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思考 

 

  论文提要：养老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加

剧，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加强基金管理水平、切实做到保值增值，对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支

付压力，保证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平稳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基金管 

      

  养老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自 1984年我国在部分地区进行养老保险制

度的改革试点以来，经过 2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建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

制度，确立了国家、企业、个人多渠道筹资和基金实行部分积累的基本模式，确立了基本养老保险、企业

年金、商业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保障方式。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加剧，养老

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加强基金管理水平、切实做到保值增值，对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

保证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平稳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就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

点建议和对策。  

    

  一、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急于求成的制度转轨带来了超重的历史债务。199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标志着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开始向“统账结合”的模式转变。在

转制过程中，由于“老人”和“中人”的退休金权益并没有以养老金的形式形成积累，于是就出现了“转制成

本”。由于统筹基金无法填补这一缺口，所以我们就采用了混账管理的模式，统筹账户挤占个人账户资金，

实行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 

  

  （二）基金征缴不力导致的新债务。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是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核心。但基金征缴不足

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基金征缴中的“打折征收”，导致了“新隐性债务”。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对社会养老保险缴费采取“优

惠征收”、“打折征收”的办法，加上我国在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漏洞”，形成新参保人员“缴

费少、受益多”的财务失衡状态，“新隐性债务”正在大面积生成。  

  其二，社会保险费拖欠、拒缴严重，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率低，导致供款不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公布的数据，2001年 1 月 8日全国企业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千万元以上的有 20余家。国务院体改办宏

观司 2000年 5 月的相关数据显示，当时全国累计发生企业欠缴养老金已达 376亿元。另外，参保不缴费的

情况比较严重，有的省区高达 20%，全国总计达 800万人。 

  （三）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养老保险基金负担系数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问题。但我国由于

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老龄化问题尤为严重，并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即相对于发

展中国家而言，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最快的；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条件下

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所以，我国当前面临的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其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平衡的冲击

也最为严重。  

  （四）提前退休带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剪刀差。由于提前退休现象对养老保险基金具有少缴多支

双重侵蚀，所以成为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危机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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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基金投资管理不善，无法满足养老保险基金刚性调节增长的需求。目前，我国的养老基金几乎

全部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受银行存款利率不断下调及国债期限结构的影响，基金收益甚微，保值增

值困难。个人户收益也不理想。以辽宁的试点为例，2002年底个人户基金全年收益率只有 2%，2003年通

过协议存款等方式，个人户基金年收益率提高到了 2.45%，但都远低于 7%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水平。在滚存

结余基金的管理方面，也存在管理不善、使用不当的问题，挤占、挪用、虚报、冒领养老保险基金的情况

比较严重。 

     

    二、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建议及对策  

    

  （一）变当前的“统账结合”制度为“统账分离”制度。统账结合模式下的混账管理导致了空账问题，空

账的恶性循环是本质上的现收现付，既有可能导致即期养老金待遇的扩张性支付，也无法应对老龄化危机，

同时还会阻碍劳动力正常流动。因此，必须实行“统账分离”制度，推行个人户“实账化”，并完善个人账户

的有效管理，利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提高个人账户的经济效益，使个人账户资金能够名副其实，能够有

效地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债务危机。统账分离后统筹基金的资金支付缺口通过盘活国有资产（包

括居民的福利住房）等方式筹集资金解决。 

 （二）加强基金征缴工作。一方面要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资金来源。扩大全社会参保范围有利于

筹措资金，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稳定社会。因此，只要符合参保条件，外商投资企业、

港澳台商企业、集体企业、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自由职业者等都应作为扩面的范围和重点，做到应

保尽保。在养老保险征缴方面，新经济组织的职工要和国企职工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要规范征缴基数，杜

绝渗漏。目前，参保单位通过瞒报、漏报缴费工资基数逃费的情况比较严重，抽样测算过程中发现，1999

年缴费工资比 1998年降低了 5.7%（下降 545元），而统计局统计的平均工资增长了 11.6%。根据全国参

保单位缴费工资与平均工资的统计比较，前者比后者也低了 10个百分点。如果将参保单位缴费工资基数严

格核实，至少可以使基金增收 10%。 

  

  （三）尽快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建立方便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如果社会养

老保险实行全国统筹，统一管理，可以建立便于跨地区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机制，工人不论转移到什么地

方，都可以凭卡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则将根本解决因工人流动性而造成的社会保险关系难以转接的问题。  

  （四）应当杜绝提前退休。可以通过改革基础养老金的计发办法，实行替代率随缴费年限浮动来杜绝

提前退休。如，以缴费 15年作为“门槛”，缴费 15年可领取社会平均工资的 15%作为基础养老金，每多缴

费一年多领 1%，如果恶意中断缴费，按照离退休年龄差几年停缴的办法，一年扣 0.3%。  

  （五）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增进基金安全，促进保值增值。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

运营管理。基金行政管理是政府的职能，也就是政府主管部门对基金营运实行监管；基金的运营管理就是

业务运作管理，包括核定、收缴、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支付、投资运营管理等。为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

的管理，我国应尽快统一管理体制，实行养老保险基金行政管理和运营管理分开、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分

设的管理体制，使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