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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
化 “四化同步并举”的历史发展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
题，应对老龄化社会到来等一系列民生保障课题摆到了
议事日程。针对河北省目前社保系统存在的城镇职工养
老金调整机制运行中，存在非制度化的问题，本课题通
过深入调研和系统的分析，研究养老金待遇调整的适度
标准、设计保障水平有别的梯度性调整方案，为解决基
本养老金待遇调整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和可行性方
案。在课题研究中，首先明确了该选题研究的目标和基
本思路，通过调研获取了一手数据资料，分析了现状问
题和存在的原因; 其次，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运用
现代经济理论和系统分析方法，集中研究了城镇职工养
老金待遇的调整措施、运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等问题，

认为由现行职工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造成或衍生出的两
个系统性的基本问题，即养老金待遇的 “倒挂”问题，

以及长期内养老基金收支平衡的运行机制问题，成为本
项研究考虑的近期和长远之突出问题。前者关系城镇职
工养老保障政策的公平性，后者关系该项政策稳定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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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 再次，本研究还包括了河北省城镇职工养老
金待遇的需求分析、不同地区的差异性研究、养老基金
的筹措和调节管理机制设计等关键问题。

根据研究进展情况，我们把主要成果汇集成书，全
书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本项研究的立
项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和主要研究方法; 第二章
开展了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的理论与机制分析，以中国
“统账结合”的养老金制度分析为重点，讨论了制度设
置层面的主要问题，尤其针对存在的养老金待遇差别及
其原因，养老金 “倒挂”现象等，提出了养老金待遇调
整的一般理论框架; 第三章联系河北省城镇职工养老金
待遇水平现状进行实证研究，从河北省城镇职工养老金
计发政策，到不同退休群体的养老金水平计算公式，对
不同退休群体养老金水平进行分析，尤其是探索了河北
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倒挂”问题存在的原因; 第四章
重点针对调研活动的成果，开展了河北省城镇职工养老
金需求调查与数据分析，包括城镇职工养老金调查满意
度分析、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析、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 CPI) 涨幅分析、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与
工资增长率分析、河北省城镇职工平均收入与养老金替
代率研究等; 第五章是基于粗糙集理论的城镇职工养老
金调研数据挖掘研究。主要是基于粗糙集理论构建了河
北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满意度评价模型，在复杂的
多因素、多变量的数据结构中发现某些必然的因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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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系，从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明确方向; 第六章提出
了河北省城镇职工养老金待遇调整思路，以及有关配套
措施和政策建议，主要是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养老金待遇
水平调整的启动机制、城镇职工养老金待遇调整的基本
目标、河北省养老金调整的合理区间、养老金水平调整
改革方案设计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及完善相关配
套政策等措施建议。

本书的完成，主要是针对选题设计的研究内容，结
合河北省的实际情况，总结我省地方经验，开展深入研
究。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是实证性分析与规范性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发放调研问卷和开展典型地区的调
研座谈会，通过大规模调研获得大量一手材料，从理论
和实践上进行大胆探索，这在我省还是第一次。而调研
活动中反映的各地区、不同职业城镇退休人员，尤其是
长期在一线从事社保工作同志们的经验和看法，通常会
给此项研究带来许多鲜活的案例与启迪，但本书所能做
到的是尽力捕捉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总结他们的看法和
意见。因此，寄希望本书和此项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和效果。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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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意义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价水平的不断上升，城镇职工的养
老金待遇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伴随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养
老金待遇调整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尤其，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基金支付压力持续增大，基金缺口呈扩大
趋势。适时地、规范地建立稳定的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调整基
数、调整比例、调整幅度、调整周期，以及启动机制等，需要展
开系统的前瞻性研究，为政府相关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可操作的调整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012 年 4
月，河北省立足本省社会经济发展现实以及社保体系发展实际，
适时提出在 “十二五”期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
制度，参保人数进一步扩大，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实现高效快捷
的管理服务。根据规划要求，“十二五”末，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达到 1280 万人，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年均增长
10%。城镇居民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参保
率达到 90%以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 95%。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
分别达到 75%、70%。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800 万人，失业保
险参保人数达到 510 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700 万人，社
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 4000 万人。

在理论上，本课题研究能够促进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的
·1·



调整，完善机制问题并充实和丰富有关实证理论研究。目前关于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已有
研究也较少对不同经济时代的退休群体进行细分，而且缺乏实证
研究。本课题尝试从保障退休人员个体生产公平和缩小不同群
体之间待遇差距的视角进行探索，将不同经济时代退休人群细
分为 “老人”“中人”“新人”群体，通过设计系列养老金待遇
调整方案，并考察分析其实际调整效应，提出科学的应对措施。

在实践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及其科学的调整机制，
关系到河北广大城镇职工参保人员和离退休人员的生活，是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本课题提出的养老金待遇系列调整方
案及相关配套政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可以为优化完善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提供系统思路和改革参考，有利于
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协调不同群体之间待遇差距; 有利于
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 “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正常
调整机制以增强制度公平性”的目标。

二、研究的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

首先，分析总结不同退休群体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的保
障水平现状，通过发放调研问卷和典型地市座谈，了解城镇职工
和相关工作人员对当前养老金的缴纳与发放的社会满意度测评和
意见; 其次，对调研数据进行挖掘和系统的分析，运用现代经济
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设计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
的系列调整方案; 再次，分析考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系
列调整方案的实际效应，在调整机制上进行探索与创新设计 ;
最后，基于有计划分步骤地完成上述阶段性目标，经过综合
的系统分析与评价提出河北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
的相关配套政策与建议。具体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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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
( 1) 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的保障水平现状分

析。主要阐明养老保险政策演进历程中的不同人群养老金待遇计
发和调整政策，依据相关政策建立不同退休群体养老金待遇水平
测算公式，运用测算公式分析评价不同退休群体养老金待遇的保
障水平状况。

( 2) 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方案设计。通过
总结归纳发达国家的相关有益经验，设定 “老人、中人、新人”
养老金待遇调整的适度标准，通过考察城镇居民不同层次消费水
平与工资之间的量化关系并结合通货膨胀等影响因素，设计养老
金待遇调整的具体系列方案。

( 3) 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的实证分析。以
系列调整方案为基础，测算分析 “老人、中人、新人”群体的养
老金相应水平，从保障退休人员个体生存公平和缩小不同群体之
间待遇差距的角度分析考察养老金待遇系列调整方案的实际效应。

( 4) 河北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的相关配套政策与
建议。主要从建立健全养老金水平动态评估机制、优化财政转移
支付结构、发展养老保险多层次体系、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改革等宏观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三、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 主要研究方法
( 1) 采用问卷与典型调研相结合。以河北省城镇职工养老保

障需求调研为基础，结合河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基于
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进行问卷设计。问卷涉及的问题包括 37 项，
发放到全省 11 个地市，收回问卷 2023 份，经过删选录入计算机
的有效问卷 1645 份，获取了一手的资料。开展典型调研的重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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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保定市、张家口市、邯郸市和唐山市。
( 2) 通过数据挖掘分析运用系统方法构建模型。根据河北省

城镇职工养老金的收支情况，供需满意度测评，系统分析不同养
老金方案的调整措施的系统优化路径及其政策效果。首先是对调
研问卷进行数据挖掘，采用粗糙集理论和模糊分析方法，发现主
要变量的决策函数关系; 其次，运用现代最优控制理论为分析工
具，以稳定的反馈控制原理设计城镇职工养老金待遇调整方案，
构建我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障供求预测模型; 最后，运用人工智能、
神经网络理论和复杂系统领域的有关成熟理论成果，对我省城镇
职工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运行的社会经济效果进行仿真研究和科
学的预测。

( 3) 以新制度经济学规范分析范式为框架。由于我国尚未建
立国家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金待遇调整制度，尚未形成正常的调
整机制，基本养老金 “倒挂”问题尚待解决，特殊调整政策形成
的矛盾也有待消化。在研究中，为了追求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的
正常化、合理化、科学化。考虑公平、适度和衔接三个原则，建
立科学的指标体系，以期达到两个基本目标: 一是养老金购买力
水平不下降; 二是保证企业退休人员适度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因此，研究时需要把握的基本观点是，从制度规范分析设计的内
生化出发，寻求稳定均衡的发展目标，所以主张采取渐进微调式
制度设计，建议采用负反馈式的调节机制; 选取标识主要矛盾的
变量，运用动态博弈理论，以均衡 ( CGE) 为基本分析工具，结
合我省城镇职工养老金待遇调整与管理模式开展理论和实证层面
的系统研究。

( 4) 运用了政策调节中的反馈控制原理。该研究过程的基本
控制机理是稳定均衡的负反馈原则，及其逻辑结构如 ( 图 1. 1 )
所示。

·4·



第一章 绪


论

图 1. 1 城镇职工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建设的逻辑分析结构

图 1. 1 中，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抽象的定义了一个城镇职
工养老金待遇的管理运行系统 G ( E，C) 和一个政策调节反馈系
统 F ( E，C) ，他们在养老金的收支管理过程中能够合理性的发
挥积极地政策作用，其中，C 为调整变量的输入，E 为系统输出
的结果。假定，方案中的政策调整变量与调整响应效果呈因果比
例关系，即 Ci∝Ei，则反馈核的调节作用使得! 1 / ［1 － G ( E，
C) × F ( E，C) !≤1，则被认为这样一个管理过程的调整机制
产生了稳定的调节作用。课题的研究不但包括完善系统的管理运
行机制设计，还要涉及消除某些制度上的障碍，以及建议某些
必要的持续性调节措施，以期达到系统追求的合理性目标。

2. 研究的技术路线
本研究具体的技术路线如图 1. 2 所示。在研究过程中，注重

实证分与规范分析的有机结合与论证，从河北省城镇职工养老金
待遇发展的现实情况出发，选取典型的地区市和县城进行典型调
研，梳理有关研究成果，收集基础数据，构建经济分析评价模型，
动态模拟我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障的运行情况，研究构建正常的、
相对稳定合理的城镇养老金待遇调整方案与机制设计。

·5·



图 1. 2 研究的技术路线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1. 国外的有关研究及发展趋势
( 1) 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从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历程来看，19 世纪末，德国政府率先推行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使
之成为最早实施社会保险的西方国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随后在
世界范围内推广，其标志是德国于 1889 年颁布的 《老年和残障社
会保险法》。在英国，凯恩斯 1936 年公开发表的著作 《就业、利
息和货币通论》，首次指出了要通过国家强烈的行政干预手段，
扩大全社会的公共福利支出并逐步建立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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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促进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实现社会人员充分就业，其次他还
指出了建立累进税制以及低薪资制度，尽力缩小贫富之问的差距。
1942 年，英国贝弗里奇爵士提交的 《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被
称为著名的 《贝弗里奇报告》。联合国在 1947 年发表了重要的
《老年问题专家小组会议报告》，呼吁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要 “把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作为制定老年政策的重要目标”。到了 20
世纪的 80 年代，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高达
40% ～50%。后来，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都紧锣密鼓地建立具有
本国特色的养老保险体系和保障制度。截至 1996 年，全世界已经
多达 166 个国家、地区在不同的范围内实行了各种各样类型的养
老保险制度。

2005 年世界银行在报告——— 《21 世纪的老年收入保障———
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国际比较》中提出了 5 个支柱的概念: 零支
柱———政府提供的不需个人缴费的最低收入保障; 第一支柱—国
家强制缴费并与职工个人的收入挂钩的老保险; 第二支柱———国
家强制执行缴费的职工个人账户; 第三支柱一一民众自愿主动缴
费的企业年金; 第四支柱———家庭中成员之间或者代际之间的家
庭养老保障。

国外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主流学派: 政治
经济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在理论上的直接来源
是 20 世纪上半叶的养老金制度史研究和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
养老金制度的研究，其代表人物 Williamson 和 Pample。政治经济
学派着重研究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强调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政
治因素在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把养老看作公民的社会权利，认为
养老保险制度起源于社会民主论，新马克思主义论，新工业主义
论，新多元主义论，国家中心论和 “反商品化”论。新古典经济
学派对于养老保险的研究侧重于从人的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的
假定出发的，将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在机理与经济绩效视为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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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试图从微观角度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对资源配置、经济增长
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影响，从而对各种养老制度的经济绩效做出
回答。

( 2) 养老保障模式和机制研究。Aaron Henry ( 1966) 《社会
保险悖论》 ( The Social Insurance Paradox) 中提出，现收现付制能
够在代际之内进行帕累托有效的配置，基金制将会带来一个使各
代的生命期效应都要减少的跨时配置，为现收现付制以及基金积
累制这两种不同的养老金筹资模式的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Feld-
stein ( 1974) 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在生命周期假说的框架下对美
国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对总储蓄和资本形成的影响做了经
验研究，指出现收现付体系对于私人储蓄的负面效应，应引入基
金制将提高私人储蓄水平 Kotlikoff ( 1996 ) ，Feldstein 和 Samwick
( 1996) 从维持现收现付制所需的高税率以及现收现付制所带来
的消极影响的角度支持改革现收现付制，实行基金积累制。
Stiglitz和 Orszag ( 1999) 对养老金制度模式的改革或转轨持保留
甚至反对态度，认为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的许多理由
诸如积累制中个人账户的回报率比现收现付制的回报率要高以及
现收现付制回报率递减反映了该体制的根本问题等都并不成立。
Barro ( 1974 ) 在世代交叠模型下考虑了利他主义的存在，认为现
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当期消费、总需求及储蓄不发生影响，
即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 “中性”
的。Barr ( 2002) 则认为选择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积累制并不是
最重要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与产出是否增长，现收现付制
是否需要改革的一个标准就是现收现付制能否促进经济增长。

由于世界各国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差异，经济发展的阶段不
同，养老保险的制度和模式往往有较大的差异，各有其自身的特
点。长期以来，几乎所有实施养老保险的国家都在不断的进行改
革和创新，每一种养老保险的制度或模式本身也在发展变化和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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