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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政行复决字〔2023〕92号

申请人：荣成裕罗电器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荣成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第三人：李素先。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荣社稽意字〔2023〕第 017号社会保

险稽核意见书的行政行为不服，向荣成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

申请。荣成市人民政府于 2023年 11月 27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

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 2023 年 11月 6 日作出的荣社稽

意字〔2023〕第 017号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

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在〔2023〕第 017号社会保险稽核

意见书中要求申请人补缴李素先 2009年 7月至 2014年 11月的社

会保险费，但该补缴期限超过了行政处罚的时效。根据《行政处

罚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

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

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

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

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根据以上规定，对申请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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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未为李素先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违法行为的追究，不应超过李

素先向被申请人要求处理之日的前二年。尽管稽核意见书与行政

处罚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因为其处理结果也是对相对人课以义务

或使其承受不利益，故其效果等同于行政处罚。被申请人作出稽

核意见所依据的《社会保险稽核办法》也没有对处理时限作出特

别规定，故本案的时效也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的一般时效规定。该稽核意见书显然

超过了行政处罚的时效，属于错误的行政行为。二、当初不缴纳

保险是李素先主动要求的，其现在又投诉要求补缴，有违诚实信

用原则，其应当承担未交社会保险费而导致的滞纳金。李素先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意识到放弃社会保险的后果，对于

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后果，其存在重大过错，即便认定申请

人应该补缴相应的社会保险费，滞纳金也不应由申请人承担，而

应由存在重大过错的李素先承担。从（2020）鲁 02民终 1791号

判决书等的裁判观点来看，也均支持李素先应当承担责任。综上

所述，被申请人未考虑到李素先的不诚信行为，其超出时效作为

而做出的荣社稽意字〔2023〕第 017号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是错

误的，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答复称：一、申请人认为答辩人作出的〔2023〕第

017 号《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应适用行政处罚法，该意见书超

过了行政处罚时效，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二条规定：“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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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

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而该意见书只是行政管理的一个阶段

性行为，并不是惩戒的行政行为。二、〔2023〕第 017号《社会

保险稽核意见书》稽核程序、法律依据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二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违反

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举报、投诉。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卫生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和财政

部门、审计机关对属于本部门、本机构职责范围的举报、投诉，

应当依法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本机构职责范围的，应当书面

通知并移交有权处理的部门、机构处理。有权处理的部门、机构

应当及时处理，不得推诿。”《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八条规定：

“社会保险稽核采取日常稽核、重点稽核和举报稽核等方式进行。

对于不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受理举报并进行稽核。”第九条规定：

“社会保险缴费情况稽核内容包括：（一）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

申报的社会保险缴费人数、缴费基数是否符合国家规定……”依

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作出《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合法、有效。

三、申请人认为：当年不缴纳社会保险是李素先的主动行为，有

违诚实信用原则，其滞纳金不应由申请人承担，申请人的这种理

解是错误的。社会保险是国家强制保险，是申请人的法定义务，

即使签订了不缴纳社会保险的保证书，也是无效的，其产生的滞

纳金应由申请人缴纳。至于李素先是否有违诚信原则，是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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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关系，申请人可以另行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不是本案受理的

焦点。四、投诉处理情况。2023 年 3 月 20 日，李素先向被申请

人投诉所在单位即申请人未缴纳 2009年 7月至 2014年 11月的社

会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稽核

办法》等相关规定，被申请人于 2023年 4月 27日对申请人下达

《社会保险稽核通知书》，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资料。申请人先

后提交《情况说明书》、委托书、李素先的 2009 年 7月至 2014

年 11月的工资发放明细、《关于李素先社保补缴案件的申请》等，

明确表示公司愿意承担与李素先存在劳动关系期间的养老、失业、

工伤保险，但对此产生的滞纳金存在异议。被申请人于 2023年 6

月 27日对申请人下达《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2023〕第 007

号），要求限期纠正违规行为。但申请人提交与李素先的劳动合

同中显示劳动合同期限系从 2008年 2月 26日起至 2014年 2月止

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23年 7月份，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稽

核意见提起了行政复议申请，在行政复议期间，李素先又提供了

2007 年 3 月至 2009 年 6 月在李素先名下与申请人的荣成市农村

商业银行交易流水，要求增加申请人补缴 2007年 3月至 2009年

6月的社会保险费。2023年 9月 14日，被申请人撤销了〔2023〕

第 007号《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行政复议机关终止了行政复

议。被申请人依据李素先的申请及申请人提供的劳动合同等资料

重新对李素先的劳动关系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进行了稽核。首

先，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9月 11日对申请人下达了《社会保险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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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通知书》（荣社稽通字〔2023〕第 016号），要求申请人向被

申请人增加提交李素先与申请人 2007年 3月至 2009年 6月工资

发放等相关材料。逾期，申请人未提交任何材料。被申请人分别

于 2023年 10月 26日和 11月 6日向申请人下达《社会保险稽核

告知书》（荣社稽告字〔2023〕第 021号）、《社会保险稽核意

见书》（荣社稽意字〔2023〕第 017号），要求申请人纠正违规

行为，申请人未依法纠正，提出行政复议。综上所述，被申请人

作出的〔2023〕第 017号《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请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第三人答复称：第一，被申请人作出的荣社稽意字〔2023〕

第 017号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完全正确，该意见书属于追缴，不

属于处罚，不适用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不存在时效。第二，第三

人在入职时从未主动提出不缴纳社保，也从未放弃过缴纳社保，

所以才在没有离职的情况下向被申请人反映申请人应当为其补缴

社保的事实。第三人由于在经济地位、知识能力、社会资源等方

面处于弱势地位，在申请人要求签署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社保

协议时，很难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第三人系违心签署的协议，该

协议因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根据《宪法》第四十

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一条的规定，缴纳社保

是用人单位即申请人的强制缴费义务。申请人恶意规避该规定、

拒不履行应尽的法定义务，侵害职工的合法权益，请驳回其申请。

经审理查明：2023年 3月 20日，李素先向被申请人提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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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险投诉登记表》，投诉荣成裕罗电器有限公司未给其缴纳 2009

年 7月至 2014年 11月的社会保险，并提交了 2009年 7月至 2011

年 8月和 2011年 10月至 2013年 10月的银行流水、身份证号为

41272********12和 41272***********65的身份证复印件等予以

证明。2023 年 4 月 25 日，李素先委托田云周提交了《户口登记

项目变更更正证明》（编号：411*********014），证明李素先于

2008年 2月 11日变更公民身份号码，由李素仙 41272********12

变更或更正为李素先 41272***********65。2023 年 4月 27日，

被申请人作出荣社稽通字〔2023〕第 006号社会保险稽核通知书，

决定对申请人单位职工李素先（身份证号码 41272***********65）

社会保险方面实施稽核，并要求申请人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个

工作日内提交李素先的劳动合同、职工工资明细、有关会计凭证

等资料。2023年 6月 1日，申请人出具《关于李素先社保补缴案

件的申请书》，告知系李素先本人不愿参保并填写不愿参保证明

书的事实，并提交 2009年 7月至 2014年 11月工资明细表、劳动

合同书、授权委托书共三组材料。申请人提交的工资明细表显示，

2009 年 7 月至 12 月李素先应计入缴费基数的工资总额分别为

1100元、759元、1950元、1790.97元、1492.38元、2223.85元，

2009年至 2013年李素先月平均工资分别为 1553元、1962元、2446

元、2361元、2691元；申请人提交的劳动合同书显示，李素先与

申请人于 2008年 2月 29日订立自 2008年 2月 26日至 2011年 2

月 28日的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于 2011年 2月 28日订立自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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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月 28日至 2014年 2月 28日的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于 2014

年 2月 28日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2023年 6月 15日，被

申请人作出荣社稽告字〔2023〕第 010号社会保险稽核情况告知

书，告知申请人稽核情况以及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提出书面意见和佐证材料的权利，稽核情况为“经稽核，你单位

未按时足额为李素先缴纳 2009年 7月至 2014年 11月的社会保险

费。李素先 2009 年 7 月工资总额 1100 元，2009 年度至 2013 年

度月平均工资分别为 1553元、1962元、2446元、2361元、2691

元”。2023 年 6 月 16 日，申请人收到该告知书，在规定期限内

未提交书面意见和佐证材料。2023 年 6 月 27 日，被申请人作出

荣社稽意字〔2023〕第 007号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依据《社会

保险稽核办法》第十条第五款及第十一条之规定，提出稽核意见

并要求申请人自收到意见书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纠正违规行

为，稽核意见为“补缴李素先 2009年 7月至 2014年 11月的社会

保险费。2009年度至 2014年度的缴费基数应为 1320元、1553元、

1962元、2446元、2361元、2691元”。申请人对该意见书不服，

于 2023年 7月 13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期间，2023 年 8 月 31 日，李素先向被申

请人提交《要求用工单位补交社会保险申请书》，要求被申请人

责令申请人依法补缴 2007年 3月至 2009年 6月未缴纳的社会保

险费，并提交了 2007年 3月至 2008年 8月、2008年 10月至 2009

年 6月的银行流水、社员证等予以证明。李素先提交的银行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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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申请人于 2007年 3月向其发放工资收入 64.31元，于 2007

年 3月至 12月向其发放工资总收入为 10855.76元，于 2008年向

其发放工资总收入为 14983.04 元，于 2009 年 1 月至 6 月向其发

放工资总收入为 8257.2元。2023年 9月 4日，被申请人作出《关

于撤销<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的通知》，决定撤销荣社稽意字

〔2023〕第 007号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

2023年 9月 11日，被申请人作出荣社稽通字〔2023〕第 016

号社会保险稽核通知书，要求申请人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提交李素先 2007年 3月至 2009年 6月劳动合同、职工工

资明细、有关会计凭证的材料。2023 年 9 月 12日，申请人签收

该通知书，在规定期限内未向被申请人提交有关材料。2023年 10

月 26日，被申请人作出荣社稽告字〔2023〕第 021号社会保险稽

核情况告知书，告知申请人稽核情况以及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和佐证材料的权利，稽核情况为“经稽

核，你单位未按时足额为李素先缴纳 2007年 3月至 2014年 11月

的社会保险费。李素先 2007年 3月工资总额 64.31元，2007年度

至 2013年度月平均工资分别为 1086元、1362元、1464元、1962

元、2446元、2361元、2691 元”。2023年 10月 27日，申请人

签收该告知书，在规定期限内未向被申请人提出书面意见。由于

李素先 2007年 3月应计入缴费基数的工资总额为 64.31元，低于

2006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即 961元（2006年度全

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19228元÷12×60%），被申请人依据《职工



— 9 —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管理暂行办法》“职工本人一般以上一年

度本人月平均工资为个人缴费工资基数。……本人月平均工资低

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 60%的，按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缴费。

新招职工以起薪当月工资收入作为缴费工资基数”之规定，核定

李素先 2007年社保缴费基数为 961元。由于李素先 2007年、2009

年度月平均工资分别为 1086 元、1464 元，低于当年全省在岗职

工月平均工资的 60%即 1142 元、1484 元（1142元=2007 年全省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22844元÷12×60%，1484元=2009年全省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 29688元÷12×60%），被申请人核定李素先 2008年、

2010年社保缴费基数分别为 1142元、1484元。由于李素先 2008

年、2010年至 2013年度月平均工资分别为 1362元、1962元、2446

元、2361元、2691元，均高于当年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0%

即 1320元、1686元、1899.6元、2129元、2383元（1320元=2008

年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26404元÷12×60%，1686元=2010年全

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33729 元÷12×60%，1899.6 元=2011 年全省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37992元÷12×60%，2129元=2012年全省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 42572元÷12×60%，2383元=2013年全省在岗职工

平均工资 47652元÷12×60%），被申请人核定李素先 2009年、2011

年至 2014年度社保缴费基数分别为 1362元、1962元、2446元、

2361元、2691元。据此，2023年 11月 6日，被申请人作出荣社

稽意字〔2023〕第 017号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依据《社会保险

稽核办法》第十条第五款及第十一条之规定，提出稽核意见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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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申请人自收到意见书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纠正违规行为，稽

核意见为“补缴李素先 2007年 3月至 2014年 11月的社会保险费。

2007年度至 2014年度的缴费基数应为 961元、1142元、1362元、

1484元、1962元、2446元、2361元、2691元”。

本案审理期间，被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

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第三人在规定时间内向本机关提交

了书面答复意见。以上事实有社会保险稽核情况告知书、工资明

细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有权进

行社会保险稽核。《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

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

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

情况告知本人。”第六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申报应

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的，按照该单位上月缴费额的百分之一

百一十确定应当缴纳数额；缴费单位补办申报手续后，由社会保

险费征收机构按照规定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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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

罚款。”《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管理暂行办法》规定：“7、

职工本人一般以上一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为个人缴费工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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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本人月平均工资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 60%的，按当地

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缴费。……8、新招职工以起薪当月工资收

入作为缴费工资基数；从第二年起，按上一年实发工资的月平均

工资作为缴费工资基数。”《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条规定：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按照下列程序实施稽

核：……（五）发现被稽核对象在缴纳社会保险费或按规定参加

社会保险等方面，存在违反法规行为，要据实写出稽核意见书，

并在稽核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送达被稽核对象。被稽核对象应在

限定时间内予以改正。”《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保核定，税务征

收”模式下社会保险费核定工作的通知》规定：“各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要在每月 10 日前及时核查各参保单位上月缴费情

况，对未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无论其是否申报本月缴

费，均应主动做好未缴费业务的重新核定工作，依法加收滞纳金

后及时推送税务部门，以便税务部门完成征收工作。”据此，对

于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违法行为，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查

实并核定缴费基数后，由税务部门实施征收行为。由于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核定的缴费基数直接作为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的依

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缴纳基数的行为会对行政相对人权利

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本案中，被申请人

作出的荣社稽意字〔2023〕第 017号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对李素

先历年缴费基数进行了核定并要求申请人及时纠正违规行为，该

意见书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申请人有权就此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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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在收到李素先的投诉后，依法就李素先投

诉情况进行稽核并出具稽核意见书，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由于申

请人未按照稽核通知书的要求提交相关材料，被申请人结合李素

先银行账户收入和申请人提交的工资明细表等证据确定缴费基

数，并无不当。根据李素先历次投诉情况和稽核调查情况，依据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被申

请人核定李素先 2007 年度至 2014年度的缴费基数应为 961元、

1142 元、1362 元、1484 元、1962 元、2446 元、2361 元、2691

元，符合法律规定。由于申请人未依法为李素先缴纳社会保险费，

被申请人作出荣社稽意字〔2023〕第 017号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

提出稽核意见并要求申请人纠正违规行为，并无不当。申请人认

为系李素先主动提出不愿参保，但在稽核过程中，申请人并未向

被申请人提交李素先签字的不愿参保证明书，不能证实系李素先

主动放弃了参保，而且，根据社会保险相关法律规范规定，为劳

动者依法办理和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不能通过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约定而变更或免除。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

出荣社稽意字〔2023〕第 017号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超过行政处

罚的时效，但社会保险相关法律规范并未设定社会保险费的追缴

期限，而且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属于行政征收范畴，不受行政处罚

查处时效的限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

机关决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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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被申请人荣成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作出的荣社稽意字

〔2023〕第 017号社会保险稽核意见书。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依法向荣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1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