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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充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是一种公益性的个人住房基金，主要是扩大住房建设的资金来源，解决
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公积金管理实行统一管理、责权利一致、专款专用原则。 补
充公积金是在公积金的基础上，分别加大比例，职工自己缴纳的和单位为职工补充
缴纳的公积金是职工个儿的住房基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职工按规定缴纳了住房
公积金，职工在买房时或建房时因资金困难可以按规定提取公积金，调离时转移公
积金，任何单位都不得截留或强行支取职工的公积金。

什么是补充住房公积金？

补充住房公积金，是上海、天津等市在普通住房公积金之外实行的另一种制度，也
属于住房公积金的一种，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补充，两者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都
是一种长期的住房储金，用于职工的住房消费，属于职工个人所有。但两者的区别
在于：首先，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是强制的，而补充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是自愿的;其次
，从缴存范围来看，补充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范围在住房公积金缴存范围的基础上增
加了限制，规定只有足额缴纳税款的企业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及其所属职工可以
参加补充住房公积金;再次，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一般不低于5%，而补充住房公
积金的缴存比例，从实行地区来看，分别在不大于各9%不小于各1%的范围内，由
单位自行确定。

补充公积金是什么意思？补充公积金对自己会有什么好处？

目前有补充公积金的是上海、天津等地方。补充公积金，就是在住房公积金的基础
上，额外按照一定比例缴纳一部分。

我国的住房公积金作为五险一金之一，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单位是必须为
员工缴纳的，但是缴费比例的上限是12%。

而通过缴纳补充公积金，则可以突破这个上限。不过补充公积金作为一种地方性的
政策，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的，甚至很多人连听都没听过这个东西。

在90年代末，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各个单位停止了住房实物的分配福利。

同时为了提升新员工解决住房问题的能力，国家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在原有公
积金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住房福利分配的机制，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补充公积
金政策，将职工的住房福利待遇由原来的实物分配彻底转变为了货币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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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只有少数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省市有配套补充公积金的政策。

比如，上海市在1997年下发了《上海市补充住房公积金暂行办法》，在企业和自收
自支的事业单位中首先试行补充公积金。

与住房公积金相比，补充住房公积金具有非强制性和非普遍性。

住房公积金是国家强制缴存的，而补充住房公积金是各个单位根据自身的效益情况
，由单位确定是否缴存。所以，在企业中能够享受到补充公积金的只有极少部分人
。

而天津市则是在2003年下发了《关于市级机关和全额事业单位新参加工作人员建立
补充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实施意见》，对于天津的机关事业单位在编职工，补充公积
金已经成为一项普发性的福利。

那么，补充公积金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和公积金一样，职工缴纳一部分的补充公
积金，同样单位也需要为职工缴纳一部分，这相当于职工的收入提高了一部分，这
是非常划算的。当然对于单位来说，这相当于用人成本会提高不少，所以能够实行
补充公积金的单位是非常少的，大部分都是体制内的单位。

其次，补充公积金也可以用于买房、装修、租房等，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补充公
积金的可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对于职工来说这笔钱是可以投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开支
，缓解一定的经济困难的。

最后，即便没有将补充公积金提取使用，那么在换工作或者退休的时候，可以将这
些钱一次性提取出来，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不过，并不是所有省市都是实行补充公积金政策，一些地方发放的是公积金补贴或
者住房补贴。

比如，浙江省实行的就是住房公积金补贴，对于1999年1月1日及以后参加工作的
无房教职工可以按月领取住房公积金补贴。

而江苏省实行的则是住房补贴，计发基数与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同时调整，上下限
同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规定。

当然，对于大部分的省份，不管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根本没有补充公积金，
也没有公积金补贴和住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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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职场问答达人流雷电，用简单的回答让您了解机关单位和国企的各种知识！

欢迎关注我，如果有不同意见，请下方评论留言探讨！

补充公积金是每个人都有吗？

嫌少，再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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