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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nsive, refined, and high-quality service of social insurance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that enterprises are facing. This article takes State Grid Anhui Electric Power

Company Limited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faced by its construction of a smart social

insurance management system, proposes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mart

social insurance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edicts the potential management,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at may be gen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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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保险管理的集约化、精细化与优质化服务是目前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以国网

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为例，分析了国网安徽电力有限公司智慧化社会保险管理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

提出了智慧化社会保险管理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对有望产生的管理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

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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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网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在社会保险管理的集约化、精细化与优质化服务等方面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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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进步，社会保险管理信息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综合服务中心的业务支撑能力、社会保障管

理能力、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但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人工智能、大数据的蓬勃兴

起 [1] ，国网公司对人力资源集约化管理的不断深化，社会保险管理的集约化、精细化与优质服务

等要求的逐步提高 [2] [3] ，为让广大参保人可以享受更快捷、安全和便利的服务体验，国网公司利

用“智慧化”的思维方式来推动社会保险经办管理和服务的变革，这也是建立智慧化社会保险管理体

系的出发点和目标。

2. 国网安徽电力有限公司智慧化社会保险管理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

国网安徽电力有限公司社会保险管理不断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仍面临一系列

有待研究的课题。例如：如何适应公司发展的新形势，针对业务特性，改善精益管理，实现智慧社

保；如何在数字化浪潮中找到符合社保管理的智能化路径，实现流程优化再造，实现社保业务全周

期管理；如何站在时代高度，运用数字化思维，将信息化与社保业务管理相结合等等。具体而言：

1) 数据处理困难

随着省公司越来越庞大的保险数据量，涉及单位 100余家，在职参保职工超过 3万人，退休职

工超过 1万人，原有手工账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如今的工作需要 [4] 。

2) 业务申报效率低

原养老保险管理，没有形成网络，各地市县参保单位无法对数据进行交互上报管理等操作，仍

采用电子邮件传递申报表、邮递证明材料等原始手段，工作效率低 [5] [6] 。

3) 功能不完善

原养老保险管理无自动汇总、分期支付、缴费清册核对等基础功能，更没办法供省公司管理层

参考的查询、分析、决策等高级应用 [7] 。

4) 数据查询不便

地市县社保业务人员查询本单位职工参保情况，仍需通过省公司综合服务中心查询，大大增加

了中心业务人员的工作量，亟待在省公司设置数据中心，为地市县社保业务人员提供数据查询服务

[8] 。

5) 业务档案管理效率低

当下所有业务档案仍以纸质为主，各单位报送的申报单只能通过邮递的方式寄到省公司，积累

的大量的纸质档案材料，一方面查询极度不便 [9] ，另一方面中心缺少档案室，无法妥善保管业务

档案。急需开发社保业务档案数据存储中心，以满足当前业务需要。

6) 数据校验工作量大

各单位报送的缴费清册等，是职工的各项保险缴费情况，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由于参保单位多

达一百余家计 30,000余职工，加之地市县社保业务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省公司层面社会保险管理人

员的数据校验工作量大，巨量的手工比对工作占用了社会保险管理人员大量的时间，急需开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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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相关功能，以降低业务经办人员工作量。

因此，基于大数据平台和数字化转型，加强国网安徽公司智慧化社会保险管理体系建设，对提

升安徽公司高质量社会保障管理水平，提高国网安徽公司社会保险管理信息化建设水平，进一步提

高综合服务中心的业务支撑能力，提高国网安徽公司的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能力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国网安徽电力有限公司智慧化社会保险管理体系建设的对策

1) 创新智慧化社会保险管理体系建设理念

“智慧让管理更美好”的理念正在深刻影响国网安徽公司的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和公司发展 [10] 。

将大数据的创新技术与应用融合到社会保险管理中，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同时也能向员工提供更加

便捷高效的服务。这样的创新融合应用不仅改善了社会保险管理，还为打造智能便捷的社保服务体

系注入了新的动力。在建设智慧化社会保险管理体系的过程中，通过大数据技术，可以更方便地获

取参保人的信息，从而提供更加智能化和便捷的社会保险服务。系统可以通过与单位、街道社区劳

动保障平台的对接，实现社会化认证服务，从而解决一些无法确定真实情况的人群和退休人员的认

证问题。这种认证服务的新模式主要依靠信息比对，将人员社会化服务与远程认证相结合，达到了“寓

认证于无形，于无形中提效”的目标。也就是说，通过社会化认证服务，可以实现更高效的认证过程，

从而更好地服务人员。

2) 应用“互联网+社保”、大数据分析、“云平台”等新技术

通过加快推进社保网上服务、自助服务终端、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小程序等智能服务平台建设

[11] ，大力推进社保服务“网上办”“全程通办”“就近办”，提升社保服务质效。构建“互联网+社保”、

大数据分析、“云平台”等新技术应用效果测评指标体系，对服务效果进行评价，不断改善和优化平

台功能。

3) 优化智慧化社会保险管理体系的流程

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智慧人社建设成果，大力推广社保业务的移动端办理、快速办理、

电话办理等“线上”无接触服务。基于全程网上办理的基础上，社保管理系统可以自动对政策享受条

件进行交叉比对，自动搜索符合政策要求的员工，从而实现将“专门政策”匹配到“专门人群”的目标。

这种自动化的政策匹配方式可以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精准性，从而更好地为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精

准的政策支持和服务 [12] 。应用流程优化技术，通过流程再造、线上服务主渠道优化，对智慧化社

会保险管理体系的流程进行优化，制定《智慧化社会保险管理服务手册》，提升国网安徽公司社会

保险管理服务水平。

4) 加强智慧化社会保险管理服务的规范化、专业化管理

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管理体系和目标责任体系，理顺社保管理体制，进一步推进社保服务的规

范化、信息化和专业化，以确保各项社保工作的全面落实 [13] 。探索以大数据分析运用为主、面部

生物特征识别为辅、社会化服务兜底的认证服务体系的规范化和专业化管理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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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网安徽电力有限公司智慧化社会保险管理体系建设的成效

通过以上 4个方面的探索，国网安徽公司在智慧化社会保险管理体系建设方法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

1) 以职工社保全过程管理系统为基础 [14] ，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分析服务体系，运用数字化思

维，将信息化与社保业务管理相结合，促进了安徽公司社保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2) 通过构建精准、实时、高效的人力资源信息共享平台，找到符合社保管理的智能化路径，实

现流程优化再造，实现社保业务全周期管理 [15] 。在适应国网公司发展要求的新形势下，针对社保

业务特性，改善精益管理，实现智慧社保，为国网公司社保转型提供了安徽样板。

3) 面对社保管理数据量大、涉及时间长、职工关注度高等问题 [16] ，集合企业年金、基本医

保、补充医保等业务模块，搭建智慧社保服务平台，实现与安徽省社会保险业务处理、信息交换的

电子化、规范化、自动化，通过业务信息化与全过程管理为管理层提供决策支撑。

4) 经过几年的探索，按照当前社会保险精益化管理要求，全过程的保险管理系统，经济效益明

显。初步预测可压减 3到 5名社会保险业务经办人员和 1到 2名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量，按照人均

20万元测算，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 80万至 140万元，可节约纸质档案及邮递费用 2万元。

5) 全过程的保险管理系统，可提供较为完善的保险管理功能，可有效降低因社会保险管理不善

导致的职工信访风险，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

5. 结论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国网安徽省电

力有限公司深刻认识到智慧化社会保险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努力破除束缚公司发展的

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践行国有企业“六个力量”坚强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实现“一体四翼”

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战略目标。通过基于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社保

智慧化管理体系建设，在社会保险管理手段创新、管理模式、机制和流程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

目前正在深入推进“智慧人社”和社保智能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扩大智能化服务的覆盖面，并通过

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和提升服务质量，为员工提供更加全面、一体化、便捷、贴心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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