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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替代率警戒线测算模型及实证分析
) ) ) 以陕西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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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养老保险必须维持退休职工基本生活的原则, 本文将养老保险替代率警戒线界定为能够

维持退休职工基本生活的替代率水平下限, 以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 ELES) 为基础, 构建了养老保险替

代率警戒线模型和指标体系, 并以陕西省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997~ 2006 年陕西省的养

老保险替代率警戒线约为 45% , 基本保持稳定; 但同一时期陕西省养老保险实际替代率下降速度较

快, 按照这一趋势, 将在 2012年前后触及警戒线水平, 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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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Calculation of Pension Insurance Substitution Rate Alertness Line:

Based on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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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al that pension insurance must satisfy with basic living demand of

retired staff, the pension insurance substitution rate alertness line is fixed at the lower limit. Based on 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 ELES) the pension insurance substitution rate alertness model and indicator system

are established, 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taking Shanxi Province as example is made. The results

demonstrates that from 1997 to 2006, the substitution rate alertness line was 45% , remaining steady; whil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real substitution rate decreased at a relatively high speed. The trend will continue.

The alertness level will have been reached around 2012, which will bring about severs impact on retired staff. s

basic liv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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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2005年 5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6 也明确指出, 保障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 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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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之一 ¹。实践中, 一般用养老保险替代率来衡量退休职工的生活水平。养老保险替代率是

指某时期内退休职工养老保险金水平与在职职工工资水平的比值
[ 1]
。替代率过低, 退休职工基本

生活无法得到保障, 因此, 养老保险替代率必须以维持退休职工基本生活为底线。相应的, 养老

保险替代率警戒线就是能够维持退休职工基本生活的替代率水平下限。

自1997年 /统账结合0 的养老保险制度在我国确立, 到2006年的10年间, 我国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替代率从 70134%下降到 50130% º , 降幅超过 20%, 如果按此趋势继续下降, 将会触及替

代率警戒线, 无法保障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因此, 准确测算养老保险替代率的警戒线, 不仅能

为养老保险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而且关系到退休职工的切身利益, 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侧重于对养老保险替代率水平的评价。施瑞博尔 ( Schreiber) 对美国

/婴儿潮0 一代人的养老金收入与生活支出进行对比分析, 指出制度设计的替代率水平较低, 使

得退休者收入不足
[ 2]

; 雷维 ( Levy) 等通过统计分析指出, 长寿风险与医疗开支等因素使得美国

/ 401K计划0 的替代率水平降低, 对参保者的保障作用有限
[ 3]

; 瑞德 ( Rehder) 等的分析表明,

由于养老保险基金收益变化, 导致养老保险替代率的不确定性呈现增强趋势
[ 4]
。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现行养老保险政策替代率水平的测算与分析。褚福灵通过政策

模拟和统计数据的比较指出, 我国养老保险替代率实际水平明显低于按规定缴费率计算的替代率

水平
[ 5]
。高建伟等根据现行养老保险政策的规定构建模型, 对青年和中年职工替代率水平进行了

预测和比较, 指出不同群体养老保险替代率差异较大
[ 6]
。柳清瑞则指出,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基本

养老保险替代率下降过快, 应建立调整机制进行控制
[ 7]
。只有米红从保障退休职工生活的角度,

运用线性支出系统构建了替代率的评估模型, 对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进行

测算
[ 8]

, 但是, 该研究的模型存在一定缺陷» , 测算指标也未结合退休职工特点进行选取。在作

者检索的文献中, 尚未发现关于养老保险替代率警戒线的专门研究。

因此, 根据养老保险必须维持退休职工基本生活的原则, 本文以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 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ELES) 为基础, 构建养老保险替代率警戒线的测算模型, 并结合退休

职工的生活支出特点选取测算指标, 最后以陕西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以期为完善我国养老保险

制度提供参考依据。

二、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一) 模型构建

根据养老保险替代率警戒线的概念, 可以将其表示为维持退休职工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货币支

出与在职职工工资收入的比值。因此, 本文首先借助 ELES模型对保障退休职工基本生活必需的

货币支出进行测算, 然后根据货币支出量和在职职工工资收入计算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的警戒

线。

ELES模型是经济学家路迟 ( Lunch) 在线性支出系统 ( LES) 基础上改进的模型。它能够把

居民生活支出分解为基本消费支出和超额消费支出。ELES模型可以表示为:

C i = Cci + bi ( I - E
k

i= 1

Cci )   ( i = 1, 2, ,, k; 0 [ bi [ 1; E
k

i= 1

bi X 1) ( 1)

  其中, Ci 表示居民对第 i 类商品的支出; Cci 表示居民对第 i类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 bi 表

示第 i 种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 I 表示可支配收入; bi ( I- E
k

i= 1
Cci ) 表示居民对第 i 类商品的

超额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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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 该模型的矛盾在于: 将养老保险替代率界定为 / 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在退休期的生活水平对退休前生活水平的替代程度0 ,
进而将其表示为退休期的基本支出与退休前收入的比值, 是一个纵向指标, 而线性支出系统, 是研究同一时期居民收入与
基本生活支出之间关系的横向指标, 并不适用于测算该文界定的替代率。

根据 1997- 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测算。
由于我国尚未颁布统一的农村养老保险政策, 因此, 本文中的 / 养老保险0 指 /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0。



因此, 保证退休职工基本生活所需的货币支出, 即基本消费支出 Cc可以通过对公式 ( 1) 的

推导得出。将其变形得到:

C i= ( Cci - bi E
k

i= 1
Cci ) + biI ( 2)

令 a i= Cci - bi E
k

i = 1
Cci ( 3)

则有: Ci = a i+ biI+ Ei ( 4)

其中, Ei 表示随机项。

由于居民对第 i类商品的支出C i、居民可支配收入 I 可以从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得, 因此, 公

式 ( 4) 中的参数 a i 与 bi 的值可以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出。Cc则可以通过与a i 和 bi 有关的表达

式求解。

将居民对 i 类商品的支出加总, 公式 ( 3) 可表示如下:

E
k

i= 1
ai = E

k

i= 1
Cci - E

k

i= 1
bi E

k

i= 1
Cci = E

k

i= 1
Cci ( 1- E

k

i= 1
bi )

即, Cc= E
k

i= 1
Cci = E

k

i= 1
ai A ( 1- E

k

i= 1
bi ) ( 5)

根据养老保险替代率警戒线和公式 ( 5) , 可以推导出警戒线的测算模型。即,

T=
Cc
W

=
E
k

i= 1
aiP ( 1- E

k

i= 1
bi )

W
=

E
k

i= 1
ai

W ( 1- E
k

i = 1
bi )

( 6)

其中, T 表示养老保险替代率警戒线, W 表示在职职工平均工资。

(二) 指标选取

本模型主要涉及居民生活支出、可支配收入以及在职职工平均工资三类指标。其中, 居民可

支配收入、在职职工平均工资可从各年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得; 居民生活支出包括消费性支出、转

移性支出、购房建房支出、财产性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等, 由于退休职工与一般居民消费结构存

在差异, 因此, 必须结合退休职工的特点, 对居民生活支出指标体系进行调整。首先, 退休职工

是社会保障的受益人群, 不再缴纳各项社会保障费用, 因此剔除社会保障支出项目; 其次, 退休

职工住房问题一般已经解决, 退休后不会产生购房与建房支出, 因此剔除购房与建房支出项目;

另外, 历年来城镇居民的平均财产性支出的绝对量与相对量很小 ¹ , 可以忽略不计。据此, 本文

假定退休职工的生活支出只包括消费性支出 º 和转移性支出, 具体指标如表 1所示。

表 1  退休职工生活支出指标体系 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食品        ( X1 ) 缴纳各种税金     ( Y1)

衣着        ( X2 ) 捐赠赠送支出     ( Y2)

家庭设备用品    ( X3 ) 贷款利息       ( Y3)

消费性支出 ( X )
医疗保健      ( X4 )

转移性支出 ( Y )
抚养、赡养支出   ( Y4)

交通通信      ( X5 ) 非储蓄性保险支出   ( Y5)

教育文化娱乐    ( X6 ) 其他转移性支出   ( Y6)

居住        ( X7 )

杂项商品与服务   ( X8 )

三、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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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本文中消费性支出指商品性消费支出, 不包括服务性消费支出。因为服务性消费支出指居民用于支付社会提供的各种文化
和生活方面的非商品性娱乐费用, 不属于生活必须支出。

根据陕西省 1997- 2006年陕西统计年鉴计算, 城镇居民的平均财产性支出都在 1元左右。



1997年 5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6 的颁布, 标志着我国

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制度确立。因此, 本文以 1997年为起点, 根据 1998~ 2007年 5陕西统计

年鉴6, 选取各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职职工平均工资及经过调整的居民生活支出等数

据; 同时, 把城镇居民分为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和高收入户五组测

算基本生活支出。

(二) 参数估计

把1997~ 2006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退休职工的消费性支出、转移性支出数据代入公式 ( 4) ,

建立回归方程组, 用 SPSS1110分别计算历年退休职工各支出项目的 a i、 bi 的估计值 âi、b̂i 以及

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R
2
, 结果见表 2与表 3 ¹。

表 2 1997~ 2006 年陕西省退休职工消费性支出指标的参数估计值

时间 参数
消费性支出项目

X 1 X 2 X 3 X4 X 5 X 6 X 7 X 8

âi 7191881 361542 - 2011038 - 121475 - 51853 1501093 2211994 - 261515

1998 b̂ i 01167 01083 01124 01058 01047 01058 01041 01045

R2 01993 01968 01983 01942 01955 01941 01921 01839

âi 7381144 591529 - 2391001 531901 - 381857 611641 2101392 - 102137

2000 b̂ i 01161 01068 01141 01054 01067 01097 01050 01063

R2 01974 01941 01958 01985 01973 01966 01722 01888

âi 9251739 1241861 391133 151783 1171117 1671357 1001576 271161

2002 b̂ i 01143 01061 01063 01068 01058 01103 01082 01022

R2 01964 01991 01988 01990 01968 01998 01970 01997

âi 9631368 1521062 - 531605 971464 621772 3451350 401621 31335

2004 b̂ i 01158 01057 01058 01052 01065 01108 01076 01026

R2 01968 01930 01996 01971 01964 01954 01952 01995

âi 10971350 421935 - 71854 991345 821549 3021823 2831847 261027

2006 b̂ i 01147 01072 01051 01089 01071 01123 01034 01062

R2 01914 01923 01964 01908 01962 01954 01991 01987

表 3 1997~ 2006 年陕西省退休职工转移性支出指标的参数估计值

时间 参数
消费性支出项目

Y1 T 2 Y3 Y4 Y5 Y6

âi - 01874 - 821316 - 01802 - 381637 - 31514 - 261794

1998 b̂ i 010002 01072 01000 01037 01002 01012

R2 01563* 01980 01567* 01846 01640* 01867

âi - 51665 - 111082 - 01503 - 691334 11860 - 261516

2000 b̂ i 01002 01055 01000 01045 01001 01011

R2 01801 01916 01466* 01935 01621* 01890

âi - 181276 81285 - 71653 - 11008 41006 11838

2002 b̂ i 01005 01049 01003 01042 01001 01003

R2 01889 01994 01951 01824 01291* 01932

âi - 431166 201665 - 21975 - 1071274 - 31080 - 11472

2004 b̂ i 01009 01052 01016 01068 01002 01004

R2 01903 01921 01708* 01959 01978 01986

âi - 671128 - 71803 - 31314 - 381496 - 21116 - 71336

2006 b̂ i 01011 01043 01017 01034 01015 01004

R2 01912 01923 01701* 01943 01890 0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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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由于篇幅原因, 在此只选取偶数年份测算结果, 奇数年份测算方法与偶数完全一致, 表 4与此相同; 表 2与表 3中, 带 *
的数据没有通过显著性 (A= 0105) 检验, 可能是由于统计样本选取的随机性波动较大所致, 其他数据均较好地通过了回归
方程的拟合优度检验, 方程和系数均通过显著性 (A= 0105) 检验。



  (三) 测算结果

把表 2和表 3的参数估计值以及 1997~ 2006年陕西省在职职工的平均工资数据代入公式

( 6) , 可以得到养老保险替代率的警戒线, 如表4所示。

表 4  1997~ 2006 年陕西省养老保险替代率警戒线

时间
参数

求和

消费性

支出
转移性支出

退休职工年基本

生活支出 (元)

在职职工年平均

工资 (元)

替代率警戒线

( % )

替代率实际

水平 ( % )

1998
ai 8821629 - 1521936

2872183 6029100 47165 68105
b i 01623 01123

2000
ai 7431378 - 1051051

3424120 7804100 44140 67190
b i 01700 01114

2002
ai 15181022 - 121807

5068106 10351100 48196 67121
b i 01600 01103

2004
ai 16111367 - 1371302

5872177 13024100 45109 57131
b i 01598 01151

2006
ai 19271023 - 1261193

7939162 16918100 46193 55115
b i 01649 01124

  资料来源: 1997~ 2006年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来自历年 5陕西统计年鉴6 ; 1997~ 2006年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的实际值来自陕
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统计公报。

从表 4可以看出, 1997~ 2006年陕西省养老保险替代率警戒线的平均值为 45101% , 基本保

持平稳。其中, 1998年前后我国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政策进行了改革, 对退休职工的消费具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导致 1998年警戒线偏高; 2002年在职职工工资的增速减缓, 导致 2002年的

警戒线相对偏高。

四、进一步分析

根据表4, 将 1997~ 2006年陕西省养老保险替代率实际水平、警戒线作图。

图  1997~ 2006年陕西省养老保险替代率实际值及警戒线趋势图

如图所示, 尽管 1997 ~ 2006

年陕西省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的

警戒线保持在 40% ~ 50% 之间,

平均值为 45101% , 呈现平稳趋

势, 但此期间替代率的实际水平

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 两者差值

从 1997 年的 27127% 快速减少到

2006 年的 4185%。照此趋势, 基

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将很快触及警

戒线, 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将受

到较大影响。因此, 有必要对基

本养老保险替代率触及警戒线的

时间进行测算。

根据表4中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的实际水平, 用直线趋势法对其发展趋势进行拟和, 用 t 表

示年份, 设1997年的 t 为 1, 得到趋势方程如下:

T= - 1199t+ 75134 ( 7)

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判定系数为 R
2
= 01749, A= 010015, 拟合值如图 1所示。由表 4可

知, 1997~ 2006年陕西省养老保险替代率警戒线的平均值为 45101%, 因此, 令公式 ( 7) 中的

T= 45101, 得到 t= 15124。也就是说,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 在 2012年前后, 陕西省基本养老

保险的替代率将触及警戒线。

五、结论

本文从养老保险必须维持退休职工基本生活的原则出发, 以扩展线性支出系统为基础, 结合

(下转第 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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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压力趋于减轻, 养老金替代率比较平稳,

养老金收益率明显提高。因此, 实施新的养老

保险制度有利于缓解日益紧张的财政支付压

力, 增强在职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扩大养老保

险覆盖面, 促进代际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 体

现了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公共政策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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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职工生活支出的特点, 构建了养老保险替代率警戒线的测算模型和指标体系, 并以陕西省为

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997~ 2006年陕西省养老保险替代率警戒线保持在 40% ~ 50%之

间, 基本呈现平稳趋势。但是, 同一时期, 陕西省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的实际水平下降速度较

快, 进一步测算表明, 它将在 2012年前后触及警戒线, 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 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加养老基金支出控制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的下降, 实践

中, 2006年出台的调整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维持养老保险替代率水平, 保

障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但从长期来看, 受人口老龄化趋势影响,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及隐性

债务规模还将继续扩大
[ 9]

, 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仍然面临继续下降, 可能触及警戒线的压力。因

此, 只有尽快健全养老保险的第二、第三支柱, 尤其是企业年金计划, 提高退休职工收入, 发挥

其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 才是防止养老保险替代率触及警戒线, 保障退休职工基本生活的

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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