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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均余命是影响个人账户缴费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退休人口平均余命逐步延长的趋势下,

现行缴费率下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积累额不能满足退休人口平均余命期间的支付需求, 不能保障基本生

活需要。如果不能及时依据平均余命适当调整个人账户缴费率, 退休人口将面临因长寿风险而陷入生

活贫困的境遇。本文测算了平均余命提高条件下中国 2000~ 2050 年个人账户缴费率的上限值与下限值

范围, 分析了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经济承受能力, 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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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is one of key factors related closely with individual pension

contribution rate. As recent years life expectancy is increasing gradually, present individual pension

contribution rate has proved to be inappropriate and needs to be raised, otherwise the retired will become

another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This paper provides, for policy-makers� reference, the upper

bound and lower bound of individual pension contribution rate during 2000 - 2050 with consideration of

people�s economy beari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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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养老金个人账户缴费率不仅关系到职工的现期消费而且影响其未来基本生活水平及心理期

望, 也是衡量和考察某一收入水平下个人经济承受能力的重要依据, 同时还通过个人账户基金的

入市保值增值在投资、储蓄等方面对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养老金个人账户缴费

率的相关理论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瓦茨 ( Schwarz) 和

维特斯 ( Vittas) 考察了现收现付制度和基金积累制度下的不同缴费率
[1]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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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费尔德斯坦 (Martin Feldstein) 以定量研究测算了美国建立个人账户制度所要求的缴费率水

平
[ 2]
。世界银行 ( World Bank) 的研究报告提出在完全积累制度下提高退休年龄可以降低缴费

率
[ 3]
等等; 国内研究主要探讨了统账结合制度下的收支平衡式及其相关变量

[4]
, 从中国城市养老

保险体制改革的替代转轨方案角度提出个人缴费率可以达到 5�8%的水平[ 5]
, 以及从缴费率运行

效果角度探讨社会保险筹资模式问题
[ 6]
等。从以往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 以平均余命视角对个人

账户缴费率进行深入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尝试从平均余命角度出发, 通过构建个人账户缴

费率平衡模型合理测算中国平均余命提高条件下的个人账户缴费率水平, 并对这种缴费率水平下

的职工个人负担能力作出分析, 进而从必要性与可能性两方面得出按照平均余命调整养老金个人

账户缴费率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依据。

二、依据平均余命调整养老金个人账户缴费率的必要性

按照中国 2006年以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个人账户的设计规定, 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按 10年平均余命发放, 10年后个人账户中就不再有基金用来支付养老金
[ 7]
。2006年 1

月1日起实施的 �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规定, 女工人 50岁退休, 其

计发月数为195个月, 女职员 55岁退休, 计发月数为 170个月, 男职工 60岁退休, 计发月数为

139个月, 即现行个人账户缴费率最多只能保障退休人口 16�25年 ( 195 个月) 平均余命的基本

生活需要。而从现实情况考察, 2000年中国 60岁男性人口平均余命为 16�8岁, 55 岁和 50岁女

性人口的平均余命分别为 23�3岁和 27�6 岁� , 以上数值大大超过新制度规定的计发时间标准。
这意味着伴随着退休人口平均余命的延长, 现阶段个人账户缴费率下的个人账户积累储存额将不

够支付。

不仅如此, 在未来时期人口平均余命逐步增加的情况下, 现行个人账户缴费率无法保障退休

人口平均余命内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势将愈发严峻。根据预测, 2010年中国 60岁男性人口平均余

命为 17�9岁, 55岁女性人口平均余命为 25�1岁, 2050年二者将分别达到 21�8岁和30�6岁 �。结

合制度规定, 2010年 60岁男性退休人口的基本生活大约将有 6年得不到个人账户养老金的保障,

55岁女性退休人口大约将有 11年得不到个人账户养老金的保障; 到 2050年上述年龄男、女退休

人口基本生活得不到个人账户养老金保障的年数将增至 10年和16年。这预示了在现行个人账户

缴费率水平下, 随着平均余命的逐步增长, 退休人口在制度规定的计发时限之后生活水平迅速降

低的期间将逐渐延长, 个人陷入贫困的风险逐渐增加, 其中女性人口的这种风险更大。

从退休者个体的微观层面来看, 个人账户缴费率使个人账户积累额远远不能满足平均余命期

间的支付, 将不利于老年退休群体自身的终生纵向收入再分配, 这一群体的晚年生活水平极易迅

速下降甚至导致其沦为贫困人口。从社会经济效应的宏观角度来看, 这将严重影响退休人口的心

理期望、弱化人们的生存安全感, 构成威胁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之一, 同时还可能极大地瓦解和

动摇全体国民对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信心, 削弱人们参与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不利于改革的顺利

推进和社会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 依据平均余命调整养老金个人账户缴费率十分必

要, 深入探讨这一论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基于平均余命提高的个人账户缴费率水平分析

本节将首先依据养老金个人账户追求长期性收支平衡原理构建个人账户缴费率模型, 然后在

设定相关变量的基础上测算分析 2000~ 2050年平均余命提高条件下个人账户缴费率上限值与下

限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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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假设条件与模型构建

1�假设条件
( 1) 假设男女职工按照统一年龄退休不存在提前退休情况

( 2) 每年年初按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缴费且工资能够反映职工的真实劳动力价值

( 3) 个人账户自设立之日起就为实账并在管理费用为零条件下实现保值增值

( 4) 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由基础养老金替代率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组成

2�模型构建
养老金个人账户采取完全积累模式, 实现的是体现生命周期的个人责任的纵向平衡。假设职

工的初始工作年龄为 a 岁, 退休年龄为 b 岁, 平均工作年限为 n, 三者间的关系为 n= b- a, 职

工平均工资在目标考察期初年为w, 个人账户缴费率为 t, 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为 r, 职工平均工

资增长率为 g, r 与 g 在目标考察期内保持不变, 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经投资运营并实现保值增值,

则职工在退休时养老基金积累的年末终值为:

F= tw [ ( 1+ r)
n
+ ( 1+ g) ( 1+ r)

n- 1
+ �+ ( 1+ g)

n- 1
( 1+ r) ]

假设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为 s且在目标考察期内保持不变, 其他条件同上, 在考虑给付水

平与工资指数化情况下, 则退休者在平均余命m 期间内每年年初领取养老金的现值为:

P= sw ( 1+ g)
n
[ 1+ ( 1+ g) � ( 1+ r) + �+ ( 1+ g)

m- 1� ( 1+ r)
m- 1

]

在个人账户基金积累制度下, 要实现个人账户基金收支平衡, 必须要求职工在退休时的基金

积累额终值与退休人员每年从个人账户中获得的养老金领取额在退休时点的现值总值相等, 即 F

= P。如果基金投资收益率与工资增长率相等即 r= g 时, 则有个人账户缴费率模型表达式 t= s

(m�n) : 如果 r� g时, 设 d= ( 1+ g) / ( 1+ r) , 则有 t= s d
n
( 1- d

m
) / ( 1- d

n
)。

(二) 参数设定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必然会影响到养老金替代率、基金投资

收益率、退休年龄等相关参数的变动与调整。随着平均余命的逐步提高, 在相关参数的共同作用

下, 不同时期的个人账户缴费率水平应是相应变动的, 并且是应在一定区间范围内的波动发展。

通过对个人账户缴费率模型中各相关因素与缴费率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可知, 在某一既定水平的

平均余命条件下, 个人账户替代率、工资增长率与缴费率成正比例关系, 基金投资收益率与个人

账户缴费率成反比例关系。由此推知, 与某一既定水平平均余命相对应的个人账户缴费率水平上

限取决于个人账户替代率、工资增长率的最大值和基金投资收益率的最小值, 同理个人账户缴费

率水平下限取决于个人账户替代率、工资增长率的最小值和基金投资收益率的最大值。

1�初始工作年龄与退休年龄
为顺应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世界上多数国家把退休年龄规定在 60

~ 65岁之间。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一般为 65岁, 女性为 60岁及以上
[ 8]
。结合

当前中国人口健康与养老金支出压力的实际, 国内大多数机构和学者认为选择合适时机延长退休

年龄是大势所趋。有观点认为, 2005年以前男女退休年龄应统一为 60岁, 2010年以前把退休年

龄延长到65岁; 还有观点认为, 从 2011年起男女退休年龄应统一延长到 65岁
[ 9]
。另有专家根据

中国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测得男性职工初始就业年龄为 19�2岁, 女性为 19�1岁[ 10]
。这里设定

未来时期中国男女职工的统一退休年龄为 60岁, 在选取 20岁为初始工作年龄时相应的工作年限

则为 40年。

2�平均余命
为保证测算结果的精确度和权威性, 这里直接引用美国普查局关于 2000~ 2050年中国 60岁

人口平均余命的研究数据
[ 11]
作为参数依据。

3�个人账户替代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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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际惯例, 老年人所获得的养老金不应该与在职劳动者工资相等, 一般应占他们最多获

得的工资收入总额的 60%
[12]
。与之相比, 中国全国企业的养老金替代率平均超过了 80%。在中

国现有的经济条件下, 国际劳工组织 1952年 �社会保障 (最低标准) 公约� 中规定的 40%水平

的养老金替代率正处于中等收入户与中等偏下户消费水平之间。这里谨慎地设定基本养老金替代

率最高为 55%
[ 13]
、最低为 50%

[ 14]
, 在保证基础养老金替代率达到 35%水平的情况下, 个人账户

养老金替代率的上限值与下限值则相应为 20%与 15%。

4�平均工资增长率与投资收益率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日益完善, 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率将逐步提高, 如果不出现大的经济

衰退, 4%、6%、8%的投资收益率应该是较为合理的假设
[ 15]
。这里保守地估计未来的投资收益

率不会低于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际收益率水平 3�32% , 最高可以达到 4%。以 1997为评

估时点, 王晓军认为平均工资增长率在未来 5年内为 5%、6~ 10年为 4%、10年以后为 3%
[ 16]

,

这里谨慎设定其最低水平为 3%, 最高可以达到 4%。这样, 与个人账户缴费率下限相对应的工

资增长率与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分别为 3%和 4%。鉴于一些国家长期的实践经验已经证实; 尽

管不同时期各国的工资增长率以及各方面的投资收益率存在差异, 但资本的收益率高于工资增长

率却是相同的事实
[ 17]
。因而从长期平均水平看, 与个人账户缴费率上限相对应的个人账户投资

收益率即使不大于工资增长率至少也要与之相等, 这里设定二者相等。

(三) 数据分析

依据上述参数设定范围, 通过个人账户缴费率模型可以测算出平均余命提高条件下 2000~

2050年间各不同时点对应的个人账户缴费率上限值与下限值 (表 1) , 从而组成各特定时点的缴

费率水平极值区间。

表 1� 2000~ 2050 年个人账户缴费率下限值与上限值范围 %

时间 (年)
个人账户缴费率下限 个人账户缴费率上限

男性 女性 男女算术平均 男性 女性 男女算术平均

2000 4�76 5�36 5�06 8�4 9�55 8�98

2010 5�05 5�81 5�43 8�95 10�45 9�7

2020 5�33 6�26 5�8 9�5 11�35 10�43

2030 5�56 6�53 6�05 9�95 11�9 10�93

2040 5�81 6. 82 6�32 10�45 12�5 11�48

2050 6�04 7�11 6�58 10�9 13�1 12

� � 数据来源: 依据模型表达式计算。所列数值为以表 1中男性平均余命、女性平均余命、男女算术平均余命为标准计算的缴

费率水平。

由于性别因素影响女性平均余命高于男性平均余命, 因而女性平均余命对应的个人账户缴费

率水平最高、男性平均余命对应的缴费率水平最低、男女简单算术平均余命对应的缴费率水平居

中。这就从政策含义的角度预示了依据不同平均余命标准调整个人账户缴费率会造成某种程度上

的养老金权益分享的性别差异。如果按照女性平均余命调整个人账户缴费率, 则女性退休人口平

均余命内的基本生活权益能够获得保障; 在同一缴费率下, 男性因平均余命比女性短而实际享受

待遇年限也短, 因此男性个人账户积累额存在福利剩余可供其亲属继承。如果按照男性平均余命

进行调整, 则男性人口退休之后的基本生活权益能够得到保障; 但在相同缴费率下, 女性个人账

户积累额很可能在平均余命尚未完全到达之前已经支付完毕, 此后的基本生活存在福利保障不

足。若以男女简单算术平均余命作为调整标准, 相对于前两个方案而言, 男性退休人口存在较小

部分的福利剩余, 女性退休人口存在较小部分的权益受损。三种方案中, 如果决策者采用女性平

均余命标准调整缴费率则对女性最有利, 如果采用后两种方案, 则女性权益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损

且尤以前一种情况受损最大。在女性权益存在受损的情况下, 充分考虑以适当政策进行弥补是相

对合意的。比如对女性退休职工, 可以在其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后给予适当的能够保障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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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养老金补贴或提供最低生活救助等等。

四、职工个人账户缴费率承受能力分析

职工个人在现行部分积累制下需要缴纳养老保险费并计入个人账户, 因而在确定平均余命提

高条件下的个人账户缴费率是否能被现实供给条件满足时, 应充分考虑职工个人的经济承受能

力。如果将职工工资收入的使用途径限定为两大部分而不考虑个人投资等其他方面, 那么若其中

一部分用于现期消费, 另一部分则形成储蓄。假设个人工资收入为 y, 个人现期消费为 C, 如果

职工的全部储蓄都用来缴纳养老保险费, 个人养老保险缴费额为 b, 则此时的个人账户缴费率 t

为职工所能承受的缴费率最大值, 即有

t= b/ y= ( y- C) / y= 1- C/ y ( 1)

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消费函数 C= C0+ cy ( 2)

则有

t= 1- C/ y= 1- ( C0+ cy) / y= 1- c- C0 /y ( 3)

选取 1992~ 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职工平均工资数据
[ 18]

, 利用 SPSS

统计软件对 ( 2) 式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协积回归 ( CRDW) 检验, 经修正后的广义差分方程

(Theil_Nagar估计的一阶自相关系数 �= 0�84566) 处理, 得到最终的回归结果:

C = 704�81+ 0�607y ( 4)

t = ( 1�931) ( 5�960) � Ad. R
2
= 0�726

� � 将 ( 4) 式代回 ( 3) 式, 则有

t= 0�393- 704�81/ y ( 5)

在知道各具体年份 y值的情况下即可从 ( 5) 式测算出相应的职工缴纳个人账户费用所能承

受的极限值。因为不同年份的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职工平均工资是随经济波动

而不断变化的, 因此在不同年份职工可承受的个人账户缴费率的最大限度是不同的。为与前面的

参数设定保持计算口径的相对一致性和便于后面的比较分析, 这里在高、低方案中假设职工平均

工资增长率分别为 4%和 3%。以 2005年职工平均工资 18364元为基数进行高、低方案测算, 可

以得出2006~ 2050年相应的平均工资绝对收入和职工可负担个人账户缴费率的极限值。

现在将职工可负担个人账户缴费率的极限值 (表 2) 与平均余命提高条件下个人账户缴费率

上限和下限水平 (表 1) 结合起来, 进而考察未来职工个人是否具有承受平均余命提高条件下个

人账产缴费率的经济能力。在工资增长率为 4%时, 个人账户缴费率处于上限值水平, 同期高方

案中的职工可负担个人账户缴费率的极限值大于前者; 在工资增长率为 3%条件下, 个人账户缴

费率处于下限值范围, 同期低方案中的职工可承受个人账户缴费率的极限值同样高于缴费率下限

水平; 即使未来时期存在一种相对极端的情况, 即当职工个人处于供给能力最弱的低方案中的经

济可承受状态而此时平均余命提高条件下的个人账户缴费率达到最高的上限值水平, 二者数值间

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 这表明职工可以负担个人账户缴费率上限水平的承受能力逐

步增强。

表 2� 不同方案下职工可负担个人账户缴费率的极限值 %

时间 (年)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高方案承受极限 31�779 36�145 37�169 37�860 38�327 38�643

低方案承受极限 31�779 35�989 36�837 37�467 37�936 38�285

� � 数据来源: 2000年承受极限值依据 2000年实际职工平均工资计算而得。

现实社会保险制度下的职工个人除缴纳养老保险费外, 还需要缴纳占工资 2%的医疗保险和

工资 1%的失业保险费。在剔除 3%工资水平的社会保险费后, 高、低方案中职工可负担个人账

户缴费率的极限值仍远远高于个人账户缴费率上限水平。以上定量分析表明, 随着职工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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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逐步提高, 职工个人不但可以承担平均余命提高条件下的个人账户缴费率水平而且其承受

能力在日益增强。

五、结论与讨论

依据平均余命调整个人账户缴费率具有重要性与必要性, 其目的在于保障退休人口平均余命

提高条件下的基本生活需要,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职工个人平均工资水平的逐渐增长表明这一

政策建议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但应当注意到, 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依据平均余命调整

个人账户缴费率才可能实现预定的合意目标。

通过测算分析可以发现, 未来个人账户缴费率下限值范围在满足约束条件时可以低于 8%的

现行水平, 这是今后制度改革需要考虑的方向, 另一方面缴费率上限水平虽然在经济上可以被承

受, 但已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如果在未来时期不能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使相关参数符合设定要

求, 那么这种情势下的个人账户缴费率水平将远高于预测方案中的缴费率上限数值, 距离下限值

目标则更远。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来讲, 水平过高的缴费率是不可取的, 缴费率水平的确

定既应考虑能够保证职工平均余命期间的基本生活需要, 还应适当考虑不过度加重供款者的经济

负担, 进而实现切实保障与经济上可承受的双重目标。退休人口平均余命随科学技术进步、生活

水平提高、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而逐步提高的趋势是具有客观性而不可改变的, 但平均余命之外的

其他相关变量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当调整的。因此, 必须有效运用一系列配套政策使其他相关

参数符合设定要求, 从而保持未来缴费率水平在极值区间内稳定波动并向下限水平适度趋近发

展。这些配套措施将涉及: 严禁提前退休, 逐步统一男女职工退休年龄, 并使之适时提高; 积极

发展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逐步降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 加强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管理, 探索新

的投资增值途径; 化解养老金隐性债务, 积极做实个人账户; 建立公共财政政策, 调整支出结

构, 加大用于养老金补贴的份额等等。解决上述问题不仅是根据平均余命调整个人账户缴费率得

以顺利实施的必要保证, 同时也是当前以及今后推进养老保险制度自身发展的必然需要, 这是通

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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