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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养老保险制度下的养老金替代率选择分析 
燕山大学经管学院 韩 伟 

[摘 要】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探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问题。本文探讨了其中核心部分：公共养老保险制度下的养老 

金替代率目标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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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养老金的积累方式看，目前世界上养老保险制度有三种 

基本形式：现收现付制度，完全积累制度以及中间形式——部 

分积累制度。在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由于人口增长率较 

高，世界各国普遍实施 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制度。萨缪尔 

森，Diamond等人通过经济学分析得出，这种无积累基金的养 

老保险制度在当时是一种帕累托最优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高，世界人口增长率普遍放慢，并且老年人口寿命的不断 

延长，在退休年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的 

优势逐渐削弱，许多国家开始显露出养老金支付的危机。于是 

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向部分积累制度和完 

全积累制度过渡。 

l 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制度构成 

在保护与激励相统一一的原则下，目前多数国家采取了部分 

积累的养老保险制度。这种制度实质是一种多支柱的复合制 

度，即由政府负责的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由企业负责的职业退 

休金计划和由个人或家庭自己负责的个人养老储蓄合成的三支 

柱叠加，保障职工退休后尽可能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具体来 

说，第一支柱是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它是由国家举办，统一由 

中央政府通过税收(如社会保险税)的形式征收，统一管理，统 
一 调剂，统一支付标准，采取现收现付制度，实现横向和纵向 

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向退休职工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第二 

支柱是职业退休金计划，它是用人单位在参加国家基本养老保 

险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在国家政 

策指导和监督下实施的一种具有一定程度互济性和强制性的社 

会保险项目，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补充和提高。第三支柱是 

个人养老储蓄计划，它完全由个人或家庭向商业保险公司投 

保，由个人自主选择投资方式，使养老保险水平得到进一步提 

高。 

2 养老保险制度各支柱目标定位 
养老保险制度目标定位的适度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 

发展和稳定等重大问题，尤其是其中的公共养老金部分。如果 

目标定位过高，既会导致政府负担过重又会导致人们失去了工 

作的积极性，导致养懒汉；反之，目标定位过低，老年人的生 

活无法得到保障，会使社会动荡，进而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 

为了减轻中央政府财政债担同时又能保障老年人基本生存需 

要，第一支柱所带来的保障水平不宜过高，其目标应是维持老 

年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它是最基本的目标。第二支柱和第三 

支柱是在实现了第一支柱的基本目标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老年 

人的晚年生活水平。可见，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设定的目标较 

高，但必须以基本目标的实现为前提。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基本 

的功能是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保障老 

年人口基本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应该体现这一功能。所 

以，在部分积累制度中，公共养老保险制度是最重要、最关键 

的支柱 

3 基本替代率确定的依据 
在实践中，公共养老金水平的高低是由基本替代率决定 

的，它是指本年养老金支出占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比例，即基 

本养老金替代率 ：公共养老金 ／社会平均工资，其中公共养老 

金是由一国政府向退休老人发放的、保障退休者基本生存的退 

休金，社会平均工资是在职者上一年度平均工资水平。由该公 

式可知，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水平高低决定了公共养老金水平的 

高低。具体来说，基本养老金替代率越高，公共养老金支出水 

平越高，反之亦然。基于上述公共养老金制度目标定位尽可能 

低的原则，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也应尽可能低一些．但以满足老 

年人基本生活需要为限度。解决温饱问题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 

需要，所以解决老年人晚年日常的食物?肖费支出是维持老年人 

最基本生活水平的关键。这样，为了保障退休者的老年基本生 

活，公共养老保险制度要解决的是老年人日常食物支出部分。 

恩格尔系数是由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Engel，1821年 一1896 

年)在 《萨克森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它表 

示食物支出金额占总支出金额的比重，它还可以近似地表示为 

食物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可见，选择恩格尔系数作为确定基 

本养老金替代率数值的指标是合理的。以中国为例，在中国目 

前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可能仍然 

主要是城镇退休职工，因此本文选择城镇恩格尔系数这一指标 

来确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替代率。2000年中国城镇 

恩格尔系数为 39．18。这一数值的基本含义是 2000年城镇居民 

收入中的 39．18％用于食物支出，这也是人们维持生命的最基 

本的需要，因此，按照本文所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公共 

养老保险制度替代率定为 40％左右是合理的，这与郑功成等 

专家所提出应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替 

代率提高到 40％的观点相一致。选择恩格尔系数作为确定基 

本养老金替代率的指标，它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它短期内 

比较稳定，能够避免基本养老金大幅波动，保障退休老人的稳 

定生活；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恩格尔系数会随着经济发展 

水平的提高缓慢下降，这样由恩格尔系数确定的养老金替代率 

也会随之平稳下调，所以能够避免养老金支出刚性上升，减轻 

政府财政负担，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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