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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security is the “safety net” of people, the “stabilizer” of social operation and the “regulator” 
of income distribution. “Five social insurance and one housing fund” is the laborers’ guaranteed 
treatment from government, which is important for students to pay close attention when they 
search for jobs. The article divided it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from the survey data analyzed: 
the college students’ basic cognition of “Five social insurance and one housing fund”; the students’ 
demands of “Five social insurance and one housing fund” when they choose jobs; and how to 
maintain the rights and guarantee that personal interests are invio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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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保障是人民群众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器”；“五险一金”是

劳动者的保障性待遇，是在校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应该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本课题对调查数据进行了整

理分析并分为如下3个部分：在校大学生对“五险一金”基本认知情况、在未来择业时对“五险一金”

的需求认知及未来就业时如何维护“五险一金”法定权益，保障个人权益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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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再加上住房公积金，

合并称为“五险一金”。五险中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完全由企业承担。由于社会保险属于强制性与政策性保险，五险是依据法律定的，至于“一金”

则不是法定的。 
随着《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与实施、十三五规划中提到的“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以及国家近几年针对保险提出来的各类方案，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民生问题之一：“五险一金”，对公

民的社会保障及相关权益，在《宪法》、《劳动法》中的基本规范也越来越详细。 
本课题小组以部分北京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在校大学生这个群体对于“五险一金”

的认知状况。在研究过程中，纸质版、网络电子版问卷的填写以及访谈内容能够提高问卷填写者、访谈

者的社会保障意识，有助于促进大学生对“五险一金”有更深的了解，普及“五险一金”相关知识及注

意事项，减少部分企业利用缺乏社会经验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因为急于就业而与用人单位签订降低保障标

准合同的隐患，使他们在就业时的权益能够得到切实保障。 

2. 研究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研究采用概率抽样中的随机抽样法,以中华女子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中央

民族大学等 5 所北京高校的部分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纸质、电子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等多形式交

叉进行抽样调查。问卷采取自愿填写的形式，随机抽取调查对象；访谈采取 5 所学校每个学校随机抽取

10 个人方式，得出样本数据，并以问卷发放后随机抽取问卷填写中选择未来择业要求企业落实“五险一

金”的受调查者为访谈对象。问卷旨在调查在校大学生对“五险一金”基本认知情况及在未来择业时对

“五险一金”的需求认知；访谈旨在校大学生今后就业时如何维护“五险一金”法定权益，保障个人权

益不受侵犯。 
通过调查，一共收集 153 份问卷，包括纸质调查问卷 100 份，网上问卷 53 份，其中，有效问卷共

150 份，有效率为 98.04%；通过访谈，一共随机访问了 50 位研究对象，且每段访谈对话基本能获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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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有效信息。在获得调查数据及访谈信息后，通过使用问卷星、SPSS 等工具对调查数据进行收集、

整理，最后进行分析。 

3. 在校大学生对“五险一金”的认知情况 

3.1. 对“五险一金”基本内容认知情况的主、客观反映 

自我认知存在着主观性与客观性，主观的自我认知与客观认知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是我们研究

的一个点。此次在校大学生对“五险一金”认知情况调查中“五险一金”内容主观自我认知这一部分，

42.67%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了解“五险一金”。在初步了解受调查者对“五险一金”的主观认识情况后，

我们决定进一步去探究接受调查者对“五险一金”内容的真实了解程度，希望能够客观反映出接受调查

者对“五险一金”实际认知情况。 
回收的问卷中，能准确选出“五险一金”所指内容的受调查者仅占总体的 22.67%，与主观认知中了

解“五险一金”的 42.67%占比存在一定差距。其中，大一受调查者全军覆没，能够将“五险一金”内容

选对的占比低至 0%；大二受调查者能正确选对“五险一金”所指内容的分别占样本容量的 5.3%；大三

及以上受调查者则可能由于对生活历练的深入及各方面综合知识储备的增加等因素占比相对乐观，能完

整选对“五险一金”所指内容的人数占样本容量的 17.37%。 
2016 年 4 月 20 日，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发布通知再次明确，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将合并实施。

为进一步了解在校大学生对“五险一金”的认知情况，调查其是否了解“五险一金”的最新动态，我们

在问卷中特意设置了该题：“您知道“五险一金”或将调整成“四险一金”的政策吗？”此次调研数据

显示，仅有 20%的受调查者表示知道或了解“五险一金”或将改成调整成“四险一金”的最新通知，这

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校大学生对社会保障的了解程度、对“五险一金”的关注度。 
由“五险一金”基本内容认知情况的主、客观反映及对“五险一金”最新动态了解情况的样本数据

显示，目前北京高校的部分在校大学生对社会保障的了解程度、对“五险一金”的认知情况不容乐观，

普遍存在认知程度低、了解度少、关注度也低的现象。具体表现在：对“五险一金”的基本内容认知缺

失较为严重；“五险一金”的自我认知存在明显的主观性偏差，具有片面性与主观性；对“五险一金”

的最新动态关注较少。 
这种现象容易造成在校大学生在未来择业过程中因为对“五险一金”的认知程度不高而盲目与企业

签订合同，不利于保障其法定权益；且易引发因大学生自身不重视“劳动合同”、“五险一金”和企业

发生的纠纷。对此，我们的建议是： 
1) 在校大学生应积极主动搭桥于社会，树立责任意识，自觉培养社会保障意识。积极主动汲取相关

知识，自觉提高社会保障意识，提高对“五险一金”的关注度，提高自身职场素质，降低“五险一金”

自我认知的主客观偏差性。 
2) 学校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日常推送“五险一金”相关知识，面向毕业生也可以开设类似“就业指导

培训”短期课程、相关讲座、知识竞赛等。学校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有助于直接帮助学生提高社会保

障意识，从学校直接获得相关知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在真正踏入职场前了解具

体社会保险运行及缴费形式，有助于减轻人力资源部等相关部门就“五险一金”等社保规定的工作负担，

提高上岗效率，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 

3.2. 在校大学生在未来择业时对“五险一金”的需求认知 

在未来择业过程中受调查者基于对“五险一金”认知活动的注意、调节及自我控制是在校大学生择

业时社会保障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主要体现为在校大学生在未来择业过程中对“五险一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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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面对现在严峻的就业形势，大部分在校大学生在未来择业时会考虑地方自然环境和经济文化环境、

工资待遇、社会保障待遇等。在未来择业过程中，是否会向用人单位要求落实“五险一金”则体现了在

校大学生择业时对“五险一金”的需求认知[1]。 
在校大学生在未来择业时对“五险一金”需求认知的调查数据显示：69.33%的受调查者态度强硬，

要求企业必须按法定规定落实“五险一金”；22.67%的受调查者不要求企业落实“五险一金”；8%的受

调查者表示在未来择业时是否要求企业落实“五险一金”持不表明确态，表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且标注

的情况主要有在该公司就职时间的长短、放弃“五险一金”相应能获得的补贴多少、工作前景等。 
多数受调查者在未来择业时要求必须落实的态度反映出在校大学生对“五险一金”的需求认知相对

较高，维权意识也相对乐观。在这种激烈的人才市场下，大学生择业时维权意识高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

动大学生向社会一员的角色转变，尊重和维护法律所给的权力，保障应有权益。 

3.3. 维护“五险一金”法定权益，保障个人权益不受侵犯 

课题小组在问卷发放后随机抽选部分在问卷选择今后就业时要求企业落实“五险一金”、进行维权

的受调查者进行了相关访谈。访谈结果呈现出如下几个问题： 
1) 多数在校大学生一想到维权便想到用法律，但法律素养欠缺。访谈发现，大多数受访者欠缺法律

知识，维权的法律思维方式还不够成熟。具体表现在：受访者对自己要维护的“五险一金”权利的相关

法律规定都停留在一知半解的层面上，只知道用法律维权却不知道维权依据；对法律的理解不清晰，没

有掌握到法律的精神实质；且通过部分受访者表示，当理法冲突时，这些受访者不能用法律思维去正确

地处理冲突[2]。 
2) 维权途径认识不清，对维权途径缺少成熟把握。维权意识日渐增强，维权方式却有些裹足不前。

部分受访者对以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理念及执法者“法不责众”的执法习惯

认识深刻，将维权途径锁定在跨级举报、媒体曝光、网络媒介传播，甚至是非正常维权手段等，不考虑

严重后果、社会影响甚至法律底线，力求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造成一定的社会负面影响。 
3) 对法律信心不足。“独立、公正、中立、平等、透明、高效、文明”是现代司法理念的核心。司

法公正以司法的独立和司法的权威为基础，权威的司法才能生成司法的公信力，从而使法律真正成为民

众的"信仰"。部分受访者表示，“现实生活中，通过正当途径维权得到的却是负面教训的例子比比皆是，

造成对法律信仰缺失、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不足”[3]。 
针对上述现象，我们的建议是：提高在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树立责任意识，引导在校大学生正确

面对维权，培养正确维权意识，防止“法治”流于形式；从加强法律服务队伍教育管理、规范法律服务

行业秩序、推动法律服务事业发展三个方面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明确环境维权路经，解决司法存在

制度设计的短板问题；建立健全维权的规章制度，完善监督机制，加快环境法律修订，完善环境司法制

度，增强大学生乃至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心，引导大学生通过正当途径维权，维护和增强“法律的生命

力和权威”[4]。 

4. 总结 

根据上述调查分析，一方面在校大学生对“五险一金”基本认知情况不容乐观，普遍存在认知程度

低、了解度少、关注度低的现象；另一方面在校大学生对“五险一金”的需求认知、维权意识相对较高，

同时却又在维护“五险一金”法定权益方面存在法律素养欠缺、维权途径认识不清、对维权途径缺少成

熟把握、对法律信心不足等问题。如何提高在校大学生对“五险一金”的认知程度，促进正确方式维护

合法权益应该值得我们思考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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