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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确立了在完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础上发展各种补充养老金计划
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整体框架理念。
经过20多年的探索，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近2.84亿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3.76亿人，制度实现全覆盖的目标指日可待。
随着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逐步推进，中国实现福利性社会愿景不再是遥不可及。
由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自上而下”，政府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主要配置者，有步骤、分阶段地
推动着制度建立和完善，制度变迁具有强烈的渐进特征。
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构建也体现了同样的政策逻辑。
当社会养老保险第一支柱逐步成型，为所有国民织就了一张“保基本”的安全网后，旨在可获得安全
网水平之上待遇的补充养老金计划的全面发展，即将成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另一重要任务。
只要基本养老金保险制度“保基本”目标不动摇，充分发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作用，借助公共政策对
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发展养老保险第二、三支柱，中国应不会重走当前福利型国家高负债的老路。

　　为应对越来越严峻的全球性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立时间较早、制度比较成型的国家
，发展多支柱养老模式的制度探索最长的已有30年之久，多支柱养老体系的构建成为各国共同的制度
选择，而且这一方向越来越明确。
在此背景下，许多国家的各种确定缴费制（DC）补充养老金计划已成崛起之势，不少研究者们和政
策制定者已经着手考虑新型支柱下的养老金如何给付的命题，使之与公共养老金制度可持续运行更加
相得益彰，同时兼顾商业养老年金保险的功能有更大程度的发挥。

　　而囿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阶段性，我国现在还仅仅停留在补充养老金发展的初步阶段，对第二
、三支柱发展问题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能寻求税收政策有更大的突破口上。
迄今为止，我国商业养老保险计划还未成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它走的是市场自由
成长路径，规模小，离发挥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补充性作用的要求还差得较远，这一点与许多国家的
制度实践有很大不同。
一些典型国家的商业年金保险为什么有很大的发展规模，主要是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所致吗？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术文库：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给付年金化政策的国际比较及启示研究》研究也首
先因此疑惑而来，带着这个兴趣对10多个国家展开了比较研究。

　　随着分析深入，《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术文库：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给付年金化政策的国际比较及
启示研究》至少有如下几点发现：一是商业年金保险不能等同于个人储蓄养老第三支柱；二是商业年
金保险更多体现为一种养老金的给付制度安排，是DC制企业补充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账户完成
积累后的另一种养老金存在形式；三是商业年金保险市场分为由参保人自主购买形成的自愿性市场和
由养老金账户给付年金化政策推动形成的强制性市场。
有些国家的商业养老年金市场发展规模很大程度上是指强制性市场，而不是自愿性市场，各国的自愿
性市场发展都一直不足。
本书基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给付政策和年金保险市场发展经验的国际比较，从DC制养老金账户给付
年金化的视角，主要考察多支柱养老金计划与商业年金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
年金保险虽然是较好的老年生存风险管理形式，但国外大量文献表明这种市场发展得并不够好，原因
何在？
本书系统梳理了这些文献对年金保险市场本身面临的各方面抑制因素的解释，以及各国补充养老金给
付政策，并用典型国家案例说明年金化政策对商业年金保险发展的关系和作用，初步总结出国外年金
保险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运行特征。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年金化政策，它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完善的意义何在？
通过考察许多国家的制度实践，本书也予以了初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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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对于中国商业年金保险发展前景判断，本书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市场本身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
、外部环境，特别是近年来普遍受关注的补充养老金个人缴费部分税惠政策是否可普遍推出等方面。
二是DC制养老金账户给付年金化政策选择方面。
由此来判断商业年金保险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的主要研究观点是，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不会出现养老金账户给付年金化政策推动商业年金
保险发展的制度现象。
因为基本养老金个人账户不存在市场年金化问题，企业年金税惠待遇有限，缺乏账户年金化的基础，
再者从税收作为公共政策所涉及的公平性问题来考量，个人年金税惠政策也将难以在近期全面推出，
个人年金仍将发展缓慢。
国外商业年金保险发展的两个重要积极因素，即税惠政策推动下的补充养老金迅速发展，以及与税惠
政策相结合使用的年金化政策，在中国都缺乏。
这注定中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出现像英国、智利、瑞士等国家的年金保险市场发展模式，发
展前景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未来发展路径怎样，可能还要看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将如何进一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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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段家喜（2007）对不同行业养老金的平均水平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当个人账户管理费用忽略不
计的条件下，个人账户基金的平均缺口达到15%；而考虑管理费用条件下，个人账户基金的缺口更大
，平均达到66%。
为避免个人账户因长寿而出现无款可领的情形出现，现行政策为退休者提供了一种给付保证：退休者
无论生存多久，都将能终生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如果退休者过早死亡的，个人账户未领完的余额作
为遗产继承，个人账户基金用完后，由社会统筹基金支付。
也就是说，退休者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总额将不少于其按工资8%缴费所积累的基金总额。
但问题是，由于统筹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当期工作人口的缴费直接用来发放当期退休人口的退休金
，在人口老龄化步步紧逼的压力下，统筹账户面临的给付负担逐年沉重，还要在将来承担从个人账户
转移过来的缺口负担，似乎是雪上加霜。
因此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到了个人账户如何计发的问题，试图以新的给付办法来减轻基本养老金的负
荷。
　　目前有两种建议：一是仿效商业年金保险运作办法，将个人账户基金在退休后以年金保险形式发
放，即通过基本养老金制度内部年金化，按照“短寿者对长寿者的货币补贴”的年金保险运行原理横
向调节使用个人账户基金，这样既实现参保人之间生存风险共济，又减少个人账户基金缺口给统筹基
金带来的潜在压力。
这种观点仍认为个人账户为国家主导、强制实行的基本养老金计划，注定了国家最后风险承担者的地
位，如果强制性个人账户出现收不抵支，国家会不惜动用财政手段来确保养老金的发放（彭浩然、申
曙光，2007）。
也就是说国家仍不能放弃对个人账户基金缺口承担最后兜底的责任。
二是要求退休时用个人账户基金转购商业年金保险，即采用强制性商业年金化。
这种观点认为，个人账户采用的是基金积累模式，具有私人产权属性，可进行市场化的投资管理，获
取更强的保值增值效果，个人承担投资风险；在退休时用个人账户基金购买商业年金保险，以严格意
义的年金保险形式领取（刘昌平，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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