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会首页 | 学会新闻 | 专题报道 | 保险要闻 | 学术动态 | 海外保险 | 保险数

调查报告 | 法律法规 | 保险博客 | 杂    志 | 图    书 | 文    集 | 论    

 

 

 

 

 

  
 

首

 标    题：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评析及发展思路

 作    者：陈文辉 王治超 李航

 作者单位：

 导    师：

 其他作者：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养老保险制度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互联网 

 正    文：

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评析及发展思路 

    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三个不同层次的养老保险组成，即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企业补充

储蓄型保险计划，由此初步构建了我国现代养老保险体系的制度框架。 

    第一个层次的基本养老保险计划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占了主要地位。我国对城镇企业职工强制

积累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其保障水平较低，覆盖面较广。到2002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

中职工11128万人，离退休人员3608万人。在部分有条件的地区，我国政府鼓励当地政府开展农

试点。 

    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第二个层次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它由政府政策鼓励，企业自愿建立，企

个人共同缴费为职工建立个人账户，通过商业机构运营，给付水平由缴费和投资收益率决定。目前我

益比较好的企业为职工办理了补充养老保险，尚处于零星发展的状态。2000年补充养老保险覆盖

不到全部企业职工的5%。2004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的出台

建了制度平台，无疑将对这一层次的养老保险计划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计划是个人储蓄型保险计划，由劳动者个人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公司的

实现。目前，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和附属地位，水平很低，商业保险在养老保

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2003年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为420亿元，人均保费支出不足 40元，而

退休金为8777元。 

    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公共选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在提高制度效率和促进公平、保障社

防范老年贫穷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运用创新思维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

初步形成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多层次体系框架，与国际上流行的“三支柱”保障理论相契合；二是通

革实现了由传统保障制度向社会化的责任分担制度转变，改变了依靠政府和单位的传统保障观念，

发展的要求；三是为一定数量的居民提供了养老保障，并开始形成了养老金的正常调整机制，使

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四是有效改善了公众的消费心理预期，促进了即期消费，为经济社会的

持。 

    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公平缺失的制度安排 

    养老保障二元结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缺失。在传统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影响下，我国养

结构。农村养老保障还是以家庭保障与土地保障为主，没有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民建立养老保

本的生存权利，这无疑是制度最大的不公平。 

    在部分地区试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实际模式与商业养老保险无异，没有任何财政支持和补助，

中提取3%的管理费。因此受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加上缺乏统一管理和规范运营，投

制度出现经营困难，并呈收缩的趋势，参保人数由1998年的8025万人下降到2003年的 5428万人，

22.8%下降到2003年的14.9%，保险基金出现严重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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