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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利用扩展性线性支出模型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修正，测算了未来 

l0年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动状况，以此为依据得到了我国农村居民养老给付水平的 

上限。从理论上测算了农村居民l6岁、35岁和 59岁三个年龄层在新农保不同缴费档次下 

的养老金给付水平，将该给付水平与养老金适度水平上限进行比较，得到了目前开展的新型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给付水平是适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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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djusted the ELES model and calculated the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in 

the next 10 years and then got the upper limit of rural pension payment leve1． This paper also 

measured theoretically the payment level of age 1 6，35 and 59 under the new rural pension system， 

and compared the payment level with the moderate upper level of pension．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urrent new rural pension payment level is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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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务院决定从2009年9月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试点 (简称 “新农保”)，并规定2009年试点覆盖面为全国10％的县 (市、区、旗)，以后逐步扩 

大试点并在全国普遍实施，2020年之前要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_1j。这表明，中国农村 

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是一个涉及经济、人VI、 

社会等多因素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然面临诸多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确定农村养老保险适度给 

付水平。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给付水平的适度性进行分析，将直接关系农村居民公平与效率之间 

的有效平衡，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整体推进以及是否能够真正建立农村养老保障的长效机制。 

一

、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内容及适度给付水平相关研究 

1．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内容 

2009年9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 

见》。该指导意见对 “新农保”基金收入、养老金待遇等都做了详细规定：①设计了 “新农保”制度 

总体架构：基金收入来自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3个渠道，养老金发放包括社会统筹的基础 

养老金和积累制的个人账户两部分。其中基础养老金全部来自政府补贴，个人账户养老金主要来自个 

人缴费，也有部分资金来自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②确定了个人缴费档次：个人年缴费标准目前设为 

100元、200元、300元、400元和500元5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 

费档次。③规范了政府补贴标准：基础养老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承担，地方政府应当对参保人缴 

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 3O元。④统一了计发办法：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 

账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为每人每月55元，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 

额除以 139 。“新农保”的推出标志着对农民的补贴进入一个普惠时代。 

“新农保”主要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①加大了政府投入，强化了政府补贴，在待遇给付和缴费 

两方面实施补贴；②增加了制度的灵活性，设计了不同的缴费层次；③采用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相结 

合的模式；④实施广覆盖和普惠制 J。 

2．农村养老保险适度给付水平相关研究 

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成为必然。在农村推行养老保险制度 

将会促进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但是如果农村养老保险水平过高，又会给我国的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由于农村地区还存在着诸如五保供养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计生家 

庭老年津贴多种保障制度，因此，如果养老保险给付过高，就会使部分农户劳动外收入非合理性增 

加，一方面会降低农户通过劳动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会导致农户问的公平受损。 

对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最早进行深入研究的是穆怀中教授。他认为，社会保障水平是质与量的统一 

体。量是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质是指它要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既要保障 

公民的基本生活又要激励公民去积极劳动，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借此引申开来，农村养老 

保险水平的 “度”，就是指保持农村养老保险水平的质和量的限度、幅度，即农村养老保险水平在多 

大限度内既能保证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又能激励农村居民积极劳动，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持 

续发展，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对公民的劳动积极性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农村养老保险 

给付水平存在着上限，如果超出了这个上限，农村养老保险就会制约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穆怀 

中教授还主张从 “劳动公平”与 “生存公平”角度建立城镇和农村养老保险给付模式并确定适度给 

付水平。社会统筹的给付水平较低、给付时间持续终身，体现了社会统筹保障 “生存公平”的功能， 

而个人账户则应更多地表现为 “劳动公平” J。刘昌平基于 “乡一城”人口迁移预测，模拟分析了现 

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模式应用于 “新农保”的可行性，据此提出了 “最低养老金 +个人账户养老 

金”的制度模式，并对具体政策方案、财政保障能力与基金管理模式进行了全面评估与设计 j。申 

策和约翰 ·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基于改变目前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基本没有老年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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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提出了建立一个覆盖全国农村的最低社会养老金制度的构想， 

该构想不要求受益人付费，开始时养老金额要低，并考虑到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别 。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既是实现公平的一种社会稳定机制，又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经济动力机制，二 

者相辅相成。“新农保”既要考虑对经济的外部推动效应，又要考虑制度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这本身 

就是效率和公平目标的抉择。 

二、农村养老保险给付水平上限值的测算 

养老保险适度给付水平与养老金替代率概念有紧密的关系。替代率是指领取的养老金与当前社会 

平均收入的比值，这是对当前保险金水平客观描述的指标。从这一角度来看，替代率可以是适度的， 

也可以是不适度的。而养老保险适度水平，是与合意的养老金数额和社会平均可支配收入挂钩的，所 

谓的合意养老金数额是指根据当期社会平均可支配收入测算得出的应该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是一种未 

必现实的、具有虚拟性质的数据指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认为养老保险适度水平是一种合意替代 

率。老年人的消费结构与年轻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更加集中于食品、医疗等领域，大 

大减少或者完全取消了以奢侈品为代表的其他商品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选取国际公认的养 

老金给付水平标准 (上限的衡量标准是达到同期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60％)是可以保证老年人 

正常并体面生活的。 

1．基于扩展性线性支出修正模型的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上限 

利用扩展性线性支出模型 (ELES模型)可以通过测算老年人生活消费水平来测度农村养老保险 

的适度水平 。把居民的消费支出分成必要支出和非必要支出，其中必要支出与收入水平高低无关， 

无论何种收人水平，必要支出量基本相同。而非必要支出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成一定比例关系。具体 

而言，ELES模型把消费者对各类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支出看作收入和价格的函数，在某个时期一定的 

价格和收入水平下，消费者获得的可支配收人，首先满足与收入水平无关的基本需求，然后在扣除基 

本消费以后，剩余的收入在各类商品或服务之间按一定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分配。 

设 c 为消费者对第 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支出，P 为第 i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置 为消费者对 

第i种商品或服务的基本需求量， 为第i种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为可支配收人，则单个 

商品的消费支出模型 C 表示为公式 (1)： 

， — 、 

c ：P +卢 l y—Y P X ) (1) 
、 i=1 ， 

／ 三  、 

l =l，2，3⋯⋯n；0≤ ≤1；>。，届i≤1 l 
、 置  

将上述单个商品的消费支出公式推广到所有商品和劳务，得到以下公式 (2)： 
n n n 

， 

n 

∑C =∑PiX +∑B小 一∑P 置) (2) 
1 ‘=1 ‘= l ’ ‘= l 

n n n n n 

其中， C 为总消费支出，∑PiX 为总基本支出，∑B (1，一∑P 置)为总非必要支出，∑B 为 
总边际消费倾向。 

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利用公式 (2)并结合中国农村具体数据进行测算，但是现实中的一些因素影 

响了ELES模型测算中国具体问题时的有效性。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利用 ELES模型对我国进行 

最小二乘法估计时缺乏必要的细化数据。其二，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数据在近期的若干年内出现异 

动，例如2005年以后，农村居民每年的总支出始终高于当年的可支配收入。这表明农村居民净财产 

的绝对减少，也使得利用ELES模型进行测度时，模型结果难以通过检验。基于以上的分析与考虑， 

我们对ELES模型进行修正，使其能在遵循其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与中国具体数据相互适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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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LES原模型中的总基本支出替换为修正模型中的生活消费支出，将原模型中的总消费支出替换为 

修正模型中的总支出，将原模型中的非必要支出替换为修正模型中的基于可支配收入的超额支出。构 

造的扩展性线性支出修正模型如公式 (3)所示： 
n n n n 

∑P =日+∑ c +∑B I l，一∑P ) (3) 
‘ 1 ‘ 1 l= l ’ l= l 

n n n n 
． 

其中∑PiX 为生活消费支出，∑KiC 为总支出，∑B (y一∑ 置)为基于可支配收入的超额 
支出， 为总支出影响系数，H为其他影响变量。 

为简化起见，将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设为 

l，，农村居民总支出设为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设为 ：，其具体数值详见表 1。 

经最小二乘法估计，可得到如下测算结果： 

Y=一103．113+0．4863 1+0．1585 (4) 

(～1．3105) (4．4864) (1．1699) 

F =3260．5857 P =0．0001 

R ：0．9989 修正 R =0．9986 

根据老年人养老收入达到社会平均收入 

60％的国际标准，假设 中国农村老年人所需要 

的养老保险适度水平上限也为同期农村居民可 

支配收入的60％。根据式 (4)计算得到2000 

表1 2000～2009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 

可支配收入和总支出 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2005、2009和2010年等 

年农村居民修正生活费支出为 1294．9元，占 台厥。 

当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57．46％，则 2000年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险适度水平上限为 

34．48％。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修正生活费支出为3483．02元，占当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67．59％，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险适度水平上限提高到 40．55％，相当于每年养老金数额为 2089．6I 

元，折算成每月的养老金数额为 174．13元。从2009年起国家财政给予每位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 

每月55元的普惠式基础养老金，如果以此作为保障农村老人的最低生存标准，则以上测算的养老 

金适度水平上限为该最低标准的3．17倍。这表明，在静态角度上农村老人的最高养老需求水平为 

基础养老金的3倍左右。 

2．基于总支出和可支配收入历史平均趋势的动态适度水平上限 

2000～2009年农村居民总支出由2140．37元提高到 2009年的 5694．82元，平均每年增长 

l1．49％；同期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由 2253．42元提高到 2009年的 5153．17元，平均每年增长 

9．63％。以2009年为基期，根据总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的历史平均变动趋势能够预测未来几年农村 

居民的总支出和可支配收入。其中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将由2010年的5649．42元提高到2020年 

的 14167．66元，同期农村居民总支出将由6321．25元提高到 17948．69元，依据回归方程式 (4)， 

测算得出农村居 民生活费支出将由 2010年的 3866．31元提高到 2020年的 10870．90元。由此可 

得，年均农村养老保险动态适度上限由2010年的2319．79元提高到2020年的6522．54元，折算 

成每月的农村养老保险动态适度上限由193．32元提高到543．55元，最终得到农村养老保险动态 

适度水平上限由2010年的41．06％逐渐上升到 2020年的 46．04％ (见表 2)。目前的 “新农保” 

制度在基础养老金给付标准方面并没有设计动态调整机制，因此，随着农村居民总支出和可支配 

收入的变化，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给付就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了。以动态适度水平上限为例， 

2010年农村居民最高养老需求水平达到基础养老金的3．51倍，而 2020年这一比例将提高到 

9．8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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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总支出和可支配收入变动下的农村养老保险动态适度水平上限 元，％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版数据计算得出。 

从表2可知，农村养老保险动态给付水平上限表现出缓慢上升趋势。产生该趋势的原因是，衡量 

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上限时，其参照系为全部需求支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种 

类增多、需求层次提升，这方面的变化是构成养老保险适度水平上限不断提高的主要动因。出于比较 

和分析的简便起见，取其平均值43％为2010—2020年农村养老保险给付水平的上限标准值。 

三、“新农保”给付替代率与适度水平上限值的比较 

在 “新农保”结构中，养老金给付分为两个部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因此，“新农 

保”给付替代率也就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基础养老金替代率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 ]。 

基础养老金替代率RR 的测算公式为： 

RR =可PI
=  ( ) 。 (5) 

式 (5)中P 为农村居民60岁领取的基础养老金，y为农民60岁时上一年度的全国农民人均纯 

收入，P。为 “新农保”开始实施年份 (2009年)的基础养老金，yn为 “新农保”开始实施年份上 
一 年度 (2008年)的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g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率，b为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开始缴费的年龄。 

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RR 的测算公式为： 

p C (1+g) ‘(1+r) +(A+ )∑(1+r) 
RR2= = ———————— 丁— — —～  (6) 

(1+g) 。 ÷ 
』=0 l 十 r 

式 (6)中P 为个人账户养老金年领取额，c为新农保开始实施年份 (2009年)的年缴费标准， 

r为个人账户的年收益率，4为集体的年补助标准， 为政府对参保农民的年缴费补贴标准，m为个 

人账户养老金平均预计计发年限，i为缴费年限，k为缴费补贴年限。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总替代率公式为： 

RR=RRl+RR2 (7) 

对上述公式的基本参数作符合实际的假设，其中 为15—59，b为60，c为100～500元共五个 

缴费档次，A为0，T为30，y0为4761，P。为660，m为11．58，g为5．5％，f为5．5％，r为3％。 

将赋值参数带入以上公式，可以得到不同参保年龄和缴费档次下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替代率。经测算 

得到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该值是一个常数，为13．86％。因此，决定养老金总替代率的关键就在于 

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根据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缴费的最早年龄为16岁，35岁为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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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59岁是将要领取养老金的临界年龄。因此，选择以上三个特殊年龄，分析在不同缴费额下个 

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详见表3。 

表3 100—500元五个缴费档次下养老金替代率 ％ 

资料来源：根据公式 (5)、公式 (6)和公式 (7)计算得出。 

从表 3可知，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缴费为 100～300元的缴费档次中，各年龄层参保者的总 

替代率绝大多数都低于43％的农村养老保险给付水平上限。随着缴费档次的提升，在缴费额为400 

元的档次上，16～35岁左右的参保者养老金替代率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超 “度”趋势，但超过农村 

养老保险适度给付水平上限的幅度并不大。在最高的500元缴费档次上，16～35岁以上的参保者养 

老金替代率超 “度”现象非常明显，以16岁开始缴费为例，其养老金总替代率超过农村养老保险适 

度水平上限约 13个百分点。但是尽管有部分年龄层以及部分缴费档次出现超过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 

平上限现象，从农村整体情况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存在大量低收入农户，实际上能够在较 

低年龄就选择最高缴费档次的农村居民是非常罕见的，大多数农村居民会选择300元以下的缴费档 

次。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新农保”的给付水平是适度的。 

四、结语 

从静态角度考察，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实施的2009年，我国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上限 

为40．55％，折算成每月的适度养老金数额应为174．13元，该水平为现实基础养老金的约3倍左右。 

从动态角度考察，2010～2020年间的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上限差距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即从 

41．06％逐渐上升为46．04％。这种变化在客观上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 

提高，最低食品和服务支出比重会绝对下降，而同时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种类开始增多并且需求层次 

不断提升，因此，农村居民的养老需求占总支出的比重会不断提高。但是，也有必要设定农村养老保 

险适度水平上限的标准值 ，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上限不应该无限上升，因为上限的不断上升会加重 

财政压力，进而影响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可持续运行，从近期来看，将 2010～2020年的上限 

平均值43％确定为适度水平上限的最高标准比较合适。如果结合个人账户的给付水平，现实中大多 

数农村居民选择缴纳300以下的较低缴费档次，则其总体替代率将不会高于养老保险适度水平上限， 

表明 “新农保”给付水平是适度的，这将会避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公平与效率的平 

衡和 “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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