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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
!

杨再贵
!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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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摘
!

要!统筹账户是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主要部分&为养老金合理衔接$+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5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决定6的通知,规定了
!"

年过渡期$使这期间退休者的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计算相对

特殊而复杂&本文根据各年龄参保人群适用的养老金计发办法$分别对财政全额供款单

位和差额供款单位参保人建立精算模型&测算
/"!1

年初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统

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并对影响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据此提出完善该养老保险制

度'减轻财政负担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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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

言

+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7

/"!1

8

/

号*将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分为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两部分&前者与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并轨$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虽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养老保险在这次改革前是由财政负担$但是改革后分出职业年金'增加了个人缴费$那

么改革后财政负担会变为多大是政府高度关注'社会广泛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国家财政

赤字率提高到
6f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所需财政支持连年

快速增加的背景下&按理说应测算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整体的财政负担$但因篇幅太

长$基本养老保险规模远大于职业年金规模而且其财政负担测算模型差别很大$基本养老

保险中统筹账户规模远超个人账户规模并且其测算模型差别也大$故笔者集中测算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

测算的难点之一是#过渡期中人%养老金的计算&为贯彻落实国发7

/"!1

8

/

号文件关

于养老金合理衔接'平稳过渡的精神$财政部'人社部发布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关于贯彻落实5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6的通知,

)人社部发7

/"!1

8

/%

号*&规定了#中人%实行全国统一的过渡办法!对于
/"!$

年
!"

月
!

日前)简称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中人%设立
!"

年过渡期$过渡期内实行新老

待遇计发办法对比$保低限高&这就大幅提高了测算技术的复杂程度&更难的是非财政

全额供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数占比'该类单位自负养老保险费比例等参数没有统计数据$

这些都给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财政负担的测算提出了严峻挑战&

以往测算社会养老保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测算支付缺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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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湘渝'樊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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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邓大松'刘昌平
)

/""!

!

!65/"

*

通过构建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缺口模型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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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账户基金平衡模型$研究统筹账户基金缺口敏感性和个人账户基金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敏感性&第

二$测算隐性债务$如
T+)

)

/""1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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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等
)

/""1

!

115&"

*

'彭浩然等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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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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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等
)

/""0

!

!15/!

*

设

!880

年底为旧制度的终止年份$算得
/""0

年的隐性债务为
!!"%

万亿$并考察了债务分年度的偿还情

况&第三$测算替代率$如高建伟'高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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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邓大松'李琳
)

/""8

!

805

!"1

*

分析了缴费年限和退休年龄等对参保人养老金替代率影响的敏感性之后认为$#做实做小%个人账

户政策引入的激励机制效果明显$且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有利于我国基本养老基金的积累和投资运营$以

及提高个人退休后的收入水平&王晓军'米海杰
)

/"!6

!

1/518

*

对养老金替代率的内涵'口径和计算方法做

了系统梳理和对比分析$给出了不同类型人群替代率的分布以及替代率高于临界值的概率$分析了平均

替代率在度量替代率平均水平时存在的偏差&第四$分析财务可持续性$如艾慧等
)

/"!/

!

8!5!"!

*

'魏吉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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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曾益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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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转制成本分担的视角$模拟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自
/"!1

年至
/"8"

年的财务运行状况$证明了只要解决转制成本问题$该制度在测算期内就具备财务可持续性&

以往关于中国养老保险测算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而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

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很少&用精算方法测算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财政负担的研究还没

看见&

以往的研究也不涉及或没考虑人社部发7

/"!1

8

/%

号文件规定的不同年龄参保人群适用的养老金

计发办法&该文件规定!新办法计发待遇)含职业年金待遇*低于老办法待遇标准的$按老办法待遇标准

发放$保持待遇不降低(高于老办法待遇标准的$超出的部分$第一年退休的人员发放超出部分的
!"f

$

第二年退休的人员发放
/"f

$依次类推$到过渡期末年退休的人员发放超出部分的
!""f

&过渡期结束

后退休的人员执行新办法&国发7

/"!1

8

/

号文件规定!本决定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且缴费年限

)含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
!1

年的人员$按照合理衔接'平稳过渡的原则$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

养老金的基础上$再依据视同缴费年限长短发给过渡性养老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财政负担的测

算必须基于这些具体规定&

基于养老金测算的平行四边形框架
)杨再贵$

/"!&

!

!5%

(杨再贵'石晨曦$

/"!&

!

$/51/

*

$笔者根据国发

7

/"!1

8

/

号和人社部发7

/"!1

8

/%

号文件规定的机关事业单位各年龄参保人群适用的养老金计发办法$

分别对财政全额供款单位和非财政全额供款单位建立统筹账户养老金财政负担的精算模型&通过养老

金与缴费工资间的关系'人口的年龄性别分布情况估计工龄工资增长率和同年度养老金随年龄增长率&

根据统计资料估计人口和经济方面的有关参数并依据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制度参数$测算
/"!1

年

初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对各影响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并提出减

轻财政负担'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二'精算模型

根据国发7

/"!1

8

/

号和人社部发7

/"!1

8

/%

号文件的规定$在
/"!1

年初$不同年龄的机关事业单位

参保人适用不同的养老金计发方式&笔者根据职工参保年龄将参保人群分为#老人%'#过渡期中人%'

#过渡后中人%和#新人%四类$分别对全额供款单位和差额供款单位的上述四类人建立精算模型&根据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平均受教育时间较长和现行退休年龄的实际$设机关事业单位男女职工平均入

职年龄为
/6

岁$退休年龄为男
&"

岁'女
11

岁&由于+中国统计年鉴,里人口的最高年龄为
81

岁$故设

其为终极年龄&设
!

为全额供款单位参保人数占同年龄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数的比例$

/

.

$

Q

为
.

年初
Q

岁的参保缴费人数$其中男'女性参保缴费人数分别为
/

S

.

$

Q

和
/

@

.

$

Q

$

T

.

$

Q

为
.

年初
Q

岁参保人领取的基

础养老金&

(<Q

为
Q

岁的人活过
(

年的概率&

-

.

'

!

.

分别为
.

年的市场利率'养老金增长率$

A

.

i!

")

!;

-

.

*为折现因子$

1

表示退休年龄&令
9

.

i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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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

Q

为
.

年
Q

岁参保人的缴费工资$

'

D

C

为

.

年在岗职工平均缴费工资&设养老保险缴费'养老金领取都发生在每年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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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额供款单位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

对财政全额供款单位而言$基本养老保险未来应付参保人的基础养老金和过渡养老金都是统筹账

户养老金财政负担的组成部分&因此$全额供款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
i

未来

应付参保人基础养老金和过渡养老金在测算时点的精算现值&

!#

未来应付#老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

#老人%是指在国发7

/"!1

8

/

号实施前已退休的人员$按老办法计发养老金&未来应得的统筹账户

养老金只有基础养老金$没有过渡养老金&

/"!1

年初#老人%的年龄区间为男性/

&"

$

81

0岁$女性/

11

$

81

0岁&以男性#老人%为例$

/"!1

年初
81

岁#老人%将于当年内去世$因此应付其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

算现值为
!

/

S

/"!1

$

81

T

/"!1

$

81

&同年度
8$

岁#老人%领取当年养老金后$若存活到
81

岁将在
/"!&

年初领取

当年的养老金$故未来应付其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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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未来应付
&"

岁男性#老人%统筹账户养老金在
/"!1

年初的精算现值为!

!

/

S

/"!1

$

&"

T

/"!1

$

&"

!

N

<&"

9

/"!1

N

/<&"

9

/"!1

9

/"!&

N

9

N

61<&"

(

6$

G

M

"

9

/"!1

N

) *

G

M!

/

S

/"!1

$

&"

T

/"!1

$

&"

.

&

81

O

&"

(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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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来应付
Q

岁#老人%统筹账户养老金在
/"!1

年初的精算现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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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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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应付#老人%统筹账户养老金在
/"!1

年初的精算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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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应付#过渡后中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

#过渡后中人%是指在国发7

/"!1

8

/

号文件实施前参加工作'在
!"

年过渡期结束后退休的参保人

员&

/"!1

年初#过渡后中人%的年龄区间为男性/

/$

$

$8

0岁$女性/

/$

$

$$

0岁&其未来应得的统筹账户养

老金包括基础养老金和过渡养老金&根据人社部发7

/"!1

8

/%

号文件的规定!退休当年的基础养老金
i

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j

)

!;

本人平均缴费工资指数*

k/j

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

j!f

&

其中$本人平均缴费工资指数
i

)视同缴费指数
j

视同缴费年限
;

实际平均缴费指数
j

实际缴费年限*

k

缴费年限&视同缴费指数由职工退休时的职务职级)技术职称*和工作年限等因素决定&由于本文研

究的是全国范围的机关事业单位$因此将视同缴费指数设为
!

&视同缴费年限等于国发7

/"!1

8

/

号文件

实施时参保人已累积的工作年限$因此
Q

岁参保人的视同缴费年限为)

Q7/6

*$实际缴费年限为)

17

Q

*$合计缴费年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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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平均缴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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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过渡后中人%退休当年应得的基础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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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过渡期中人%的情况特殊而复杂$故将其置于#过渡后中人%和#新人%之后&

人社部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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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规定!#实际平均缴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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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应年度当地在岗

职工年平均工资(

V

为参保人员实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用本文定义的符号得正文里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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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过渡后中人%退休当年应得的基础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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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可得
/"!1

年初
Q

岁#过渡后中人%退休当年应得的基础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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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发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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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规定!退休当年的过渡养老金
i

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j

本人视

同缴费指数
j

视同缴费年限
j

过渡系数&其中$过渡系数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地区的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过渡系数保持一致&设
>

.

$

Q

为
.

年度
Q

岁参保人退休当年应得的过渡养老金$

)

.

为
.

年度工资增长率$

5

为工龄工资增长率$

$

为过渡系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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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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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过渡后中人%退休当

年应得的过渡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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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过渡后中人%退休当年应得的过渡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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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8

岁男性#过渡后中人%为例$将其退休后每年生存条件下应得的基础养老金和过渡养老金折算

到其退休时点$再折现到
/"!1

年初$可得未来应付其统筹账户养老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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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的精算现值!

!

/

S

/"!1

$

$8

.

!!<$8

(

)

&"

O

$8

*

O

!

"

M

"

A

/"!1

N

"

.

T

/"!1

N

)

&"

O

$8

*$

&"

.

!

N

<&"

9

/"!1

N

!!

N

/<&"

9

/"!1

N

!!

9

/"!1

N

!/

N

9

N

61<&"

(

6$

G

M

"

9

/"!1

N

)

&"

O

$8

*

N

) *

G

M!

/

S

/"!1

$

$8

.

!!<$8

(

)

&"

O

$8

*

O

!

"

M

"

A

/"!1

N

"

.

T

/"!1

N

)

&"

O

$8

*$

&"

.

&

61

(

M

"

(

<

&"

9

/"!$

N

)

&"

O

$8

*

(

(

G

M

"

9

/"!$

N

)

&"

O

$8

*

N

) *

G

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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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过渡后中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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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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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过渡后中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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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付#过渡后中人%统筹账户养老金在
/"!1

年初的精算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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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来应付#新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

#新人%是指国发7

/"!1

8

/

号实施后入职的参保人员&在
/"!1

年初男女#新人%的年龄均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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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新人%的统筹账户养老金只有基础养老金&将#新人%的入职年龄代入式)

/

*可得#新人%在退休当年应

得的基础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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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来应付#新人%基础养老金的精算现值的算式和#过渡后中人%的一致$因此未来应付#新人%统筹

账户养老金在
/"!1

年初的精算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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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应付#过渡期中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

#过渡期中人%是指在国发7

/"!1

8

/

号文件实施前参加工作'在人社部发7

/"!1

8

/%

号文件规定的
!"

年过渡期内退休的参保人员&

/"!1

年初#过渡期中人%的年龄区间为男性/

1"

$

18

0岁$女性/

$1

$

1$

0岁&

根据人社部发7

/"!1

8

/%

号文件的规定$#过渡期中人%按新老计发办法对比原则确定其退休当年的养老

金&下面以男性#过渡期中人%为例分别求老办法和新办法下的养老金&老办法下的养老金只有基础养

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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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过渡期中人%退休当年应得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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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过渡期中人%退休当年应得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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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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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过渡期中人%退休当年应得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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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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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过渡期中人%退休当年应得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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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办法下#过渡期中人%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包括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年金待遇&其中$基本养老金

包括统筹账户养老金)分为基础养老金和过渡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而统筹账户养老金又分为基

础养老金和过渡养老金&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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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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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分别为
.

年度
Q

岁参保人退休当年应得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职

业年金$因此$新办法下
Q

岁#过渡期中人%退休当年的养老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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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中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计发办法与#过渡后中人%的一致&根据人社部发7

/"!1

8

/%

号的

规定!参保人退休后每月应得的个账养老金
i

退休时本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积累额
k

计发月数&

根据+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的规定!职业年金的单位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
%f

$个人缴费比例

为缴费工资的
$f

$二者全部计入本人职业年金个人账户&财政全额供款单位的职业年金单位缴费采

取记账方式计息$而个人缴费采取实账积累方式计息&领取职业年金待遇时可选择一次性购买商业养

老保险产品或按照退休时的计发月数计发职业年金月待遇标准$发完为止$同时职业年金个人账户余额

享有继承权&可见这两种选择一旦确定对财政负担就不再有影响$故设参保人统一选择后者&

以参保人上年工资为缴费基数$将其未来缴费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按记账利率积累到退

休时点可得个人账户积累额(将职业年金的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分别按照记账利率和实际投资收益率

积累到退休时点可得职业年金个人账户积累额&设
I

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率$

W

为记账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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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职业年金的个人缴费率和单位缴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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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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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过渡期中人%退休时基本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积累额和职业年金个人账户积累额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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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再贵 等!机关事业单位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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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过渡期中人%退休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积累额和职业年金个人账户积累额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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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过渡期中人%退休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积累额和职业年金个人账户积累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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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个账养老金计发月数表$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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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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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退休时对应的个人账户计发月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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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68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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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发月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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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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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过渡期中人%退休后每年应得的个人账户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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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年金待遇的计发月数表与个账养老金的一致$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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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过渡期中人%退休后每年应得的职业年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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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情况讨论未来应付#过渡期中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

)

!

*若新办法养老金低于老办法养老金$那么财政负担的统筹账户养老金为老办法养老金扣除个账

养老金和职业年金待遇后的余额&原因在于!第一$#过渡期中人%退休后应得养老金的计发方式应首先

服从国发7

/"!1

8

/

号文的规定$养老金包括基本养老金待遇和职业年金待遇&第二$笔者测算的是基本

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而职业年金不属于基本养老保险$故在测算时应扣除&第三$笔

者测算的是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而个账养老金不属于统筹账户养老金$也应扣除&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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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过渡期中人%为例$将其退休后每年生存条件下应得的老办法养老金折算到其退休时

点$再折现到
/"!1

年初$可得未来应付
18

岁男性#过渡期中人%老办法养老金在
/"!1

年初的精算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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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未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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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过渡期中人%的老办法养老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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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的精算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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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来应付#过渡期中人%的老办法养老金在
/"!1

年初的精算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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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未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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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过渡期中人%个人账户养老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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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的精算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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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应付
Q

岁#过渡期中人%个人账户养老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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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的精算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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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来应付#过渡期中人%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在
/"!1

年初的精算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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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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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过渡期中人%的职业年金待遇在
/"!1

年初的精算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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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应付#过渡期中人%的职业年金待遇在
/"!1

年初的精算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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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新办法养老金低于老办法养老金的情况下$未来应付#过渡期中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

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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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新办法养老金高于老办法养老金$那么财政负担的统筹账户养老金
i

老办法养老金
;

新办法

养老金高于老办法养老金的超出额按比例增发部分
7

)个账养老金
;

职业年金待遇*&右边第一项和第

三项的精算现值都与新办法养老金低于老办法养老金情形下的计算相同$下面集中求第二项的精算现

值&以
18

岁男性#过渡期中人%为例$未来应付其新办法养老金高于老办法养老金的超出额按比例增发

部分的精算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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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未来应付
Q

岁#过渡期中人%的新办法养老金高于老办法养老金的超出额按比例增发部分的

精算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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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来应付#过渡期中人%的新办法养老金高于老办法养老金的超出额按比例增发部分的精算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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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在新办法养老金高于老办法养老金的情况下$未来应付#过渡期中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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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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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全额供款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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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额供款单位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

由于财政只承担差额供款单位的部分养老保险缴费$单位自己负担剩余的部分$因此其统筹账户养

老金的财政负担应在全额供款单位统筹账户养老金财政负担的基础上扣除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自负缴费

的精算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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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再贵 等!机关事业单位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

!#

未来应付#四类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

由于未来应付差额供款单位#老人%'#过渡后中人%和#新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的算式和

全额供款单位的一致$只需用差额供款单位各年龄的参保人数替换全额供款单位的参保人数&因此$未

来应付上述三类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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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供款单位#过渡期中人%退休时应得的基本养老金算式与全额供款单位的一致$而职业年金待遇不

同&由于差额供款单位职业年金的单位和个人缴费均采取实账积累方式计息$因此将
Q

岁#过渡期中

人%未来缴费期内的单位和个人缴费按照实际投资收益率积累到退休时点后除以计发年数可得其退休

后每年应得的职业年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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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办法下
Q

岁#过渡期中人%退休当年的养老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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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应付差额供款单位#过渡期中人%统筹账户养老金财政负担的测算原理与全额供款单位的相同$只

需将全额供款单位算式中的参保人占比和职业年金待遇用差额供款单位的对应部分替换即可&因此$

新办法养老金低于老办法养老金时应付
Q

岁的#过渡期中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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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办法养老金高于老办法养老金时应付其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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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应收差额供款单位自负缴费的精算现值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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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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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来应收单位给参保人的自负缴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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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X

/"!$

(

(

G

M

"

X

/"!$

N

G

)

/"

*

从而在
/"!1

年初$差额供款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为!

@T

J

M

L9LT

<

P

N

L9LT

<

S>

N

L9LT

<

B>

N

L9LT

<

V

O

L9;

<

)

/!

*

三'精算基础

+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

/"!"7/"!6

*,已于
/"!0

年初启用&其中$非养老金业务一表对应的

.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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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预期寿命与国民平均预期寿命更接近$故以非养老金业务一表确定分年龄性别的死亡率!

&+机关

事业单位工资调整方案,)国办发/

/"!1

0

6

号*提出要建立公务员基本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调整幅度

应主要依据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结果$并综合考虑国民经济发展'财政状况和物

价变动等因素&考虑到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FAEDW9)*

)

/"!$

!

6&560

*

估计
/"/&

年后中国
2̀L

实际增

长率为
1f

&设工资增长率为在
2̀L

实际增长率的基础上加
!f

$故工资增长率
)

为
&f

&国发

/

/"!1

0

/

号文件指出$要根据职工工资增长和物价变动等情况$统筹安排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

的基本养老金调整$逐步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正常调整机制&根据以往实践$养老金增长

率通常为工资增长率的
$"f

$

%"f

$本文取中间值
&"f

$故
"

i6#&f

&

模型中有
/"!$

年职工工资
D

/"!$

$

Q

$而工龄工资增长率
5

相对稳定'设其不随年度变化$故可用杨再

贵'石晨曦
)

/"!&

!

$/51/

*

的办法$通过
/"!$

年平均工资'新入职者工资和在职人员年龄性别分布来估计!

'

D

/"!$

D

/"!$

$

/6

M

/

/"!$

$

/6

N

/

/"!$

$

/$

)

!

N

5

*

N

9

N

/

/"!$

$

1$

)

!

N

5

*

6!

N

9

N

/

S

/"!$

$

18

)

!

N

5

*

6&

/

/"!$

$

J

)

//

*

/

/"!$

$

J

表示在职人员总数&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

,可估计
/"!$

年初分年龄性别的参保人

数
/

/"!$

$

Q

&+中国统计年鉴,里的统计平均工资不同于缴费工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
/"!$

,

披露$

/"!$

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年人均缴费基数为
6&$$$

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同年度全

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1&668

元$可见缴费工资约占平均工资的
&1f

&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轨了$故可设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平均缴费工资占统计平

均工资的比例与全国城镇职工的这一比例相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

,披露的
/"!$

年国有单位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
106&!

元算得平均缴费工资'

D

/"!$

/

60/%1

元&智联招聘披露的职场新手的起薪大多集

中在
/1""

$

61""

元"月"

$故设
/"!$

年
/6

岁新入职者平均月薪为
6"""

元&对新入职者按起薪当月工

资核定当年缴费基数$考虑到起薪当月工资低于入职当年其他月份工薪收入$故设构成缴费工资的基本

工资'固定津补贴等之和占年薪的
%1f

$所以缴费工资
D

/"!$

$

/6

/

6"&""

元&将相关参数值代入式)

//

*

通过
ZX(@E

试算得工龄工资增长率
5

/

!#/6f

&

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1

,可估计
/"!1

年初分年龄性别的参保人数
/

/"!1

$

Q

&根据平均养

老金'新退休者养老金和退休人员年龄性别分布来估计同年度相邻年龄退休人员养老金随年龄增长率
0

!

'

T

/"!1

T

/"!1

$

11

M

/

@

/"!1

$

11

N

9

N

/

@

/"!1

$

18

.

)

!

N

0

*

$

N

/

/"!1

$

&"

.

)

!

N

0

*

1

N

9

N

/

/"!1

$

81

)

!

N

0

*

$"

/

/"!1

$

1

)

/6

*

其中
/

/"!1

$

1

表示退休人员总数&+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年鉴
/"!1

,中统筹范围内离退休人员
/"!$

年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为!机关
/&&%

元"月$事业
/&81

元"月&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人数分别为
!6$$

万人和
6/$6

万人&由于查不到分机关'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数$以往的研究
)曾益等$

/"!1

!

!1%5!&%

*

大都

假设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年龄结构与全国城镇人口的一致$故可设机关'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数比例与

在职人员的相同&加权平均后考虑
/"!1

年养老金比
/"!$

年增加
!"f

$可算出
/"!1

年初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

T

/"!1

/

61$0"

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
/"!1

,指出$企业退休人员养

老金替代率为
&0#1f

&通常认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会高一点$故设其为
2i0"f

$则

T

/"!1

$

11

M

2

.

D

/"!$

$

1$

M

2

.

)

!

N

5

*

1$

O

/6D

/"!$

$

/6

/

6!/00

元$代入式)

/6

*可算出
0

/

!#"!f

&

国发7

/"!1

8

/

号文件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率
&

为
/"f

$个人缴费率
I

为

%f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规定!职业年金的单位缴费率
$

为
%f

$个人缴费率
"

为
$f

&记账

利率的校准要考虑养老基金入市及投资多元化背景&+

/"!1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
/"!1

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68860

亿元&+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基金年度报告

.

"&

.

!

"

笔者曾用+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

/"""7/""6

*,非养老金业务表做过测算$发现财政负担规模变化不大$敏感性分析所列

影响因素对财政负担的影响程度的变化很小$各因素影响程度的强弱顺序不变&

见新华网江苏频道!

=BB

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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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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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再贵 等!机关事业单位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

/"!1

,披露全国社保基金成立以来年均投资收益率为
%#%/f

$

/"!1

年末黑龙江委托管理的个人账户基

金权益为
!!$8#&1

亿元$广东和山东委托资金权益为
!066#$$

亿元&故基本养老保险体系自留管理的

基金为
60"16#8!

亿元&而
!881

年末至
/"!1

年末养老保险基金的几何年均名义记账利率为

6g/0"/f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几何年均增长率为
/#/!1$f

!

&自留和委托管理的基金加权平均实际年

收益率
i

/

60"16#8!j

)

6#/0"/f7/#/!1$f

*

;/%%6#"8j

)

%#%/f7/#/!1$f

*0"

68860

/

!#$11f

$以

此为记账利率基准值&国际会计准则公报)

Q4T

*第
!8

号和第
/1

号"规定!在确定折现率时应考虑可靠

的历史经验数据和未来的长期趋势$若有发达的公司债券市场应依据高质量公司债券市场利率$否则应

参照政府公债利率&考虑到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期限较长且国内尚无发达的公司债券市场$故笔者参照

国际会计准则$将市场利率
-

取为
/"

年期固定利率国债平均收益率
$#"%f

(过渡养老金计发系数
$

按

规定控制在
!f

-

!#$f

之间$本文取
!#6f

&全额供款事业单位总数和差额供款事业单位总数分别约

占事业单位总数的
/"f

和
%"f

#

$由于数据来源限制$故假设该比例为全额供款事业单位参保人和差

额供款事业单位参保人分别占全体事业单位总参保人数的比例&由于机关单位均为全额供款单位$故

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年鉴
/"!1

,披露的
/""$

年至
/"!$

年分机关和事业单位人数可估计出

近
!!

年的全额供款单位参保人数占机关事业单位总参保人数的比例$取其平均值
$6#"$f

作为
!

的基

准值&郑秉文等
)

/""8

!

!5!/

(

!//

*

算得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轨前财政拨款占事业单

位离退休费支出的
$0#%8f

&假设并轨后财政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支出比例与并轨前财政拨款占

事业单位离退休费支出相同$因此差额供款单位养老保险缴费的平均自负缴费比例
'

为
1/#!!f

&

四'财政负担规模及其敏感性

)一*财政负担规模

比较#过渡期中人%退休当年应得的养老金发现$两类单位的
1"

$

1%

岁男性在新办法下的养老金高

于老办法下的养老金$其他#过渡期中人%的都相反&故分别用对应的算式来测算财政负担&将相关参

数值代入式)

!

*

7

)

!6

*$算出未来应付全额供款单位参保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得到
/"!1

年统

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

全额供款单位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及财政负担)万亿元*

未来应付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
#老人% #过渡期中人% #过渡后中人% #新人%

男性
!#68% !#!88 6#0$0 "#!!6

女性
/#0/0 !#%!8 6#1!8 "#!!%

财政负担
$#!/1 6#"!% 0#/&& "#/6!

将相关参数值代入式)

!$

*

7

)

/!

*$算出未来应付差额供款单位参保人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

和应收单位自负缴费的精算现值$从而得到
/"!1

年差额供款单位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如表
/

所示&

/"!1

年初全额供款单位和差额供款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分别约为
!$#&$

万亿元和
!0#$0

万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为二者之和$约等于

6/#!!

万亿元$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

年国内生产总值
&0#&0

万亿元的
$0#$1f

&女性统筹账户养

老金财政负担约为
!0#$0

万亿元$占财政负担总额的
1$#$!f

&未来应付女性#老人%'#过渡期中人%'

#过渡后中人%和#新人%的人均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分别约为男性的
!#6"

倍'

!#/%

倍'

!#//

倍和

.

!&

.

!

"

#

杨再贵'石晨曦)

/"!&

*

#

养老保险基金果真巨额贬值了吗
#

首届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年会
#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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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可见$统筹账户养老金财政负担分别在总量和同类参保人群中存在性别差异&由于机关事业

单位男女参保人数之比约为
"#80l!

$无明显差异$故造成统筹账户养老金财政负担性别差异的主要原

因在于退休年龄不同&我国女性的退休年龄早于男性$而退休后余命长于男性$使得女性未来领取养老

金的精算现值大于男性的$而未来缴费的精算现值小于男性的&#过渡期中人%'#过渡后中人%和#新人%

积累的养老金权益分别占统筹账户养老金财政负担的
/!#08f

'

1/#10f

和
!#&0f

$其和意味着在职人

员积累的养老金权益占统筹账户养老金财政负担的
0&#"$f

&

表
$

!

差额供款单位统筹账户养老金和自负缴费的精算现值及财政负担)万亿元*

未来应付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
#老人% #过渡期中人% #过渡后中人% #新人%

男性
!#%1" !#10% $#818 "#!1"

女性
6#&"8 /#$"/ $#&10 "#!1&

未来应收差额单位自负缴费的精算现值

男性
" "#"0" "#80" "#"1&

女性
" "#"%" "#&0! "#"$/

财政负担
1#$18 6#%6" 0#801 "#/"%

)二*敏感性分析

考察机关事业单位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分别对退休年龄'工资增长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

数等十个因素的敏感性$结果如表
6

&可见$财政负担与退休年龄'市场利率'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

率'差额单位平均自负缴费比例'工龄工资增长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率和记账利率反向变动(与工

资增长率'养老金增长率和全额单位人数占比同向变动&各因素对统筹账户财政负担的影响程度由强

到弱依次是退休年龄'市场利率'工资增长率'养老金增长率'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差额单位平均

自负缴费比例'全额单位人数占比'工龄工资增长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率和记账利率&

表
L

!

各因素对财政负担的影响程度

参数
! "

!

"

#

弹性
7!#!&1! 7!#!/6! 7"#"&&& 7"#"&$% 7"#""88

参数
I

W )

"

!

弹性
7"#""6" 7"#"""/ "#8"16 "#16/& "#"$80

延迟退休将延长差额供款单位的自负缴费期'缩短养老金领取期$降低老年人口抚养比$从而减轻

财政负担&市场利率对财政负担的影响与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的相同$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的上升使

折现率降低进而减少未来应付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从而减轻财政负担&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单

位缴费率和差额单位平均自负缴费比例会增加差额单位未来缴费的精算现值$减少差额单位的财政负

担&提高工资增长率会同时增加未来应付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和未来差额单位自负缴费的精算

现值$但由于差额单位自负缴费的规模远小于应付的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规模$故提高工资增长率会增加

财政负担&提高养老金增长率以直接增加未来应付统筹账户养老金的精算现值的方式增加财政负担&

由于全额单位参保人比差额单位的参保人的人均财政负担高$因此提高全额单位人数占比会增加财政

负担&

五'结论与建议

笔者分别对财政全额供款单位和差额供款单位参保人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养

老金财政负担的精算模型$测得
/"!1

年初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

约为
6/#!!

万亿元(财政负担存在性别差异说明制度内存在性别间再分配&

1"

$

1%

岁男性#过渡期中

人%在新办法下的养老金高于老办法下的养老金$其他#过渡期中人%的情况则相反&说明人社部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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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8

/%

号文件基本能使新'老办法下的养老金实现合理衔接'平稳过渡&在职人员积累的养老金权

益占统筹账户养老金财政负担的
0&#"$f

$只有提前采取措施$才能保证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敏感性

分析发现!提高退休年龄'市场利率'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差额单位平均自负缴费比例'工龄工资

增长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率和记账利率都会减少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提高工资增长率'

养老金增长率和全额单位人数占比都会增加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财政负担对退休年龄'市场

利率和工资增长率更为敏感&为减轻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缩小制

度内的性别差异$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适时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并优先考虑女职工&退休年龄对财政负担的影响最为显著$因

而可通过调整退休年龄的方式控制财政负担规模&但退休政策影响就业状况等诸多方面$因此可采用

小步慢行的办法&如前所述$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存在由男性向女性转移的再分配效

应$原因在于女性退休年龄低于男性而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因此延迟退休政策应优先考虑从女职工

起步并逐步实现男女同龄退休&

第二$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如前所述$财政负担与投资收益率反向变动且弹性的绝对

值仅小于退休年龄$这表明投资收益率对财政负担的影响也很显著$故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

率是减轻机关事业单位统筹账户养老金财政负担的有力措施&提高基金收益率还会增强人们参保

的积极性&

第三$建立工资与基本养老金的合理调整机制&财政负担受工资增长率和养老金增长率的正向影

响且较为敏感&未来的工资和养老金水平的调整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人口老龄化的新形

势$建立与国民经济发展'财政状况和物价变动等因素挂钩的调整机制&

/"!&

年政府将养老金增长率

由过去连续
!!

年的
!"f

调整到
&#1f

就是顺应形势的举措&

第四$适当下调单位缴费率&敏感性分析显示$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对财政负担的反向影响程

度远不及退休年龄的反向影响程度&若延迟退休政策能适时推出$则即使单位缴费率由当前的
/"f

适

当下调也不会增加财政负担$这也符合当前降税减费的政策趋势和社会期待&

第五$提高记账利率&敏感性分析还显示$记账利率与统筹账户养老金财政负担反向变动&故应放

心提高记账利率以减轻统筹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负担&提高记账利率能使个人账户基金保值增值$增强

养老保险制度的激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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