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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应用“所得与需要”的理论模型，通过变量界定，建立了养老金“公平性”分析模型; 应用分析模型

和相关统计数据及资料，从当事者与参照者的横向比较和当事者自身不同时点上的纵向比较两个维度，进行“基

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的分析，得出对我国养老金“公平性”的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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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从 1986 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起步，到 2012 年 7 月 1 日基本实现全国城乡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我国现行养老金体系基本形

成。①财政补贴，个人缴费的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

户养老金构成的城乡居民养老金。②单位、个人缴

费，财政补贴的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③财政供款、依据本人

在职时的基础工资、工龄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等

的一定比例计发的机关单位离退休人员和未参加改

革试点的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④参加改革

试点的事业单位新参加工作的“新人”，养老金缴费、
发放标准与企业退休人员基本一致; 已经参加工作尚

未退休的“中人”在“新人”养老金之外再增加过渡性

养老金; 已经离退休的“老人”与未参加改革试点的事

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一致。
数据显示，我国现行养老金体系 4 种形式之间

收稿日期: 2012 － 09 － 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模式与推进路径研究”( 09＆ZD057 ) ;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陕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跟踪研究”( 10E070) 。
作者简介: 雍岚( 1976 － ) ，女，陕西省西安市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讲师，研

究方向: 养老金制度; 张思锋( 1952 － ) ，陕西省渭南市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社会保障精算。
① 2011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② 根据《2011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所得。

的养老金差异悬殊。2010 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

人员人均月养老金 1934 元① ; 2011 年，企业退休人

员人均月养老金 1558 元，相当于 2010 年机关事业

单位离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的 80． 6% ; 2011 年，

农村老年居民、城镇老年居民人均月养老金分别为

57． 5 元、78 元②，相当于当年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

养老金的 3． 7%和 5%。
4 种形式养老金各自所涵盖的人群之间养老金

也存在明显差异。以地区之间的差异为例，2010 年，

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下简称省份) 企业退

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为 1395 元，其中最低的是吉林

省 1019 元，仅为最高的北京市 2057 元的 49． 54% ①。
根据我们的调查，2010 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人均月

养老金，江苏省常熟市 469． 74 元，河南省通许县 60
元，陕西省商南县 57． 69 元［1］。

关于养老金的差异，研究者最常用的是以人均

养老金表示的“所得”进行直接比较，比如企业与机

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差异［2 － 6］; 养 老 金 的 城 乡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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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7 － 9］、地区差异［10 － 12］、行业差异［13］。考虑到城乡

之间、地区之间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有人使

用与工资收入或“标准人”养老金比较的“相对所

得”描述养老金的差异，比如养老金除以工资得到

的替代率［4，10，14 － 17］，或者当事者与标准人的养老金

相比得到的相对收入［18］。由于养老金制度作为一

项社会保险制度，强调受益者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因

此，还有学者引入“贡献”因素讨论“所得”，比如运

用养老金纯受益［19 － 21］、代际账户值［22］、代际转移趋

势模型［23］等分析代际和代内差异，运用内含报酬

率、真 实 缴 费 率 等 指 标 分 析 行 业［16，24］ 和 地 区 差

异［25］，运用缴费给付比分析农民工养老金在输入地

与输出地的差异［26］。
在运用“所得”、“相对所得”、“贡献与所得”等

分析养老金差异的基础上，研究者还讨论了养老金

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问题。郑秉文认为，

在“碎片化”的多种养老金制度下，存在的养老金差

异及其不断拉大的趋势不利于社会公正［27］。朱玲

指出，中国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板块分割状况，使整

个体系既有失公平，又损失效率［28］。李玲和李迎生

认为，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在公平的

理念上先后经历了平均主义、效率至上到公正主义

的演变［6］。郑功成指出，社会公平是一种价值判断，

建立在权益平等的基础之上［29］。景天魁曾多次指

出“底线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并将其

具体化为包括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和健康需求在内

的“基础性需求”［30］。穆怀中提出，城镇和农村养老

保险应在社会统筹部分体现“生存公平”，而在个人

账户更多体现“劳动公平”［31］。周韬认为，基于公平

的视角，养老保险制度范围要扩及全民，所有公民在

年老生活处于困难时都应该“一视同仁”地得到国

家帮助［32］。冯曦明认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缺失

导致参 保 起 点 不 公 平、过 程 不 公 平 和 结 果 不 公

平［33］。王艳萍等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

考察主要强调机会的均等［14］。
养老金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结果之一。我们在

《分配结果“公平性”的判断、分析与推论》一文中指

出，分配结果是客观存在，而对分配结果“公平性”
的判断，却是依据判断者的立场、视角及选取的参照

物、判断标准等做出的主观评价。把养老金作为一

种“所得”，对养老金的“公平性”判断，存在着“所

得”、“所得与贡献”、“所得与需要”3 个分析视角;

其中单一的“所得”比较是简单的、浅显的“公平性”
判断方法;“所得与贡献”的比较适用于对初次分配

结果的判断;“所得与需要”的比较更适用于对再分

配结果的判断［34］。本文应用“所得与需要”的理论

模型，通过变量界定，建立了养老金“公平性”分析

模型; 应用分析模型和相关统计数据及资料，从当事

者与参照者的横向比较和当事者自身不同时点上的

纵向比较两个维度，进行“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
的比较，得出对我国养老金“公平性”的基本判断。

二、变量界定

在《分配结果“公平性”的判断、分析与推论》一

文中，“所得与需要”的公平性分析包括: ①当事者

与参照者“所得需要比”的横向比较; ②当事者现在

与过去、未来与现在“所得需要比”的纵向比较。对

比较结果有“公平”、“不公平”、“回避”三种判断: 当

“所得需要比”在横向、纵向比较中结果相等时，当

事者认为分配结果是“公平”的; 当“所得需要比”在

横向、纵向比较中结果较小时，当事者处于弱势地

位，会感觉到明显的“不公平”，且不平则鸣，试图通

过各种渠道予以表达; 当“所得需要比”在横向、纵

向比较中结果较大时，当事者处于强势地位，有一定

的优越感，具有维持现状的心理，会尽可能地“回

避”对公平性的讨论［34］。
分析养老金“公平性”涉及的基本变量包括“基

础养老金所得”、“基础养老金需要”和“基础养老金

所得需要比”。
( 一) “基础养老金所得”
所得，是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结

果［34］。养老金也是一种“所得”，它是由政府、公司

等向因年老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按月支付的资金。我

国目前的养老金有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等。其中

企业年金与职工在职期间的劳动贡献相关，属于

“所得与贡献”的公平性分析对象; 基本养老金包括

来源于政府和单位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

金，其中个人账户养老金是以参保人缴费为主要来

源的，不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范畴，不同参保人之间

个人账户养老金不具有进行公平性分析的可比性;

另外，机关单位和未参加改革试点的事业单位离退

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全部由财政供款。因此，本文的

“基础养老金所得”界定为来源于政府和单位的基

础养老金或离退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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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基础养老金需要”
需要，是有机体感到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满足

的心理倾向［34］。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需要可以理

解为: ①脱离既定条件的无约束的需要; ②既定约束

条件下的需要; ③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要［35］。养老

需要属于既定约束条件下的需要，是指因年老失去

劳动能力的人为满足自身生活而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的价格总额。目前，满足我国老年人养老需要的主

要来源是个人积蓄、家庭成员资助、基本养老金、企
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等，农村老年人还不同程度拥

有土地保障。
我国现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把基础

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目标规定为与家庭养

老、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

相配套，共同保障老年居民的“基本生活”①。现行

企业职工和改革试点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把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目标

规定为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②。基本生活需要

减去可获得的人均家庭支付就是城乡老年居民、企
业退休职工、改革试点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基

础养老金需要”。为了确保养老金“公平性”分析的

可比性，我们对机关单位和未参加改革试点事业单

位离退休人员与城乡老年居民等给予同一的“基础

养老金需要”界定。
( 三) “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
“所得需要比”，即每 1 单位的需要可以获取的

所得［34］。“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就是每 1 单位

“基础养老金需要”可以获取的“基础养老金所得”，

即“基础养老金所得”与“基础养老金需要”的比值。

三、模型构建

( 一) 基本假设

1．“基础养老金需要”分为城镇和农村两类。
一般情况下，同一时点、同一地区、同一年龄段人群

基本生活需要的价格总量基本是一致的，由于我国

城镇与农村的生活成本差异较大，因而分别估算城

镇和农村的“基础养老金需要”。城镇老年居民、企
业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使用城镇

“基础养老金需要”; 农村老年居民使用农村“基础

① 参见:《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② 参见:《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养老金需要”。
2． 根据规定，未参加改革试点事业单位与机关

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计发方法基本一致，我

们把未参加改革试点事业单位归入“机关事业单

位”一起计算; 由于改革试点事业单位数据难以获

取，我们把这部分内容忽略未计。
( 二) 构建思路

首先，依据相关政策，分别计算城镇老年居民、
农村老年居民、企业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

人员 4 类人员的“基础养老金所得”; 然后，分别计

算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再减去可获得

的人均家庭支付，得到“基础养老金需要”; 最后，计

算“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即“基础养老金所得”
与“基础养老金需要”的比值。

( 三) 测算模型

1．“基础养老金所得”测算模型

( 1) 农村老年居民基础养老金

《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

意见》( 国发［2009］32 号) 规定，农村老年居民基础

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55 元，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 国家根据经济发

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全国农村老年居民

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在具体执行中，多数地区

的基础养老金标准都有所上浮，但对一个地区来说，

基础养老金标准是一个常数。即:

ABPv
t = 1

n∑
n

i = 1
BPvi

t ( 1)

其中，ABPv
t 表示 t 年全国农村老年居民基础养

老金的平均值，BPvi
t 表示 t 年第 i 个省份农村老年居

民的基础养老金，n 表示参加计算的省份数量。
( 2) 城镇老年居民基础养老金

《关于开展城镇老年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

指导意见》( 国发［2011］18 号) 规定，城镇老年居民

基础养老金标准与农村老年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一

致。由于城镇老年居民没有土地保障，因此一些地

区设计的城镇老年居民与农村老年居民的基础养老

金不完全一样，需单独计算。即:

ABPc
t = 1

n∑
n

i = 1
BPci

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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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BPc
t 表示 t 年全国城镇老年居民基础养

老金平均值，BPci
t 表示 t 年第 i 个省份城镇老年居民

基础养老金。
( 3) 企业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

《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的决定》( 国发［2005］38 号) 规定，企业职工退休时

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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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 发 给 1%。由 于 我 国 从 2005 年 到

2012 年连续 8 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简

称“8 连涨”政策) ，且提高幅度明显，因此本文在计

算中加入这一因素。

ABPe
t = 1

n∑
n

i = 1
BPei

t

= 1
n∑

n

i = 1
［1
2 AWi

t0·( 1 + r) t －t0－1·( 1 + CIt )·CYt］×

1%］+ α ( 3)

其中，ABPe
t 表示 t 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基础养

老金的平均值，BPe
t 表示 t 年第 i 个省份企业退休人

员的基础养老金，AWi
t0 表示 t0 年第 i个省份在岗职工

月平均工资，r 表示第 i 个省份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增长率，CIt 表示 t 年企业退休人员个人平均缴费指

数，CYt 表示 t 年企业退休人员平均缴费年限，α表示

“8 连涨”政策造成的基础养老金增加额。
( 4) 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

《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 国办

发［1993］85 号) 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

革实施办法》( 国办发［1993］85 号) 规定，依据本人

在职时的基础工资、工龄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

等的一定比例计发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离退休

费。本文用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总

额除以离退休人数再除以 12 个月，可以得到我国机

关事业单位人均离退休费。

ABPg
t = 1

n∑
n

i = 1
BPgi

t

= 1
n∑

n

i = 1
［1
12·

TBPgi
t0

RPgi
t0

( 1 + r1 ) t －t0－1］ ( 4)

其中，ABPg
t 表示 t 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

人员离退休费的平均值，BPg
t 表示 t 年第 i 个省份机

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人均离退休费，TBPgi
t0 表示

t0 年第 i 个省份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

费总额，RPgi
t0 表示 t0 年第 i个省份机关事业单位离退

休人数。
2．“基础养老金需要”测算模型

根据前文分析，“基础养老金需要”分为城镇和

农村“基础养老金需要”。我们有:

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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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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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1
n∑

n

i = 1
( PLvi

t － PIvit ) ( 5)

Dc
t = 1

n∑
n

i = 1
Dci

t = 1
n∑

n

i = 1
( PLci

t － PIcit ) ( 6)

其中，Dv
t、D

c
t 分别表示 t 年全国农村、城镇“基础

养老金需要”的平均值，Dvi
t 、D

ci
t 分别表示 t 年第 i 个

省份农村、城镇“基础养老金需要”，PLvi
t 、PL

ci
t 分别

表示 t 年第 i 个省份农村、城镇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

要，PLvi
t 、PL

ci
t 分别表示 t年第 i个省份农村、城镇老年

人可获得的人均家庭支付。
3．“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测算模型

( 1) 当事者与参照者“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
横向比较所需的测算模型

① 不同类别主体“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的

计算公式

根据公式 1 ～ 6，得到农村老年居民、城镇老年居

民、企业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 4 个不

同类别主体“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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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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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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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r) t －t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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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1
( PLci

t － PIcit )
( 10)

其中，Rv
t、R

c
t、R

e
t、R

g
t 分别表示 t 年全国农村老年

居民、城镇老年居民、企业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

离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
② 相同类别主体省际之间“基础养老金所得需

要比”的计算公式

根据公式 1 ～ 10，可得各个省份农村老年居民、
城镇老年居民、企业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

人员 4 个不同类别主体的“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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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vi
t 、R

ci
t 、R

ei
t 、R

gi
t 分别表示 t 年第 i 个省份农

村老年居民、城镇老年居民、企业退休人员、机关事

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
( 2) 当事者“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纵向比

较所需的测算模型

根据公式 1 ～ 10，可得农村老年居民、城镇老年

居民、企业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 4 个

类别主体在过去某一时点“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

比”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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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民政部网站: http: / /www． mca． gov． cn /article / zwgk / tjsj /。

Re
t－x =

ABPe
t

Dc
t－x

=

1
n∑

n

i = 1
BPei

t－x

1
n∑

n

i = 1
( PLci

t－x － PIcit－x )

=
∑

n

i = 1
［1
2 AWi

t－x－1·( 1 + CIt－x ) ·CYt－x × 1%］

1
n∑

n

i = 1
( PLci

t－x － PIcit－x )

( 17)

Rg
t－x =

ABPg
t

Dc
t－x

=

1
n∑

n

i = 1
BPgi

t－x

1
n∑

n

i = 1
( PLci

t－x － PIcit－x )

=

1
n∑

n

i = 1

1
12·

TBPgi
t－x

RPgi
t－x

1
n∑

n

i = 1
( PLci

t－x － PIcit－x )
( 18)

其中，Rv
t－x、R

c
t－x、R

e
t－x、R

g
t－x 分别表示 t － x 年全国

农村老年居民、城镇老年居民、企业退休人员、机关

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

四、模型应用

( 一) 数据来源

根据 31 个省份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

老年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等

实施办法，得到 2012 年农村老年居民和城镇老年居

民的基 础 养 老 金 数 据。从 2011 年《中 国 统 计 年

鉴》，得到 2010 年各个省份的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数据。3． 从 2011 年《中 国 劳 动 统 计 年 鉴》，得 到

2010 年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总额和离退休人数。使用 2012 年民政部公布的城

镇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数据，估算城镇和农村老

年人基本生活需要数据①。使用 2012 年民政部公布

的城镇和农村贫困家庭人均收入数据，估算城镇和

农村老年人可获得的人均家庭支付数据。
( 二) 参数设定

设定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的全国省份数量 n =
31。以可获得的最新年份数据为基数，运用公式测

算 2012 年的各项数据。根据 2002 － 2011 年《中国

统计年鉴》，得到 2001 － 2010 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

资年均增长率 14． 29%，因此设定 r = 14． 29%。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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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业单位人均离退休费增长率参照在岗职工月平

均工资年均增长率。由于所有企业退休人员缴费基

数的平均值约等于社会平均工资，所以设定 CIt =
1。根据规定，参保人员最低缴费年限为 15 年，设定

企业退休人员平均缴费年限 CYt = 15。据推算，“8
连涨”政策增加的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基础养老金为

670 元，设定 α = 670。
( 三) “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的比较与养老

金“公平性”判断

1． 当事者与参照者“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

横向比较及“公平性”判断

( 1) 不同类别主体“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横

向比较及“公平性”判断

把相关数据和参数代入公式 1 ～ 10，得出 2012
年农村老年居民、城镇老年居民、企业退休人员、机
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 4 个主体的“基础养老金所

得需要比”分别为 0． 62，0． 35，4． 46，9． 83。
我们把 4 个主体依次作为当事者，把其他 3 个

主体作为参照者，两两进行“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

比”横向比较，由此得到 4* 3 = 12 个结果，见表 1。

表 1 “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的比值及当事者的“公平性”判断

参照者

农村老年居民 城镇老年居民 企业退休人员 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

当事者

农村老年居民 ——— 1． 77( 回 避) 0． 14( 不公平) 0． 06( 不公平)

城镇老年居民 0． 57( 不公平) ——— 0． 08( 不公平) 0． 04( 不公平)

企业退休人员 7． 10( 回 避) 12． 75( 回 避) ——— 0． 45( 不公平)

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 15． 9( 回 避) 28． 1( 回 避) 2． 20( 回 避) ———

由表 1 可知，①城镇老年居民与其他 3 个主体

“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的比值均小于 1，其判断

都是“不公平”; ②农村老年居民与企业退休人员、
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

比”的比值小于 1，与城镇老年居民“基础养老金所

得需要比”的比值大于 1，其判断有 2 个“不公平”，1
个“回避”; ③企业退休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

人员“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的比值小于 1，与城

镇老年居民和农村老年居民“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

比”的比值大于 1，其判断有 1 个“不公平”，2 个“回

避”; ④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与其他 3 个主体

“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的比值均大于 1，其判断

都是“回避”。
( 2) 同一类别主体省际“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

比”横向比较及“公平性”判断

由于无法获取 31 个省份企业退休人员和机关

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相关数据，本文只进行农村老

年居民和城镇老年居民养老金省际“公平性”判断。
①把相关数据和参数代入公式 7 和公式 11，得

到我国 2012 年 31 个省份农村老年居民“基础养老

金所得需要比”及全国平均值，见图 1。
图 1 显示，上海、青海等 9 个省份农村老年居民

“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高于全国平均值; 黑龙江

省农村老年居民“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等于全

国平均值; 浙江、江苏等 21 个省份农村老年居民

“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低于全国平均值。从“基

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的角度，浙江、江苏等 21 个

省份农村老年居民会感到省际间的“不公平”。

图 1 2012 年农村老年居民“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
省际比较及全国平均值

②把相关数据和参数代入公式 8 和公式 12，得

到 2012 年 31 个省份城镇老年居民“基础养老金所

得需要比”及全国平均值，见图 2。
图 2 显示，上海、北京等 8 个省份城镇老年居民

“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高于全国平均值; 浙江、
辽宁等 23 个省份城镇老年居民“基础养老金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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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比”低于全国平均值。即从横向比较的角度，

浙江、辽宁等 23 个省份城镇老年居民会感到养老金

省际间的“不公平”。

图 2 2012 年城镇老年居民“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
省际比较及全国平均值

2． 当事者“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的纵向比

较及“公平性”判断

由于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时间很

短，本文只进行企业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

人员养老金的纵向比较及“公平性”判断。
把相关数据和参数代入公式 3、6、9、17，得到

2005 年、2012 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所

得需要比”分别为 3． 72 和 4． 46。即从纵向比较的

角度，企业退休人员会感到养老金是“公平”的。
把相关数据和参数代入公式 4、6、10、18，得到

2005 年、2012 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基础养

老金所得需要比”分别为 17． 42 和 9． 83。即从纵向

比较的角度，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会感到养老

金是“不公平”的。

五、结 论

1． 从不同主体的横向公平角度看，城镇老年居

民“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最低，无论与哪个主体

比较，他们都会感到“不公平”; 机关事业单位离退

休人员“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最高，无论与哪个

主体比较，他们都会具有优越感，因而回避“公平”
问题。农村老年居民与企业退休人员比较，会感到

“不公平”。
2． 从省际的横向公平角度看，“基础养老金所

得需要比”低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城乡老年居民会

感到“不公平”; 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城乡老年居

民会回避“公平”问题。
3． 从纵向公平的角度看，“8 连涨”政策实现了

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公平”; 机关事业单位离退

休人员由于“基础养老金所得需要比”的相对下降

而感到“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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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市场经济，生态补偿政策虽然提高了农户的现

金收入水平，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其生计模式，从而

降低政策的实施绩效; 而那些禀赋较高农户则在正

外部冲击下灵活转换其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减少

对自然资本的依赖，使自然环境得到较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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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through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D Inputs and Outputs

WU Jian-jun，QIU Yi
( School of Business，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Hunan 41120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ses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s through outward direct in-

vestment in the home country from input and output perspectives． Results show that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has positive impact on domestic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the impact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domestic R＆D and invention patents． The impact on outputs of domestic innovation ( number of
patents granted) is slightly larger than that of its inputs ( R＆D capital stock) of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The impact on the number of patents granted is greater than the total number of patents granted of outward di-
rect investment．

Key word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 ODI) ;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D Inputs and Output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FDI

MA Rui-chao
( School of Finance，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a relatively weak absorptive capacity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is the important
factor which restricts FDI technology innovation overflow． Based on the estimates of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s provinc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under for-
eign heterogeneous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bsorptive capacity has a dual role in the enhancement of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that FDI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ffe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in the mass，that
Hong Kong and Taiwan investment is helpful to mainl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but it is not conducive to tech-
nology absorption，while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investment is on the opposite，that high level of
foreign technology is not conducive to technology absorption of domestic capital sector，and it will weaken their
cap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that compared with joint ventures and cooperative enterprises，foreign-
owned enterprises are not conducive to technology absorption of domestic capital sector，and to a certain ex-
tent，it will produces the reverse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Key words: Absorptive Capacity; Innovative Performance; FDI Heterogeneous; System-GMM

A Study of China's Pension“Fairness”: From“Income and Need”Perspective
YONG Lan，ZHANG Si-feng

(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pension“fairness”analysis model by means of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Income and Need”and variable definition． Then we conduct a comparison for " Income and Need Ratio of
Basic Pension" from horizontal and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s and thus make a conclusion regarding China's
pension“Fairness”．

Key words: Pension; Income; Need; Income and Need Ratio of Basic Pension; Fairness

Production Interdependence，Output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An Empirical Test from China and China's Major Trade Partners

DING Zhen-hui
( School of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inks between production interdependence and output integration via a
simplified H-P model．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has nothing with the output integration at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while rising production interdependence leads to growing output integration at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 stronger output integration，the obviou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is． An empirical VAR test
shows that China and its major trade partners share the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and their output integration
grow with the production interdependenc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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