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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养老保险体系的选择和建设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中国特有的人口老龄化、经济转
轨和宏观经济运行关态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我们编写《养老保险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回答来自实践中的问题。
同时，我们力图改变当前对养老保险问题的讨论仅限于现象描述、制度刻画的状况，人严谨的现代经
济学逻辑出发，能过一系列的宏观经济学的动态模型，揭示不同养老保险体系运行的内在机理，深入
、全面、综合地讨论养老保险的基本模式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这样一本体系较为严密
、内容较为全面和丰富的《养老保险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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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何养老是人类的一个基本问题。
人类从其产生起，就面临着养老制度的安排问题。
在人类的最初状态，由于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人类只能采取公有制的原始社
会形态，即人类社会只能依靠群体的力量共同生产和消费，每个人的消费水平由原始部落的集体生产
力水平决定，与个人的生产能力大小无关，那些因年龄渐长而生产能力不断下降，最后直至无任何生
产能力的老人由部落人群共同赡养。
这种养老制度在当时也是一种自然和合理的选择。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生产剩余的出现，私有制的社会形态取代了公有制的原始社会形态，
而人类最初的私有制社会形态是与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养老就逐渐由
群落集体赡养向家庭内部赡养过渡。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家庭养老的时间最长。
一旦采取了家庭养老的制度安排，那么，子女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一种“金融资产”。
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在以自给自足家庭小生产为主的社会里，人们在其生命周期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是：在青壮年时，生产能力很大，其生产的产品消费不了，同时假定这些产品无法储存；因此，当人
们进入老年时，他们的生产能力逐渐丧失，就没有产品可供他们消费。
如果每个家庭都养育一些孩子，将那些青壮年时消费不了的产品“投资”在孩子身上，当他们的孩子
成为青壮年时，他们的养老就由他们的孩子来承担。
每一代人都是根据这样的安排来解决养老问题，家庭养老就逐渐成为一种体系。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所谓的“多子多福”事实上就是家庭尽可能多地将未消费的产品储蓄起来，投
资在孩子这一特殊“金融产品”上，老年时获得生活所必需的回报。
孩子多，将来回报也多，实际上就是一种金融制度。
中国古代所提倡的“孝”，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用以保证这样一种金融制度不出现金融危机。
因此，家庭养老既是一种金融制度，也是一种养老制度的安排。
当然，由于每个家庭子女的多寡、能力的大小、身体的健康与否都是难以控制的，因此家庭养老具有
一定的风险。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家庭养老也是人类社会对养老问题的自发回答，既是顺其自然的，同时又是一种
人为的养老制度的安排。
为了避免家庭养老可能出现的风险，而期望有一种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出现的思想也很早就有了。
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养老思想可以追溯到《礼记》大同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
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
所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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