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钟立灿( 1957 ) ) , 贵州民族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贵州养老保险走入困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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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前养老保险的基本模式有两种, 即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而贵州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人口老龄化趋势,贵州人口老龄化现象是导致养老保险走入困境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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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抵御风险、降低

风险损失、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随之上升。社会

养老保险不仅关系到保险人和投保人的利益,而

且关系到职工因年老退休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能否

得到及时的、足额的补偿,在我国还关系到经济制

度改革的成败。因此,加强社会养老保险的研究,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十分

重要的社会意义。

  一、养老保险的基本模式
退休职工享受养老金的来源有两种不同的安

排,一种是由他退休期间正在工作一代人创造的

财富支付;一种是由他自己在工作期间积累的储

蓄支付。因而,养老金计划从融资的角度上分为

两种: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

以同时期正在工作一代人的缴费或税收支付

已经退休一代人的养老金的制度就是现收现付

制。社会化的养老保险,由全社会正在工作的一

代人抚养已经退休的失去工作能力的一代人,收

入从年轻的工作一代向已经退休的一代分配,其

再分配的程度决定于平均给付水平、工作一代与

退休一代人口的比例、平均退休年龄和退休后平

均生存年数。供款一代人与领款一代人的比例称

为抚养比,表明每个供款人平均负担领款人的个

数,抚养比提高,使正在工作一代人的负担加重。

抚养比的变动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影响,老年

人口相对于年轻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的过程,称为

人口老龄化过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贵

州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愈 330万人,提前步入老

龄化过程。人口老龄化使人口抚养比提高,使现

收现付制的负担加重。因此,人口老龄化使现收

现付制难以为继。

基金制是指养老金计划的参加者或其企业以

工作期间劳动收入的一部分缴费积累形成某项投

资基金,参加者退休后由缴费及其投资收益为基

础支付养老金。基金制是以年轻时的储蓄积累支

付退休后养老金的制度,因而,实际上是收入在生

命周期内的再分配。如果基金制采取缴费预定的

个人帐户方式,收入在个人生命周期的再分配是

显而易见的,人们在年轻时,把收入的一部分积蓄

起来,包括企业以各种方式为他们个人帐户的缴

费,为了保持这些积存金的购买力,个人帐户形成

基金,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获得收益,个人退休时将

获得全部个人帐户累积额,用于退休后的生活消

费开支。根据生命周期的理论分析, 为实现

100%的净收入替代率,在职期间的储蓄率等于退

休后生存年数与工作年数的比例,退休后生存年

数相对于工作年数越长,由在职工作期间的收入

向退休后再分配程度就越高。基金制采取个人帐

户的方式,只存在个人生命周期收入分配,没有不

同代和不同收入水平人口的收入再分配。因此,

它是较现收现付制更好的一种养老保险模式。

  二、人口结构变动的新特点

人口结构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有两个方

面:一是决定受保障者的数量,如老年人口占总人

口比例的高低,直接影响社会保障负担程度;二是

影响数量,从而决定对养老保险基金贡献者的数

量。其中劳动参与率起到重要作用。

当前贵州省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

 
总187期  第 1期
 2 0 0 4 年 1月

 
   贵州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Guizhou

 
   Vol. 187. No. 1
  January. 2 0 0 4



是人口老龄化趋势,人口老龄化趋势导致老年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一步增大,使老年抚养比增

大,从而加重在职职工的养老负担。贵州人口的

老年抚养比已达 15. 52% ,这意味着每 100个 15~

59岁的人要抚养约 16个 60岁以上的老年人。笔

者认为,在职职工的抚养负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少年抚养负担;二是老年抚养负担。未来我省老

年抚养比会呈上升趋势,自然会增加在职职工的

养老负担,但随着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的普及和

人们未来生育观念的改变,少年抚养比未来变化

趋势有可能缓解社会总抚养负担。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人口增长过快,且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据 2001 年抽样调

查,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 101. 8% ,比上年

上涨 1. 8% ,升幅提高 2. 3个百分点。全省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高于全国 0. 6 个百分点, 在 31 个

省、市、区中居第 5 位,而全省经济增长却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形成极大的收入与支出剪刀差。贵

州经济活动人口结构也不合理,参加失业保险人

口剧增。另一方面,我省 2001年共有离休、退休、

退职人员 654142 人, 同比增加 29922 人, 增长

419% ,养老保险福利费全年支付达 575249. 2 万

元,同比增加 84130 万元,增长 17. 13%。今后确

保发放的任务更加艰巨,若按目前企业和个人的

缴费率、退休年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未来 30

年,贵州将负担数十亿元人民币的隐性债务。

研究养老保险基金在收入支出之间的数量上的

平衡关系的中心问题,就是研究未来人口状态变动

所决定的缴费率、替代率和退休年龄之间的变动关

系。因此,必须以测算到的未来人口分年龄组数据

为基本资料,当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时,势必提高缴

费率,或者是提高替代率和降低退休年龄。但是,缴

费率、替代率、退休年龄的确定也受多种因素的限

制,必须进行深入的分析后才能确定。

  三、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
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和社

会福利事业有了新的发展。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

加快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与

之相适应,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也加快了步

伐。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在制度上的不断完善,基本

实现了全国政策的统一。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立法

工作也得到了加强。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开始从

国有企业扩大到包括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及其他企

业的所有城镇企业和事业单位,应当说成绩是巨大

的。但问题还是很多,其中,人口老龄化特别是人口

高龄化使得养老保障问题越来越突出。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贵州省人口总数为

3524. 77万人,若以 65岁作为老龄线,老龄人口已

达 210. 3万人,占总人口的 5. 97%。同 1990年第

四次人口普查的数字相比,老龄人口在 10年间增

加了 60. 91万人,平均递增 3. 48%,而同期总人口

平均递增 0. 85% ,总人口的递增速度低于全国人

口平均递增 1. 34%的速度,但老年人口增长的速

度则大大超过了全国的均值。世纪之交时,贵州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 330 万, 占总人口的

9138%。若以年均 3. 75%的速度递增, 到 2025

年,贵州 60 岁以上的老龄人数将是现在的 2. 5

倍,不少于 830万人。

一方面,社会老龄化是社会进步,是人民生活

水平、健康水平提高的综合表现,也是社会文明、

国家工业化、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

随着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和独生子女现象的

普及,贵州的社会福利事业面对的不再仅仅是一

个特殊困难的群体,而将成为全社会共同的问题。

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弱化,社会化的养老功能

迅速增长。在本世纪,贵州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

度将进一步加快,人口高龄化趋势将明显加剧。

目前, 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有 27. 3万人,并以年

均 3. 66%的速度递增,到本世纪中期,全省 80 岁

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数可达 165万人。

21世纪是长寿时代,长寿时代的一个重要特

征就是百岁老人的大量涌现,百岁老人的增加是

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高龄化的必然结果。据预测,

贵州省到 2030 年时百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 1. 2

万人。如果按平均 60岁退休, 22 岁参加工作,工

作年数只有 38 年, 而退休后的生存年数就愈 40

年,显然百岁老人工作期间的收入向退休后再分

配的程度就高,即退休后享受的养老金多。因此,

基金制对高龄老年人群体来讲,必然会增加社会

支付养老金的负担。

综上所述,贵州人口结构不合理和人口老龄

化现象严重是导致养老保险走入困境的主要因

素。如何减轻养老金的社会负担,这是一个值得

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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