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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的若干思考 

赵保全 薛卫周 

摘要：通过剖析目前我国养老金调整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建立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

调整机制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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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国目前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1 目前各省基本养老金调整制度不尽统一,使得各省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增长幅度不同,导致

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省际间的不平衡。从 1995年开始到 2009年的 15年中,我国共有 12个年度在全国范围

内为企业退休人员调整了基本养老金,有三个年度没有调整,调整的次数可谓频繁,幅度也不低。但在各省的

养老金具体调整实施办法中,有按退休时间调的,有按参加工作时间调的,也有按缴费年限和养老金水平调的,

这就会导致同一类型退休人员各省之间增加养老金差距加大,形成了省与省之间退休人员待遇的相互攀比。  

  1.2 愈来愈低的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势必造成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与在岗职工工资差距逐年加大。养老

金替代率是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参数之一,它最根本的含义是基于职业收入的退休后收入在多大程度上能

替代退休前的工作收入。本文使用的“养老金替代率”是指某地区某年发给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和当地当

期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 即平均替代率。采用这一指标的目的在于从制度层面考察养老保险对退休人

员生活提供的保障水平。  

  虽然 1995年以来多数年份基本养老金的调整水平为职工工资增长率的 40%-60%,但调整基数却为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若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按 60%计算,这几年基本养老金实际调整额仅占职工平均工资增长额

的 24%-36%,目前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替代率已经较大程度上偏离了 58.50%的制度设计目标, 如果按着

现行的调整办法,调整比例继续低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将越来越

低。这必然造成基本养老金占职工工资的比重逐年下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与在岗职工工资差距逐年加

大。  

  1.3 目前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办法对“老人”与“中人”不加区分,抹煞了基本养老金对这两个人群在制度

意义上的本质区别。目前的养老金调整机制对老人和中人不加区分,而是将逐年新退休的“中人”都纳入了统

一调整的范围。对于目前已经退休的人来说, 基本养老金实际上是其全部养老金收入, 因此必须保持相对较

高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 而对于将来退休的人来说, 制度的预期使得基本养老金只占其养老金收入的一部

分 1/3 到 1/2 , 因而有必要逐步降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目前实施的调整办法并没有对“老人”(包括已退休

的“中人”) 和未退休的“中人”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在这一意义上加以区分。  

    

  2 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2.1 建立制度化的正常调整机制:基本养老金是退休人员晚年生活的物质保障,属于国民经济收入再分

配的范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化是任何制度稳定运行的法律保障,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建立设计

与运行,也必须严格贯彻法制化管理的原则。笔者认为,应适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将调整机制用制

度和法律的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全国出台统一政策,做到调整范围统一,调整幅度统一,调整办法统一。通过

建立制度化的调整机制,确保企业退休人员群体共享社会改革发展成果。  

  2.2 基于动态合意替代率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鉴于我国目前养老保险的实际

状况,有些专家学者近年来提出了采用动态合意替代率作为参照系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

机制的观点。研究表明,由于退休后在几个方面的开支会减少,如与工作相关的开支、自身人力资源投资的费

用、交通费用、住房按揭、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费等都会减少, 通常不用再负有抚养责任,也不需要再为将

来而储蓄,因此老年人的支出会减少; 但同时其医疗费用将有可观的增长,因此, 相当于工作期间收入 70 

%～80 % (中值为 75 %) 的养老金可使参保者在退休后保持与退休前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可将这个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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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养老金合意替代率水平。建立动态合意替代率基本思路是, 将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在

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先回升到合意替代率上限, 再逐步降至下限, 之后在相对较长的时间里稳定保持。 

笔者认为, 对于我国养老保险的实际状况来说, 合意替代率区间的确定, 并不意味着只要替代率在这个区

间内就说明制度是合理的, 而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 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应该在这个区间内有一个动态变化

的轨迹, 即首先应尽快将其替代率回升到上限或接近上限(例如达到当前的制度设计目标替代率 58.50%),再

逐步下降到下限并基本保持稳定。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应该得到长足发展, 真正

起到第二第三支柱的作用。考虑到已退休人群仅有基本养老金这一实际状况和建立三个支柱养老保险的制

度目标, 应在这个基本思路内进行人群细分, 以“老人”、“中人”、“新人”的既定划分及过渡期的设定时点为

参照, 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基本养老金调整方式。  

  对于 2008年 12月 31日之前退休的人员(人群 A, 其中包括“老人”和部分“中人”), 以保持稳定的基本养

老金合意替代率上限为参照标准进行调整, 即先在较短时间内(最迟在2016年以前)逐步将目前仅有5%左右

的养老金替代率回升到 58.50% ,再一直保持,或在远期适当提高至 62%左右(也可根据当时的平均可支配收

入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值进行相应调整)。  

  对于在 2009年 1月 1日之后 2016年 12月 31日前退休的人员(人群 B,主要由“中人”构成) ,基本养老金

替代率先跟随人群 A 同标准回升,然后随着退休时点的  

  推移逐步回落至48%～52% ,在此期间努力使第二第三支柱替代率达到10%～12%,从而保持58%～62%

的养老金总替代率,此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将进一步降低,到 2030年左右接近 40%,与人群 C接轨。  

  对于 2016年之后退休的参保者(人群 C,包括部分“中人”和全部新人) ,其基本养老金则完全执行指数化

调整,采用个人账户部分与城镇居民生活费用指数挂钩、统筹部分与工资增长率挂钩的调整机制, 兼顾消减

通货膨胀对养老金的侵蚀和让退休者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两方面的目标。同时大力推进企业年金和个人

储蓄性养老保险的发展, 使其替代率逐步达到 22%～35% , 以逐步降低基本养老金部分在养老金总收入中

的比重, 从而降低基本养老金平均替代率, 使之稳定保持在 40%左右的替代水平。  

    

  3 围绕财政和养老金收支平衡,导入养老金给付调整机制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危机, 日本政府在 2004年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更深入的改革。日本养老金制度改

革的重心就是围绕财政和养老金收支平衡,导入了养老金给付的调整机制。在养老金调整机制中,根据参保人

数减少和人口寿命延长来确定浮动调整率,并利用工资增长率、物价指数和浮动调整率计算合适的调整率对

养老金给付水平进行调整。在这项改革中,一是设计了 100年的财政和养老金收支平衡周期,二是在这个周期

内进行了人口和经济数据的测算,在此基础上,进行养老金给付的调整。同时,为确保老年人口晚年的基本生

活需求,制度设计了最低养老金给付水平(标准家庭养老金替代率下限为 50%) ,并对不同类型家庭或者收入

不同的家庭进行了相应的给付调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日本成功的改革经验对建立我国养老

金正常调整机制有积极的借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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