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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社会监督, 鼓励社会公众举报社会保

险领域违法违规问题, 维护社会保险基金安全,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与财政部共同发布了《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暂行办

法》, 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为了规范监督举报工作的管

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

管理办法》, 于 2023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与此同时, 全国各省市

也陆续出台了针对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的管理办法或实

施细则,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可据此对社会保险基金违法

违规问题进行举报, 经查证属实的, 最高可获得十万元的奖励。 

 

其中, 参保单位、个人或中介机构“以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

虚构社会保险参保条件”被纳入举报事项, 这直接指向了实践中

由来已久的“异地代缴社保”的现象, 即企业委托第三方为与其建

立劳动关系的员工在公司注册地以外的地区缴纳社会保险。根据

我国相关法律, 员工的社会保险费应当由企业在其注册地缴纳, 

“异地代缴社保”则虚构了社会保险参保条件, 但却因某些现实需

求而屡见不鲜。一系列举报奖励办法的出台表明了异地代缴社保

将面临严峻的监管态势, 企业内遗留或现存的“异地代缴社保”情

况极可能引发多种劳动争议并带来高额合规成本, 需要充分评

估风险和积极寻求对策。 

 

一. 异地代缴社保现象的缘起 

 

1. 异地代缴社保的现实需求 

 

实践中, 异地代缴社保的“异地”通常是公司注册地以

外的员工实际工作地, 或者是员工户籍所在地, 抑或

是员工未来计划生活地, 即员工存在享受异地社会保

险待遇的需求, 比如, 医药费报销、落户、购车、购房、

子女教育、养老金领取等。因此, 员工主动要求公司为

其缴纳异地社保, 并与公司协商达成一致的情况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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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异地缴纳社保也可以降低企业的社会保险费投入。由于不同市地社保缴费基数的上下限

取决于当地全省(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水平, 当员工的社保缴费基数需按照

法定的上限或下限缴纳时, 若异地的标准低于公司注册地的标准, 则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险费金

额将会降低。 

 

2. 异地代缴社保的常见操作方法 

 

在一家公司内部, 员工缴纳异地社保的需求可能涉及全国多地, 然而, 如果在每个社保缴纳地

都分别注册成立企业分支机构以合法合规地为员工缴纳异地社保, 无疑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成

本负担。实践中, 异地缴纳社保的典型做法是, 企业与当地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签订人事代理协

议, 由企业支付一定的服务费, 委托其为员工缴纳当地社保。此外, 委托其关联公司或分公司, 

以关联公司或分公司的名义为员工缴纳异地社保的做法也比较常见。  

 

二. 异地代缴社保的违法性 

 

在我国, 异地代缴社保现象由来已久且非常普遍, 由于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社保缴纳记录高度关联, 

公司的异地员工希望享受到该地的基本公共服务, 因此产生了缴纳异地社保的需求。加之一直以来, 

公司为员工缴纳社保时, 无需提供劳动合同等证明劳动关系的材料, 这就为异地代缴社保留有了可

行的操作空间, 催生了以人力资源公司为典型的庞大的社保代理服务市场。但是近年来, 基于维护社

会保险基金安全的目的, 我国开始对故意虚构参保条件, 骗领社保金的行为(如社保挂靠)进行严厉打

击, 在此基础上, 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的规范程度进一步提升, 社会保险行政监管口径进一步紧缩。虽

然异地代缴社保的主观目的并不是骗取社保待遇, 而是满足员工享受异地社保待遇的客观需要, 但

该做法确实不符合在公司注册地缴纳社保的法定要求, 因而长期处于法律刚性边界、社会现实需要

与既定实践先例之间所形成的灰色地带之中。 

 

1. 异地代缴社保已被明确禁止 

 

➢ 法律法规 

 

2018 年 12 月 29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下称“《社会保险法》”)第五十

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凭营业执照、登记证书或者单位印章, 向

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可见, 合法合规的社保缴纳方式应当是企

业在其注册地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异地代缴社保的做法并不符合该法要求。 

 

同时,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规定,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

待遇的, 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 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在此基础上, 2022 年 3 月 18 日实施的《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第三十二

条进一步明确了“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具体情形, 其

中之一是“通过虚构个人信息、劳动关系, 使用伪造、变造或者盗用他人可用于证明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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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 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虚构社会保险参保条件、违规补缴,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

2023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第六条和 2023 年 5 月 1

日实施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第七条将“以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虚

构社会保险参保条件、违规补缴”列为举报奖励事项之一。 

 

➢ 司法判决 

 

法院对异地代缴社保的裁判观点, 以北京市法院审理的, 某公司诉人社局系列行政诉讼案

件为典型。该案背景是, 注册地在北京的某公司, 经员工要求, 为其缴纳京外异地社保。几

年后, 员工举报公司违法缴纳社保, 社会保险行政机构介入稽核, 责令公司为该员工补缴

全部北京社保并处滞纳金。公司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行政复议失败, 随后提起行政诉讼。

公司主张: (1)异地代缴社保在现实条件下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 并提交了专家意见书

和相关政策分析; (2)异地代缴社保经过了员工同意, 且员工在此期间也享受到了医保报销

等异地社保待遇; (3)社保补缴滞纳金过高, 公司实在难以负担。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未采纳公司的任何主张, 确认了异地代缴社保的违法性, 判决公司依法补缴社保和滞纳金。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均认可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与

裁判理由。 

 

然而在此之前, 同样是北京市法院所作的判决, 如(2017)京 0105 民初 41005 号, 肯定了社

保代缴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应属有效。这

体现了尊重公司与员工双方协商一致选择社保缴纳地的裁判态度。 

 

裁判态度转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 回应我国社会保险金管理不断规范化的要求。中国对外

服务工作行业协会 2015~2019年度会员单位经营情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 1社保代理服务对

象逐年增长, 总体人数规模超过千万。早年间社保代缴服务市场繁荣主要原因是, 在社会

保险金制度推行之初, 企业与劳动者缴纳社保的意识都不高, 加之社保账户的开设及社保

的缴纳是一项繁琐耗时的工作, 容易出现错缴或无法缴纳的状况, 甚至会由此产生劳动争

议和纠纷。所以在宽松的监管环境下, 委托专门从事社保代缴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不仅

节省了企业的人事管理成本, 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保险的普及。 

 

但如今, 缴纳社保不仅已经成为劳动者的普遍共识, 甚至虚构参保条件以骗取社保待遇的

违法行为频频发生, 而社保代缴正是其主要实施手段之一。当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

一征收后, 社保的计算和缴纳、社保账户的监管都更为便捷, 因此, 为了进一步规范社会保

险基金秩序、维护社会保险基金安全, 行政监管口径和司法裁判态度都呈现从严态势。 

 

 
1 http://www.cafst.org.cn/cafst/content/?67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M5HZfTkv-xtJ7MLTGn5paw 
https://mp.weixin.qq.com/s/JTkYabxICqkUeK2aQafKdA 
https://mp.weixin.qq.com/s/TqLBgm8xWcdDH_eXxHEw-w 
https://mp.weixin.qq.com/s/pGxl_JRRfotHWWlvX5C17w  

http://www.cafst.org.cn/cafst/content/?67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M5HZfTkv-xtJ7MLTGn5paw
https://mp.weixin.qq.com/s/JTkYabxICqkUeK2aQafKdA
https://mp.weixin.qq.com/s/TqLBgm8xWcdDH_eXxHEw-w
https://mp.weixin.qq.com/s/pGxl_JRRfotHWWlvX5C1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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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异地代缴社保的稽查不受时效限制 

 

异地代缴社保行为违法性的核心在于, 员工在公司注册地的社保账户始终处于欠缴状态。《社会

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

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可见, 对于异地代缴社保期间内, 员工在公司注册地的社保账

户中应缴而未缴的社保金, 公司负有法定的补缴义务并受到行政监管。但是, 实践中举报和查处

的异地代缴社保情况往往发生距今较远, 因此确有必要明确社保补缴与社保稽查是否受到时效

限制。 

 

2004 年 12 月 1 日实施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 “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

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 2 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 也未被举报、投诉的, 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不再查处。”这是否意味着超过 2 年的社保欠缴可以不受追究?其实不然。该法条适用于社保

欠缴的行政处罚, 而企业补缴欠费属于行政征收, 并不当然受此时效限制。并且《社会保险法》

及其生效之前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均未对清缴企业社保欠

费设置追诉期, 且明确规定了企业应当为员工足额缴纳, 非因不可抗力不得缓缴和减免。 

 

此外, 对社保欠缴行为的稽查和行政处罚也不受 2年的时效限制, 人社部和最高法发文明确, 对

于超过 2 年的举报, 经办机关应当受理并查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 2017 年 7 月 27 日发布的人社建字〔2017〕105 号《对十二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第 5063 号建议的答复》, 与 2017 年 8 月 3 日发布的人社建字〔2017〕183 号《对十

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 5344 号建议的答复》两个文件中, 针对“社保追缴时限”问题作出官方

回答: “为维护参保人员社会保险权益, 强化征缴清欠工作, 经办机构接到超过《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第 20 条第一款 2 年的追诉期投诉后, 一般也按程序进行受理。对能够提供佐证材料的, 尽

量满足参保者诉求, 予以解决, 以减少企业职工临近退休时要求企业足额补缴欠费的问题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9 年 11 月 29 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官专业会议纪要(七)》(工伤保

险领域)中, 也对“企业补缴社会保险费 2 年查处时效的适用”问题作出指示: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 以企业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行为在 2 年内未被发

现, 也未被举报、投诉为由不再查处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请求履行上述查处职责, 且

能够提供相应材料初步证明企业存在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 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责令有关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履行相应职责。” 

 

三. 异地代缴社保的风险和后果 

 

1. 用人单位面临的风险 

 

➢ 公司需对员工无法享受社保待遇的部分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 

 

以工伤保险为例,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2010)第十八条和《工伤认定办法》(2010)第六条, 

申请工伤认定需要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 可见, 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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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门认定工伤是以员工与缴费主体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然而, 在异地代缴社保

的情况下, 员工与异地第三方代缴机构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因而无法在异地申请工伤待

遇; 而公司注册地也并无该员工的社保缴费记录, 同样不能申请享受工伤待遇。 

 

员工在两地均无法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况下,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 “职工所在用

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 发生工伤事故的, 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工伤

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

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司

法实践也对公司承担全部工伤赔付责任进行了确认, 例如 2023 年 4 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五认为: “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缴纳主

体需是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委托第三方代缴社会保险不合法, 如

因此导致工伤保险基金拒绝支付劳动者工伤待遇, 则由用人单位承担责任。” 

 

➢ 员工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那么在异地缴纳社保的情况下, 员工能否以公司

未为其缴纳公司注册地的社会保险为由, 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六条规定的经济补偿金呢?司法实践中观点不一。不支持员工主张的法院认为, 在劳动关系

存续期间, 公司一直通过第三方机构在员工实际工作地为其连续缴纳社会保险, 并不存在

逃避缴费义务, 不属于法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 而在支持员工主张的司法判例中, 

案情通常涉及公司在员工不知情或者被迫的情况下为其缴纳异地社保, 员工据此主张被迫

解除劳动合同, 法院支持了经济补偿金的主张。可见, 在此类案件中, 员工对于异地代缴的

主观意愿至关重要。 

 

➢ 社保稽查要求补缴社保和滞纳金 

 

当公司内部遗留或现存的异地代缴社保现象被投诉举报, 并受到社保稽查的关注和调查执

法, 由于公司确实未在其注册地为与其建立了劳动关系的员工依法缴纳社保, 则必然面临

责令补缴、加处滞纳金甚至行政处罚的后果。 

 

对于滞纳金的计算,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并自欠缴之日起, 按日加收万分之

五的滞纳金; ” 

 

若公司逾期仍不缴纳, 还将面临《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

倍以下的罚款。”以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2019 修订)第十三条规定的“从欠缴之

日起, 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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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根据 2019 年 11 月 27 日发布的《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第五

条, 若用人单位不依法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经行政处罚后, 仍不改正的, 将面临被列入社

会保险严重失信人名单的后果。 

 

➢ 异地社保账户内企业缴纳部分的社保金进入国家统筹账户无法退还 

 

当公司根据社保稽核要求, 在其注册地为员工完成补缴后, 该员工将构成“社保重复缴纳”, 

即参保人在同一时间段内, 在两个以上地点有社保缴纳记录,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同时享

受多地的社保待遇, 参保人需要择一保留, 并清退其余账户。被清退的社保账户中的个人

缴纳部分将予以退还, 而公司缴纳的部分已经纳入了国家统筹账户, 无法退还。如此一来, 

公司需要承担异地代缴和本地补缴的双重社保金, 无疑大幅增加了成本。 

 

2. 人力资源公司面临的风险 

 

异地代缴社保主要靠以人力资源公司为典型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人事社保代理服务, 由于人力资

源公司与员工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所以在其提供代缴社保服务的过程中必然涉及“虚构社

会保险参保条件”。近年来, 全国多地人社部门陆续开展打击违规参保补缴问题的专项行动, 以

广东省为例,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打击违规参保补缴问题专项行动的通告》

中, 明确打击“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公司等单位或个人为单位、个人违规参保缴

费提供组织、介绍、代理、伪造材料等服务”, 并希望此类公司主动对照自查, 主动停止、纠正违

规代理参保行为, 停止发布有关违规代理参保的商业宣传广告。 

 

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打击欺诈骗保曝光台”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在 2021

年 10 月和 12 月, 深圳市共计有 8 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由于存在“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

其他手段(接受其他单位委托)为不具有劳动关系的人员参保”的违法行为, 被处以标准为 6000元

/人的罚款, 单家公司所受罚款最高达 91.2 万元。2可见, 人力资源公司的违规代理参保行为已然

受到了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高度关注和从严监管。 

 

四. 企业异地缴纳社保可能的合规路径 

 

1. 合法合规地满足员工缴纳异地社保的需求 

 

随着社会保险缴费的监管日趋从严, 若继续违法违规从事异地代缴社保, 必然面临更高的查处

可能和更大的执法力度, 然而异地工作员工享受异地社会保险待遇的需求却并没有就此消失, 

 
2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97811.html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97810.html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97809.html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83068.html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83067.html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83056.html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83055.html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83054.html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97811.html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97810.html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97809.html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83068.html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83067.html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83056.html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83055.html
http://hrss.sz.gov.cn/szsi/zxbs/zdyw/djqzpb/bgt/content/post_94830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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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出于留住人才的目的, 不得不寻求合法合规的异地社保缴纳方法。常见的解决思路有, 公司

异地分支机构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异地关联公司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采用劳务派遣或外包

等用工方式, 但这些办法均有其局限性。 

 

企业在异地注册成立分支机构与员工签署劳动合同, 确实可以实现合法地为员工缴纳异地社保, 

根据《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 “缴费单位具有异地分支机构的, 分支机构一般应当

作为独立的缴费单位, 向其注册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单独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但是实践

中, 公司的异地用工常常出现在全国多地, 在每处都设立分支机构将带来极高的成本。 

 

企业在异地注册成立的关联公司与员工签署劳动合同, 也可以实现为员工缴纳异地社保, 但是

在此情况下, 公司与员工之间并无劳动关系, 也不存在从属性, 公司对员工的日常管理和工作

安排, 需要在劳动合同之外另行达成协议。 

 

企业也可以选择将异地工作的员工转为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 由异地的劳务派遣公司与员工签

署劳动合同并为其合法地缴纳异地社会保险, 但是劳务派遣仅限于具有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

性的岗位, 且比例不能超过用工总数的 10%, 因此并不能完全满足公司的异地用工需求。 

企业还可以选择将异地工作的员工转为劳务外包的用工方式, 但应当格外注意, 在劳务外包关

系中, 公司作为发包方不应对劳务外包人员实施直接管理, 工作要求也应当由承包方下达给员

工, 否则可能面临被认定为劳务派遣用工或事实劳动关系的风险。并且劳务外包一般仅限于人

力资源服务和专业服务的提供。在这些限制之下, 劳务外包也很难满足企业的异地用工需求。 

 

2. 防范潜在的异地缴纳社保的风险 

 

长久以来, 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游走的异地代缴社保现象, 如今被置于聚光灯下。虽然通过社保稽

查、行政诉讼等方式走进大众视野的相关案例越来越多, 但是相较于实践中切实存在异地代缴

社保情况, 却也只是算是冰山一角。一方面说明, 大量企业内部还潜藏异地代缴社保的违法风险; 

另一方面也说明, 社保稽查的线索主要来源于举报, 稽查机关很难就海量社保信息主动进行排

查。 

 

基于此, 企业应当及时清退内部存在的异地代缴社保情况, 尽快走上合法合规的轨道。虽然这将

难免承担社保金的损失, 但是尽早地清缴, 就会尽量地减少异地社保账户无法返还的社保金数

额和本地社保欠缴滞纳金的数额, 并且最大可能地避免其他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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