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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正处于参数调整、结构改革、子制度建立的三

项任务叠加和交织的巨大压力之中，同时也正处于待遇上调最快、财政补贴最多

的历史时期，任何改革都十分敏感。在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金改革之后，在较

长时期内，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矛盾为财务可持续性问题。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和“坚持精算平衡原则”为提高可持

续性指明了改革方向：在向名义账户（NDC）转型的同时，应利用其释放的“制

度红利”，扩大个人账户规模，以提高激励机制，真正实现多缴多得。在给定的

“小账户”、“大账户”和“全账户”三个情景方案中，文章以“全账户”未来

75 年的测算结果为例，说明账户比例越大，其可持续性就越好。因此，在全面

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名义账户转型与扩大账户比例应同时成为改革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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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重任务叠加：可持续性问题突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

简称《决定》）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往十几年是中国

养老保障制度自身发展最快、立法最密集、贡献最显著、成就最深入人心的历史

时期，但同时，也是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出的时期。如果说根据《决定》

指出的“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2015年 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

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5〕2号）基本

解决了较长时期内养老保障的公平性问题的话，那么，本来就十分尖锐的可持续

性问题再次上升为主要矛盾。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客观

要求相比，可持续性问题确实存在较大差距。重要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

可持续性改革这个问题上，目前是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最困难和最敏感的历史

时期，其主要表现是： 

一方面，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正处于待遇上调最快、财政补贴最多的历史时期。

在过去的 11 年里，养老金连年上调，从未间断，每年上调 10%，全国人均退休

金从 2005 年的每月 714 元提高到 2014 年的 2100 元，人均提高两倍多；同时，

也是财政补贴最多和增长最快的历史时期，2005 年的财政补贴仅为 544 亿元，

到 2014 年激增至 3548 亿元，10 年增加了 5.5 倍
1

另一方面，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还处于参数调整、结构改革、子制度建立的三

项任务叠加和交织的巨大压力之中。所谓“参数调整”，主要是指有些制度参数

急需调整，例如提高法定退休年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众所周知，中国目前

的法定退休年龄很低，而缴费率则很高，这些不合理的参数对制度的可持续性和

企业的竞争力形成巨大威胁。所谓“结构改革”，是指长达 14年的做实个人账户

试点难以为继，进退维谷，空帐规模逐年扩大，严重影响养老保障制度乃至政府

；过去 10 年里还先后建立起

“新农保”和“城居保”（2014年合并称为“城乡居保”），他们均为财政补贴型

并带有强烈社会救助性质的养老制度，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标准”的社会保险制

度。总之，过去的 10 年是全社会对养老保障预期居高不下和充满期待的历史时

期，任何在可持续性上“收紧”的改革都会处于被动的局面。 

                                                             
1 以上数据分别引自历年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人社部发布，见人社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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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信力，以做实账户和统账结合为实现形式的部分积累制几乎走到尽头。所谓

“子制度建立”，是指很多重要子制度和机制呼吁多年但却长期缺位，亟需建立

起来，例如，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体制和正常待遇水平调整机制等。这三重任务叠

加，交汇于此时此刻，均对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形成严重挑战，使养老保障改革

成为最困难的历史时期。重要的是，它与吊起的胃口和充满期待的惯性形成巨大

反差，使三项任务叠加的改革变得十分敏感。这个改革的背景充分说明，改革远

远没有到位，改革欠债使养老保障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中一个最难啃的硬骨头。 

    我国养老制度财务可持续性存在的问题很多，非常严峻。从制度根源上讲，

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制度的缴费收入能力不强 

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保险制度，必然存在收入和支出的平衡问题。但由于

制度激励性不好，制度的缴费收入能力很弱。多缴多得的原则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当前缴费与未来权益联系不紧密，由于制度设计复杂，参保人不知道现在缴费到

退休时能拿回多少。于是，参保人、参保单位、地方各级政府等各个角色到处都

充斥着道德风险，他们采取各种办法，偷费逃费，制度的实际收入与制度参数规

定的预期收入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实际费率低于规定费率。由于流动人口聚集等原因，发达地区养老保险缴

费余额巨大，像广东和浙江等有些发达地区明里暗里支持降低费率，甚至发布文

件予以指导和保护。企业缴费率长期存在的“多轨制”现象在世界各国是不多见

的，但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之所以长期“合法”存在，统一费率在全国难以执行，

皆因为统筹层次低下、没有高效的投资体制等原因所致，地方政府出于局部利益

的考虑，降低企业费率既避免了贬值风险，又有利于吸引招商引资。 

2.实际费基小于真实费基。为了少缴费，绝大部分企业主和职工缩小费基，

社保经办机构、税务系统和地方政府等睁眼闭眼，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从全国参

保人的缴费比例来推算，缴费的工资基数只是真实工资的 60%左右，缴费收入至

少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这是多年来导致养老保险制度收入不能应收尽收的主要

原因之一。 

（二）抵御老龄化自动平衡机制缺位 

我国老龄化趋势来势凶猛，非常严峻，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未来的人口赡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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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逆转；比较 2021年和 2049年两个百年时点，我国老龄化程度发达国家相比

均高于美、英、法、加等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缺乏抵御老龄

化的自动平衡机制。重要的是，在我国统账结合的制度结构里，社会统筹与个人

账户的融资方式不同，待遇给付公式不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平衡机理不同，应

该赋予不同的内在自动平衡机制。 

1.DB型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基金没有建立起参数自动调节机制。作为 DB型

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基金，其缴费率、替代率和退休年龄等三个参数均未建立起

与人口老龄化和赡养率变化相挂钩的自动调节机制，没有年度精算报告制度，人

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没有详细的精算预测，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没有

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发展预测，精算队伍人手不够，未来改革设计缺乏理论根据

和数据支撑。因此，在提高退休年龄的宣传、方案设计、政策建议等方面，均缺

乏理论支撑，社会宣传严重缺乏数据支持。如此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运行现状在

世界各国里是少见的。 

2.DC 型积累制的个人账户系统没有实行动态计发月数表的制度。凡是实行

账户型养老金的国家，其“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表”每年都是更新的，或公布一

个包括各个出生年份养老金计发月数表，旨在提高账户养老金的财务可持续性。

但自建立统账结合制度以来，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表就从未更换过，十几年

过去了，寿命预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表却从未更新过；

静态的计发月数显然是账户系统财务可持续性的重大隐患。 

（三）社会统筹部分可持续性问题十分明显 

在统账结合的 28%缴费收入结构中，社会统筹占 20%，成为养老保险的骨干

部分，但由于制度内部和外部条件等原因，社会统筹基金管理层次不能提高，二

十多年来以市县为主，由此带来种种问题，其主要弊端有二： 

1.统筹层次低，成为吸入财政补贴的不可测量的无底洞。一方面，基金不

能全国统一调剂使用，导致落后地区收不抵支，只能年年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发放

养老金，而发达地区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入等原因而有大量基金结存，规模越来越

大的基金结余只存款于银行，处于贬值风险之中。另一方面，从国家层面看，每

年大量财政补贴与大量结余同时存在，不能相互冲抵，最终转化为国有银行的低

息存款，变相“支持”了国有银行。财政对统筹基金的补贴没有计划和预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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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逐渐扩大，1998 年仅为 24 亿元，仅占当年 GDP 的 0.02%，到 2014 年则高达

3548 亿元，占 GDP 高达 0.6%。1998-2014 年财政补贴合计为 21887 亿元。制度

结构不改变，这个现象将长期存在下去，成为吸入财政补贴的漏斗。 

2.统筹层次低，基金投资体制难以建立起来。统筹层次太低，投资体制就难

以建立起来存银行的利率只有 2%左右
2
，而 1993-2012 年CPI年均复合增长率高

达 4.8%，2003-2012年也高达 3.28%
3
，十几年来损失超过千亿；按照全国社保基

金理事会的收益率来衡量将损失 5500亿元
4
。重要的是，基金收益率太低导致制

度公信力太差，参保人的积极性受到负激励。 

（四）个人账户制度设计存在先天缺陷 

制度的账户设计存在一些天生的财务缺陷，导致这个制度注定离不开财政转

移支付。换言之，制度设计上的这些天生缺陷决定这个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离不

开财政补贴。 

1.个人账户设计的结果是保输不保赢。按规定，参保人提前死亡的，个人账

户资产可以继承；超过平均余命的长寿者则可领取账户养老金到死亡，大数法则

荡然无存，个人账户不能封闭运行，其缺口由统筹基金兜底支付，而统筹基金则

由财政兜底支付。所以，个人账户制度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注定须有财政间接兜

底。这个规定在《社会保险法》中得到确认，因此，修法已显得非常急迫。 

2.个人账户长期以来难以做实。2001 年实施做实个人账户试点至今已有 14

年，但由于种种原因，各级政府和企业对做实个人账户的积极性不高，空帐规模

逐年扩大，到 2013年底，已达到 30955亿元，而做实账户仅为 4154亿元，部分

积累制的目标长期不能实现，制度长期不能定型。 

 

2006-2014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变化（亿元）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亿元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记账额 9994 11743 17.5 13837 17.8 16557 19.7 19596 18.4 24859 26.9 29543 18.8 35109 18.8 40974 16.7 

                                                             
2 记者王亚平：《全国各类社保积累额金 2.5 万亿元，五项基金年均收益不到 2%：五部委勾勒完善社会保

障路线图》，载《中国证券报》，2008 年 11 月 7 日，A01-A02 版。 
3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3》（网络版），根据“10-1 各种价格指数”。 
4 郑秉文等主编：《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改革研究报告》，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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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账

户规模 
- 786 - 1100 39.9 1569 42.6 2039 30.0 2703 32.6 3499 29.41 4154 18.7 5001 20.4 

空帐额 - 10957 - 12737 16.0 14988 17.7 17557 17.1 22156 26.2 26044 17.5 30955 18.9 35973 16.2 

养老基

金余额 
5489 7391 34.7 9931 34.4 12526 26.1 15365 22.6 19497 26.9 23941 22.8 28269 18.1 31800 12.5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 

 

（五）行政管理体制不利于提高统筹层次 

制度运行中一些管理体制还有很多不顺的地方，他们也导致制度不能实现收

入最大化，存在很多漏洞。比如： 

1.养老保险费双重征缴制度并存，导致收入不能到位。1999 年颁布的《社

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目前的情

况是大致各为半壁江山。在征缴过程中，为了降低明年的任务基数，一些地税部

门完成征缴的额度往往是最低限度的门槛。 

2.社保经办机构属地化管理，不利于提高统筹层次。自 1991年中央提出向

省级统筹过渡以来，统筹层次至今几乎还是原地没动，大部分还是以县级统筹为

主，基金管理的地方利益越来越固化，这也是造成统筹层次难以提高、基金难以

上解到中央、投资体制改革难以改革、收益率低下、财政补贴逐年增加的主要原

因之一。出了其他原因之外，社保经办机构属地化管理是造成统筹层次难以提高

原因之一。 

 

二、向名义账户转型：统账结合制度升级 

针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现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重大改革

决定：“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和“坚持精算平衡原则”。第一句话“完善个人账

户制度”是对统账结合制度的重新定位，它取代了 2001 年以来始终如一的“继

续做实个人账户试点”的传统表述，从根本上一举解决了由于转型成本巨大和统

筹层次低下而导致的个人账户难以做实的空帐窘境，将个人账户的功能主要集中

体现为多缴多得的依据和载体，并以国际通行的“名义账户”（NDC）理论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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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对其予以重塑。所谓名义账户即“名义缴费确定型”是一种混合型制度，在融

资方式上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制，但在待遇计发方式上采取的是模拟积累制。第二

句话“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是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认识上的重大突破，是首次

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社会保险财务目标提出的基本要求，意味着制度上坚持收入

与支出的精算平衡，就必须真正实现缴费与权益的精算中性，即强化多缴多得的

激励机制，提高制度的收入能力和支付能力，以期达到提高财务可持续性的目的。

坚持精算平衡与增强激励机制显然在于强化个人账户的功能，当初建立制度之初

引入个人账户的目的皆在于此，因为，账户比例越大，激励机制就越强，就越有

利于实现制度的精算平衡。 

由此可看出，“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和“坚持精算平衡原则”这两句话具有

严密的逻辑关系：做实个人账户要求账户比例越小越好，于是，2005 年国务院

颁布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将个

人账户从 11%缩小到 8%，旨在配合和加快 2001 年实施的做实个人账户试点，但

个人账户越小，激励性就越差；向名义账户转型为扩大账户比例提供了条件，从

根本上克服了扩大个人账户比例与做实个人账户产生的相互冲突，使统账结合这

两个背道而驰的制度目标首次有条件得以弥合和统一，换言之，“完善个人账户

制度”为“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提供了制度条件，而“坚持精算平衡原则”则建

立在“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基础之上。如果只实行了向名义账户转型，而未有效

扩大账户规模，就没有提高精算平衡能力和强化激励性，意味着这轮改革只走了

半步。因此，提高账户比例等于是向名义账户转型而产生的“红利”，这个“红

利”表现在节省转型成本和扩大账户规模这两个方面，对这两个方面的“红利”

我们不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否则将是对第二个红利的极大浪费。当这两个红

利同时发挥作用并“相互拥抱”时，统账结合的制度就得以升级。统账结合制度

升级之后的具体方案、假定条件和测算结果如下。 

（一）三个情景方案及其基本假定条件 

在雇员缴费 8%与雇主 20%不变的条件下，为达到扩大个人账户规模比例和缩

小社会统筹比例的目的，账户与统筹的比例搭配可有多种情景。为方便比较研究，

我们可将其简化为三个情景方案：一是目前的“小账户”方案，即 8%账户+20%

统筹；二是“大账户”方案，即 16%账户+12%统筹，就是从雇主缴费里划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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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个人账户；三是“全账户”方案，即 28%+0，就是雇主的 20%缴费全部计入

个人账户，个人和单位的缴费全部划归个人账户。在“全账户”方案下，社会统

筹部分由财政转移支付形成，其规模以 2013年财政补贴养老保险制度 3019亿元

为基准，每位退休人员每月领取定额统筹养老金 312元，替代率大约为岗平工资

的 5%左右，以后每年指数化按岗平工资增长率调整。支出规模在 2037年之前其

占 GDP比重从未超过 0.5%（2013年的水平），2037年之后始终没有超过 1.20%。

这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统账结合制度中，账户养老金就完全由缴费形成，统

筹养老金由财政转移支付构成，这就与目前“城乡居保”的统账结合的资金来源

性质完全一致起来，实现了公共财政的公平性。 

向名义账户制转型之后，账户记账利率为上年度岗平工资增长率的 100%，

即 2015-2020年大约 10%，2020-2030年约 8.6%，2030-2050年 6.8%，2050-2090

年 3.0%。同时制度设计还假定从 2018年开始提高退休年龄，女性工人每 2年提

高 1 岁，女性干部和所有男性职工每 4 年提高 1 岁，到 2037 年女性退休年龄为

60岁、男性为 65岁。 

（二）个人账户规模越大，财务可持续性较好 

以下将“全账户”情景作为基准，对 2015-2090 年进行 75 年的测算，其结

果较为理想。 

1.替代率高于改革前。改革前，2014年养老金全国平均水平为 2100元，替

代率为 43%左右。改革后，替代率水平明显高于改革前，这里以退休第一年个人

替代率为例。如果 2015 年为改革元年的话，当年替代率为 60%，此后便从未低

于 60%，在 60%-72%之间波动。如果加上 5%的统筹养老金的替代率，则升级后的

统账结合的替代率始终在 65%-77%之间。待遇调整幅度是工资增长率的 80%，即

调待的利率分别是：2015-2020年为 8.0%，2020-2030年是 7.0%；2030-2050年

是 5.5%；2050-2090年是 2.5%。 

2.制度财务可持续前景乐观。由于制度激励性非常好，参保人将完全按真实

工资收入进行缴费，制度收入能力非常强，当期收支结余非常明显：2020 年收

入 6.3万亿，支出 3.4万亿；2030年 21万亿，支出仅为 8.7万亿元；2040年收

入 53万亿元，支出 25万亿元。由于老龄化等原因，与其他几乎所有国家一样，

收不抵支的时点终将来临，它将出现在 2049年，即从 2049年开始出现收不抵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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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收支缺口将由基金累计结存中予以支出。基金终将枯竭，于是，第二个时

点将发生在 2088 年。届时，如果制度其他参数不进行调整（比如，提高缴费率

或提高退休年龄等），就需外部资金介入。届时，“全国社保基金”（假定从 2015

年开始按 7%的投资收益率计算，并假定没有新的资金注入的情况下）规模将达

210万亿，但相对于每年养老金支出几百万亿的规模来讲也是杯水车薪。 

3.建立基金投资体制。从改革元年 2015 年开始，由于新的缴费收入将全部

进入个人账户，基金上解渠道通畅，与地方管理脱钩，立即实现全国统筹，国家

统一建立投资机构成为可能；这样，在 2088 年基金枯竭之前，规模庞大的基金

累计结余实行市场化和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假定按 7%的投资收益率来计算，它

成为基金收入的重要来源；由此，基金累计结余规模一直增长，2020年达 12万

亿，2030年 82万亿，到 2049年高达 587万亿，占 GDP比重达到峰值 63%，此后，

占 GDP比重将呈下降趋势。需要指出的是，2015年改革元年旧制度的遗产即 3.1

万亿元基金累计结余将作为“初始基金”沉淀在投资体制里，共同进入投资体制。 

4.财政支出负担不重。由于统筹养老金完全由财政转移支付予以支出，其规

模逐渐上升，但从未超过占 GDP 的 1.2%。例如，2053 年支出超过 10 万亿，占

GDP 的 1%；到 2090 年达 60 万亿元，占 GDP 的 1.2%。这项支出只是将原来财政

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补贴“转换”成这个统筹养老金而已，并不是额

外的财政支出。换言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这轮改革并未增加财政负担。 

5.可以采用降低缴费率的其他选择。在制度设计中，还有降低费率的选择，

例如，如果将缴费率降到 24%，2050年之前替代率水平下降不是很多，但在 2050

年之后，大约是 28%方案的 90%左右；收不抵支和基金枯竭两个时点的到来大约

较 28%方案相比均提前 10年左右。 

 

三、统账结合制度升级之后优势明显：机关事业单位改革前景 

改革后，保险制度与财政制度的边界得以厘清。由财政转移支付形成的统筹

养老金将财政因素补在明处，并成为所有参保人都有份的定额式养老金，体现了

公共财政的公平性。 

（一）以“全账户”为改革基准，升级后的统账结合优势十分明显 

1.激励性好，账户资产积累透明。由于雇主的缴费全部划入个人账户，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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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账利息十分有吸引力。以 2015 年改革元年为例，如果有一职工月收入 5000

元，每月个人缴费 400 元进入账户，单位缴费 1000 元也进入账户；一年的个人

缴费仅为 4800 元，但加上单位缴费 12000 元和 10%的记账利率之后，账户总资

产将超过 18000 元，其激励性是“乘四效应”，比住房公积金的“乘二效应”还

要好，高出将近一倍，且透明易懂，其便携性像银行存款一样十分便捷，不存在

异地基金转移的问题；这样的激励性不仅成为扩大覆盖面的内生激励机制，还将

彻底改变参保人的参保行为：缴费基数和费率都变成“真实”起来，多缴多得的

制度将成为现实，道德风险得以全面遏制，“公地悲剧”的病灶彻底根除。甚至，

各级政府的道德风险也全然收到遏制，因为任何侵害基金的行为都是对参保人权

益的直接损害。 

2.制度运行质量得以大大提高。20 多年来，由地方负责管理的统筹基金一

直是影响制度运行质量的主要根源之一。取消这个资金池之后，养老保险制度与

地方完全撇清和脱离，制度运行质量登上一个新台阶：劳动力全国范围自由流动

的便携性障碍彻底根除；养老金待遇正常调整机制难得以建立的制约因素完全消

失；提高退休年龄的主要障碍之一得以消除，代之以多缴多得的个人决策选择；

出现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存在于散在各地的统筹基金，此时这个问题将得到彻

底解决；分散在各地的统筹基金对低收入阶层的参保可及性、缴费水平的确定等

都是不利的，此时将完全解除；分散在各地的统筹基金的存在是阻碍统一降低缴

费率的主要原因，提高到全国统筹之后将使降低费率成为有可能，这将有利于减

税降费和提高企业竞争力。 

3.节省了天量的转型成本。在小账户、大账户、全账户的三个情景方案中，

其融资方式采取的均为现收现付制，这就节省了天量的转型成本，完全规避了

14 年来做实个人账户试点不能达标的窘境；同时，在待遇计发方式上采取的是

模拟的“缴费确定型”的账户制，记账利率采用的是生物收益率。这个具有“名

义缴费确定型”（NDC）的典型特征的设计是一种制度创新，各项预测指标均符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总体要求。 

（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很好 

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路径及其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改革的关系。机关事业单

位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与城镇企业职工采取完全一样的制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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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公平”与退休金来源的双层结构。改革后，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计发公式与企业完全一致起来，这是体现“制度公

平”的基本原则，于是，其替代率相较于改革前平均下降 20%-30%左右。为保护

公共部门参加改革的积极性，兑现待遇水平不下降的庄严承诺，建立职业年金制

度就显得十分重要，即在公共部门养老金的“双层结构”中，职业年金作为第二

层是补足替代率的唯一来源，其制度设计就成为能够决定此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

键。 

2.职业年金制度的设计特征和运营体制。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带有半强

制性的色彩；实行与目前的企业年金完全一致的信托制缴费确定型（DC）制度，

职工个人缴费 4%，单位缴费比例 8%，给与税收延迟的优惠政策并进行实际缴费，

而不是记账；以省级为单位，广泛建立类似“教师养老基金”等行业基金；建立

生命周期基金，最大限度提高收益率。 

3.职业年金的替代率及其与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职业年金的替代率将超过

20%，在本世纪 60年代之后逐渐上升到 30%，进入 80年代之后将达到 40%。这样，

公共部门养老金收入在加上前述的定额式的替代率 5%的统筹养老金和为“中人”

专门准备的过渡性养老金（1997 年企业养老金改革时也有）之后，不低于改革

前，2050年之后还略高于改革前，退休收入合计超过 100%。 

4.财务可持续性与运行方式。机关事业单位改革后，养老金替代率变动趋势

与城镇企业职工的制度大致相同，制度的财务可持续前景也差不多，例如，第 1

个时点即收不抵支出现在 2050年，比企业职工制度的 2049年晚来 1年，但基金

枯竭的时点则出现在 2080 年。鉴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财务可持续性的变化

趋势基本是重叠的，所以，两个部门的资金池完全可以合并运行，这样，既可强

化大数法则的优势，还可减少行政成本。 

5.财政负担及其可承受情况。公共部门参加养老金改革后，财政毫无疑问增

加了负担，它主要额外增加了4个方面的支出。一是为每个职工支付20%的基本养

老保险。2015年改革元年需要支出4218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2.69%，占 GDP 的

0.62%。随之逐年提高，2062年达到财政收入的4.0%，2090年为4.2%；占 GDP 比

重2063年刚刚超过1.0%，此后基本平稳下来，到2090年仅为1.03%。二是建立职

业年金之后财政支出增加了2个部分，即每月支付8%的单位缴费部分和为每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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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的“中人”进行一次性补齐的部分，二者合计在2015年是3300亿元，2020年4824

亿，2030年9579亿，2040年20411亿，2050年37017亿。但是相对于 GDP来说，2030

年之前在0.4%-0.6%的区间，此后稍有下降，在0.4%上下浮动；从占财政收入比

重看，2030年之前在2.0%-2.6%区间浮动，此后便在1.5%-2.0%区间浮动。此外，

还有为“中人”建立的过渡性养老金，还有丧葬费。如果后两项忽略不计，前两

项合计在2015年是7518亿元，占财政收入4.7%，相当于 GDP的1.2%。此后的占财

政收入和相对 GDP的比重情况可以此类推。由此看来，财政负担还是不小的，但

也是可以承受的。 

 

 

 

 

 

 

 

 

 

 

 

 

 

 

 

 

 



工作论文                                    SSL Working Paper Series 

 

13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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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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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

实验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

未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

明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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