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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模式的最优选择
　———基于一般均衡的角度

张　晶　黄本笑

摘　要：税收政策作为影响商业养老保险成本的重要因素，对促进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起到了推动作用。分析商业养老保险的税收优惠模式，探讨不同税收优惠模式对消费者

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递延型税收优惠是在中国特定背景下商业养老

保险税收优惠的最优模式。
关键词：商业养老保险；一般均衡分析；税收优惠模式

商业养老保险是我国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受相应财政、金
融和税收政策等的影响。若将商业养老保险涉及税收的环节划分为缴费、基金积累和养

老金领取三段，并用Ｅ表示免税（Ｅｘｅｍｐｔ）、Ｔ表示征税（Ｔａｘ），则国际上通行的商业养老

保险税收优惠政策有直接减免（ＴＥＥ）和个税递延（ＥＥＴ）两种模式。目前，大多数国家都

在尝试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来扩大商业养老保险的比重，但对实行什么模式的税收优

惠仍有争论。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实行的是ＴＥＥ模式，即缴费阶段征税，基金积累与养老

金领取阶段不征税。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业务的开展。而作为促进商业养老

保险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前提，寻找适合特定背景下商业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最优模

式，已成为目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据此，本文对商业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一

般均衡分析，探讨不同税收优惠政策及其程度对消费者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行为的影响。

一、理论模型的构建

借鉴李洪心（２００８）及Ｃｒｅｅｄｙ和Ｇｕｅｓｔ（２００８）模型的部分核心假设和研究框架，在充

分考虑中国商业养老保险的特征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
假设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消费者的生命周期（或称“预期寿命”）都是为ｈ期①。其中，

前ｎ期为工作期，后ｈ－ｎ期为养老期②，不考虑生命的不确定性。代表性消费者在工作

期工作、消费和储蓄和交纳保费购买养老保险，在养老期则依靠以前的储蓄和领取养老金

来维持消费。换言之，消费者是将其工资收入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进行再分配，以实现终身

效用的最大化。据此，我们将代表性消费者的终身效用函数Ｕ 表示为

Ｕ ＝（１－μ）υ（Ｃｉ）＋μ·υ（ＣＧ）

＝（１－μ）∑
ｈ

ｉ＝１

Ｃ１－βｔ
１－β

（１＋ρ）－
１＋μ·υ（ＣＧ） （１）

　　由式（１）可知，代表性消费者的终身消费主要由私人商品消费Ｃｔ 和公共物品消费ＣＧ

①
②

主要考虑的是同质代表性消费者的相应税收优惠问题。
考虑消费者在参加工作前主要依赖父母养育，没有购买养老保险的收入，所以在本文中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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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组成。μ表示公共物品消费带来的效用在个人总效用中的权重；相应的，Ｐｔ 则为私人消费的效

用权重。下标ｔ表示在代表性消费者生命周期中第ｔ期的经济变量，其中，Ｃｔ 表示消费者在生命周期中

第ｔ期的消费情况。ρ为代表性消费者的时间偏好，β是边际效用弹性系数。当私人商品消费的单位价

格标准化为１时，经过计算，可得到如下表示相邻两期消费关系的欧拉方程：

Ｃｔ＋１ ＝ ［（１＋ｒｔ＋１（１－τｒ））／（１＋ρ）］
１／βＣｔ （２）

　　式（２）说明消费者在ｔ＋１期的消费决策Ｃｔ＋１是在综合考虑自身行为偏好、同期利率ｒｔ＋１和相应利

息成本（利息税税率）τｒ 等因素后，基于上一期（第ｔ期）的消费做出的。为实现式（１）的最大化，消费者

需在第ｔ期满足如下预算约束：

ＤＩｔ＝ｗｔ（１－τｗｔ）（１－χ）·１｛ｔ≤ｎ｝＋ｒｔ（１－τ
ｒ）ＡＳｔ＋（１－１｛ｔ≤ｎ｝）Ｐｔ≥０ （３）

Ｓｔ＝ＤＩｔ－Ｃｔ（１＋τｃ） （４）

ＡＳｔ＝
０
ＡＳｔ－１＋Ｓｔ－１
－Ｓ
烅
烄

烆 ｔ

　

（ｔ＝１）
（１＜ｔ＜ｈ）
（ｔ＝ｈ）

（５）

　　在（３）中，ｗｔ 表示代表性消费者在ｔ期的工资水平，它随着年龄和工龄的增长而变化；χ为商业养老

保险购买比率，即代表性消费者用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资金（即税后工资）比例，其高低直接决定了可

领取的养老金水平Ｐ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①；ＡＳｔ 为当期物质财富

水平，具体积累过程如后面（４）式和（５）式表示；税制均为比例税，τｗ 表示工资税率②，τｒ 表示利息税率，

τｃ 表示消费税率；１｛ｔ≤ｎ｝为示性函数，我们用其来控制工资领取和养老保险发放的状态：当ｔ≤ｎ时，消费

者处于工作期，｛ｔ≤ｎ｝＝１表示有工资收入但无养老金；当ｎ＜ｔ≤ｈ时，消费者处于养老期，｛ｔ≤ｎ｝＝０
表示没有工资但可领取等额养老金Ｐｔ。另外，考虑到我国目前实施的是ＴＥＥ的税收政策，即对养老保

险金不收税，所以（３）式中没有相应的表现。

式（４）是储蓄方程，表示储蓄（Ｓｔ）是可支配收入扣除消费支出及相应的消费税（Ｃｔτｃ）后的结果。结

合现实情况，由于人们在年轻阶段一般存在消费大于收入的现象，在本文中我们允许消费者在开始阶段

有适当的透支消费，这也是消费者跨期平滑消费的习惯做法。式（５）表明了消费者物质财富的积累过

程。假设消费者在进入时（ｔ＝１）的财富为０；随着年龄的增加，消费者在ｔ＋１期的物质财富总量是ｔ期

财富和储蓄之和。

如前所述，消费者于工作期每期的期初支出χｗｔ 用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保险公司将这笔资金记

入相应的资金账户，通过资本投资运作以保证该资金的保值增值。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消费者在第ｎ＋１
期起停止交纳保费，并开始领取等额养老金Ｐｔ 直至寿命终止。商业养老保险账户资金累积和等额分摊

原理具体表示如下：

Ｂｔ＝
χｗｔ

χ∑
ｔ

ｉ＝１
ｗｉ∏

ｉ

ｊ＝１

（１＋ｒｅｊ
烅
烄

烆 ）
　
（ｔ＝１）

（１＜ｔ≤ｎ）
（６）

∑
ｈ

ｔ＝ｎ＋１Ｐｔ∏
ｈ－（ｎ＋１）

ｉ＝１

（１＋ｒｎ＋ｉ）－１ ＝Ｂｎ（１＋ｒｅｎ） （７）

　　其中，ｒｅｔ 为资金的投资收益。ｒｅｔ 越高，说明保险资金累积的资金越多，消费者退休后可领取养老金

的基数越大。同样，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目前对商业养老保险采取的是ＴＥＥ的税收政策，养老金投资

收益尚未列入计税范围，政府根据征得的税收总量Ｔｔ 安排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公共设施建设，以提供公

共商品ＣＧ，以更好地实现代内财富平均分配。因此，政府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４８·

①

②

购买商业商业养老保险不同于交纳社会养老保障金，它属于个人 自 愿 行 为；消 费 者 往 往 是 按 已 缴 税 工 资 余 额 的 多 少 来 决 定 用 于
购买商业商业养老保险的资金比率，即税后购买养老保险。
工资税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的资金分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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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Ｇ ＝∑
ｈ

ｔ＝１ Ｔｔ∏
ｔ

ｉ＝１

（１＋ｒｉ（ ）） （８）

　　其中，Ｔｔ 是政府在消费者生命的第ｔ期所征得的税收，包括工资税、利息税、消费税及与养老保险

相关的税等。根据式（３）和式（６）可知，在未改变当前税收政策时，就单个消费者而言，政府在第ｔ期可

征得税收量如下：

Ｔｔ＝τｗｗｔ＋τｒｒｔＡＳｔ＋τｃＣｔ （９）

　　资本和劳动力是社会任何生产顺利进行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假设社会仅有一家厂商，该厂商仅

生产一种产品，其生产函数满足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形式。该厂商在ｔ阶段的产出Ｙｔ 为：

Ｙｔ＝ＡＫαｔＬ１－αｔ （１０）

　　此处Ａ为生产效率；α代表资本的产出弹性。下标ｔ表示第ｔ期的经济变量，Ｙｔ 表示社会总产出，Ｋｔ
是社会总资本量，Ｌｔ 表示社会总劳动投入量，它是各年龄段劳动力Ｌｔ（ｉ＝１，…，ｎ）加权后的总和。为便于

分析，在这里假设存在由于劳动者的年龄不同引起的工资差异，而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进步对各年龄组劳

动力的作用相同。将各年龄组劳动力效能单位统一后的社会总劳动表示为：Ｌｔ＝∑
ｎ

ｉ＝１θｉＬｔ，ｉ。θｉ 为不同年

龄组可提供的相对劳动力系数。随着ｉ的增大，θｉ 也相应增大，这与前面提及的消费者工资会随着年龄的增

加而增加的假设相吻合。为便于分析，进一步假设∑
ｎ

ｉ＝１θｉ／ｎ＝１，（ｉ＝１，…，ｎ）。

现在考虑厂商的选择。在给定的工资率和利率价格条件下，厂商因追求利润最大化，将使得资本的

边际收益率等于利率，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工资。这意味着：决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需求，追求最

大利润。在假定交易资本和调节雇佣数量无任何成本的前提下，我们可得到：

资本的利率ｒｔ：ｒｔ＝Ｙｔ／Ｋｔ＝αＡＫｔα－１　Ｌｔ１－α （１１）

平均劳动工资珡ｗｔ：珡ｗｔ＝ （１－α）Ａ（Ｋｔ／Ｌｔ）α （１２）

消费者在第ｔ期的工资ｗｔ：ｗｔ＝θｉ·珡ｗｔ　　（ｉ＝１，…，ｎ） （１３）

本经济系统是完全竞争的，其均衡是商品和要素价格及数量的集合，且所有的需求均等于供给，厂

商的利润为零。同时，由于同质消费者的假定，我们可将同一时期不同年龄消费者的行为看成是同一消

费者在不同时期中行为的镜像形式。据此，可得到系统内的几个主要宏观约束恒等式如下：

１．商品闭合。模型假设没有对外贸易。最终产出等于同期的所有消费加上储蓄和税收。

２．要素账户闭合。资本等于同一时期不同年龄消费者的储蓄之和，有效劳动力为同期不同年龄消

费者提供的劳动力之和。

３．政府账户闭合。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与税收收入对等，随收入变化而增加／减少。

４．养老保险账户闭合。消费者领取的商业养老保险等于自己所交纳的保费及其投资收益交税后的

剩余。
在基期情景均衡中，这几个宏观约束关系都是成立的。通过对ＣＧＥ模型宏观约束的不同行为假设，

形成平衡机制。使得当外生冲击破坏基准情景中的宏观约束关系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能自行恢复。

二、标定参数与模拟情形设计

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对商业养老保险现金流的影响对代表性消费者和社会福利产生作用，不同税收

优惠政策的影响不相同，且难以从一个有限生命的个体消费者直观看出来，需要进行仿真模拟分析。
（一）基准情景中的标定参数设计

假设新生劳动力的年龄为１５岁，每期时间跨度为５年，第９期期末（６０岁）退休，第１３期期末（７９
岁）寿命终止。大多相关研究都估计每一年的主观贴现率为０．９９，那么本模型的主观贴现因子应该为

０．９５１５；边际效用弹性取自Ａｕｅｒｂａｃｈ和Ｋｏｔｌｉｋｏｆｆ（１９８７）的实验值。对于我国的资本产出弹性，很多学

者都进行估算，本文综合考虑了其他文献的取值情况，设定为α＝０．５。在公共物品消费的效用权重μ
的设定上，参照近三年我国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设定μ＝０．２。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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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１》得到全国年平均工资为３６５３９元，计算求的年龄段平均工资为１９６１４６元。
再按２．５％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复利计算每５年段年末劳动者可拿到的工资总额。不过，这并不代表消

费者在什么年龄段都拿等额的工资。相反，消费者的工资是综合考虑物价水平、雇主支付能力以及消费

者年龄、职能等级等因素后确定的。现实中，年青人因资历浅、职位低，工资往往不高。考虑到这一差

异，将相对劳动力系数视为提供劳动力多少的标准，以评判在按劳分配前提下不同年龄段的工资收入水

平①。据所搜集数据的基本状况，我们设定中间的变量为平均水平，在此基础上得出θ＝（θ１，θ２，θ３，θ４，

θ５，θ６，θ７，θ８，θ９），以便于在后面将工资水平与消费者年龄动态挂钩（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相对劳动力系数表

θ１ θ２ θ３ θ４ θ５ θ６ θ７ θ８ θ９

全国 ３
４

４
５

９
１０

１９
２０ １ ５１

５０
１０９
１００

６
５

１２９
１００

总体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消费者可提供的劳动力也会越多，相应现实生活中所得的工资收入也

就越多。但从表１的具体数据来看，不同统计范围下相对劳动力系数将会有较大差异。将之绘成图形，
在图２中更可直观感受到这种区别。就全国城市的普遍情况看，消费者所提供的劳动力会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平稳增加，代表了普遍的趋势。
在利率和保险金投资收益取值方面，为便于计算，我们假定各期利率及投资收益相同，即ｒｔ＝ｒ、ｒｅｔ

＝ｒｅ。同时，因本文假定每期的时间跨度为５年，所以每期的利率水平和保险金投资收益大小也应是５
年的累积值。按２．５％的一年期存款利率，我们复利计算得出利率ｒ＝（１＋２．５％）５－１＝１３％。按保险

企业５％的保险资金年收益率，计算得到保险金投资收益率ｒｅ＝（１＋５％）５－１＝２８％。
在税收政策的方面，我国属 于 累 进 税 制 国 家，个 人 按 规 定 缴 纳 收 入５％～３２％的 个 人 所 得 税。在

此，本文假定初始均衡个人所得税税率为１５％。另外，除极特殊商品明码标税以外，我国的消费税均隐

含在所购商品中。虽然增值税和特种消费税看起来很高，但平均消费税低于消费商品价值的５％。目

前，比较规范的对个人所征的税种是１９９９年开征的利息税。利息税是一直稳定在２０％。表２列出了

标定基准情景中的主要假设。
表２　标定基准情况的主要假设

生产

α 资本产出弹性 ０．５
Ａ 技术进步 １
ｒ 利率 １３％

消费

ρ 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 ０．０５
１／β 边际效率弹性 １．２５

μ 权重 ０．２
税率

τｗ 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 １５％
τｒ 利息税率 ２０％
τｃ 消费税率 ５％

（二）模拟情形设计

目前，已尝试性提出的两种税惠方案：其一是在缴费阶段给予消费者一定金额的免税优惠，但会在

未来养老金领取阶段征收一定税款，这是一种典型的递延税惠模式；其二为直接在缴费阶段按投保比率

给予消费者相应免税优惠，且在以后养老保险金领取阶段也不征税，这可被看成是在当前税制背景下的

·６８·

①当然，考虑到“镜像反映”现象，可理解成：单个消费者９个工作年龄段所提供的劳动力相当于９个不同年龄段消费者提供的劳动

力，即∑
９

ｔ＝１
ｗｉ＝∑

９

ｔ＝１
θｔ·珡ｗ ∑

９

ｔ＝１
θ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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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限调整。由此可见，以上两种方案虽有所差异，但核心内容是相同的，均为通过国家让渡一定时

间内的税收收入资金价值，引导个人积极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增加资金积累，达到提高个人退休收入保

障水平的目的。
那么，采取递延税收优惠能否有助于激励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呢？由此引出了两个紧密相关的

问题：第一，淘汰现行税制的成本有多大？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最为合适的递延税率是多少？第二，所建

议的新税收优惠政策在效果上是否优于当前政策？本文假设在缴费阶段按保费占工资的比例χ直接

减免消费者相应所得税款，而在领取养老金阶段按税率τｐ 征收养老金所得税，以模拟递延税收优惠对

商业养老保险消费、政府税收、消费者福利效用的影响。在此假设下，得到：

ＤＩｔｅＥＴ＝［ｗｔ（１－τｗｔ）（１－χ）＋ｗｔ（１－τ
ｗ
ｔ）χ·τ

ｗ］·１｛ｔ≤ｎ｝＋ｒｔ（１－τｒ）ＡＳｔ＋（１－１｛ｔ≤ｎ｝）（１－τｐ）Ｐｔ
ＴｅＥＴｔ ＝τｗｗｔ［１－（１－τｗｔ）χ］＋τ

ｒｒｔＡＳｔ＋τｃＣｔ＋τｐＰｔ
同时，为保证养老金所得税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动态挂钩，我们假设τｐ 为当前所得税税率τｗ 的一定

百分比δ（０％≤δ≤１００％），即τｐ＝δ·τｗ。

三、模拟结果及分析

模型利用ＧＡＭＳ（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软 件，将 模 型 定 义 为 ＮＬＰ（Ｎｏｎ－ Ｌｉｎ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使用ＧＡＭＳ软件中的 ＭＩＮＯＳ求解器对全国的情况求解。

（一）基准情景的结果分析

　图１　基准情景下的模拟结果

基准情景的结果由图１给出。它展示了一个

代表性消费者在当前税收制度背景下购买养老保

险及消费安排的总体情况。模拟结果表明，随 着

消费者年龄的增长，工资收入增加，其个人财富也

在不断增多。消费者的储蓄在起初逐步增多，但

由于退休 后 工 资 收 入 的 停 止 以 及 消 费 的 日 益 增

大，在第１０期末积累的存款将变为负数，个人财

富相应开始逐步减少。很显然，不断缩减的个 人

财富对消费者退休后的消费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也将给其终身效用带来负面影响。在基准情景参

数环境下，消费者终身效用为３６．６４３８３个效用单

位，其一生所缴纳税款的贴现值为１９．６×１．０１０１８８≈１９．７９９７万元。
此时，均衡的商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１１．０８５％，该缴费比例下退休后消费者每期领取２０．８６２４

万元的养老保险金。这种养老金水平虽略高于消费者工作阶段的平均工资水平１９．６万元，但可能很难

满足消费者随年龄增长而日益增加的消费需求。显然，基准情景下的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情况将严重抑

制消费者的效用增加，也会给国家公共养老系统带来更沉重的压力。
（二）递延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分析

１．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激励。表３给出了免除缴费阶段保费的所得税前提下，不同养老保险金

税收比例的消费者每期购买养老保险的情况。从结果可以看出，无论用哪一比例的δ都会促进商业养

老保险购买率的增加，且最小增幅都在２％以上。这主要因为缴费阶段税收负担的减轻增加了消费者

的可支配收入，人们也乐于将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视为一条合法的避税途径。但是，不同δ所激励的保费

购买增幅略有不同，且基本上随δ的增大而增大。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消费者考虑到养老金领取

时的税收负担，预先将其包含到养老保险的购买成本（保费）中。δ越大，养老金的所得税率τｐ 越高，领

取养老保险金时要交的税额就会越高，所以在买保险或缴保费时要准备的也就越多。根据表３的模拟

结果，若政府单从推动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角度出发来制定政策，显然，采取递延税惠能起到激励的效

果，且对养老金制定越高的所得税率，激励的效果也就会越明显。

·７８·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６７卷 第１期

表３　不同δ下保费与工资的比例

δ τｐ 保费占工资的比例 较基准情景的增幅

０％ ０．０％ １１．３４４６％ ２．３４％
１０％ １．５％ １１．４４２９％ ３．２３％
２０％ ３．０％ １１．６００９％ ４．６５％
３０％ ４．５％ １１．８１７３％ ６．６１％
４０％ ６．０％ １１．９３２９％ ７．６５％
５０％ ７．５％ １２．０９８９％ ９．１５％
６０％ ９．０％ １２．２７６３％ １０．７５％
７０％ １０．５％ １２．４５８８％ １２．３９％
８０％ １２．０％ １２．６６８９％ １４．２９％
９０％ １３．５％ １２．８４０７％ １５．８４％
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３．０４５１％ １７．６８％

２．对政府税收的影响。此处的政府税收是指消费者终身交纳税收的总现值，即政府对单个消费者

征得的税收收入。这里模拟了不同递延税收优惠比例对政府税收的影响。
如图２所示，政府的税收总额会随着δ的增加而增加。具体而言，当δ＜６０％时，政府的税收总额低

于基准情景中的税收总额，例如，当政府完全不征收消费者有关商业养老保险的任何税时，即δ＝０时，
政府在单个消费者身上将少收近１．８万元的税；当δ≥６０％时，政府的税收总额非但不会减少，反而还

会大于基准情景中的税收总额。这说明政府采取递延税收优惠并不一定会减少税收收入，若养老金所

得税的税率定得足够高，反而会因消费者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倾向增加，从养老金所得税及消费税中获

得额外收益，弥补缴费阶段免税所产生税收损失。至此，结合前面模拟的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激励结

果，若从税收角度考虑，政府采取递延税惠并拟定相当于当前个人所得税税率６０％及以上的养老金所

得税税率，不仅不会影响到原有的税收情况，还会达到推动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发展的目的，更会带来额

外的税收收入。

３．对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影响。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影响也不相同，我们模拟

得出了不同δ条件下消费者的终身效用绝对值，并与基准情景３６．６４３８３个单位的终身效用值进行了比较。
图３表明，就单个消费者而言，并非采取了相应税收优惠政策一定能带来更多的终身效用，或给予

消费者的优惠程度越大其终身效用就越多。对于不同的优惠政策，当养老金所得税税率是个人所得税

税率的７０％时，递延税收优惠给消费者带来的终身效用相对最高，其值为３６．６７４２１４个单位。

图２　不同δ背景下政府税收现值与基准情景之间的差距 图３　不同δ背景下消费者的终身效用

四、总结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相对当前情形（基准情形）而言，适当的递延税惠政策能起到激励消费者购买商业养老保

险、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的效果，这也证实了目前的商业养老保险优惠政策尚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同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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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于不同程度递延税收优惠对商业养老保险、政府税收和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影响各不相同，因此政

府在政策选择方面需要综合考虑政府的目标以及税收优惠方式的可操作程度。
如果要在全国城市范围内实行统一的税收优惠：（１）假若仅需达到激励消费者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

单一目标，则仅需要在缴费阶段给予保费比例的免税，在领取养老金阶段采取任何不超过当前个人所得

税税率的税率。而且税率越高，效果越明显。（２）假若还要考虑到税收收入的影响，则需要拟定递延税

惠政策中的养老金所得税税率不低于当前个人所得税税率６０％。这样做不仅可以起到推动商业养老

保险业务发展的效果，也可保证政府的税收收入不受损失，并可带来一定的额外税款。（３）假若政府还

有提高消费者终身效用的目的，则按照模拟结果，拟定递延税惠政策中的养老金所得税税率为当前个人

所得税税率６０％无疑是最优的选择。当然，政府的政策目标并不局限于以上三点，因此更需要进一步

权衡各种目标的重要性、税收优惠方式的可行性等因素来进行选择，但无论是何种目标，政府均应对现

有的税收体系进行改革，以期更好的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市场、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和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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