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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後，他們為何最擔心斷繳社保

錢昆歐遊打油詩
米翁廣場３

意國女青人倩麗，
金華披肩看手機。
遠處名景襯佳人，
形神一副嬌滴滴。

近期，極越汽車團隊「原地解散」風波

持續發酵。在用人單位與員工們的博弈中，

後者提出的一項訴求引發廣泛討論。

據悉，極越的管理層人士突然宣稱，未

給員工繳納11月、12月的社保和公積金，並

讓員工自行繳納。而員工們堅決要求企業補

繳社保和公積金。

這實際上是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當員

工遭遇失業困境時，他們往往首先考慮的並

非申領失業保險金，而是急於補繳社會保險

費用；即便失業已持續較長時間，也有很多

人願意自掏腰包設法延續自己的社保繳納記

錄。

據瞭解，其中至少包含了兩方面的問

題。其一，一些城市對於斷繳社保的人群，

客觀上設置了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如限制

購房、購車資格等；其二，由於前述負面影

響，不少人主觀上放棄了領取失業保險金。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浙江大學國

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長金維剛在接受採訪時強

調，失業人員屬於弱勢群體，「很多斷繳社

會保險費的人，並非主觀上選擇斷繳。將普

通市民享有的一些權益與失業人員繳費情況

綁定，實際上導致失業人員承受更多的利益

損失，形同『雪上加霜』」。

社保中斷多方面會受到影響
當職場人士遭遇社會保險中斷的情況

時，他們通常可能有兩種選擇：一是補繳社

保費用以保持連續繳納記錄；二是申請領取

失業保險金以應對暫時的經濟困難。

現實是，如若斷繳社保，一系列可能

的負面影響或將接踵而來。比如說，多數地

區醫保斷繳次月無法使用；申領失業金，前

提是繳納失業保險費滿一年等。金維剛向介

紹，社會保險遵循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的原

則，享受社保待遇與繳費之間具有直接關

係。

更多人選擇補繳社保。主要原因在於，

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多個城市,購

房、購車或落戶資格等與社保連續繳納年限

關聯。

以一名參保人員的身份咨詢了多地人社

部門。

北京市人社局政務服務平台一名工作人

員向介紹，一般情況下，在京搖號或競拍車

牌時，要求申請人在申請前60個月內連續繳

納社保，補繳記錄不能超過5個月；申請積分

落戶時，申請人必須在申請前連續繳納社會

保險7年及以上。補繳的月份同樣不能超過5

個月。

上海市市民服務熱線一名工作人員則

向表示：「買房買車、孩子就學，辦理居住

證或者是居轉戶這些業務的時候，都是需要

連續繳納社保的，中斷之後可能會受到影

響。」

該工作人員舉例稱，如購買一輛新能

源汽車，對持有《上海市居住證》的來滬人

員，要求連續繳納36個月的社保或個人所得

稅。社保中斷會影響資格，無法通過補繳恢

復資格。

定居北京的劉婷在求職時，被意向公司

的人力建議補繳社保。當時她的社保已經斷

繳了2個月。隨後，她選擇了尋找企業掛靠代

為繳納職工社保。

該工作人員提供的報價顯示，目前最低

的社保繳費標準為2540.42元，公積金362元，

殘保金60元，支付手續費合計17.79元，另有

300元服務費/月。也就是說，如通過該機構

補繳五險一金，參保人員個人需負擔的金額

達到了3280.21元/月。

不少職場人士尋找公司掛靠代為繳納社

保，但值得注意的是，掛靠單位交社保屬於

虛構勞動關係，是明確禁止的行為，可能面

臨法律責任。

「連續繳費」可否改為「累計繳費」？
金維剛向表示，享受社保待遇與繳費

之間具有直接關係，但不宜與個人作為普通

市民享有的其他公共權益（如子女入學、落

戶、購房等）等掛鉤。

金維剛認為，失業人員的社保繳費與

其申請子女上學、落戶、買車、購房等之間

沒有必然的聯繫，相互之間是平行關係，對

於失業人員的社保繳費狀況與其申請子女上

學、落戶、買車、購房等之間掛鉤並予以限

制，不僅不合理，也缺乏法律依據，違背對

弱勢群體依法保障其基本權益的法律宗旨和

社會倫理。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保險與發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看來，醫保、生育險

有連續繳費要求是合理的，但買房、買車等

要求連續繳費不盡合理。他建議，一些資質

規定（如買房買車）可把連續繳費多少年改

為累計繳費多少年。領失業保險金期間自然

不計入這個年限。

金維剛認為，通常失業人員中斷社保繳

費並非主觀上不願意繼續繳費，而是由於失

業後客觀上個人無力繳費。因此，在職工失

業後陷入生活困境的情況下，不可再對失業

人員作為普通公民應當享有的其他方面的合

法權益予以限制或排斥，「這種帶有社會歧

視性質的一些地方政策應當依法取締」。

為不中斷繳費放棄領取失業金
多名極越公司的員工向透露，公司已經

完成了對11月份被暫停繳納的社保費用的補

繳工作，並承諾將同樣補繳12月份的社保費

用及支付賠償金，目前正在等待落實。

對於眾多失業者而言，「續繳社會保險

或領取失業保險金」是一個兩難選擇，很多

失業者為了保住與連續繳費有關的權益，選

擇主動放棄失業金。

但也有一些失業者選擇領取失業金用以

過渡。南京的務工人員苟潔就是這樣一個例

子。

今年1月，由於原東家部門調整，苟潔被

動離職。幸運的是，她拿到了補償，離職的

相關證明上也填寫了「非自願離職」。

苟潔算了下，她在當地繳納的社保年

限尚不足5年，按規定可領取8個月失業金，

每月金額為2490元，與南京市2024年最低薪

資標準相同。因為在失業之前，她已經在當

地購置了房產，不用擔心「購房資質」受影

響。所以在3個月的待業期，苟潔順利申請並

領取了相應的失業金。

在苟潔看來，「領取失業金是合法也

合理的權益，畢竟之前員工和單位已經繳納

了保險費用，領取出來並無不妥。在失業期

間，失業金足以提供一定的經濟保障，尤其

是在醫療保障方面」。

智能音箱，白給都沒人要了？ 
去年，蘇蘇買電腦時又收到了一台智能

音箱贈品，假期帶回老家連媽媽都有了「怨

言」：「別再往家帶了，第三個了，真沒啥

用。」

而幾年前蘇蘇第一次給媽媽帶回一台智

能音箱時，一晚上媽媽跟音箱說的話比跟她

說的都多，從問天氣到聽音樂、聽戲曲，連

著玩了兩三個小時。

智能音箱的風來得快，退得似乎更快。

洛圖科技（RUNTO）數據顯示，2024

年上半年，中國智能音箱市場銷量為805.5萬

台，同比下降29.8%；銷售額為21.7億元，同

比下降33.8%。智能音箱自2021年開啟的頹勢

延續到了第13個季度。

即使是不久前的雙11期間，疊加國補政

策的推動，智能音箱的11月銷售量也只實現

了同比基本持平，小幅度增長的銷售額則是

由於高價產品優惠力度更大，吸引了部分消

費者。

智能音箱怎麼就突然被拋棄了？

智能音箱有多不討喜？
時間回到2017年，國內互聯網大廠開始

扎堆發佈智能音箱。生活在南京的熊女士，

因先生是「米粉」，火速以299元訂了一台小

米的「小愛同學」，剛有孩子的一家人自此

過上了有智能音箱陪伴至今的生活。

前幾天熊女士叫孩子起床上學，孩子說

想再睡3分鐘，她就一邊收拾衣服一邊叫先生

定3分鐘計時器。她話音剛落，就聽到客廳傳

來先生的聲音：「小愛同學！定時3分鐘！」

「這麼多年過去了，智能音箱在我家

基本還是一個底層勞務外包的角色。」她笑

道。

最早因為陪孩子不方便拿手機，用智能

音箱放兒歌、問天氣、聽新聞，搭配智能燈

泡調暗光線之類的，熊女士覺得「挺香」。

只是用了沒兩年她就發現，相比自家小朋友

飛速成長的人類智能，智能音箱一直都宛如

人工智障。

「比如我問李白是宋代人嗎？它會說，

哎呀這個問題可把我難住了，看來要努力學

習了呢。我必須說『介紹詩人李白』，它才

會說，李白，唐代詩人……」熊女士不止一

次遇到過類似的「交鋒」，她發現對方不僅

沒有簡單的推理能力，就連網絡檢索能力也

令人不敢恭維，後來她索性放棄了前一種提

問方式。

即使是簡單問答，智能音箱有時也會給

出令人困惑的答案。有一次接連下了一整天

的雨，可當她中午問起天氣，那邊波瀾不驚

的聲音卻說南京今天雷陣雨轉中雨，但現在

看來應該不會再下雨了。

只能說對了，但不全對。

答錯便罷了，很多時候當著智能音箱的

面說話還得非常「小心」。

偶爾聊天不小心提及「小愛同學」，它

馬上就會熱情回應，不得不趕緊送上一句：

「小愛同學，再見！」不然它就會聽著聊天

內容，硬上也要給你一段驢唇不對馬嘴的回

答。

一旦再見說得不乾脆，話很密的語音智

能起碼還得再跟你嘮兩句：「我就知道你是

一個非常有時間觀念的人呢！」

關於誤聽這件事至今也沒能解決，老闆

來了也一樣。

今年年初，「小愛同學被雷軍喊崩了」

的話題還曾登上熱搜榜，當時雷軍在發佈會

上談及小米SU7的語音助手時說到了「小愛

同學」，很多觀眾家中的小米音箱同時被激

活和應答，最終導致了服務器崩潰。

不過更可怕的是，不少網友遇到過自

家智能音箱在半夜自主啟動，有的是回應說

「我在」，有的放起音樂，還有的只是大喊

「藍牙已連接」，任意一種都有驚醒夢中人

並自帶恐怖氛圍的奇效。

既然不夠聰明，那麼放棄對話，只當

「音箱」又如何呢？

不止一位受訪者表示，這項功能可能是

更早被放棄的。免費資源越來越少，想聽點

兒什麼首先得有相應的手機App會員，要麼就

是試聽版或者乾脆查無此人。

使用另一品牌音箱的大文就更生氣了，

她在綁定某音樂App會員後發現，居然還要再

買音箱會員，瞬間讓她下頭。「不如直接手

機聽，又能揣著走，音質還比它好。」

蘇蘇的媽媽就是在發現聽到的東西似

乎重複率越來越高後慢慢對智能音箱喪失興

趣的，而且老家房子大，但凡走到另一個房

間就聽不見聲音了，遠不如隨身裝著的手機

「好玩」。

要智能不夠聰明，要內容也顯得缺衣少

食，而這幾乎成了智能音箱的通病。哪怕是

智能音箱鼻祖，亞馬遜的Echo也是一樣，沒

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第一篇大陸十天
1992年3月13日星期五。廈門高崎國際

機場，像往常一樣人頭攢動，迎來送往的

人們或熱烈擁抱，或呢喃細語，或依依惜

別，一幕幕溫馨的離別畫面像電影似地輪

番上演著。

其時，改革開放的政策，如春風般

地吹遍了神州大地，「走出國門、衝出亞

洲、走向世界。」已植根在一大批志在四

方的年輕人心中，他們像八仙過海似地各

顯神通，借助於僑居在海外的親友和定居

港澳同胞的資助，申請自費出國留學；能

耐大的通過託福考試，獲得獎學金前往歐

美；本事小的往澳洲、荷蘭、加拿大等語

言學校「鍍金」和過渡，僑鄉泉州的「潮

流範們」除了逐波逐流外，還紛紛申情前

往港澳和東南亞各國去投親靠友後再邁向

獨立。這股出國潮在東南沿海地區越刮越

猛。

有條件的要出去，沒有條件的創造條

件也要出去的人不計其數。有的甚至鋌而

走險，持著假護照假簽證想矇混過關，衝

出國門，雖經報導和曝光仍屢禁不止。廈

門國際機場出入境邊防檢查站的檢查人員

更是嚴陣以待，對持有前往菲律賓旅遊簽

證的年輕人，查得尤其的嚴格和認真，這

同菲律賓政府宣佈不接收45歲以下的旅遊

者入境的政策是密切相關的。

真是時也，命也。1984年，往菲旅

遊潮能如火如荼地興起，同擔保人的年收

入只要3萬菲幣便能夠擔保的「低門欄」

是息息相關的。而到了1992年，單單要求

擔保人的一年入息稅，就必須有20萬才能

擔當，並且，不接受45歲以下的人申情；

這種嚴苛的要求，立即扼制住年青人旅菲

尋求發展的熱潮。一時間，年輕人旅菲之

艱，有如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第一章大陸護照，臺灣簽證
就在人們紛紛認為，年輕人往菲律

賓旅遊的路幾乎行不通之際，菲律賓僑領

吳臻善和秦誠這兩位實業家、活動家和旅

遊業的龍頭老大則不以為然，覺得，打通

它有如嗑瓜子般的輕而易舉。因此，在受

到臺灣政要鄭先生的懇托後，他們強強聯

手，另闢蹊徑，化天大的難題於無形，走

出了一條前所未有的簽證路來，並取得了

三方共贏的局面，和詮釋了一一隻有想不

到，沒有做不到，這句話於新的含義。

為了驗證他們新思維的正確性和可行

性。秦先生在吳先生的授意下，於早春二

月飛來廈門，轉往泉州，拿了渴望往菲律

賓去尋求發展，正值花樣年華的顏菲妮的

護照，返回馬尼拉後又馬不停蹄地趕往臺

灣，恭請他倆共同的好朋友一一菲律賓駐

臺灣經濟文化中心的要員魯先生簽證，然

後，於3月12日連袂抵廈，會合至泉州而來

的菲妮及其父母於「凱悅大酒店」。隔日

一早，一行人同往廈門國際機場，準備過

關前往菲律賓。

3月13日一早，菲妮與父母隨吳先生和

秦先生兩人，乘上了他們派駐廈門公司的

專車，順利地直達機場。「環宇旅遊有限

公司」派駐廈門的小李早就在那等候多時

了。下車後，在送客止步處，菲妮話別了

父親顏中煃和繼母魏貴雲時，卻被父親叫

住了，再三叮囑道：「隨身帶上的三千美

金，該用便用，那些小型張郵票，該拋便

拋，全新的18K白金項鍊和翡翠邊鑲白鑽項

鍊墜，該出讓便出讓，千金散盡還複來，

保重身體最重要！有什麼困難找鄧伯伯或

是來電話告知。」站在一旁的雲姨，笑呵

呵地說：「菲律賓離泉州也不遠，親戚朋

友那麼多，沒什麼可擔心的。」菲妮點了

點頭，然後推著行李車，隨著正等她的吳

先生、秦先生和小李朝海關走去。在小李

的幫助下，菲妮和他們很順利地過了前面

的關卡，只剩下最後一道「出入境證件檢

查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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