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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养老金制度系统性缺陷亟需纠偏
—建立基于全要素贡献的养老金来源机制

□李 军

内容摘要 现代经济增 长主要 由技 术及资本要素驱动 ， 劳动要素的作用趋于弱 化 ， 由此导致现

代经济存在着劳动要素报酬 占总收入的份额难以提高的 内在机制 ＆ 而现行养老金制度下 的 养

老金主要来源于劳动要素报酬的 贡献 ， 因此劳动要素报酬 占 总收入的份额难以提高的 内在机制

必然 不利 于养老金的 增长 ４ 同 时 ，单 纯依靠 劳动要素报酬贡献的养老金制度 ，

意味着养老金增

长 不能直接分享技术及资本要素对经济增 长贡献的成果 据此
，

现代经济增长的 动力 机制 下
，

现行养老金来源 主要依靠 劳动要素报酬贡献的 制度设计存在着 系 统性缺陷 。 这是 目 前尚未被

认知 的将导致现行养老金制度难以持续的
一大重要因 素 。 长期看 ，破解养老金增长 困难的根本

出路是
， 建立基于全要素贡献的养老金来源机制 ６

关 键 词 养老金来源制度 系统性缺陷 经济增 长的动 力机制 劳动 ／全要素贡献

作者 李 军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数量经济 与技术经济研 究所研究 员 、博士生导 师 ｓ

（ 北 京

１ ００７３２ ）

基金项 目 中 国社会科学 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创新项 目
“

人 口 老龄化与 经济 系统性风

险研究
”

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或导致

现行养老金制度不可持续

养老金制度是决定养老金如何获取与如何支付

的相关制度 ，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部分 ＾＿

此
，关于养老金制度的设计 ，

在任何国家都是至关重

要的问题 《 总的看 前存在着一些基本形式的养

老金制度 ，如现收现付制 、基金制及名义账户 制等 ａ

由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各Ｍ或各地的具体情况不

同 ，因此 目 前在世界范 围 内 尚不存在广泛
一

致的养

老金制度 ＠ 然而 ，各具特色的不同养老金制度却均

享一个基本相 同的特征 ，
ｇ 卩养老金的来源主要是劳

动者报酬的贡献 。 或者从鋅济增长的层面 当前

养老金制度下的养老金来源主要是经挤增长中劳动

要素报酬的贡献 。 其在现实禁挤中通常表现为

扫一扫

定的养老金制度要求劳动者按工资收人的＾定比

例 ，或者要求相关企业按支付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 ，

提取相应的金额至养老保障系统 ， 由此形成养老金

的主要来源 。 可见 ？

， 现行养老金来源的制 度设计是

以依零劳动要素报酬 的貢献为基本特征的 ＠ 这意

味
， 经济增长中的费动要素报酬固素与养老金状况

有密切 的 内在关系 。 而劳动要素与经济增长密切 相

联 ｓ由此决定了经济増长的状况必然对养老金有重

要的 内在影响 ， 即经济增长与养老金系统有簞要的

内在关系 ＇ａ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 ，经挤增长主要嫄于资

本要素 、劳动要素及技术进步的推动 《？ 当前 ，
现代经

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越来越表现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与资本要素的推动 ，Ｊｔ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愈加麓：要 ＊

而劳动要素的作用则趋于弱 ■

化 那么
，

现代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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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动力机制表现出的这种特征对养老金制 度怠味

若仆 么 ？ｆｔ然 ， 如 果养 老金的来源仅是依靠 劳动要

素报酬的贞献 ，
也就意味着 经济増长 中 的技术 与资

本要素报酬 同养老金来源没也直接关系 。 对此 ．会

产生两个结果 ：

一

是 ，
以技术 １资本要素为 主要驱

动 力 的现代经济增长 动 力 机制没办直接产生加强

养 老金来源基础的效应 ；

二是 ， 由 ｆ劳动要素贡献

的作用 Ｊ３于弱化 ，
现代经济 屮存在若劳动者报酬所

Ａ 国 民收人的份额难 以提 卨的 内在机 制 。 而上述

结果实际上涉及
？

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 现代经济增

长的动 力机制对现行养老金制度的 吋持续性冇怎样

的影响 ？

丨 ｉ 前冇关养老金制度 岈持续性问题的研究 ，
主

要是缘 人 Ｕ 老龄化问题而展开 的 ， 而 Ｉ
卜
： 从羟济增

长动力机制的视角展开 。 基十夯动要素贡献的养 老

金来源机制 设 丨 卜决定 ｒ ， 劳动年龄人 ｕ的变 动足
－影

响养老金来源的重要Ｗ＃ 。 人 ｕ 老龄化对应苕鲐济

中劳动年龄人 Ｕ 的数Ｒ相对乃予绝对下降 ． 与此同

时耑要领取养 老金 的人数 ｈ升
， 由此 导致人 Ｕ 老龄

化背眾 卜

＇

的传统养老 金制度的吋持续性问题凸 诚 。

早年发达 国家实行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 ， 曾给尤数

老年人带來福利 。 然而 ， 气人 ｎ 老龄化达到 －定程

度后 ， 依靠现期劳动 力缴费为基础 的现收现付养老

制度 已经Ｍ小
？

出不 持续性 ， 因此实行这种制度 的

发达Ｈ 家不得不进行养老保障制度的重 欠改革 。 Ｈ

本 勺欧洲 发达Ｈ家的妗济发展深受其人 Ｕ老龄化的

拖累 ， 已足活生生的现实 。

曱
？期关 ｆ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问题的

一些代忐

性研究成果主要也 ： 萨缪尔森 （
Ｐ ａｕ ｌＳａｍｕｄｓｏｎ

）
基 ｆ

养老制度收益性视角对现收现付制可持续性问题的

什创性研究贡献。

ｍ艾伦
（
Ｈｅｎｒｙ

Ａａｒｏ ｎ
）
基于现收现付

制和基金制之Ｍ的最优化选择进行的研究 。

ｍ
Ｃ ｉｅｈ〇ｎ

对名 义 账户问题进行了研究 ，
认为名 义账户 制实际

仍是
－种现收现付制 ， 因此它 ４、

＇

能笕是
－种全新的

养老制度 ， 甚至不能笕是
？

种新型模式 ， 从时同样＋

Ａ冇 岈持续性 。

１

３

喊廉姆森 （Ｗｉ ｌ ｌｉａｍｓｏｎ ） 和郑秉文联

合论述 ｆ名 义账户制对中Ｈ 的适川性问题 。

１
１ 一些

中ｈ学名也对养老金制度的可持性问题进行 ｒ 欠３：

研究 ， 如胡秋 明 、对猛 、黄宏伟 、 丨

丨
丨 月 红

、 赵湘莲 、刻桂

莲等从不 同方面进行 ｆ研究 ３

「
－”时任令 国 人人常委

会副委员长华违敏在 由 屮 Ｈ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 屮

心编Ｖ的 《中 国养老金发展报告 ２０ １ １ 》 中指 出 ，
要将

“

养 老金制度的可持续作为第
一

命题＇ 要裕忧患意

识 Ｉ Ｉ审慎态度 ， 来看待我 国养 老金制度的长期性 与

持续性 。

ｍ
符金陵认为 ，

“

目前养老保险制度的最欠

问题之一是可持续性 ， 近 ＩＩ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

幅明 ？低 ｆ基金支 出増幅 ３ 随若 中 Ｈ 老龄化社会推

进 ，
养老保险基金收 支矛ｆ！ 可能将更加突 出

”

＇ 丨 Ｉ

前 ， 解决我 国养老金制度 持续性的
－

个重要政策

导 向 ， 是采取延迟 退休政策 ， 即冇计划 、
分步骤地 不

断延长现职劳动力的 Ｉ

：作年限 。 同时 ，

？些 令家
‘

７
：

者对于推行
“

名 义账户制
”

的呼声进一步加强 。 然

而 ， 这些措施实质上依然局限于养老 金来源基于劳

动者报酬贡献的制度框架 ， 而没布涉及现行养 老金

来源制度的 系统性缺陷 。

简而 ＾
■

之 ． 目前对养 老金制度可持续性问题的

认识 ． 主要足基 ｆ 人 Ｕ老龄化影响的效应 ， 而 丨 卩是从

妗济增长的动力机制Ｍ面认识的结果 。 现在的问题

是
，
如果现代经济增长 的动 力机制 孕致劳动要素报

＿在＿ 呙收人屮 的份额趋于 Ｋ降 ，
至少是难以提卨 ，

那 么是杏意味养老金供给源泉的减弱具冇必然性 、

系统性 ， 而＋是偶然性 、随机性的 。 也即 ，
此问题涉

及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与现行养老金制 度 持

续性的基本关系 。 然而 ，
此问题直到现在 尚未被引

起广泛的注意 ， 办关养老金来源制度的改革依然停

留在劳动要素报酬贡献的范畴 。 为此
，
笔＃下而将

主要从现代鲐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视角 出发 ． 分析主

要基Ｔ
？

劳动要素报酬贞献的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可持

续性问题 。 研究结果丧明 ： 在主要以技术
１

Ｔ资本要

素驱动增长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动 力机制 中 ，
基十劳

动要素报酬贡献的养老金来源机制冇若系统性缺

陷
， 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木身或是导致现行养

老金制度不 ｈ
Ｊ持续的另 －重要原因 。 长期看 ， 破解

养老金增长 困难的根小 出路是 ： 迚立基于全要素贡

献的养老金来源机制 。

有关养老金制度与经济增长

动力机制的基本理论问题

为 ｒ能够清楚地分析现代妗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与现行养 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关系 ， 杏必要简述 与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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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关的基本问题 。

（

一

）
现行养老金来源主要是来 自劳动要素报酬

的贡献

养 老金制 度 足关于养老资金的筹集 与支付等

行为有关制度的总称 ３ 养 老金从哪里来 、 谁是受益

＃ 、受益多 少 、 支 付方式等 ． 这些是养老金制度要解

决的核心性问题 。 从 目 前实际怡况看 ，
现收现付制

与基金制是＿种主要的养老金制度 ，
其他养老金制

度多数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变 化 、
组合或变 通 而 形

成的 。

１ ． 关于现收现付制

现收现付制 （ ＰＡＹＧ ，Ｐａ ｙ

Ａｓ ＹｏｕＧｏ ）是 ？种最为

原始与基本的养老金制度 ，
Ｍ前在 西方多数发达国

家仍普遍采用 。 这实际 ｈ是现期劳动力供养现期 老

年人的一种养 老金融资制度 。 在此制度下 ． 在职的

劳动力耑按其丁资收入的
一定比 例 卜ｉ敫养 老保障系

统 ， 即劳动 力 向 养老保障系统供款 。 现收现付的养

老保障 系统将所杏劳动 力的供款汇聚一起 ． 按一定

规则支付给现期老年人 。 由 」

＇

？

在这种制度下现期 老

年人的养老金是来 ｆｌ 现期劳动 力的供款 ， 因此这实

际是现期劳动 力 供养现期老年 人的 ４巾养老金制

度 。 这时老年人所取得的养老金外不明确是来 内 哪

个劳动 力 的供款 。 现期劳动 力 未来所获取的养老

金
， 则是来 ｆｔ现期劳动 力 的 Ｋ －代向 养老保障 系统

的供款 ． 如此下 去代代相传 。 这是一种下代人供养

ｈ代人的养老模式 。

可 以看 出 ． 在 ｈ述的现收现付养老金制中 可取

得的养老金总 ３：
，
主要取决 ｆ」个方而的 Ｗ＃ ： 

—

足

与向养 老金 系统供款的人数多少也 关 ． 即 与现行经

济中在职的穷动 力数 ３：杏关 ；

二足 与供款人的丁资

水平冇关 ， 即 向 养老金系统供款的劳动 力 Ｔ资水平

越高
，
养老金系统所得供款的数量越卨 ；

＝
是与规定

上缴养老保障系统的Ｔ．资收入比例冇关 ，
这 － 比例

越高 ， 养老金系统所得供款的数Ｍ越卨 。

２
． 关于基金制

基金制 （Ｆｕ ｌ ｌｙ 
Ｆｕ ｎｄｅｄ ）是另

－

种 丨 丨前普遍采用的

养 老金融 资 制度 。 在此制度下 ， 同 样要求现期劳动

力按Ｔ． 资收入的
一

定比例 向养老保障系统供款 。 所

不同 的是 ，
基金制的养 老保障系统不是将劳动 力的

供款混合在一起 ． 而足分别为捋个供款的劳动力 建

立个人账户 ，
个人的供款实 卩小进入个人账户 。 进人

个人账户 中 的资金
一

方面可挣得储蓄利息 ，
另
一

方

而可通过 资本运 营而获得投资 冋报 。 对此 ，
不 同 Ｈ

家对个人账户 资金的管理也许多具体不 同的规定 ，

如也些Ｈ家限定个人账户 资金 只能川 Ｆ购买政府侦

券 ， 而也些 Ｈ 家则 允许其进入一定领域的证 券 ＩＵ

场 。 在基金制下 ，
Ｗ 为个人的供款是实际进入个人

账户 ， 因此如果个人少向 个人账户供款 ，
也就意味未

來少 支取养老 金 。 见
， 在基金制 Ｋ个人企图逃避

或少供款其实是没冇意义的 ， 因 为供款最后实 际都

属于 ｆｌ
己 。 基金制 的养老保障系统的作用相 气于

－

种强 制性储蓄系统 ，
比现收现付制具冇相对强 的供

款激励机 制 。 说到底
， 这是

－

种变 相的 ｆ
ｌ
己 养 内 己

的养老模式 ３

３ ． 关于名义账户制

名 义 账 户 制 （ＮＤＣ ，Ｎｏ ｔｉｏｎａ ｌＤ ｅ ｆｉｎｅ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

ｔ ｉ
ｏｎ

） 
也称虚拟 账户制 ， 足

２０ｔ 

纪
９０

年代中期 在瑞典

形成构思的一种养老金制度 。 名 义账户 制 与传统的

现收现付和基金制既必联系 乂也区别 。 名 义账户 制

本质上仍是现收现付制 ， 但是在养老金支付方面 和

现收现付制冇所不同 ， 在名 义 账户制 卜

＇

劳动 力同样

被要求按其下资收入的 ？定 比例 向养老保 障系统供

款 ， 而且这些供款同样是 屯 养老保障系统用于给现

期老年人支付养老金 。 但在名 义账户 制 Ｋ这种支付

不足按受益基准制方式决定的支付水平 ， 而是按供

款基准制方式决定 。 也就足说 ． 在名 义账户制下
一

个人可取得养老金的多少 ，
不再是依据本人的丁作

年限和本人职业生涯的平均丁资水平来决定可得到

的养 老金水平 ， 而主要是看本人对养 老保障系统供

款的多少 ． 即个人账户 中 资金的多少 。 由 ｆ名 义账

户 制 的方式 ＨＪ 以将养老金的 支付水平同 本人供款情

况直接联系起來 ，
Ｂ

｜

ｊ 原则是供款越多相敁 Ｍ
丨得到的

养老 金水平就越卨 。 而在现收现付和受 益基准制的

模式中 ， 决定养老金待遇水平的主要因 素是 Ｉ ：作年

限和平均 下资水平 ， 这与实 际供款的多少许没冇直

接的联系 。 因此从这 个角度看 ， 名义 账户 制 比现收

现付和受益基准制的模式在激励效应方而布一定的

改 冓 。

总的看 ，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 ，
现收现付和

受益基准制 的养老金制度便足西方Ｈ家普遍采川的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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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制度 。

一

次大战后 ， 西 ７／Ｈ家经 Ｉ／ｉ 了
－

段相

当长 的妗济快速增长和劳动 力供给充足的时期 ． Ｗ

此现收现付和受益基准制的养 老金制度在两方发达

国家 中 汽也过辉煌的鈐历 ， 给许多 老年人带来 ｒ福

利 。 为此 ， 这种颇具福利性色彩的养 老金制度 矜是

发达 国家引 以为荣 的养老金制度 。 仍足 ， 随苕人 ｕ

老龄化问题的 ｈ趋严重 ，
现收现付和受益基准制的养

老 金制度在养老资金供给上不吋持续的制度缺陷越

來越明 露出 來 ， 因此许多Ｈ 家正 面 临如何对现

收现 付和受 益基准制 的 养老 金 制 度进行改革的 问

题 ． 中于基含制氺质上是
“

ｆｔ 己养 自 己
”

的
一

种养老

金制度 ， 因此从理论上讲 ，
基金制在制度设计上是具

有一定程度免受人 口老龄化影响 的效应 。 为此
，
基

金制正成为
一

些国家改革养老金制度的
一种方 向

性制 度 。 但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并非简单 。 对于基

金制本身 的优劣性这里暂且不论 ，仅是要从现收现

付制转向基金制 ， 就存在着 巨大的转型成本问题 。

我 国 当前基本养老保险采取
“

统账结合
”

的管

理模式 。 所谓统账结合 ， 是指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

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 即要求参保单位和个

人分别缴纳 丁资总额的
一

定比例 ， 分别参加社会统

筹调剂和存人职丁个人账户 中 ， 缴费满一定年限并

达到 退休年龄者可 以 领取养老金 。 关于 中 国养老

金制度改革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重要问题 ， 由于本文

的重点不在此 ，
不拟对中 国养老金制度问题进行更

多的论述 。

可见 ． 现行养 老金的收入来源主要 与穷动报酬的

Ｗ素也关 ． 而 与技术及资本要素报酬的Ｗ素无立接关

系 。 当然 ， 养 老金形成的基金可以进行各种投资而取

得投资收益 ， 何这不足养 老金的初始来源和 主要来

源 ，本 文也＋会对养老金的投资问题多加 ｉ

、Ｂ仑 、

归结上述的分析 以得到
－ 个基本 的结论 ： 现

行养老金 制度 Ｋ的养老金来源主要是来 ｆｌ 劳动要素

报＿ 的贡献 ， 具体涉及劳动者的数量 、
Ｉ ．资水平 、提

取比例等因素 。

（
二

）
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１
． 关于经济增长

妗济增长 是指
一

定社会中 的经济产 出 ａ的增

长 ， 在现实妗济中 ，
目前对妗济增长的度显主要以

ＧＤＰ 梢长 为度ｍ指标１ＧＤＰ （Ｇ ｒｏ ｓｓＤｏｍ ｅｓ ｔｉｃＰｒｏ ｄ？

ｕｃｔ ） 即地 ＩＸ生产总 僮
， 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 内在

－定

时间 中 所创造出 的产品或服 务的增加值的总和 。 现

实经济可挞供的产 品或服务的数Ｓ 与 质３： ， 关系人

民的生活水平 ， 关系国家的综合实力 ， Ｗ此妗济增长

不仅被各国政府所重视 ， 而 Ｒ 也足经济学中的重要

研究问题 。

影响妗 济増长 的现实 Ｗ 素 足广泛 Ｒ复杂的 。

在现行经济７埋论中 ，

ｈ
Ｊ将 影响经济增长的 因素 归

结为 Ｗ个方 Ｉｆｉｊ
：


？

是 牛
．产能力 ，

二是供给与需求的

关系 、 酋先 ，
生产 能 力是

－切经济活动 的基础 ，
如

果没冇生产能 力就谈 ４
、

＇

到经济产 出 。 其次 ，
生产能

力的 ｆｔ
．体实现是为 了满足需求 ， 因此经济的活动主

体 Ｈ
Ｊ分为供给与需求阱个 供给与需求是密 ４ 、

＇

可分的关系 。

一

方面 ，
生产是为 ｎ茜 ｉｄ耑求 ， ｗ此没

而耑求的供给是无意 义的供给
；
Ｗ 

—方面 ．耑求必然

影响供给 ， Ｗ为耑求 的多少将影响到土产的多少 ，

然而 ，
从根本 ｈ看 ， 长期妗济增长的基本潜力主

要是 由生产能 力决定的 ，供给 与耑求 的关系在很大

稈度 ｈ主要是决定生产能 力 发挥稈度的 Ｗ＃ ，

－ 也

即 ，
生产能 力是决定经济増长更为基础性的因 素 。

现代人类社会与原始社会的 大壤之別 ，
发达 闯家与

贫穷 Ｈ家的Ｈ 大差距 ，
不是 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决定

的 ， 时是 由 不同 的生产能 力水平的差距造成的 ｈＪ

以 说 ，
生产能力 的 卨低决定若人类社会生存能力的

高低 ，
也决定苕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 鈐济 中的资

本
、
穷动

、
技术等生产性要素 是决定生产能力 的基本

要素 ， Ｗ此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Ｗ 素 。

而价格 、
成本

、
制度

、
ｆ调期等是决定供给 与耑求关系

的基本Ｗ 素 ． Ｗ此足决定短期妗济增长 与波动的重

要Ｗ＃ 。

２
． 关于经济増长的动力机制

在 ４ 、

＇

同 的经济发展 阶段 ，
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

机制是＋ 同的 。 在低收入阶段 ，
经济中 －般拥冇相

对 丰富的原 始资源 以及低成氺的劳动 力 ， 相对 缺乏

的主要是资金与技术 。 因此 ， 在 低收入阶段屮 ，
经济

増长主要表现为投资拉动 、 低劳动 力 成本的祖放式

增长方式 ， 这时的资源 １环境对发展的约朿性相对

宽松 。 低收入阶段的妗济增长的动 力机制 ． 主要取

决 Ｊ 供给方面满足人们初级遥求 的能力 。

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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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机制 。 ，经济发展进人屮 等收入阶段后 ，

人们的基本生沾耑求得到满足 ， 消费耑求趋 ｆ多元

化 、复杂化 ． 经济增长的约束转向耑求方而 。 同时 ，

拉动经济增长的耑求不冉是初级的基本耑求 ， 而是

史多 ３高科技相关的
“

高级
”

耑求 。 而这种 复杂的高

级耑求 ， 更多地耑要供给方而创造出来 ， 即妗济增长

的动 力机制转 向供给创造耑求的能力 。 其中
，
创新

能力成为实现吋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 ， 而创新的关

键在于技术 ． 因此 ， 进人中 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

的动 力机制将 发生深刻变化 ，
其中技术与资本要素

的作用更为关键。

３ ． 要素收入分配

经济产 出 中 生产能 力 决定 ，
为此在经济７中 吋

Ｍ生产函数忐不 ， 即 ，
其中 欠为资本要索 乂

为夯动要素 ． 生产函数关系 则体现 ｒ生 产的技术水

平 。 对函数 Ｆ
＝

ｆＹＫ ，
Ｌ人如果同样数 Ｓ： 与质Ｒ的 尤和 ｉ

听对应的产 出 水平越高 ， 表明 函数所体现的生产技

术水平越高 。 而产出耑要存土产要素的投入 ， 投入

的要＃即 为生产所付出 的成本 ， Ｗ此投入的要＃耑

要取得 回报 ， 对此称要素报酬 。 经济７周〇仑 屮 ， 假定

生产要素 为资本与劳动 ，
经济产出 与要素报酬冇 卜

＿

面的公式关系 ：

Ｙ＝ＭＰＬｙ＾Ｌ＋ＭＰＫ ＾Ｋ＋ＥＰ（ １ ４ ）

贫中 ，
ＭＰｉ （Ｍ ａｒｇ ｉｎａ ｌＰｒｏｄｕｃ ｔｏｆ Ｌ ａｂｏｒ ）为劳动的

边际产 出 ，
ＡｆＰＡｆ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Ｐｒｏ ｄｕｃｔｏｆ Ｃａｐ ｉ ｔａ ｌ ）为资本

的边际产 出 ３ 可 见 ，
（ １

－

０ 式中 ＭＰＬ 
ＸＬ 为劳动要素报

酬部分 ， 为资本要素报酬部分 ，
ｉＴ （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Ｐｒｏｆｉｔ） 为好济利润 。

长期的实践经验Ｕ鈐充分忐明 ，
现代妗济增长

越来越依 靠技术 与资本要素的推动 ． 特别足技术进

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动 力源泉 、 这样的

经济増长的动 力机制 息味着 ， 现行经济存在着要素

收入向技术 及资本持冇者集 中的 内在倾向 ， 而劳动

要素的贡献则趋于 卜１绎 ， 即公式 （ １
－

１ ） 中 心产

出 ７的份额 Ｊ３于 Ｋ降 。

（
三

）
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对养老金制度的

挑战

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 ｌＨ面 临严峻 的挑

战 ，
目前 已妗被广泛 认识到的 ， 主要是人 Ｕ 老龄化

对养 老金 制度的深刻影响 。 而笔 ＃要强调的 ， 足一

种更为深刻的 、 内在的系统性缺陷 ，迄今尚 太被广泛

地认识到 ， 这便足现行经 济增长机制 对现行养 老金

制度所产生的系统性缺陷 ． 即现代鲐济増长 的动力

机制产生弱化养 老金来 源＊础的效应 。 其基本理

论依据 如下 ：

资本 、 劳动 及技术 足推 动妗济增长的二大要

素 ｃ 而长期的实践经验 已妗充分忐明
，
现代妤济増

长越来越依靠技术与资小要素 的推动 ，
特别是技术

进步正在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 的动 力 源

泉
，
劳动要素 的贡献则趋于 Ｋ降 。 这样的经济増长

的动 力机 制 意味着 ，
现行经济存在若要素收人向 技

术及资小持冇者集中 的内在倾向 、 而 由 于现行养老

金 制度 卜

＿

的养老含來源 主要是劳动要素的贡献 ， 即

不是来 Ａ 资本 ￥技术要索的Ｍ献 ． Ｗ此究动要索 Ｗ

献趋 ｊ 下降意味着养老金来源基础趋 ｆ减弱 。 这丧

明现代妗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杏不断弱化养老金来源

基础的效 应 电为重要的结果是 ． 由 ｆ技术 与资 本

要素报酬的贡献没而直接关联养 老金 系统 ， 由此 导

致现行制度下的养老金增长不能 及时，受到技术 与

资本要素对
＇

经济増长带来的成果 、

上述的现论推断需要实 ｉ ［Ｅ经验的证明 ， 然 而 ，

ｎ前在现实经济屮 尚难以取彳３ 与上述埋论公式 （ １
－

１ ）

含义完全
＇

致的统计数据 ， 但是 以 利用意 义 相近

的其他数据进行分析 、 为此 ， 笔者分別采集 了美 Ｈ

与中 Ｈ的办关数据进行分析验证。

养老金来源基础
——

劳动要素贡献趋于下降的实证分析

国 民收入 中劳动＃报酬所占 比重的变动情况是

下文实证分析的核心问题 。 如果劳动芯报酬 占国 民

收人的 比 重总体上呈现 Ｊ３于降低 ， 则必然弱化养老

金供给 的源泉 。 首先 以美 闺 两阶段 的数据进行分

析 ， 第 ？阶段数据是 １ ９ ７０
—２ ０ １ ４平期间美Ｈ 劳动者

报酬与美 ＨＧＤＰ 的 比韦 ， 此阶段体现的是美Ｈ现代

经济 的情况 ； 第二阶段数据是 １ ９２ ９
—

１ ９７ ０年期 间美

国劳动者报＿与美Ｈ ＧＤＰ 的 比书 ，
此阶段体现的是

Ｉ 丨

－

：现代的美Ｈ妗济情况 。

（

一

）美国数据的分析

图 ｉ 是 １ ９７ ０
—

２０ １ ４年期间芙国劳动名报０ １

■内 美

ＨＧＤ Ｐ 比率的 图 ７Ｋ 。 可 以 看到 ， 总体 ｈ在 １ ９７０
—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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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４年长达４４年的时间里，美国劳动者报酬与美爵

ＧＤＰ 的 比率呈现显著的波动性下降 。 例如 ，
１ ９７０年

该比奉为 ５０％
，
到 ２ 〇〇６平下降至 ．５ １

＿ ４％
，
即下降了

６ ． ９个百分点 ０ 在此期间虽有多次重复上升的情况 ，

但表现 丨 丨
丨 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 。 最近的 ２ ０ １４年该比

率为 ５ １ ．７％ ， 比 １ ９７０年依然下降了６ ．６个百分点＾ 因

此
，利用美国长达 ４４年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

劳动者

报酬 占总产川 的比虞总体上 ；梟现波动性下降 的

趋势Ｓ—

图 １１ ９７０
－

２０１ ４ 年

美国劳动者报酬与美国 ＧＤＰ的 比率 （
％

）

注 ：

．根据万得数据 （Ｗｉｎｄ资讯 ）计算

图 ２１ ９２９
－

１ ９７０ 年

美国劳动者报酬与美国 ＧＤＰ 的比率 （
％

）

注
：根据万得数据（Ｗｉｎｄ资讯 ）计算

实际上 ， 要素贡献份额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

阶段性有关 ， 或者说与要素对经济增长赁献的重

要性变 化有关 。 例如 ， 图 ２ 是与图 １ 数据同 口 径

的 １ ９２９
—

１９ ７０年期 间美菌劳动者报酬与美眞 ＧＤＰ

的 比率 ａ 可以看到 ，在此期间莠国劳动者报酬与

ＧＤＰ 的 比率总体上是呈现 Ｊ：升趋势 的 。 例如 ；

１ ９２ ９年该 比：率为 ４９ ．３％ ，到 １９７０年上升至 ５８ ．
３

， 即

提高约 Ｔ ９个百分点 。 美 国经济发 展史告诉我

们 ，
１９２９
—

１９７０ 年间是美国 从经济大擊条 到经济

复苏的 阶段 ＾ 这说明 ， 劳动者报酬与 ＧＤＰ 的 比率

变化 ，ｇ现 出 经济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 ， 即在 １９２９
—

１ ９６ ９年期间美国的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

不断加强的 。 而这一特征在迸入现代经济发展阶

段后得 以变化 ， 即经济增长的 动力机制 的主要特

征表现为 ：技术与资本要素对增长贡献的重要性

不 断加强
，
而劳动要素的作用趋于弱化 ３ 因此 ，

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 机制特 主要是 图 １ 而不是

團 ２展现的情况

（
二

） 中国数据的分析

图 ３１ ９９９
－

２０ １ ４ 年

中国劳动者报酬与增加值合计 （
Ｇ ＤＰ

） 的 比率 （％ ）

注
：根据各年份Ｉ 中 国 统计年鉴》 中 国 资金流量

表（实物交 易 ）数据计算

图 ３ 展现 了 中 Ｍ劳动者报酬与增加值合计
（ ＧＤＰ ） 比率的数据精况 。． 可以看到 ，劳动者报酬与

增加值的 比率在总体上同样呈现下降趋势《 例如 ，

１ ９９ ９年 该比率为 ５ ９ ．７％
，
２０ １１ 年下 降至最低点为

耵％
，
尽管之后该比報现上升 ， 但是到測 ４年该比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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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为 ５ １％
，
问 １９９ ９年相比仍然低Ｏ 个

■

分点 、 这表

明 在 ２ １ｔ纪前 １ ０年 中 Ｈ鈐济实现高速增长 的过程

中 ， 劳动＃报酬在増加值中 的份额总趋势足 ？著下

降的 ｒ 这可以 作为
“

现代妗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导致

产 出成果中州 穷动报酬的 比例总体 ｈＭ现下降
”

的中 Ｈ数据妗验证明 。 由 Ｆ 目前中 国 的统 ｉ
Ｉ

＇

数据中

没存 曱
？些更长时间序列数掘 ， Ｗ此无法像美 Ｈ那样

获取 比较早期 中Ｈ经济的数据倍况 ， 即 尤法 考察屮

Ｈ 的劳动者报＿与增加值的 比韦是 卩？ 也曾经Ｗ
了上

升阶段、

上述的实ｔｆ 分析在数据经验 ｉｆｉｊ 总体表明 ，
现

代经济増长的动 力机制 Ｋ劳动要素报酬份额 Ｋ降或

难以提 高的结 论是基小成立的 。 因此 ，
在上述实 ｉ ｉ

卜

妤验成 、

＇

／ 的基础 ｈ可以 进行如下的排断 ： 由 〗 现行

养老金制度下 的养老金来源主要足来 Ａ 劳动要素的

ｗ献 ． 而不是来 Ａ 资本 与技术要索的贡献 ， Ｗ此劳动

要素 迈献趋 ｈ下降意味着养 老金来源基础趋 ｊ 减

弱 ， 丧 明现代 Ｉｆ济增长动 力机制具杏不断弱化养 老

金来源基础的效应 。

当前养老金增长困难是系统性问题

（

一

）老年人有权合理分享现代经济增长的成果

繩论上 明确老年人冇权 ｆｙ埋分享现代经济增长

成果足 ｉ ｈ常必要的 ， ｗ 为只也 明确老年人分亨现实

妤济増长成果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
才能理冇气壮地

维护老年人的基本利益 ， 也关的制度改革才也坠实

的理论依 据 ，
并可以 明确 相关制度改革 与机制建设

的正确方向 。 对此 ， 耑要从生命周期 的角度考察老

年人及养 老金的特殊性 。

人的 生命Ｍ］期 ＨＪ大体分为 太成年期 、
「作期 和

退休期
＝ 个阶段、 从经济ｓ

＿看 ， 处于未成年期和

退休期者是非生产要素 ， 他们只消 费而＋从事社会

牛．产活动 ＿
？般总 义的老年人处于退休期 ， 因此作

为非生产要素是老年人的
？

种特殊性 ， 但是 ， 与太

成年人＋同 的是老年人 吋 以定期取得收人 ， 即领取

养老金 。 可见 ， 养老金对老年人有
“

不劳而获
”

的属

性 。 问题是 ：具有
“

不劳而获
”

属性的养老金 ， 是国家

与社会对老年人恩赐的福利吗 ？ 答案是否定的 。 对

此
， 需考察老年人在其 丁作期所创造价值 的使用

情况 。

当老年人处于人生 的丁作期时 ， 其劳动成果并

没必仝部们其个人所也 。 例 如 ． 其中 的
一

部分川 ｒ
－

抚养后代 ，

一部分通过储蓄而转化为投资 ， 投资川 ］

支持企业 与社会建设 ，
还存

一

部分成为政府的财政

收人 ｆ
■

实 卜＿ ， 妗济社会发展必然足代际传承的过

程 ，
如果没必 卜＿代人创造价值的 克献 ，

必然不会存下

代人的生＃与发展 、 因此 ，
现实经济增长的成果实

际上含冇老年人过去 劳动成果的贡献 、 氺质上 ， 养

老金是老年人对 其过去创造的价值的剩余部分所进

行的补偿 ， 或者说是老年人对艽过去创造的价值的

剩余索取 ， 而不是Ｈ家和社会对他们恩赐的福利

基于上述的道理 ， 即便不是基于道德伦理的原

因 ，
仅从社会公平的视角看 ， 老年人必然拥伤分亨现

实经济增长成果的权利 。 如果不能 丨 ｈ老年人及时 、

合理地分亨现劣妤济增长的成果 ， 这便是对老年人

的不公平 。 而 如何在现实妗济 中落实老年人分亨现

实 ｉｆ济增长成果的权利 ， 政府负也首当其冲的最大

责任 。 然而 ，

如何解决这
一

问题还存在理论 与实践

上的障砑 。 例如 ， 如何计ｉｔ老年人过去创造的价值

对现实经济增长的贡献 ，
ｎ前在现论上 尚不洁晰 ， 甚

至对此Ｎ题的存在还没冇形成足够的认识 ， 因此 ，

气前首先需要加强此方 面的冇关理论研究 ， ３求观

论创新 ， 为违立新型 养老金 制度提供 坚实的埋 论

基础 ，

（
二

）
现行经济中存在着影响养老金增长的 系统

性因素

所谓 系统性影响 Ｗ＃ ，
是指这些影响Ｗ素不足

随机性 、 偶然性的 ， 而足存在 内在作川机制的Ｗ 素 。

对这些系统性影响Ｗ素 的应对 ． 不是 老年人个体如

何进行理财 、如何规避＃老风险的问题 ， 而是需要在

Ｈ家Ｍ ｉ

ｆｉｒ统筹相关制度与机 制迀设。 长期看 ，
核心

问题是要迚立 可持续的新型养老金制度 ＿

首先 ， 现行养老 金 主 要 來源于 劳动要素 的 贡

献 ， 而不是来 ｆｌ包括资本与技术在 内 的全要素 的贡

献 ，
这是观行养老含制度的

－

个重要缺＿ 。 中 于现

代 ｉｆ济增长中 的劳动要索 贡献趋 〗 下 降 ． Ｗ此 ，

“

单

纯依靠 夯动要素 贡献的养老金增长陷入 Ｗ境
”

在发

生机制 卜就具存必然性 在此 ，特别耑要指 丨 丨 丨 的是 ，

当前破解养老金增长Ｗ境的根本 出路在 建 、

＇

／基

３４



本刊特稿

于全要素贡献的 养老金增长与经济増长相 关联的

机制 。

其次 ，
现行收入分配制度不 利 ｒ养 老金增长 。

初次收 入分配是按要素 贡献进行的 ， 如资本的利润

由资本所也＃获得 ． 技术进步的收益 由技术拥存省

获得 ， 劳动力取得丁 资收入 。 老年人是已经从劳 动

力队伍退 出的 圯生产要素
，
不 参 勺初次收入分配

， ｗ

此要素收人增长与养老金増长没冇直孩关联的机

制 ＿ 这总味着观行经济中 缺乏老年人直抜分卓经济

增长成果的机制 、 养老金的増长需要相关制度安排

才能实现 。 然闹 ， 制度安排冇很强的法ｆｔ 、法规及政

策性 ，
缺少灵活的弹性 ， 难以 做到适时 理吨变 。 同

时 ， 老年人不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
缺乏

“

ｉ
、

丨价还价
”

的能力
，
在收人再分配过程 中处 ］ 被支配的不利地

％ 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这些ｗ ＃对养老金增长

存明 ？的不利影响 。

冉次 ，
人 ｕ 老龄化降低养老金供给的能 力 。 目

前我 Ｈ 已进入人 ｕ 老龄化快速发展期 ， 劳动年龄人

Ｕ 比重Ｍ现不断下降态势 。 由 ｆ在我Ｈ现行养老金

制度 Ｋ 的养老金主要来源于 劳动要素 的贡献 ， 即 来

源于劳动收人形成的养老含供款 ， 因此劳动￥龄人

ｎ 比茧 Ｋ降怠味者 ｎ
ｊ 向养老令系统缴费的人 ｎ 比 重

Ｋ降 ， 由此降低养老含供给的能 力 同时 ，人 ｎ老龄

化导致参与 养老金 分配的老年人 ｎ数 断增加 ，

由此将不断增加总体的养 老负拘 。 如果国 民收入 中

分配给老年人的部分不能实现合理适度增长 ． 则 老

年人可得到的养 老金水平将难 以捉高 。 在现实经济

中
，
人 ｕ 老龄化不利 ｆ养 老金增长 的效应 Ｌｉ鲐体现

为
“

代际收入 Ｉ 卩均衡增长
”

的倾向 ， 即财贫 史 多地足

向年轻一代集中 ３ 例如 ， 福布斯发布的 《
２０ １ ５ 中Ｈ高

净值阶Ｍ财富 丨

＇

１ 皮书 〉
／
ａ小

？

， 中 Ｈ 高净值人群在年龄

构成方 Ｉ

ｆｉ
ｊ

，
４ ０至 ４ ９ 岁年龄段 Ａ 比最高 ， 达到 ４０ ． ９％ 。

胡润研究 院与中 Ｈ 银 行私人银行联合发布的 ＜２０ １ １

中Ｈ私人财富管理ｎ皮书
＞破小％ 中Ｈ大陆 Ｔ

？

万富豪

平均年龄为 ３９ 岁 。

最后 ， 老年人知识更新滞后增加 了老年人增收

及财 Ｍ ｆｆ理的难度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 发展 Ｈ新月

异 ，
现代信息社会背景下 的知 识更新不断加快 。 限

Ｊ 精力 与体力下降 、思想 ＋Ｈ对保守 、参 与羚济沽动机

会减少方多方而的原Ｗ ． 现代社会中 的老年人难以

迠应快速发展的吋代 而易于成为时代的落ｍ者 ， 出

此深刻影响老年人增收 及财常管理的能力 。 特别足

当前金融丁具创新Ｍ出不穷 ， 老年人更是难以应对

和把控 。 同 时 ． 通货膨胀风险 、金融风险 以及办关政

策风险等都足老年人难以应对的 ｃ

当然 ， 在现实经济 中存在着一些年轻人的收人

尚不及老年人的退休金高的情况 。 比如
， 很多年轻

人
一个月辛苦丁作的收人只有几Ｔ元 ，

远不及一些

退休者的上万元退休金 。 这似乎表明在现实经济 中

也存在着收人分配在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 尚
“

不平

等
”

的现象 。 笔者认为 ， 对此问题需要从整体角度

来看 ， 即需要进行
“

整体
”

性 比较 ， 而不是
“

个例
”

比

较 。 如果进行个例 比较 ，
合理的方式也是进行其个

人
一

生 中劳动期和退休期的收人水平比较 ， 而不是

进行不同个体的收人 比较 。 不同人的收人差距取决

于太多的不 同因素 ， 如所受的教育程度及其专业 、从

事的职业或行业 、个人能力 乃至机遇等都是重要的

影响 因素 。 而就 同一个人而言 ， 在其一生 中职业生

涯期间的劳动年均收人
，
通常高于其退休期的养老

金年均收人 。 事实上 ， 如果将在职劳动力群体作为
一

个整体 ， 而将退休者群体作为另
一

个整体 ， 那么在

现实经济中 的情况是 ：

“

劳动力
”

整体的平均收人水

平是明 显高于
“

退休者
”

整体的平均退休金水平的 。

对此 ， 在学术上可用
“

养老金替代率
”

这一指标体现

两个群体间的收人差距 。 即 ， 养老金替代率指劳动

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丁资收人水平

之间的 比率 。 关于替代率的测算 ，
目前仍是

一

个复

杂的问题 ，
其中一个难点是如何确定收人的 口 径 。

多数学者测算的结果表明 ，
目前我 国的替代率水平

大体在 ４ ０％￣６０％范围 。 即使按较高的估计结果 ， 如

根据董雪提供的数据表明 ，
２０ １ ４年我 国毛替代率水

平约 为 ６９％
， 也是远低于在职人员 的 平均收人水

平 的 。

ｍ

建立基于全要素贡献的养老金制度

由于本文论述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是系统性

问题 ， 因此更加强调从整体角度看问题。

从长远看 ，
建 、＞ ：基 ｆ 仝要素 贞献的新哨养 老金

制度足根本性出路 。 为此 ，耑要令面深入研究
“

基 ｆ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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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贡献的新型养老金制度
”

的有关理论与实践

间题 这是有重大瑝论与现实意义的课题。 这
一课

题有待进行长期 、探人的研究ｄｓ期 内可考虑从下面

两方面入手 ；

首先 ，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机制增加社保养老基

金收人 。 老年人曾 对家庭与企业作川贡献 ， 因此家

庭与企业应：对老年人养老负有主体责任 办 个人所得

税来源于个人收人 ，
企业所得税来頫于企业收人 ，

将

这两种税收的４部分转移支付给老年人 ，
可以体现

后代与企业对老年人养老所尽必要的
＇

责任 ， 因此这

一

转移支付方式具有合理性 ３ 具体的做法如下 ｆ可

按＾定比例提取个人所得税收入及企业所得税收入

作为社保养老基金的收人。 税收的最终来源是经济

增长 ，
因此这种将税收与养老金直接相关联的方式 ，

实际上是建立经济增长与养老金增长相关联机制的

—种具体实现方式 ．

ｓ 由于这种转移支付方式是在个

人和企业交纳所得税之后才进行的 ，
因 不会增加

个人与企业的负担 ｅ 同时 ，这—方式也是还富于民 、

实现结构性减税的一种有效途径 Ｑ 而关ｆ提取比例

的多少 以及具体的操作程序等问题 ， 则有待在实践

中进 ＂步探素 々

其次
，
建立养老金增长 同经济增长相关指数关

联的机制 ， 老年人养老的根本 出路在于不断完善养

老的社会保障制度 。 而这＾制度的建设不能薦限于

现有的保障体系的框架 内 ，而是需要将其放在经济

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考虑 ｅ 即养老保障需要

同经济増长的动力机制 相联系 ，
以此让老年人及时

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ａ 经济增长是来 自全要素贡献

的结果 ，
因此将养老会增长同经济增长相关联 ，在理

论上即意味着养老金增长是来 自全要素的贡献 。 具

体思路是 ＾可将老年人养老金增长幅度的调整同链

济螬长率 、劳动力 收人平均增长率以及同有关价格

指数增长率进行关联 ， 由此建立造时动态调整老年

人养老金增长的机制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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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２０ 曰 出版

李军 ，
１９ ６３ 年生 ，

河北省 石 家庄市人
，
现任中 国社会 学院数量经济

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 、博士生导师 ３ ：中 国 系统工程学会社会经济系统

工程专 业委员 会理事长 。 毕业于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并获经济学博

士学位 ，
其有数学专业学 士 、技术经济专业硕士 、 数量经济专 业博士 、理论

经济博士后的 学 习经历
；
曾为 美 国斯坦福大学 、奥地利科学院 、荷兰 蒂尔

堡 大学 （ＴＩＬＢＵＲＧ ）访 问 学者＆
近几年主持 了 国 家应对人口 老龄化战略

研窆重大项 目
“

人 口 老龄化与 经济可持续发展
”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

老龄化 对中 国 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 目

“

人 口 老龄化经济增长效应理论与 实证研究
”

等 多 项 重 大课题的 研究 。 其

代表著作有 ： 《中 国储蓄之谜妁 系統解析——基于储蓄供给理论与人 口结

构视角Ｍ人 口老龄化与 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１
：

１人口 老龄化经济效应分

析Ｉ ，
并曾在《 中 国 社会科学Ｍ经济研究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学术

期刊发表 多篇学术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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