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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 条例》）规 定，住房公 积金按照“个人

存储、单位资助”的原则进行归集，用于

职工购房、建房、大修住房及职工购房、

建房的贷款，为职工 购房、建房等改善

住居条件提供实质性支持。具体的归集

办法为职工 个人及 所在单位（含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下同）分

别按照职工个人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按

月向所在地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缴存住

房公积金，职工个人应缴存部分由所在

单位从职工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单位

资助应缴部分由单位承担，即住房公积

金缴存的主体为职工个人和所在单位，

归集主体为住房公 积金管理部门，住房

公积金管理部门同时还承担住房公 积金

使用管理职责。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加快

推进住房建设、改善群众住居条件等方

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的住房

公积金制仍不尽完善。笔者拟对住房公

积金归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

（一）目前归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归集力量不强。住房公积金要按

职工 个人分别核算归集，按月存入个人

公 积金账户。住房公 积金管理部门既要

负责归集工作，又要承担支付、核算、预

算、决算、监督检查、保值增值、行政

处罚等一系列工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数增多，从 人力、

物力等方面看来，住房公 积金管理部门

已很难完全履行《 条例》赋予的职责。

2. 归集依据不科学。主要体现在

两 方面，一是归集依据弹性大。计算依

据中有两个弹性很大的指标，即职工工

资总额（在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 资的 5

倍以内）和缴存比例（5%-12% ），两者

均由缴存单位自行确定，由此造成单位

之 间政策执行不一、利益不平衡，同时

也增加了归集工作量。二是信息来源不

准确。与住房公积金归集直接相关的单

位应缴存的职工 人数仅 来源于单位的

自行申报，归集主体难以 掌握准确、真

实的归集信息，职工个人的权益得不到

有效保障。加上部门之 间衔接不畅，造

成公 积金归集数据送达与反馈不及时、

不完整、不规 范，给公 积金管理带来较

大隐患。

3.归集措施 不力。尽管《 条例》规

定，对不正确履行住房公 积金缴存义务

的单位和个人，由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

（即归集主体）责令限期办理，但就目前

看来，其对不正确履行相关义务可予以

的处理及可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刚性

不强，造成住房公 积金管理部门缺 少权

威，工作质量难以提高。

4.易造成国家税收流失。由单位为

职工个人配套资助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可

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据实列支，收入归

职工个人且免交个人所得税，如 不加以

规范，必然会侵蚀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

得税的税基，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造

成国家税收流失。

（二）规范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归集

制度的建议

1.规范住房公积金的计算依据。笔

者建议将住房公积金的计算方法改 为按

职工个人应发工资和固定比例计算确定

职工 个人（单位）应缴存的住房公积金

金额，即：职工个人（单位）每月应缴存

的住房公积金 =上一年该职工 个人月平

均工资总额 ×缴存比例，同时，在《 条

例》中明确一个固定的缴存比例。

2.赋予归集主体一定的处罚和强制

执行的权利。规范和完善的住房公积金

制度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举

措，因此，赋予归集主体一定的处罚和强

制执行的权利、增加一些刚性的约束条

款、完善归集制度非常必要，有利于进

一步规范归集工作，使住房公积金制度

的职能作用得以 进一步发挥。因此，笔

者建议：对不按规定申报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责令限期补缴，并按逾期未缴存

额的一定比例，按日加收滞缴金；对恶

意逃避缴存、侵蚀职工 利益的，处以一

定的罚款；对虚报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按偷逃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行为

依 法予以 处理；对不按规 定缴存住房

公积金、滞纳金、罚款的，可委托其开户

银行强制扣缴。

（作者单位 ：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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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前，Asia M oney（《 亚 洲货

币》）“2010年全球最挂现金管理银

行评选”结果揭晓，交通银行继2009

年荣获“中国皋土最佳现金管理银

行（大、中、小企业评选）”奖项后，

2010年又荣获“中国本土曩挂现金管

理银行（大
、
中企业评选）”奖项。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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