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第 4期

(总第 188期 ) POPULAT ION JOURNAL

No. 4. 2011

( Tot. No. 188)

当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隐性
债务规模精算分析

齐艺莹
1
,陶  萌 2

( 11吉林大学 经济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2.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营业部,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遗留产物, 虽然我国政府一直重视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但是目前我国养老金隐性债务数额仍然很大, 严重影响到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运

转。采用精算方法和最新统计数据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现实规模进行测算, 并提出补偿这

些债务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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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解决也逐渐从不完善走向成熟。但是,在实

现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累积制转轨的过程中出现的隐性债务问题, 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严重。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养老保险问题非常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比如,从 2005年以来多次

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现跨省转移等。然而, 从长远发展看,养老保

险隐性债务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影响到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整体规划。本文根据最新

统计数据对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规模进行了测算,目的是通过考察目前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

务的基本状况,分析其发展变化的特点以及切实可行的补偿渠道。

一、我国社会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含义及现状分析

从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出现以后, 由于其复杂性,学术界对它的认知也不尽相同,目前还没有形

成统一看法,这给隐性债务规模的测算带来了困难,因为不同的解释方法会直接导致建立的规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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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模型的不同。

根据世界银行养老保险专家 RobertHo lzmann的总结,目前国际上有三种隐性债务的定义方法:

一是计划终止时债务,即到目前为止已经产生的债务和将来支付的养老金现值。它等于现收

现付制度在某一时刻终止后,所有必须支付给 /老人0的未来养老保险现值与 /中人 0 (分为在职中

人和退休中人,下同 )已经积累、未来必须偿付的养老保险精算现值之和。当存在基金余额时还要

减去基金余额。

二是当前参保人口债务,包括 /老人0和 /中人 0。在不考虑新加入者的情况下, 假定现存养老

保险制度一直延续到最后一个参保人死亡,现存成员的贡献和他们的新权利在现行规定下都被承

认,基金额 =计划终止时债务 + 当前参保的 /中人 0在未来积累的养老金权益 -未来缴费的精算

现值。

三是开放系统的债务,即缴费的当前价值和目前制度下新职工的养老金及可能扩展范围的债

务。考虑到新加入者未来的缴费和养老金收益情况,基金额 =当年参保人口的债务 +新加入者未

来所积累的养老金权益的精算现值 -未来缴费的精算现值。

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是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在很多国家这个问题都相当严重。无论是在

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隐性债务占本国 GDP中的比例都很大,因而

这一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表 1 关于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的主要测算结果

测算者
世界银行

专家组

中国人民大学

王晓军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研究所何平

国务院体改办

宋晓梧

测算时间 1997年 2000年 2001年 2001年

数据时间 1994年末 1997年末 1996年初 1997年末

测算方法 精算 精算 精算 精算

测算结果 19 176亿元 25 839~ 44 576亿元 28 753. 34亿元 18 301~ 108 269亿元

   资料来源:刘曙光.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凸显 [ J] .经济导刊, 2007, ( 4) .

关于我国养老保险隐

性债务的规模, 近年来很

多机构、部门和学者进行

了测算, 主要研究结果参

见表 1。

根据测算结果, 我国

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规模

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上升

的势头。 1994年末的隐

性债务规模接近 2万亿

元,到 1996年初达到 2. 8万亿元, 而到 1997年末其估计范围的上限已经超过 4万亿元。

二、我国社会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精算模型及测算结果

考虑到工资增长率、养老金调整率等动态因素变化对养老金隐性债务规模的影响,本文对我国

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建立了动态模型, 基本思路就是:将参保职工分为 /老人0、/在职中人 0和 /退休

中人0三部分,分别对其隐性债务规模进行测算。

1. 模型构建

( 1) /老人0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精算模型

IPD 0 = E
X- 1

x = b+ t-z

LOx, t # E
X-x- 1

j= 0
Q 0 # (1 + U# gy )

j # v
j # j px ( 1)

其中, IPD 0为 /老人0隐性债务; LOx, t为 t年 x岁 /老人0人数; Q 0为 /老人 0年养老金给付额; z

为新制度开始运作起始的年份; U为养老金按工资增长率的调整率; gy 为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 v

为折现率; b为退休年龄; X为职工生存极限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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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职中人 0基础性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隐性债务精算模型
x岁 /在职中人0退休后领取的基础性养老金, 在测算点的现值为:

dz 1 = K#W
)

0 # (1 + gy )
b-x # b- xpx # v

b-x E
X-b- 1

j= 0

[ jpb # ( 1+ gy )
j # v

j
] ( 2)

x岁 /在职中人0退休后领取的过渡性养老金, 在测算点的现值为:

dz2 = E2 # TIx # B#W
)

0 # (1+ gy )
b- x # b- xpx # v

b - x # a
##
b (3)

其中, E2为过渡性养老金计发系数; T Ix 为加入制度时缴费和视同缴费年限; B为平均缴费指

数; a
##
b 为退休时一元生存年金系数。

则在 t年 /在职中人0隐性债务的规模总额为:

IPDm1 = E
b- 1

x= a+ t- z

LM z( x, t) # x - ( a + t - z)

(PER )X
# dz1 + d z2 (4)

其中, LM z (x, t)为 t年 x岁 /在职中人 0人数; (PER ) X为平均工作年限。

( 3) /退休中人 0基础性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隐性债务精算模型

x岁 /退休中人0退休后领取的基础性养老金, 在测算点的现值为:

dT 1 = K# W
)

0 # E
X- x- 1

j= 0
[ ( 1 + gy )

j # v
j # jpx ] ( 5)

其中, K为养老金发放比例。

x岁 /退休中人0退休后领取的过渡性养老金, 在测算点的现值为:

dT 2 = E2# B# TIx #W
)

0 # a
##
x (6)

则 t年 /退休中人 0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总额为:

IPDm2 = E
b+ t- z- 1

x = b

LMT (x, t) # x - ( a + t- z )

(PER ) X
# dT1 + dT2 (7)

其中, LMT ( x, t)为 t年 x岁 /退休中人 0人数。
因此由公式 ( 2- 1- 4)及公式 (2- 1- 7)可得 /中人 0隐性债务为:

IPDm = IPDm 1 + IPDm2 (8)

2. 参数设定

(1)根据我国 5劳动法6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男性是 60岁, 女性是 55岁, 剔除其他因素本文统

一设职工平均退休年龄 b为男性 60岁,女性 55岁,本文设男性的平均工作年限为 35,女性的平均

工作年限为 30,另假定职工生存极限 X为 90岁。

( 2)根据 5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 6从 1997~ 2007年统计数据扣除物价因素计算得出的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 9% ,故本文设 gy = 9%。另外,根据高建伟在5中国隐性养

老保险债务精算模型及应用研究6中的分析,得出养老金的调整比率 U为 0. 8。
[ 1]

( 3)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 2007年初一年期固定存款利率为 2. 79% ,本文中折现率 v =

1

1+ i
=

1

1+ 2. 79%
= 0. 97。

( 4)根据 5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统计年鉴 6统计的 2007年全国统筹范围内人均养老保险金支

付额为 1 002元 /月,故本文中的 Q 0 = 12 @ 1 002= 12 024元。

( 5)新制度开始运行的年份,根据我国养老保险改革历程显示 z为 1998年。

(6)根据 2008年 5社会保障年鉴6可知, 2007年我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24 932元, 则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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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该年的全国平均工资 W
)

0为 24 932元。

( 7)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我国养老金发放比例为 20% , 故本文中假设 K= 20%。

( 8) b- xpx 在本文的含义是:在 2007年度 x岁 /在职中人0存活到平均退休年龄的概率。

( 9) B为平均缴费指数,即当年职工的缴费基数与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比值, 根据 2008年

5中国统计年鉴6的相关数据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政策,得 B约为 0. 8, 并假定其不变; E2为养老

金计发系数,本文根据各省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规定, 计算得出的平均系数为

115%,故 E2 = 1. 5%。

3. 测算结果

( 1) /老人0养老金隐性债务规模测算

根据上述参数假定及对 5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6人口普查数据的整理,得出表 2中的 /老人 0各

年龄段的人口数据,将其代入 /老人0隐性债务规模测算的模型。测算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2007年我国 /老人0养老金隐性债务规模

年龄 (岁 )
/老人 0人数 (人 )

男性 女性

每年龄段 /老人 0养老金隐性债务 (万元 )

男性 女性

64 / 2 075 743 / 32 558 941

65 / 2 006 440 / 31 471 889

66 / 2 052 270 / 32 190 746

67 / 2 092 510 / 32 821 937

68 / 1 739 287 / 27 281 482

69 1 848 831 1 955 022 28 999 724 30 665 367

70 1 804 119 1 862 245 28 282 758 29 193 974

71 1 701 282 1 739 287 26 632 743 27 227 692

72 1 563 794 1 692 340 24 403 481 26 409 485

73 1 346 942 1 510 140 20 890 477 23 421 606

74 1 459 839 1 550 380 22 399 397 23 788 640

75 1 126 736 1 240 751 16 995 113 18 714 857

76 1 107 734 1 104 380 16 292 345 16 243 024

77 1 085 378 1 088 731 15 414 751 15 462 376

78 725 448 896 471 9 837 612 12 156 802

79 798 105 870 761 10 204 849 11 133 861

80 678 501 833 874 8 067 018 9 914 325

81 538 777 651 674 5 864 973 7 093 940

82 469 473 519 774 4 597 988 5 090 630

83 383 403 524 245 3 310 208 4 526 202

84 346 516 407 995 2 572 812 3 029 279

85 273 860 350 987 1 693 900 2 170 958

86 243 679 301 804 1 201 604 1 488 226

87 192 261 245 915 706 684 903 899

88 110 662 168 787 268 892 410 128

89 68 185 143 078 81 986 172 037

合计 / / 248 719 315 425 542 303

  从表 2中可以看出,截至到 2007年末我国 /老人 0隐性债务规模为 67 426116亿元, 其中男性

/老人0隐性债务规模约为 24 871193亿元, 女性 /老人 0隐性债务规模为 42 554123亿元。而从 5中

)71)



2011年第 4期 (总第 188期 )

国统计年鉴 6中的数据可以得出 2007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257 30516亿元,可见我国 /老人0
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是很大的。

( 2) /中人0养老金隐性债务规模测算

本文 /中人0的隐性债务规模分为 /在职中人0及 /退休中人 0两部分, 根据 /中人0隐性债务模

型, /中人0养老金隐性债务规模测算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2007年我国 /中人0养老金隐性债务规模

年龄 (岁 )
/中人 0人数 (人 )

男性 女性

每年龄段 /中人 0养老金隐性债务 (元 )

男性 女性

34 5 364 293 5 697 395 613 915 531 998 841 006 173 546

35 5 781 230 5 825 942 820 184 513 183 1 065 352 856 611

36 5 983 551 6 079 681 986 841 615 330 1 291 315 383 201

37 6 522 327 6 622 929 1 200 567 251 283 1 568 804 447 874

38 6 086 388 6 093 095 1 216 039 556 687 1 565 041 511 999

39 6 543 565 6 514 503 1 390 119 038 745 1 777 456 290 769

40 5 023 366 5 014 423 1 117 328 064 095 1 430 974 065 791

41 5 584 498 5 827 060 1 285 030 032 581 1 718 189 777 214

42 5 993 611 5 979 080 1 412 868 424 649 1 803 677 349 902

43 6 036 087 5 875 125 1 445 997 896 413 1 798 740 873 115

44 7 147 174 7 035 395 1 728 102 860 803 2 171 414 906 102

45 5 100 494 5 055 782 1 238 256 892 103 1 564 364 967 522

46 2 945 387 2 980 039 714 723 207 996 919 974 762 893

47 3 414 860 3 427 156 824 759 988 599 1 053 736 288 564

48 3 950 284 3 923 457 946 588 473 845 1 191 569 552 081

49 4 504 709 4 423 110 1 067 748 292 806 1 326 326 125 016

50 5 080 373 4 867 992 1 188 559 895 362 1 438 103 761 753

51 4 345 983 4 368 339 998 938 406 080 1 265 956 866 346

52 4 492 414 4 747 271 1 011 316 701 594 1 345 696 147 984

53 4 528 183 4 608 664 996 494 958 313 1 275 359 270 551

54 4 096 715 4 025 176 872 475 445 992 1 085 843 139 468

55 4 107 893 4 238 674 860 373 029 134 1 113 253 045 592

56 3 455 101 3 576 940 704 934 753 286 910 303 063 651

57 3 408 154 3 394 740 676 986 739 926 837 397 520 660

58 3 230 424 3 298 610 624 149 454 567 786 740 313 296

59 2 716 239 2 885 026 510 417 079 332 667 039 312 687

60 2 845 903 2 785 542 520 793 737 037 620 648 655 343

61 2 537 392 2 504 976 452 389 847 324 536 626 178 198

62 2 262 415 2 394 315 386 633 301 471 492 625 377 713

63 2 123 808 2 193 112 347 034 577 895 657 314 678 357

64 2 034 385 / 316 902 570 539 /

65 1 957 257 / 290 297 719 743 /

66 1 913 663 / 269 210 196 723 /

67 1 976 260 / 262 958 226 618 /

68 1 664 395 / 243 485 609 019 /

总计 / / 29 543 423 891 072 36 120 852 663 799

  从表 3中可以得出, 2007年我国 /中人0养老金隐性债务规模为 656 643亿元,其中男性部分约

为 295 434亿元, 女性部分约为 361 209亿元。因此可以得出 2007年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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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模为: 67 426116亿元 + 656 643亿元 = 724 069116亿元。
从 2007年 /老人0、/中人 0隐性债务规模与当年 GDP总值的对比中可以看出, /老人 0的隐性

债务已经达到 GDP的 26% , /中人0的隐性债务是 GDP的 255%。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问题,尤其

是 /中人 0的隐性债务问题不容忽视, 人口老龄化的背后是我国养老保险的隐性负债越来越重。另

外还可以从测算结果中看出,女性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 (无论 /老人 0或 /中人0 )都比男性多,这很

大程度是由于女性平均退休年龄比男性早 5年而导致的。

这个测算结果与以前的研究结果相比, 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又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

因此, 如何应对并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是我国政府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补偿渠道及可行性分析

从世界银行对各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分析以及各国改革实践来看,对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

题的解决可以分为战略性调整 (公共养老金系统外的调整 )和技术性调整 (对系统内各参数的调

整 )两种方式。
[ 2]
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政府财政来对隐性债务进行补偿。

[ 3]

第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养老保险补助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是消除养老保险隐性

债务的可行方法,被很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所采用。具体的措施有: 首先,压缩人员编制,精简政

府机构人员,以消除机构臃肿现象,同时压缩行政管理费用。其次, 政府的财政支出应该减少在一

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有关专家对此进行了预测,认为如果在合理控制行政管理支出、减少对一般

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以及其他一些措施共同作用的情况下, 2006~ 2010年财政能为养老保险补助支

出节约的资金比重可达到 18. 5%, 在扣除应付其他一系列任务的前提下,能够应用于养老保险补

助支出的比例也能在 10%左右,这就意味着每年有 1 000亿元左右的资金可以用来偿还养老保险

的隐性债务,
[ 4]
这样持续下去前景会日渐明朗。

第二,发行认可债券。借鉴智利 1981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对 /中人 0发行认账债券的经验,

我国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问题。具体方法是:一次性清算每个旧体制

下参保人员 ( /老人0和 /中人 0 )在旧体制终止时已经积累的养老金的全部数额, 同时政府参照现

行国债的发行方式发行这种养老债券。这样每位旧体制下的职工可以得到由政府发行的数额、期

限、利率明确的养老债券, 在退休时交给当地养老保险机构, 由社会保险机构统一向财政部门办理,

同时负责按月或按年支付。

发行这种养老债券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我国养老债券的发行只能建立在社会统筹账

户上, 不能使用个人账户以免出现混乱。其次,债券的偿还主要应依靠国有资产存量缩减带来的收

入和投资收益,避免因依靠财政做后盾而引发增加税收等情况把债务转嫁给个人。最后, 在确定认

可债券的数额时全国应使用统一的精算方法, 同时对 /老人 0和 /中人0的期限结构区别对待,避免

出现地区差异。

第三, 开征社会保障税, 为我国养老保险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从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来

看,这种通过征收社会保障税筹集社会保险资金的方法已被广泛采用, 尤其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

保障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例能够达到 30% ~ 50%左右。西欧、北欧一些国家社会保障税已超过个

人所得税成为第一大税种。
[ 5]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加大征缴力度, 也更规范和科学。同时,还应

将个人所得税作为养老保险费用的专项来源, 因为通过个人所得税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债务进行弥

补是对经济增长最为有利的,而且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与社会保障税基本一致。此外, 遗产税也

应该作为养老保险费用的筹资来源, 按一定的比例划入社会养老保险费用中, 帮助解决隐性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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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第四,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有助于削减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退休年龄对养老金的支出有很

大的影响,如果能够延长退休年龄则可以增加养老金的收入同时减少其支出。从我国目前人口的

平均寿命不断提高的形势来看,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可行而且必要的。据估计, 如果我国男女平均

退休年龄提高到 60岁,隐性债务规模将缩减 18%, 提高到 63岁时, 债务规模将缩减 40% ,退休年

龄每延长一年可以为养老保险基金减少 200亿元的缺口。
[ 6 ]
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 提高法定

退休年龄的做法也非常普遍。

第五,拓宽投资领域, 促进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目前, 随着个人账户和补充养老保险基

金规模的日益扩大,如何进一步拓宽投资渠道是必须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

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领域有一个从安全性高的项目,逐步转向收益性高、风险也较高项目的发展趋

势。但是,在投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规避和分散风险, 比如投资国家大型建设项目、基础设施项

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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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e problem o f Im plic it Pens ion Debt in Soc ial Pension System of Ch ina is the resu lt o f the econom ic re fo rm. A-l

though the governm ent has pa id a great attention to the reform of soc ial endowm en t insurance system, the prob lem o f huge a-

m ount Im plicit Pension Debt o f Ch ina has affected the o ld- age insurance system ser iously. Th is paper uses actuarial ana ly-

sis m ethods and the latest statistic data to ca lcu la te the new est scale of the Im plic it P ension Debt of Ch ina, and g ives som e

po licy m easures for com pensa ting these debts.

K eyW ords: soc ia l endowm ent insurance, Im plicit Pension Debt, actua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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