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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供了一个用于分析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财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的动态微观模拟

模型, 并依据长春市的微观数据进行了新旧养老保险制度的模拟实验。实验结果指出尽管实施新的养

老保险制度会带来收入差距的轻微扩大, 但能够使养老金收支尽快趋于平衡, 财政补贴明显降低, 养

老金替代率比较平稳, 养老保险收益率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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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dynamic microcosmic simulation model of f inancial and income distribut ion effects

on pension insurance institutional reform is established and a simulative experiment on former and current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s in made based on micro-data of Changchun Cit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despite the minor enlargement of income disparity is brought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it would balanc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pension soon, cut fiscal subsidy substantially,

stabilize pension substitution rate and improve pension insurance earning rate cl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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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引言

近年来,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日趋失衡。2005 年

底, 我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养老保险制度, 力图

通过实施新制度实现缩小养老金收支缺口和缩

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标。然而, 公共政策

的设计和评价需要宏观经济模型的支持, 但传

统宏观经济模型 (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可计算

一般均衡模型) 均采用总量分析模式或典型个

体分析模式, 无法分析公共政策对不同微观个

体的收入分配效应和微观个体收入分配变化导

致的财政效应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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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美国奥尔卡特 ( Orcutt ) 提出的微

观模拟建模方法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

的思路
[ 2]
。50年来, 随着计算技术的飞速发

展和微观数据资源的日益丰富, 西方国家先后

研制了许多适合本国国情的微观模拟模型, 用

于帮助政府部门设计和评介与居民收入分配有

关的公共政策。微观模拟模型最初主要用于税

收制度财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的评价方面。

20世纪 90年代初, 随着社会人口的日益老龄

化, 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将微观模拟模型应用于

养老保险制度分析领域, 如在 1993 年国际微

观模拟大会上, 奈利森 ( Nelissen) 应用荷兰

微观模拟模型分析了养老金平滑利率模式的收

入分配效应
[ 3]
; 盖勒 ( Galler) 应用德国微观

模拟模型探讨了女性养老金过低的问题
[ 4]
; 埃

克林德 ( Eklind)、埃里克森 ( Eriksson)、豪瑟

纽斯 ( Hussenius) 和穆勒 ( Muller ) 应用瑞典

微观模拟模型探讨了提高工资税以辅助养老院

计划的实施问题
[ 5]
; 安德理森 ( Andreassen)、

弗里德 里克森 ( Fredriksen ) 和 利欧尼 斯

(Ljones) 应用挪威微观模拟模型 ( MOSART)

分析了退休人口和养老金的未来变化趋势
[ 6]
。

在 1997 年国际微观模拟大会上, 莫里森

( Morrison ) 应 用 加 拿 大 微 观 模 拟 模 型

(DYNACAN) 分析了该国的养老金计划的财政

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
[ 7]
。在 1998年国际微观

模拟大会上, 包尼特 ( Bonnet ) 和马海尤

(Mahieu) 应用法国微观模拟模型分析了公共

养老金的回报率逐渐减少的问题
[ 8]
; 考德威尔

( Caldwell) 和莫里森 ( Morrison) 论述了应用加

拿大微观模拟模型 ( DYNACAN) 和美国微观

模拟模型 ( CORSIM) 分析加拿大养老金政策

的有效性问题
[ 9]
。

微观模拟模型及其应用在我国起步较晚,

主要是由于微观数据的匮乏。1999 年, 高嘉

陵
[ 10]
率先研制了烟台微观模拟模型, 用于分

析 1997 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财政效应。

2005年, 张世伟、李学和樊立庄
[ 11]
研制了长

春微观模拟模型, 用于分析若干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方案的财政效应。本文提供了一个养老保

险制度微观模拟模型, 应用长春市微观数据,

分析 2005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财政效应和

收入分配效应。本文将首先论述养老保险制度

微观模拟模型, 然后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模

拟结果进行分析。

二、养老保险制度微观模拟模型

微观模拟是指以个人、家庭或企业等微观

个体作为描述和处理的对象, 应用计算机模拟

现实经济系统的过程。在养老保险制度微观模

拟模型中, 区域经济由大量微观个体 (个人)

组成; 每个微观个体的状态能够通过一系列生

命事件和政策实施事件得以更新; 区域经济变

量是微观个体状态的自然累积。由于人们掌握

的微观数据与待分析的经济环境通常存在一定

时滞, 需要应用 �时化 ( aging) � 技术将原始

数据转化为能反映目标期经济现实的数据。时

化技术分为静态时化和动态时化 (对应于静态

模型和动态模型)。静态时化是把基础期数据

一步时化到目标期, 通常采用重新加权和属性

调整的方法。动态时化是根据微观个体的生命

事件和政策实施事件, 逐步通过状态转换将基

础期数据时化到目标期。静态模型通常适合于

分析经济政策的即期效应, 而动态模型通常适

合于分析经济政策的长期效应。

为了分析养老保险制度对微观个体收入分

配状况和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 我们研制

了一个动态微观模拟模型。模型采用基于事件

的模拟方法, 并随时间推移向前演进。模型主

要包括两类事件: ( 1) 生命事件, 包括微观个

体的死亡、生育、教育、婚姻、就业和收入;

( 2) 政策实施事件, 包括养老金筹集和养老金

发放。其中, 微观个体的生命事件依据其所处

的区域经济环境的统计数据随机发生, 政策实

施事件依据待分析的养老保险制度条例实施。

在每一轮 (单位: 年) , 每个事件 (包括生命

事件和政策实施事件) 都按指定的概率随机地

作用到相应的微观个体上, 导致微观个体的状

态发生改变, 区域经济变量 (如人口结构、收

入分配和财政收支等) 通过对微观个体状态自

然累积估算得出 (见表 1)。

我们在微机上应用 V- Fox 编程实现了该

模型, 整个模拟过程均基于数据库操作, 数据

库包括微观数据库和宏观数据库。微观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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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经济中一轮发生的事件序列
序 号 事 件 说明

( 1) 死亡事件 依据性别年龄组的死亡率, 模拟一个人死亡情况

( 2) 生育事件 依据年龄段生育率, 模拟一已婚妇女是否生育情况

( 3) 教育事件 依据入学率, 模拟一个人接受教育情况

( 4) 婚姻事件 依据结婚率, 模拟一对未婚男女结婚情况

( 5) 就业事件 根据就业率、行业分布和职业分布, 模拟一个人就业情况;

( 6) 收入事件 依据行业工资率、职业和年龄特征, 模拟一个人收入情况

( 7) 养老金筹集事件 依据养老金筹集政策, 模拟在岗职工缴纳个人养老金情况

( 8) 养老金发放事件 依据养老金发放政策, 模拟退休职工接受个人养老金情况

( 9) 区域经济变量统计 依据个人状态, 统计人口变动情况、财政收支情况和收入分配情况

存储某个地区的微观数据, 每个记录代表一个

微观个体某个时期的状态, 包括户别、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教育状况、婚姻状况、就业

状况、所属行业、所属职业、工龄和收入等特

征。区域经济数据库包括参数库和动态库, 参

数库存储与微观数据密切相关的区域经济统计

信息, 包括死亡率、生育率、入学率、结婚

率、就业率和工资率等。动态库存储作为模拟

结果的区域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 包括职

工人数、养老金收支和财政补贴等。依据区域

经济统计信息, 模型不断重复地将一轮发生的

生命事件和政策实施事件作用于每个微观个

体, 微观个体的状态依次发生了变化, 通过对

微观个体状态的统计估算, 得到区域经济动态

的时间序列数据。

微观模拟本质上是一个弥补缺失数据的过

程。由于获取微观数据的成本比较高, 人们掌

握的微观数据通常与待分析的经济环境存在差

异, 动态微观模拟通常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初

始化处理。初始化处理通常包括两部分: ( 1)

数据结构调整, 通过增加或删除一些微观个

体, 使得微观数据库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趋于

一致; ( 2) 数据属性补充, 通过将多个微观数

据源 (或区域经济数据源) 进行匹配处理, 为

微观数据补充缺失的数据属性。通过这些处

理, 能够使得微观数据库内容与待分析的经济

环境基本一致。

三、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模拟结果

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对于平滑居民跨期收

入分配和缩小即期收入差距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 但随着社会老龄化不断加剧和职工人数

不断下降, 养老金收支日趋失衡, 政府财政支

出不断加大。为了缓解日趋紧张的养老金支付

压力, 依据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 我国政府

于2005年底设计并于 2006年实施了新的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新旧养老保险制度在

养老金筹集和发放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调整。

我们应用长春市的微观数据和区域数据建

立了一个长春市养老保险政策微观模拟模型

(简称: 长春模型) , 以长春市为例, 对我国新

旧养老保险制度作用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微

观数据来自于吉林省统计局 2005 年人口抽样

统计调查数据, 我们根据长春市 2005年的区

域经济参数 (年龄分布、文化程度分布、行业

分布和职业分布等) 从中抽取了 49054条微观

数据, 它们代表了长春市 321万城镇人口的基

本信息 (比例因子为 1 : 65) , 区域经济数据

来自吉林省统计年鉴。

我们应用长春模型模拟新旧养老保险制度

的实施效果, 对于每个制度, 模型运行周期为

40年。在模型运行期间, 我们假设: ( 1) 人

口政策和就业政策不变; ( 2) 职业分布和行业

分布不变; ( 3) 不存在人口迁移; ( 4) 职工全

部参加养老保险, 并按法定年龄退休。

图 1给出了新旧养老保险制度下, 养老金

累计余额的变化趋势。当养老金年度余额出现

赤字的时候, 政府会通过财政补贴来弥补赤

字, 在此情况下, 养老金的年度余额等于养老

金的累计余额。如果政府实施旧的养老保险制

度, 从 2006年到 2045年, 养老金的年度余额

和累计余额逐年增加, 但一直处在赤字状态;

如果政府实行新的养老保险制度, 则 2038年

以后养老金的年度余额和累计余额将消除赤

字, 产生盈余。在 40年的运行周期内, 实施

新制度在养老金年度余额和累计余额方面优于

旧制度, 政府的财政支出要明显小于旧制度,

且随着养老金累计余额赤字的逐渐消除, 财政

支出路径将比较平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政

府实施旧的养老保险制度, 由于人口老龄化趋

势的加剧, 养老金的收支存在严重赤字, 加重

了后代人的经济负担, 造成了代际之间收入分

配的不公平。如果政府实施新的养老保险制

度, 养老金缴纳总量增加, 可以使养老金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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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趋于平衡, 且财政支出的平滑路径可以有

效避免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 为经济健康稳定

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图 1� 养老金累计余额的变化趋势

图 2� 养老金替代率的变化趋势

图2给出了新旧养老保险制度下, 养老金

替代率的变化趋势。政府实行旧制度的目标替

代率为 57�1%, 而实行新制度的目标替代率

为62�9% , 高于旧制度, 退休后待遇有所提

高。在新制度情况下, 养老金替代率的变化比

较平稳, 始终维持在 62%左右; 在旧制度情

况下, 养老金替代率逐年增加, 从 36�9% 增
加到72�4% , 变化幅度较大; 新旧制度养老

金替代率的变化趋势不同, 其差异产生的原因

是新旧制度在养老金缴费和发放方法存在不

同。新制度在养老金替代率的控制方面要优于

旧制度, 有利于避免由于养老金替代率过高带

来的提前退休, 减轻了养老金的财务负担, 并

增强在职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图 3� 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

� � 图 3给出了新旧养老保险制度下, 度量收

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

出, 两种制度下基尼系数都是逐年提高的, 但

实施新制度的基尼系数要略高于旧制度的基尼

系数, 这是由于在新制度的养老金中基础养老

金所占的比重较大, 而基础养老金以当地上一

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

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 (缴费每满一年发给

1%) , 由于每个人的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不

同, 所以退休金就会不同, 退休者的收入就会

产生较大差异, 基尼系数就会较大。政府实行

新制度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要高于旧制

度, 但其却体现了多缴多得的公平原则。

图 4给出了新旧保险制度下, 不同代人养

老保险收益率情况。本文选择了 1936 年至

1955年出生的20代人, 因为这 20代人在模型

40年的运行周期结束后全部消亡, 这样就可

以分析新旧制度对个人终生收入分配的影响。

从图中可以看出, 实施新制度使 20代人养老

保险收益率均要高于旧制度, 且都是正的收益

率。政府实行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养老

保险金的收益率, 这样可以增强劳动者参加养

老保险的积极性, 有助于扩大养老保险的覆

盖面。

图 4� 代际养老保险收益率

四、结论

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 在人

口赡养比不断提高的状况下, 养老保险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 而养老保险制度所受到的挑战也

越来越严峻。针对 2005年我国政府设计和实

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本文依据长春市

的微观数据, 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财政效应

和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模拟实验研究, 研究结

果表明, 与旧的养老保险制度相比, 尽管实施

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会带来收入差距的轻微扩

大, 但能够使养老金收支尽快趋于平衡, 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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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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