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养老金调整指数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养老金调整指数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4572721

10位ISBN编号：7504572721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作者：穆怀中  著

页数：29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养老金调整指数研究>>

前言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473034）“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是辽宁省
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2006R27）“养老金调整指数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制定固定退休金计划，单位职工退休后所领取的养老金一般就不再变动。
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通货膨胀在中国也开始频繁发生，有时高达两
位数字，这使按照标准工资的固定比例计算、发放的养老金遭到很大的侵蚀，即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
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后，通货膨胀直接导致进入退休状态的中国城镇老年人口固定养老金实际购买力下
降，使得城镇退休人员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降低，老年人口的贫困率上升。
　　为了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国家也几次规定在原有退休金的基础上增发一定的物价补贴和生
活补贴，但是由于补贴不及时，补贴费用标准低下，退休人员的生活还是受到较明显的影响。
可见，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养老金进行指数化调整是顺
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各省市根据国务院的要求，陆续建立养老金指数化调整机制，但
标准不一，随意性较大。
如上海市1994年规定，依据上一年度的消费价格指数（CPI）确定调整幅度，北京市1996年规定基本养
老金依据上一年本市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一定比例，会同有关部门提出调整意见，报市人民政府批
准后执行。
这样实施的结果是：一方面可能调整幅度过大，养老保险计划的福利水平过高，致使在职者税费负担
和政府财政压力加重，甚至导致养老金制度崩溃；另一方面也可能调整幅度过小，退休人员的基本生
活没有得到真正的保障。
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本书所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在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下，“老人”“中人”和“新人”现收
现付的统筹养老金如何科学、合理、规范的进行指数化调整，从而既能保障退休者的权益，又能减轻
人口老龄化给养老金计划所带来的财务压力，减轻企业和政府的负担，这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
养老金制度的持续、稳定运行都是十分重要的。
围绕这一根本问题，本书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理论篇，构建了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的理论
分析框架。
首先，本书以卡尔多-希克斯社会福利补偿理论为研究的切入点，推理出养老金调整指数的约束条件模
型和约束因素模型，并通过动态分析得到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设计的理论指导原则；其次，本书以社
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优化理论中内部效率与外部效率双重因素为标准，构建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的检验
依据；再次，本书以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和课题组提出的生存公平理论为基础，确定养老金调整指数目
标约束区间。
　　第二部分实证篇，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内容。
一方面，对典型国家——德国和美国养老金调整指数进行案例分析，为中国设计养老金调整指数提供
可借鉴的经验。
另一方面，是本书研究的核心内容，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的实证分析。
在这部分研究中，本书运用目标定位分析方法，提出对“老人”“中人”及“新人”设计调整指数的
总体思路；通过计量分析，科学地确定不同保障层次的养老金调整指数方案；运用保险精算分析方法
，通过内部效率与外部效率的检验，推理出中国养老金现实最优调整指数方案；最后依据目标约束值
检验，验证了现实最优调整指数方案的合理性。
　　第三部分对策篇，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的现实选择分析，是对第二部分实证篇研究结论的扩展。
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本书提出了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细化方案设计的战略目标与规划。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细化方案，以解决目前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养老金差距
大等难点问题。
　　本书通过上述三部分的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几部分研究成果：　　1.构建了养老金调整指数理
论框架和合理约束区间　　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目标约束值包括上限值和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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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限值的确定，是从经济社会的现实承受能力视角，依据收入分配理论，在分析与预测中国未
来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利用劳动生产要素分配、在职者工资以及养老金之间的比例关系，逐步推理量
化养老金的最高约束水平。
下限值的确定，是以 “生存公平理论”为基础，设定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社会平均工资的20%
；养老金指数化调整的目标约束的上限和下限值为中国适度养老金调整指数的合理性提供了验证依据
，养老金指数化调整方案必须保证养老金水平界于上限值和下限值之间，否则，养老金指数化调整方
案不合理。
　　2.建立了养老金调整指数数理模型　　本书以卡尔多-希克斯社会福利补偿理论为切入点，进一步
推理出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的理论标准。
在养老金调整指数的理论标准推理中，本书构建了养老金调整指数约束条件模型及养老金调整指数的
约束因素模型，并通过动态分析得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金所能够设定的最大临界值调整
指数不断减小。
因此，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深化，如果初始设定的养老金调整指数很高，接近或等于基于补偿标准
的调整指数值，必然会带来调整指数不断削减的改革，进而容易引起年轻人的不满，甚至引起社会动
荡。
所以，在调整指数的设计中，不论社会价值取向如何，都应该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与兼得”的原
则，初始设定较小的调整指数，在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条件下，才能够避免由于养老金调整指数的不断
削减所产生的社会动荡，保持养老金计划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3. 既模拟国内外养老金调整指数实践，又根据中国国情特点设计了养老金调整指数高、中、较低
、最低四种方案，并对各方案的效果进行检验。
其中，调整指数效果检验是以生存公平和资金收支平衡为依据，通过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双因素标准
的实证检验，确定了养老金调整指数现实最优方案，并对现实最优方案进行了合理约束区间的检验　
　本书对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的实证分析表明：（1）模拟德国初始设计的调整指数，采用完全总工
资指数调整养老金，虽然会使内部效率达到最大，但不具有外部效率，因此，对中国养老保险计划来
说，该调整指数不合理。
（2）中国各省市初始设计的对“老人”和“中人”普遍采用的无差异的、以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
的50%为基础的调整指数，对统筹养老金调整幅度过高，对退休老人的保障程度过大，使得统筹养老
金财务负担过重，对外部效率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3）对“老人”“中人”和“新人”的统筹退
休金采用消费价格指数作为调整指数会导致部分“老人”陷入贫困状态，即这一调整指数方案没能保
证内部效率的实现，因此，中国现行的统筹养老金计划不能盲目照搬美国养老金调整指数模式；（4
）在对不同群体统筹养老金采用差异性调整指数的各种方案中，保障“老人”日常相对消费水平不降
低，“新人”衣食医相对消费水平不降低的较高调整指数方案；保障“老人”衣食医相对消费水平不
降低，“新人”衣食相对消费水平不降低的中等调整指数方案；以及保障“老人”衣食相对消费水平
不降低，“新人”食品相对消费水平不降低的较低调整指数方案，虽然这些调整指数方案能够实现内
部效率，但是不具有外部效率，因此，这些调整指数方案也是不合意的。
对不同群体采用差异性的调整指数方案中的最低方案——“老人”养老金调整指数为［1+］，新人基
础养老金调整指数为［1+］，“中人”基础养老金调整指数为 ［1+］，过渡养老金调整指数为［1+］
。
该调整指数方案保障“老人”食品相对消费水平不降低，保障“新人”绝对生活水平不降低，进而“
中人”基础养老金账户获得的保障水平与“新人”相同，过渡养老金账户获得的保障水平与“老人”
相同，在该调整指数方案下，既保证了内部效率的实现，又保证了外部效率的实现，因此，该方案是
中国现行养老金计划的现实最优调整指数方案。
从“老人”角度看，这一方案能够保证其养老金收入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的20％这一指标，即保证了
内部效率的实现；从在职者角度看，本书设计的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的缴费率分阶段调整方案，能够满
足统筹基金比在预测期内始终保持高于9％这一指标的要求，即保证了外部效率的实现。
并通过目标约束区间的检验，验证了现实最优养老金调整指数方案的合理性。
　　4.深入分析了国外典型国家养老金调整指数的实践情况，总结出对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确立的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养老金调整指数研究>>

示　　德国1957年建立的对老年人口保障最高的总工资指数调整指数，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导致
在职者缴费率过快的上涨，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加重，进而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对经济社会
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自1991年以来，德国对养老金调整指数进行了不断的削减改革，这在德国民
众中产生不满情绪。
美国1972年建立调整机制，采用对老年人口保障程度最低的消费价格指数作为调整指数，并运行至今
。
总体上看，美国公共养老金调整指数运行稳定，没有给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通过对德国和美国等关于养老金调整指数运行的实证分析，本书得出：一个国家关于养老金调整指数
的选择是由该国的经济、制度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决定的。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设计养老金调整指数方案时，不论采用何种调整指数形式，都应该
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与兼得”的原则，才能保持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定运行，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
增长，实现社会福利的改善。
　　5. 加强了养老金调整指数对策研究，指出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方案设计的总体战略与规划，进而
对“老人”“中人”“新人”养老金调整指数的具体操作方案进行了详实分析　　中国养老金细化调
整指数方案的总体战略为：建立规范、适时、合理的调整指数，以促进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完善；
其具体目标为：调整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保障水平适度，调整促进分配公平；具体规划为：近期加速
补偿与分地区设计、长期正常调整。
　　针对已退休“老人”和“中人”来说，养老金差距既表现为从属于不同单位退休的两类人口所带
来的初始养老金差距，又表现为两类人口养老金指数化调整机制的不同所带来的差距，本书提出对企
业退休的“老人”与“中人”，近期采用加速调整指数方案。
针对中国目前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现实，本书提出近期采取分地区设计养老金调整指数，对典
型地区——北京市、辽宁省、河南省设计了养老金调整指数细化方案。
　　6. 本书对基于指数化调整的中国统筹养老金账户的资金收支平衡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对
财政投入和个体工商户缴费改革的具体方案　　基于中国统筹养老金财务紧张的现实，本书提出将个
体工商户和企业向统筹养老金账户的缴费率实施分阶段调整。
精算分析表明：在现实最优统筹养老金调整指数方案下，基于上述缴费率的方案设计既能满足内部效
率的实现，又能够提高外部效率，因此是中国统筹养老金关于缴费率参数设计的现实选择。
这一结论佐证了中国政府在2006年初提出的将个体工商户向统筹养老金计划缴费率提高到12%的改革
方案的合理性。
　　本书是我和我指导的博士们集体劳动的成果。
韩伟博士以此为博士论文选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柳清瑞博士前期以养老金替代率为博士论文选题进行了相关的深入探索。
金刚博士、王玥博士、洪轶男博士、邹丽丽博士和李珊珊博士等进行了大量的数量统计分析。
在此向为本课题研究付出辛勤劳动和智慧的所有研究者表示感谢！
感谢我爱人和女儿对我的期望和支持！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辽宁省教育厅对课题的资助！
感谢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还要感谢我的同行们对我的长期帮助，本书还请各位专家和读者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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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在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下，“老人”“中人”和“新人”现收现付
的统筹养老金如何科学、合理、规范的进行指数化调整，从而既能保障退休者的权益，又能减轻人口
老龄化给养老金计划所带来的财务压力，减轻企业和政府的负担，这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养老
金制度的持续、稳定运行都是十分重要的。
围绕这一根本问题，《养老金调整指数研究》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理论篇，构建了中国养老金
调整指数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部分实证篇，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内容。
一方面，对典型国家——德国和美国养老金调整指数进行案例分析，为中国设计养老金调整指数提供
可借鉴的经验。
另一方面，是《养老金调整指数研究》研究的核心内容，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的实证分析；第三部分
对策篇，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的现实选择分析，是对第二部分实证篇研究结论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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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理论篇　第一章 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第一节 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
生命周期假说　　　二、代际交叠模型　　第二节 政府介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学依据　　　一
、个人短视要求政府介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二、道德风险的存在需要政府介入基本养老保险计
划　　　三、逆向选择导致私有养老保险计划无法代替基本养老保险计划　　　四、代际和代内收入
再分配的存在要求政府介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第二章 养老金调整指数相关基础理论　　第一节 旧
福利经济学的庇古标准　　　一、旧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二、旧福利经济学社会福利函数的
构建　　　三、旧福利经济学庇古标准的评价　　第二节 帕累托的社会福利标准　　　一、帕累托法
则——社会福利改进的基本思想及评价　　　二、帕累托最优——社会福利最大化必要条件的基本思
想及评价　　第三节 卡尔多-希克斯社会福利补偿标准　　　一、卡尔多-希克斯社会福利补偿标准的
基本思想　　　二、卡尔多-希克斯社会福利补偿标准理论的借鉴　第三章 养老金调整指数的理论构
建　　第一节 建立养老金调整指数必要性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一、消费者生活水平的衡量标准　
　　二、经济波动对消费者生活水平的影响　　　三、在职者与老年人口生活水平的比较　　第二节 
养老金调整指数的理论标准　　　一、养老金调整指数的约束条件　　　二、养老金调整指数约束因
素分析　　　三、养老金调整指数的理论标准分析　　第三节 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优化理论　　　一
、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优化依据　　　二、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优化标准　　第四节 养老金指数化调
整的目标约束区间　　　一、养老金指数化调整的思维框架　　　二、养老金指数化调整的上限值和
下限值分析　　　三、养老金指数化调整的目标约束区间图示实证篇　第四章 国外养老金调整指数分
析　　第一节 养老金调整指数的类型及特点　　　一、国外养老金调整指数的基本类型　　　二、不
同类型调整指数的特点　　第二节 德国养老金调整指数运行分析　　　一、德国养老金制度简介　　
　二、德国养老金调整指数设计的目标定位分析　　　三、德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的改革历程　　　四
、对德国养老金调整指数改革的评价　　　五、德国养老金调整指数设计的教训　　第三节 美国养老
金调整指数运行分析　　　一、美国养老金初始值的计算方法　　　二、美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的建立
　　　三、美国养老金调整指数分析　　　四、美国养老金调整指数运行的评价　　　五、美国养老
金调整指数运行成功的经验　　第四节 发达国家养老金调整指数运行对中国的启示　　　一、德国等
国家养老金调整指数运行对中国的启示　　　二、美国养老金调整指数运行对中国的启示　第五章 养
老金调整指数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养老金调整指数建立的依据和原则　　　一、养老金建立调整指
数的依据　　　二、建立养老金调整指数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养老金指数化调整概述　　　
一、养老保险制度结构改革概况　　　二、养老金指数化调整概况　　第三节 养老金调整指数的目标
定位　　　一、所保障的生活水平的基本目标定位　　　二、养老保险计划不同层次给付水平的目标
定位　　　三、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的不同群体保障水平的目标定位　　第四节 养老金调整指数的建立
　　　一、建立消费支出与工资收入之间数理模型的理论依据　　　二、模型的选择　　　三、样本
数据的选取　　　四、满足不同层次消费支出的计量分析结果　　第五节 养老金调整指数方案设计　
　　一、不区分“老人”“中人”和“新人”的设计方案　　　二、对不同群体采用不同调整指数的
设计方案　第六章 基于指数化调整的统筹养老金收支预测及精算平衡分析　　第一节 统筹养老金缴
费人口与退休人口预测　　　一、未来缴费人口和退休人口预测模型　　　二、未来缴费人口与退休
人口的预测值　　第二节 养老金供给预测　　　一、养老金供给预测的相关参数设定　　　二、统筹
养老金供给预测　　第三节 基于指数化调整的统筹养老金需求预测　　　一、未来统筹养老金需求预
测模型　　　二、合意状态下基于指数化调整统筹养老金需求总额预测　　　三、现实条件下基于指
数化调整的统筹养老金需求总额预测　　第四节 基于指数化调整的统筹养老金精算平衡分析　　　一
、合意状态下不同调整指数的统筹养老金收支缺口分析　　　二、现实条件下不同调整指数的统筹养
老金收支缺口分析　第七章 养老金调整指数效率分析　　第一节 调整指数对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　
　　一、调整指数对养老金替代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二、调整指数对养老金替代率影响的实证分
析　　第二节 养老金调整指数对老年人口生活水平的影响　　　一、消费价格指数调整　　　二、完
全的总工资指数调整　　　三、生活费用指数调整　　第三节 调整指数对养老金制度缴费率的影响　
　　一、调整指数对缴费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二、调整指数对养老金缴费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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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养老金调整指数对劳动供求的影响　　　一、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二、对劳动需求的影响
　　第五节 养老金调整指数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第六节 调整指数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　　　一
、调整指数对储蓄的影响　　　二、调整指数对投资的影响　　第七节 养老金调整指数综合效率分析
　　　一、过高调整指数　　　二、过低调整指数　　　三、适度的调整指数　　第八节 养老金调整
指数的目标约束值检验　　　一、养老金指数化调整目标约束区间检验标准　　　二、养老金指数化
调整目标约束区间检验结论对策篇　第八章 养老金调整指数细化方案设计　　第一节 养老金调整指
数方案设计的战略与规划　　　一、养老金调整指数细化方案的战略　　　二、养老金调整指数细化
方案的总体规划　　第二节 基于养老金差距的养老金指数化调整细化方案　　　一、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差距现状　　　二、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差距形成的原因　　　三
、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离退休金补偿方案设计　　第三节 典型地区养老金指数化调整细化方案设计
　　　一、高收入地区养老金指数化调整细化方案——北京市　　　二、中等收入地区养老金指数化
调整细化方案——辽宁省　　　三、低收入地区养老金指数化调整细化方案——河南省　第九章 基于
指数化调整养老金面临困境与对策选择分析　　第一节 基于指数化调整的养老金计划面临的困境　　
第二节 基于指数化调整的养老金计划现实对策选择　　　一、分阶段适当提高个体工商户对统筹养老
金账户的缴费率　　　二、政府提供的专项财政支出　　　三、适当推迟退休年龄研究结论附表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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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证篇　　第四章　国外养老金调整指数分析　　第三节　美国养老金高速指数运行分析　　四
、美国养老金调整指数运行的评价　　（一）调整指数选择谨慎，调整幅度适度　　美国采用CPI指
数作为养老金给付水平调整的标准，隐含着对养老金计划的受益者仅提供绝对生活水平不降低的保障
，不提供相对于在职者生活水平不降低的保障。
从长期来看，这种指数化调整方式是最低的保障方式。
美国之所以会采用这种最低的指数化调整方式，可以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美国人的思想意识等方
面找到答案。
　　第一，美国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人们的收入来源多元化。
在美国老年人口中，如果将65岁及以上的老人按收入高低分为五个阶层，即使是收入最低的第一阶层
和第二阶层，社会保障养老金也不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除社会保障养老金外，平均来说，他们还
有20 ％左右的其他收入来源。
因此，多数老年人口在退休后，自己具有一定的收入可以用于晚年基本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已达到较
高水平，恩格尔系数值在20％以下，这一数值表明美国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经达到极富裕状态。
根据需求价格弹性和需求收入弹性的定义，生活必需品的这两个弹性值应该是小于1的，同时，根据
人的生理需求规律，当生活水平达到相当高时，如美国达到极富裕状态，这两个弹性值将趋于稳定，
变化较小。
因此，对美国人来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满足人们最基本生活需要的日常消
费品的种类和构成基本稳定。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养老金调整指数研究>>

编辑推荐

　　《养老金调整指数研究》提出了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细化方案设计的战略目标与规划。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细化方案，以解决目前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养老金差距
大等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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