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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索赔技巧和赔偿计算标准丛书：　　本系列图书完全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与读者处理纠纷、维护
权益的思路和想法彻底吻合。
着眼于日常生活中高频出现的法律纠纷，主要包括工伤、医疗、交通、拆迁、劳动、社保、离婚、国
家赔偿等领域。
围绕着“索赔技巧”和“赔偿计算”，一步到位、直截了当地解决读者最关心的问题。
　　本系列图书有以下特点：　　权威性：由该领域的专家精心编纂，图书质量有保证。
　　实用性：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读者的困惑和问题展开。
　　真实性：选编的案例都是真实发生的、法院判决的案例。
　　资料性：汇编整理了该领域的统计数据和法律法规。
　　工具性：是工作和生活的常备手册，可随需随查。
　　主要内容分为5部分：你应当了解的五险一金小知识，索赔技巧、赔偿计算、真实案例、法律依
据。
结构清晰、语言通俗、简单实用，是一本预期销售结果较好的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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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你应该了解的五险一金　一、什么是五险一金    （一）养老保险    （二）医疗保险    （三）失
业保险    （四）工伤保险    （五）生育保险    （六）住房公积金  二、五险一金的征缴管理　  （一）社
会保险统一征缴原则　  （二）社会保险登记管理　  （三）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　  （四）社会保险稽
核制度第2章  索赔技巧  一、养老保险实务疑难问题和维权须知　  （一）谁有权参加养老保险？
　  （二）用人单位不缴纳养老保险费，劳动者怎么维权？
　  （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具体有哪些内容？
　  （四）符合什么条件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
　二、医疗保险实务疑难问题和维权须知　  （一）谁有权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二）用人单位只以基本工资申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怎么办？
　  （三）看病就医的费用，如何通过医疗保险报销？
　  （四）参加医疗保险后，去任何医院看病都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吗？
　  （五）劳动者选择任何药物和治疗手段都可以从医疗保险报销吗？
　三、失业保险实务疑难问题和维权须知　  （一）谁有权参加失业保险？
　  （二）用人单位不依法参加失业保险或不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怎么办？
　  （三）谁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四）失业保险待遇有哪些内容？
　四、工伤保险实务疑难问题和维权须知　  （一）发生工伤怎么办？
　  （二）谁有权参加工伤保险？
　  （三）什么情况下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四）什么是工伤认定？
　  （五）什么是劳动能力鉴定？
  　（六）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五、生育保险实务疑难问题和维权须知　  （一）谁有权参加生育保险？
　  （二）用人单位不按期缴纳生育保险费用时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三）女性劳动者在生育期间可享受哪些具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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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住房公积金的提取　  （五）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使用第3章　赔偿计算　一、养老保险的缴纳
与计算　  （一）缴费计算公式　  （二）计算举例　  （三）缴纳主体　  （四）缴费基数　  （五）缴
费比例　二、医疗保险的缴纳和计算　  （一）缴费计算公式　  （二）计算举例　  （三）缴纳主体　
 （四）缴费基数　  （五）缴费比例　三、失业保险的缴纳与计算　  （一）缴费计算公式　  （二）
计算举例　  （三）缴纳主体　  （四）缴费基数　  （五）缴费比例　四、工伤保险的缴纳与计算　  
（一）缴费计算公式　  （二）计算举例　  （三）缴纳主体　  （四）缴费基数　  （五）缴费比例　
五、生育保险的缴纳与计算　  （一）缴费计算公式　  （二）计算举例　  （三）缴纳主体　  （四）
缴费基数　  （五）缴费比例　六、住房公积金的缴纳与计算　  （一）缴费计算公式　  （二）计算举
例　  （三）缴纳主体　  （四）缴费基数　  （五）缴费比例　  （六）缴纳工作操作指南第4章　真实
案例  案例一：上海枫丹假日旅行社诉朱俊社会保险费纠纷再审案  案例二：武汉市红桥灯具厂诉刘美
华劳动争议、赔偿失业保险费纠纷案  案例三：周灼明与佛山市南海青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
纠纷上诉案第5章　法律依据  一、综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6.29）    社会保险行政争议
处理办法（2001.5.8）　二、养老保险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05.12.3）    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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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2000.12.25）　三、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条例（2003.4.16）　  工伤认定办法
（2003.9.23）　  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2003.9.23）　  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
法（2003.9.23）　四、医疗保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2009.4.7）　  
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8.12.14）　  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企业补
充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五、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条例（1999.1.22）　  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
法（2000.10.10）　六、生育保险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　  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
行办法（1995.1.1）　七、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2002.3.24）　　关于职工家庭突发事
件提取住房公积金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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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你应该了解的五险一金一、什么是五险一金在讨论劳动者切身利益时，“五险一金”是
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名词，这是对于劳动者而言很重要的福利性保障。
而对于什么是五险一金，可能还有很多人并不明确，尤其是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保险种类，很难一下
子就明确哪些是最基本的“五险一金”。
简单而言，五险一金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下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每一项的基本内容。
（一）养老保险养老保险（或养老保险制度），顾名思义，自是用于养老保障，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
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
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养老保险是在法定范围内的老年人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后才自动发生作用的，是年轻时为了
养老所做的准备，其目的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防止其因为
丧失劳动能力而失去生活基础。
养老保险是世界各国较普遍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现实中，养老保险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国家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养老保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目前，世界上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可分为三种类型，即投保资助型养老保险（也叫传统型）、强
制储蓄型养老保险（也称公积金模式）和国家统筹型养老保险。
基本都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参加，符合养老条件的
人可向社会保险部门领取养老金；二是养老保险费用一般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或单位和个人双方
共同负担，对于个人而言，相当于年轻时交钱退休后使用，当然自己可领取的养老金往往会高于个人
所缴纳的费用。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还不发达，为了使养老保险既能发挥保障人民生活和安定社会的作用，
又能适应当下经济条件的需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我国的养老保险由三部分（或层次）组成。
第一部分 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部分 是企业年金，第三部分 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之前，企业职工实行的是单一的养老保险制度，退休工人从单位领取养老金，
以满足退休后的生活需要。
而到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
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
从此，我国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1.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也被称为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它是按国家统一政策规定强制实施的为
保障广大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也就是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制度中最基本的内
容。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是我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一种新
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上采用传统型的基本养
老保险费用的筹集模式，即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社会互济；在基本
养老金的计发上采用结构式的计发办法，强调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激励因素和劳动贡献差别。
在我国目前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基本养老保险可称为第一层次，也是最高层次。
2.企业年金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
度，是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组成部分，由国家宏观指导，实际上由企业内部决策执行，也就是国家
不强制用人单位一定为劳动者办理企业年金。
企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种养老保险的层次和功能上的
不同，养老保险是第一层次，主要保障基本生活水平；而企业年金为第二层次，在基本生活保障之外
增加了补充保障，提高了劳动者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二者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两种养老保险的政策和水
平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上，统一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大框架下。
目前，企业年金实行市场化运营，一般应选择经劳动保障部认定的运营机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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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单位缴费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工资总额的1/12，单位和职工合计缴费
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工资总额的1/6。
3.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是由职工自愿参加、自愿选择经办机构的一种补
充保险形式。
其中社会保险机构也可以经办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按照社会保险主管部门制定的具体办法，由
职工个人根据自己的工资收入情况，按规定缴纳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费，记人当地社会保险机构在有
关银行开设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应按不低于或高于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计息，以提倡和鼓
励职工个人参加储蓄性养老保险，所得利息记入个人账户，本息一并归职工个人所有。
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经批准退休后，凭个人账户将储蓄性养老保险金一次总付或分次支付给本人。
职工跨地区流动，个人账户的储蓄性养老保险金应随之转移。
职工未到退休年龄而死亡的，记入个人账户的储蓄性养老保险金应由其指定的人或法定继承人继承。
实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目的，在于扩大养老保险经费来源，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基金，减轻
国家和企业的负担，同时也为职工的养老提供更可靠的保障。
我国目前所构建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基本养老保险被列为最基本的建设内容。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制度和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1997年，国家统一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001年，国家组织进行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决定逐步做实个人账户。
2005年，统一了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政策，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建立了参
保缴费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扩大了做实个人账户试点。
目前，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已从企业职工扩展到城镇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等各类从
业人员，参保人数不断增加。
1997～2006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年均增长5.9 ％，近3年来年均增长6.6 ％。
截止到2008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21，890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753万人。
相对来讲，企业年金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带有更明显的自愿性和补充性，因此在后文的介绍中
，除特别标明之外，涉及的养老保险内容均为基本养老保险。
（二）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劳动者因患病需要治疗时，由政府向其提供必需的医疗服务的一项社会
福利制度。
医疗保险具有社会保险的强制性、互济性、社会性等基本特征，因此，医疗保险制度通常是由国家立
法，强制实施，建立基金制度，费用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医疗保险费由医保险机构支付，以
解决劳动者因患病或受伤害带来的医疗风险。
我国从原来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逐步向现在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转变，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
要和社会变革的要求，国务院于1998年12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
定》（国发〔1998〕44号），部署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要求1999年内全
国基本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现在随着医疗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医疗保险制度也逐步发展、健全，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各地还普
遍建立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以解决社会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之上的医疗费用，国家为公务员
建立了医疗补助制度，有条件的企业可以为职工建立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国家还将逐步建立社会医疗
救助制度，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医疗保障。
同时国家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商业保险进行补充。
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目前我国最基础、覆盖面最广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1997～2006年
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年均增长28％。
到2008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达到31，698万人，比上年底增加9387万人。
我国在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前，是以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作为职工的医疗保障。
公费医疗制度是指国家为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而实行的，通过医疗卫生部门向享受人员提供制度规定范
围内免费医疗预防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仅限于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其他党派、人
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还包括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和退伍在乡的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
劳保医疗制度是指为保护企业职工的健康，对其因病或非因工负伤，按规定享受医药费用补助的一项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五险一金索赔技巧和赔偿计算标准>>

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仅限于国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县以上的大集体企业。
1998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医疗保险制
度改革在我国正式拉开了帷幕。
改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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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五险一金索赔技巧和赔偿计算标准》：索赔技巧：解决该如何索赔的问题；赔偿计算：解决该赔偿
多少的问题；真实案例：演绎技巧，展示方法；法律依据：常用法规，方便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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