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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使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我国在1997年便开始由完全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
式转轨。
时至今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当中，长期困扰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一个难题便是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
什么是养老保险隐性债务？
其规模到底有多大？
对社会养老保险改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一问题能否解决？
如何解决？
由谁来主导解决？
这一系列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能否顺利转轨，也关系到养老保险制度能否实现可持续发
展。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众多的学者开展了对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的研究。
但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一是对隐性债务的含义把握不准，二是测算隐性债务规模
的口径太窄，三是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解决办法与定量测算脱钩，等等。
因此，已有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的参考价值有限。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有关部门都迫切希望能够对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我
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本书是在我们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研究”　（批准号
：04BJY087）的基础上形成的。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曾被编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成果要报》2008年第26期（总第486期），并获
得多位领导人的批示。
　　本书通过构建精算模型，测算了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包括计划终止时债务、当前
参保人口债务和开放系统债务。
国内已有的测算大都针对计划终止时债务，但实际上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依然保留了现收现付制，所以
仅仅测算计划终止时债务还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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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里我们很愿意与同行和读者分享本书提出的两个主要观点：第一，政府不要过分依赖扩面“新人
”的缴费来解决“老人”和“中人”的隐性债务。
短期内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迅速增加会大大缓解社会统筹基金的支付压力，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但
是，扩面“新人”的缴费在本质上不能替代政府的偿债责任，他们在缴费的同时也积累了未来领取养
老金的权益。
　如不提前制定对策，等“新人”开始退休后，养老保险的扩面潜力肯定越来越小，那时候如果爆发
养老金支付危机，可能会对整个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所以，我国政府不能寄希望于依靠扩面“新人”的缴费来解决“老人”和“中人”的隐性债务问题。
对于“新人”，则要建立起其缴费和养老金收益的自平衡机制。
第二，我国政府完全有能力解决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
根据本书的测算，通过制度内调整，缩小隐性债务规模，制度外压缩财政“越位”支出、控制不合理
支出，就足以填补“老人”和“中人”的未来养老金收支缺口。
另外，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为我国利用变现国有资产的收入解决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
政府应该有信心主动解决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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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书首先从考察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状出发，分析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起源及
定义，并对隐性债务进行三个层次的划分；然后以国发［2005]38号文的相关制度规定为依据，构建精
算模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上对三个层次的隐性债务规模进行测算分析；最后，在测算结果的基础上
，分析制度内与制度外各种偿还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办法的可行性和效果，并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合适可行的解决方案。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测算了2001-2075年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隐性
债务在2001年1月1日这一时点的精算现值。
第一层次的隐性债务是计划终止时的债务，第二层次的隐性债务是2000年当前参保人口债务，而未考
虑扩面人群的影响，第三层次的隐性债务是开放系统债务，考虑了未来扩面人群的影响。
国内学者通常所测算的是第一层次的隐性债务，这仅仅能够告诉我们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终止那一
时刻所需要清偿的债务规模是多少。
而事实上，我国现行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中依然保留了现收现付制成分，并没有终止，因此，
仅仅测算第一层次的隐性债务规模参考价值有限。
测算三个层次的隐性债务规模，可以更好地反映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偿付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前景
，据此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更具有合理性。
　　（2）测算了扩面人群未来缴费与养老金收益的精算现值之差，得到分性别年龄扩面人群未来养
老保险的收支缺口，而不仅仅是关注测算期间内社会统筹基金的收支缺口。
未来几十年，我国养老保险所覆盖的人数将迅速增长。
在测算期间内，很多新扩面的人群还没有达到退休年龄，如果只考虑测算期间内社会统筹基金的收支
缺口，显然是不全面和不恰当的。
所以，本书测算了扩面人口从开始参加养老保险制度到退休领取养老金直至死亡这一过程的净收益或
净损失情况，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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