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浅析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差距 

    

    “摘要”近年来，我国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待遇差距悬殊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影响社会和

谐的问题之一。这主要是由养老金制度不同，调整机制不同，企业年金制度未普遍建立以及企业内部原因

造成的。本文分析了这一现状的形成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养老保险 待遇差距 原因 解决思路 

  一、我国养老保险待遇差距的现状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经过 10余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由于制度的整体安排，

改革措施的一致性等原因，使养老保险制度在不断发展中显露出一些问题。其中，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的待遇差距已在近年来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 

  1、养老金待遇差距。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前，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相近的退休金政策，退休待

遇差距不大。1990年，我国企业、事业和机关职工年人均离休和退休费分别为 1664元、1889元和 2006元，

差距并不大。2001年分别为 6573元、11324元、12215元，企业退休人员的年均养老金仅相当于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年均养老金的 53.8％，相当于机关退休人员年均养老金的 58％，差距加大。2004年，我国企业、

事业和机关职工人均离休和退休费分别为 8081元、14911元和 16532元，企业退休人员的年人均养老金仅

为机关退休人员的 48.8％，差距十分明显。 

  2、养老金替代率差距。养老金替代率是用来表示养老保险人在领取期的生活水平对领取前生活水平的

替代程度，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将每一部门的人均养老金与该部

门的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即为各部门的平均养老金替代率。根据 1995年到 2002年的资料，事业单位的退

休金替代率在 103.03%和 92.11%之间波动，机关单位的退休金替代率由 94.46%上升到 104.56%，企业单位

的替代率由 1995年的 77.3%下降到 2002年的 59.28%.到 2004年，我国企业、事业和机关单位养老金替代

率分别为 52%、90%和 93%. 

  二、养老保险待遇差距的形成原因 

  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因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混淆，以及事业企业单位制度改革的不同步，不仅

无法创造社会和谐所需要的社会公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着社会公平，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不

和谐音符。 

  1、养老金制度不同。20世纪 90年代后，企业养老制度改革，企业统一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形成

由个人、集体、国家共同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模

式，强调社会互济与自我保障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

成，基础养老金标准为社会平均工资的 20%，个人账户养老金标准为本人账户储存额除以 120. 

而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都由国家财政负担，个人无需缴费，退休金水平以退休前工资为基础，以工龄长

短为计发依据。其中，国家机关公务员退休后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均按原工资的 100%计发，职务工资和级

别工资按一定比例计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后按职务工资和津贴之和的一定比例发放，计发比例均根

据工龄划分为不同档次。养老金制度的不同，使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待遇拉开差距。 

  2、调整机制不同。在国家目前实行的“双轨制”的社保体系中，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可以享受国家财政提

供的比企业职工更丰厚、更有保障的退休金。从 1995年起，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调整按上年度职工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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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增长率的 40%~60%调整，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则按同级在职职工工资增长率的 90%调

整。从 2000年到 2005年的 6年间，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金年均增长 13.07%和 11.48%，同期企业退休职

工的收入年均增长仅有 6.92%.据国家人事部统计，2006年企业退休职工人均增加工资 169元，而同期退休

公务员人均增了工资 414元。而目前全国企业退休职工月平均工资仅 735元，与退休公务员月平均工资相

差 1000多元。 

  3、企业年金制度未普遍建立。企业职工的养老金由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两部分组成，基本养

老保险和企业年金的目标替代率分别为 58.5%和 20%.但实践中，企业职工养老金大部分为基本养老保险金，

本应该作为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有力补充的企业年金，并没有发挥充分的作用。2006年底，全国建立企业年

金的企业共 2.4万个，参加职工 964万人。覆盖率只占当年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的 7.04%.而世界上 167

个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中，有 1/3以上国家的企业年金制度覆盖了约 1/3的劳动人口，而且我国企业年

金目前的替代率约为 5%，距离企业年金的目标替代率——20%~30%还有很大差距。这不仅加重了国家财

政的负担，而且单纯依靠基本养老保险也难以提供比较充足、体面的退休保障。经验数据显示，一国养老

保险体系中“三个支柱”的替代率合理的比例是 4：3：2.所以，随着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不断完善，必须逐

步提高企业年金的替代率。 

  4、企业内部原因。我国大多数企业把工资分为两部分：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企业既要根据职工的基

本工资代扣代缴各种保险费用，还要根据职工的工资水平，对他们的其它社会保险承担一定比例的缴费义

务。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企业会尽可能压低职工的基本工资，增加绩效工资，使职工工资在表面不受

损的情况下，往企业这一方倾斜利益。这样，企业把自己的负担减至最小，降低了职工的社会保障水平。

相比之下，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直接领财政工资，其社会保险的各种费用也由国家财政来承担，所以基

本工资总是稳定在一定水平并随着其工龄的增长逐步提高，使他们的社会保险费用也更有保障。 

    三、解决养老保险待遇差距的思路 

  1、建立最低养老金制度，维系底线公平。“底线公平”理论是从社会公正和发展的角度出发，强调对社

会发展过程中处于弱势群体利益的保障，强调“公平”是一种适度的公平。它是一条政府和社会必须保障、

必须承担的责任底线。底线以下的部分要靠公共财政政策来调节，底线以上或以外的部分可以由市场、企

业和社会组织，甚至由个人去承担，是灵活的、反映差别的部分。 

该理论应用到养老保险中，即为确定各地区的“最低养老金标准”，以保障退休人员的最低生活为基准，使

他们不致因物价上涨而降低生活水平。最低养老金标准是全社会除去个人之间的差别之外，共同认可的对

社会所有退休人员养老金收入的保障线，这道保障线相对于贫困线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线要高一些，其保障

水平也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适度有所区别。由政府确定一个最低养老保险的底线值，底线以上的

靠市场来调节，底线以下的要靠公共财政政策来调节。一方面可以有效保障养老金过低人群的基本生活。

另一方面，在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之后，市场、企业和个人可以再进一步自我保障。 

  2、完善统账结合制度，保障基本养老保险金。统账结合制度的实质就是把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把社

会互济与自我保障结合起来，把保障基本生活与鼓励勤奋劳动结合起来。所以待遇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是正

常的，但如何积极创造条件把这个差距缩小到一个可控制、可接受的范围内，是我国社会保障学界近年来

一直探索的问题。 

  目前统账结合制度许多诸如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代际负担不均衡、基金的保值增值困难等问题，可以

通过多渠道筹资弥补，做实个人账户；立法、强化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管理，加大基金征缴和管理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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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有限资金，提高社会统筹层次；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等途径，改进和完善“统帐结合”的

筹资模式，更好地把社会统筹的长处和个人账户的优势结合起来。 

  3、统一待遇调整机制，逐步实行全局平衡。待遇差距问题是全国性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待于国家出台整体协调政策。造成企事业单位养老金差距悬殊的一大原因，就是退休金调整机制还有

待完善。如果在现行的制度条件下，能由国家统筹安排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遇调整，改变目

前这两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将会大大改善目前这种状况。 

  一个完善的待遇调整机制，首先要合理选择基本养老金调整参数。既要与社会平均工资相联系，也要

与物价指数相联系，这样更能保障退休人员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二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

系。实行高收入者低替代率、低收入者高替代率的政策，以做到低有保障、高有调节，防止出现大的差距。

三是应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确定基本养老金调整水平和最低保障水平。 

  4、扩大养老金收入来源，提高投资收益率。企业职工的养老金高低，既取决于个人账户基金的缴费额，

也与运营增值有很大关系。按照规定，养老基金只能用于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加上某些时候通货膨胀率

较高，很多年份收益率都为负数。事实上，在养老保险基金中，统筹基金实行现收现付，承担着确保当期

支付的任务，结余基金原则上存银行、买国债，不能进行其他投资。而逐步做实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

实行完全积累，基金数额巨大且积累时间长，可以拓宽投资渠道，增加投资工具，提高收益水平，实行市

场化运作，实现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多元化。 

  目前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其保值增值：一是加大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通过专业投资机构对本土证券市

场的投入，实现其增值；二是通过有实力的国际金融机构投资海外金融市场，以稳健投资实现其保值；三

是在合理确定基金投资比例，严格基金投资程序和监管体系的前提下，允许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具有较高的

经营稳定性、风险小、收益高的实业行目，使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多元化，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升值。 

  5、发展企业年金制度，扩大年金运用效应。由于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的财政负担已经过重，指望政

府提供全部的较高水平的养老金不现实，也不符合养老保障体系发展的国际潮流。根据养老保险的改革目

标，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将逐步由目前的 85%~90%下降到 60%以下，企业年金的替代率提高到

20%~30%.企业年金在我国未来的社会养老体系中，应该发挥起重要的作用。 

  因此，尽快提高企业年金的替代率水平，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是当前我国进行养老金制度的结构性

改革的关键性问题。国家应采取积极的税收激励政策、加快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建设，以提高其覆盖率，加

强企业年金的支柱作用。在老龄化高潮到来之前，积极推进企业年金养老保险体制，以此来辅助解决中国

老年人的经济安全问题，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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