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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德国出生率较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的发达、医疗

条件的改善，人的预期寿命在不断增长，社会人口趋向老龄化。据估计，到2030年大约2个劳动者供

养1个退休人员。同时在欧洲统一进程中，由于德国生活水平较高，赴德定居者增加，这必然也会增

加一部分新的社会保障支出。因此，德国面临着继续维持原来社会保障水平的要求，同时条件又不

允许对日渐减少的劳动力提高税收、多交社会保障费用的困难，对现有社会保障体系进行适当改革

势在必行。  

    德国养老保险体系由法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自愿保险等多种形式组成。德国的养

老保险较全面地规定了养老保险的适用范围、资金来源、缴费标准和筹集方法等。 

    根据法律，德国所有的工人和职员都参加法定养老保险。2004年，雇员交纳的养老保险费为其

月收入限额以下部分的19.5%，由雇员自己和雇主各负担一半（原西德地区雇员的月工资收入限额上

限为5150欧元，原东德地区的上限为4350欧元）。超过上限部分的月收入不再交纳养老保险费。法

定养老保险起源于俾斯麦时期的“自助资助”模式。规定养老保险费由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共同

承担，并主要由雇主和雇员承担，国家只作一定的补贴。这一模式是典型的收入关联年金计划。在

这种年金计划下，缴费和津贴的多少与个人的工资水平直接相关，通常是根据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

平、就业年限、交费期限、收入替代率及调节系数等基本要素确定，并侧重体现收入关联和收入再

分配的特征。目前，法定养老保险覆盖了从业人员的90%，是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主干。  

    法定养老保险为强制性保险，所有的投保人都有义务依法按时缴纳养老保险费。养老保险资金

的来源有两个渠道，一个是雇主和雇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这是养老保险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另

一个是国家财政补贴。每年获得国家财政补贴的数额占养老保险费的五分之一。养老金根据退休者

退休时的工资和工龄长短计算，但最高不超过退休前最后一个月工资的75%。德国政府计划，到2030

年法定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将由目前的19.5%提高至22%，到2020年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占工资的比

例由现在的平均53%降为46%，到2030年进一步降至43%。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法定养老保险的补充，已成为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一大重要支柱。与法定养

老保险不同的是，企业补充养老不是政府行为，而是企业行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重以及减

轻国家养老负担压力的需要，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越来越受政府的关注。在德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

对劳动力的覆盖率高达65%，它是养老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并得到法律的支持。筹资方式、组

织形式、款额及受保人均可自由选择。尽管德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属于自愿性养老保险，并由私人

公司经营，但政府并非完全放手不管，而是对其进行宏观调控。为了防止雇主因宣布破产而无法支

付养老金的风险，德国设立了雇主组织的养老保险基金会作为担保机构，规定开办企业养老保险的

雇主有义务向担保机构投保，如果企业破产导致无法支付本企业的补充养老金，则由该基金会支

付。 

    自愿保险的对象主要是医生、牙医、药剂师、律师等。公务员和法官是国家终身雇佣人员，不

参加法定养老保险，有独立的养老保险制度。自谋职业的农业人员有独立的“农民养老保险”。上

世纪70年代，随着德国加入欧盟及受欧盟的相关政策规定的影响，农民的退休年龄从65岁降低到了

55岁，等于农民提前放弃了土地生产，同时失去了生活收入来源，因此，政府会额外付给农民一笔

养老金。该模式的实施仍然依赖于政府大量的财力投入。政府对于退休农民养老金的支付，是根据

农民的收入决定的。由于收入是绝对数，所以需要支付的养老保险金也有固定的上限。德国现行的



农民养老保险模式是“付多少，用多少”的模式，即由年轻人出钱，老年人享用的一种方式。但是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不断降低和老龄化趋势的增强，由年轻人提供的这笔资金已经不能满足老年人的

需求，需要政府拿出一部分钱来弥补其差额。因此，这种模式已经成为一种不断消耗公共资源的模

式，并且由于中央政府对这个模式的投入严重不足，致使大部分退休农民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目

前，德国仍在寻求一种最合理的农民养老保险模式。 

    2002年，德国颁布新法律，规定企业职工有权利要求雇主将一部分工资或者节假日奖金变成企

业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组织形式及受保人等均可自由选择。目前，德国法定养老

保险、企业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所支付养老金的比例大约分别为70%、20%和10%。德国政府希

望，私人养老保险支付的养老金近期能提高到整个养老金的15%，中远期达到25%至30%。这样，企业

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将有望从现在的补充地位逐步提升到与法定养老保险相近的支柱地位。 

    德国的养老保险不实行个人账户积累制度，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收统支，现收现支。领取的

养老金数额按照一个特定的、公开的公式计算，每个人都可能不同，主要由投保时的工作收入决

定。德国以特定的公式计算出每个人不同的分值和折扣系数；国家则主要根据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物

价上涨率，每年确定一次各个分值对应的养老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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