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苏人社函〔2022〕381号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明确全省
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调整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落实

省政府关于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的有关要求，依据《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厅发

〔2022〕24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江苏省工伤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的通知》（苏人社规〔2020〕

1号），定于近期启动全省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调整工作。现就有

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关于费率浮动调整职责划分

全省各级工伤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政策指

导，各预算单位社会（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经办机构）

具体负责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调整工作实施。省级经办机构负责向

各预算单位经办机构提供工伤发生率、支缴率等相关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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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预算单位经办机构根据《江苏省工伤保险费率管理办法》具体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费率核定工作。

二、关于浮动费率计算和执行周期与工作时限要求

（一）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以下简称费率）每两年调整

一次，涉及指标计算周期和费率执行周期。

1．指标计算周期。浮动费率确认指标包括工伤保险支缴率、

工伤发生率等，其首个计算周期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9

月 30日；从 2022年 10月 1日开始，每 24个月为一个计算周期。

2．费率执行周期。经办机构核定费率浮动调整后的费率执

行周期为 24个月，首次执行时间为 2023年 1月 1日。

（二）各级经办机构应于每个浮动费率执行周期开始的上一

年度 11月 15日前通过信息推送或函件告知等方式将确定的浮动

费率告知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对费率浮动结果有异议的，在收到

告知后 10个工作日内，向经办机构提出重新核定工伤保险费率

的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经办机构应自收到用人单位申请

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重新核定，并将重新核定结果和依据告知

用人单位。

（三）用人单位在费率浮动周期内费率浮动调整工作完成前

仍按原费率申报每月工伤保险费，在费率浮动调整工作完成后，

改按浮动调整后的费率执行。

三、关于浮动费率确认办法

（一）用人单位费率实行浮动管理，其中：一类行业在基准



— 3 —

费率的基础上，可向上浮动至 120%、150%，不可向下浮动；二

类至八类行业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可向上浮动至 120%、150%

或向下浮动至 80%、50%。

（二）各级经办机构根据指标计算周期内用人单位的工伤保

险支缴率、工伤发生率等因素，确定该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

2021年 1月 1日前有参保缴费记录的用人单位，按指标计

算周期内实际缴费月份计算支缴率、工伤发生率。2021年 1月 1

日以后首次参保缴费的单位，2023年不实施浮动。

（三）用人单位指标计算周期内工伤保险支缴率和工伤发生

率均为零的，费率下浮至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80%。

用人单位指标计算周期内工伤发生率为零且工伤保险支缴

率小于等于 40%的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费率下浮至本行业基准费

率的 50%。

（四）用人单位指标计算周期内支缴率大于 80%小于等于

150%且工伤发生率大于 1%小于等于 3%的，或者支缴率大于

150%小于等于 300%且工伤发生率小于等于 3%的，费率上浮至

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120%。

（五）用人单位指标计算周期内支缴率大于 300%的，或者

工伤发生率大于 3%的，或者被依法列为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

对象（含各类安全生产与职业病危害“黑名单”）的，费率上浮至

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150%。

（六）用人单位指标计算周期内工伤保险支缴率、工伤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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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符合前款规定的，按照其所属行业基准费率确定工伤保险

费。

（七）用人单位指标计算周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伤保

险费率不得下浮：

1．欠缴工伤保险费；

2．漏报、瞒报工资总额或从业人员人数的；

3．骗取工伤保险待遇的；

4．拒不支付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的；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不实施下浮的情形。

（八）符合阶段性降低费率的地区，在计算浮动费率时先恢

复至行业基准费率，按照本通知规定浮动后，继续按照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执行阶段性降低费率政策。

四、关于费率确认指标口径确定

（一）工伤保险支缴率。指在指标计算周期内，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某个用人单位工伤职工和供养亲属的工伤保险待遇金额

与该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比例，工伤保险支缴率=（基金

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金额-不纳入计算金额）÷缴费金额×100%。

其中，缴费金额为指标计算周期内经办机构确定的用人单位

应缴工伤保险费金额；指标计算周期内的一次性趸缴的工伤保险

费按对应的缴费年度计入到用人单位的缴费金额。

（二）工伤发生率。指在指标计算周期内，某个用人单位职

工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的人次数与该用人单位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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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缴费人数的比例，工伤发生率=（工伤职工人次数-不纳入计算

人次数）÷单位月平均缴费人数×100%。

（三）不纳入计算金额和不纳入计算人次数。指属于下列情

形之一的，发生的工伤保险费用和工伤职工人次数不纳入费率浮

动计算范围：

1．职工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

伤害的；

2．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

军人伤残证或残疾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四）各级经办机构可向当地应急管理等部门了解用人单位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情况，确认是否符合享受费率浮动条件。

五、工作要求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此次费率浮动调整是我省工伤保险

费率管理办法实施以来的首次调整，事关用人单位的切身利益，

事关工伤保险基金的可持续运行，事关当前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

民生工作的顺利开展，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都很强，各级要

高度重视，提高站位，配强精干力量，认真制定方案，按时间节

点往前赶往实里抓。

（二）要加强沟通协调。费率浮动调整工作影响因素多、涉

及部门多，各级经办机构既要与用人单位及时沟通，也要与劳动

关系、劳动监察以及应急管理、行业主管等部门加强联系，确保

用人单位情况掌握翔实、相关资料收集齐全，为费率浮动调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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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要确保及时准确。费率浮动调整工作时间紧、任务重、

要求高，各级要认真梳理用人单位支缴率、工伤发生率等数据信

息，深入剖析用人单位特殊情况，逐一确定适用浮动费率，费率

上浮的要经得起问询，费率下浮的要经得起检查，确保费率调整

依据充分、真实准确。

各级在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调整过程中遇有困难和问题的，请

及时向省厅反馈。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2年 10月 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单位：工伤保险处、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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