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金融 《财经研究》1999年第12 期 总第217期

口 俞承璋 孙 谦 俞自由

影响我国养老保险收支平衡的因素分析及对茉

.3.3 ··` ·` ̀  ̀  `  ｀ • • ·嘈｀ ｀夸·3．喝．3.勺嘈叫．．叫令4.｀.｀·` ··令喟．刁令｀令｀令· ·3.｀`．4.｀.4.....4.令喟毛3

内容提要：本文将精算数学的工具运用于我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通过建立基本养

老保险的精算模型，对引起养老保险精算倩务增减变动的各因素的敏感度进行定量分析，并由

敏感度分析结果得到若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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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险的精算债务 是贡献（即养老保险费）不足以抵付 给付（即基本养老金）的差

额 。它是当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之 一 ， 也是改革所面临的棘手难题 。理论界对此问

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精算债务的定性分析方面，定量分析也仅停留在依据假设进行模拟的层

次。本文则将精算数学的 工具运用千我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通过 建立基本养老保险的

精算模型，对引起养老保险精算债务增减变动的各因素的敏感度进行定量分析，并由敏感度分

析结果得到若干有价值的启示。

一、基本养老保险的精算模型

根据我国1997年7月16日出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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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决定》），现行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归纳如下： ＠

贡献（养老保险费）＝月工资总额 xc{
企业缴社会统筹 ：C 1

个人缴 个人帐户：C2

给付（基本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Xb1

个人帐户养老金＝个人帐户储存额7120
其中，c为 贡献率， 即养老保险费占职工月工资总额的比例。养老保险费的 一部分记入职

工的个人帐户，设这部分保险费占月工资总额的比例是c2 ,《决定》规定c2=11%；另 一部分则

进入社会统筹基金，设其比例为C 1 。显然有c=c1+czo《决定》还规定在统一 后的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下，“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 一 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具体比例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而按具有典型意义的《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条例》，统一 后的企业缴费为18%，个人缴费为8%，于是有c=26％及c1=1 5%。此外，b1为基

础养老金给付率，《决定》中b1= 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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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统一制度，运用保险 精算方法，得基本养老保险的精算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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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l+Bz ( 4) 

X=B-G (5) 

其中 ，a为开始工作年龄，P为开始退休 年龄， 0为平均预期寿命，p—a即代表员工的平均

缴费年限，o—B 即代表员工的平均余命。w为年货币工资增长率， a。为a岁初 年 平均工资，v=

1/Cl+i),i 为年利率。t一． p.为国际精算学符合 (International Actuarial Notation, IAN) ， 表示

a岁的职工存活t-“年的概率，显然有。p.= l。吁PP,h-PPp的含义类同。G是每个职工a岁～B－l

岁每年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在a岁初的现值之和，为该职工的总贡献 。B是每个退休职工P岁～

o
—1岁每年获的养老金在a岁初的现值之和，为该职工的总给付， 其中，Bl为基础养老金在Q

岁初的现值，B2为个人帐户养老金在a岁初 现值。 X为给付减去贡献的余额，即精算债务。

此外，通过对近10年 － 20年可比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及预测，估计八W、B、0— µ、B—a这

几个参数值如表1所示。
表1

w 

6. 5% 13- 34%

模型参数值

p 

57 
0-/3 
19 

B-a
33

将表1中的参数值代入式(1)—式(5)，并采用1990年全国人口生命表的有关数据 ， ＠得

贡献G= 26. 08 a。， 给付B=4 8.39a。及精算债务X=ZZ.3laoo 

二、基本养老保险精算债务的敏感度分析

（一 ）分析方法与结果

在求每个因素的变动对贡献G、 给付B及精算债务X的影响时，可在其它因素不变时，对

G、B、X分别以该因素为自变量 求偏导，从而求出自变量的微小变动对因变量的影响（见表

2)。

表2

(1) t:..G t;.B 6X (%)(5) t::,.X/X(%) (7) = (6) 
(2) (3) (4) =(3)-(2) (6) /(5)

t::..a = l -1. 79a。 -3. Ola。 —1. 22a。 t:.a/a =4. 17 -5. 47 -1. 31
AB=1 1. 79a。 -0. 54a。 -2. 33a。 颂／�=l.75 -10. 44 -5. 97
A0 =1 。 2.50a。 2.50a。 凶／IJ=l.32 ll. 21 8.49

t::.w =l% 0. 38a。 15.88a。 15. 50a。 C,.w/w =7. 50 69.48 9.26 
t:,.i =1% -5. 14a。 -17. 91a。 -12.77a。 心／i =l5.39 —57.24 -3. 72 
6c =l% 1. OOa。 0. 99a。 -0. Ola。 �c/c=3. 85 0.04 0.01 

6b1 =l% 。 1. 88a。 1. 88a。 Ab 1/bl = 5. 0 8.43 1. 69 
。

t:.a, =l 26.08 48. 39 22. 31 D.a。/a。 =1/a。 1/a。 1. 00 

贡献、给付及精算债务的敏感度分析

• 27 •



心／X
（％） w

o
 

图1 精算债务敏感度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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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数据，可得精算债务敏感度分

析图（见图1)。 其中，横轴表示因素的变化

率，C::.a /a，绰／B等，纵轴表示债务的变化率

t::.X /X。

（二）结果剖析及启示

由 图1可以看到，除了开始工作年龄
% 
o a，开始退休年龄P与年利率i与精算债务

成反方向变动外，其它五个因素均与精算

债务成正方向变动。 其中，因素 w 的敏感

度最强，w增加1％的 幅 度，债务将增加

9%。0的敏感度次之。 接下来是 P与i。b 1

及a 的敏感度稍弱 一 些，但是它们每 变动

1%，债务的变化幅度也 要超过 1%。 a。 的变动幅度与债务的变动幅度始终保持 一致。 敏感度最

弱的因素是贡献率c,c变动1％幅度，债务只变动微小的0.01%。 以下对各因素逐个分析。

l． 开始工作年龄(a )的敏感度方析

从表2 看到，在其它条件不变下，a增加1 岁，总贡献减少1.79a。，总给付减少3.0la。，从

而 精算债务减少1-22 a。。这是因为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因 a增加1岁而 减少1年，于是总贡献减

少，进入个人帐户的贡献额 （占总贡献的 C2/C 比例）也 相应减少，故个人帐户储存额减少，从而

个人帐户养老金年给付额也 降低，在给付年限不变的情况下，总给付也 因此而 减少。 数扯分析

结果表明总给付的减少幅度要大于总贡献的减少幅度，故债务减少，其减幅约占总债务的1/

20左右，债务减少的百分比约为 a增加百分比的1 . 3倍，比较敏感。 因此，推迟职工的开始工

作年龄有利千减轻精算债务。 而增加义务教育的年限，提高全民受教育的水平，对正式职工最

低年龄的限定等，都不失为推迟职工开始工作年龄的有效途径。

2． 开始退休年龄(�)的敏感度分析

0提高1岁，则总贡献因缴费年限的延长而增加，同时，基础养老金因给付 年限的缩短而

减少。而 贡献的增加导致个人帐户储存额增加，相应地，个人帐户养老金年给付额也增加，但个

人帐户养老金给付年限缩短，故总给付是增还是减仍需通过 精确的数昼分析。而表2的分析结

果表明总贡献额增加了1- 79 a。，总给付额 下降了O.54 a。，因此精算债务减少。 并且，P变动1%

引起债务反方向变动约6%，相当敏感。

由 于开始退休年龄是一个相对易于控制的因素，可通过法律进行强制性的控制，因此适当

提高退休年龄是开源节流，减轻精算债务负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P每增一岁，就使每一职工

的债务减轻2- 33a。，以14845万职工，a。＝6210元计，＠ 共可减少债务2 .14 8 万亿元，占总债务

的10. 4 4%。 而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80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纷纷以提高退休年龄作为社

会保险改革的一项内容。 如日本199 5 年社会保险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将 退休年龄从60岁

逐步提高到65岁，而美国的目标是从 65岁提高到67岁，并规定提前退休年龄不得低于62

岁，同时通过增发养老金的手段鼓励延期退休。 我国职工男60岁、女55 岁（女性工人50岁） 的

退休年龄是 50年代制定的，当时中国的预期寿命在50岁左右，而如今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

命已达6 9 岁，男67岁，女70岁，＠ 显然，50年代规定的退休年龄已与我国人口的健康状况不

相适宜，应予提高。 此外还应采取措施防止提前退休并鼓励延期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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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均预期寿命(0)的敏感度分析

平均预期寿命的长短对贡献没有影响，对给付却有较 大影响。 寿命的提高将延长给付年

限，从而增加总给付量，加重精算债务负担。0提高1%，债务增加8. 5%，十分敏感。然而，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善，医疗卫生水平及技术条件的进步，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的提高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已成为全球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据预测，到2000年，我国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7. 4%，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届时我国将进入老龄社

会。 到2030年，我国退休人员总数将占在职人员总数的 40%（现在这个比例是23%，企业已感

负担重大），远远超过国际上普遍公认的20%-25％的警戒线，到达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众

多老龄人口对退休金的提取将对基本养老保险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为迎接老龄化高峰的到

来，必须在其它方面做出缩减精算债务的努力。

4. 基础养老金给付率(6 1 )的敏感度分析

b1的变动不影响贡献却影响给付。 b1每增减1％的幅度，精算债务相应增减1.7%，较为敏

感。 因此，降低基础养老金给付率可以降低总给付水平，从而减轻债务。然而，总给付水平的降低

意味着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的降低。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和国际上有关学者的意见，目前国际上

通行的养老保险模式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基本养老保险构成最低养老保障，是一 张社会稳

定安全网，替代率以25％左右为宜；第二层次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替代率约为 50%-60%；第三层

次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则依个人自愿投保，政府通过税收优惠予以鼓励。 第一、二层次的养老金

主要保障退休者的日常生活，第三层次则是适当提高老年生活的质量。而我国目前设定的基本养

老保险替代率在 36％左右。©与国际通行的25％的标准相比，有很大的降低潜力。 因此，我国应

在大力发展补充养老保险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基础养老金给付率，以减轻精算债务。

5． 贡献率(c)的敏感度分析

由表2,c的值每变动1％的幅度，精算债务同方向变动 0. 01%，敏感度在诸因素中最为微

弱。 这是因为，c的值增减1%，总贡献也相应增减1. OOa。，而总贡献的增减使个人帐户养老金

随之增减，故总给付增减O. 99a。，综合效果是债务减少微小的O.Ola。，仅占总债务的 o. 04%。

但是，贡献率若大幅提高，总债务的缩减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世界许多养老保险制度较成熟

国家的贡献率就是不断提高的。 如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始于1937年，其贡献率称为社会保险

税率，起初税率为2%, 50年代上 升为 3.1%, 60年代为 5-5%,70年代为7. 3%, 80年代为

9. 04% , 90年代为15. 3%。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从1955年初创时期的雇主雇员各交 5%

逐渐升至1994年7月1日开始的雇主雇员各交20%。 这些国家养老保险的贡献率就是在儿

十年中逐渐提高的。 有鉴于此，我国的养老保险也可随经济的发展，有条件地平稳地调高贡献

率。尤其，当前26％的贡献率中有18％是企业支付的（许多企业的贡献率现仍为20％以上，而

根据《规定》，企业缴费的比例一 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提高企业贡献率意味着企

业要支出更高的劳动力成本，这将削弱企业的竞争力，不利于其改革与发展，且个人贡献率提

高太快也不利于社会安定。 因此，贡献率可采取小幅调整的方式，在长时间里逐步调高。

6. 年货币工资增长率(w)与年利率(i)的敏感度分析

w的增减幅度为1％时，债务相应增减 9％左右，其敏感度在各因素中最为强烈。 由于贡

献、给付均按一定比例与工资挂钩，因此 一 旦工资增长，贡献与给付也随着增长。从表2的分析

结果可见，w对给付的影响幅度远远超过对贡献的影响幅度，从而债务大幅增加。 因此降低年

货币工资增长率w可以减轻债务。但是w是很难降低的，因为经济学原理表明在市场经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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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的增长最终将 导致劳动需求的增长，行业就业量的增加，以及一 般工资水平的提高，而

工资的增长又富有刚性。 因此要通过降低w来缩减债务是很难实现的。

另外，精算债务对年利率i的敏感程度也是比较强烈的。 因为i的增加使总给付的减少额

大大超过总贡献的减少额，从而债务减少较多。然而利率i 本质上是由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与

货币需求的均衡来决定的，而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却又受到诸多宏观经济指标如国民收入等

的影响，因此单从养老保险的角度对利率1 进行控制也是很难的。故通过增加利率以减少债务

这一方法也不可行。

7.a岁年平均工资(a 。)的敏感度分析

a 。增加 1 元，与 a 。有正相关关系的贡献与给付均上涨，导致债务增加 22. 31 元。 或者，a。

增加1%，债务也扩大1%，在八大因素中属于敏感度较弱的因素。 然而由于工资增长富有刚

性，只升不降，因此，随着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期限的延长，社会平均工资的上涨，越晚进入基本

养老保险的职工，其精算债务也越大。

三、结论

总而言之，本文运用保险精算方法，对开始工作年龄a，开始退休年龄化平均预期寿命e,

基础养老金给付率 b 1，贡献率 c，年货币工资增长率w，年利率1，及a岁年平均工资a。这八大

因素的变动对基本养老保险精算债务变动的敏感度进行了定扯分析，得到下述结论：

w 的敏感度最强，0、B、i次之，b 1、a、a。 的敏感度稍弱，c 的敏感度最弱。在这些因素中，年货

币工资增长率w，年利率i，平均预期寿命0，及a岁年平均工资a。，都受复杂的经济、社会、科

技、人口、政治等因素的制约，很难控制，因此缩减精算债务不能从这些因素入手。并且，随着社

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0与a。 都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种趋势无疑将 使债务也有不断扩大的

趋势。 因此应及时采取措施抑制债务的扩大。 而要减轻债务，行之有效的途径有：推迟职工的

开始工作年龄a，提高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化大力发展补充养老保险以为适当降低基础养老

金给付率提供可能性，以及小幅度有步骤地调高贡献率。 并且，我国可以在社会保险管理局下

特设精算办公室，对养老金的贡献、给付情况作5年的短期预测和75年的长期预测，预测悲

观、乐观和 一 般三种情况下未来国家经济和人口变化，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并结合上述途径，

缩减精算债务，以减轻将来我国步入人口老龄化高峰时国家、社会与个人的沉重负担。

注：

@（l)
“

贡献
”

与
“

给付
“

分别指月贡献与月给付；（2）工资总额的构成以国家统计局规定为准；（3） “

给付
“

仅

指个人缴费年限满15年的职工的养老金给付。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5年版，第232-237页。

＠《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版。第93页。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5年版，第232— 237页。

＠养老保险替代率＝P岁初养老金／�-1岁初工资＝36.0%．过程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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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沁战犹总总是跳毡也比呤

由谈敏教授编著的《中国财政思想史教程》是根据《中国财政思想史》（胡寄窗、谈敏著）改编

而成，涵盖了中国古近代财政思想范畴，全书分为4编19章，分别按先秦财政思想、封建地主经

济前期财政思想、封建地主经济后期财政思想和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财政思想分别展开。

在本书的第一编中，作者按不同的历史时期、重要思想学派及代表著作几条线索，从不同

角度考察了先秦时代在西周以前的财政传说，如“ 贡 ＂、”计功 ”、“ 安民”的概念，以及《尚书》、《易

经》中记载的当时流行的财政观念等，西周财政思想、春秋土地租赋思想、儒家财政思想，墨家、

法家及战国其他的财政思想等，同时辟专章对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周礼》、

《管子》的财政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分析，认为《周礼》是我国所谓古代典籍中唯一一邻接触

经济问题最多的书，它在国家的总的财政方针上，投调经济的作用，它设想的财务行政管理思

想之丰富史无前例，它还特别强调会计稽核管理。而《管子》则可视为是对《周礼》的相互补充，

其思想体系中反映的最多的是以商品货币关系为其财政论述的核心，并在国家的财政经济措

施上力求采取商业的经营方法。

第二编和第三编是对中国自秦朝统一全国到鸦片战争前夕 2000 多年的财政思想发展演

变按朝代分别进行的历史考察。秦汉帝国的建立标志着封建地主经济关系的确立，封建财政体

制逐渐完备，直到唐末，在封建地主经济前期出现的各种财政政策和建议，成为独具中国特点

的封建财政思想。从宋代开始，封建经济渐次由盛转哀，所以封建经济后期财政思想发展，开始

对先秦以来若干儒家传统财政观点产生怀疑和进行批判，尽管没能提出超越前人的财政理论

原则，却为未来财政思想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四编则以近代重要历史事件为分期标准，考察了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天国失

败到甲午战争前后和清末民初的财政思想。这一时期，在中国财政思想倾域如同其他思想锁

域，同样开始了“

向西方学习运动“，在书中也有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反映。如魏源利用国内商业

资本的思想、重视外贸的思想、考虑收支盈亏影响国家财政的分析，王韬 “理财”概念中的资本

主义因素，薛福成的利用外资思想，郑观应坚持在财务行政上应有国人执掌海关总税务司税政

大权思想等，都是这一时期中国财政思想的闪光之处，而《中国财政思想史教程》对之的分析和

讲解也很简明扼要。

《中国财政思想史教程》不但全面反映了1919年以前几于年来中国财政思想的全貌，而且

从各章的历史顺序中，较易于把握其发展脉络，对于在财政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政策措

施、历史文献和代表人物的财政思想着墨较多，反映出了中国财政思想的丰富性和连续性，同

时起到在大学生中普及中国财政思想知识的作用。（李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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