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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养老保障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转型过程。
与此同时，对中国城镇养老保障制度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学者们对养老保障制度中的问题，
面对的挑战和未来改革的方向都提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然而，鉴于城镇养老保障制度自身的复杂性和它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的多样性，需要研究的问题还有
很多，还存在许多的不足。
养老保障项目的付费和支付，不论是作为一种“强制储蓄”，还是一种“延期支付”，它无疑会产生
两个效应。
第一，作为一种“强制储蓄”，成为一种家庭资产形式，它对居民财产分配会产生何种影响？
它是扩大财产分配的差距呢，还是缩小财产分配的差距呢？
对此，我们所知甚少，这方面的研究也是相当有限的。
第二个问题是未来的养老金作为一种“延期支付”，它会影响到居民户的长期储蓄行为，不言而喻，
是否有养老保障是否会影响到一个人和家庭的长期储蓄行为，这种影响是否会导致对私人储蓄的替代
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是缺少相关的研究，特别是这方面的规范的数量分析更是少之又少。
对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又与养老保障制度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国内研究相对不够的情况下，
王亚柯博士的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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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7年，中国建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在这一制度模式设计中，现收现
付的社会统筹具有再分配功能，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具有储蓄功能。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经济绩效：再分配效应与储蓄效应》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
分配课题组200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和储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来测
度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经济绩效。
首先，《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经济绩效：再分配效应与储蓄效应》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
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我们估算了企业职工家庭的养老金财产，并分析了养老金财产对家庭其他财产分布的影响，以此检验
养老保险制度对城镇居民家庭财产分布的再分配效应。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经济绩效：再分配效应与储蓄效应》分析认为，养老金财产在很大程度上
降低了养老保险制度内职工家庭财产分布的不平等程度，并使得少数极富有家庭占有的财产向大多数
中低财产家庭转移。
同时，养老金财产的再分配效应取决于本身的分布状况和财产数额大小，在两个分项中，与第二支柱
相比，第一支柱养老金财产的分布更加均等，但所占财产数额相对较小，因此，两个支柱对家庭财产
分布的再分配效应相差不大。
其次，《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经济绩效：再分配效应与储蓄效应》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储蓄效
应进行了经验分析。
估计结果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居民私人储蓄，这一替代率在70—80％之
间，个人账户养老金对家庭私人储蓄并不产生替代效应，反而会促进居民私人储蓄。
同时，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没有形成真实的公共储蓄。
这表明，在转轨的过程中，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模式被扭曲，个人账户制的储蓄功能没有实现。
尽管如此，《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经济绩效：再分配效应与储蓄效应》的结论也证实了中国养老
保险制度私有化改革的理论基础，即基金积累制比现收现付制更有利于促进私人储蓄和增加国民储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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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亚柯，1977年1月生，河南省新郑市人。
2006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讲师。
曾在《管理世界》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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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已历经五十多年的培育与发展。
此间，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历经了从初步构建、停滞、恢复和调整、根本变革等四个阶段（见附表2.1）
。
至今，中国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初步确立了新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经济绩
效：再分配效应与储蓄效应》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这一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了分析。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是制度供给方和需求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制度供给方是政府，它选择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
制度需求方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与者即企业和职工，他们对养老保险制度提出要求，保障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
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制度供需双方相互博弈，共同促进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进行。
　　　　　　　　　　　　　　　　　　　　　　　　　　　　　　　　　　　　　　　　　　　　
　　　　　　　建国以后，中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建立了相应的养老保险制
度。
我国借鉴前苏联的国家保障理念和运行模式，在城镇地区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中逐步建立养老保险
制度。
（1）建立企业养老保险制度。
1951年2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确立了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养老保险制度
。
这一条例对劳动者退休的条件、待遇和基金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男性年满60岁且工龄达25年， 女性职工55岁且工龄20年方可领取退休金。
退休待遇根据工龄按职工退休时标准工资的35——60%发放。
1953年1月， 政务院对《条例》进行了修改。
劳动部同时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实施规则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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