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城市地方标准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服务规范》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征集 2024 年度晋城市

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文件要求，晋城市社会保险中心

提出制定社会保障领域地方标准，项目名称为《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服务规范》。

本项目由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组织实施和

监督检查，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标准化专家组归口，晋

城市社会保险中心、麦斯达夫标准化服务（山西）有限公司联

合起草。

二、制（修）订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2021 年 12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实施方案》，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

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全国统筹以统一全国缴

费政策和基金收支管理制度为核心，以信息系统和经办服务管

理全国一体化为依托，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

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实

施渐进式延迟。养老金是“安全绳”、“救命钱”，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保状况关系亿万企业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和民生福祉，历来是社会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因此，通过

制定标准可以提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服务水平，达到实现

企业乃至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目的和成效具有现实意义。

随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施，将有力地促

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从体制上逐步

解决养老保险领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促进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开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加强服务能力建设，提高经办服务水

平，加快建成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信息系统，为广大企业、职

工和退休人员提供方便快捷的经办服务。

三、主要起草过程

分析解读了国家、省级层面出台的社会保险登记的文件，

对国内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现状进行了研究。

起草小组组织成员召开标准研讨会，确定标准名称、标准

框架、实施的难点等问题，根据意见再次修改完善标准文本草

案。邀请相关专家对标准进行讨论，通过查阅国家标准、参考

其他地区地方标准，再次确定参保登记服务流程、服务要求、

服务保障、服务监督等内容。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

关系

（一）制定原则

1.规范统一性。符合 GB/T 1.1 的要求，遵守与标准制定

有关的基础标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2.协调兼容性。与现行国家标准相协调。

3.科学适用性。遵循国家层面、省级层面养老保险参保服

务的流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制定依据

1.《社会保险经办条例》

2.《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定（试行）》（2009 年 7

月 23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档案局令第 3 号发布）

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4.《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实施方案》

5.GB/T 27768 社会保险术语 总则

6.GB/T 27769 社会保险术语 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设施设

备要求

7.GB/T 31596.1 社会保险术语 第 1 部分：通用

8.GB/T 31596.2 社会保险术语 第 2 部分：养老保险

9.GB/T 31597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服务规范

10.GB/T 31599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范

11.GB/T 32621 社会保险业务流程 总则

12.GB/T 34276 社会保险咨询服务规范

13.GB/T 34414 社会保险经办绩效评价

14.GB/T 35615 社会保险登记服务规范

（三）与有关法规标准的关系

已有国家标准《社会保险登记服务规范》（GB/T 35615），

为本标准的执行奠定了基础，该标准与国家标准相比存在结构

上的差异，增加服务流程图，办理流程更为清晰、便捷。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第 1 章是范围。阐述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和使用范围。

第 2 章是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所引用的标准。

第 3 章是术语和定义。包括 7 个术语和定义。

第 4 章是基本原则。包括依法合规、高效便捷、公开透明。

第 5 章是单位养老保险登记。新增参保个人登记、变更登

记和注销登记展开叙述；流程包括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受理

审核及办结时限。

第 6 章是个人养老保险登记。包括单位人员增加登记、单

位人员信息变更登记、单位人员减少登记。

第 7 章是其他类型养老保险登记。包括个体工商户和灵活

就业人员参保登记。

第 8 章是服务要求。包括设施设备、服务人员。

第 9 章是服务保障。信息化管理、档案管理、咨询服务、

经办风险控制 4 个方面。

第 10 章是监督评价与改进。服务质量监督、服务质量评

价、服务质量改进直接引用国家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依据和结果

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归属类别的建议

属于推荐性地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