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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选择 
闫 静 

(中共晋城市委党校，山西 晋城 046(K~) 

(摘要] 养老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对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先后迈出了养老保险费用社会统筹、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统一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三大步。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社会化管理和服务程度低、覆盖面窄、养老基金收 

不抵支等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机制，国家应建立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基金的机制，建立多层次养老 

保险体系，加强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政府监督，提 高养老保险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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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 

20世纪 8o年代中期开始 ，国家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进 

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何健全与完善我 

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面临的一个 

重要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逐步完善。 

一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世纪 印 年代中期我国进行经 

济体制改革以后 ，原来养老金由企业负担的“企业保险”的格 

局，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 的要求。为 

此，从 20世纪8o年代中期开始，国家首先对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先后迈出了三大步。 

(一)实行养老保险费用社会统筹 

从 1984年起，全国各地先后实行了养老保险费用社会 

统筹。所谓社会统筹，一是按照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统一筹 

集资金，二是统一支付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个办法最先 

在国有企业实行，并逐步扩大到城镇各类企业。养老保险费 

用实行社会统筹 ，对于均衡企业负担 ，防范养老金支付风险， 

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养老保险 

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的原则。1995年 国务院下 

发《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明确提出，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适用于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实 

行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 

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原则 ；明确规 

定，保障水平要同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各方面的承受 

能力相适应，社会互济与 自我保障相结合 ，公平与效率相结 

合，并提出了扩大服务范围、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加强 

基金管理、强化社会服务等任务要求。 

(三)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通过改革实践 ．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 ，必须建立起一个 

全国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才能完善我国的养 

老保险制度。1997年 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要在 1998年底之 

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统一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标志着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迈上 

了新的台阶。在统一后 的制度中，社会统筹体现了社会互 

济，个人账户体现了自我保障。统一后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缴 

费比例、个人账户的记人比例和养老金的发放办法得到了统 

一

的规范 。 

二、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化管理和服务程度较低 

我们现行的养老体制虽说是一种“社会保障”，但绝大多 

数仍是以企业为载体，缺乏整个社会共济的保障机制。有些 

效益不好，特别是严重亏损的特困企业，连职工工资都发不 

出，就更谈不上“养老保险”了，而且养老金的拖欠现象非常 

突出，不少离退休人员的医药费也无法报销。因此，这一矛 

盾只好转嫁于政府，1998年以来中央财政就拿出了 100多亿 

元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按月足额发 

放养老金的问题。从 1984年 国家开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到 1991年实行退休费用统筹，改变了以往企业职工养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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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组织方式，提高了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在一定范围 

内解决 了不 同国有企 业之 间负担 不均 衡 的问题 。但 由于到 

现在为止，尽管养老保险已实行 了社会统筹，但许多地方仍 

然停留在市、县级层次，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管理和服务水平 

也很低，导致了大量工作仍然由企业承担 ，拖欠养老金的现 

象仍然十分突出，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使企业的包袱 

十分沉重 。 

(．2-)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太窄 

我 国的养老保 险制度 由于 受过去 理论上 对社会 主义经 

济的片面理解的影响．矮有浓厚 的所有制色彩。也就是说， 

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是 一的，只有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的 

固定职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可享受退休待 

遇，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劳动者则不包括在内。由于养老保险 

的这种单一保障模式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总体格局不相 

适应，所以，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覆盖 的是行政事 

业性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同时城乡之间、不 

同听有制之间的差别也相当大，基金来源不一致，各地区、各 

行业、各所有制退休的职工所享受的待遇也不尽相同。 

(三)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 

我国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实行个人缴费，企业也不为 

在职职：【缴纳养老保险费。如果按照现行制度中社会统筹 

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对已经退休的人员和在 

此制度建立前参加工作的职工来说，由于没有建立个人账 

户．没有为 自己的养老保险基金进行积累，从而形成 了养老 

保险兔的“缺口”或“隐性债务”。这实际上是国家对已退休人 

员和实行现行制度前就业人员的一笔欠债，在空账的情况下， 

这部分负债不得不继续靠现收现付融资。我国现行的养老金 

大多数链由企业负担的，以至于由于企业经营效益不好而出 

现拒缴和拖欠的现象。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所的报告称：从 

养老保险的长期运行情景分析，这项基金缺口会越来越大。 

三、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几点思路 

(一)建立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基金的机制 

养老保险基金不足和存在的支付缺 口，是许多国家普遍 

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转轨中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 

拖欠养老金的问题。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关键在于增 

加基金来源，建立稳定、可靠的资金筹措机制，这是不可缺少 

的基础条件。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关键在于使之实现制度 

化 、规范化的运作，以保证养老保险资金有稳定可靠的来源， 

从而一方面能最大限度地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另一方 

面能为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养老保险不应拘于单一层次，可以构想养老保险应由三 

个层次构成，即基本养老保险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职工个人 

储蓄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由国家立法强制实施，费用由 

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合理分担。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可以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在具体实施时，应注意以 

下儿个问题 ： 

1．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必须与国家和企业经济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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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相适应。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确定必须适宜经济 

能力承受的范围，水平过高，超过生产力发展能力，国家、企 

业都承受不了；水平过低 ，会影响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 

要。所以基本养老保险金应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而 

逐步提 高。 

2．基本养老保险计发基数要合理。对于这个问题 ，当前 

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是由于 目前人们对标准工资 日益淡化 ， 

应以职工退休前一定时期内个人的平均收入为基数。二是 

实行机构养老金制 ，像 国家机关的结构工资那样，把养老金 

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二者比较 ，笔者认为以职工退休前一 

定时期的平均工资收入为基数，这样可以解决退休后收入减 

少，收入水平降得过多的问题，这既可以体现分享社会保障 

的原则，也可以使职工产生养老保险金逐年有所提高，起到 

能保障职工基本生活的作用。 

3．基本养老保险费实行社会统筹，提高了社会化程度。 

社会统筹具有储备、积累、调剂和使用的特点，统筹范围越 

大，调剂功能就越强，保证退休职工生活的可靠性就越高，每 

个企业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小，它是改变企业保险为社会保险 

和切实保障退休职工基本生活的重要措施。社会统筹有利 

于给企业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外部条件，有利于增强企业活 

力、促进生产。只有实行社会统筹，并不断扩大范围和项 目， 

提高社会化程度 ，才能使企业行为转化为社会行为，使统筹 

这一手段达到社会保险的目的。 

(三)加强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政府监管 

随着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推进 ，我们应重新认识政府在养 

老保障中的作用，对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界定。首先 ，在养 

老保障体系中，雇主和个人应当成为养老金收入来源的主要 

提供者，而政府只是辅助的提供者。其次，政府在养老保障 

中通过提供公共养老金的直接作用应逐渐缩小，而通过法律 

进行规范和监督的间接作用将逐渐加大。但是，针对我国市 

场机制尚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 、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以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等问题，政府应进行严格的监 

控，建立起一种严格监管模式。经立法机构审批，设立养老 

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委员会，由政府部门主管、社会保险机构 

牵头，由审计、工会和有关金融部f】以及专家参加，通过定期 

的报表和不定期的抽查方式，检查基金投资经营状况，以保 

障基金营运的安全性、盈利性 、合法性。 

(四)必须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 

通过对影响社会保险征缴的因素分析 ，笔者认为，要使 

养老保险费增长，就要扩大覆盖的范围。养老基金经常出现 

“收不抵支”的局面，是因为现行体制覆盖对象主要是国有企 

业，虽然各地政府试图把非国有企业正式纳入养老金体系 

中，可是企业缴费率过高，而福利又不确定，使大多数非国有 

企业都不愿加入，所以必须设法提 高养老保险覆盖率。其 

实，解决问题的方案很多，比如加快养老保险立法、降低养老 

金替代率等。但是，无论哪一种方法，都要遵守循序渐进的 

原则 ，健全和完善养老保险体制，真正为国家、为人民负责。 

责任编辑 李英姿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