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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一、我国养老社会保险的制度变迁  

    

  1、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建立 

 

  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是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和成果。1951年原政务院公布的《中

国劳动保险条例》，标志着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但在之后的三十余年里，由于受到

素的制约，我国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没有什么变化，直到1984年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垒

    

  2、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初步改革 

 

  1984年我国城市经济休制改革全面启动，在国营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展开的过程中，传统的养

陷显现出来。随着企业更新职工队伍，企业退休人员骤然增多，企业养老金负担迅速增长，由于

企业之间负担轻重不一的矛盾十分突出。传统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在80年代首先开始进行了还原

能的养老社会统筹的工作，1986年国务院颁发的77号文件，建立了市一级层次上的国有企业养老金的社

在社会统筹机制内，养老金资金由人口结构年轻的国有企业向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国有企业的转移，

老社会保险制度的再保险机制。传统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在部分企业层面上的支付危机在这样的社

在一定时期内解决了。1990年，劳动部又开始进行养老社会保险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的试点工作，提出

基本养老金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按职工退休时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计发；第二部分按

和指数化月平均缴费额计发。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又建立了专职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归属劳动

大传统养老社会保险的缴费基础，国务院在《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要求国

(包括固定工与合同工)都要以标准工资的3％为起征点向该计划缴费。《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立了我国养老社会保险由国家、企业、个人三个层次构成的基本模式，初步确定我国企业职工养

架：逐步建立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在

社会保险体制中，基本养老保险是核心，由国家立法，在全国统一强制实施，适用于城镇各类职

位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举办的，体现不同单位在经济条件上的差别性的养老保障。第三个层次是

保险，个人根据经济能力和不同需求自愿参加，国家在政策上给予适当引导，在储蓄利率上给予相

    

  3、新型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多层次的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并提出建立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原则。《决定》重要的

保险在社会统筹机制之外首次肯定了个人账户机制在改革方向上的地位与作用。首先，个人账户

改变了传统年金计划的运行机理。个人账户实际上是基金制的一个派生机制，所谓“统账结合”

筹与基金制的结合。而实行完全积累的基金制的融资方式、授给资格与受益规则无疑又与传统年金

次，个人账户以个人名义的完全积累性质，使其先天地具有了明确的个人财产指向，亦即属于个

犯的公民产权地位。1995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

老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原则和主要任务。即到20世纪末，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应逐步做到对各类企业和劳动者统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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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统一调剂使用基金。《通知》首次提出要实行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原则的养老保

了两套实施方案，两套方案在形式上都将企业的缴费划分为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账户部分，但两

账户在新制度中孰轻孰重的基本选择倾向却存在较大的分歧。1997年国务院针对前一段改革中出

于建立统一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确定的养老社会保险的统一制度的内容主要是：

例；建立统一的个人账户；统一个人养老金计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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