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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养老金缺口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也未能例外。
中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按照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
定》运行的，由于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名不符实，
养老保险资金收不抵支、资金缺口严重。
为此，2000年底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其主要特点就是由 “统账
结合”转向“统账分离”、做实个人账户，这一方案2001年在辽宁试点，2004年推广到吉林、黑龙江
，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又决定将在山东、河南等8省区推行试点方案。
在总结辽宁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05年 12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的决定》，其核心任务就是要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保障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逐步做实
个人账户，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制度。
该决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入了大力推广阶段。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不足问题．逐年扩大的资金缺口已使现行养老
保险制度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
随着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公共财政体系的逐步建立与完善，面对日益严重的养老金
缺口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包括政府都提出要由国家财政来承担弥补养老金缺口的重任。
那么养老金缺口由财政承担，财政是否应该承担？
财政又能否负担得起？
如果财政能够负担，又该采取什么方式来负担才能够做到既满足养老金支付需求、促进养老保险事业
的良性发展，又不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呢？
这些就是本书试图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
 　　从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来看，对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模式、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以及对体制
转轨产生的隐性债务、基金缺口等方面的研究较多，而涉及养老金缺口财政支付能力的研究成果相对
较少，而且缺乏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分析。
由于养老金缺口财政支付能力问题是一个多学科交叉问题，因此，本书综合运用宏微观经济学、新制
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财政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人口学以及保险精算学中的相关理论对中国
养老金缺口的财政支付能力问题进行研究。
同时，研究中还运用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以定量分析为主，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突出强调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现实状况的有机结合。
一方面以宏观和微观经济理论为依据，对养老金缺口财政支付能力进行理论分析，另一方面运用人口
数据、宏观经济数据和养老保险数据实证分析养老金缺口财政支付能力并提出实现养老保险长期财务
平衡的对策，努力从中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化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证基础，
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本书分为序言与正文两部分： 序言主要阐明论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
文献进行了综述。
此外介绍了本书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创新与不足之处。
 　　正文部分共分五章。
第一章是本书的理论基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索养老金缺|口财政支付的理论依据。
本章主要阐述了养老保险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公共财政支出的基本理论；建立了财政支出优化的理论
框架，并对公共财政中的养老保险支出进行了详细分析。
 　　第二章是养老金缺口与财政负担状况分析，其主要目的是为本书的后续研究奠定实证基础。
本章在介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养老金缺口的现状以及财政对养老保险资
金现实缺口的支付状况，接着分析了养老金缺口的成因，并且以完善现行制度的规定为基准预测了未
来时期财政对养老金缺口的负担状况，最后分析了中国养老金缺口的财政责任。
 　　第三章是本书的重点，主要从实证的角度测算了养老金缺口的财政支付能力并设计了利用财政手
段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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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首先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构建了一个养老保险财政最优支出规模的计量经济模型，
并对中国养老保险财政最优支出规模进行了测算；接着探讨了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中的养老金缺口支付
能力，主要是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通过财政支出结构
调整提高养老金缺口财政支付能力提供实证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测算了调整支出结构可增强的养老保
险支付能力；然后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财政总量增长中的养老金缺口支付能
力并对其进行了测算；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设计了一个利用财政手段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具体方
案。
 　　第四章重点分析了养老金缺口财政支付的经济效应，本章以实证研究为现实基础并结合理论研究
，把养老金缺口财政支付问题放置于整个经济系统中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收入再分配、消费和公共
财政的影响。
 第五章是完善养老金缺口财政支付的策略选择。
为了使养老金缺口的财政支付具备可持续性，国家必须采取一些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达到预期
目标。
本章主要是在以上各章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完善养老金缺口财政支付能力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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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中国目前正在着手建立规范与开放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
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是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主要立足点之一。
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能否正常和有序地进行，关系到中国社会
经济能否健康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结构在过去的20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在未来几十年中也将不断加
强。
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年人口正以世界罕见的3％的速度增长。
发达国家60岁以上人口比重从7％增长到10％用了50-100年的时间，而中国仅用了10年。
中国是世界上总人口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至今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亿之多，占世界老年人
口的20％，占国内总人口的10.2％。
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以4.3亿左右，占到总人口的25％以上。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从1995年的6.7％上升到2050年的20.6％。
中国在职职工与退休的比例2000年为5：1，2001年为4.1：1，预测2020年为2.2：1，2030年下降为1.8：1
。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赡养率不断上升，以支定收的社会统筹缴费也不断上升，国家
和企业负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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