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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广东省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解读

省人社厅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需要。2020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提出，

要探索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在交通出行、

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率先实现“同城待遇”，为推进社保

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工作指明了方向。2022年以来，国家多次提出

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制定一卡通地方法规规章。开展社保卡居民服

务一卡通立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重

要举措，有助于实现各类民生服务融通，建成全省范围内线上线

下一体化的一卡通应用体系，创新社保卡一卡通应用服务，解决

办事“一人多卡、一事一卡”问题，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

二是为全省一卡通建设提供法治保障的需要。目前已有海

南、江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 6个省市完成立法，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显著。2023年 10月，全省推进社保卡

居民服务一卡通工作现场会暨省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林涛

副省长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保卡一卡通立法进程，把行之有效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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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做法和制度机制通过立法形式固定下来。我省作为人口大省，

社保卡发放量位居全国第一，社保卡应用范围逐步扩大，群众用

卡需求日益增加，但相关立法仍未能适应当前社保卡跨部门、跨

区域、跨层级应用需求，持卡人权益保障、社保卡的管理服务规

范、安全监管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亟需法规保障。因此，必须在立

法方面迎头赶上，为我省一卡通建设提供支撑。

三是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互通互融互享的需要。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社保卡

作为推进政府公共服务一卡通的载体，是连通内地和港澳的桥梁。

目前，我省已全面开通社保卡跨境金融交易应用，22家合作银行

社保卡支持在港澳地区消费、取现、查询等金融交易应用，珠海、

江门等市设立“人社港澳服务点”，实现应用“跨境通办”、“跨

境代办”。条例的制定，对拓展大湾区居民的生活圈、工作圈和

服务圈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明确港澳居民在粤享受便捷的同城服

务等内容，有力促进大湾区人才流动。

二、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2.社会保险经办条例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开展

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试点方案的通知

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

卡”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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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

“一卡通”建设的通知

6.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社会保障卡居民服

务“一卡通”工作方案的通知

7.关于深化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的通知

三、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 26 条，不分章节，规范了社会保障卡

居民服务一卡通的应用、服务和管理，确定了持卡人的相关权益

及各类社会主体支持社会保障卡应用的相关义务，推动社会保障

卡实现跨地区跨领域一卡通用，确保人民群众享受安全、高效、

便利的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功能定位方面提供立法保障。第三条对一卡通进行

定义，明确了社会保障卡的跨地区跨领域通用的功能定位，确立

“一人一卡、全省通用”原则。第七条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用、多卡合一”的法律地位，规定应当使用社会保障卡

的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有关部门不再新发放功能重复的卡、证、

码；已经发放的，以及其他领域适合使用社会保障卡的，经有关

部门协商，统一纳入一卡通。第十三条规定所有可以直接兑付到

人到户的财政补贴资金、救助资金和社会保险待遇统一发放到社

会保障卡。

（二）在工作体系方面提供立法保障。一是明确职责分工。

第四条规定了政府部门职责，第五条将社会保障卡合作金融机构

的产生方式及有关义务纳入法规，第十五条支持社会拓展应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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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开展便民服务，构建了政府组织领导、人社部门主管、各部

门推动、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二是强化社会宣传。第

二十条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通过广播、电视、

报刊和网络媒介等多种渠道，对一卡通的政策措施、应用场景和

使用方式等开展宣传，营造良好的用卡环境。三是优化信息管理。

第二十一条规定加强一卡通平台建设，推动相关数据互联互通、

实时共享。第二十二条要求加强线上线下安全管理和风险监测，

依法保护个人信息。

（三）在应用场景方面提供立法保障。立足应用实践情况，

《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应用拓展的重点领域和发展方向。

第七条列举了一卡通应用领域。第八条规定一卡通应用实行目录

管理，目录应明确应用场景和应用场所，各地级以上市人社部门

可以制定本地区目录，目录进行动态管理并向社会公布。第九条

至第十四条具体规定了社会保障卡在社会保障、就业人才、医疗

健康、交通文旅、金融服务方面的应用，明确社会保障卡可以作

为办理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等事项的有效身份凭证，用于住宿登

记等一卡通应用场景的身份核验。

（四）在经办服务方面提供立法保障。针对一卡通服务实践

中的堵点痛点问题，《条例（草案）》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质效。

第六条规定个人可以自愿选择、更换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

解决了跨行换卡不够便利的问题。第十七条规定由人社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编制经办规程、规范办理流程、统一服务标准，明确可

以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办理社会保障卡业务，并提供省内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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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办理服务，解决了异地补换卡不够便利的问题。第十八条明确

了一卡通应用场所及服务网点的服务要求，规定配置适老适残设

施。第十九条优化部门间变更信息推送机制，规定经持卡人授权，

相关部门可以将通过一卡通平台发放的资金和待遇直接发放至变

更后的银行账户，避免持卡人补换社会保障卡后，在各资金和待

遇发放部门之间反复跑腿。

（五）在湾区建设方面提供立法保障。《条例（草案）》在

两个层面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互通互融互享。一是提供港澳人员服

务便利。第六条规定了港澳居民申领社保卡的身份凭证，第十七

条规定有关部门应当优化社会保障卡经办服务，为港澳居民办理

社会保障卡业务提供便利。二是提供港澳人员应用便利。第十六

条规定港澳居民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使用社会保障卡，与内地持卡

人享有同等权利，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享受

同等优惠。

（六）在监督管理方面提供立法保障。为保障持卡人用卡权

益，强化监督管理，《条例（草案）》梳理了实践中常见的违反

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规定的情形，设定法律责任。第二十三条规定

了各类主体在提供服务或者配合应用过程中不得实施的行为，根

据单位性质和人员类别，分别设定了法律责任。第二十四条列举

了单位和个人用卡方面的违法情形，明确相关改正措施及处罚责

任，解决出租、出借、冒用社会保障卡及住院押卡等现实问题。

第二十五条专门就合作金融机构规定了暂停社会保障卡申领业

务、暂停开展社会保障卡经办服务、解除合作协议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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