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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养老保险精算模型, 选择中国养老保险地区差异具有代表性的南部广东省、东北部

的吉林省、中西部的陕西省, 测算和比较了三个地区的人口和参保人口、债务水平、未来收支等, 对

不同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的精算状况作了比较分析, 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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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引言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历经十多年的改革, 取得了一定成就, 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的养老保险模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

题的决定�, 进一步明确指出要逐步做实个人账户, 逐步将社会统筹的层次提高到省级、并在条

件具备时实行全国统筹。但在养老保险的实际运行中, 由于不同地区在养老保险历史债务、经济

水平、人口结构方面的巨大差距, 以及已形成的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等不同的利益格局, 严

重制约了统筹层次的提高。同时, 由于 �统账� 基金混合管理, 历史债务的数额和责任不清, 导

致养老金支付膨胀和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为了补偿养老基金的支付赤字, 地区不得不提高缴费

率, 从而使企业成本增大, 竞争力减弱。在中央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的政策下,

各级财政承担起填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任务。中央和地方财政每年必须拨出大量的款项填补养

老保险支付的亏空。由于缺乏对不同地区养老保险债务水平和收支的精算评估, 各级社会保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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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门对养老保险制度当前和未来的财务状况缺乏足够的认识, 只能在实际面临困境时采取临

时的应对措施, 很难对养老保险赤字补贴的数额做出预先安排, 中央政府对制度未来的债务和收

支状况缺乏了解, 对各地区做实个人账户需要的资金和缴费没有总体把握, 从而不利于做出符合

实际的、在财务上长期稳健的政策选择。

本文将运用精算模型, 选择中国养老保险地区差异具有代表性的南部广东省、东北部的吉林

省、中西部的陕西省, 在采集实际数据的基础上, 测算和比较了三个地区的人口和参保人口、债

务水平、未来收支等, 对不同地区养老保险基金在未来的精算状况作了比较分析, 以期为政府相

关决策提供参考。

二、数据和模型

对地区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长期精算分析, 需要地区人口数、参保人数、分年龄性别的工资水

平和模式、分年龄死亡率、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等数据, 同时需要对未来利率、工资增长率、待遇

调整等做出合理假设。考虑到 2000年人口普查提供了各地区的相关人口数据, 从而选定 2000年

为测算时点。

各省市分年龄性别的城镇人口数据来自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总数和

离休、退休、退职人口总数来自 2001年的 �中国社会保险年鉴�。考虑到死亡率的可能漏报, 测

算中以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生命表作为预测用生命表, 假设男性退休年龄为 60岁、女性为 55

岁, 未来利率为 3% , 工资增长率为 4%, 养老金随工资增长调整指数为 50%。

按照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改革方案, 养老保险覆盖人群在改革时点划分为 �老人�、�中人�、

�新人� 三个不同的队列, �老人� 的养老金保持原来的待遇, 并按照国家政策定期适当调整,

�新人� 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分为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 �中人� 退休后的养老金

除了与 �新人� 相同的两部分外, 还有体现转轨的过渡性养老金部分。在实际中, 由于养老保险

改革进程的差别, 不同地区养老保险改革时点存在差异。广东省从 1994年开始实行统账结合的

养老保险制度, 以 1994年为界划分成三个不同队列, 而吉林省和陕西省的划分界线分别为 1995

年和 1996年。在待遇标准上, 三个地区在 �中人� 过渡性养老金的计算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控制过渡性养老金的过度膨胀, 广东省在劳动部推荐的指数化方法的基础上, 把计算调整指

数的时间截止到 2001年 7月 1日; 吉林省的 �中人� 过渡性养老金指数化方法采取从 1995年到

1997年的三年缴费工资在社会平均工资中的平均比例计算; 陕西直接采用劳动部推荐的指数化

方法。三个地区的 �老人� 养老金都按退休前工资的 80%比例发放, 基础养老金按当地上年社

会平均工资的 20%发放。

具体地, 广东省 �中人� 过渡性养老金的计算公式为:

B
m

a, t, g = b
m

a, t, gI a, t , g + A

� � 其中, b
m
a, t , g表示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基数, I a, t, g表示 2001年至职工退休年过渡性养老金调整

比例, A 表示调节金, 它等于 1997年职工平均工资的 10%。

b
m

a, t , g = C99 �
�
1999

i= 1993

X i+ 1

Ci

+
X 0

C0
mn

7�5+ n
� Sp � Cof

� � 其中, X 0表示 1993年本人标准工资加国家和省规定的补贴, C0 表示 1993年职工平均标准

工资加国家和省规定的补贴, X i 表示 i年职工本人的缴费工资, C i 表示 i 年职工平均工资, n为

视同缴费年限, m 为临界指数的调整系数, Sp 为 1998 年 6 月底以前的缴费与视同缴费年限,

Cof 为计发比例, 累计缴费年限 (含视同缴费年限) 满 10年不满 15年的为 1�0%, 满 15年以上

的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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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过渡性养老金确定公式为:

B
m

a, t , g = �S t+ r- a- 1 �
�
1997

i= 1995

X i

�S t+ r- a

3
� Sp � Cof

� � 其中, �S t+ r- a- 1表示退休前一年社会平均工资。

陕西省的过渡性养老金计算公式为:

B
m

a, t, g = Ct+ r- a- 1 �
�
n

i = 1993

X i

C i

n - 1993+ 1
� Sp � Cof + bSp

� � 其中, n 为退休前的工作年数, b 为每工作一年的待遇调整系数。

各省区养老保险长期精算分析模型采用王晓军的方法 � � , 这里不再赘述。

三、人口和制度覆盖人口

从人口普查数据看, 2000年, 广东省人口总数为 8475万, 吉林省为 2680万, 陕西省为 3537

万, 广东省的总人口是吉林省的 3�16倍, 是陕西省的 2�4倍。从人口结构看, 三个省的 60岁以

上老年人口抚养比相差不大, 广东省为 13�1%, 吉林省为 13�4%, 陕西省为 15�1%。广东省由
于年轻劳动力的大量迁入, 人口相对年轻。

从制度覆盖人口看, 2000年, 广东、吉林、陕西三个省养老保险缴费职工人数分别为 731

万人、261万人和 219万人, 养老金领取人数分别为 159万人, 36万人和 78万人, 相应的制度内

抚养比分别为 22%、36%和 36%。制度内抚养比越高, 现收现付制度下的缴费负担就越重, 从

而, 吉林省和陕西省的缴费负担大大高于广东省。

依据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提供的各省劳动参与率、失业率, 以及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制度

覆盖率、养老保险费征缴率等数据, 按年龄递推移算方法, 可以测算出未来 10年内三个省的参

保人口及其年龄结构, 见表 1。表中显示, 在未来 10年内, 三个省制度内抚养比都有不同程度

的下降, 这主要是扩面和新劳动力不断加入的结果, 广东省到 2010年制度内抚养比迅速下降到

15% , 吉林和陕西仍然保持在27%和 29%的高水平上。

表 1� 广东、吉林、陕西的缴费人数、退休人数和制度内抚养比 万人, %

年份
广东省 吉林省 陕西省

缴费 退休 抚养比 缴费 退休 抚养比 缴费 退休 抚养比

2000 731 159 22 261 93 36 219 78 36

2005 1140 175 15 308 88 29 233 75 32

2010 1435 209 15 333 89 27 248 73 29

� � 四、历史债务和年度到期债务
前面提到, 尽管不同地区养老保险改革的时点存在差异, 但基本上从 1998年起, 各地区都

按国务院的规定实行了与全国方案的并轨, 为了比较不同地区历史债务的差距, 这里以 1998年

7月 1日为测算时点, 分别按广东、吉林、陕西三省养老保险覆盖人口和规定的 �老人� 养老金

和 �中人� 过渡性养老金的计算标准, 可以测算出 �老人� 债务、 �中人� 债务、总债务、人均

债务等, 列入表2。可见, 从绝对数额上看, 广东省的债务总额最高, 达到2189亿元, 吉林省的

最低, 为 1203亿元。从债务相对GDP 的水平看, 陕西省最高, 为 92%, 广东省却只有 28%。从

人均债务水平看, 人均债务最高也是陕西省, 为 6�2万元, 最低的是吉林省, 为 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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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老保险的历史债务是通过 �老人� 养老金和 �中人� 过渡性养老金逐步偿还的, 也就

是说, 每年需要支付的 �老人� 养老金和 �中人� 过渡性养老金正是养老保险当年的到期债务。

如果把到期债务与当年缴费总额比较, 就可以计算出为满足到期债务支付所需的缴费率。表 3列

出了广东、吉林、陕西三个省为满足到期债务所需的缴费率。

由于 �中人� 的陆续退休, 在未来 10年内, 到期债务呈增加趋势。养老保险的扩面和工资

的增长, 使缴费工资总额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从而, 满足到期债务的缴费率呈降低趋势。2005

年, 广东省为满足到期债务需要的缴费率为 8%, 到 2010年降低到 6%, 吉林省从 2005 年的

28%降低到 2010年的 23% , 陕西省从2005年的 24%降低到 2010年的 23%。

� � 可见, 不同省区在偿还养老金历史债务的财务压力上具有较大差距, 而这一债务的偿还责

任并没有明确, 实际中采取了代际转移逐步消化和各级财政确保补贴的方式, 模糊了各级财政和

社保的职责界限, 加重了社保对财政的依赖, 弱化了养老保险基金的偿付能力, 从而不利于养老

保险制度的稳健发展。

表 2� 广东、吉林、陕西 2000 年历史债务

地区 老人债务 (亿元) 中人债务 (亿元) 总债务 (亿元) 总债务 GDP 百分比 参保职工人均债务 (万元)

广东 1108 1081 2189 28 5�2

吉林 604 599 1203 77 4�3

陕西 569 731 1278 92 6�2

表 3� 三省到期债务和满足到期债务的缴费率 亿元, %

年份
广东省 吉林省 陕西省

到期债务 缴费工资 缴费率 到期债务 缴费工资 缴费率 到期债务 缴费工资 缴费率

2001 97 726 13 54 156 35 48 144 33

2005 98 1168 8 57 205 28 61 216 24

2010 105 1768 6 61 266 23 96 323 23

� � 五、年度收支
现行制度下, 统筹基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单位的缴费, 统筹基金支出包括 �老人� 养老金支

出、�中人� 过渡性养老金支出、�中人� 和 �新人� 基础养老金支出以及补偿个人账户不足部分

的支出等。2001年, 广东省统筹基金有一定结余, 而吉林省和陕西省的统筹基金已出现当年支

付赤字, 采用前面提到的精算模型, 假设三个省统筹基金的缴费率都为 20% , 可以测算出到

2010年三个省统筹基金年度收支和结余, 列入表 4。可见, 在未来 10年内, 广东省的统筹基金

收入足以应付支出, 统筹基金结余逐年增加, 而吉林省和陕西省的统筹基金收支一直赤字运行,

表明对于历史债务较大、养老保险覆盖人口相对老化的地区, 统筹基金根本不能维持收支平衡,

在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混合管理的情形下, 必然动用个人账户基金, 从而很难实现做实个人

账户的目标。

六、结论和建议

前面的测算分析表明, 我国不同地区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口和基金收支具有很大差距。广东省

因年轻劳动力的大量流入, 人口结构相对年轻, 其社会养老保险又几乎覆盖了所有城镇从业人

口� , 使养老保险制度内人口抚养比较低, 而吉林省和陕西省因人口结构相对老化, 养老保险覆

盖面较低, 使制度内人口抚养负担较重。从债务水平看, 广东省养老保险的历史债务相对其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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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只有 28%, 由于其工资水平较高 � , 缴费人群规模较大, 使应付债务所需的缴费率很

低, 到2010年大约需要 6%的缴费率就可以应付当年偿还债务的支出。相比之下, 吉林省和陕西

省历史债务相对其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达到 77%和 92%, 到 2010年应付债务所需的当年缴费率仍

然高达23%。从年度收支预测结果看, 在2010年前, 广东省的统筹基金收入足以应付支出, 每

年都会形成一定的结余, 不需要任何财政补贴。而吉林省和陕西省按照规定的 20%的统筹基金

缴费率, 每年都会出现支付赤字。

表 4 � 统筹基金年度收支预测 亿元

年份
广东省 吉林省 陕西省收

收入 支出 结余 收入 支出 结余 收入 支出 结余

2001 143 98 45 33 56 - 23 19 49 - 29

2005 214 104 110 43 66 - 23 33 56 - 23

2006 230 107 123 45 69 - 24 37 58 - 21

2007 246 111 135 47 72 - 25 40 60 - 20

2008 262 117 145 49 76 - 26 44 63 - 19

2009 278 122 156 52 79 - 26 48 65 - 17

2010 295 128 167 55 82 - 27 52 68 - 16

� � 不同地区在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和偿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必然阻碍全国统筹的进程。如果

在如此巨大的地区差距下实行全国统筹, 必然带来较大的地区间收入再分配, 在当前财政分灶、

社保分割管理的情况下, 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 导致地区间的利益冲突和矛

盾, 从而不利于不同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 在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 我国养老保

险应该以实现和完善省级统筹为主要目标。同时也应该从制度设计上重新论证全国统筹的范围,

如果能够把全国统筹限定在对基础养老金, 也就是对现行制度中按当地上年社会平均工资 20%

发放的部分实行全国统筹, 将大大缩减全国统筹带来的地区收支再分配, 从而有利于全国统筹制

度建立。

从测算结果也可以看出, 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和偿付能力的差距, 不仅是由于不同地区

在人口、参保人口、经济水平、待遇标准上具有差距, 更重要的是不同地区在养老保险历史债务

上的差距, 我国对养老保险历史债务实际上采取了代际转移的方式逐步偿还, 从而给不同地区的

养老保险基金带来不同的支付压力。在未来 10年内, 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主要是偿还历史债务,

如果能够采取各种措施把历史债务剥离出去, 将大大缓解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的支付压力, 从

而真正实现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的分离, 建立实账积累的个人账户, 并缩小不同地区在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上的差距, 也有利于全国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

[责任编辑 � 王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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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04� , 2003年广东、吉林、陕西的人均工资分别为 19986元、11081元、11461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