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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养老保险制度作为公民老年生活收入来源保障，是一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于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减速等原因，从20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发达国家出现了公共养老金制度
危机，于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浪潮席卷了全球。
多数国家都建立起包括公共养老金、职业补充养老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金在内的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
尽管这种调整在内容和形式上各国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看，以企业年金为主要形式的职业补充养老
金成了退休职工老年收入保障的重要支柱。
    我国目前也建立了养老保险三支柱的体系框架，但是第二、三支柱还相当有限，表现为覆盖面小，
基金积累有限，投资运营不理想，远未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
我国企业年金从2005年8月完成首批资格认定过后，市场表现远远低于各方的预期，启动举步维艰。
影响企业年金发展的“瓶颈”包括：    第一，对养老保险体系的认识不清。
企业年金究竟是社会保险还是商业保险?究竟由国家强制实施还是由企业自愿举办?究竟由社保机构经
办还是由商业机构经办?究竟如何实现监管?保险公司经营的团体养老年金保险如何定位，等等。
目前这些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
    第二，对企业年金制度的认识不清。
现有的企业年金计划只有DC型，但是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巨大差距，
各类企业在规模、职工构成、财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决定了对企业年金计划类型需求的多样性，
单一的制度安排有着明显的缺陷和显失公平，最大的不公是制度的不公。
    第三，缺乏国家层面的支持。
一是缺乏税收优惠，企业年金缴费主要来自于企业自由资金和奖励福利基金，国家还没有制定统一的
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对个人缴费实行税收激励；二是缺乏国家立法，导致企业年金制度设计的协调难
度加大，配套管理、监管措施难以适时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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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效率的强烈要求，改变了老年人口在农业和种植园经济下的
地位。
雇主经营规模的扩大、生产的专业化和组织结构的更新构成了工业经济的非人化特征。
生产效率已经变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驱动力量。
这种发展趋势意味着年老的工人越来越不能满足雇主所要求的工作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雇主选择的办法就是解雇年老的雇员。
自20世纪以来老年劳动人口失业率的不断攀升更加验证了这一点。
根据美国学者萨斯的研究，超过65岁的老年男性失业率在整个19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是稳定的，1890
年到1900年从26.8 ％攀升到31.3 ％，到1930年超过65岁的男性中有54％失业，另外25％虽有工作但都处
于无薪停工状态。
近些年工业自动化和雇主对生产效率要求的持续提高更导致许多雇主减少规模并重建组织，雇员的提
早退休也随之增长。
显然，现代工业的规模发展、技术进步和创新导致了人力资本折旧的加速，雇员的工作年限较以前大
大缩短，提前退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美国政府已颁布相关法令禁止雇主出于年龄的原因强制雇
员退休。
　　7.工人对休闲的兴趣不断增长。
从经济的角度看，一个人所拥有的时间可以划分为两类：用于工作的时间和用于休闲的时间，而且休
闲是具有经济价值的。
一个人决定继续工作1小时还是增加1小时的休闲基于他对工作所得、休闲和每小时薪金的偏好。
就经济学的概念而言，1小时的休闲是用放弃1个小时的工作收入来购买的，在这种意义上休闲和工作
是相互竞争的两种商品。
在某一薪金水平范围内，只要增加1单位的商品和服务所得到的边际价值超过必须放弃的1个单位休闲
的价值，增加的薪金水平就会吸引工人延长工作小时。
但是，薪金的增长终究会达到一个水平，在该水平上工人只需工作较少的时间就可以得到所希望的所
有非休闲类商品和服务。
那么，薪金水平的增长将带来休闲消费的增长。
美国经济的工业化发展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工人的实际薪金水平也随之大大提高，而工作时间已有
所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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