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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的风险及控制 

    

  内容摘要：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吸取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优点，既具有激励机制，

又体现了社会互济功能。但由于制度形态的复杂性和混合性，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制度财务风险、制度运

行风险以及制度效率风险等。本文认为，防范“统账结合”模式风险的关键在于完善养老保险的多层次制度

安排，通过不同层次养老保障的优化组合和功能协调来达到低风险、可持续运行的目的。  

  关键词：养老保险 “统账结合”模式 风险 控制  

    

  我国实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吸取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优点，社

会统筹基金以现收现付制满足当前养老金支付需要，个人账户基金采用积累制加强个人的责任意识和应付

人口老龄化问题。这种模式很好地体现了社会互济和激励机制相结合、公平和效率相结合的原则。但在实

际运行中由于缺少相关的制度环境、制度约束和一些有力措施实施，这一模式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结果。对

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存在的制度及管理运行风险进行研究，探讨这些风险形成的根源，研究如何防范

与控制这些风险，寻求该模式的低风险、可持续运行，进而为 “统账结合”模式的完善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和政策建议。  

    

  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的风险根源  

    

  我国实行的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是有别于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和部分积累制

等三种模式的新模式，体现了社会公平待遇和个体差异待遇的结合，在理论上是一种较佳选择。但该制度

在实际中要正常运行，必须存在对“老人”、“ 中人”和“新人”的利益激励与制度协调机制，因为受到“老人”、

部分“中人”过去没有任何养老金的积累等的影响，这种模式在实质上又等于回到了过去的现收现付制，导

致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激励机制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发挥，还面临着制度难以持续的考验。  

  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中，“新人”和部分“中人”既要为自己缴纳养老金，又要承担“老人”的养老金缴费，

作为“经济人”的缴费者会认为不缴费是一种更理性的选择，因此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功能与储蓄功

能的结合在现实中并不能用同一个制度来实现。而且将归属于全体劳动者的公共基金与归属于个人的私人

所有的基金结合在一起，其制度形态具有复杂性和混合性等特征，这也正是其存在制度风险的内生原因。

从物品属性来看，“统账结合”模式是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统一；从产权特征来看，社会统筹基金具有

准公共产权的特征，个人账户基金从财务角度看具有私人产权特征，从整个制度层面看又具有准公共产权

的特征，因此“统账结合”模式便具有准公共产权与私人产权的双重特征，这使得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

模式的制度属性尤为复杂。所以防范风险的关键在于完善养老保险的多层次制度安排，实现不同层次养老

保障的优化组合和功能协调。  

    

  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的风险及控制策略  

    

  （一）制度财务风险及控制 

  

  “统账结合”模式的含义决定了其显著的制度风险在于现收现付部分所包含的“转制成本”对个人账户基

金的透支和侵蚀。从理论上看，社会统筹用来发挥收入再分配、社会互济的功能，个人账户用来发挥个人

储蓄的功能，起到激励的作用，这种制度设计是可取的；但是实际运行中两者的利益博弈，使得其运行效

果大打折扣。笔者期望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来解决转制成本的问题，但是用社会统筹基金来补偿转制成本，

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会对“统账结合”模式的财务平衡风险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基本养老保

险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但现在看来由于我们没有解决好转制

成本的问题，有可能使这一模式在人口老龄化时期更不稳定。另外，道德风险所导致的企业和个人诚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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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近几年频频发生的社保基金案、社保基金被挪用、被侵占的案例，最终都会影响“统账结合”模式的

财务收支不平衡。  

  在 “统账结合”模式中，本文暂时回避了转制成本这个难题，依靠社会统筹账户来消化转制成本，从而

导致对个人账户基金透支、侵蚀，最终威胁到制度的安全性和持续性。养老保险基金的足额征缴很难保证；

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大；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同时面临人口

老龄化，但是我国的退休政策、退休年龄没有做出适时调整。 “低龄退休”与提前退休并存，这样一方面减

少了基金收入，而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支出。因此，控制“统账结合”模式的制度财务风险，首先需要解决好

转制成本的问题，需要从保险费率、退休年龄等方面进行调整。 

（二）制度运行风险及控制 

  

  “统账结合”模式在制度运行过程中，从筹资、具体管理、投资到养老金的支付方面都存在风险隐患，

即筹资风险、管理风险、投资风险和给付风险由于作为“经济人”的各参与主体（地方政府、企业、个人）

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筹资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在具体管理中，管理环节多、管理层

次低，管理主体之间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时常会损害被保险者的利益，以及管理效率低等原因会产生管理

风险；投资过程中资金安全的保障，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会影响基金的投资收益率；给付环节

的道德风险、低效率与地方主义都会诱发制度的潜在风险，骗保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使“统账结合”模式

的现实效果与设计的预期目标不能保持持久、稳定的一致性。因此，防范制度运行风险，需要有效降低各

参与主体的行为在筹资过程中产生风险的概率，要有较好的对行为约束的机制；减少管理层级，界定管理

主体权利义务关系；加强投资主体的利益引导和约束控制，理性抉择金融市场的风险收益；严格给付程序，

加强给付监管。  

  （三）制度效率风险及控制  

  由于存在巨额转制成本，企业和个人的理性行为以及地方政府的偏好和短视行为促使“统账结合”模式

产生了隐性诱致性制度变迁：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这一模式实质上还是现收现付制；地方政府对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具有的自主权与垄断权，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养老金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社保经办机构由于目标不

明确、责权利不能高度统一、信息交易成本和传递不畅会产生 X——无效率。解决好隐性债务的合理消化

问题是防止发生隐性制度变迁的根本。应尽快提高统筹层次，以控制地方政府对基本养老金进行管理时因

缺乏资源配置效率而引起的基金损失风险。需要有良好的责任分担机制，让社保经办机构切实承担自己的

责任，加强对社保经办机构的监管。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的建议  

    

  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具有的混合物品的属性和双重产权的特征，使得它的制度属性尤为复杂，

这种矛盾形成了制度运行的内在阻力；把再分配功能和储蓄功能兼容在同一个制度中，所以防范“统账结合”

模式风险的关键在于从制度层面完善养老保险的多层次制度安排，实现不同层次养老保障的优化组合和功

能协调，实现制度统一、财务分开、各层次独立运行。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对“统账结合”模式的风险控制做了制度层面的设想：通过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来实

现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原则、收入再分配与储蓄功能的兼容。第一层次，社会统筹作为基础养老金，具有准

公共产权的特征，是由政府直接举办的覆盖全部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现收现付制，由政府强制实施

构成最低层次的养老保障社会安全网，向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经济保障；第二层次，按职工工资 8%来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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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账户部分实行积累制，类似国外的强制性企业年金，都属于产权私有和养老储蓄性质的个人资产，可

以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将个人账户和企业年金统一，发挥资产集聚效应，注重个人资产的积累，加强资

产建设；第三层次，为个人自愿储蓄养老保险计划，鼓励个人购买商业性的养老保险等等，作为前两个层

次的补充。  

  改革“统账结合”模式，如果社会统筹部分的基础养老金发展为全国统一的福利保障的养老金 ，可以解

决目前“统账结合”模式中由于统筹层次低导致的各种道德风险问题。同时，依赖于社会保障“一卡通”，有

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个人账户养老基金与企业年金接轨后，一方面可以解决目前个人账户基金产权不

清晰，缺乏真正的激励作用的弊端；另一方面还可以摆脱目前因基本养老保险比例过大、企业负担过重、

企业年金发展空间不足的尴尬局面。未来个人账户基金与企业年金一样，由专门的养老金经营机构进行市

场化运作，实现其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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