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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保障了

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吗,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刘苓玲! 任/斌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重庆 :,--+,"

摘/要& 在理论上! 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保障是不确定的! 同时! 同

一调待机制在不同环境下对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保障效应也并非一致$ 本文以我国 +,,+ c

+,-+ 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 采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我国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基

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保障作用$ 研究发现! 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基本养老金绝对待

遇起着改善作用! 却不能保障基本养老金相对待遇的稳定性$ 同时! 在绝对待遇条件下! 待

遇调整机制对基本养老金名义待遇的保障显著大于对实际待遇的保障作用' 东部% 中部和西

部地区的待遇调整对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保障存在显著差异! 呈中部% 西部和东部依次

递减趋势$ 政策建议是! 我国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应该将实际工资增长率纳入调整参数' 不

同地区应该采取因地制宜的调整措施! 并建立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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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年来' 在物价水平持续攀升而助推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 如何实现养老金待遇及时调整以保

障退休职工养老金待遇的充足性 ! BHF764F EGĤCE9I" 日益成为深化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关键问

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 大多数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都普遍存在一个问题' 即由于通货膨胀使得许

多国家出现了政府承诺与届时的养老金待遇水平的不对称情况
/-0 +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

通货膨胀导致社会固定资产价值的缩水和社会生活成本增加' 进而使得无论社会整体养老基金还是职

工个人的养老金财富的实际价值都在缩水' 从而导致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实际价值难以得到保障 /+0 +

显然' 保障退休职工养老金待遇稳定性是保障养老金充足性的前提条件' 也是当前各国推进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工作的主题+ 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购买

力的稳定性* 二是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收入相对于在岗职工工资收入的稳定性+ 随着我国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进程的推进' 政府为保障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做了大量工作+ 其中' 建立基本

养老金待遇正常调整机制 !以下简称调待机制" 就是一项重要任务+ 早在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

我国各地区就陆续对退休职工养老金待遇进行调整' 但由于当时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因而随

意性较大 /00 + +,,. 年' 国务院颁布 -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保险制度的决定. !国发 3+,,.4

0= 号文件" 强调 #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根据职工工资和物价变动等情况' 适时调整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 年颁布的我国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明确规定( 国家

需要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这些法律法规无疑强调了建立健全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的重

要性+ 但到目前为止' 鲜有文章分析我国调待机制对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保障程度' 以

及不同地区的调待机制的保障差异性+

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法 !6F78RCLHF8EDWER6EPDH7H786LE864F" 实证研究我国调待机制对退休职工基

本养老金待遇的影响' 并进行区域间的比较分析+ 本文认为' 这一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 在我国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条件下' 如何保障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

遇的稳定性是关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风险分担的一个持续课题+ 第二'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结

构% 基金支撑能力% 制度赡养率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力度等因素在地区间的差异 /:0 ' 不同地区实施基

本养老金待遇调整的效果也必然存在差异' 所以' 针对不同地区所实行的调整效应进行比较分析' 可

以为完善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第三' 基本养老金待遇的过度调整甚至错误调整将对

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定性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 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

是我国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工作+ 综上所述'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我国调待机制对退休职工基

,-,-,

! 典型例子以美国和英国在 +, 世纪 <, 年代因应对通货膨胀而错误地实行过度的养老金指数化为代表' 具体可见巴尔 !XERR" 和戴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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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与经济. +,-. 年第 . 期

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保障' 以及不同地区调待机制的作用差异' 为深化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提供必要的参考+

二$ 文献综述

调待机制本质是养老金待遇指数化' 实质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风险分担+ 因此' 养老金待遇指数

化的方式与养老保险制度风险分担密切相关
/.0 + 在早期的研究中' 戴蒙德 !O6EL4FG" /;0 % 费舍尔

Y679KHR/<0和莫顿 QHR84F /=0
等学者研究发现' 公共养老保险制度 !BCPD69BHF764F BDEF" 之于私人养老保

险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通过政府的政策工具来提高制度的抗风险能力+ 其中' 建立养老金待遇调

整机制' 将退休职工养老金待遇 !或养老金替代率" 与通货膨胀率或工资增长率挂钩' 是实现公共

养老保险制度风险分担的有效途径+ 但是' 养老金待遇指数化究竟是盯住通货膨胀率还是工资增长率

或二者的结合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 因而需要经验证据的验证 /=0 + 实践表明' 影响和制约养老金待

遇指数化机制建设的因素不仅包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 基金支撑力和制度赡养率等制度内因素' 还包

括人口结构% 财政支持力度和经济发展等制度外因素 /:0 + 例如' 费尔德斯坦 !YHDG78H6F" 基于精算理

论和福利经济学' 分别分析了物价指数化和工资指数化对美国公共养老金待遇调整的影响' 认为美国

公共养老金待遇应该采用物价指数化
/>0 * 随后' 美国国会预算局 !14F5RH7764FEDXCG5H8%MM69H" 曾经

依据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 也论证了美国公共养老金实行物价指数化是可行的 /-,0 * 奥利

!%DH" 以瑞典为案例' 基于养老保险制度财务持续性论证了瑞典公共养老金盯住社会平均工资的必

要性
/--0 * 施岚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对临界条件进行实证检验' 认为在保持养老负担系数不

变的前提下' 养老金待遇指数化究竟是盯住物价指数还是工资增长率需要考虑经济增长率和工资增长

率的影响
/-+0 +

毋庸置疑' 纵观各国的养老金待遇指数化机制建设' 其初衷都是防范通货膨胀的风险' 保障退休

职工养老金待遇稳定性' 让退休职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然而' 基于制度成本的考量' 过快的

养老金待遇增长必然会导致巨大的制度成本 /.0<= c<>' 特别是在通货膨胀较高时期' 盯住物价指数的养

老金待遇指数化机制会大大增加基金支出 /-00 + 同时' 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养老金指数化调整机制主要

是针对养老金待遇的向上调整' 制度设计本身并没有考虑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因素 /-:0 + 例如' 田近
治 !"6]6JE]6\E" 对日本公共养老金待遇指数化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日本曾经实行的盯住物价指数每

年进行调整和依据实际经济增长率每五年进行一次修正的养老金待遇指数化机制是导致其基金支出压

力的重要原因 /-.0 * 艾科索 !?aHD" 和威尔克 !T6D\H" 研究指出' 德国在过去实行的总额工资指数化

机制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导致缴费率快速上涨而增加了企业成本' 最终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

的负面影响' 这成为德国进行养老金指数化改革的根本原因 /-;0 + 因此' 养老金待遇指数化建设既要

保障退休职工养老金收入的稳定性' 又要控制制度成本 /-<0 + 当然' 养老金待遇指数化的内涵是非常

广泛的' 除了保障养老金待遇稳定性和控制制度成本外' 还包括收入分配效应和救济贫困功能

等 /.0-<0 c-<:+ 同时' 养老金待遇指数化机制本身的风险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 正如路威斯汀

!34H[HF78H6F" 和尤贝尔 !&PHD" 所指出的那样' 先认识风险后考虑收益与先认识收益后考虑风险所

做出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 /-=0 ' 因此' 各国在进行养老金待遇指数化机制的建设中必须要预见性地进

行设计和安排' 同时要适时进行制度的调整 /->0 +

随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 国内学者对养老金待遇指数化的讨论从未间断+ 一方

面' 一些学者研究了国外经验与做法+ 例如' 辛荣环基于国际经验' 分析了养老金待遇盯住物价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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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工资增长和二者结合的三种机制的优缺点' 建议我国基本养老金待遇应该与社会平均工资和物价

指数双挂钩
/+,0 * 王晓军基于国际养老金待遇指数化建设经验' 运用保险精算分析法系统评估了我国

基本养老金替代率' 建议对不同养老金收入层次的退休职工采用不同的养老金待遇调整方案 /-00 * 徐

颖的研究也认为应该对不同收入群体实行 #歧视性$ 的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 /+-0 * 韩伟% 穆怀中通过

剖析德国公共养老金待遇指数化机制的改革动因' 指出养老金待遇指数化机制建设必须重视对市场效

率的影响' 应该坚持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的原则 /++0 * 此外' 他们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并运用德国

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分析公共养老金待遇基于工资指数化调整机制特征' 并提出对中国的启

示
/+00 + 另一方面' 一些学者基于我国的经验证据' 对我国基本养老金待遇指数化进行了定量和定性

研究+ 例如' 韩伟% 穆怀中运用计量分析和精算测算方法' 基于穆怀中提出的 #内% 外部效率$ 理

论研究认为中国现行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方案应该对 #老人$ 和 #中人$ 实行差异性调整指

数
/00 * 屈川分析了我国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建设的影响和制约因素' 提出了完善我国基本养老金待

遇调整机制的建议
/:0 * 田青% 张水辉提出以动态的基本养老金合意替代率为参照系' 针对不同人群

分别建立养老金待遇指数化机制
/+:0 * 徐延君提出建立复合型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 当工资增长幅度

大于物价增长幅度' 则选择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作为主要指标' 调整比例为上年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

的 ;,e c=,e' 相反' 则选择物价增长率为指标' 并与物价增幅保持同比例调整 /+.0 * 阳义南% 申曙

光研究认为我国目前的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在启动机制% 调整比例和调整基数三方面存在缺陷'

并构建了由物价指数和实际工资增长率组成的启动机制' 确定了盯住物价指数和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

的调整比例
/+;0 +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得出' 学者们对我国实行什么样的调待机制进行了深入讨论' 但鲜有文章

分析我国当前调待机制对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实际保障作用+ 因此' 本文将在现有文献研究成果

基础上' 采用 +,,+ c+,-+ 年中国 0-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 的经验数据' 系统分析我国调待机制对

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保障+ 本文的边际创新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本文可能是

首篇实证研究我国调待机制对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保障的文章' 为我国下一步深化基本养

老金待遇指数化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第二' 本文通过建立 #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模型$' 厘清

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的逻辑' 为接下来更深入研究我国养老金待遇指数化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论逻

辑+ 第三' 本文尝试发展了一组新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

三$ 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的逻辑

毋庸置疑' 物价和工资的变动是影响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 吉列

恩 !*D6DD64F" 和特纳 !JCRFHR"% 巴尔 !XERR" 和戴蒙德等学者认为' 可以通过价格指数化% 工资指

数化或二者相结合的方法来建立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以避免通货膨胀和工资增长对养老金待遇稳定性

产生负面影响 /.0<= c<>'/+<0 + 另一方面' 公共 !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的独特优势之一就是可以以市场能

力之外的方式来改进风险分担 /+=0 + 但是' 物价波动与工资增长对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

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 因此' 调待机制对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保障也是不确定的+ 如何考察

这一影响不仅需要考虑工资增长率% 物价增长率与养老金增长率' 还需要考察不同的制度特征和人口

结构等因素+ 例如' 当前我国的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标准为当地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名义工资年增长率

的一定比例' 大多数地区设定这一比例在 ;,e c=,e之间 /+>0 ' 所以较高的工资增长率显然能有效提

高基本养老金增长率从而更有利于保障基本养老金待遇的稳定性* 但是' 近年来我国基本养老金替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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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水平并没有随着工资增长率的显著提升而提升已是一个不争事实+ 因此' 我国当前的基本养老金待

遇调整机制究竟能否有效保障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需要更多的经验证据的支持+

在实证检验之前' 本文认为有必要厘清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的逻辑' 才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其

图 -/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模型

本质与机理+ 为此' 本文以经典 )2S3Q模型为基础'

构造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模型 !见图 -"+

在图 - 中' 设定基本养老金实际待遇为 2% 名义工

资为 Y% 物价指数为 R' 初始均衡由点 !R-' Y- "%

!Y-' 2-" 和 !R-' 2- " 决定+ 当物价指数由 R- 上升

到 R+ 时' 引起名义工资由 Y- 上升至 Y+' 工资与物价

的新均衡为 !R+' Y+"* 由于通货膨胀导致基本养老金

收入的实际购买力由 2- 下降到 2+' 养老金实际待遇与

名义工资的新均衡为 !Y+' 2+"+ 因此' 在短期内' 物

价指数上涨最终导致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实际购买力下降' 新均衡由点 !R+' Y+"% !Y+' 2+"

和 !R+' 2+" 决定+ 长期来看' 一方面'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上扬' 政府必须通过政策手段控制通

货膨胀' 使物价指数由 R+ 下降到 R-* 另一方面' 为了维持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 政府上

调基本养老金名义水平' 使均衡点由 !Y+' 2+" 上升至 !Y+' 2-"* 由于名义工资具有向下的刚性

特征' 所以名义工资保持 Y+ 水平不变+ 最终' 新的均衡为 !R-' Y+"% !Y+' 2-" 和 !R-' 2-"+

本文从上述模型中得出三点重要认识+ 第一' 通过上述模型分析' 我们可以建立基本养老金待遇

决定方程( J,#A$)# "@/EDL,!R28"0 + 这个方程表明基本养老金待遇既可以直接盯住工资水平进行调

整' 也可以通过间接盯住物价指数进行调整+ 因此' 基本养老金待遇盯住工资水平和盯住物价指数在

逻辑上均是合理选择+ 第二' 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 物价% 工资与基本养老金待遇是一个长期的互动

过程' 同时也是政府与养老保险制度风险的博弈过程+ 因此' 建立长效的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以

保障基本养老金待遇能够随着物价和工资变化及时调整' 进而保障养老金待遇实际购买力的稳定性是

一个动态过程+ 第三' 长期来看' 基本养老金待遇与名义工资的均衡点是向上移动的' 不仅说明盯住

名义工资的调待机制存在高估基本养老金实际待遇缩水的可能性' 也表明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必然会

存在制度成本+

然而' 巴尔和戴蒙德却指出养老金待遇水平和指数化方法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0<<+ 从国际经验

来看' 许多国家的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是基于物价指数化% 工资指数化或二者相结合并通过适当加权

来进行调整的+ 一方面' 通常情况下的工资增长速度快于物价增长速度+ 因此' 只盯住物价指数的待

遇调整可能低估养老金待遇实际购买力的下降' 造成实际替代率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另一方

面' 盯住工资的待遇调整机制往往又可能会增加养老保险的制度成本' 同时这一调整指数化更具有波

动性+ 例如' 我们假设两种情况( 第一' 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各增长 .e' 通货膨胀率为 ,* 第二'

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各增长 -,e' 通货膨胀率为 .e+ 盯住工资水平的待遇调整结果会产生明显的差

异' 第一种情况下的养老金名义待遇水平增长 +@.e' 由于通货膨胀率为 ,' 实际待遇增长为 +@.e*

第二种情况下的养老金名义待遇水平增长 .e' 而由于通货膨胀率为 .e' 意味着实际待遇水平增长

为 ,+ 在这样的条件下' 政府财政必须进行补贴以弥补通货膨胀产生的负面影响' 进而增加财政支

出' 从长期来看' 这也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应该考虑的制度成本+ 所以' 单一实行物价指数化或

工资指数化的调待机制似乎都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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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变量和数据

本文接下来采用 +,,+ c+,-+ 年中国 0-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 的经验数据' 系统分析我国基本

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影响+ 在此之前' 我们先进行变量选取和数

据说明+

首先' 是对被解释变量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的度量+ 一般而言' 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的

度量可以分为绝对待遇和相对待遇两个维度' 因此' 本文对基本养老金绝对待遇的度量选取城镇企业

退休职工人均基本养老金 !J,#A$)#"' 即各地区基本养老金年度支出总额与当年领取基本养老金人数

的比值* 对基本养老金相对待遇的度量则选取基本养老金社会平均替代率 !*,J?D+,F,#!"' 即城镇企

业退休职工人均基本养老金待遇与城镇在岗职工人均工资的比值+ 本文选择这两个指标的主要原因在

于( 前者无疑是度量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的最直观指标' 直接反映了退休职工养老金待遇水平*

后者能有效度量退休职工养老金收入与当期在岗职工工资收入关系' 容易观测到退休职工养老金收入

的相对水平' 是度量退休职工生活水平的重要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 /0,0 +

其次' 是核心解释变量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的度量' 本文选取滞后 - 期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7Y"来解释+ 其逻辑思路是这样的( 从我国近年来的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政策看' 当期基本

养老金待遇调整标准主要依据上年度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年增长率' 因此' 如果调待机制能够有

效保障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的稳定性' 那么这一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为正相关* 相反'

如果调整机制无法有效保障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的稳定性' 那么这一关系为负+ 另外' 本文为了

考察国发 3+,,.4 0= 号文件后我国的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政策的实施' 设定时间虚拟变量 &+ 以

+,,; 年为断点( +,,+ c+,,. 年期间' &g,* +,,; c+,-+ 年期间' &g-+ 需要强调的是' 我国基本养

老金待遇调整机制虽然原则上依据物价和工资的变动' 但实质上仍然盯住企业在岗职工的工资增长

率+ 换句话说' 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只通过工资变量作用于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 因此' 如果我

们简单地将虚拟变量与包括物价指数在内的所有控制变量进行交互' 必然会导致估计偏误+ 本文引入

虚拟变量与工资变量滞后 - 期的交互项 &$!"<Z?#7Y$!' 根据基本养老金待遇决定方程 J,#A$)# "

@/EDL,!R28"0 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J,#A$)#$! ""- ."+ <Z?#7Y$!."0 &$!"<Z?#7Y$!.($! !-"

//本文还在回归方程中纳入了一些其他影响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控制变量' 以避免回归方程的

遗漏偏误+ 根据相关理论' 我们选择了如下一些控制变量( 人口结构无疑是决定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

性的重要因素' 本文选择了各地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比率 !A/JJ)*!*D!,' K4" 来度量这一指标+

同时'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环境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的稳

定性+ 因此' 本文选取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5&2" 来度量经济发展水平* 选取城镇登记失业率

!/#,FJ?)GF,#!' :92"! 指标来度量就业结构状况' 选取城镇化率 !+$!G*D!,' R4"" 来度量地区城市

化水平+ 最终' 我们建立如下基本养老金待遇决定方程(

J,#A$)#$! ""- ."+ <Z?#7Y$!."0 &$!"<Z?#7Y$!.": ?#5&2$!." . K4$!
."; R4$!."< :92$!.($! !+"

//本文的样本为 +,,+ c+,-+ 年全国 0- 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 基础数据均来自历年 -中国劳动统

,.,-,

!

"

虽然官方统计资料上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被认为是低估了中国的真实失业率' 主要原因是其未能将那些领取了某种福利救
济金但实际上仍然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口纳入统计范围' 但是即使低估了真实的失业率' 它还是能够近似地反映出各地区真实失业
率的相对差异' 而且' 这个指标也是我们目前能够获取的度量中国失业率的唯一指标+
本文通过非农人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来度量城镇化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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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中国物价年鉴. 和各地区统计年鉴'

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1K6FE28E8678697'HERP44\7OE8HPE7H"' 并以 +,,+ 年为基期进行

实际价值换算+ 另外' +,-+ 年各地区非农人口数据缺失' 本文以 +,-- 年各地区非农人口数和历年非

农人口平均增长率计算值近似替代* +,-+ 年上海% 天津 ;&8数据缺失' 本文以 +,-- 年 ;&8和两地区

历年 ;&8平均增长率计算值近似替代+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见表 -+

表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名义价格(
*,J?D+,F,#! ,@.+0 ,@,>; ,@:>= ,@--: ,@.+< ,@,== ,@.:+ ,@,<<
?#J,#A$)# >@:,: ,@0>= >@-.+ ,@0<< >@+:; ,@0.> >@:+, ,@:,:
?#7Y -,@,< ,@.,+ -,@+0 ,@.,= >@=>> ,@:<, -,@,: ,@:<.
?#5&2 +<@-+ -@-+< +<@<: ,@><0 +<@0; ,@;-, +;@0= -@--.
?#;&8 +-@,0 -@=;. ++@.0 ,@>>< +-@+< -@,+= ->@:= -@;><
?#,BJ)*! ++@=+ -@<>0 +:@:> -@:.: ++@:< ,@<<, +-@.- -@+<,
K4!>" 0<@<0 -,@.- 00@+. -+@>- 0<@<< <@.>< :-@=+ <@<=+
:92!>" 0@<0> ,@;== 0@:=+ ,@>.: 0@=., ,@:.; 0@>,- ,@:,+
R4!>" 00@0+ --@<, :-@:0 -,@.. 0-@0> -,@-. +<@-= >@-0,

实际价格(
?#J,#A$)# >@0+= ,@0:. >@:0< ,@0-> >@-<, ,@+>= >@0:0 ,@0.-
?#7Y >@>>= ,@::= -,@-; ,@:.= >@=+- ,@:,= >@>;< ,@:-<
?#;&8 +,@>: -@=:: ++@:; ,@><+ +-@+, ,@>=: ->@:- -@;<,
?#,BJ)*! ++@<: -@<<+ +:@:+ -@:00 ++@:, ,@<-< +-@:0 -@+0=
?#5&2 +<@,: -@-,, +<@;; ,@>:0 +;@>> ,@<.+ +;@0- -@,=;

为了更清楚地描述相关核心变量的关系' 本文进一步选取 +,,+ c+,-+ 年全国和 0- 个省 !直辖

市% 自治区" 的 1A)% 工资增长率和基本养老金增长率三个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从图 + 可以得到以下

认识( 第一' 近年来' 各地区无论是在实际价格还是名义价格条件下' 工资增长率平均水平显著高于

养老金增长率平均水平' 全国年平均高出近 : 个百分点* 第二' 长期来看' 1A)% 工资增长率与养老

金增长率曲线的趋势具有一致性' 多数地区的养老金增长率曲线随着工资增长率曲线都呈现出 #先

波动增长' 后波动下降$ 的趋势* 第三' 地区间各项指标曲线存在显著差异' 例如' 东部地区的北

京% 天津和河北等省市工资增长率波动性比江苏% 浙江和广东等省市的工资增长率的波动性较强' 相

对应的养老金增长率波动性也呈现出前者大于后者+ 总体来看' 养老金增长率随着 1A)与工资增长率

的波动而无规则变化是这一时期各地区所呈现出的较为显然的共同特征+

图 + "E# /+,,+ c+,-+ 年全国和东% 中% 西部 1A)% 工资增长率与养老金增长率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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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P# /+,,+ c+,-+ 年北京% 天津等 = 省市 1A)% 工资增长率与养老金增长率趋势

图 + "9# /+,,+ c+,-+ 年山东% 广东等 = 省 1A)% 工资增长率与养老金增长率趋势

图 + "G# /+,,+ c+,-+ 年河南% 湖北等 = 省 1A)% 工资增长率与养老金增长率趋势

图 + "H# /+,,+ c+,-+ 年云南% 西藏等 < 省 1A)% 工资增长率与养老金增长率趋势

注( 图中每一格代表一个地区' 每一点对应一年数据+

五$ 实证分析与检验

-`%32 估计结果

本文将利用上述数据实证检验我国调待机制对基本养老金待遇的保障+ 我们先暂不考虑内生性问

题' 对方程 - 和方程 + 分别进行 %32 估计 !见表 +"+ 结果显示' 无论是在名义价格还是在实际价格

条件下' 我国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只对基本养老金绝对待遇水平起着正向改善作用' 但并不能保

障基本养老金相对待遇的稳定性* 同时' 在绝对待遇条件下' 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基本养老金

名义待遇的保障显著大于对实际待遇的保障+ 另外' +,,. 年调整政策与基本养老金实际待遇呈正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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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 与名义价格条件下的相对待遇水平显著负相关' 因此无法判断该政策的实施是否改善了基本

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保障+
表 +/%32 估计结果!

自变量

名义价格 实际价格

4,J?D+,F,#! <#J,#A$)# *,D?[*,J?D+,F,#! *,D?[?#J,#A$)#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Z?#7Y ',@-+0"""

!,@,--"
',@-<:"""

!,@,-."
,@;<,"""

!,@,+."
,@.<="""

!,@,:-"
2 2 2 2

&" <Z?#7Y ',@,,+""

!,@,,-"
',@,,-""

!,@,,-"
,@,--"""

!,@,,0"
,@,,0

!,@,,>"
2 2 2 2

?#5&2 2 ',@,,=""

!,@,,0"
2

',@,-0
!,@,,>"

2 2 2 2

*,D?[<Z?#7Y 2 2 2 2 ',@-0;"""

!,@,-+"
',@-;-"""

!,@,-:"
,@;+;"""

!,@,+<"
,@.,,"""

!,@,0="

*,D?[&"<Z?#7Y 2 2 2 2 ,@,,+"

!,@,,-"
,@,,-

!,@,,-"
,@,,>"""

!,@,,+"
,@,,:"

!,@,,+"

*,D?[?#5&2 2 2 2 2 2 ,@,,:"

!,@,,."
2

,@,-,
!,@,-0"

K4!>" ',@,,+"""

!,@,,-"
',@,,:"""

!,@,,-"
',@,,+"""

!,@,,,"
',@,,:"""

!,@,,-"

R4!>" 2 ',@,,+"""

!,@,,,"
2 ',@,,:"""

!,@,,-"
2 ',@,,+"""

!,@,,,"
2 ',@,,:"""

!,@,,-"

:92!>" 2
,@,,=

!,@,,."
2

,@,,>
!,@,-0"

2 ,@,,>""

!,@,,."
2

',@,-+
!,@,-0"

+)#A!D#!
常数项

-@<+>"""

!,@-,<"
+@:;>"""

!,@->+"
+@;;:"""

!,@+:0"
:@,-."""

!,@.,<"
-@=.+"""

!,@--+"
+@.,;"""

!,@+-,"
0@,<>"""

!,@+.:"
0@+0<"""

!,@..="

地区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时间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 ,@0=0 ,@<.+ ,@=., ,@>-= ,@:,, ,@<.: ,@=,< ,@=>,

观测值 0:- 0:- 0:- 0:- 0:- 0:- 0:- 0:-

//注("""%""%"分别表示在 ,@,-% ,@,. 和 ,@-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 " 中的数值是估计系数的标准差+

显然' 简单地接受 %32 的估计结果有失妥当+ 因为' 在基本养老金待遇决定方程中工资变量无

疑是一个内生变量' 主要原因在于( 一方面' 从本文获得的数据关系来看' 工资变量与基本养老金待

遇变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极有可能导致联立内生性问题* 另一方面' 回归方程中被遗漏的因素

也有可能导致工资变量的内生性+ 例如' 由于没有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住职工的时间偏好对基本养老金

待遇水平的影响' 结果可能会导致工资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 同时' 职工对现期工资水平与预期基

本养老金收入水平赋予的权重差别' 可能导致二者间存在挤出效应' 进而导致工资的内生性+ 这些因

素可能导致 %32 的估计结果有失偏误+

+@+232 估计结果

解决内生变量问题的有效策略是寻找内生变量的有效工具变量 !6F78RCLHF8EDWER6EPDH7' )f"' 然

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32" 来重新估计基本养老金待遇决定方程+ 有效的工具变量必须满足

两个条件( 首先' 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 其次' 工具变量与回归方程中的随机扰动项不相

关' 即工具变量必须是外生变量+ 综合上述两个条件' 本文选取各地区出口贸易额 !,BJ)*!" 作为工

资的工具变量+ 首先' 出口贸易将通过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价格效应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基于

,=,-,

! 本文为了节约自由度' 按照八大经济区来设置地区变量而不对每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 设置地区虚拟变量' 生成时间趋势变
量 #!$ 而不用年度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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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微观层面所强调的生产率效应这两个途径来作用于工资水平
/0-0 + 例如' 斯托尔博 c萨缪尔森

!284DBHRS2ELCHD74F" 定理就指出' 参与国际贸易的地区通过提高某一富裕要素密集型商品的相对价

格' 进而使得这一产业的劳动力价格上升' 即这一产业的职工工资水平上升+ 因此' 我国各地区在参

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 通过比较优势的发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进而带动职工工资水平的上升+ 其

次' 在经验研究方面' 例如梅乐 !QHDDHRD" /0+0
基于智力% 刘锦潭和邹梦文 /000

以台湾为对象% 阿尔贝

托 !?DPHR84" /0:0
基于哥伦比亚等学者的实证研究中' 都充分证明了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体在参与国

际贸易的过程中' 出口贸易对工资起着正向影响+ 所以' 本文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 选择各地区

出口贸易额作为工资的工具变量+

同时' 考虑到只有一个工具变量的情况下' 无法通过 2ER5EF 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是否满足第二

个条件+ 因此' 本文除了选择出口贸易额作为工具变量外' 还选择地区外商直接投资 !;&8" 来作为

工资的工具变量+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集资本% 技术和管理技能等于一体' 成为直接资本和间接知识溢

出的重要源泉
/0.0 ' 因此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各地区都积极引进外资+ 有经验研究证明'

在我国各地区引进外资的外部效应中' 一方面由于外资自身的优势' 与内资相比具有较高的工资水

平' 另一方面由于外资影响劳动力供需关系' 对整个市场的工资水平也具有正向作用+ 因此' 外资成

为影响我国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
/0;0 + 当然' 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变量也可能通过影响一个地区

的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源结构来影响基本养老金待遇变量' 但是回归方程中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变量和

失业率变量后' 这些因素也就被控制住了+ 同时' 目前也没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

资能够直接作用于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

接下来' 本文采用 +232 重新估计了基本养老金待遇决定方程+ 表 0 汇报了一阶段回归结果+ 结

果显示' 无论是在名义价格还是在实际价格条件下' 对外贸易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变量都与工资变量

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证明这两个变量满足作为工资变量的工具变量的第一个条件+

表 0/+232 一阶段估计结果

自变量

名义价格 实际价格

4,J?D+,F,#! <#J,#A$)# *,D?[*,J?D+,F,#! *,D?[?#J,#A$)#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Z?#,BJ)*! ,@,<:"""

!,@,+0"
,@;:>"""

!,@,+-"
,@,:.""

!,@,+0"
',@,+,"

!,@,--"
2 2 2 2

<Z?#;&8 ,@,::""

!,@,+0"
,@,=."""

!,@,+-"
,@,<:"""

!,@,+0"
,@,,<

!,@,-+"
2 2 2 2

*,D?[
<Z?#,BJ)*!

2 2 2 2 ,@,0;"

!,@,+-"
,@-+="""

!,@,-="
,@,0;"

!,@,+-"
,@-+."""

!,@,->"

*,D?[
<Z?#;&8

2 2 2 2 ,@,.>"""

!,@,++"
,@,0;"""

!,@,-:"
,@,.>"""

!,@,++"
,@,0;"""

!,@,-:"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地区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变量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 ,@;:> ,@<0> ,@;:> ,@<0> ,@;0+ ,@=<< ,@;0+ ,@=<<

观测值 0:- 0:- 0:- 0:- 0:- 0:- 0:- 0:-

//注("""%""%"分别表示在 ,@,-% ,@,. 和 ,@-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 " 中的数值是估计系数的标准差+

表 : 中汇报了 +232 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无论是在名义价格还是在实际价格条件下'

2ER5EF 检验中 2值都未能拒绝 #所有工具变量均为外生变量$ 的原假设' 因此我们可以判定对外贸

易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变量满足作为工具变量的第二个条件+

进一步分析表 : 中方程 + 的估计结果+ 总体来看' 无论是在名义价格还是在实际价格条件下'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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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与养老金绝对待遇呈显著正向关系' 与相对待遇呈显著反向关系+ 具体来讲'

在绝对待遇条件下' 变量 <@?#7Y的系数水平显著大于变量 *,D?[<@?#7Y' 即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

制对基本养老金名义待遇的正效应强于基本养老金实际待遇正效应+ 上述结果表明( 近年来' 无论是

在名义价格还是在实际价格条件下' 即使我国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绝对待

遇起着有效的改善作用' 但仍不能有效保障基本养老金相对待遇的稳定性* 同时' 在绝对待遇条件

下' 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基本养老金名义待遇稳定性的保障大于对基本养老金实际待遇稳定性

的保障+ 同时' 变量&"<@?#7Y与变量*,D?[&"<@?#7Y的系数均为正' 表明这一政策的实施促进了

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保障+

表 :/+232 二阶段估计结果

自变量

名义价格 实际价格

4,J?D+,F,#! <#J,#A$)# *,D?[*,J?D+,F,#! *,D?[?#J,#A$)#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Z?#7Y ',@-+="""

!,@,,+"
',@,>+"""

!,@,+0"
,@<,;"""

!,@,<>"
,@<:-"""

!,@,;,"
2 2 2 2

&"<Z?#7Y ,@,,+"

!,@,,+"
,@,,-

!,@,,+"
,@,,=

!,@,,;"
,@,,<"

!,@,,:"
2 2 2 2

?#5&2 2
,@,,-

!,@,,0"
2

',@,,<
!,@,,="

2 2 2 2

*,D?[<Z?#7Y 2 2 2 2 ',@-.<"""

!,@,:,"
',@++:"""

!,@,00"
,@;-<"""

!,@,>;"
,@:;>"""

!,@,=<"

*,D?[&"<Z?#7Y 2 2 2 2 ,@,,0"

!,@,,0"
',@,,0
!,@,,-"

,@,-,
!,@,,;"

,@,,.""

!,@,,+"

*,D?[?#5&2 2 2 2 2 2
',@,,-
!,@,,;"

2
,@,,-

!,@,-:"

K4!>" 2 ',@,,0"""

!,@,,,"
2 ',@,,."""

!,@,,-"
2 ',@,,-"""

!,@,,,"
2 ',@,,0"""

!,@,,-"

R4!>" 2 ',@,,0"""

!,@,,-"
2 ',@,,."""

!,@,,-"
2 ',@,,+"""

!,@,,,"
2 ',@,,:"""

!,@,,-"

:92!>" 2
,@,-:

!,@,,<"
2

,@,+-
!,@,-<"

2
',@,,+
!,@,,;"

2 ',@,,0"

!,@,-;"

R)#A!D#! 0@+->""" -@.,-"" +@+>=""" +@,<+""" +@,0+""" +@<:=""" 0@-+>""" :@;<."""

常数项 !,@>-+" !,@+:+" !,@<:." !,@;+=" !,@0<;" !,@0>-" !,@>,<" !-@,+>"

地区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变量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KD*LD# 检验 J值 ,@:-. ,@>>= ,@-0: ,@:;; ,@0== ,@.<< ,@-,= ,@+:<

观测值 0:- 0:- 0:- 0:- 0:- 0:- 0:- 0:-

//注("""%""%"分别表示在 ,@,-% ,@,. 和 ,@-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 " 中的数值是估计系数的标准差+

本文认为上述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多数地区实行单一的 #名义工资指数化$ 调整机制'

调整幅度为当地企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率的 ;,e c=,e+ 一方面' 我国近年来名义工资的增

长率大于通货膨胀率 /0<0 ' 全国平均水平高达 -,e以上!+ 因此' 名义工资的高增长率必然带动养老

金名义待遇的高增长' 进而有效保证了基本养老金名义待遇稳定性' 也使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

基本养老金名义待遇稳定性的保障作用强于对实际待遇的保障作用+ 另一方面' 剔除通货膨胀以后'

我国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与基本养老金相对待遇的反向关系增强' 与基本养老金绝对待遇的正向

关系减弱' 说明较高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拉开了与基本养老金实际待遇增长率的差距' 减弱了调待机制

,,--,
! 参见图 + 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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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本养老金实际待遇稳定性的保障作用+ 同时' 尽管国发 3+,,.4 0= 号文件规定的基本养老金待

遇调整政策对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起着显著改善作用' 但由于我国在过去 #欠债$ 太多' 无法在短

期起到明显的改进作用
/0=0 +

另外'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 首先' 制度赡养率与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呈显著反向关

系' 表明制度赡养率水平越高会导致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的下降' 与理论预期一致* 其次' 城镇化率

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城镇化水平与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呈反向关系' 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当前的城镇

化建设对资源的需求挤占了诸如社会保障% 文化教育等公共事业的资源需求 /0>0 * 失业率与基本养老

金绝对待遇水平在实际价格条件下显著负相关' 表明就业质量是影响养老金待遇水平的重要因素' 与

理论预期一致+

0`分区域 +232 估计结果

考虑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结构和财政补贴等因素的差异' 必然会导致我国不同地区的基本

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基本养老金待遇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差异+ 从经验研究来看' 郑秉文% 牟兵基于

+,,= 年基本养老金调整案例' 分析认为各省份之间的待遇调整的确存在显著差异' 并指出一些相对

落后地区为了 #看齐$ 发达地区的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盲目调高待遇而导致了严重的养老保险基金

财务隐患
/:,0 + 因此' 我们采用 +232 重新估计了三大区域 !东部% 中部和西部" 的调待机制对基本

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影响' 估计结果见表 .+

表 ./分区域 +232 估计结果

自变量

名义价格 实际价格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J?D+,F,#!?#J,#A$)# *,J?D+,F,#!?#J,#A$)# *,J?D+,F,#!?#J,#A$)#
*,D?[

*,J?D+,F,#!
*,D?[

?#J,#A$)#
*,D?[

*,J?D+,F,#!
*,D?[

?#J,#A$)#
*,D?[

*,J?D+,F,#!
*,D?[

?#J,#A$)#

<Z?#7Y ',@:::"""

!,@,<+"
,@,-.

!,@-:="
-@-,<"""

!,@:0,"
0@:=."""

!,@>.0"
',@+,:"""

!,@-=-"
,@:=>"""

!,@-.."
2 2 2 2 2 2

&"<Z?#7Y ,@,-<"""

!,@,,:"
,@,0>"""

!,@,,="
',@,,0"

!,@,,0"
',@,,-
!,@,,;"

,@,,="

!,@,,+"
,@,+=""

!,@,--"
2 2 2 2 2 2

*,D?[<Z?#7Y 2 2 2 2 2 2 ',@:-="""

!,@,.;"
,@,>-

!,@-,<"
-@+0;""

!,@:>:"
0@>,;"""

!,@-++"
',@++0"""

!,@,<;"
,@:0>"""

!,@-.."

*,D?[&"<Z?#7Y 2 2 2 2 2 2 ,@,-:"""

!,@,,0"
,@,0,"""

!,@,,."
c,@,,-"

!,@,,0"
,@,,:

!,@,,<"
,@,,="

!,@,,."
,@,+;"""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变量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ER5EF 检验 J值
观测值

,@>,0
-+-

,@=<,
-+-

,@>+>
==

,@:-,
==

,@:.:
-0+

,@0,=
-0+

,@+.+
-+-

,@=<,
-+-

,@;:-
==

,@-0<
==

,@:,;
-0+

,@+>=
-0+

//注("""%""%"分别表示在 ,@,-% ,@,. 和 ,@-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 中的数值是估计系数的标准差+

由表 . 估计结果可知' 三大地区的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保障效应

存在显著差异' 保障效应从中部% 西部和东部呈依次递减趋势+ 首先' 从基本养老金相对待遇来看'

无论是在名义价格还是实际价格条件下' 中部地区的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效应显著为正* 相反' 东西

部地区的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效应显著为负' 且东部地区的负效应强于西部地区+ 其次' 从基本养老

金绝对待遇来看' 在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条件下' 三大地区的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效应都显著为正'

并且呈中部% 西部和东部依次递减趋势+ 本文认为' 可能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我国

实行盯住 #名义工资增长率$ 的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是造成地区间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效果差

异化的根本原因+ 从统计数据来看' +,,+ c+,-+ 年中部地区名义工资平均增长率高达 -.@.;e' 而东

部地区为 -0@;;e' 西部地区为 -:@+:e+ 因此' 在我国持续较高的通货膨胀环境下' 只有中部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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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工资增长率带动基本养老金待遇上调才能保障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 第二' 基本养老金待遇起

点低% #欠债$ 多' 使得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无法在短期内发挥明显的改善作用+ 以西部地区为例'

+,,+ c+,-+ 年间统计数据显示' 西部地区的名义与实际基本养老金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e与

=@..e!' 显著高于全国和东中部地区' 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为三大地区之最' 这些原因共同导致西

部地区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并不能有效保障基本养老金相对待遇的稳定性' 而对基本养老金绝对

待遇稳定性的保障也不抵中部地区+ 第三' 地区间通货膨胀率水平存在显著差距' 放大了基本养老金

待遇调整机制对基本养老金实际待遇保障效应的差异' 剔除通货膨胀以后' 我国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

机制与基本养老金相对待遇的反向关系增强' 与基本养老金绝对待遇的正向关系减弱' 实际工资增长

率差异进一步放大了地区间基本养老金实际待遇增长率的差距' 进而导致不同地区的基本养老金待遇

调整机制对基本养老金实际待遇稳定性的保障差距放大+

:@稳健性检验
表 ;/稳健性检验 "+232 估计结果#

自变量
名义价格 实际价格

4,J?D+,F,#! <#J,#A$)# *,D?[*,J?D+,F,#! *,D?[?#J,#A$)#

<Z?#7Y ',@0;;"""

!,@,.<"
,@=-;"""

!,@,-;"
2 2

&"<Z?#7Y ',@,,0
!,@,,-"

,@,,."""

!,@,,-"
2 2

*,D?[
<Z?#7Y

2 2 ',@0<="""

!,@,;:"
,@-:."

!,@--="

*,D?[
&"<Z?#7Y

2 2
,@,,-

!,@,,-"
,@,,;""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变量 否 否 是 是

地区变量 是 是 是 是

KD*LD# 检验
J值

,@<>. ,@+:+ ,@<;- ,@.,<

观测值 +-, +-, +-, +-,

//注("""%""%"分别表示在 ,@,-% ,@,. 和 ,@-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 " 中的
数值是估计系数的标准差+

我们通过改变样本容量来重新估计

基本养老金待遇决定方程+ 具体来讲'

本文剔除名义工资增幅最大的三个地区

和最小的三个地区' 同时剔除名义基本

养老金待遇水平增幅最大和最小各三个

地区' 共 -, 个地区"+ 接下来采用

+232 方法重新估计剩余 +- 个地区的数

据' 估计结果见表 ;+ 结果表明( 无论

是在名义价格还是在实际价格条件下'

即使我国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基

本养老金绝对待遇起着积极的改善作

用' 但仍不能有效保障基本养老金相对

待遇的稳定性* 同时' 在绝对待遇条件

下' 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基本养
老金名义待遇稳定性的保障大于对基本养老金实际待遇稳定性的保障' 与前面结论一致+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社会保障体系是整个社会安定与发展的 #安全网$ 和 #稳定器$' 是国家发展的基本社会制

度 /+>0- c0' 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又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 当前' 在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

我国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财富价值的缩水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使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果难以充分体

现' 更使得老年群体难以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0 ' 这显然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本精神+

为了规避通货膨胀因素对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不利影响' 我国应当积极探索合理的基本养老金待

遇正常调整机制+ 但是' 当前实施的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基本养老金待遇的保障与否在理论上

并不确定' 并且其合理性也必须经过经验证据的验证+ 在本文中' 我们厘清了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

制的逻辑关系' 并基于 +,,+ c+,-+ 年 0-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 的经验数据' 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我

,+--,

!
"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出+
-, 个地区分别为( 东部的北京% 天津和上海' 中部的湖南% 吉林和江西' 西部的西藏% 甘肃% 广西和云南+



刘苓玲' 等( 我国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保障了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吗&

国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保障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无论是在名

义价格还是在实际价格条件下' 我国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基本养老金绝对待遇水平起着保障作

用' 却不能有效保障基本养老金相对待遇的稳定性+ 同时' 在绝对待遇条件下' 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

机制对基本养老金名义待遇的保障显著大于对实际待遇的保障* 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待遇调整的

保障存在显著差异' 呈中部% 西部和东部依次递减趋势+ 另外' 国发 3+,,.4 0= 号文件的实施对改

善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保障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起到积极作用+

根据上述结论' 本文的政策建议是直观的+ 首先' 我国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应该将实际工资增长

率纳入调整参数+ 一方面'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 在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的实施过程中' 剔除通货膨胀

后' 实际工资的较高增长率拉大了在岗职工工资收入与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收入的相对差距' 直接反

映了基本养老金相对待遇的稳定性不能得到保障' 使得退休职工难以公平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违

背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代际公平$ 的基本内涵+ 另一方面' 中国当前的经济建设处于转型期' 较

高通货膨胀和名义工资增长的剧烈波动不可避免' 单一依靠名义工资增长率来调整养老金待遇水平难

以有效保障养老金待遇稳定性+ 因此' 我国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有效盯住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

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在岗职工工资收入与退休职工养老金待遇的相对差距' 又能提高基本养老金

待遇调整机制在盯住实际工资的条件下保持相对于单一盯住名义工资进行待遇调整时对基本养老金待

遇稳定性的保障作用+ 其次' 我国不同地区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评估机制+ 毋庸

置疑' 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结构和财政补贴等因素的差异' 加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目前仍

然为省级统筹制' 现阶段不同地区的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对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稳定性的保

障作用存在差异+ 但是'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需要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进行完善' 对基本养

老金待遇调整机制保障作用的科学评估也必不可少+ 因此' 在当前条件下各地区建立基本养老金待遇

调整机制效用评估机制' 不断创新和优化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手段' 才能进一步的缩短地区间基本养

老金待遇调整水平的差距' 为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 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国统筹做好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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