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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讨论由傅祖坛先生主持，江丰富先生、赵耀辉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左学金副院长分别作

了"‘大陆劳工福利研究计划大纲’之初探"，“粘连现象的经济学解释”， "中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

改革及其前景"的发言。 

江丰富先生在发言中，主要向大家介绍了中国自1920年以来的社会福利保障立法，特别是大陆1979年改

革开放后，在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和政策：第一，退休年金。在目前所有的社会福利支出中，退休金所

占比例最大，为62%，原因有二：一方面，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的“低工资与广大就业政策”，导致大

陆目前退休人口达到两千万，退休、退职总人数已超过了三千六百万。由于采取“随收随付”的退休金

支付方法，造成了退休金支付的急剧上升。另一方面，工资成长快速。以1979年至1989年为例，在这个

时期，大陆的全部工资总额每年以15.2%年平均增长率增加了3.39倍，致使保险福利费用总额在同期以

21.87%的年平均增长率增加了约7.16倍，对离职、退休、退职人员的支付以约28%的年平均增长率增加

了约九倍多。第二，老人照护。人口结构加速老化，老人抚养比加速上升。据估计，大陆老年人口占非

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由1964年的13%上升到2030年的55%，欧美国家人口老化要用 200年的时间，而大陆

和台湾大约只用60年。同时，中国传统的老人安全机制逐渐退却，老年人的日常照护将成为重要的社会

问题之一。第三，医疗卫生。医疗制度改革始于1990年。1999年开始进行全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以适

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降低医疗费用支出。第四，失业保险。国务院在1999年1月颁布规章，强制要求

职工支付工资的1%、雇主支付职工工资的2%，作为失业支付费用的“分担金”。第五，社会福利财政负

担的地区差异与经济类型差异明显。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乡镇设有社会安全基金，不到25%的乡镇拥有社

会安全体系。在1998年，86%的职工就业于国有企业与农村集体单位。依据1998年的统计资料，退休、

退职、退伍人员总数以辽宁最多，约有两百八十万；最低为福建省，为七十四万。 

赵耀辉教授接着发言。她首先介绍了“粘连现象”：通常来说，非国有部门的工资要高于国有企业和城

镇集体企业，但是职工宁可接受低工资或呆在家中，也不愿脱离国有企业到非国有企业工作。对这种现

象的一个经济学解释是：国有部门的工资虽低于非国有部门，但它的福利要优于非国有部门。如果在非

国有部门得到的高于国有部门的工资不足以弥补离开国有部门所损失的福利，那么人们不会选择去非国

有部门工作。赵老师选择了北京、辽宁等七个省市1996年家计调查数据作为样本，证实了这个假说。如

果把职工的社会福利货币化，处理后再加上工资额作为职工的全部收入，那么一个职工在国有企业的全

部收入大于在非国有企业的全部收入，这就造成了“粘连现象”。赵老师认为，如果社会福利是“可携

带的”，例如养老金可由国有部门转移到非国有部门，医疗保险社会化，住房商品化，就可缓解“粘连

现象”，使国有部门劳动力向非国有部门的转化更加平滑。 

与会者也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第一，作为社会福利的资金从何而来？目前这个问题尚未解决，

但在改革完成以后，社会福利资金由公共部门负责，采用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第二，

“粘连现象”主要集中在“蓝领”和女性中。因为“蓝领”和女性在非国有部门的工资相对来说较低，

因此他们更不愿离开国有企业。第三，城市户籍制度在分析中也很重要，因为有无城市户籍制度会使收

入相差50%。第四，因为收入的差距主要来自于行业的差异，所以在这种收入决定的模型中应区分行业

来分析。第五，关于“粘连现象”的其他解释。中国社科院的左大培先生提供了两种解释：非国有企业

的效率工资低于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职工可以有更多的“声音”，提出更多的要求。林毅夫教授也

提出了一种看法“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不确定性使人们更倾向于留在国有企业中。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左学金副院长从比较宏观的方面分析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他指

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属地原则”（“属地”是指市或县），即由中央制订政策，地方政府筹集

资金，进行管理。有效利用市场机制的考虑少，非政府部门的参与少。同时，我国使用了“社会统筹与

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但个人账户却是“虚账”。接下来左院长从公平性、效率、可持续发展角度

分析了我国社会保障的困难。从公平性看，一方面是覆盖率低，原则上只有城镇中的正规就业者才有社

 



会保障；另一方面是收入转移，在某种意义上，这使得保险失去了风险共担的意义，实质成为一种税

收。从效率方面看，资金管理效率低下。因为福利资金由地方政府管理，“风险池”小，管理成本高，

减少了真正作为福利的资金量。可持续性差，这主要由于政府干预时缺乏长期考虑。社会福利制度的改

革是和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的。一是转型，大量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向非国有部门转移，政府就要采取一

些措施补偿其福利损失，造成社会保障基金用于非社会保障用途。二是人口老龄化，这会使中国失去劳

动密集的比较优势。下面左院长着重分析了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的主要问题是资金的筹集。

一方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没有能力缴费，另一方面经营状况好的企业，没有积极性缴费。据世界银行

测算，在从“现收现付”到“部分积累”的过渡中，中国养老金的隐性负债高达GDP的50%。由于存在

“道德风险”，养老金的省级统筹步履维艰，因此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无法解决。对此，左院长提出了

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属地持有，公司管理”，即养老金的责任主体仍然是各属地的地方政府，但

由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养老金，进行市场化运作。这样，不但可以做大“风险池”也可以提高基金的回报

率。另外，左院长认为应从多种途径，如税收、国有股上市、发行特别国债等，弥补养老金的缺口。对

于医疗制度的改革，左院长指出，我国医疗制度改革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抑制需求”，而对医疗服务

的提供者没有强烈的成本制约。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医疗单位会提供高成本的服务。而目前的政策

又阻止了私营医疗服务单位与国有医疗服务单位竞争。左院长认为今后医疗制度的改革，应该让企业、

个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在医疗服务的供给制度、组织、付费方式上有更多竞争。 

中国的社会保障有资源不足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缺乏效率的问题。因此社会保障设计很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效率。 

在讨论中，陈平教授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社会保障负担

小。第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会造成家庭瓦解，社区瓦解，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对解决社会保障问

题的想法是：第一，应该通过设立特别账户、减税，使家庭依靠自己的储蓄解决养老问题。政府只应承

担最低限度的孤寡老人的养老责任。第二，社会保障必须解决失业救济的问题。陈平教授曾经给上海市

市政府建议，可以把住房无偿送给下岗职工，并允许他们在市场上出售住房和户口。他们可以利用这部

分钱，到农村或市郊买房子，或投资于乡镇企业，或创办一些便于农村劳动力到城市中就业的中介机

构。用这种方法，不但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能够避免庞大的社会保障系统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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