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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断丰富和完善, 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的充足性和安全性越来

越受到关注, 基金的运用及其收益也备受重视。但是否所有的社会保险项目都涉及资金运用问

题, 在法律法规上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社保管理工作者也不是很清楚, 在社会保险法的起草中也

有含混之处。而社保资金是否都有运用问题, 与不同社会保险项目的筹资模式有关。本文主要就

五大社保基金的筹资模式以及基金可运用性进行了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一、社保基金筹资模式及其特点

社保基金的筹集一般都遵循 /收支平衡0 原则, 即所筹集的资金与按规定需要支付的费用要

维持一个大体平衡。/平衡0 有横向平衡和纵向平衡。基于这种平衡关系, 社会保险基金筹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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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三种各有利弊的模式, 即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和部分积累制
[ 1]
。

11现收现付制及其特点
现收现付制, 是指根据 /横向平衡0 原则, 先做出当年需要支付的保险费用的测算, 然后以

支定收, 按一定的提取基数和比例向参加保险的企业 (雇主) 和员工收取。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

是当年收取当年给付, 因此保险基金无须积累, 无须提取准备基金, 因此可以较从容地应对因通

货膨胀而导致基金贬值的经济风险, 同时所涉及的基金投资运用与管理问题少, 对管理水平的要

求相对其他模式低。

21基金积累制及其特点
基金积累制 (主要针对养老保险) , 是指依据 /纵向平衡0 原则, 根据对人口死亡率、工资

变化、物价变动、利息变动等因素进行宏观测算后, 将被保险人在享受保障期间的总费用按一定

的提取比例分摊到投保人的整个投保期间。这种制度模式和现收现付制完全相反, 所有投保人都

必须提存准备基金, 体现权利义务对等¹ , 较好地体现了社会保险的储备职能和 /自供0 原则。
该制度模式下, 保险基金积累与劳动者领取的保险金或能够享受到的经济补偿之间成正向的直接

关联性, 有利于激发投保者参与的积极性。但是由于 /收0 与 /支0 之间时间跨度大, 保险基金

面临因物价、生活费指数上升而贬值的风险, 且长期测算和科学管理专业性强, 难度大。

31部分积累制及其特点
部分积累制, 是一种力图吸收前两种筹资模式的优点而采取的折中办法, 同时考虑了 /横向

平衡0 和 /纵向平衡0 原则, 按照当前的保险费支出加上一定的储备来提取保险金。它比现收现

付制抵御风险的能力强, 比基金积累制给缴费者的压力小, 灵活性强。基金不足时, 可采用阶梯

式保险费率来弥补, 不必完全依靠提存准备金。然而它也同样面临因储备金不足应对人口老龄化

风险能力有限、合理制定费率的难度大而管理成本高等缺点。

二、我国五大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模式

11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
许多发达国家在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初选择了现收现付制的资金筹集模式, 因为在制度

建立之初, 人口平均寿命相对不高, 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小, 养老保险费率低, 国家财

政负担轻。该制度模式下, 只要根据当年度人口结构状态预算养老保险的支出额度, 然后以支定

收来确定缴费率, 所以精算要求低, 且不用考虑因为经济波动、消费指数变动、利率变动而带来

的资金保值和增值的问题, 资金管理主要体现在资金的收取和支付环节, 不强调资金的投资运用

以实现保值增值, 因此管理水平要求不高, 实施起来比较便利而有效。所以在人口年龄结构比较

稳定的条件下, 现收现付制度确实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运行。1997年以前我国城镇企业的养老

保险制度采用的就是现收现付制度模式。

然而现收现付制度中, /收0 来自于在职职工, 而 / 支0 的对象是退休人员, 制度中的代际

转移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将不断扩大。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在职职工供养比例不断

提高, 养老保险费率就得不断提高, 养老保险就会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实行这种制度模式的欧

洲国家中, 瑞典、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税税率, 到 20世纪 90年代

已经达到了30% ~ 40% (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支付养老金)。然而即使缴费率很高, 许多国家养

老保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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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在理论上, 对于商业保险的纯保费而言, 其累计收入及其收益之和要与被保险人的给付总额相等。而社会养老保险因为会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以及通货膨胀情况, 会以国家财政为后盾调整养老保险金给付额, 准备金积累不一定与
未来的给付总额相等。



表 1  部分发达国家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缴费率缺口 (占 GDP的比重, %)

国别 计划平均缴费 ( 1995~ 2000年) 收支平衡的缴费 ( 1995~ 2000年) 缴费缺口

德国 1013 1317 314
日本 319 712 313

法国 1211 1514 313

意大利 1610 1815 215

加拿大 318 518 210

瑞典 711 810 019

美国 417 515 018

英国 412 413 011

  资料来源: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MF, Washington. D. C. Mary 1996。

为了削减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 各国纷纷改革, 建立多支柱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 探讨用基

金积累制代替现收现付制。

进入 21世纪,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发展不均衡。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 到 2030年,

全球 60岁以上人口有 1P4来自中国。人口老龄化使得职工供养比例迅速上升, 1995年在职职工

供养退休人员的比重为 18145% , 2000 年为 29191%, 2010 年为 26117%, 2030 年将上升至

41172%, 2050年会达到 46140% [ 2]
。很显然现收现付制度下的代际负担将是不堪重负的。所以我

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于 1997年确定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当然, 在现

行制度下, 企业和个人缴费不能同时满足建立个人账户和给付养老金的需要, 个人账户资金被用

作给付当前养老金支出而形成了巨大的 /空账0。而且由于必须偿付 /旧制度0 的欠账并适应积

累基金, 在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间, 企业的负担难以得到减轻。

21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模式
社会医疗保险的筹资模式也有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和部分积累制三种模式。现收现付制

以保险期内不同年龄的投保人之间的互助共济实现收支平衡, 普遍用于强制性医疗保险。它简便

易行, 因平衡期短, 风险波动小, 不必维持较大数量的风险储备基金。基金积累制下投保人早年

付出的保险费大于保险支出, 差额作为以后年份的储备资金, 随着年龄增长, 保险支出逐渐超过

缴纳的保险费, 此时储备资金及其利息弥补收支差额, 实现长时间里收支平衡, 这种筹资方式常

见于商业性健康保险
[ 3]
。由于精算复杂、社会共济能力差, 且时间跨度长, 积累基金受通货膨胀

影响大, 基金的运营管理难度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险采用现收现付筹资模式。我

国虽然采用了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0 相结合的模式, 但实际上仍然是一种现收现付制。该制度

一直遵循 /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0 的原则。一方面在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群体中筹措医

疗基金, 费用共济, 风险分担; 另一方面, 保险费中的一部分进入个人账户, 目的主要是为了更

好地控制医疗费用开支, 不具有积累作用, 也没有收益承诺。

31工伤保险的筹资模式
工伤保险分散的是被保险职工因偶发的工伤事故所导致职工伤残或死亡的风险, 它只与偶发

事件发生概率以及发生后造成损伤程度相关, 所以各个国家的工伤保险资金筹集毫无疑问都采用

现收现付制。

41失业保险的筹资模式
失业保险分散的是因非自愿性失业导致的收入中断的风险。失业风险不同于年老、疾病、工

伤等其他社会风险, 它受大量社会的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如经济周期、企业制度、劳资

关系、就业歧视等, 失业率及其变化规律很难准确预测, 因此, 虽然也需要建立基金积累, 但失

业保险不可能像养老保险那样着眼于长期的基金平衡。同时, 失业率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 为适

应经济周期的变化需要, 失业保险不可能采取以单年度为决算事件单位的短期方式, 而适用于多

年度的中期方式。我国的登记失业率从 2001年到 2006年基本保持在较小的波动范围之内 ( 316%
#57#



~ 413%之间) , 因此失业保险在保持一定的积累规模基础上, 正常年份可以保持年度收支平衡。

日本根据本国的长期经验, 得出基金积累的最佳规模是当年保险收入的 1倍~ 2倍的结论
[ 4]
。

51生育保险的筹资模式
生育保险分散的是被保险在职妇女因生育中断劳动导致收入减少、而新生婴儿出生后生活费用

增加的经济风险, 它受计划生育预计人数、工资基数和医疗服务费用等因素影响, 而这些因素计划

性和可预见性比较强, 实际可能发生的费用可以比较准确估计而不需要过多积累以应付不测或意外

情况, 所以生育保险筹资模式也是遵循短期内 /以支定收、收支平衡0 原则的现收现付制。

三、明确社会保险项目的筹资模式及基金运用的意义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认为, 除了基本养老保险采用部分积累筹资模式外, 其他工伤保险、医疗

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都采用现收现付筹资模式 (见表 2)。因此, 五大社会保险项目中只

有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中的个人账户积累的基金可以投资运用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其他项目并不涉及基金运用。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形成的基金是长期性基金, 它的保值增值

直接影响着被保险人将来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多少¹ , 也影响着政府在养老金给付的财政补贴数

额, 因而在很大意义上决定着被保险人的退休生活水平和质量。而就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而

言, 它对被保险人个人来讲只有一个继承意义而没有多少增值的意义, 被保险人也并不关心它的

增值与否。所以这部分基金实际上也不需要投资运用。至于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适

当结余所形成的储备金或调剂金, 基本上属于短期资金, 同样不必要刻意要求其保值增值。

表 2 五大社保筹资模式和资金来源 元

保险种类 资金筹集模式 可运用的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 部分积累 (个人账户+ 社会统筹) 个人账户

基本医疗保险 部分积累 (个人账户+ 社会统筹) 个人账户

工伤保险 现收现付 工伤保险储备金

失业保险 现收现付 失业保险调剂金

生育保险 现收现付 无

然而不少人实际上以为五大社保的基金都需要投资运用, 有的人对这些基金的运用很感兴

趣, 同时, 也有的社保管理者对基金运用有相当大的压力。因为客观上目前我国五大保险项目都

有规模大小不一的资金结余。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就是有基金积累就应当运用, 以保值增值。这

两种倾向从根本上来说, 有两个问题: 第一, 五大社会保险没有十分明确地规定各自的与其筹资

模式相应的基金管理方式。也就是并没有文件规定哪些基金有投资运用问题, 哪些没有。第二,

有投资运用问题的基金如何管理? 没有投资运用的基金又将如何管理? 这两个问题对社保项目的

合理费率水平的确定和提高社保项目管理水平, 都有重要意义。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 除了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基金之外, 基本养老保险的统筹账户和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都只需要维持当年收支平衡即

可。从目前的情况看, 实际上各个社会保险基金的结余在不断增加, 从表 3~ 表 7中我们可以看

出, 五大社会保险项目年年都有结余, 一些项目中当年结余金额占当年收入金额的比例不断攀

升, 有的甚至接近了当年筹资额的 50%。如 2001~ 2006年度, 失业保险当年结余金额分别为 30

亿元、29亿元、49 亿元、82 亿元、125 亿元、197亿元, 分别为当年失业保险费收入总额的

16%、1314%、1917%、28%、3715%和5111% , 是当年实际支出额的 1137~ 3167倍。基本医疗
保险社会统筹账户 2004~ 2006年的累计结余资金分别为 379亿元、551亿元、1077亿元, 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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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事实上是一个约定的给付。按照目前的规定个人账户的提取额为 / 被保险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国家规定的计发月
数0。这里重要的是 / 个人账户积累额0 , 它是将个人缴纳的保险费按照同期银行利率计息的一个累计额。而不是像 / 变额
寿险0 或 / 投资连接寿险0 那样, 根据在整个积累期的组合投资收益大小, 又一个变动的给付。



当年统筹账户收入的 61%、67%、103%。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也呈现同样的发展态势。导致这

种状况的原因之一, 是有的人误认为五大社保的基金都需要投资运用, 要运用就要有不断增多的

基金, 甚至认为资金结余越多管理机构的业绩越好, 这就完全进入了一个误区。而这种基金投资

运用的冲动, 必然造成我国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费率存在不同程度的偏

高, 给企业和企业职工增加了缴费压力。

表 3  2001~ 2006 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表 亿元

年度

收入

征缴收入
财政补贴

中央 地方 总计
总收入

支出 累计结存

2006 5215 774 197 971 6310 4897 5489

2005 4321 544 107 651 5093 4040 4041

2004 3585 522 92 614 4258 3502 2975

2003 3044 47413 ) 530 3680 3122 2207

2002 255114 40812 ) ) 317115 284219 1608

2001 ) ) ) ) 2489 2321 1054

  资料来源: 根据 5劳动和社会事业发展统计公报6 整理。

表 4 2001~ 2006年医疗保险基金规模 亿元

年度
参保人

数 (万)

基金收支

收入 支出

统筹基金 个人账户 总计 统筹基金 个人账户

累计结存

总总计计 统筹基金 个人账户

2006 15732 1041 706 1747 717 560 1277 1077 675 1752

2005 13783 820 585 1405 615 464 1079 750 528 1278

2004 12404 623 518 1141 464 398 862 553 405 958

2003 10902 ) ) 890 ) ) 654 379 291 670

2002 9400 ) ) 60718 ) ) 40914 ) ) 45017
2001 7630 ) ) 384 ) ) 244 ) ) 253

  资料来源: 根据 5劳动和社会事业发展统计公报6 整理。

表 5 2001~ 2006年失业保险基金规模

年度
参保人数

(万)

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

(万)

基金收支 (亿元)

收入 支出 累计结存

2006 11187 327 385 193 708

2005 10648 362 333 207 511

2004 10584 419 291 211 386

2003 10373 415 249 200 304

2002 10182 440 21516 18616 255

2001 10355 312 187 157 226

  资料来源: 根据 5劳动和社会事业发展统计公报6 整理。

表 6 2001~ 2006年工伤保险基金规模

年度
参保人数

(万)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

(万)

基金收支 (亿元)

收 支 累计结存

2006 10268 78 122 6815 193

2005 8478 65 93 48 164

2004 6845 52 58 33 119

2003 4575 33 38 27 91

2002 4406 ) 3210 1919 8111
2001 4345 ) 28 16 69

  资料来源: 根据 5劳动和社会事业发展统计公报6 整理。

据此, 我们认为, 五大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应当通过立法做出明确规定, 除了基本养老保险的

个人账户 ¹ 和政府另外有财政和国有股减持所筹集的 / 社保基金0 之外, 都是现收现付, 应当

维持基金筹集与基金支出当年基本平衡, 略有结余, 结余累计额也要有所限制。明晰社会保险可

运用资金范畴, 这对于社会保险的科学有效的规范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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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按照现行规定, 这部分基金实际上也不需要专门投资运用, 因为有关规定说过这部分基金是按照同期银行利率计息的, 就
是说把它放在银行就可以了。



表 7  2001~ 2006 年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及享受待遇人数

年度
参保人数

(万)

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人数

(万)

基金收支 (亿元)

收入 支出 累计结存

2006 6459 108 62 37 97

2005 5408 62 44 27 72

2004 4384 46 32 19 56

2003 3655 36 25 13 42

2002 3488 ) 2118 1218 2917

2001 3455 ) 14 10 21

  资料来源: 根据 5劳动和社会事业发展统计公报6 整理。

11减轻企业、职工以及政府缴费压力
从上面的分析得知,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以及生育保险现行费率都远远超出

正常社会、经济秩序下的稳定运行费率, 在明确五大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和明晰社会保险可运用资

金范畴的前提下, 可以避免一味追求高基金积累带来的虚而不实的稳定感, 因为低费率制下少量

的积累也能保证全社会比较从容地应对疾病、职业伤害、失业等各类风险。与此同时将这四项社

保费率调低能增强企业、个人以及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风险的能力。

21减轻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压力
社会保险基金规模越大、基金积累时间越长, 政府相关机构面临的实现基金保值、增值的压

力越大。截至 2006年底, 五大社会保险基金积累已经达到了 8239亿元, 加上全国社保基金理事

会管理的社保基金, 规模已经超过 1万亿元。因存在资本市场不完善、投资渠道窄、投资经验缺

少、专业人才匮乏、管理机构臃肿而导致管理效率低、成本高等多种问题, 社保基金管理机构,

不管是中央管理机构还是各省市自治区的管理机构, 要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的困难很大。明确社

会保险可运用资金范围, 减少不必要的积累基金, 不赋予他们特别投资运用的责任, 也就能减小

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压力。

31减少腐化、挪用社保基金的风险
在现行缴费率条件下, 除养老保险外的其他四大社保资金都是宽进窄出, 自然形成了巨大资

金积累, 同时也留下了漏洞, 给某些官员腐化、挪用社保金以可乘之机。据不完全统计, 在

1986年至 1997年间, 全国有上百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1998年以来, 全国清理回收挤

占挪用基金160多亿元, 至 2005年底, 还有 10亿元没有回收入账。截至 /十五0 期间, 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接到挤占挪用基金举报案件 96件 ¹。上海劳动社保局的社保资金重大案件, 挪用基

金º 的数额超过 700亿元, 更是触目惊心。明确社会保险筹资模式、明晰可投资运用资金的范

围, 对于需要投资运用的资金按规定由专业机构进行投资, 而不需要投资运用的社保项目, 就直

接存银行, 并让这些资金在 /收0 和 /支0 的两条流通渠道上尽快流转, 缩短资金在管理机构中

留滞的时间, 减小社保管理机构可控的基金规模, 自然能够降低社保资金被挤占、挪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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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这部分资金严格说不是社保资金, 而是上海社保机构代为管理的企业年金基金。
赵小剑, http: PPfinance. sina. com. cnProllP20060810P15188514211shtml, 2006年 08月 10日 15: 18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