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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确定，应该考虑企业和职工个人的承受能力，应该考虑

社会的总承受能力。 文章在对我国国有企业、职工的承受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我国适度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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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确定是社会保险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确

定适度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应该考虑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应该

考虑社会的总承受能力。 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是指企业、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

险各种项目的缴费水平。 在我国，主要包括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医疗保险缴费

水平、失业保险缴费水平、工伤保险缴费水平和生育保险缴费水平的总和。 企

业承担社会保险缴费的多少，影响到企业新增价值的分解；个人承担社会保险

缴费的多少，影响到居民收入的分解，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本文

对我国国有企业和城镇职工承担社会保险缴费的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确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理论依据

（ 一 ）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对新增价值分解的影响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产品的新增价值包括V+M两部分。 在产

品新增价值中，社会保险资金的一部分来源于企业的利润(M)，另 一部分来源

于劳动力成本(V)。 在现收现付制度下，劳动者的养老保险费、失业救济费和

社会抚恤费等则主要来源千M。 如马克思所说，“保险费表现为特定部门的
一定资本在总剩余价值中所取得的份额……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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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从而只体现新追加劳动的剩余产品（从价值方面来看）的一部分，必须充

当保险基金。”贮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社会保险的对象（老年人、伤残者、失业者

等）并没有进入生产过程，其基本生存费用不来自于企业的生产成本，只能来

源千M，通过对M的再分配来实现。 社会保险对M进行再分配时，由于扣除

比例不同，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和投资。 如果社会保险参与M分配的资金过

多，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就少，就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和投资，进而影响

到经济的增长；相反，会影响到职工的生活。

可见，社会保险参与的M分配是有限度的，应该是在不影响企业发展的

前提下，保持对M的适度扣除。

（二）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对职工收入分解的影响

在社会保险资金筹集的过程中，职工个人缴费部分是从劳动力成本中直

接扣除的，职工缴费占劳动力成本的比例，直接影响到职工的收入水平和收入

的分解。 职工工资收入形成后，一般分解为储蓄和消费两部分。 职工收入中

储蓄和消费各占多少份额，主要受居民生活水平、收入心理预期、居民消费方

式等多方面的影响，社会保险缴费对居民收入分解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基金积累制下，职工将年轻时创造的财富推迟到年老以后消费，将现期

消费的一 部分转化为远期消费，这种缴费方式对职工一生的消费曲线进行了

调整，使职工整个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的消费水平保持平稳。 一般来说，职工

消费分为现期消费和远期消费两个阶段，因而职工收入必须在现期和远期进

行消费的时间配置，并通过这种合理配置实现收入效用的最大化。

假设职工的现期消费为C]，远期消费为C2，一生消费为C，则有C=Cl

+Cz。

假设职工的现期收入为Y]，远期收入为Y2，其一生的收入为Y，则有Y

=Y1+Y20 

再假设职工的储蓄为S，利率为r，则不同时期的消费函数为：

C1
=Y1 -S Cl) 

Cz =Y2 +SO+r) (2) 

C=Ci +Cz (3) 

将(2)式可以换成为现值，等式两边同时除以(l+r) 可得：

Cz/O+r)=Yz/O+r)+S (4) 

(4) 式表明远期消费的现值等于远期收入的现值加上储蓄。

将(4)式和(2)式的现值合并，可得：

Ci + Cz / (1 + r) = Y 1 + Y 2 / (1 + r) (5) 

(5)式说明，消费现值等于收入现值，这是个人对收入进行消费一储蓄

配置的基本准则＇，也是个入对现期消费和远期消费配置选择的一个基本准则

（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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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替代率为：MRS=1/Cl +

r)。因为预算线的斜率1/Cl+

如图1所示，预算线AB表示在现期收入为Y!、远期收入为Y2和利率为

r的条件下，职工对现期消费C1
和远期消费G的选择。职工个 C

人消费效用线I。与预算线AB相 A

切为P。,P。点即为现期消费与远

期消费的最佳替代点。在切点

(P。)上，现期消费与远期消费的c, I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P
。

r)，所以，一般情况下职工收入是。

按照1/0+r)分解为消费和储

蓄的，这也就实现了现期消费与
远期消费之间的最佳组合。

图1

]。

C2 B

 

现期消费和远期消费的最佳组合与选择

二、我国国有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承受能力分析

社会保险对职工是一种权益，对企业则是一种负担。如果企业负担的社
会保险缴费过多，将使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在存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的
情况下，这种负担不可能以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因而提高社会
保险缴费水平将会挤占企业利润，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根据资料显示，日
本厚生年金的缴费率到2020年左右要提高到34％左右，这一 计划在日本引
起了企业界入士的强烈反对。日本许多企业家认为，如果将厚生年金的缴费

率提高到34%，企业就无法承受这一负担，进而导致经济的崩溃。同样，我国

也存在企业能够承担多少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问题。有一 种观点认为，目前
我国占工资总额24％的平均养老保险缴费率是不够的，建议将其提高到34%
的水平。而根据周小川的研究显示 ，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是
非常大的。如果养老保险缴费率从24％提高到34%，很可能使近几年国有企
业扭亏为盈的成果付诸东流。乡镇企业更是如此。我国乡镇企业大多是劳动

密集型的，以前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现在如果强制它们缴费，劳动成本一 下子

提高24%，会导致相当多的企业亏损、倒闭气可见，确定企业的社会保险缴
费率，应该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

下面以我国国有工业企业为例气考察企业承受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能

力。本文试作如下论证：
根据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一般财务状况，在企业产品的出厂价中，约有

70. 3％为中间投入品（原材料、能源、电力、交通等）价值的转移，约有29.7%
左右为新增价值气目前，企业产品缴纳的增值税率为17%，这17％的增值
税率折合成出厂价后的比率为5.05%。这也就是说，在100元的产品出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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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间投入品占70.3元，增加值为29.7元，缴纳的增值税5.05元，产品的
销售价格为105.05元。

根据柯布—道哥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可以回归出新增价值中

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 柯布—道哥拉斯生产函数如下：
Y=AL° K� 

其中，Y为产量，L为劳动要素投入，K为资本要素投入，a和0分别代表

产出相对于劳动投入的弹性和资本投入的弹性。

对上式作对数变换，可得：InY= lnA+alnL+�lnK 

运用1990~1999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工资和资本支出的估计值（见

表1)，可以分别回归出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
lnY=3 .  211+0. 655InL+o. 35llnK 

(T统计量） （9. 857) (4. 526) (1. 346) 

R2 =O. 990 F=362. 2365(P=O. 000) DW=l. 995 

表1 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力、资本支出估计表 单位：亿元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职工工资 2361 2641 3134 3859 5379 6334 7061 7451 6945 7477 

投资 2986 3714 5499 7926 9615 10898 12006 13091 15369 15948 
总产值 13064 14955 17824 22725 26201 31220 36173 35968 33621 35571 

资料来源：1.本表资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门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计
算、加工而成。

2.表中的工资总额是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的总额，并不包括企业
缴纳的、纳入社会统筹的社会保险费用。

上述分析表明，在产品新增价值中，65％是劳动要素带来的，即新增价值

的65％用来支付职工工资，35％为资本报酬。 这也就是说， 在29.7元的新增

价值中，有19.3元用千支付职工工资，资本报酬为10.4元。 而在10. 4元的

资本报酬中，就有4.5元的资本成本（如折旧和借贷资本的成本），剩下的5.5 

元为企业利润气国有工业企业仅有的5.5元利润，全部用于缴纳社会保险

费，只能约占工资总额的30％左右，这是企业缴费的上限。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济稳步发展气必须维持必要的资本积累，这是企

业扩大再生产最基本的要求。 也就是说， 企业利润中最低限度应该有30％的

利润转化为资本进行投资气即5. 5元的利润中起码应该有1. 65元需要进行

资本积累。 去掉这部分必要的资本积累，企业可用千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钱

(Bl) 就只有3.85元，这3.85元就是企业缴费的适度界限气折合成社会保险

缴费率片／Y约为20％左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企业能够承受社会保险统筹缴费的最高限度为

30%，适度的缴费限度为20％左右，这里还没有考虑企业应向政府缴纳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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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得税、营业税等。

目前，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是在超负荷的状态下运行的，企业缴纳各种社会
保险的缴费率平均 为40%~50%，这不仅拿走了国有工业企业必要的积累资
金，而且也把相当多的国有企业拖垮了。

三、我国企业职工个人的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在基金积累制下，职工需要缴纳社会保险费并计入个人账户延期支付，因
而在确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时，应该考虑职工个人的承受能力。

职工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现期消费，一部分用于远期消费形成储蓄。 社会
保险强制职工缴费在一定意义上执行了储蓄的功能。 职工承担的社会保险缴
费，不应该超过职工的自愿储蓄，否则，就会影响职工的现期消费，使职工感到
不堪重负，这可以通过分析职工自愿储蓄来确定职工缴费的界限。

假设社会保险制度中个人缴费为比，个人现期消费为C,c 为个人边际消
费倾向心为不随收入变化的、稳定的消费，个人工资收入为Y，则远期消费
为：Y-C。

C=Co +ex Y (6) 

假设职工的全部储蓄（远期消费）都用来缴纳社会保险费，其费率为：
比/Y=(Y—C)/Y (7) 

将(6)式代入(7)式，可得：
比/Y=(Y-Co-cXY)/Y (8) 
比／Y=l-c-Co/Y (9) 

根据公式(9)，如果知道c、G和Y，就可以确定职工缴费率 （比／Y）的最

上限。 一般地，c、G要根据一组样本数据回归分析出来。

下面以1990~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数
据表（见表2)气对(6)式进行回归分析。

表 2 1990~ 1999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消费支出表 单位：元

人
人
均勹：�勹：出1 ::E°:1 ::5\ I ：芒勹I：芒了： 1 ：E[＼ I三了：I吐飞6:1 :［三7:1 :；气勹 I吐芒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经过对公式(6)的回归分析，可得：
C=113. 41+0. 779Y 
T— Statistic(76. 114) Adjusted— R2= 0. 998 
F—Statistic= 5793. 368 D. W. =l. 02 

由表3可以看出，个人承担社会保险缴费的最大限度在不同年份是不同
的。 然而必须看到，职工缴费是在假设不存在任何储蓄的清况下做出的。 一
般情况下，职工工资是按 1/Cl+r) 的比例进行消费和储蓄分解的，在我国，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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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等于 6.5％见将其代入1/（1+r)这一公式可得93.9%，即在职工工资收

入中，大约有93.9％的收入用于消费，6.1％用于储蓄。 用社会保险缴费上限

分别减去工资收入中 6. 1％的储蓄，可得职工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下限（见表

3)。 可见，社会保险中职工缴费率的高低，应该以不影响职工正常的现期消费

为限度。

年份

表3 1990~ 1999年职工社会保险缴费的上限与下限 单位：％

1990 I 1991 I 1992 I 1993 I 1994 I 1995 I 1996 I 1997 I 1998 I 1999 

职工缴费上限I 14 6 1 15 3 1 16 4 1 17 6 1 18 8 1 19 4 1 19 7 1 19 8 1 19 9 1 20 1 

职工缴费下限 8.5 I 9.2 I 10.3 I 11.5 I 12.7 I 13.3 I 13.6 I 13.7 I 13.8 I 14.o 

四、我国社会保险缴费总水平的确定

社会保险缴费总水平是指企业、职工缴费总额占GDP的比重，确定社会

保险缴费总水平可以为我国确定适度社会保险缴费总水平提供参考。

如上所述，企业能够承担各种社会保险缴费的合理限度为职工工资的

20%，即为3.86 元；职工能够承担的适度比例为工资的 15％左右气即为

2. 90元这样可以估算出当前 我国社会保险缴费总水平的合理限度大致为

6％左右。

企业能够承担各种社会保险缴费的最大限度为职工工资的 30%，即为

5. 79元，职工能够承担社会保险缴费的最大限度为工资的20%，即为3. 86

元。 这是在假设企业没有任何积累、职工个人没有任何储蓄的情况下计算出

来的。 这一比重大约为GDP的9％左右 。 由此，可以 确定我国社会保险缴费

总水平的适度区间为 6%~9%。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费用支出＠ 占GDP的比重虽然并不很高，只有5%~

6％左右，但是，社会保险缴费却从企业利润中拿走了很大一部分。

注释：
CD引自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5年第1

版，第395页。

＠本论文关千企业盈利能力的分析，主要参考周小川的文章：《社会保险与企业盈利能力》
（参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6期）。

＠目前，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其经济效益、产品
成本等基本代表我国企业的生产水平，重点考察国有工业企业的社会保险承受能力具
有一般意义。

＠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
＠这一数据是根据1998、1999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数据推出，我国利率从长期来看

是较高的，因此，资本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其实，1999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实际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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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3.42%，远低于这一数据（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

＠假设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左右的水平。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我国企业的投资率大多维持在30%~40％之间，我们

取其下限30％来分析。

＠假设3.85元全部用来缴纳社会保险费。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无法找到企业职工人均年收入和消费支出两方面的对应数据，只

能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消费支出情况来代替，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这一参数是根据有关部门的 统计数据得出的。

＠这一数据是通过对（上限平均缴费水平十下限平均缴费水平）／2得出的，即为(18. 16% 
+12. 06%)/2=15. ll%。

＠在统计数据上由于无法获得社会保险缴费总额，只能用 社会保险支出来代替。 这就暗

含着一个前提假设，社会保险缴费总额等于社会保险支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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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 levels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endurable abilities of enterprises, individ

uals and the society. This paper carries out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ndur

able abiliti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workers, and gives the reasona

ble range for soci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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