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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替代率，是衡量劳动者退休

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

不仅体现了劳动者在职时的工资收入以

及退休后的养老金水平状况，更体现了

养老保险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替代

率过高，表明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

会下降或下降不多，但基金的支付将会

大大增加，说明企业和个人的缴费率过

高，加重了政府、企业、个人以及基金

的承受压力；替代率过低，意味着养老

金的保障水平也相应贬值，说明职工退

休后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甚至难以保

障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无论替代率过高

还是过低，都说明政府的有关经济政策，

特别是养老保险政策的不尽合理。如何

使养老金替代率和待遇调整保持在一个

合理的范围之内，是社会公平合理的重

要体现，也是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精髓

所在。养老保险水平受制于经济社会的

发展、物价高低、职工工资高低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直接关乎到职工退休后的

生活水平，关乎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按照国际经验，养老金替代率大于

70%，即可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如

构建公平合理的养老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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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养老金替代率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通过测算，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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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达到 60%到70%，即可维持基本生

活水平；如果低于50%，则生活水平较

退休前会有大幅下降。从我们国家的社

会主义性质，职工养老待遇的历史情况，

职工和企业的缴费水平，职工退休后的

生活来源，以及国家对公民应承担的养

老责任出发，笔者认为，我国企业职工

的养老金替代率保持在80%左右比较

适宜。

■ 我国近年来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

■ 情况

从全国范围看，根据《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的相关数据，2011年，我国城

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2452

元，月均约 3537.67元；国家审计署的

审计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企业职工

养老金月均为1516.68 元。据此得出，

2011年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9%。

人社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央财经

大学社保系主任褚福灵的调研数据显

示，1999年，我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为

69.18%，2002 年下降到 59.28%，2009

年为47.34%，2011年则下降为42.9%，

短短12年就下降了26.28个百分点，并

且还在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我国

目前的替代率不仅低于国际警戒线的

50%，也远远低于1997年我国建立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时，预期的平均

替代率为58.5%的目标。

再以笔者工作所在地甘肃省为例，

2000 年至2012 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

资（社平工资）从7913元增长到 38440

元，平均每年增长2543.9 元，平均增

长率为14.08%；而年平均养老金从

7476 元增长到 21072 元，平均每年增

长1133元，不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增

长值的一半，平均增长率为9.02%，比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均低 5.06 个百分

点，使原本很小的差距拉大了。替代率

从94.48%一路下降到 54.82%，且呈

现连续下降形势，目前还没有出现停止

下滑的势头。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全国

总体上，还是省级层面上，基本养老金

替代率都呈现大幅下降趋势。为此，从

2005 年到 2013 年，国家连续 9年对企

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进行调整，平均调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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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待遇的水平在10%以上。尽管养老

金连年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也有

了很大提高，但生活水平还是未有太大

提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

点：一是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近年增

长太快，呈现“井喷”之势。这不仅是

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更是替代率大幅下降的主要推手。同时，

也给我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带来了很大

的困难，特别加大了困难群体、个体工

商户、灵活就业人员、残疾人员等参保

缴费的难度，使本来就难以参保缴费的

他们更加望而却步。

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对基本养老金

的贡献率太低。尽管个人账户的替代率

逐年有所增加，但一直较低，徘徊在3%

到 8%之间，难以激发个人缴费的积极

性。

三是调节金发挥不了作用。调节金

在基本养老金贡献率方面下降较快，从

45%左右下降至零，不但没能补充过渡

性养老金下降的部分，而且自身也在下

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失去了调节

的功能。

■ 养老金替代率变化情况

按照我国现行的企业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规定，基本养老金由4项构成，即

基础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调节金和

个人账户养老金，各分项对基本养老金

贡献率的大小，决定了基本养老金的替

代率。下面，笔者就从基本养老金各分

项贡献率变化情况入手，以甘肃省近年

来的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情况为视角，

以实际数据为依据，从基本养老金的构

成着手，模拟甘肃省17年来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变化情况。为了更接近真实情

况，各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社平工

资）、个人账户利率、养老金计发标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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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金都取自实际数据；个人账户按照

国家统一要求从1996 年起建立，1995

年底以前企业职工的工龄为视同缴费年

限，职工当年缴费基数以上年度全省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社平工资）为准，当年

记入个人账户的金额计半息，个人账户历

年累计额转存当年后计全息。各年度个

人账户记账比例为：1996年至1997年为

12%，1998 年至 2005 年为11%，2006

年及以后为8%。以平均缴费指数（平均

缴费工资指数是指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

筹人员历年缴费工资指数的平均值。它

是由参保人每年的缴费基数除以当地上

年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得出缴费当年

的缴费工资指数，如此每年计算一次，

到退休时，把每年的缴费工资指数相加，

然后再除以实际缴费年限得出的）分为

0.6、1、1.5三种情况为典型，全部缴费

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为30年（为计

算方便实际取为29年11月）、退休年龄

为60岁为例，计算出1998年至2012年

甘肃省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和各分项的贡

献率（见表1）。

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

问题：

第一，替代率逐年下降。表现为两

个方面，一是随着年份增加而下降,二

是随着平均缴费指数增加而下降，当平

均缴费指数增加时，养老金替代率也随

之下降，同时也随年份的增加而下降。

第二，随着平均缴费指数升高，基

础养老金、调节金贡献率下降，过渡养

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贡献率不变。缴

费年限在30年及以上的，基础养老金、

调节金贡献率有一定下降，而过渡性养

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替代率都维持

不变。

第三，基础养老金、过渡养老金、

调节金贡献率下降幅度较大，个人账户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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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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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个
人
账
户
记
账
比
例
不
同
对
养
老
金
替
代
率
及
各
分
项
贡
献
率
的
影
响
情
况

注
：
全
部

缴
费
年
限
为
35
年
，
退
休
时
间
为
20
12
年
12
月
，
退
休
年
龄
为
60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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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讨｜

养老金贡献率上升幅度较小。基础养老

金、过渡养老金、调节金贡献率下降幅

度都在几十个百分点之间，而个人账户

养老金贡献率只在3%至8%之间徘徊。

第四，调节金随着年份增加下降幅

度较大，一直下降到零。

■ 政策建议

养老金的替代率历来就是一个世

界性的难题，它受制于许多客观因素和

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加上一些人为的主

观因素，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很难切合实

际。但笔者以为，我国可以很好的解决，

因为我们有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有一套完整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体

系，经过了多年的运行，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和丰厚的资金。在此基础上，只要

结合我国国情，不断进行补充调整，就

可使其更加完善，更加切合实际，更具

操作性。根据多年工作经验，本文提出

以下意见或建议。

第一，将基础养老金的贡献率控制

在30%到35%之间。基础养老金在退

休人员的养老金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是

养老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养老金的

多少有重要的影响，养老金的其他组成

部分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提

高。一方面，它起着政府对退休人员的

普惠作用，另一方面，也起着对退休人

员养老金的支撑作用，只有将基础养老

金保持在一个恰当的水平，才能从整体

上保证养老金的替代率。从实际情况来

看，绝大多数职工的缴费指数在1左右。

当缴费指数为0.6到1.5时，其基础养

老金的贡献率会控制在30%到 35%的

上限；缴费指数在1.5以上时，其基础

养老金的贡献率会控制在30%到 35%

之间。

第二，逐步削弱或取消过渡性养老

金，加大调节金的贡献率。从目前情况

来看，随着“中人”过渡年份的增加和人

数的逐渐减少，过渡性养老金逐渐萎缩，

终将消失。只有充分发挥调节金的作用，

使其逐步替代过渡性养老金，最终完全

由调节金进行调节，方可使养老金的替

代率调整到合理的范围。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使调节金与全部缴费年限（含视

同缴费年限）和缴费指数紧密关联，利

用视同缴费年限与实际缴费年限这两个

因素此消彼长的变化关系以及缴费指数

的大小，进行合理调节，可使调节金的

贡献率控制在20%到35%之间。

第三，加大个人账户贡献率。通过

模拟测算，个人账户记账比例每提高一

个百分点，养老金替代率增加 0.7个百

分点；个人账户记账比例从8%提高到

20%时，个人账户对基本养老金的贡献

率只提高10个百分点（见表2）,这显然

不具有公平性和合理性。要提高个人账

户养老金的贡献率，一方面，适当加大

个人账户缴费比例（或记账比例），另一

方面，通过系数调整，使个人账户养老

金贡献率控制在10%到25%之间，以

激发个人缴费的积极性。

第四，适当改变领取基本养老金一

些条件。将个人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

年限适当延长，可延长至满20 年或以

上。这样既可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

也可缓解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

第五，将缴费比例由60%至300%

调整到 60%至200%。从我们多年的实

际运行看，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

企业，缴费比例都在60%至200%之间，

即使是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也很少将缴

费比例提高到300%。理由有三点，一

是国家所开展的是基本养老保险，是保

障企业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只要企

业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致有太大下

降即可。效益好的企业可通过企业年金

制（补充养老保险）来提高企业职工退

休后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二是不同行业、

不同企业职工退休后差距不大，不至引

起过大的贫富差距。三是按300%缴费，

企业职工退休时养老金会比大多数缴费

人员高出许多，容易发生攀比，滋生不

稳定因素。

综上所述，只要在岗职工年度平均

工资增长保持在正常合理范围，稳定好

基础养老金的比重，加大个人账户养老

金的比重，充分发挥好调节金的调节作

用，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就会控制在

60%至95%之间。实现方法也较简单，

可以通过测算，用系数进行调整就可得

以实现，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

不仅可用于不同时期，也可用于不同群

体。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公平效率

的原则，发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本保障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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