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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制度计发方式研究

杨 俊

［摘 要］ 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为退休人员提供了基本生活

保障。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其社会统筹制度计发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显现且影响日益

加深。本文提出现有计发方式中存在的 5 个显著问题，包括确定计发工资基数的年限量度过短、

最低缴费年限过低、缴费年限工资比重同一化、计发工资与缴费工资差异显著和养老金待遇调

整机制不合理。本文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对优化计发方式、实现社会统筹制度可持续发

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 社会统筹；计发方式；可持续发展

一、计发方式的改革历程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是中国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文重点

研究其中的社会统筹制度。社会统筹制度的改革试点是于 1984 年在广东开始。1991 年，国务

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正式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社会统筹制度。

社会统筹制度采用现收现付模式，根据萨缪尔森  和戴蒙德  的研究结论，其制度内部的

资金增长率等于工资增长率和缴费者增长率之和；而在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的条件下，制

度内部的资金增长率还需要扣除老龄化增长率 ，如果最终制度内部资金增长率超过了无风

险债券（例如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时候，社会统筹制度可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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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累托福利改善 。法国  和德国  的案例就是充分的证明。社会统筹制度是一种强大的公共政

策手段，因为可以通过在社会统筹养老金的计发方式中引入公平性机制来调节收入分配 ，从

而起到保障中低收入者利益，实现社会稳定的政策目标。在很多国家（例如美国、德国、法国、

日本等），政府运作的社会统筹性质的公共养老保险制度是维持社会凝聚力，实现社会长治

久安的重要保证。

进入 21 世纪后，人口老龄化成为几乎所有国家都要面对的客观事实，其对现收现付制度

的可持续性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挑战，因此各个国家都面临着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效应对

人口发展变化的重要工作。此时，很多国家不约而同在养老金计发方式中进行各种调整，将维

持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激励性因素）逐渐引入到养老金的计发公式中，通过激励参保人的

缴费来增加制度的资金，满足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养老金待遇支出不断增长的需要。由此可见，

养老金计发方式的设计既要考虑公平性，也要强调激励性。它的深化改革必然成为实现养老保

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中国社会统筹制度的最初设计具体体现在国务院 1995 年发布的《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之中。该通知规定“原有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改革时已有一定工龄的

职工离退休后的部分养老金、寿命长和收入低的职工的部分养老金，以及根据在职职工工资增

长调整养老金水平所需资金，按规定从社会统筹基金中支付”；同时，该文件提出“凡个人缴

费累计满 15 年，或本办法实施前参加工作连续工龄（包括缴费年限）满 10 年的人员，均可享

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按月领取养老金”，由此形成了 15 年的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享受社会统

筹养老金的规定；该文件提出了两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实施

办法”供各地试点选择，因此形成了两种社会统筹养老金的计发方式。在各地试点的基础上，

中国 1997 年统一了社会统筹的计发方式。该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此文件重申了“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 15 年的，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

养老金”的规定，并且规定社会统筹制度提供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或

地（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20%”。这样社会统筹养老金的计发方式就是只要满足最低

缴费年限，所有参保的退休者可获得相同的养老金待遇，由此实现了完全的公平性。但是，有

待遇领取资格的参保人不论缴费工资水平和缴费年限水平如何，都得到相同的社会统筹养老金，

这种做法缺乏对参保缴费的激励。

为了完善和推动社会统筹养老金计发方式的深化改革，国务院 2005 年发布《关于完善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规定，社会统筹制度提供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

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 1 年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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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项改革在社会统筹养老金的计发方式中引入了一定的激励因素。一方面是统筹养老

金的计发工资基数中有 50% 的比重是考虑个人的缴费工资水平；另一方面是每增加 1 年的缴

费年限，可以获得的缴费年限工资比（可以获得的养老金增加额相当于计发工资的比重）为 1

个百分点，例如 40 年缴费的参保者退休的时候可以得到计发工资 40% 的社会统筹养老金。

很明显，这是在原来完全强调公平性的基础上引入一定程度激励性的改革，应该得到高度

肯定。这亦被之后的客观事实所证明。但是，由于制度发展环境随着时间改变，社会统筹养老

金计发方式的激励效果正在日趋弱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养老保险制度的整体改革和深

化发展。所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研究社会统筹制度计发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

是很有必要的。本文的研究重点即为社会统筹制度在计发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并在借鉴国际经

验的基础上，对优化计发方式、实现社会统筹制度科学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二、计发方式的问题评估

我国社会统筹养老金计发方式的核心问题是激励性不足。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建有激励机

制，但是有更多的计发方式细节设定却严重弱化了“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性，从而造

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本文提出导致缴费激励弱化的 5 个问题，包括确定计发工资基数的年限

量度过短、最低缴费年限过低、缴费年限工资比重同一化、计发工资与缴费工资差异显著和养

老金待遇调整机制不合理。

（一）确定计发工资基数的年限量度过短

确定养老金计发工资基数的年限指，在计算参保者养老金的计发工资基数时所参考的是

退休前多少年的最高工资。例如法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其计发工资基数等于参保者退休前

工资最高的 25 年的工资平均数。由于在 25 年中不同年份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存在差异，所以

法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将这 25 年的工资按照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例如，假定在过去的 20 年

中每年的通货膨胀率是 3%，那么 20 年前的 1000 元工资按照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相当于今天

1806 元的工资。

当引入了确定计发工资基数的年限量度视角后，养老金的计发工资基数实际上就等于计发

年限内的平均工资。计发年限的平均工资是指养老保险制度选择参保者在缴费过程中工资最高

一定年限工资计算的平均值。例如 20 年的计发年限平均工资是指个人缴费过程中工资最高的

20 年的平均工资。假定参保者的工资是单调递增的，那么参保者缴费 40 年中最后 20 年是工资

最高的年限，所以参保者在退休时养老金计发基数就是其退休前 20 年工资（经过通货膨胀调整）

的平均数。如果确定计发工资基数的年限设定为 1 年，那么就是将参保者退休前 1 年的工资作

为计发工资基数。

假定某参保者 20 岁参加养老保险制度，其第 1 年的工资是 5000，工资增长率为每年 7%，

该参保者 60 岁退休时的工资为 69974。假定参保者缴费年限为 40 年，那么在不同的计发工资

基数年限量度下，其计发工资基数的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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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年限量度下的计发工资基数对比

计发工资基数年限量度（年） 计发工资基数 相对比重（%）

1 69974 100

10 60523 86

20 51961 74

25 48310 69

30 45015 64

35 42036 60

40 39340 56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

注：“相对比重”是参保者的计发工资基数与其退休前 1 年工资的比值。

表 1 的测算结果显示：当计发年限为 1 年的时候，参保者的计发工资基数是 69974，就是

其退休前 1 年的工资；当计发年限是 10 年的时候，参保者的计发工资基数为 60523，相当于退

休前 1 年工资的比重为 86%；当计发年限是 20 年的时候，计发工资基数下降到 51961，相当

于退休前 1 年工资的 74%；当计发年限增加到 40 年的时候，计发工资基数下降到 39430，是

退休前 1 年工资的 56%。

中国当前的养老金计发工资基数年限量度是 1 年，就是参考退休前 1 年的工资。而法国养

老金的计发年限是 25 年，美国养老金的计发年限是 35 年。中国养老金的计发工资基数相对偏

高的原因就是我国的计发工资基数年限量度过短，仅有 1 年。在同等条件下，中国社会统筹养

老金的计发工资基数比法国养老金的计发工资基数高 45%，比美国高 66%。

（二）最低缴费年限过低

国务院 1995 年发布的《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规定，“凡个人缴

费累计满 15 年，或本办法实施前参加工作连续工龄（包括缴费年限）满 10 年的人员，均可享

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按月领取养老金”。自此，15 年的缴费年限被引为享受社会统筹养老金

待遇的最低缴费年限。这项规定在当时或许符合客观需要，但在 20 多年后的现在，15 年的最

低缴费年限已然明显过低。特别是目前的社会统筹养老金的计发方式中对于延长缴费年限缺乏

激励的情态下，15 年的最低缴费年限设置明显弱化了“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

在最低缴费年限是 15 年的条件下，假定个人从 20 岁开始工作并缴费，60 岁退休，预期寿

命为 80 岁，按此计算缴费年限的增加对个人收益率的影响。个人收益率的计算方法是将个人

所有的缴费积累到退休年份得到总缴费，然后将退休后的所有养老金贴现到退休年份得到总待

遇，个人收益率是总待遇与总缴费的比值。

首先假定非私营单位的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为 10%，存款利率是 3%。再假定研究对象是

一位个体参保者，他从 20 岁开始工作获得收入并开始缴费，个人缴费工资是非私营单位社会

平均工资的 60%，个人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缴费率为 12%（假定在普遍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的条

件下，个体参保者的缴费率也有所下降），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的年度调整率为 5%。假定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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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年龄是 60 岁，且个人可以选择从 20 岁开始缴费若干年后结束缴费，然后等待到退休年龄办

理退休手续，开始领取养老金。最后假定个人退休后的寿命为 20 年。表 2 测算了该个体参保

者在不同缴费年限后停止缴费，然后到 60 岁退休并开始领取养老金直到 80 岁时，不同缴费年

限所对应的个人收益率和养老金替代率（个人在退休时的养老金相对于退休前 1 年个人缴费工

资的比率）。

表 2 不同缴费年限的个人收益率和替代率

缴费年限（年） 个人收益率 替代率（%）

15 22.4 20

20 18.5 27

25 15.1 33

30 12.2 40

35 9.8 47

40 7.8 53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

表 2 的测算结果显示，随着缴费年限的增加，个人收益率水平是不断下降的，缴费年限从

15 年提高到 40 年，个人收益率从 22.4 倍下降到 7.8 倍；同时，随着缴费年限的增加，退休时

的养老金替代率是不断提高的，缴费年限从 15 年提高到 40 年，个人在退休时的养老金替代率

从 20% 提高到 53%。表 2 的结果显示，当个体参保者达到了最低 15 年的缴费年限后，如果继

续缴费，例如增加到 20 年的缴费年限，其个人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会增加 7 个百分点，而其领

取的养老金总待遇水平将提高 33%；同时，其个人的总缴费将提高 62%，超过总待遇增长的速

度。很明显，随着缴费年限的提高，养老金待遇的增长速度滞后于总缴费的增长速度，将导致

当前计发方式对于参保者（特别是低收入的个体参保者）延长缴费年限的激励性严重弱化。部

分低收入参保者（特别是个体参保者）由此有极大可能完成了 15 年的缴费后就选择停止继续

缴费。可以说，在社会统筹养老金计发方式激励性不足的条件下，过低的最低缴费年限阻碍了“长

缴多得”目标的实现。

（三）缴费年限工资比重同一化

缴费年限工资比重是指参保者每增加 1 年缴费可以得到养老金计发工资基数百分比的增加

程度。例如目前我国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参保者缴费年限每提高 1 年可以增加相当于

计发工资基数 1% 的养老金，所以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缴费年限工资比重为 1%，且所有的缴费

年份都采用相同的 1%，使之处于一种同一化的状态。

从养老金计发的角度而言，每年的缴费在最终形成养老金总待遇中的价值是相同的，但是

从参保者角度而言，各年份缴费之间的价值是存在差异的。举例如下，假定社会平均工资的增

长率是 10%，养老金待遇增长率是 5%，利率是 3%。参保者工作第 1 年的社会平均工资是

100，个人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 60%，所以个人的工资是 60。假定社会统筹缴费率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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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参保者第 1 年的缴费是 7.2。当参保者 60 岁退休的时候，其第 1 年 7.2 的缴费在退休时点

的价值是 22.8。假定参保者的缴费年限是 40 年，利用计发公式可以得知其养老金总待遇为

33740，所以每年的缴费使参保者可以获得的养老金待遇是 844。由此可知，第 1 年的缴费在退

休时点的价值为 22.8，它可以形成 844 的养老金待遇，所以第 1 年缴费的个人收益率为 37 倍。

如此类推可以计算每个年份的缴费所带来的个人收益率，结果见图 1。

图 1 不同年度缴费的个人收益率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

图 1 显示，第 1 年缴费的收益率是 37 倍，之后随着缴费年限的增加，单个年份缴费的收

益率在不断下降。第 15 年、25 年、40 年缴费的收益率分别是 14.7 倍、7.6 倍、2.8 倍。比较可

知，越早年份缴费的收益率越高，第 1 年缴费收益率是第 40 年缴费收益率的近 13 倍。这种缴

费年限工资比重同一化的计发模式导致不同年份之间的缴费价值差异过大，导致延长的缴费年

份收益率下降过快，从而削弱参保者长期缴费的激励性。

（四）计发工资与缴费工资差异显著

国务院 2005 年发布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确定了在养老金

计发基数中引入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因素的做法。这在当时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因为当时养老保险的参保群体以在岗职工为主。但在此后近 15 年的发展中，养老保险制度的

覆盖对象范围不断扩大，有大量的私营单位企业职工和个体参保者加入到养老保险制度中。新

加入的私营单位企业职工和个体参保者的缴费工资显著低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

资。例如表 3 中显示，从 2010 年到 2017 年，城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显著低于在岗职工年平

均工资，前者平均约为后者的 60%。结果使得部分收入较低参保者可以得到超出本群体平均工

资水平约 60% 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收入再分配式补贴，由此大幅度地提升了其可获得的经

济保障。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2.8

7.6

14.7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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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城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和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比较

年份 私营单位工资（元） 在岗职工工资（元） 比重（%）

2010 20759 36539 57

2011 24556 41799 59

2012 28752 46769 61

2013 32706 51483 64

2014 36390 56360 65

2015 39589 62029 64

2016 42833 67569 63

2017 45761 74318 62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这种新情况实际上显著弱化了 2005 年改革后形成的计发公式的激励性，使得低收入者面

对的提前退休激励被强化。因为有部分低收入参保者可能面对养老金高于继续就业工资的“倒

挂”现象，也就是存在一个其养老金超过继续就业工资的临界年龄，具体分析如下。

假定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为 10%，随着个人的工资增长率和个人初始工资占社平工资比重

（简称“初始工资比”）的变化，参保者的社会统筹养老金超过继续就业工资的临界年龄见表 4。

这里尚未考虑个人账户养老金支付。如果考虑到该因素，那么养老金超过继续就业工资的临界

年龄将进一步下降。

表 4 不同条件下社会统筹养老金超过继续就业工资的临界年龄

                      初始工资比

工资增长率
50% 60% 70%

5% 43 46 48

6% 47 49 51

7% 50 53 56

8% 56 60 64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

表 4 的测算显示，在参保者的初始工资为非私营单位社会平均工资 50% 的条件下，当个

人工资增长率是 5% 时，43 岁是其社会统筹养老金超过继续就业工资的临界年龄，也就是在

43 岁的时候退休领取的社会统筹养老金会超过继续就业的工资。比较个人工资增长率对临界年

龄的影响，发现工资增长率水平越高，个人的工资和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就相对缩小。这使得

个人得到的来自社会平均工资收入再分配的程度不断下降，所以个人退休得到社会统筹养老金

超过继续就业工资的临界年龄不断提高。在工资增长率相同的条件下，个人初始工资比的提高

使个人的工资和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相对缩小，这使得个人得到的来自社会平均工资收入再分

配的程度下降，所以个人退休得到社会统筹养老金超过继续就业工资的临界年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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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计发工资中参考了更高水平的非私营单位社会平均工资，所以导致部分工资增长

率低、工资水平低劳动者的养老金由于计发公式的影响，会出现“退休领取养老金高于继续工

作取得工资”的情况。很明显，此种情况导致了这部分劳动者提前退休的可能性显著提高，这

与“长缴多得”的制度设计初衷背道而驰。

（五）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不合理

国务院 2005 年发布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根据职工

工资和物价变动等情况，国务院适时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调整幅度为省、自治区、

直辖市当地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的一定比例”。据此，政府部门每年初会下发通知，

确定标准并指导各地区对养老金水平进行调整。例如，2018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联合下发《关于 2018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其中规定“2018 年继续同步提高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 2017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

养老金的 5% 左右”。在中央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各地方确定本地区的养老金待遇调整方案。

表 5 汇集了辽宁、江苏和新疆 3 个地区 2018 年养老金调整的情况。

表 5 3 个地区 2018 年养老金调整情况的对比

地区 辽宁 江苏 新疆

定额调整

1949 年前参加工作为每月 65
元，1949 年 1 月到 9 月为 60
元，1949 年 10 月 到 1953 年
12 月 为 55 元，1954 年 参 加
工 作 到 2016 年 退 休 50 元，
2017 年退休 20 元

每月 34 元 每月 50 元

缴费年限调整
每年为 1 元，超过 15 年的部
分再加 1 元

15 年以下每年 1.7 元，15—
25 年为 2.7 元，25 年以上为
3.9 元

15 年 以 内 为 每 年 1 元，
16—30 年 为 2 元，31 年 以
上为 4 元

金额调整 2017 年养老金水平的 0.8% 2017 年养老金水平的 1.6% 2017 年养老金水平的 1.7%

高龄调整
80 岁 以 上 为 100 元，70—79
岁为 50 元

80 岁 以 上 每 月 45 元，75—
80 岁 为 35 元，70—75 岁 为
25 元

80 岁以上为 20 元，70—79
岁为 10 元

边远地区调整 每月 5 元 无
视边远地区的不同分为 10
元、15 元、20 元 3 种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 3 个地区 2018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文件整理所得。

从表 5 中可以看到我国各地区间养老金调整的项目繁杂，主要分为 5 种：定额调整是所有

人都增加固定数额的养老金；缴费年限调整，指随着缴费年限增加而递增的调整；金额调整，

指根据退休者上 1 年养老金水平以固定的比例进行调增；高龄调整，主要是对高龄的退休者进

行额外补贴；边远地区调整指部分省份对边远地区的退休者进行额外补贴。这些调整在不同地

区间差异较大，例如江苏的金额调整比例为上 1 年养老金水平的 1.6%，而辽宁仅为 0.8%，两

者相差 1 倍。这反映出地区间养老金待遇调整方式的差异性，明显违背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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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统一制度的内在属性。

更重要的是目前养老金调整的平均水平为 5%，虽然其中引入了对缴费年限具有激励性的

措施，也考虑了高龄退休者可能面对的相对贫困问题，但是目前的调整方式主要参考了社会平

均工资增长率水平，忽视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工资增长率的差距，从而有可能导致另一种“倒

挂”问题。例如本文搜集了 2018 年全国 32 个省份 19 个行业  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总计 608 个

分地区分行业的数据。其中平均工资增长率最高的西藏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增长率水平为 110%；平均工资增长率最低的新疆的“农、林、牧、渔业”，增长率为 -29%。

表 6 汇报了 608 个分地区分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在不同水平上的分布情况。表 6 的统计结果

显示有 12 个分地区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小于 -5%，占总数的 2%；有 12 个分地区行业的平

均工资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累计比重为 5%；有 121 个分地区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低于 5%，

占总数的累计比重为 20%。

表 6 2018 年 608 个分地区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分布情况

分段 水平 样本数 累计比重

1 小于 -5% 12 2%

2 小于 -2% 22 4%

3 小于 0% 29 5%

4 小于 3% 62 10%

5 小于 5% 121 20%

6 小于 7% 171 28%

7 小于 10% 308 51%

8 小于 15% 505 83%

9 小于 20% 575 95%

10 小于 100% 607 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统计处理所得。

表 6 的结果显示，2018 年有 121 个分地区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是低于 5% 的养老金待遇

平均增长率的，这占到总数比重为 20%，即有近 1/5 分地区的某行业就业者的平均工资增长率

低于养老金待遇增长率。结果有可能导致部分参保者发现，早退休参保者的养老金甚至超过了

晚退休的参保者，从而出现了“倒挂”的情况。这种“倒挂”产生的原因在于养老金调整水平

超过了工资增长而导致退休更早人群的养老金相对更高。例如，自 2006 年大幅度政策性定比

调整养老金以来直到 2014 年，广州市的部分退休者长期出现类似的养老金“倒挂”问题。

2014 年，广州市人社局会同财政局联合出台了解决养老金“倒挂”问题的办法，一次性为 24

  19 个行业分别是： “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
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
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
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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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倒挂”的退休职工发放了累计 15 亿元的养老金补助，补足了差额 。由此可见，养老金待

遇调整机制的不合理，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参保者提早退休可以得到更多养老金，从而也成为削

弱制度激励性的因素。

三、优化计发方式的政策建议

公共经济学对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研究结论是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始终要在保障性和激

励性之间进行“权衡”，即养老保险的根本目标是对参保者提供保障，但是保障程度的过分

提高会削弱养老保险制度参保和缴费的激励性。如果激励性被严重削弱，那么养老保险制度

的可持续性必将受损，最终也难以很好地实现保障性的制度发展目标。这个结论的启发就是

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而是要与客观发展环境相适应，适时调整以实现

最佳的“权衡”。

上文所提到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计发方式现存 5 方面问题的共性是源于过去设计的计

发方式在新的发展阶段失去了有效的“权衡”能力，具体表现为削弱了养老保险制度“长缴多得、

多缴多得”的激励性，所以对社会统筹养老金计发方式的改革也应当从恢复激励性入手。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 4 个方面的建议：加大计发工资基数年限量度；引入递增的缴费工资比；消除计

发工资和缴费工资差异；引入养老金通胀指数化机制。

（一）加大计发工资基数年限量度

中国目前养老金计发工资基数的年限量度只有 1 年，即按照退休前 1 年的工资作为计发工

资基数。这导致基数过高，因此建议将我国的计发工资基数年限量度加大到 10 年，未来视情

况可继续进行调整。

在计发工资基数年限加大为 10 年的条件下，不同缴费年限参保者的计发工资基数将有显

著差别。这里假定具有不同缴费期限的参保者的年龄相同，都是 20 岁参加工作并加入养老保

险制度，其差别只在停止缴费的时间，最终他们都是 60 岁退休。例如缴费年限为 40 年的参保

者是从 20 岁到 59 岁一直缴费，而缴费年限为 15 年的参保者是从 20 岁到 34 岁缴费，之后停

止缴费，其余缴费年限的情况类推。表 7 汇报了计发工资期限为 10 年时，不同缴费年限对应

的计发工资基数的变化情况，其中“相对比重”是指该行中的参保者计发工资基数与缴费年限

为 40 年的参保者计发工资基数的比值。

表 7 的测算显示，在计发工资期限为 10 年的条件下，如果参保者的缴费年限为 40 年，那

么参保者的计发工资基数为 60523，相对比重为 100%；如果缴费年限为 30 年，那么参保者的

计发工资基数下降为 43400，相当于具有 40 年缴费年限参保者的计发工资基数的 72%；当缴

费年限为 15 年的时候，其计发工资基数为 26353，只相当于具有 40 年缴费年限参保者的计发

工资基数的 44%。

 参见《广州解决养老金倒挂问题：一次性补足差额》，《南方日报》，2014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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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计发工资期限为 10 年时缴费年限对应的计发工资基数

缴费年限（年） 计发工资基数 相对比重（%）

40 60523 100

30 43400 72

20 31121 51

15 26353 44

资料来源：笔者测算。

由此可见，引入 10 年的计发工资基数年限可以扩大缴费年限所决定的计发工资基数的差

异性，从而对参保者增加缴费年限提供更大的激励性。

（二）引入递增的缴费工资比

为了体现对长期缴费的激励性，建议引入递增的缴费工资比，即提高靠后缴费年份的边际

工资比，同时降低靠前年份的边际工资比。例如将第 1 年缴费工资比设定为 0.5%，之后逐年

提高，当个人选择 40 年缴费时其养老金的总缴费工资比为 40%，与原来计发方式中 40 年缴费

的水平一致。这样可以计算出缴费年限每增加 1 年，缴费工资比增加 0.026%，第 40 年可以得

到的缴费工资比为 1.5%，而 40 年的总缴费工资比仍是 40%。

表 8 测算了引入缴费工资比递增机制后，不同缴费年限的个人收益率和替代率水平。和表

2 对比可以发现，在机制调整后，15 年缴费年限的替代率从之前的 20% 下降到 15%，个人收

益率从之前的 22.4 倍下降到调整后的 16.6 倍，这样有效地降低了 15 年缴费在调整前的高收益

地位。当缴费年限从 15 年增加到 20 年，总缴费的增长与调整前相同，但是总养老金待遇的增

长从调整前的 33% 增加到 43%。由此可见，引入缴费工资比的递增调整可以增加延长缴费期

限所带来的个人相对收益，从而增加了对延长缴费的激励性。

表 8 引入调整后不同缴费年限的个人收益率和替代率

缴费年限（年） 个人收益率 替代率（%）

15 16.6 15

20 14.7 21

25 12.8 28

30 11.1 37

35 9.6 46

40 7.8 53

资料来源：笔者测算。

（三）消除计发工资和缴费工资差异

当前社会统筹养老金在计发时参考的是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这个水平与参保

者群体的实际平均缴费工资差异很明显。以 2016 年为例，部分地区当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

度中执行企业制度的参保者人均缴费工资占该地区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情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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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2，其中比重最高的是山西（约为 90%），比重最低的是福建（约为 50%），而全国总体

的平均水平约为 65%。

图 2 典型地区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占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比重（2016 年）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和《中国社会保险运行报告》。

由于存在着如此显著的计发工资和缴费工资口径之间的差距，导致中国目前的平均养老金水

平按照计发工资口径计算约为 43%，但是按照缴费工资口径计算则约为 66%，两者相差近 23 个百

分点。国际通行的标准是养老金替代率应当按照缴费工资口径进行计算，所以 66% 应当是中国的

可比替代率，但是由于实际中国存在明显的口径问题，导致部分专家和媒体向社会公众报告 43%

的低替代率，引起了不必要的误解。因此本文建议尽快消除计发工资和缴费工资口径间的差异。

（四）引入养老金通胀指数化机制

养老金通胀指数化机制是指建立每年养老金按照通货膨胀率进行自动调节的机制。我国目

前的养老金调整机制并没有实现指数化，因此导致各个地区间的调整方案虽然结构类似，但是

具体细节却差异甚大，而且还蕴含着导致部分参保者面临养老金增长率超过其工资增长率的“倒

挂”情况。所以建议在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中引入根据通货膨胀率水平自动调整养老金待遇

的机制，消除地区间差异和“倒挂”的问题。建立养老金通胀指数化机制是很多国家的做法，

例如美国的养老金就是长期坚持根据消费物价指数的增长率来进行定期自动化调整的。也有国

家正试图引入通胀指数化机制。例如，根据法新社 2019 年的报道，一项在法国进行的民意调

查显示，在 10 名法国人中将近有 9 人认为有必要根据通货膨胀指数计算退休金 。

综上，本文基于对社会统筹养老保险计发方式 5 方面问题的分析，建议引入 4 个方面的改革，

其目的在于增强社会统筹养老保险计发方式在“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方面的激励性。只有通

过激励参保和缴费，才能维持制度的资金来源，更好地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加深时的养老金支

付需要，实现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参见《民调：多数法国人认为应依照通胀指数上调退休金》，《欧洲时报》，2019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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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China's urban employee old-age insurance scheme in the last century has made 

signifi cant achievements and provided a basic living guarantee for the retired. Yet, with deepening reforms, 

problems in the benefi t calculation mechanism for the social pooling component of urban employee old-age 

insurance have become obvious and have increasingly negative effec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problems related to weakening contribution incentives due to the existing benefi t calculation mechanism: (1) 

the overly short length of the year for determining the payroll that serves as the basis for calculating benefi ts; 

(2) the overly short minimal length of contribution; (3) the same weight given to wages in diff erent years; (4)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wages used for calculating benefits and for contributions; and (5) the 

irrational benefi t adjustment mechanism. The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mechanism for benefit calculation and facilit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pool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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