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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 3800元 90% 

尿毒症透析、器官 

移植后抗排异药物 

治疗、肿瘤治疗期 

4 万元以内 90% 

4 万元以上 

（无上限） 
95% 

肿瘤康复期 8000元 90% 

3、大病住院及大病补充 

人员类别 在职 退休 

起付

标准 

三类医院 600元 500元 

二类医院 500元 400元 

基层医院 300元 200元 

当年第二次 首次起付标准的 50% 

当年第三次及以上 统一为 100元 

结付

比例 

起付点以下 
医疗个人帐户余额足够的前提

下全额支付 

起付点至 4万元 90% 

95% 4 万元至 10万元 95% 

10万元以上（无上限） 95% 

注：参保人员因精神病在精神病专科医院住院治疗不设起付点，

住院费用直接由大病统筹基金按比例结付。 

（三）基本医疗保险结付方式 

1、已经领取社会保障•市民卡的参保员工在可持卡就医的定

点医疗单位就诊、配药必须刷卡结算，不能再到中心办理现金结

算 

2、以下情况发生的医疗费用，参保员工需在三个月内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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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办理现金结算： 

（1）按规定办理转外、居外（驻外）就医期间发生的医疗

费用； 

（2）因急诊、急救在非定点医疗单位发生的医疗费用； 

（3）在定点医院发生的门诊特定项目中器官移植后抗排异

药物治疗费用和丙型肝炎治疗费用； 

（4）因社会保障•市民卡损坏、遗失已经办理挂失手续，并

在申请补办期间在定点医疗单位发生的医疗费用； 

（5）社会保障•市民卡因计算机网络系统故障期间在定点医

疗单位发生的医疗费用； 

（6）首次参保，按规定可享基本医疗待遇之日起至领取到

社会保障•市民卡期间在定点医疗单位发生的医疗费用； 

（7）退休人员按规定及时办理退休医疗审批手续期间发生

的医疗费用。 

3、在暂停享受医疗保险待遇期间，参保人员发生的医疗费

用按下列方式承担： 

（1）因参保人员未按时足额缴费等原因造成暂停享受医疗

保险待遇的，由参保人员自行承担； 

（2）因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医疗保险费造成该单位职

工暂停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医疗费用中按规定可由医疗保险基

金支付的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补缴医疗保险费的，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补缴对应期间的

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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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伤保险 

员工自工伤发生到各项待遇落实主要有以下步骤：工伤认定

---工伤治疗---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申请  

（一）工伤认定 

1、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的； 

（2）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

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3）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

等意外伤害的； 

（4）患职业病的； 

（5）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

下落不明的； 

（6）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2、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

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2）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

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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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员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

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3、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1）故意犯罪的；  

（2）醉酒或者吸毒的；  

（3）自残或者自杀的。 

4、工伤认定申请时限 

1、用人单位应自事故发生之日或被鉴定为职业病之 30 日

内，向中心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如遇重大事故的，需在发生事故

当日 24小时内至中心登记。 

2、用人单位未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员工或者其近亲

属、工会组织在 1年内，可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5、工伤认定决定期限 

园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 15至 60

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员工或者

其近亲属和该员工所在的用人单位。 

（二）工伤治疗 

工伤员工治疗工伤应当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其中急诊可就

近诊疗，待生命体征稳定后再转往定点医疗机构。经认定为工伤

后影响劳动能力，对具有恢复潜力和康复价值的人员应进行康复

治疗。 

工伤员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医疗费用由单位垫支（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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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社会保障•市民卡支付）后，按规定至中心柜面报销。其中

以下情况不予报销: 

1.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生的工伤治疗费用； 

2.一次性生活用品的费用； 

3.治疗非工伤疾病及其并发症的费用；  

4.超出工伤保险药品目录范围的费用； 

5.经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康复无效的费用（此类

费用由定点康复机构承担）； 

6.医疗事故导致的费用； 

7.其他不符合规定的费用。  

（三）工伤劳动能力鉴定 

1、员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

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2、劳动能力鉴定由用人单位、工伤员工或者其近亲属向苏

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供工伤认定决定和员工

工伤医疗的有关资料。 

3、申请鉴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 15 日内

向江苏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江苏省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 

（四）工伤待遇 

1、经工伤认定的员工（包括不达级和无需鉴定的），均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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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以下待遇： 

支付内容 待遇标准 支付时间 

工伤

保险

基金

支付 

工伤治疗费用 
符合工伤目录的，均全

额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治疗结束

并完成劳

动能力鉴

定后支

付 。先由

用人单位

垫付，后由

工伤统筹

基金结付。 

工伤康复费用

及辅助器具配

臵费用 

康复对象在定点康复机

构发生的康复性治疗费

用及配臵辅助器具，符

合相关目录范围的 

(住院期间 )伙

食补助费 
每人每天 20元 

转外就医交通

费 

应选择普通公共交通工

具出行,因伤情特殊需

要选择非普通交通方式

的需报经办机构同意后

按实支付 

转外就医食宿

费用 

经中心同意，到市外就

医所需食宿费，标准为

每人每天 150元 

劳动能力鉴定

费用 

市劳动能力鉴定 200元/

人；省再次劳动能力鉴

定 400元/人（变更结论

的予以报销） 

企业

支付 

停工留薪期内

的工资福利待

遇 

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在停工留

薪期内 

工伤员工需要

护理的费用 
合理的护理费用 

需要护理

的停工留

薪期 

2、按照劳动能力鉴定的结果，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 



 

22 

 

一至四级工伤员工（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除第

1 点中待遇外仍可享受以下待遇： 

支付内容 待遇标准 
支付 

时间 

工伤保

险基金

支付 

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 

级数 1 2 3 4 医疗结束且

劳动能力鉴

定完成 
标准（个月本

人工资） 
27 25 23 21 

伤残 

津贴 

1 至 4 级分别为员工本人工资的

90%、85%、80%、75% 
劳动能力鉴

定完成次月

起 生活护理

费 

根据完全不能自理、大部分不能自理

与部分不能自理三个等级，分别为苏

州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50%、40%、30% 

企业和

个人 

缴交基本

医疗保险 

劳动能力鉴定完成次月起，以伤残津

贴为基数，个人和单位共同按月缴纳

（2015 年度缴费比例为 5%） 

定期伤残津

贴发放时 

3、五至十级工伤员工，除第 1 点中待遇外仍可享受以下待

遇： 

支付内容 待遇标准 支付时间 

工

伤

保

险

基

金

支

付 

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 

级数 5 6 7 8 9 10 
医疗结束且

劳动能力鉴

定完成 

标准 

(个月本

人工资) 

18 16 13 11 9 7 

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

助金 

标准见下文 4。 与单位解除

或终止劳动

关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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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支

付 

伤残津贴 

5 级 
本人工资

的 70% 

用人单位安排工作，

无法安排的支付伤残

津贴。伤残津贴实际

金额低于园区最低工

资标准的，由用人单

位补足差额。 

劳动能力鉴

定完成次月

起 

6 级 
本人工资

的 60% 

社会保险

费 

按照规定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应缴纳的

各项社会保险费。 

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

助金 

标准见下文 4。 

与单位解除

或终止劳动

关系时 

 

4、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标准具体如

下： 

待遇名称 
级别及标准（万元）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20 16 12 8 5 3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9.5 8.5 4.5 3.5 2.5 1.5 

患职业病的工伤职工，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在上述标准的基础

上增发 40%。 

工伤职工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后，工伤保险关系终止。 

 

如果符合下列条件的，待遇按相关比例支付： 

 

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时距离退休年龄 

不足 

5 年 
不足 4 年 不足 3 年 不足 2 年 

不足 

1 年 

达到退休年

龄或办理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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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手续 

待遇 

标准 

全额的
80% 

全额的
60% 

全额的
40% 

全额的
20% 

全额的
10% 

不支付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除外 

4、工亡待遇 

工亡员工，第 1 点中待遇外仍可享受以下待遇： 

支付内容 待遇标准 
支付

时间 

工伤

保险

基金

支付 

一次性工亡

补助金 

20 倍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工伤

认定

完成

后 丧葬补助金 6 个月苏州市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 

供养亲属 

抚恤金 

配偶、

孤寡 

本 人 工

资 40% 

各供养亲属的

抚恤金之和不

应高于死亡职

工生前的工资。 

工亡

次月

起发

放 

其他

亲属 

本 人 工

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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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失业保险 

（一）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 

失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 

（1）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一年； 

（2）在法定劳动年龄内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3）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且有求职要求。 

非因员工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是指： 

（1）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劳动合同的； 

（2）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 

（3）被用人单位开除、除名的； 

（4）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二）失业保险待遇标准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按照规定同时享受其他失

业保险待遇。 

待遇名称 待遇标准 
享受期

限 

失业 

保险金 

累计缴费年限 

失业金（按失业

前 12 个月月平

均缴费基数） 

最高标准 最低标准 

缴费每

满一年

领取 2

个月，

最长领

取期限

≤24 个

月 

<10 年 40％ 1820 

元/月 

1053 

元/月 
10 年≤缴费

＜20 年 
45％ 

说明：当计算结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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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 50％ 

于 1820 元或小于

1053 元时，按照最高

标准或最低标准执

行。 

医疗 

待遇 

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医疗保险费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个人不缴纳。 

同步发

放 

生育 

待遇 

女失业人员：享受除生育津贴以外的其他生育待遇 

男失业人员：配偶生育享受一次性生育补贴、病理

性流产（200 元/1100 元）、顺产（2000 元）、难

产和多胞胎生育（2750 元） 

（具体待遇介绍详见生育保险培训部分） 

领取失

业金期

间 

死亡 

待遇 
参照在职员工死亡标准 

领取失

业金期

间 

（三）累计缴费年限及领取期限 

1、累计缴费年限的确定 

参加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前已参加失业保险的实际缴费

年限及符合国家、省市规定的连续工龄，均可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可以与园区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2、领取期限的确定： 

（1）失业人员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

领取期限可与前次未领取完的期限合并计算，但最长不超过 24

个月。 

（2）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重新就业后缴费不满

一年再次失业的，不能核定新的享受失业保险金期限，但可以继

续领取前次失业未领取完的失业保险金。 

（四）延长发放失业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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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区户籍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男满 58 岁、

女满 48 岁，在苏州城区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10 年，非本人

原因无法就业的，可申请延长领取失业保险金。 

（五）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 

符合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条件的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并且

领取工商营业执照的，可以按规定申请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

失业人员在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后，不再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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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生育保险 

（一）生育保险待遇享受条件 

1、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和法定生育条件; 

2、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并按时足额缴费； 

3、参保员工须用人单位连续缴费满 10个月，方可享受生育

津贴和一次性营养补助。 

（二）生育保险待遇享受范围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生育保险基金

用于支付以下生育保险待遇： 

1、生育医疗费； 

    2、计划生育手术费；  

    3、生育津贴； 

4、一次性营养补助； 

5、一次性产前检查补贴； 

6、政府规定的与生育保险有关的其他费用。 

（三）生育保险待遇享受对象及标准 

单位 

女参保人员 

待遇项目 享受情形 计发标准 结付方式 

生育医疗费 
生育或因生育引起的

流产、引产 

符合生育保险规定的生育费用，

生育并发症医疗费用 

参保人员在定点

医院直接划卡结

付，园区社保中心

与定点医院定额

结付 

计生手术费 实施计划生育手术 

符合生育保险规定的计生手术

医疗费用，手术及住院期间的并

发症医疗费用 

生 

育 

津 

贴 

生育 

生育或因生育引起的

流产、引产，且有 10

个月连续缴费 

按计发基数乘以产假天数计算 园区社保中心直

接拨付至用人单

位 计生 

手术 

实施计划生育手术，且

有 10 个月连续缴费 

按计发基数乘以计生手术休假

天数计算 

一次性产前检 生育或因生育引起的 妊娠 3-7 个月流产、引产的，700 园区社保中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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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补贴 流产、引产 元；生育分娩或妊娠满 7 个月引

产的，1000 元 

接支付至参保人

员 本 人 社 会 保

障·市民卡银行账

户 
一次性营养 

补助 

生育分娩或妊娠满 7个

月引产，且有 10 个月

连续缴费 

按本市上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

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 2%计算 

 

单位 

男参保人员 

计生手术费 实施计划生育手术 

符合生育保险规定的计生手术

医疗费用，手术及住院期间的并

发症医疗费用 

参保人员在定点

医院直接划卡结

付，园区社保中心

与定点医院定额

结付 

生 

育 

津 

贴 

计生 

手术 

实施计划生育手术，且

有 10 个月连续缴费 

按计发基数乘以计生手术休假

天数计算 
园区社保中心直

接拨付至用人单

位 
护理 

假 

配偶生育，且有 10 个

月连续缴费 

按计发基数乘以护理假天数计

算，15 天护理假津贴 

一次性 

生育医疗费 

补贴 

未就业配偶生育或因

生育引起的流产、引

产，且未享受其他生育

医疗待遇 

妊娠 3 个月内流产的，200 元；

妊娠3-7个月流产、引产的，1100

元；顺产的，2000 元；难产、剖

宫产或生育多胞胎的，2750 元 

参保人员至园区

社保中心申领 

 

灵活就业 

女参保人员 

（参加医保） 

待遇项目 享受情形 计发标准 结付方式 

生育医疗费 
生育或因生育引起的

流产、引产 

符合生育保险规定的生育费用，

生育并发症医疗费用 

参保人员在定点

医院直接划卡结

付，园区社保中心

与定点医院定额

结付 

计生手术费 实施计划生育手术 

符合生育保险规定的计生手术

医疗费用，手术及住院期间的并

发症医疗费用 

一次性产前检

查补贴 

生育或因生育引起的

流产、引产 

妊娠 3-7 个月流产、引产的，700

元；生育分娩或妊娠满 7 个月引

产的，1000 元 

园区社保中心直

接支付至参保人

员 本 人 社 会 保

障·市民卡银行账

户 

一次性营养 

补助 

生育分娩或妊娠满 7个

月引产，且有 10 个月

连续缴费 

按本市上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

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 2%计算 

 

灵活就业 

男参保人员 

（参加医保） 

计生手术费 实施计划生育手术 

符合生育保险规定的计生手术

医疗费用，手术及住院期间的并

发症医疗费用 

参保人员在定点

医院直接划卡结

付，园区社保中心

与定点医院定额

结付 

一次性 

生育医疗费 

补贴 

未就业配偶生育或因

生育引起的流产、引

产，且未享受其他生育

医疗待遇 

妊娠 3 个月内流产的，200 元；

妊娠3-7个月流产、引产的，1100

元；顺产的，2000 元；难产、剖

宫产或生育多胞胎的，2750 元 

参保人员至园区

社保中心申领 

 

领失业金的 

女失业人员 

待遇项目 享受情形 计发标准 结付方式 

生育医疗费 
生育或因生育引起的

流产、引产 

符合生育保险规定的生育费用，

生育并发症医疗费用 

参保人员在定点

医院直接划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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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园区社保中心

与定点医院定额

结付 

一次性产前检

查补贴 

生育或因生育引起的

流产、引产 

妊娠 3-7 个月流产、引产的，700

元；生育分娩或妊娠满 7 个月引

产的，1000 元 

园区社保中心直

接支付至参保人

员 本 人 社 会 保

障·市民卡银行账

户 

一次性营养 

补助 

生育分娩或妊娠满 7个

月引产，且有 10 个月

连续缴费 

按本市上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

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 2%计算 

 

领失业金的 

男失业人员 

待遇项目 享受情形 计发标准 结付方式 

一次性 

生育医疗费 

补贴 

未就业配偶生育或因

生育引起的流产、引

产，且未享受其他生育

医疗待遇 

妊娠 3 个月内流产的，200 元；

妊娠3-7个月流产、引产的，1100

元；顺产的，2000 元；难产、剖

宫产或生育多胞胎的，2750 元 

参保人员至园区

社保中心申领 

 

（四）生育津贴 

参保女员工（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和灵活就业参保人员除

外）产假期间的工资由用人单位按规定发放，生育保险基金以生

育津贴形式对用人单位予以补偿。 

待遇名称 项目与标准 发放对象 

生育津贴 

顺产 128天 

员工发生

生育费用

时所在单

位 

难产、剖宫产 143天 

多胞胎生育 
每多生育 1个婴

儿，增加 15天 

妊娠不满 2个月流产 20天 

妊娠2个月不满3个月

流产 
30天 

妊娠3个月不满7个月

流产、引产 
4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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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满 7个月引产 98天 

输卵管节育术 21天 

输精管节扎术 7 天 

输卵管复通 21天 

输精管复通 14天 

宫内节育器放臵术 2 天 

宫内节育器取出术 2 天 

避孕药皮下埋植 3 天 

避孕药皮下埋植取出 2 天 

男员工按规定享受护

理假 
15天 

说明：生育津贴以参保员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指上一自

然年度，即每年的 1.1-12.31）的员工月平均缴费基数为计发基

数（即月计发基数），日计发基数按月计发基数除以 30 天计算。 

生育津贴是职工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产假或者计划

生育手术休假期间获得的工资性补偿。职工产假或者休假期间，

享受的生育津贴低于其产假或者休假前工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

补足；高于其产假或者休假前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不得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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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住房保障 

（一）动用公积金购房 

1、购房动用情况一览表 

员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

及台湾地区）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简称“购房”)

时, 可按规定动用公积金相应账户存储额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

和偿还购房贷款本息 

关键词 
购房 

时间 
房源范围 备注 

甲类计划

首次或第

二次大市

范围内正

常缴费 

2011年

7 月 1

日之后 

大市内 

①按规定年龄留足最低存款后，可购房一

次性提取普通专户和住房账户 

②可按规定使用住房账户、普通专户、借

用养老补充账户和特殊补充账户的入账

基金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可借用) 

2011年

7 月 1

日之前 

园区内 同上①、 ② 

园区外苏

州大市内 

7月 1日

后 申 请

购 房 一

次 性 提

取 

符合原区外

购房普通专

户动用条件 

同上① 

不符合原区

外购房普通

专户动用条

件 

本人住房账户及

普通专户在留

(补)足养老应计

存款额后，可购

房一次性提取上

述账户的余额 

7月 1日

后 申 请

偿 还 购

房贷款 

本人住房账户及普通专户在留

(补)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可

使用上述账户的余额偿还购房

贷款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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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用公积金偿还

购房贷款的会员 

同上②，并可按规定申请偿还购房贷款总

额度调整 

甲类计划

其他情形 

— — 

本人住房账户(住房公积金账户)及普通

专户在留(补)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可使

用上述账户的余额购房一次性提取和偿

还购房贷款本息 

乙类计划

参加住房

公积金 

灵活就业

人员 

— — 

本人住房账户(住房公积金账户)及普通

专户在留(补)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可使

用上述账户的余额购房一次性提取 
乙类计划

不参加住

房公积金 

养老最低存款额： 

年龄 

男 40周

岁 
男 40（含 40）-50 周岁 男 50周岁（含 50）以上 

女 35周

岁 
女 35（含 35）-40 周岁 女 40周岁（含 40）以上 

需留存金额 0 63000元 126000元 

2、购房一次性提取 

（1）提取时限 

自发票开具的一年内，逾期不予受理。 

（2）提取原则 

○1 同一员工购同套房只可提取一次； 

○2 员工因购房已动用公积金偿还购房贷款的，不得再以该套

房办理购房一次性提取； 

○3 申请人仅限买受人本人、配偶及其与买受人在同一户口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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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直系亲属； 

○4 员工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的金额，不得超过有效期内的已

付房款发票金额； 

○5 员工二次及以上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需满足以下条件： 

A、目前不在使用园区公积金偿还购房贷款； 

B、已还清前套住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6 员工三次及以上、购苏州大市外住房、非正常缴费状态，

只能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住房账户(住房公积金账户)及普通专

户在留(补)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的余额。 

 3、偿还贷款本息 

（1）还贷方式 

○1 还贷委托提取：是报销制模式，指购房苏州大市范围内住

房的员工委托中心和贷款银行，在员工偿还银行贷款后，根据贷

款银行提供的员工上月（自然月）实际还款情况，在每月 19 日

（遇节假日提前）提取员工账户的住房可用金额用于还贷。 

○2 一年两次提取：员工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外住房，申请动用

公积金偿还购房贷款的，一律采用一年两次提取方式,不得借用

养老补充及特殊补充账户。 

（2）还贷留存额 

○1 采用还贷委托提取(报销制)的，个人住房账户或住房公积

金账户需保留 1个月的缴存额，每月提取金额不得超过上月实际

还贷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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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一年两次提取的，个人住房账户或住房公积金账户需

保留 10个月的缴存额。 

（3）注意事项 

○1 借用期限：员工在 2011 年 7 月 1日后申请动用住房账户、

普通专户存储额以及借用养老补充账户和特殊补充账户基金偿

还购房贷款的期限，最长至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前 7年，即男员工

不超过 53周岁、女员工不超过 43周岁。 

○2 借用养老补充账户和特殊补充账户基金偿还购房贷款的

员工，不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3 各账户基金偿还购房贷款的先后顺序为：住房账户（或住

房公积金账户）、普通专户、养老补充账户、特殊补充账户。 

○4 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外住房，申请一年两次提取偿还购房贷

款时必须留足动用前的养老应计存款额。 

○5 申请人仅限借款人本人、配偶及其与借款人在同一户口簿

上的直系亲属。 

（二）住房公积金贷款 

1、贷款申请条件 

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苏州大市范围内自住住房申

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申请贷款当月之前连续正常缴存住房账户或住房公积金达

到 6个月（甲类综合保障计划及原公积金 A类综合保障计划正常

缴费期限或转入的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缴费期限，可以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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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类计划参保人员和乙类计划参保人员共同申请贷款的，按

主借款人参加社会保险（公积金）综合保障计划的类型确定住房

公积金贷款条件。 

（2）自有资金支付购（建）房款不低于规定比例： 

首次住贷 不低于房价的 20% 

二次住贷（首次已结清） 不低于房价的 50% 

职工在苏州行政区域内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累计计算。 

（3）能够落实贷款担保； 

（4）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贷款偿还能力，个人信用状况

良好； 

（5）未发生或者已经全部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 

（6）已动用园区公积金购房的，住房账户或住房公积金账

户及普通专户存储额应留足本人及配偶社会保险及公积金实际

缴费年限的基本养老保险应计存款额； 

（7）根据需要规定的其他条件。 

2、贷款额度 

2.1 甲类计划和乙类计划参保人员贷款额度均可按以下两

种方法计算后，由借款申请人自主选择： 

（1）首次贷款 

①个人可贷额度=借款申请人（含共同借款申请人）缴存社

会保险（公积金）的缴费基数×35%（规定比例）×12（月）×

贷款期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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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个人可贷额度=借款申请人（含共同借款申请人）住房公

积金账户余额（不足 1万元的，按 1万元计算）×10（倍）；按

账户余额倍数计算可贷额度的， 贷款年限按照月还款额度不应

超过月缴存基数的 50%确定。 

（2）二次贷款 

①个人可贷额度=借款申请人（含共同借款申请人）缴存社

会保险（公积金）的缴费基数×35%（规定比例）×12（月）×

贷款期限（年） 

②个人可贷额度=借款申请人（含共同借款申请人）住房公

积金账户余额（不足 1万元的，按 1万元计算）×6（倍）；按

账户余额倍数计算可贷额度的， 贷款年限按照月还款额度不应

超过月缴存基数的 50%确定。 

注：“甲类计划人员”和“乙类且曾经参加甲类计划或原公

积金 A类计划的人员”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为本人住房账户

（或住房公积金账户）及普通专户存储额在留足申请贷款时本人

养老应计存款额后的余额；其他人员均以申请时的住房公积金余

额为准。 

2.2共同申请贷款的，按主借款人参加社会保险（公积金）

综合保障计划的类型确定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额度和年限。 

2.3中等偏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购买保障性住房申请贷款

的，其贷款额度可适当上浮，最多不超过 3万。 

2.4最高贷款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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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类型 房屋情况 人数 最高贷款额度 

新建普通住

房或存量成

套住房 

首次住贷 

面积≤90 ㎡且房

价≤110万元 
1人及以上符合条件 88万元 

其他 
1人符合条件 45万元 

2人及以上符合条件 70万元 

二次住贷 

1人符合条件 30万元 

2人及以上符合条件 50万元 

实际贷款额度为可贷款额度与最高贷款额度相比，取低。 

3、贷款年限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的，贷款年限最长不超过 30年；购买二

手房、自（翻）建住房的，贷款年限最长不超过 20年。借款申

请人的借款年限可在法定退休年龄上延长 5年。 

借款人的申请期限短于规定的最长期限的，贷款期限以申请

期限为准。 

4、贷款利率 

1 年期至 5年期，年利率 2.75%； 

5 年期以上，年利率 3.25%。 

第二次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贷款利率按首次使用公

积金贷款利率的 1.1倍执行。 

5、贷款还款方式 

（1）贷款在一年期以下（含一年）的，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的，按月偿还贷款本息。 

（2）实行等额本息还款和等额本金还款两种方式，借款人

可根据需要选择一种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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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和商业银行组合贷款的借款人，在偿还住房贷款

期间提取的公积金，应当优先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 

（三）动用公积金租房 

员工需租用住房解决住宿的，本人住房账户或住房公积金账

户及普通专户存储额在留足本次动用前的养老应计存款额后的

余额，可按规定申请支付房租，但不得超过当期租房实际发生额。 

员工在动用公积金偿还购房贷款期间，不得再动用公积金租

房。 

1、提取时效 

在有效的租赁协议期内。 

2、提取金额 

月租金乘以支付月数（只能提取当前月以前的月份） 

公积金相应账户余额 

可提额度为与比较，取低。 

3、提取方式 

（1）个人租房：一年两次提取。 

（2）集体租房：按月提取。 

（四）其他动用或提取 

员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申请一次性提取本人住房账户、

或住房公积金账户及普通专户存储额在留足本人养老应计存款

额之后的余额： 

1、离休、退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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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3、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 

4、出境定居的； 

5、经有权部门认定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保边缘困难救

助对象或特困职工救助对象的； 

6、男满 50周岁、女满 40周岁下岗失业，且住房公积金账

户封存满两年的； 

7、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且户口不在苏州市或者户口迁出

苏州市的； 

8、经园区管委会决定的其他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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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社保（公积金）转移 

（一）区内关系转移 

1、对象范围 

参保员工在园区内用人单位之间就业流动的，其社会保险

（公积金）关系应办理转移接续。 

参保员工在失业或灵活就业后，符合灵活就业参保条件的，

可以参加园区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其社会保险（公积金）关

系办理转移接续。 

2、参保计划类型 

参加甲类计划的员工可自愿选择参加乙类计划。 

参加乙类计划的员工在园区内用人单位之间流动的，不得

变更计划类型。 

灵活就业人员在参加社会保险期间被园区内用人单位招收

录用的，一律参加乙类计划，其社会保险（公积金）关系办理转

移接续。 

参保员工办理园区内关系转移接续时，2011 年 7 月 1 日前

缴存的原公积金各账户存储余额予以保留；2011 年 7 月 1 日后

缴存的社会保险（公积金）各账户存储余额按账户类别分别结转

累计。参保员工从甲类计划转为乙类计划，其甲类计划的养老补

充账户存储额记入乙类计划的养老个人账户；甲类计划的住房账

户存储余额转入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二）社保（公积金）关系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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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养老保险转出 

参保员工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园区外的，由中心为参

保员工开具全国统一格式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办

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出，同时按省市规定的基金转出规模办理

养老保险基金转出。 

因动用普通专户存款或借用养老补充账户和特殊补充账户

基金购房，转移时，其养老账户（含养老个人、养老补充、养老

统筹、特殊补充账户）存储额不足转移所需基金的，需由本人住

房账户及普通专户存储余额或现金补足后，方可办理转移手续。 

2、基本医疗保险转出 

由中心为其开具《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并办理医

疗个人账户存储余额转移手续。 

3、失业保险转出 

参保员工在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同时办理失业保

险关系转移手续。 

4、住房公积金转出 

参保员工将住房公积金基金转移到园区外的，由中心为其开

具住房公积金转移凭证。 

参保员工未动用普通专户存款或借用养老补充账户和特殊

补充账户基金购房，在办理转出时，其住房账户存储余额按规定

全额转出或提取，普通专户在留足养老应计存款后按规定转出或

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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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存额提取 

参保员工已办理社会保险（公积金）关系向区外转移且住房

公积金基金未转出的，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申请一次性提取本

人社会保险（公积金）住房账户、普通专户结存额以及住房公积

金账户余额的本息： 

（1）离退休； 

（2）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 

（3）丧失劳动能力； 

（4）出境定居； 

（5）外地户籍员工社会保险（公积金）关系转移到园区外

统筹区域； 

（6）苏州市户籍员工社会保险（公积金）关系转移到苏州

大市以外统筹区域； 

（7）社会保险（公积金）关系转出后购房； 

（8）男满 50 周岁、女满 40 周岁下岗失业且社会保险（公

积金）账户封存满二年； 

（9）低保、低保边缘和特困职工； 

（10）其他特殊原因。 

参保员工办理社会保险（公积金）关系向区外转移手续后，

可一次性提取原公积金 B、C 类综合保障计划在转移后的结存余

额。 

6、回乡务农一次性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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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30日前缴纳的原园区公积金个人账户储存额，

继续维持“可转可提”，提取比例不变 ，如未使用过医疗专户和

普通专户的，A类约为 27.5%，B类约为 20.5%，C类约为 15%； 

（三）社保（公积金）关系转入 

参保员工从园区外用人单位向园区内用人单位流动的（不含

开设临时账户的员工），用人单位在办理人员新参保登记手续后，

由本人或用人单位至中心办理养老、医疗、失业、住房等转入接

续业务。 

1、基本养老保险转入 

（1）参保人员的养老个人账户储存额和统筹基金全部转入

中心，其中，个人账户储存额由中心记入其本人社会保险（公积

金）养老个人账户内，但金额不与园区缴费部分累加，办理退休

或再次转出手续时进行计算；统筹基金计入园区养老统筹基金；

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2）对原已参加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的职工，省内流动只转

移养老保险关系，跨省流动按规定转移基金（个人缴费部分），

转出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提供历年实际缴费基数。 

2、基本医疗保险转入 

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可转入中心，由中心

记入其本人社会保险（公积金）医疗个人账户内，与园区缴费部

分累加，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3、失业保险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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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员工提供转出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具的职工失业保

险参保及缴费年限证明，转入失业保险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4、住房公积金转入 

参保人员的住房公积金根据转出地住房公积金转移有关政

策的规定转入中心或提取。 

若将园区外住房公积金转入园区的，由转出地住房公积金经

办机构开具住房公积金转移凭证。甲类计划参保员工转入的住房

公积金基金记入本人社会保险（公积金）住房账户；乙类计划参

保员工转入的住房公积金基金记入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