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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下，西方福利国家对原有高福利的社会
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这次变革中，福利国家对国家与市场、政府与公民个人在社会保障中的权利与责任进行了重新划定
。
西方福利国家普遍采纳了世界银行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议，建立了“三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
其中部分福利国家如澳大利亚、瑞士、冰岛、瑞典等先后建立了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将其作为养老
保障“三支柱”制度体系的“第二支柱”，实现了广覆盖、高替代、养老金储备充足等制度目标，对
“第一支柱”现收现付的公共养老金形成了强有力的稳定补充，为这些国家的老年人提供了较高水平
的养老金。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面临诸多瓶颈，如公共养老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并未完全分离、个人
账户空账运行，自愿性企业年金替代率低、扩覆举步维艰，“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结构性与功能
性的失衡，等等。
这些问题的实质主要是国家与市场在我国社会保障中边界划定不清。
在社会保障中，政府到底应该走多远？
尤其是在具有国家福利传统的国家，在社会保障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家应该如何一方面将部分社会保
障的职责转移给市场，同时继续肩负着对国民养老的最终责任？
本研究通过对建立在福利国家“三支柱”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中的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的研究，解构其
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结构，探寻福利国家在社会保障市场化改革中的角色转变轨迹及其在强制性企
业年金制度中的角色定位。
袁妙彧编写的《福利国家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研究》重点研究强制性企业年金作为一种社会保障私有
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市场的新型的合作关系，是如何将国家与市场、养老金集体化与养老金私有化、公
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等较好地平衡于这一制度范畴之内的；并进一步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对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障“三支柱”制度体系以及企业年金制度的构建提出几点改革设想。

    全书的研究内容及各部分的研究方法如下：
    绪论部分从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基本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相关研究、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以及
《福利国家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研究》的创新及不足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简要交待。

    第一章运用制度变迁分析的方法，从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嬗变的脉络中梳理强制性企业
年金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嵌入制度，提炼出福利国家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福利思想和
价值理念；并通过对“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结构与功能的分析，推演出强制性企业年金在福利国家
兴起的动因。

    第二章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和国际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国内外的福利国家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的国别
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的文献进行整理与归纳，利用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波兰、瑞典、瑞士、芬兰
、冰岛八个福利国家的强制性企业年金的资料，抽象出强制性企业年金的制度结构。
在该制度结构的框架之下，对这八个福利国家的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进行横向比较，揭示出不同福利
国家的该制度的共性与差异，并以此作为第三部分对福利国家强制性企业年金进行制度评价的依据。

    第三、四章从养老金私有化与国家责任、养老金制度的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对福利国家的强制性企
业年金制度进行评价。
其中，第三章运用养老金定性研究的方法建立强制性企业年金私有化的测量模型，从八个维度重点分
析了制度的规则与制度的类型，用“制度的目标”、“计划的类型”、“对未覆盖群体的规定”、“
覆盖率”、“融资方式”、“受益资格”、“收益的形式”、“企业年金管理”八个指标对各国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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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企业年金制度的私有化进行了测度。
从制度的特征上测量和比较不同的福利国家的该制度的私有化程度，进而比较不同的福利国家在养老
金私有化进程中履行国家责任的不同政策选择。

    第四章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对强制性企业年金进行评价。
首先运用社会公平理论，从分配的公平的视角探究导致制度累进／累退性的制度环节，进而分析强制
性企业年金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然后运用世界银行提出的养老金改革的评价标准，从养老金充足性、可负担性、可持续性、稳健性及
养老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几个方面，对福利国家的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的效率进行了考量。

    第五章针对我国现行养老保障“三支柱”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借鉴福利国家在福利危机的背景下
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障的成功经验，特别是结合福利国家将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作为“第二支柱”
，较好地兼顾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经验，对我国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以及企业年金制度进行
了再设计。

    最后对全书的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讨论。

    经过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福利国家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研究》获得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1.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是一个结构性与功能性的整体，在进行企业年金制度的设计或是公共养
老金制度的改革时，必须从“三支柱”的整体布局的视角来进行全盘考虑。
企业年金的发展必然受到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的制约，同时企业年金制度也对其产生影响。
强制性企业年金对第三支柱自愿性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计划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2.养老保险的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在此领域的简单收缩，本研究发现建立在福利国家“三支柱”
体系内的强制性企业年金一致表现出较南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私人养老金更强的“去商品化”特征
，福利国家对制度的介入降低了该制度的“私有化”程度，也化解了部分私有化带来的风险。

    在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程中，福利国家的三种传统类型遭到挑战。
福利国家的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已经通过其不同的商品化程度对原有的福利国家类型进行了新的塑
造。
在此过程中，社会保障中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对立性正在逐渐弱化，代之以国家与市场的合作与融合
。

    3.企业年金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分配不公。
相对自愿性企业年金而言，强制性企业年金克服了覆盖面的问题，虽不一定完全解决了公平性的问题
，但至少可以通过制度的设计来规避这一风险，福利国家可能将促进社会公平的公共目标整合到这一
市场化运行的养老金制度中去。

    4.福利国家的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基本满足世界银行对养老金评价的首要标准：充足性、可负担性
、可持续性和稳健性。
强制性企业年金对国民储蓄有显著的影响，强制性企业年金对国民储蓄的影响的方向各国并不一致，
强制性企业年金对国民储蓄的影响的方向受到各国一定时期内的居民的自然储蓄率、信贷政策、居民
的消费、信贷习惯，以及强制性企业年金的供款率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5.《福利国家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研究》提出改革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障“三支柱”制度体系，将现
存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完全分离，将原有的个人账户改革为强制性企业年金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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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强制，雇主雇员共同缴费，市场化运作，从真正意义上构建起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
。
国家强制能够保证制度的覆盖面，市场化独立运作能够实现真正的基金积累，国家仅仅承担有限的责
任。
个人账户分离出来后，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现收现付，以社会保险税或其他税收的形式筹集资金，养
老金水平均一，覆盖城镇所有从业人员，自愿性企业年金和自愿性的商业保险作为第三支柱对第一、
第二支柱形成补充。

    《福利国家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研究》对我国强制性企业年金的制度框架提出几点设想：建议我国
的第一支柱社会养老保险和第二支柱强制性企业年金合计实现60％的目标替代率，其中强制性企业年
金和社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各为30％。
我国强制性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可先参照现行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覆盖范围，并逐步扩大，最终的
目标是覆盖所有的城镇职工；供款方式为企业和职工共同供款；待遇支付方式为缴费确定型；运作模
式采取信托式管理；税收制度采取EET模式；监管方式上建议组建专门的监管机构，实行专门监管。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福利国家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