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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基于指标模型构建和数据模拟，从替代率与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两个

方面研究了个人所得税递延政策实施前后的养老保险性别不平等问题，并通过参数敏感

性分析考察了退休年龄、企业年金个人缴费率与工资增长率等因素的影响。 研究发现：

个人所得税递延政策实施后，各性别群体、收入群体、退休年龄女性群体的替代率水平均

有所下降，而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上升；该政策的实施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

征；延迟退休年龄和提高企业年金个人缴费率会提高替代率水平，而提高工资增长率会

降低替代率水平，但这三种因素对养老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 由此，提出选择先延迟

女性退休年龄，再进一步延迟男性与女性退休年龄的渐进式路径，完善企业年金税收优

惠政策，以及减轻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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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基础、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为补充、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

商业养老保险为衔接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实行与收入相关联的养老保险制度。 由于女性在劳动

参与率、薪资等方面与男性相比存在劣势，中国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异极为显著。 在第二支柱养老保险中，

企业年金实行完全积累制，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延续至企业年金领取阶段，其企业年金基金数额高于

女性。 这会对养老金福利性别差距产生一定的影响。

企业年金作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近年来发展迅速。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我国建立企业年金的企

业有 １１７５２９ 个，参加职工人数为 ２８７５．２４ 万人，积累基金为 ２６４０６．３９ 亿元［１］。 企业年金发展速度如此之快

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出台。 ２００９ 年底，我国颁布首个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的规

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２００９〕６９４ 号） ［２］。 根

据这一规定，企业年金个人缴费部分为税后缴费，企业年金企业缴费部分属于应税收入，需按适用税率交税，

但其中的个税计算可根据员工的薪资状况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 此时，形成了对雇主在缴费阶段不超过职

工工资总额 ５％的部分免税，对个人在缴费阶段征税及在领取阶段免税的纳税模式，即 “ＴＥＥ”模式。 此时，

形成了雇主在缴费阶段免征 ５％，个人在缴费阶段交税领取阶段免税的纳税模式，即 “ＴＥＥ”模式。 为了提高

企业年金的覆盖率，充分调动经济个体参与的积极性，２０１３ 年底，财政部、人社部、国税总局联合印发了《关

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３〕１０３ 号），明确将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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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缴费阶段递延至领取阶段［３］，实现了我国企业年金纳税模式由 ＴＥＥ 型向 ＥＥＴ 型的转变①。 根据这一个人

所得税递延政策，在缴费阶段，个人无须为企业缴费部分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缴费部分在不超过缴费工资

计税基数 ４％的情况下可从税前列支，与政策改革前相比，个人所得税缴纳额减少。 但超过 ４％的部分将被

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为此需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投资阶段，个人无须为投资收益缴纳

个人所得税。 在待遇支付阶段，需根据规定税率，为所领取的企业年金待遇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递

延政策出台前后企业年金的缴费、投资与领取规则变化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个人所得税递延政策出台前后企业年金的缴费、投资与领取细则

政策实施前

ＴＥＥ 型

政策实施后

ＥＥＴ 型

缴费阶段

企业年金个人缴费部分为员工税
后缴费；企业缴费部分个税计算根
据员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情况，可
享受一定的个税减免优惠

企业缴费部分在计入个人账户时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缴费部分
在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 ４％的前提下，可暂从税前列支；超出
上述规定的缴费部分（包括企业缴费部分和个人缴费部分），将被并入
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所得，需对其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投资阶段 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领取阶段 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规定税率，为领取的年金待遇缴纳个人所得税

　 　 那么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递延政策（简称“个税递延政策”）的实施是否会影响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影

响养老金性别差距？ 个税递延政策的出台对退休职工的生活水平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不同性别、不同收入

群体的影响是否有所差异？ 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具体探讨，以期为未来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完善提供

依据，同时也为企业年金的发展提供着力点，促进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国内外有大量针对养老金性别利益的研究认为，养老保险制度并非为性别中性。 Ｓｔｅｉｎｈｉｌｂｅｒ 在研究中欧

等国的养老金制度后指出，与收入相关联的养老金计发方式和对工作年限有严格要求的养老金领取资格是

养老金制度存在性别差异的原因［４］。 Ｇａｒｄｙ 认为，女性在养老金制度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在于，一方面，
女性的工资水平较低，另一方面，为了照顾家庭，女性往往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工作年限短，无法满足领取养

老金的必要条件［５］。 陈冬梅等使用多项指标衡量了我国城镇养老金的性别差异，发现女性在各个指标均弱

于男性，而养老金的性别差异主要来源于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６］。 孙守纪、计红蕾研究了名义账户养

老金制度下的女性养老金权益，发现退休年龄较低、收入不平等和职业中断都严重损害了女性的养老金权

益［７］。 詹鹏使用 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５ 数据分析了老年个体的养老金收入性别差异，发现女性老年人的福利状况远

差于男性，养老金制度与退休前工资是引起性别差距的主要因素［８］。
为填补养老金缺口、减小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促进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构成，多种政策方案被

陆续提出，如延迟退休、优化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和推进企业年金个税政策等，学者们也就这些方案的实施效

果进行了研究。 呙玉红等提出，延长女性退休年龄并减轻劳动市场上的性别歧视有助于实现养老金性别利

益的平等［９］。 郑睿臻、许志华等也认为，延迟退休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且延迟退休对

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１０］。 郝君富、李心愉指出，向承担家庭照护责任的女性提供养老金缴费减免和建立非

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等改革措施可以优化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并缓解养老金收益的性别不平等［１１］。 而对于

企业年金个税政策的研究多集中于讨论政策自身的意义与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税收优惠和个税递延两个

０２

① 企业年金的运作过程中有三个涉及税收方面的环节：缴费阶段、投资阶段和领取阶段。 本文将缴费阶段征税模式表

示为 ＴＥＥ 型，领取阶段征税模式表示为 ＥＥＴ 型。 Ｅ 代表免税，Ｔ 代表征税。



方面。 郝峡认为，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实施差异化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提高企业年金的参与率［１２］。 陈谦谦

提出提高我国税收优惠比例、调整领取阶段全额计税模式以及适当限制税收优惠范围等关于税收优惠政策

的改进建议，以此调动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积极性［１３］。 少量研究从微观个体视角出发，结合具体养老金计

发方法建立精算模型对企业年金个税政策的实施力度、模式选择和影响方向进行分析。 张鹏、吴忠等将税收

优惠政策与企业年金缴费率结合考察，计算出为了实现目标替代率企业应承担的缴费责任和政府税收优惠

力度大小［１４］。 陈毅建立 ＤＢ 和 ＤＣ 型企业年金精算模型，对个税递延和个税实付两种模式进行分析，提出了

个税递延收支对策及政策改进建议［１５］。 黄薇、王保玲构建指标模型，对个税递延政策出台前后的企业年金

保障水平进行比较，发现政策实施后保障水平有所下降，且降低的幅度在不同性别、不同收入、不同缴费比例

人群中有差异［１６］。 现有文献中对个税递延政策的探讨多集中于政策自身意义，鲜有将个税递延政策与养老

金性别利益二者结合考察，且对养老金性别利益的分析也不全面。 此外，已有对养老金性别利益的研究大多

选取养老金替代率指标进行分析，但该指标仅能体现出职工退休时或退休后某一年的养老保障水平。
为弥补以上不足，本文构建贴合我国制度现实的精算模型，选取养老金替代率与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①

两种衡量指标，探讨个税递延政策实施前后养老金性别利益的变化情况，丰富了个税递延政策与养老金性别

利益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缩小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提供思路和

启示。
理论上，个税递延政策影响养老金性别差异的机制在于其通过影响职工净工资收入、企业年金领取额与

终身养老金收入，最终改变不同性别的养老金保障水平。 基于男女在缴费工资、退休年龄和预期寿命存在差

异的现实背景，与我国以超额累计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安排，个税递延政策对不同性别的养老金保障

水平影响也有所不同。 首先，个税递延政策实施后，企业年金缴费部分可以在税前扣除，纳税基数降低，所需

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减少，职工的净工资收入有所提升，而男性的工资水平高于女性，该群体税前扣除的企业

年金缴费部分更多，净工资收入的增长额也更多。 其次，个税递延政策实施后，个体须在企业年金领取阶段

缴纳个人所得税导致企业年金领取额下降，而男性的企业年金基金数额高于女性，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也

高于女性，其企业年金领取额下降的幅度相对女性也更大。 最后，个税递延政策实施后，男性与女性的终身

养老金收入都有所下降，男性养老金收入下降幅度更大，女性与男性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较政策实施前有所

提升，养老金性别收入差距缩小，即个税递延政策在不同性别间发挥收入再分配作用。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
本文构建精算模型，选取总目标替代率、净目标替代率、总相对替代率、净相对替代率及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

这五个指标来衡量个税递延政策出台前后男性与女性的养老金保障水平与性别利益变化情况，在机制分析

和参数模拟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模型构建

本文根据财税〔２０１３〕１０３ 号文件中对企业年金个税递延政策的相关规定构建精算模型［１７］，再选取总目

标替代率、净目标替代率、总相对替代率、净相对替代率及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五个指标研究养老金的性别

差距问题。
总目标替代率（ＧＲＲ１）＝ 退休当年养老金领取额 ／个人退休前一年税费前工资

净目标替代率（ＮＲＲ１）＝ 退休当年养老金领取额 ／个人退休前一年税费后工资

总相对替代率（ＧＲＲ２）＝ 退休当年养老金领取额 ／个人退休前一年税费前社会平均工资

１２

① 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为女性养老金收入与男性养老金收入之比，养老金收入为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之和，包括

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企业年金，通过引入性别参照，有助于深入探讨年金政策改革对女性群体的影响。



净相对替代率（ＮＲＲ２）＝ 退休当年养老金领取额 ／个人退休前一年税费后社会平均工资

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Ｉ）＝ 女性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 ／男性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①

其中，养老金收入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企业年金。
（一）精算模型

１．个税递延政策实施前的养老金收入水平

假定个体从 Ｔ１年开始参加工作，Ｔ２年退休，工作年限 ｎ ＝ Ｔ２－Ｔ１，ｅ 为退休后的平均余命。 养老保险缴费

发生在每年年末，领取发生在每年年初。 ｃ１表示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ｃ２表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

比例，ｃ３表示企业年金企业缴费比例，ｃ４表示企业年金个人缴费比例。 ＷＴ１－１为Ｔ１－１ 年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ＷＴ１为 Ｔ１年参保个体的缴费工资，ｒ 表示年利率，ｒ１表示个人账户记账利率，ｒ２为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

率，ρ 为养老金调整系数，λ 为参保个体的平均缴费指数，η 为工资系数，ｇ 为职工工资增长率。
（１）统筹账户养老金

记 Ｓ１为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在退休时的累积额：

　 　 　 　 Ｓ１ ＝ ∑
Ｔ２－１

ｉ＝Ｔ１
ｃ１η ＷＴ１（１＋ｇ）

ｉ－Ｔ１（１＋ｒ） Ｔ２－１－ｉ （１）…………………………………………………

其中，参保个体的平均缴费指数 λ 可表述为：

　 　 　 　 λ＝

∑
Ｔ２－１

ｉ＝Ｔ１

Ｗｉ

Ｗｉ－１

Ｔ２－Ｔ１
（２）……………………………………………………………………………

记 ＰＰ １为个体在退休当年领取的基础养老金，Ｐ ３是个体退休后领取的基础养老金折现到退休时点的值：

　 　 　 　 ＰＰ１ ＝
（１＋λ）ＷＴ２－１

２
（Ｔ２－Ｔ１）％②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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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１

ｉ＝０

１＋ρｇ
１＋ｒ

æ

è
ç

ö

ø
÷

ｉ

（４）………………………………………………

（２）个人账户养老金

记 Ｓ２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在退休时的累积额：

　 　 　 　 Ｓ２ ＝ ∑
Ｔ２－１

ｉ＝Ｔ１
ｃ２η ＷＴ１ １＋ｇ( ) ｉ－Ｔ１（１＋ｒ１） Ｔ２－１－ｉ （５）…………………………………………………

假设个人账户养老金发放至预期余命结束③，记 ＰＰ ２为个体退休当年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Ｐ ２为个体

退休后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折现到退休时点的值：

２２

①

②

③

本文选用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来衡量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 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越大，说明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越

小，反之则反。 国内外已有研究对于衡量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的指标选取有所不同，如 Ｂａｊｔｅｌｓｍｉｔ 和 Ｊｉａｎａｋｏｐｌｏｓ 将养老金收入

性别差距定义为女性与男性养老金累计缴费之比（参考：Ｂａｊｔｅｌｓｍｉｔ Ｖ Ｌ，Ｊｉａｎａｋｏｐｌｏｓ Ｎ．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Ｊ］．ＥＢＲＩ Ｉｓｓｕｅ Ｂｒｉｅｆ，２０００（２２７）：１－１５．），Ｈａｌｖｏｒｓｅｎ 和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将其定义为 １ 减去给定时点女性与男性养老金平均

收益的比率（参考：Ｈａｌｖｏｒｓｅｎ Ｅ，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Ａ Ｗ．Ｃ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ａｐ ｉｎ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Ａ Ｍｉｃｒ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ＮＤＣ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Ｚ］．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ｏｒｗａ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８５５，２０１７）。 本文将女性养老金收入与男性

养老金收入之比定义为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用于衡量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
国发〔２００５〕３８ 号文件中规定，退休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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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国发〔１９９５〕６ 号文件中规定在职工离退休后，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储存额已被领取完毕，由社会统筹基金按规

定标准继续支付，直至个体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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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ｍ 为计发月数。
（３）企业年金

记 Ｓ３为企业年金缴费在退休时的累积额：

　 　 　 　 Ｓ３ ＝ ∑
Ｔ２－１

ｉ＝Ｔ１
ｃ３＋ｃ４( ) η ＷＴ１ １＋ｇ( ) ｉ－Ｔ１（１＋ｒ２） Ｔ２－１－ｉ （８）…………………………………………

记 ＰＰ ３为个体在退休当年领取的企业年金，Ｐ ３是个体退休后领取的企业年金折现到退休时点的值：

　 　 　 　 ＰＰ３ ＝
Ｓ３

ｍ
×１２ （９）…………………………………………………………………………

基于精算平衡原则，则Ｐ ３ ＝Ｓ３。
根据以上表达式，得出个税递延政策出台前总目标替代率、净目标替代率、总相对替代率、净相对替代

率、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的测算公式。

　 　 　 　 ＧＲＲ１ ＝
ＰＰ１＋ＰＰ２＋ＰＰ３

ＷＴ１（１＋ｇ）
Ｔ２－Ｔ１－１

（１０）……………………………………………………………

　 　 　 　 ＮＲＲ１ ＝
ＰＰ１＋ＰＰ２＋ＰＰ３

［ＷＴ１ １－β( ) －ｔａ－ｃ４ＷＴ１
－（ｃ３ＷＴ１

×ｔ－Ｄ）］（１＋ｇ） Ｔ２－Ｔ１－１
（１１）………………………

　 　 　 　 ＧＲＲ２ ＝
ＰＰ１＋ＰＰ２＋ＰＰ３

ＷＴ１（１＋ｇ）
Ｔ２－Ｔ１－１

（１２）……………………………………………………………

　 　 　 　 ＮＲＲ２ ＝
ＰＰ１＋ＰＰ２＋ＰＰ３

［ＷＴ１ １－β( ) －ｔｂ－ｃ４ＷＴ１
－（ｃ３ＷＴ１

×ｔ－Ｄ）］（１＋ｇ） Ｔ２－Ｔ１－１
（１３）………………………

其中，ｔ 表示适用税率，Ｄ 表示速算扣除数，β 为个人缴纳“五险一金”的费率之和，ｔａ为参保个体在扣除

五险一金后的收入ＷＴ１（１－β）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ＷＴ１为Ｔ１年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ｔｂ为社会平均工资

在扣除五险一金后的收入ＷＴ１（１－β）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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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ｆ

Ｐｍ
＝
（Ｐ１＋Ｐ２＋Ｐ３） ｆ

（Ｐ１＋Ｐ２＋Ｐ３）ｍ
（１４）………………………………………………………………

其中，Ｐ ｆ为女性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Ｐｍ为男性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
２．个税递延政策实施后的养老金收入水平

个税递延政策出台后，企业年金领取额、净工资收入发生变动，统筹账户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领取

额不变。
　 　 　 　 ＰＰ ＇

１ ＝ＰＰ１ （１５）……………………………………………………………………………

　 　 　 　 Ｐ ＇
１ ＝Ｐ１ （１６）………………………………………………………………………………

　 　 　 　 ＰＰ ＇
２ ＝ＰＰ２ （１７）……………………………………………………………………………

　 　 　 　 Ｐ ＇
２ ＝Ｐ２ （１８）………………………………………………………………………………

　 　 　 　 ＰＰ ＇
３ ＝ＰＰ３－Ｔｐ （１９）………………………………………………………………………

其中，Ｔｐ为参保职工退休后领取企业年金 ＰＰ ３时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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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Ｐ３－Ｔ （２０）……………………………………………………………………………

其中，Ｔ 为参保职工领取企业年金时所缴纳个人所得税在退休时的现值，令 Ｍ 为领取年限，ｘ＝［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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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表达式，得出个税递延政策出台后总目标替代率、净目标替代率、总相对替代率、净相对替代

率、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的测算公式。

　 　 　 　 ＧＲＲ ＇
１ ＝

ＰＰ１＋ＰＰ２＋ＰＰ３－Ｔｐ

ＷＴ１（１＋ｇ）
Ｔ２－Ｔ１－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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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１ １－β－ｃ４( ) －ｔＶ］（１＋ｇ） Ｔ２－Ｔ１－１
（２５）……………………………………………

其中，ｔｕ为参保个体工资收入扣除各种缴费后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当企业年金个人缴费不超过规

定情况时，ｔｕ为（１－β－ｃ４）ＷＴ１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当企业年金个人缴费超过规定情况时，ｔｕ为［（１－β－

４％）ＷＴ１
＋（ｃ４－４％）ＷＴ１］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同理，ｔｖ为社会平均工资收入扣除各种缴费后所需缴纳的

个人所得税。 当企业年金个人缴费不超过规定情况时，ｔｖ为（１－β－ｃ４）ＷＴ１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当企业年

金个人缴费超过规定情况时，ｔＶ为［（１－β－４％）ＷＴ１
＋（ｃ４－４％）ＷＴ１］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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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数取值及说明

根据财税〔２０１３〕１０３ 号文件［１８］，企业年金个税递延政策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为方便计算，本文

作出如下假定：代表性个体均于 ２０１４ 年 ２０ 岁时参加工作并开始参保；个税递延政策是可持续的，在未来时

期不会改变；职工于参保期间不存在断保、退保、提前死亡情况，且在退休后能达到本文预测的平均余命。
１．法定退休年龄

我国目前对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是男性 ６０ 周岁，女干部 ５５ 周岁，女工人 ５０ 周岁。 在基准情形下，本文

假定男性退休年龄为 ６０ 周岁，女性退休年龄分为 ５０ 周岁与 ５５ 周岁两种情况。
２．养老金计发月数

企业年金的计发规则参考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的计发规则［１９］，５０ 岁退休的计发月数为 １９５ 个月，
５５ 岁退休的计发月数为 １７０ 个月，６０ 岁退休的计发月数为 １３９ 个月，６５ 岁退休的计发月数为 １０１ 个月。

３．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及其增长率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将 ２０１３ 年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５２３８８ 元作为企业职工 ２０１３ 年的社会平

均工资。 根据中国历年统计年鉴［２０］，计算得出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为 １０．６８％。 考

虑到我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时期，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本文将工资增长率设为 ８％。
４．工资系数

本文以男性工资为基准，因而其工资系数 η ＝ １。 参考李实等的研究，假定企业女性职工的工资为男性

４２



职工的 ７７％，即 η＝ ０．７７［２１］，且男性职工与女性职工缴费工资增长率相同，都等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

５．养老金调整系数

国发〔２００５〕３８ 号文规定，国务院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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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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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根据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历年关于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２３］和呙玉红、彭浩然的研究［２４］，本文假定基本养老金

的调整比例为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 ５０％，即养老金调整系数 ρ 为 ５０％①。
６．年利率

综合考虑无风险利率与风险溢价，假定年利率 ｒ 为 ３％。
７．个人账户记账利率

在全国政策不统一阶段，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一般位于 ２％～３％之间。 ２０１６ 年后全国进入政策统一阶段，

人社部发〔２０１７〕３１ 号文规定［２５］，统一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每年由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统一公布。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２６］，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个人账

户记账利率分别为 ８．３１％、７．１２％、８．２９％、７．６１％、６．０４％②。 本文取近 １０ 年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的平均值

４. ９８％进行计算。
８．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率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 ［２７］，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全国企业年

金加权平均收益率分别为－０．７８％、５．６８％、３．６７％、９．３０％、９．８８％、３．０３％、５．００％、３．０１％、８．３０％、１０．３１％。 本

文取近 １０ 年平均值 ５．７４％进行计算。
９．“五险一金”个人缴费率

我国个人缴费率一般规定为：基本养老保险 ８％；医疗保险 ２％；失业保险 １％；工伤保险与生育保险个人

不缴费；住房公积金个人缴费率不低于 ５％，不高于 １２％，本文设定为 ８％。 故“五险一金”个人缴费率 β ＝

１９％。
１０．平均余命

参照杨斌、丁建定预测平均余命的方法［２８］，结合胡英测算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城镇分年龄性别预期寿命数

据［２９］，本文由平均余命的历史数据测算出平均余命的增长率，再根据每 ５ 年期平均余命平均增长率折半的

思路预测女性和男性在不同退休年龄下的平均余命 ｅ。 具体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不同退休年龄的平均余命预测

５０ 岁 ５５ 岁 ６０ 岁 ６５ 岁

男性 ／ ／ ２０．２１ １６．２１
女性 ３３．５６ ２８．８７ ２４．３５ １９．９１

　 　 １１．个人平均缴费指数

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在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６０％～３００％之间。 本文将个人平均缴费指数 λ＝

５２

①

②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历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可知，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基本养老金的调整水平分别

为前一年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６．５％、５．５％、５％、５％、５％，平均值为 ５．４％。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

率分别为 ９．１０％、１０．３３％、１１．３３％、１０．１９％、７．６３％，平均值为 ９．７２％，基本养老金的调整比例为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

的 ５５．５６％。 为了简化计算，参考呙玉红、彭浩然的做法，本文取养老金调整系数为 ５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仅显示 ２０１６ 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但是根据其他省市政府官网可查

询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过的其他年份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 备索。



０．６ 定义为低收入群体，λ＝ １ 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λ＝ ３ 定义为高收入群体。
１２．养老金缴费率

根据国办发〔２０１９〕１３ 号规定，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 １６％，企业缴纳部分进入统筹

账户，个人缴费 ８％，个人缴纳部分划入个人账户［３０］。 故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 ｃ１为 １６％，个人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率 ｃ２为 ８％。
根据财税〔２００９〕２７ 号文件规定，企业年金企业缴费部分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 ５％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准予扣除［３１］。 本文假定企业年金企业缴费率为 ５％，即 ｃ３为 ５％。 另外，企业年金个人缴费比例可

自行决定，因此假定企业年金个人缴费率 ｃ４存在 １％、２％、３％、４％、５％五种情形（以企业缴费 ５％，个人缴费

４％作为基准）。 参数基准值整理于表 ３ 中。

表 ３　 参数基准值 单位：％

ｇ ρ ｒ ｒ１ ｒ２ β ｃ１ ｃ２ ｃ３

８ ５０ ３ ４．９８ ５．７４ １９ １６ ８ ５

五、测算结果分析

（一）个税递延政策实施前后养老金性别差距

表 ４ 的模拟结果显示，个税递延政策实施后，总目标替代率、净目标替代率、总相对替代率和净相对替代

率均有所下降。 究其原因，一方面，参保个体的净收入有所上升。 企业年金企业缴费部分无须缴纳个人所得

税，因而需缴纳的税额较政策实施前减少，并且，企业年金个人缴费在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 ４％标

准内的部分可在税前列支。 由此形成的税盾效应使得个体净收入增加。 另一方面，参保个体的企业年金领

取额有所下降。 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由 ＴＥＥ 型向 ＥＥＴ 型的转变意味着企业年金领取水平较个税递延政策实

施前降低。 企业年金领取水平的下降与个人净收入的上升使得政策出台后替代率水平下降。
同时，个税递延政策呈现异质性特征，该政策实施对不同性别群体、不同收入群体、不同退休年龄女性群

体产生不同的影响。 由于工资水平、工作年限和平均余命的差异，女性的替代率水平在政策实施前后均低于

男性的替代率水平。 此外，政策实施后，男性替代率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女性，且男性收入水平越高，替代率

下降幅度越大。 原因主要在于，男性与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不同导致男性参保个体的缴费年限比女性要长，
并且男性的工资水平相对更高，其缴纳的企业年金数额更多，在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的积累额也更多，所需缴

纳的个人所得税数目高于女性。
高收入人群替代率水平下降幅度更大可归因于我国的超额累进税制度。 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低，企业年金缴费阶段与企业年金领取阶段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少，个税递延政策出台与否对低收入

群体的替代率水平影响不大。 反之，高收入群体所需缴纳的税额大，受个税递延政策的影响也较大，故替代

率下降的幅度要高于低收入群体。
５５ 岁退休的女性群体替代率水平下降幅度大于 ５０ 岁退休的女性群体，且收入水平越高，这一替代率下

降幅度越大。 可能的解释是，在性别因素固定的情况下，对 ５５ 岁退休的女性群体而言，其工作年限更长，企
业年金基金账户积累额更高，所需缴纳税额更多，因此，替代率下降的幅度也相对更大。 此外，５５ 岁退休女

性群体与男性的替代率差距明显小于 ５０ 岁退休女性群体与男性的替代率差距，这为后文提出延迟女性退休

年龄以缩小男女养老金性别差距的政策建议做出铺垫。
个税递延政策实施后，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上升。 ５５ 岁退休女性职工与男性职工的养老金收入对比系

数高于 ５０ 岁退休女性职工与男性职工的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且政策实施后该系数上升的幅度更大。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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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收入水平越高，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上升的幅度越大。 可见，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

上缩小了不同性别的养老金差距，相对于 ５０ 岁退休女性职工与男性职工的养老金收入差距，个税递延政策

的实施对缩小 ５５ 岁退休女性职工与男性职工的养老金收入差距效果更好。 且收入水平越高，政策的实施效

果越明显。

表 ４　 个税递延政策实施前（后）养老金性别差距 单位：％

λ＝ ０．６ λ＝ １ λ＝ ３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总目标
替代率

净目标
替代率

总相对
替代率

净相对
替代率

养老金收入
对比系数

男 ６０ 　 ９５．５５ ９３．８３ ８１．１５ ７８．５２ ６６．７５ ６２．０５
女 ５０ ７８．６２ ７８．２５ ６４．６０ ６４．０３ ５０．５７ ４９．５５
女 ５５ ９４．０４ ９３．２２ ７７．６８ ７６．５５ ６１．３１ ５９．１６
男 ６０ １２４．０９ １２１．８６ １０５．６０ １０１．９７ ９０．００ ８３．０４
女 ５０ １０２．１１ １０１．６３ ８４．０６ ８３．１５ ６６．７３ ６５．０５
女 ５５ １２２１．３０ １２１．０６ １０１．０８ ９９．４１ ８０．９０ ７７．６６
男 ６０ ５７．３３ ５６．３０ ８１．１５ ７８．５２ ２００．２５ １８６．１５
女 ５０ ３６．３２ ３６．１５ ４９．７４ ４９．３０ １１６．８２ １１４．４７
女 ５５ ４３．４５ ４３．０７ ５９．８１ ５８．９４ １４１．６４ １３６．６６
男 ６０ ７４．４６ ７３．１１ １０５．６０ １０１．９７ ２６０．５８ ２４１．７５
女 ５０ ４７．１７ ４６．９５ ６４．７２ ６４．０３ １５２．０１ １４８．６６
女 ５５ ５６．４３ ５５．９３ ７７．８３ ７６．５５ １８４．３０ １７７．４８

男 ６０ 女 ５０ ５２．６６ ５３．１３ ５０．６８ ５１．５２ ４７．６０ ４９．４３
男 ６０ 女 ５５ ７７．７０ ７８．２３ ７５．２６ ７６．２７ ７１．４６ ７３．５６

（二）参数敏感性分析

不同性别的养老金利益会受到工作年限、企业年金个人缴费率与工资增长率等因素的影响，对此，本文

将进一步展开参数敏感性分析。
１．退休年龄的敏感性分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数为 １９０６４ 万人，占总人口数的

１３. ５０％［３２］。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力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

大势所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逐步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３３］。 尽管具体的延迟退休方案尚未出台，但是综合考虑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退休年龄，
以及我国就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情况，学术界普遍认同至 ２１ 世纪中叶，在现有退休年龄的基础上推迟

５～１０ 年退休［３４－３５］。 基于此，本文在企业年金个人缴费率为 ４％，企业年缴费率为 ５％的条件下，以中等收入

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延迟退休对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
由图 １ 和图 ２ 可知，随着退休年龄的延长，女性与男性的替代率水平均有所上升。 当女性与男性同龄

６０ 岁退休时，女性参保个体的目标替代率水平将高于男性，且女性的相对替代率与男性的差距最小，养老金

收入对比系数也接近于 １。 首先，当男性和女性同在 ６０ 岁退休时，女性的总目标替代率与净目标替代率水

平高于男性。 此时参保个体的个人账户计发月数、缴费年限均相同。 但由于女性的工资水平低于男性，基本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缴纳额与企业年金缴纳额都将低于男性，经过投资增值后的基金数额也相对更低。 根据

目标替代率的计算公式（分子为女性退休后的养老金领取额，分母为女性退休前的工资水平），女性目标替

代率公式中的分子与分母较男性都更低，工资水平对目标替代率的影响很大。 女性的目标替代率水平高于

男性，意味着女性退休后的养老金保障水平较退休前上涨的幅度大于男性。 其次，相对社会平均水平而言，
女性的养老金保障水平一直低于男性。 由于工资水平差异，退休后第一年女性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低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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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后，女性的相对替代率水平依然低于男性。 但男性和女性在同龄 ６０ 岁退休时，相

对替代率差距最小。 最后，在女性退休年龄为 ５７ 岁或 ５８ 岁时，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约等于 １。 相关的解释

是，女性的平均余命高于男性，而我国基本养老金的发放规则是以生存为给付标准，因此女性领取基本养老

金的时间要长于男性，即使女性的退休年龄小于男性，终身养老金收入也可以与男性相等。

图 １　 政策实施前后不同退休年龄下的替代率水平

图 ２　 政策实施前后不同退休年龄下的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

２．企业年金缴费比例的敏感性分析

企业年金缴费分为企业缴费与个人缴费，缴费全部进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企业与员工承担的比例由双

方自行商定。 基于此，本文以高收入群体为研究对象，考虑在企业年金企业缴费率为 ５％的前提下，个人缴

纳 １％、２％、３％、４％、５％时，政策实施前后养老金性别利益对缴费比例的敏感性。 从图 ３ 和图 ４ 可以看出，随

着企业年金缴费比例的增加，替代率水平都有所提高，政策实施对男性的影响大于女性，且对 ５５ 岁退休女性

的影响大于 ５０ 岁退休女性，以净目标替代率为例，当个人缴费率为 ５％时，男性职工净目标替代率在政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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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前后相差 ８．０８％，而退休年龄为 ５５ 岁的女性职工在政策前后相差 ３．７４％，退休年龄为 ５０ 岁的女性职工在

政策实施前后相差只有 ２．０１％。 个税递延政策对替代率水平的影响会随着缴费率的提高而增强。 例如，当

个人缴费率为 １％时，男性职工的净相对替代率在政策实施前后差异为 １０．０４％，而当个人缴费率为 ５％时，差

异扩大到 ２２．３５％。 此外，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逐渐减小，说明女性与男性养老金收入差距随着企业年金缴

费比例的增加而扩大，同时，政策的实施对养老金收入差距的影响会随着缴费比例的提高而扩大。 例如，当

男性 ６０ 岁退休、女性 ５０ 岁退休时，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从 １．０７％上升至 ２. ０６％。 当

男性 ６０ 岁退休、女性 ５５ 岁退休时，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从 １．３２％上升至 ２. ４１％。 可

见，个税递延政策的实施对缩小 ５５ 岁退休女性与男性的养老金收入差距效果更佳。

图 ３　 政策实施前后不同企业年金缴费比例下的替代率水平

图 ４　 政策实施前后不同企业年金缴费比例下的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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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工资增长率的敏感性分析

工资增长率会受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等因素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存在一定的波动性。 基

于此，本文以低收入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在工资增长率为 ４％、６％、８％、１０％时，政策实施前后不同性别的

替代率水平与养老金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 由图 ５ 和图 ６ 可知，随着工资增长率的升高，替代率水平都有所

下降，男性职工的替代率水平下降的幅度大于女性职工，５５ 岁退休女性职工的替代率水平下降幅度大于 ５０

岁退休女性职工。 例如，男性的总目标替代率从 １３２．５８％下降到 ８７．３９％，而 ５５ 岁退休女性职工总目标替代

率从 １１６．２１％下降到 ８８．９２％，５０ 岁退休女性职工总目标替代率从 ９２．３６％下降到 ７５．２０％。 总体来看，当工

资增长率发生变动时，实施个税递延政策对男性的影响大于女性，对 ５５ 岁退休女性影响大于 ５０ 岁退休女

性。 就净相对替代率而言，当工资增长率为 ６％时，男性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为 １．６７％，而 ５５ 岁退休女性

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为 ０．４１％，５０ 岁退休女性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为 ０．２９％。 另外，当工资增长率大约

为 ９％时，男性在政策实施前后的目标替代率水平与 ５５ 岁退休女性大致相等，这意味着男性职工与 ５５ 岁退

休女性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前的工资水平比值相等，即退休后的收入水平相比退休前变动

的幅度一致。 此时，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性别平等”。

另外，随着工资增长率升高，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的变化方向会根据退休年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当男

性 ６０ 岁退休，女性 ５５ 岁退休时，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先升高再降低，即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先缩小后扩大。

工资增长率低于 ７％时的养老金收入差距随着增长率的增加而缩小，工资增长率高于 ７％的养老金收入差距

随着增长率的增加而扩大。 个税递延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但政策实施效

果随着工资增长率的提高而有所下降。 具体地，工资增长率由 ４％升至 １０％，政策实施前后的养老金收入对

比系数差距由 ０．７６％降至 ０．６２％。 而当男性 ６０ 岁退休，女性 ５０ 岁退休时，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扩大，个税

递延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但政策实施效果随着工资增长率的提高而有所

下降。 具体地，工资增长率由 ４％升至 １０％，政策实施前后的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差距由 ０．６％降至 ０．５％。

图 ５　 政策实施前后不同工资增长率下的替代率水平

０３



图 ６　 政策实施前后的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综合考虑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年金的基础上，构建精算模型，基于男性和女性在缴

费工资、退休年龄和平均余命上的差异，主要从替代率与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两个方面分析企业年金个税递

延政策的实施对不同性别人群的养老金保障水平以及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个

税递延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同性别、不同退休年龄、不同收入群体的替代率水平，但提高了参

保个体的净收入，并且缩小了不同性别群体的养老金收入差距，有利于保障女性权益，刺激消费并推动经济

增长。 第二，个税递延政策的实施对不同性别群体、收入群体、退休年龄女性群体的影响效应有差异。 政策

实施后男性替代率水平下降的幅度大于女性，５５ 岁退休女性群体替代率水平下降幅度大于 ５０ 岁退休女性

群体；个税递延政策的实施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更大；相对于 ５０ 岁退休女性职工与男性职工的养老金收入

差距，个税递延政策的实施对缩小 ５５ 岁退休女性职工与男性职工的养老金收入差距效果更好，该政策缩小

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的效果在高收入人群中更显著。

本文通过参数敏感性分析考察了退休年龄、企业年金个人缴费与工资增长率等因素对替代率和养老金

收入差距的影响。 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年龄和提高企业年金个人缴费率会提高替代率水平，而提高工资增长

率会降低替代率水平；政策实施对男性的影响都大于女性，对 ５５ 岁退休女性的影响大于 ５０ 岁退休女性；但

这三种影响因素对养老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 延迟退休年龄能有效缩小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 提高企业

年金个人缴费率会扩大养老金收入差距。 提高工资增长率对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因女性职工的退休

年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当工资增长率上升时，５０ 岁退休女性职工与男性职工的养老金收入差距会扩大，

５５ 岁退休女性职工与男性的养老金收入差距会先缩小再扩大。 个税递延政策的实施有助于缩小养老金收

入差距，且实施效果随着缴费率的增加而增强，随着工资增长率的提高而减弱。

为促进女性与男性养老金权益的平等，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合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实行

弹性退休政策。 在现行退休方案下，５０ 岁退休女性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远远低于男性，女性与男性养老金

收入差距大。 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女性而言，其相对替代率却低于 ５０％，意味着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该群体

生活质量仍较差。 相比之下，５５ 岁退休女性职工的替代率水平大幅上升，其目标替代率接近于男性职工，企

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缩小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的效果更明显。 因此，建议先延迟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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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障水平，缩小男性与女性养老金收入差距，再根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社会就业压力等因素

进一步延迟男性与女性的退休年龄。 二是进一步完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可以有

效缩小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并且政策实施的效果会随着缴费率的提高而扩大。 因此，应扩大税收优惠范

围，提高企业年金企业缴费部分税前扣除的比例，充分调动企业参加年金计划的积极性，大力推动企业年金

的发展；适当增加企业年金个人缴费部分税前扣除的比例，促进个体缴费率的提高，增加参保个体的养老金

收入，从而缩小不同性别群体间的养老金收入差距。 三是减轻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提高女性工资水平。

当女性与男性同工同酬时，即便女性的退休年龄早于男性，替代率水平依然可能高于男性。 就业中对女性的

歧视实际上是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与女性生育成本非社会化矛盾的直接表现。 建议结合我国的生育政策，

充分保障女性的工作权利，如改革生育休假制度、促进女性再就业的培训和增加女性的教育投入等［３６］，确保

女性的就业竞争力与稳定性，进而提高女性薪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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