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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几种思路

 作    者：

 作者单位：

 导    师：

 其他作者：

 中文摘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是资金 问题 ， 目前 主要有无偿性收入筹资，有偿性收入筹资及公有资产出

售筹资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筹资实现达不到政策意图，第二种方式受制于财政风险和宏观 经济 运行的风险，第三

种方式有充足的 理论 依据和现实可操作性，它可以解决目前资金不足的困境。

 关 键 字：社会保障资金 社会保障税 国债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论文网 

 正    文：

    内容提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是资金 问题 ， 目前 主要有无偿性收入筹资，有偿性收入筹资及公有资产

出售筹资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筹资实现达不到政策意图，第二种方式受制于财政风险和宏观 经济 运行的风险，第

三种方式有充足的 理论 依据和现实可操作性，它可以解决目前资金不足的困境。   

    关键词:：社会保障资金 社会保障税 国债  公有资产出售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是资金问题。社会保障资金的匮乏一直制约着这一制度的完善，从而从根本上 影

响 着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为主旨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根据权益与义务配比的原则，社会保障资金应

由政府－－ 企业 －－居民个人分项负担。从居民个人来看，预防性储蓄假说已经表明了个人在积极地进行自我保

障，这为政府分担了很大一部分难题。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即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从根本上制约

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果。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其经济状况的恶化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政府应该负起社会保障

的大部分责任。   

    政府如何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从 中国 的实践来看，政府可以通过无偿性收入（税收）、有偿性收入（债务）和

变卖公有资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达到政策目标。本文的目的即在于 分析 比较上述不同 方法 的成本收益，力图寻

求一种可行的途径。   

    一、无偿性收入筹资   

    利用税收为社会保障制度筹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无偿性。政府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随着“费改税”的逐步推

行，开征社会保障税业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主旨在于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中的非效率问题。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

的过程中，环节过多，操作复杂，人财物耗费巨大，直接导致了效率的低下。开征社会保障税达到“强化社会保险费

的征收，解决统筹缴费中的拖欠问题”，“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固定化、规范化、社会化、集中化”的目的。这一

目标在当前难以企及。   

    （一）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效率，实质上是解决资金拖欠，使之能及时、足额取得的问题。社会保障税开征

的初步设想是将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基金等五大收费项目“费改税”。然而这一设想无助于改变目前资金筹集的困难

处境。因为：（1）中国社会保障的范围主要是国有性质的企业和机关的职工，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收费理所

当然地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拖欠社会保障费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征新税后，名称的改变不

会对税源的扩大产生多少积极的影响。（2）公共财政的性质决定了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特征的林达尔均衡在

现实中极难实现，搭便车现象不可避免。在以法制健全、税收征管严密著称的西方诸国中尚且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

法制极不完善的 发展 中国家，则更是平常不过。（3）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后，“欠费”现象是消失了，但不过是以

“欠税”代替而已。因为中国社会的特色决定了政府文件的效力并不逊色于人大的法令，在某种程度上还略胜一筹。

政策性收费已经具有了税收的强制和固定的特征，它和税都是国家强制力的表现，名称的互换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

题。不可否认，统一的税率可以解决政出多门、收费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若要达到此目的，从行政上进行改革做到

政令统一，亦可以取得相同的效果。（4）欠费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微观经济主体效益的提高，并且应有健全的法制

和严格的执法来保证-----社会保障税显然没有这方面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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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税一般是以工资收入为课税对象，普遍实行累进税率的。“职工个人以

工薪收入、国有企业以职工工资总额、个体与私营企业主以缴纳所得税为纳税对象，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应纳税由政府

预算直接安排。”的税制设计，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预开征的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与已开征的所得税的课税

对象同源。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的课税客体与个人所得税相同；对企业的课税只不过是企业所得税的翻版。因为

企业的计税额是纳入成本的，最终只不过是在减少企业所得税的同时，增加了社会保障税而已；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一

手从政府手中拿到薪水，一手又缴纳社会保障税或直接由政府安排，这对增加社会保障收入意义不大。此为其一。其

二，如果说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动因是要解决收费中的高成本问题的话，那么过高的税收成本也可能使得新税的实施效

果不容乐观。课税成本的加大是世界性的，如美国在本世纪80年代初期，将其所得税提高1%则会导致每筹集1美元的

税收收入所增加的效率成本达到增加收入额的17%-56%。而在中国，据湖南省国税系统的调查，1995年全省税收平均

成本收入率为5.31%-47.3%，也就是说税收净收入只有50%多一些。在个别的税务所，这一比率竟高达179%。如果维持

这样的税收收入---成本比率，社会保障资金的运用成本只会水涨船高，而恰恰与预期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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