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OOO年第6卷第 1期 

JOURNAL 0F CHONGOING IvERsr (s Sciences Edition)Vol 6 No 1 20O0 

重庆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政策运行模拟模型 
／ 

查德利凸安 然 丹 

(董蘸买孚-T商瞢莛孚 重庆 400o44) 

}々 ‘{ ÷’ 

摘要 在分析研究工商重庆市新的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和重庆市经济社套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采用精算学、统计学等方 

法．构建重庆养老垒制度改革的运行模拟模型，对当前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 了定一陆和定量预测，并根据对模拙结果的深八分 

析 ，提 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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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制度是国家制定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它不仅与 

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深人发展，促进企业转轨建制的一 

项重要配套措施。 

近年来，各地区和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16号)要求，制定了 

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台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促 

进了养老保险新机制的形成，保障了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 

养老金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制度改革的试点运 

行，制度模式转变过程遇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和问题，需要对 

改革方案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我们以重庆地区养老保险政 

策为侧，对当前政策运行教果进行模拟分析，探索养老金制度 

从计霓 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中平稳过渡的优化方案。 
一

、 模拟 目标与模型框架 

为实现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养老保险制度的 

目标，养老保险模式选择及其运作必须遵循保障水平与社会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原则。那么反映保障水 

平的指标是养老金替代率 即养老退休金与退休前工资的比 

率。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承受能力反映在企业交纳的社会 

统筹基金在养老保险中的比例 ，最后反映在养老保险基金的 

余额水平上。 

政策运行模型的模拟对象是重庆市各个年龄段的职工 

企业交纳的社会统筹基金将采用分配给职工与退休人员的形 

式，在数据文件中设立社会统筹特征变量，且社会统筹分散储 

存在职工和退休人员名下。筹集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 

交纳，并存人个人帐户，直到退休。当职工到年龄退休后，就 

将根据养老老保险发放政策，养老金从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 

帐户中开列。 

模型的总体构图圉 1所示： 

二、运行模型的构建 

(一)政策蒂款分析 

重庆市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政策运行模型是根据重庆市人 

民政府渝发(1998)《重庆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并参照 1995年国务院第 6号文件《企 

业职工基金养老保险与个人帐户相结台两种实施办法》的条 

款建立的。《实施办法》依据国务院关于“将个人领取的养老 

保险主要储存在个人帐户上，个人帐户中个人缴费的比例逐 

年上升，企业的缴费比例则逐年下降，养老金主要从个人帐户 

中支付”的规定。同时考虑到我国从 1988年以来进行的养老 

保险改革实践，为保证这些试验地区储存和发放养老金政策 

的连续性，并对个人帐户构成作了具体的规定。重庆市 1995 

年开始建立的个人帐户的保险金额一次性补记人新的个人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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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从 1998年开始按本人工资 11％的缴费数额建立基本养老 

保险个人帐户 = 

养老金发放分老人、中人、和新人三类不同条款，老人是 

1997年已退休者，中人是指个人缴费的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 

l5年的参加工作者，新人是指个人缴费的视同缴费年限累计 

未满 l5年的参加工作者。对于“中人” 在发给20％的基础养 

老金的个人帐户养老金的基础上，还要确定过渡性养老盒 

过渡性养老金的确定比较复杂，建议采纳指数推算法，即 

以指数化平均缴费工资的一定比例乘以工作年限，推算出改 

革前应记人帐户的过渡性储存额。设 ,Vl、N、R、T、n、r分别表 

示过菠性养老金、指数化平均缴费工资、计发系数(1 0 

1 4)、视同缴费的年限、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本人缴费工 

资平均指数。 

图1 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政策运行模型构圈 

则 M=N·R·T N=n·r 

这种方式能较切合实际地反映出对参加者以前劳动贡 

献的判断；加之计发系数R(1．0—1．4)又有一定弹性，所以兼 

容性 、适应性较强。 

(=)人口状况分析 

重庆市是我国幅员最大的直辖市．也是我国重要的老工 

业基地。养老问题比较严重，全市总人口为3042 9万人，出生 

率继续保持低水平增长 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逐年降低趋势。 

按国际通用标准．印岁或 印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 

过 10％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称为“老年型国家”或“老年型地 

区”。1997年柬 ，重庆市 印 岁和 印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 

达 13 2％，这表明重庆市已经进^人口老年化。1997年重庆 

市城镇经济单位离、退休职工人数为83．38万人，在职职工人 

数为289．29万人，赡养率(退休人数／在职职工人数)已高达 

0．28，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还会加快。结台以上的分析，并根据 

重庆市劳动局、重庆市公安局提供的1997年重庆市城镇职工 

状况和居民年龄结构等统计资料，我们对重庆市未来的人口 

变化趋势(其中不考虑职工下岗，乡村城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 

响)。得出如下的预测结果：总人口从 1998年开始低速增长， 

增长率逐年降低．到2015年左右开始零增长，人口总数缓慢 

下降。职工数从 1997年的289万人，下降到 2025年近 150万 

人，退休人数从 1997年的82万人到2025年将超过150万人 。 

老年人口比例则从 13％上升到加％。退休人员与职工的人 

数比例(赡养率)1997年是 0 28，以后逐年上升，到2025年将 

超过 1．00。 

(三)基本假定 

在模拟过菠时期内，人口政策、就业政策、养老金筹集和 

发放政策以及相关经济政策无变化； 

模拟期间，职工性别、年龄、行业分布仍然保持 1996年的 

分布状况，并按 1996年的人口比例充分就业； 

职工全部参加养老保险，缴纳统筹和个人帐户的费用，缴 

费率为 100％，且无提前退休者； 

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率通常等于或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 

利率，且不同发展阶段养老保险基金增值率逐步下降．假设有 

1998年 一2OO5年为 5％；加06年 一2015年为 4％；2016年以后 

为 3％； 

假定通胀率：1998年一2005年为5％；2006年一2015年为 

4％；2016年以后为 3％； 

工资增长率也是一个与模拟结果关系密切的参数。因 

此，假定实际工资增长率(扣除通胀率)有如下预测：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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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OO5年为 4％；2006年 一2015年为 3％；2016年以后为 2％ 

据统计分析，职工工资与职工年龄成线性关系，故假定 1997 

年 40岁参加者 的工资为当年重庆市职工年平均工资 5502 

元，按工龄工资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便得到了按年龄分布的 

人均工资额 ，例如：1997年 59岁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 ： 

×(1+ )=545．旺( 

在以上的假设条件下运行，可保证此模型是一个基本符 

合重庆市近期人口状况情况下的充分就业、充分筹集养老保 

险基金的理论模型。模型结果可以反映出近期养老保险政策 

执行的效果，中期过渡时期将要出现的问题，以及假如长期执 

行当前养老保险政策的结果，并为预测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 

潜力提供定量的依据。 
‘

(日)基本养老金发放算式 

建立个人帐户后参加工作的职工，退休时基本养老金 T 

由基础养老金(20％A)和个人帐户养老金(K／~20)组成。 

T=20％A+K／120 (1) 

建立个人帐户前参加工作，且在建帐后退休的职工。 

基本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 +个人帐户养老金 +过渡性 

养老金，即： 。 

T=20％A+K／120+(1 4％AQMI+7o)(im／M) 【2) 

其中 T-_月基本养老金； 

K1|个人帐户累计储存额； 

A一职工退休前一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 

I卜 缴费工资平均指数； 

Q=(xL／A1+X2／A2+x／A3+⋯⋯x／A玎)÷n 

式中：Xl、X2、X3⋯⋯ 分别为 1993、1994、1995年直至职 

工退休前一年的缴费工资；Am、A2、 分别为 j993、1994、1995 

年直至职工退休前一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n为 1993、1994、 

1995年直至职工退休前一年的实际缴费年限。 

M 一建立个人帐户前的实际缴费年限和实行个人缴费 

前视同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 

全部工作年限。 

(五)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精算模型 

养老保险翩度的改革目标就是赡养老年人由下一代人 

承担过渡到由自己养自己，那么在过渡时期养老保险基金的 

筹集支付平衡是最基本问腰，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养老 

基金在宏观上要保持收支平衡．养老基金的筹集和支付要满 

足以下不等式： 

z(【)·P(t一1)·G(【)·c(【)≥x(t)·砥t一1)·L(t) (3) 

其中Z(t)、x(【)、P(t)、G(t)、L(t)、C(t)和 T(t)分剐为t时 

刻的职工人数、退休人数、平均工资、工资增长率、增值率、基 

金筹集比例，且T(t)是养老基金筹集参数H、增值率Z和一系 

列针对不同人的退休金发放参数d(集中表现在替代率上)的 

函数。 

引人退休人员和职工人数的比例S(t)和上一年平均退休 

金与平均工资的比例 D(t，x)： 

s(t)：X(t)／Z(t) 

D(t，x)=T(【一1，o)／F(t一1) 

不等式简化为： · 

(4) 

(5) 

s㈩ 酱 ( ) 
养老保险基金的年度基金余额增量 (t)的宏观指标公 

式为： 

(t)=J(t—OL(t)+z(t)F(【_1)G(t)c(t) 

一 x{t)P(t一1)D(t，)L(t) (7) 

其中 J(t一1)为(t一1)时刻的基金累计金额。 

将(6 6)式的关系代人(6．7)式，并引人工资总额 ZGZ(t) 

=Z(t)*P(t～1)×c(t)，其积分为养老基金的累计金额 

J(z)=l{J(f一1)·L(z)+z (c)．L1一X(1) 
J 0 

× 皿 ]) (8) G( ) ( ) Jm 、u 
三、模拟结果分析 

(一)替代率分析 

我们用所设计的模型对重庆市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政策运 

行效果进行了模拟。各个年龄段的男女职工个人帐户养老金 

积累数额，退休前工资，退休后每月顿取的退休养老金以及替 

代率(养老金／退休前工资)等各项数据，如表 1所示。 

从表1可见：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其替代率都在 o 5— 

0．85之问波动，表明新的养老金制度模式能基本保障职工退 

休后的基本生活水准，为了使养老金综台替代率维持在 70％ 

以上，必须通过强化补充养老保险的形式来实现。替代率先 

随年龄增长而降低，到一定年龄后(男 44岁，女39岁)，替代 

率叉随着年龄增加而上升，形成较为平坦的u字形。一方面 

是因为职工越年轻，其养老保费的缴纳年限就越长，个人帐户 

上的资金积累就越多．因而其替代率越高；另一方面到达一定 

年龄后，为了使养老金制度新旧办法过渡．对工龄较长而在新 

养老金制度下交费年限较少的“中人”职工实行系数调整而造 

成替代率随年龄不降反升。过渡性养老金确实对提高 56岁 

一 59岁的“中人 职工的替代率水平有显著作用，但这也加重 

了国家财政负担．并通过社会统筹把这过渡成本又转嫁到“新 

人”职工身上。女性职工的替代率普遍比男性职工的替代率 

低。这是因为女性职工比男性职工的养老保费缴纳年限平均 

普遍低5年(女性退体年龄55岁．男性退体年龄 60岁)．因而 

积累的养老基金较少．发放的退休养老金也较少。另一方面 

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大3—5岁，养老金发放期限较长，相对 

男性需要更多的养老基金。因此．相同年龄的职工，女性职工 

比男性职工更需要投保补充养老保险来满足自己的养老需 

求。我国目前平均基本养老替代率为 82％．新的养老金制度 

的实施．将会使替代率逐步降为55％一60％。但我们认为， 

基金替代率还有下调的空间：首先，目前职工收人中有相当部 

分是未算工资的实收分配，随收人工资化、工资货币化的深人 

改革，计算替代率的基数将增大，即使比倒下调，诅体金的绝 

对数额仍会增加。其次．从世界各国情况看，基金养老金的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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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柬平都不高，发达国家一般为30％一40％，发展中国家一 

般为50％一60％，即便如此，许多国家仍窘于负担过重。再 

次，国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职工办理补充养老保障，但 

60％的替代率给补充养老保险所留余地太小，大多数企业无 

力承受这笔新的福利开支。 

表 1 重庆市社会养老保险运行模拟 单位：元 

年龄 缴费年限 退休年份 个人养老金帐户奈额 退休前月I资 月退休养老金 替代率(男性) 替代率(女性) 

20 40 2o37 257487 4594．87 3064．77 0． 0 6296 

22 40 2∞5 2： ，954 4167．68 2716．49 0 6518 0．6150 

24 38 2∞3 199368 3780．21 2417．44 0 6395 0 6014 

26 36 2∞ 1 176513 3428．76 2156 69 0 6290 0．590已 

28 34 2029 1558l1 3109．99 l920 42 0 6715 0 5817 

30 32 2027 141398 2875． 1753 39 0．6098 0 57舶 

32 30 2025 127338 2658 43 1595 59 0．6002 0．5672 

34 28 2阻3 l1∞01 2457 87 l 1458．25 0．亏933 0．5609 

36 26 2021 l05695 2272 44 1335 29 0 5g76 0 5561 

38 24 2019 96489 21∞ 99 1224．25 0．S8 0 5524 

40 22 2017 88228 l942 49 1123．73 0 5785 0 5595 

42 20 2015 810 1 94 1034．28 0 S759 0 5682 

44 l8 2013 70429 1568 64 900．71 0 研42 0 5873 

46 、 l6 201l 57547 1370 11 807．68 0．5895 0．6143 

48 14 2009 46312 1291．46 780．30 0(~042 0．65l1 

50 12 2007 35777 1217．33 759 0l 0． 0．6998 

52 10 姗  2l921 1063 26 69l 0．65o1 0 7530 

54 8 2∞3 13174 878．72 601 66 0．6847 0．8094 

56 4 20o1 9258 726丝 530．87 0．7310 

58 4 1999 6325 60o l8 拍5．62 0 7758 

60 3 1998 4082 545 62 445 87 0．8259 

(二)补充养老保险的市场预剥 

根据持久收入消费理论计算．退休后工资是退休前工资 

的85％比较合理。根据85％替代率的退休前工资减去社会 

基本养老盘，就可能是补充养老保险的潜在市场假设 ，我们计 

算出 1999年的重庆市国有经济各部门职工 、补充养老保障市 

场的潜在容量是 71亿元(见表 2)。 

1998年重庆市1434亿元．如按7．5％的经济增长率．1999 

年GDP达 1542亿元，7l亿元的养坶潜在市场仅 占GDP的 

4 6％，而美国的寿险深度(寿险收入占GDP比重)已达11％， 

日本6 2％，韩国9．3％，因此这一潜在市场的预测仍较保守。 

但根据目前重庆补充养老保险市场的发展．这一潜在市场的 

挖掘还远远不够。1998年重庆的寿险保费收入为 13．5亿元， 

比1'997年的10 6亿元增长 27 6％，比1996年的3 8亿元增 

长255％，但与高达70多亿元的潜在市场相比，仅是潜在市场 

容量的五分之一。 

表 2 国有经济各部门1999年补充养老保险保费预测 

单位 ：元 

人数 年均 保费(亿元) 人均保费 总保黉 
部 九 

万人 工资 男 女 男 女 “己元 

制造业 93．47 6028 19 38 l0 88 撕  3126 30 26 

能菲 4．54 啦  l，80 1 14 6l84 6782 2 94 

建筑业 9．28 6279 2．47 0．85 l7 3947 3．32 

地质 1．21 724l 0 47 0．19 5366 5830 0．66 

交通邮电l15．43 8430 6 47 0 28 5824 6413 6 75 

商 贸 18．0l 4861 2．13 2 29 2573 2983 4．42 

http://www.cqvip.com


查德利等 重庆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政策运行模拟模型 

(续表) 

金融保 险 3．34 9445 1 42 1 21 7咖  8459 2 63 

房 产 1．08 6210 0 18 0 2O 4579 5116 0 38 

社喜服务 5 29 59ll 0．3 0．72 262O 3∞1 l 

l怅 卫 6 16 76o1 1．18 0 15 3981 4453 l 33 

文 教 30．41 57鹋 5．29 3 71 2778 3185 9 00 

科技服 务 3 48 7934 0．83 0．46 3S72 3944 1 29 

机关 19 2o 6615 5．17 1．65 3453 3793 6．82 

其他 0 24 6582 0叽 0．04 4096 4645 0．11 

合计 21I 14 47 49 23．" 71．26 

( )收支平衡分析厦对策建议 

为了考察过渡时期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平衡，我们对养 

老保险基金的支付模型进行了模拟，模拟结果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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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A一养老保险基金的年度存额 

H_瞻养率 

c'I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金额 

图 1 养老保险基金的年度余额和累计余额 

从模拟结果中我们看到．执行养老保险政策的初期，养老 

保险基金每年都有余额，累计额逐年增加，这个过程持续 10 

年左右 ，直到退休职工比约大于0．45时，年度存额开始出现 

赤字．累计金额开始下降。此后，赡养率增加速度加大．基金 

累计余额加速减少，只近5年的时间，退休职工比达0．63．养 

老基金就将出现赤字 ，由此可见，在人 口状况(人口政策、就业 

政策和养老保险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当前政策可以正常执行 

IO一15年左右。为了避免将来出现养老金支付危机，我们必 

须在 2005—2010年期间，对当前养老保险政策进行调整。根 

据公式(8)，我们可调整系数替代率、赡养率和增值率： 

(1)在工资货币化与大力发展补充养老保险的基础上、逐 

步调整养老盒替代率，以维持这一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并切实保障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 

(2)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的人口低出生率、低死亡率、 

低自然增长率．加快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从图 1可以看出，到 

2010年，重庆市人口赡养率高达柏％以上，在职人口无论如 

何也承受不了如此重负 为了减轻国家财政和在职职工的负 

担，保证养老基金的收支平衡 ，可采取下列措施以降低赡养 

率。其一，加快城市化发展进程，接受来 自农村的剩余劳动 

力，扩大职工队伍。其二，有计划地阶段性延长退休年龄。其 

三，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筹集范围，三资、私营企业职工和城镇 

个体劳动者都可纳入统筹范围。 

(3)提高养老基金的增值率。根据我国现行政策规定，养 

老保险基金的 80％用于购买国家特种定向债券和存人银行 ， 

这样风险较低，但同时降低了投保者未来受益水平．大大弱化 

了部分积累式的自我保障功能，甚至导制支付危机。因此．必 

须考虑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拓宽养 

老基金的投资渠道，提高养老基金投资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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