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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自建立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初就提出要对养老金进行正常调整，但在 

近 2O年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仍未建立起统一、稳定、科学的调整机制。本文首先分析了在 

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养老金调整机制与养老负担之间的定量关系，根据现收现付制度的运 

行机理和经济增长原理分别推导出两种不同养老金调整机制下维持养老负担不变的临界条 

件，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为基础对临界条件进行实证检验后得出结论，即在保持养老 

负担不变的前提下，不同的养老金调整机制对于经济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具有不同要求。文 

章为我国养老金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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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pension offering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effectively in the 

past years．This paper mak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djustment 

mechanism and pension offering under background of the aging population，and proposes the critical 

conditions of maintaining pension offering under these mechanisms，respectively．Then tests of these 

conditions are conducted on basis of the projection of demography in our country．Finally，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these mechanisms hav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wage 

growth rate．This research could provide basis for the adjustment of pension． 

Keywords：adjustment mechanism；pension offering；population aging；economic growth rate； 

wage growth rate 

收稿日期：2011—11—07；修订日期 ：2012—03—0l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 目 “养老保险制度转制与现有制度可持续性研究”(11YJC790279)。 

作者简介：施岚 (1980一 )，女，河北张家口人，经济学博士，精算师，南开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养 

老保险、寿险精算实务。 

· 77 · 

万方数据



 

一

、 引言及文献综述 

我国自建立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初就提出要对养老金进行正常调整，即根据经济的发展 

状况和物价的增长情况等因素，建立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正常增长机制，保证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但在近20年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国仍未建立起统一、稳定、科学的 

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其主要问题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统筹层次较低。各地关于养老金正常调整的 “具体办法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导致各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且实际上造成 “养老金调整幅度与在职职工工资 

增长以及生活物价指数之问也不存在一定的相关比例关系”̈ 。 

其次，调整幅度不足。从调整的结果来看，由于调整的幅度低于相应指数的 100％，“1995年以 

来，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调整基本上都是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40％ ～ 

60％为标准执行”l2 J，导致实际替代率呈下降趋势，且由于近十年来我国工资增长速度较快，导致平 

均工资与平均养老金水平之间的绝对差距逐步增加。 

最后，调整标准不固定。1991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国发 

[1991]33号)，规定调整标准为城镇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1995年，国务院在其发布的 《关于深 

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 (国发 [1995]6号)中将调整标准改为工资增长率。而从 

2005年起，又连续 5年以上年养老金水平的一定比例的方式来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总之，在 

近 20年的时间里，养老金水平的调整标准始终处于变化状态中。调整标准不固定降低了政策的一致 

性和稳定性。从参保者的角度来考虑，正常调整机制的不确定直接导致了未来养老金收益的不确定， 

降低了人们对于社会养老这一基本社会制度的信赖度，从而降低了参保积极性。 

关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正常调整机制问题的讨论几乎是伴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产 

生的。部分文献通过对国外经验的介绍与借鉴，对我国的养老金调整机制提出建议。韩伟、穆怀中又 

通过分析德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的改革及其动因，提出中国在设计养老金调整指数时，应该坚持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胡逢云等在分析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该根据消费价格指数或者 

工资指数对养老金进行调整的建议_4]。柳清瑞通过对十余个国家养老金调整机制的分析，提出我国 

应以达到合理的养老金替代率为目标，建立将物价指数和在职职工工资增长水平综合考虑从而确定养 

老金调整水平的调整机制i．sj。 

另外一些文献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经验和数据，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总结我国目前养老 

金调整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政策建议。郭正明提出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调整应与其缴费基数和缴 

费年限挂钩的建议[6]。韩伟、穆怀中以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理论为依据，通过目标定位、计量分析 

和精算预测，得出对 “老人”保障由统筹养老金提供的食品相对消费水平不降低，对 “新人”仅保 

障基础养老金绝对购买力水平不降低的最低调整指数方案，是中国现行养老金计划的适度调整指数方 

案的结论 ]。韩伟、穆怀中通过数理分析，研究了基于工资指数的公共养老金调整指数的特点，结 

合我国实际情况和数据分析提出，中国如果采用工资指数作为养老金调整指数，必然会带来现收现付 

部分养老金缴费率的快速上涨，应采用一种综合的老人养老金的调整指数 。田青、张水辉以动态 

的基本养老金合意替代率为参照，在对我国全国及部分省市历年调整实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针 

对不同人群分别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正常调整机制的建议 。 

综上所述，当前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于调整指数的选择和设计等方面，由于采用的原则和方 

法有所不同，得到的结论和建议各有差异。总体来看，虽然有文献提到调整机制可能对养老保险制度 

造成压力，但尚未针对调整机制与养老负担的关系进行专门的定量分析，本文拟通过分析不同养老负 

担的界定下调整机制与经济增长、工资增长等变量的关系，找出各种调整机制下保持养老负担不变的 

临界条件，并根据我国未来人El老龄化的预测数据对临界条件进行验证，试图为我国调整机制的建立 

和完善提供相应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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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养老金调整机制下保持养老负担不变的临界条件 

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的调整机制有两类 ：一类是根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养老金；另一类是根 

据工资增长率调整养老金①。而养老负担通常通过两种指标来反映：一是养老支出占GDP百分比；二 

是养老保险缴费率。 

下面分别针对两个维度下的四 

种情况 (见表 1)详细分析调整机 

制与养老负担的关系。 

表 1 拟分析的四种情况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做如下假 

设：在 t时刻，养老金水平为P ；老年人口数量为R ；劳动人口数量为￡ ；GDP用 表示；f表示养老金的 

替代率， = ；g表示各变量的增长率；c表示养老负担；p表示通货膨胀率； 为劳动工资总额，其占 

GDP的比例为 ； 为工资水平。 

关于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有如下关系： 

=ol (1) 

罢 
1．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调整依据下养老负担上升的临界条件判断 

养老金水平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指数化依据，即养老金水平的增长率等于通货膨胀率，这种指 

数化的优势在于能够保障养老金领取者的实际购买能力。 

在这种机制下，有如下关系： 

gP=P (3) 

(1)以养老支出占GDP百分比表示的养老负担不上升的临界条件。当以养老支出占GDP百分 

比表示养老负矾 舢式两 撮得到：鲁= ( + 一 )，移 
劂 0 = dp ／dt

+ 
dRJdt—TdL／dt) 得到： 

g =gP+gR—gy (4) 

将 (3)式代人 (4)式，得到g。=P+gR—g ，为保证养老负担不加重，即g ≤0，则需要： 

gy≥P+gR (5) 

也就是说，当养老金水平以通货膨胀率为指数化依据时，保证了养老金领取者的购买能力，同时 

为了保持养老负担不变，也对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保证养老金领取者购买能力的同时保 

证养老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上升，则需要经济增长率大于等于老年人口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 

如果经济增长无法达到这一要求，就必须占用更多的社会总产出来满足养老金支付的要求，从而对国 

民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在老龄化外生的条件下，抑制通货膨胀是缓解养老负担的有效手段。另外，通 

过提高退休年龄也可以减缓老龄化进程，从而缓解养老负担。 

(2)以养老保险缴费率所表示的养老负担上升的临界条件。当以养老保险缴费率表示养老负担 

时，Ct： ，该式两端分别对 求导并化简得到： 

g =gP+gR—g (6) 

将 (3)式代人 (6)式，得到g =P+g —g =P+g 一g 一g ，要保证养老负担不加重，即 

① 塞际上还存耷第昙种调整机制，即同时根据通货膨胀指数和工资指数调整养老金，但由于通常是对前两种指数进行加权，其结果 相当于介于前两种调整机制之间
， 故本文不对其进行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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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0，则需要： 

gr>P+gR—g (7) 

与公式 (5)对比发现，与将养老支出占GDP比重作为养老负担的考察变量相比，当以养老保险 

缴费率代表养老负担时，通货膨胀指数调整机制下养老负担不上升对经济增长提出的要求是更加宽松 

还是更加严格，取决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报酬所占比例的变化情况。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中 

劳动收入所占比例降低，即g <0时，若保证养老缴费率不上升，则对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在通货膨胀指数调整机制下考量养老负担时，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所占比例是缓解养 

老负担的有效举措。 

2．以工资增长率为调整依据下养老负担上升的临界条件判断 

养老金水平以工资增长率为指数化依据是指养老金的增长率等于工资增长率，这种调整机制能够 

保障养老金领取者的生活水平与社会进步水平保持一致，从而使养老金领取者可以分享社会进步 

成果。 

在这种机制下，有如下关系： 

gP=g (8) 

(1)以养老支出占GDP百分比所表示的养老负担。当以养老支出占GDP百分比表示养老负担 

时，养老负担的增长率如 (4)式所示，将 (8)式代人 (4)式得到： 

g =g +gR—gy (9) 

rv y 

而根据公式 (1)和公式 (2)可得到 == ，上式两端分别对 t求导并化简得到： 
L ￡ 

g =g +gy—g￡ (10) 

将上式带人公式 (9)得到g =g 一g +g ，要保证养老负担不加重，即g。≤0，则需要： 

g ≤gL—gR (11) 

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 

g￡一gR<0 (12) 

将 (12)式带人 (11)式得到g <0。 

也就是说，当养老金以工资增长率为指数化依据时，如果保证养老支出占GDP的比重不变，则 

必然要求降低收入分配当中劳动报酬所占的比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养老支出 

占用的全部社会产出没有增加，社会负担在名义上没有增加，但是劳动报酬所占比例降低造成了工资 

增长慢于经济增长，将对在职者的福利造成不利影响。同时，由于养老金水平与工资增长率挂钩，所 

以退休者的福利水平也受到限制。换言之，当养老金以工资增长率为指数化依据时，养老支出占 

GDP的比重不变，可能是以资本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和以劳动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群之间贫富 

差距增大为代价的。 

(2)以养老保险缴费率所表示的养老负担上升的临界条件。当以养老保险缴费率表示养老负担 

时，养老负担增加率如 (6)式所示，将 (8)式代人 (6)式得到： 

g。：g +gR—g (13) 

令公式 (1)两端分别对 t求导得到： 

g =g +gy (14) 

将公式 (10)和公式 (14)带入公式 (13)得到： 

g c= g gY—gL七 gR—g 一gY gR—gL 

要保证养老负担不加重，即g ≤0，则需要： 

gR≤ gL 

(16)式为养老负担不加重的临界条件。但是因为人口老龄化意味着g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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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增长率为指数化依据时，缴费率一定会增加。 

另外，对比 (5)式与 (7)式， (11)式与 (15)式可以发现，在养老金指数化方式相同时， 

以养老支出占GDP比重代表的养老负担和以缴费率代表的养老负担之间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即前 

者的增长率等于后者的增长率减去国民收人中劳动报酬所占比例的增长率。因此，当缴费率上升时， 

可以通过降低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所占比例来维持养老支出占GDP的比例保持不变，但一方面缴费 

率上升，另一方面工资增长速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这将在两个方面降低在职者的福利水平。 

三、临界条件的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对人口老龄化的预测对上述理论推导得到的临界条件进行了实证检验。预测是建立在全 

民人口数据的基础之上的，若考虑到养老保险扩大覆盖范围和城市化进程等因素，制度内的老龄化形 

势要比全民老龄化形势更乐观，所以我们用全民人口预测的数值来检验上述临界条件的做法是较为保 

守的。 

由于以养老支出占GDP比重和占工资总额比重所代表的两种养老负担之间具有恒定关系，所以 

我们对这两种养老负担进行统一分析。 

1．养老金以消费价格指数为调整依据 

(1)养老支出占GDP比重的变化情况。根据公式 (5)，当以消费价格指数为指数化依据时，养 

老支出占GDP比重不增加的临界条件为：g =p+g 。 

根据 《中国人 口老龄化发 

展趋势百年预测》 。。的数据及假 

设，我们可以预测得到老年人口 

数的增长率 g 如表2所示。 

如果退休年龄为 60岁，则 

高、中、低方案下老年人口增长 

率 的最 大值 分 别 为 0．07182、 

0．07202和 0．07195，而在老年 

人口增长率降低为负值之前其几 

何 平 均 值 基 本 相 同，约 为 

3．6％，即 gR=3．6％。 

如果退休年龄为 65岁，则 

高、中、低方案下老年人口增长 

率的最 大 值 分别 为 0．07343、 

0．07352和 0．07334。而在老年 

人 口增长率降低为负值之前其几 

何平均值基本相 同，约为 4％， 

即g =4％ 

我国历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如表3所示，几何平均值为 

5％左右，即P=5％，按照这一 

消费价格增长速度，在以消费价 

格指数作为调整依据的机制下， 

根据公式 (5)，要保持养老支 

出占GDP比例不增加，经济增 

表 2 我国老年人口数增长率预测 ％ 

资料来源：利用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的数据及假设计算而得。 

注：高、中、低方案为根据 《中国人121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一书对我国人口 

出生率所做的不同假设而得到的不同的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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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平均速度需要达到8．6％或者9％④左右。这似乎意味着在现收现付模式下，要保持养老负担不 

上升，对于经济增长的要求较高。但如果考虑到上述结论的前提条件为P=5％，则实际上对于经济 

增长的要求可以降低。因为5％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已经超出了适度的通货膨胀的范围，这当然与我 

国经济近二十年来的超高速发展是分不开的。在相同时期，我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 15％。 

如果我国未来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7％，同时将的通货膨胀控制在 3％以内，那么根据公式 (5)，在 

按照消费价格指数来调整养老金的机制下，养老支出占GDP的比例基本可以保持不变。 

查 ±塑主星垦鲨宣 整塑墼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塑壑堕 ! ：! 塑：! ：! !!：兰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2)缴费率的变化情况。根据公式 (7)，在以消费价格指数作为调整依据的机制下，养老保险 

缴费不增加的临界条件为：g =P+g 一g 。我国进入 20世纪90年代以后，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持续 

降低，年平均下降率约为2％，即g =一2％。 

根据公式 (7)，在g =一2％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3％的条件下，要保持养老保险缴费率不上 

升，平均经济增长速度需要达到8．6％或者 9％左右②。我国GDP中劳动报酬比重从 1990年的53％下 

降为2007年的40％，而大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处于65％到 80％ 

这一区间。我国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现象已经引起高度重视，如果假设未来这一趋势得到抑制，劳动 

报酬比重不再下降，即g =0％，那么在以消费价格指数来调整养老金的调整机制下，只要保持经济 

7％的增长就可以保证缴费率不上升。 

2．养老金以工资增长率为调整依据 

(1)养老支出占GDP比重的变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公式 (11)，要使得养老支出占GDP 

比重不变，需要满足的条件为：g <g 一g 。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g <gR，要使得养老金支出占 

GDP比重不变只能依靠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所占比例的降低来获得。g 一g ，的预测值如表4所示。以 

60岁退休的中方案为例，g 一g 将在 2055～2060年之间达到最大值，在此之前，g 一g 的几何平均 

值约为每年 1．5％，而在此之后，g 一g 将呈现下降趋势。 

因此，当养老金以工资增长率为指数化依据时，如果要保持养老支出占GDP比重不变，劳动报 

酬在 GDP中所占比例的年平均下降率约为 1．5％。这样做虽然保证了养老支出占GDP比重不变，但 

是却有可能同时降低退休者和在职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同时，因为当养老金以工资增长率为指数化依 

据时，缴费率不上升的临界条件为：g >g ，这在老龄化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虽然通过 

降低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所占比例可以不提高养老金支出占 GDP的比重，但是却不能阻止缴费率的 

提高。同时，退休者的养老金水平将会因为以工资增长率为指数而受到向下调整的压力，同时劳动报 

酬所占比例的降低还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在职职工的福利水平。总之，当养老金以工资增长率为指数化 

依据时，缴费率是一定会上升的，而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可以通过调节国民收人的分配比 

例来保持不变，但是这种调节是以同时牺牲养老金领取者和在职者的利益，并且可能扩大贫富差距为 

前提的。 

(2)缴费率的变化情况。根据公式 (15)，当养老金以工资增长率为指数化依据时，缴费率必然 

随人口老龄化而增加，增长率为：g。=g 一g 。根据表4的数据计算可得，如果养老金以工资增长率 

为指数化依据的话，那么养老制度的缴费率将在2055～2060年间达到最大值，在此之前，缴费率平 

均上涨速度约为每年 1．5％，在此之后，缴费率将呈现下降趋势。 

因此，如果以工资增长率为养老金调整指数，同时保证 GDP中劳动收入不变，那么随着人口老 

① 分别对应65岁退休和60岁退休。 
② 分别对应65岁退休和60岁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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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的进程，在2050年之前，无论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如何，我国养老支出占 GDP的比重和养老保 

险缴费率都将以 1．5％的年平均速度增长。 

资料来源：利用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的数据及假设计算而得。 
注：高、中、低方案为根据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一书对我国人 口出生率所做的不同假设而得到的不同的预测 

结果。 

综上所述，如果以工资增长率为调整指数，那么以养老缴费率所表示的养老负担的加重是不可避免 

的；以养老支出占GDP的比重所表示的养老负担虽然可以通过降低 GDP中劳动收入的比重维持不变， 

但这种方式以同时牺牲退休者和劳动者的福利为代价，并且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因而是不可取的。 

四、结论 

前面通过对养老保险中各种经济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推导，分别得出在两种养老金调整机制下， 

保持养老负担不变的临界条件，并且通过对于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增长等经济变量的分析和预测，对 

上述临界条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如下。 
一

方面，如果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调整依据，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将通货膨胀控制在 

适度范围之内就可以保证养老支出占GDP比重不上升。同时，如果能够适度提高 GDP中劳动收入的 

比重，则可以更容易保持养老缴费率的稳定。 

另一方面，如果以工资增长率作为调整依据，则经济增长不能缓解名义养老负担的上升。随着人 

口老龄化的发展，在其他制度要素不变的前提下，要保持养老支出占GDP比重不上升的唯一可能性 

则是降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比重，但这种做法降低了退休人员和在职劳动者的福利，且 

(下转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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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条件。政策框定诱发职工决定退休的偏好。提供退休金意味着消减职工职业生涯中的消费，因此， 

需要将按月养老金待遇的充足性、成本和退休年龄联系起来。对于财富、风险和时间收益的一致性偏 

好，弹性退休制度需要分离 “待遇申请的最低年龄”和 “领取全额待遇的年龄”两个概念。领取全 

额待遇的年龄不一定是制定基础养老待遇的最低年龄。无论是一次性支付还是按月支付，若选择最低 

收益年龄退休方式，针对较低的退休年龄，养老待遇则需要做出精算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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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因而不可取。而在这种以工资增长率作为指数的养老金调整机制下，养老缴 

费率必然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上升，经济的增长虽不能避免这一上升趋势，但对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 

性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原因在于，虽然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缴费率上升，但是作为名义上的养老负担 

率，缴费率的增加不一定意味着福利损失，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足够高，则扣除养老缴费之后的剩余可 

支配收入仍可以保持增长，使得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在职者的经济福利不降低，从而减少了缴费率上升 

带来的经济压力和政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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