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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本文将构建模型, 说明在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老年人养老金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定量关

系, 进而指出, 人口老龄化下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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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达到 10%为标志, 我国于 20世纪 90年代末步

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

测, 本世纪上半叶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

展时期, 到 2050 年, 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

31�1%, 届时三个人中就会有一个老年人。随

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老年抚养系数也在不断

的上升, 2050 年将达到 57�9% , 是 2000 年

15�5%的 3倍多。老年抚养系数的上升意味着

劳动力人口负担的加重, 2000年每 6~ 7个劳

动力人口抚养一个老年人, 而在 2050 年则几

乎是每两个劳动力人口抚养一个老年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领取养老金的老

年人口比重将逐步上升, 从而使得社会产出中

用于老年人养老保障的支出也将趋于上升。老

年负担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提出的重大挑战。

一、现收现付是我国当前养老保险基金筹

资模式的主要特征

目前, 国际上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模式主

要有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和部分积累制三

种类型。

我国自 1951年颁布 �劳动保险条例� 以
来, 一直实行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

从 1991年开始,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一

系列的改革。1991 年, 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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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明确要
求扩大统筹范围, 提出建立养老保险的三支柱

模式, 即政府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

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1997 年, 国务院

下发了 �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的决定�, 明确了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

户相结合的模式� 是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统一模式。2000 年, 国务院下发了

�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 对

个人账户和缴费率的规模进行了调整。个人账

户的规模从此前的相当于个人缴费工资的

11%降为 8% , 个人缴费比例一次性提高到个

人缴费工资的 8%, 个人账户完全由个人缴费

形成。原规定的用人单位 20%的缴费比例不

变, 但不再划入个人账户, 而是全部形成社会

统筹基金。2005 年, 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完

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主要

内容包括: 一是逐步做实个人账户; 二是改革

养老金计发方法, 包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

养老金; 三是统一对城镇个体劳动者和灵活就

业人员的缴费政策。

在制度设计上, 1991 年被认为是我国养

老保险基金筹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向兼具现收

现付和完全积累的部分积累制转型的分水岭。

然而, 在转型过程中, 由于已经退休的老职工

( �老人�) 没有个人账户资金积累, 而在新制

度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的 �中人� 也

没有完整的个人账户资金积累, 因此也就存在

养老金的历史欠账问题, 即养老金的隐性债

务。国内外的机构已做过很多测算我国养老金

隐性债务的研究。一般认为, 旧体制遗留下来

的养老金的隐性债务规模在 3万亿元左右。但

是, 一方面我国没有建立起 �老人� 和 � 中
人� 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补偿机制, 另一方面,

养老金的个人账户是由政府进行监管, 因此,

实际运作中, 在社会统筹部分不足以支付养老

金的情况下, 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只好挪用

积累的个人账户基金来保证当期养老金的发

放, 这样就造成了个人账户 �空账� 问题。据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4年的调查资料显示,

我国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率为 95% , 截止

2004年底, 全国已形成大约 7400亿元的个人

账户 �空账�, 而且每年以 1000多亿元的规模

在扩大。�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 显示, 2007年末, 全国 11个做实基

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省份 (包括辽宁、吉

林、黑龙江、天津、山西、上海、山东、河

南、湖北、湖南、新疆) 积累的基本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基金只有786亿元。除进行做实个人

账户改革试点的地区, 全国其他地区的个人账

户均为记账式运行, 账户里并没有资金
[ 1]
。

如果说现有的养老保险体系在制度设计上

兼有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特点, 那么, 在养老

金体系实际运作中, 由于个人账户存在巨大的

�空账�, 使统账结合的目标模式并未真正建立
起来, 现收现付的因素依然占据了绝大多数。

因此, 不少学者认为, 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筹

资模式从实质上说还是现收现付制
[ 2]
。

二、现收现付制下老年人养老金水平与劳

动生产率的定量关系

假设 t 时刻全部人口总数为N t , 其中, 在

业人口数为 L t , 老年人口为 A t
� 。t 时刻在业

人口人均工资为w t , 工资总额为 Wt , W t =

w tL t。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 在业人口

需要缴纳占工资收入的 �t 比例作为当期老年

人口所用的养老金 (此处 �t 可以理解为在业

人口实际经济负担率, 如果 �t 上升, 则在业

人口实际经济负担相应提高)。在业人口为当

期老年人口人均缴纳的养老金为 ct , ct =

�tw t。在业人口缴纳的养老金总额为 C t , C t=

ctL t= �tw tL t = �tWt。设定老年人口人均养老金

为 pt , 养老金总额为 P t , P t= p tA t。在现收现

付制下, 为使养老金收支平衡, 即 Ct = P t ,

则必然有 �tW t= ptA t。由此 t 时刻在业人口的

实际经济负担率的公式为:

�t =
ptA t

Wt
( 1)

� � 由于 Wt 是在业人口的劳动工资收入, 它

是总产出 Yt 的重要组成部分。按收入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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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对模型分析和结果不产生实质的影响, 此处我们没有考虑未成年人口。即 Nt= L t+ A t



国民经济的产出有:

Yt = Wt + I t + IT t + Dt + P t ( 2)

� � 其中 I t 为利息、租金及其他财产收入,

IT t 为间接税, D t 为折旧, P t 为利润。对

( 2) 式移项可得:

W t = Yt 1-
I t + IT t + Dt + P t

Yt
= �tYt

( 3)

� � 式 ( 3) 说明, 工资总额 Wt 与总产出 Yt 存

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不过, 从长期看, 工资总

额的增长率与总产出的增长率大致相等, 也就

是说 Wt 占 Yt 的比例大体上是稳定的, 这其实

是卡尔多归纳的六个经典经济规律之一。乔根

森 ( Jorgenson) 等
[ 3]
对美国的经验研究, 杨格

( Young)
[ 4]
对东亚地区的经验研究等都证实了这

一点。因此, 可以合理假定 �t 恒定为 �, 即

Wt = �Yt ( 4)

� � 将 ( 4) 式带入 ( 1) 式, 得到:

�t =
p tA t

�Yt
( 5)

� � 由于 Yt= L tyt , yt 为 t 时刻在业人口的劳

均产出, 即劳动生产率, 并设定 r t 为 t 时刻的

老年抚养比, 即 r t =
A t

L t

, 因此, 可将式 ( 5)

变换为:

�t =
p tr t

�yt
( 6)

� � 在建立 �t 与 p t、 r t、 yt 静态联系的基础

上, 对式 ( 6) 两边分别对 t 求导后得到:

d�t
dt

= ��t =
ptr t
�y t

p�t
pt

r�t
r t

y�t
y t

( 7)

� � 显然, 上式中
p�t
p t
反映了老年人口养老金

pt 的增长率, 我们用 gp 来表示。类似的, g r、

gy 分别表示老年抚养比以及在业人口劳动生

产率的增长率。并令初始时刻的
p 0r 0
�y 0
为 m , 则

式 ( 7) 可变换为:

d�
dt

= �� = m ( gp + g r - gy ) ( 8)

� � 通过式 ( 8) , 我们发现, �、p、r、y 存

在一定的动态关系。由于 p 0、r 0、�、y 0 都为

正数, 说明 m 本身也是正数。而人口老龄化

的发展, 将使老年抚养比不可避免的趋于上

升, 也就是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g r > 0。据

此, 我们分别考虑以下两种变化情况:

第一种情况: 假设 gp = 0, 即老年人人均

领取的养老金水平维持不变。则式 ( 8) 可以

简化为 ��= m ( g r - gy )。显然, 在现收现付

的养老金制度下, 要使得在业人口的缴费率 �

(经济负担率) 不至于因为老龄化的发展而上

升, 需要满足的临界条件是 gy = g r。换句话

说, 随着人口的日益老龄化, 只要使在业人口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gy 与老年抚养比的增

长速度gr 保持一致, 现行的现收现付养老金

制度不需要调整在业人口的缴费率就可以维持

财务平衡。当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老年抚

养比系数的增长, 即 gy > g r , 则在业人口养

老金缴费率 (经济负担率) 不但不会因为人口

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提高, 甚至可以适度调

低, 即将缴费率确定在一个低于初始值 �0 的

�上, 养老金就可以维持收支平衡, 说明, 在

老年人养老金水平不变的条件下, 随着在业人

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赡养老人的能力也在

不断提高。而当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低于老年

抚养比系数的增长, 即 gy < g r , 要么提高在

业人口的养老金缴费率, 否则养老金体系的运

行将收不抵支, 难以为继; 要么降低老年人养

老金水平。前者将加重在业人口的养老负担,

而且意味着总产出中将有更大的比例部分用于

养老, 从而会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而后

者直接导致老年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 为

保证老年人生活水平不至于因为人口老龄化的

发展而下降, 我们可以将维持老年人养老金收

入不变所需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定义为劳动生

产率的最低增长率。

第二种情况: 假设 gp > 0, 即老年人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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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 1997年为 24% ) , 对 OECD 国家社会保障缴费率的统计, 只有丹麦
(24�55% )、意大利 ( 29�64% )、荷兰 ( 25�78% )、西班牙 (28�30% ) 和葡萄牙 ( 34�75% ) 等 5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税高于中
国, 而且OECD社会保障缴费率为养老、伤残、死亡三项合计数。



养老金 (以下简称老年养老金) 保持正增长。

根据式 ( 8) , 令 ��= 0, 则 gp = gy - g r。显

然, 要使得老年养老金保持正增长, 其必要条

件在于: gy> g r , 即在业人口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要高于老年抚养比的增长。 ( 1) 由于 gr >

0, 则必然有 gp < gy , 也就是说, 老年人养老

金收入的增长不能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增

长, 事实上, 老年人养老金收入增长的最大值

是在业人口劳动生产率增长与老年抚养比增长

两者之差, 除非提高在业人口的养老金缴费率

(经济负担率)。( 2) 在在业人口的养老金缴费

率不变的情况下, gp 与g r 呈负相关关系, 而

与 gy 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 老年抚养比

上升的越快, 在同样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情况

下, 老年人养老金收入增长则越慢。而在一定

的老年抚养比增长的条件下, 如果在业人口劳

动生产率增长越快, 老年人养老金收入则增长

的越快, 并且, 只有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得越

快, 老年人养老金收入的增长才能越接近于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因为, 从理论上说, 假设

gy 为无穷大的话, 那么 gy= gp。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老年抚养比将不

可避免的趋于上升, 意味着每一个在业人口将

负担比以往更多的老年人口, 要保持老年人养

老金水平不下降, 显然在业人口要增加其养老

负担的水平, 但是如果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

使在业人口收入增速超过其养老负担水平增速

的话, 那么从相对水平上说, 在业人口实际养

老负担并没有因为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而增加。

从这个意义上说, 老年抚养比是不能简单地与

劳动力经济负担率画上等号, 这是因为前者只

包含了简单的人口数量关系, 而后者则加入了

劳动生产率以及收入的因素。

为了更加直观的反映上述理论模型的基本

结论, 我们可以大致测算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

制度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老年人养老金的影

响�。考察初始时刻定为 2005 年, 考察期至

2050年。假设在业人口养老金缴费率, 即经

济负担率保持不变。统计资料显示, 2005年

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人数为 1�31
亿, 同期离退休人员为 4367�5 万人, 因此,

我国养老保险的实际负担系数 � 达到 33%左

右 �。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城市化发展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2050年时的负担系数被

设定在一个较大的变化区间内 (设定期末养老

保险负担系数最大为 1�2, 这是在假设实际负
担系数与未来老年抚养比同比例上升的基础上

得到)。由此, 我们模拟了在多种负担系数下

未来老年人养老金的变化情况。

首先, 我们考察老年人养老金水平不变

( gp = 0) 的情况。当期末养老金实际负担系数

提高到 0�4时, 劳动生产率需要保持 0�43%的
年均增长 (见表 1)。负担系数增长的越快,

维持老年人养老金水平不变所需的最低劳动生

产率的增长也就越高, 如期末负担系数达到

1�2时, 劳动生产率年均最低增长率需要达到

2�91%。其次, 我们考察不同负担系数下劳动

生产率增长对老年人养老金变化的影响。在一

定的负担系数下, 若劳动生产率能够较快的增

长, 养老金水平亦能显著的提高。例如, 在负

担系数为0�4时, 当劳动生产率年增长速度为

1%、3%、5%时, 期末在业人口可以负担的

养老金水平分别可以达到期初的 1�29 倍、
3�12倍、7�41倍。即使负担系数到期末高达
1�2, 也就是说负担系数在考察期间增长 2倍

左右, 若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可以达到 5% ,

那么期末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仍然可以达到期

初水平的 2�47倍。但是, 若劳动生产率增长

速度较低, 则负担系数的提高可能导致老年人

养老金水平的下降。例如, 若劳动生产率增速

为 1%, 期末负担系数上升至 0�5时, 老年人

的养老金水平是期初的 1�03 倍, 但当负担系

数提高至0�6时, 则只有期初的86% , 若负担

系数继续提高, 养老金水平下降程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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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负担水平要高出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老年抚养比 ( 2005年为 16�3% ) 1倍左右。除了实际劳动供给因素以外, 城镇养
老保险的覆盖面不足也是造成养老保险体系实际负担比远高于老年抚养比的重要原因。根据统计 2005年城镇就业人数为
2�73亿, 也就是说养老保险体系在城镇的覆盖率不到 50%。事实上, 大量在城镇工作的农村年轻劳动力并没有纳入到城镇
养老保险体系。

实际负担系数是指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内领取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与在职职工的比例。
由于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是在城镇实施, 因此, 我们只对城镇养老保险体系进行有关测算。



表 1� 养老金水平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负担

系数

y 最低增

长率 %
1% 2% 3% 4% 5%

0�33 0 1�56 2�44 3�78 5�84 8�99

0�4 0�43 1�29 2�01 3�12 4�82 7�41

0�5 0�93 1�03 1�61 2�50 3�86 5�93

0�6 1�34 0�86 1�34 2�08 3�21 4�94

0�7 1�69 0�74 1�15 1�78 2�75 4�24

0�8 1�99 0�65 1�01 1�56 2�41 3�71

0�9 2�25 0�57 0�89 1�39 2�14 3�29

1�0 2�49 0�52 0�80 1�25 1�93 2�97

1�1 2�71 0�47 0�73 1�13 1�75 2�70

1�2 2�91 0�43 0�67 1�04 1�61 2�47

三、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在

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养老保险体系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

龄化, 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学术界也一直存在着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孰优孰

劣的争论。巴尔 ( Barr) 和国际劳工组织等认

为强制性的公共养老体系可以纠正由于信息不

对称所产生的市场失灵和家庭在行为选择上的

�近视� 性, 从而坚决反对个人账户制度。而

费尔德斯坦 ( Feldstein) 和世界银行等则认为,

市场本身具有抑制私人力量、限制竞争与自我

调节的功能, 养老保障制度出现一系列问题的

原因是政府干预下的现收现付筹资制度
[6]
。

从实物经济来看, 实行不同的养老保险筹

资模式, 只不过是未来老年人口向年轻人口索

取物质产品 (劳务) 的方式不同而已
[ 7]
。在基

金制下, 老年人口向年轻职工索取物质产品凭

借的是其在工作期间进行养老储蓄而积累的货

币权利; 而在现收现付制下, 老年人虽然过去

没有积累这种分享社会产品的货币权利, 但他

们可以凭借政府的征税权取得向年轻职工索取

物质产品的货币权利。两者的区别在于, 前者

的索取权表现为显性的个人账户所提供的货币

权利; 而后者的索取权表现为政府对退休一代

以隐性债务为形式的一种承诺。只要未来社会

有充足的物质产品供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分

享, 那么采用什么方式向老年人口提供物质产

品的索取权实际上并不重要, 而在产出不足的

情况下, 基金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在应对人口

老龄化上都将无能为力
[ 8]
。从维持养老金长期

收支均衡的物质基础看, 无论是现收现付制,

还是基金积累制, 或者是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

相结合的混合体制, 本质上都是一种靠后代养

老的计划
[ 9]
。因此,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以

及老年抚养系数的提高, 只有使劳动生产率得

到相应的提高, 才可能确保养老保险体系的可

持续性。

四、结语

人口老龄化具有长期性、累积性的效应,

必将对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

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独特性在于, 计划

生育政策的实施是由于人口的底部老龄化, 而

加速的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在现阶段呈现比较

明显的 �未富先老� 的特征。资料显示, 发达

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 人均 GDP 大致为

5000~ 10000美元; 而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

人均 GDP只有 1000美元左右。经济发展水平

的相对落后, 突显了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 而只有不断的提高劳动生产

率, 才能为养老保险体系应对未来的人口老龄

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 为减轻人口老

龄化的冲击, 养老保险体系本身在制度安排上

也有改进的空间, 比如扩大养老保险体系的覆

盖人群、退休年龄的灵活性调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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