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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世纪初的时候，几乎没有就业者能得到养老保障。
在发达国家，有的人很早就死亡了，而有的人一直工作到60多岁，他们在自己的孩子身边度过短短几
年的退休时光后，往往70刚出头就离开人世。
很少有例外。
那时，年老通常意味着贫穷。
如果有人在工作期间伤残，那么他们不到年老便已开始饱受窘迫之苦。
对他们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贫穷。
如果老人从孩子那里得不到经济帮助的话，他们只能求助于慈善机构或极其微薄的政府补贴。
在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老人的状况更糟：自己的收入仅仅够维持基本生存；孩子能提供的赡
养少之又少；活得更短；生活的质量只能用卑微和低贱来描述。
但是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这种状况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观。
目前在发达国家，老年人的贫困率与社会其他可比群体的贫困率基本相当。
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
大多数的职员在退休后，都能以一份比较优厚的养老待遇颐养天年。
病残津贴以及允许提前退休的政策使得丧失工作能力的人生活有了一定保障。
几乎所有的家庭妇女在丈夫死亡后，都可以得到遗属抚恤金。
而大多数的职业妇女可以在年老时得到养老金。
除了这些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他们在扩大养老保障的覆盖面和提
高养老保障的保障水平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这一社会条件的巨变，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成就之一。
在经历了20世纪前半叶的挣扎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在20世纪后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在发达国家，养老保障给付以GDP两倍的速度增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开始为人
们提供养老保障。
但是，正如这本书所写，社会养老保障之路我们只走了一半。
全球各国的养老保障体系目前都处于剧变之中。
一方面，发达国家在为养老保障给付寻求新的筹资架构。
这需要深思细酌，并在政策制定者中达成新的一致。
另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数人还不能在年老或病残的时候得到一份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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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保障译丛：全球养老保障·改革与发展》对中国养老保障改革具有特定意义。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在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这些因
素是建立统一养老保障体系的障碍。
但是，中国需要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障体系，以提供养老保障体系的保障力度，从而为增强国家整体竞
争力服务。
因此，完善中国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需要科学的技术支持，以增加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弹性来适应中
国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平衡性。
《社会保障译丛：全球养老保障·改革与发展》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国养老保障领域的各项技术措施，
并附带了部分国际专家评述。
《社会保障译丛：全球养老保障·改革与发展》中的很多资料对深化中国养老保障改革具有启发和借
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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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随着这些调整，加拿大养老金制度，魁北克省养老金制度的缴费率并不能完全免受未来人口和
经济发展变化带来的影响。
但是，它将可能对任何重大的经济和人口环境变化做出快速反应，从而保障养老制度财务的稳定性，
避免由于社会养老保障收支不平衡的债务，使个人或某一代人道受重大损失。
  二、退休人员死亡率的变化  有一个风险来源于总体死亡率的变化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口寿命大幅增加到65岁，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增
加了养老保障的成本。
日本就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1953年到1990年间，日本65岁男子的预期存活期限提高了40％，从11.8年提高到16.7年。
一个从1953年开始进行养老金储蓄的日本年轻职员，到1990年时发现，他的养老金储蓄只达到养老收
人需求的70％～75％，因为他和同事的寿命大幅度增加了。
在这种情况下，待遇确定型养老保障制度同样会面临与病残率下降相似的养老金支付压力。
不论什么类型的养老保障制度，退休后存活年限的增加会提高按月支付的养老金成本。
这样，下一代的养老保障制度参与者要么必须在工作期间增加缴费，要么只得延长工作年限，要接受
较低水平的养老金。
然而，不同类型的养老保障制度，对正处在工作中期和在对寿命延长没有准确估计时退休的人们的缴
费和收益的影响不同。
在完全积累的缴费确定制度和非完全积累的名义养老储蓄账户制度中，处于职业中期的雇员所得到的
承诺被限定在其个人账户积累额之内，他们个人无法预料寿命延长为他们日后养老收入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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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养老保障:改革与发展》在全面介绍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运用了历史比较、国际比较和经济分
析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了全球各地区养老保障改革面对的主要问题，揭示了全球养老保障改革的主
要发展趋势。
《全球养老保障:改革与发展》作为介绍、比较和分析全球养老保障政策和制度的经典著作，具有全面
性、权威性和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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