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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老金发展指数编制概述 

从 1995年开始探索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初迎来了符

合新制度资格条件要求的退休者，从那时起退休的“新人（新制度确立后参加工作并参保者）”

越来越多，养老金制度新旧交替的速度开始加快。与此同时，人们对养老金制度的关注与日

俱增，养老金制度相关话题已经连续多年蝉联“两会期间民众最关注的话题”桂冠。 

为了让人们快速了解中国养老金制度基本发展情况，设计一个简单明了的指数体系，并

见证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发展进程，是我们的初衷所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反映发展，也

不回避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做中国养老金制度的“记录者”。不过，限于自身能力及数据获

取的限制，现有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指数”（China Pension Development Index，CPDI）仍

较为单薄和粗糙，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所在。 

养老金发展指数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中国养老金发展指标（China Pension 

Development Indicators）体系，该部分主要反映养老金制度的现况，其纵向比较反映发展；

第二部分为指数体系，这一部分根据养老金发展指标标准化后加权调整而来。指数体系赋值

依据参照基准不同反映一定的问题，其纵向比较反映趋势。总的来看：指标体系侧重于反映

现况与发展，指数体系侧重于反映问题与趋势。 

（一）养老金发展指标体系 

距离上一次发布养老金发展指数已经有五年时间了。在这些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在 2013年发布养老金发展指数时已预期到城乡居民保险制度的

飞速发展，该制度的统一并接近全覆盖的情况使得原本指数设计中分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险指

标体系迅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二是 2015年原本框架体系不同的城镇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制度开始从了“双轨”到“统一”的转变，同一个名词下的制度覆盖群体已经与过

往不尽相同，这些情况是新的养老金发展指数需要考虑的。 

更重要的是，原本的养老金发展指数严重依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数据，而这样

的数据交换体制是不可能永久持续的。因而，这些年来养老金发展指数在完善体系之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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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了数据来源——以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的公开数据为

主，缺失部分以精算拟合代替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内部数据。 

目前，养老金指标体系设计延续了基于职能与流程的做法。职能理念源于世界银行的多

支柱理念，自 1994年世界银行提出构建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设想以来，中国养老金制度事

实上也在进行着构建多支柱（层次）体系的努力。按照世界银行的五支柱提法，我国养老金

体系主要组成部分中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年金制度，分别对应着第一支柱与第二

支柱。 

因而，中国养老金发展指标从养老金职能角度出发，选取了养老金层次指标以及养老金

评价指标；结合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选择了缴费与待遇相关的指标，并将上述基

于流程与职能产生的指标作为二级指标，分别设立在不同主题的一级指标体系下，由此形成

了养老金发展指标体系。详情参见下表。 

 

表 5-1中国养老金发展指标体系及加权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充足性 

城镇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率 10 

领取城镇基本养老金人口占法定退休年龄人口比率 10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水平占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率 10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水平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 10 

可持续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 GDP比率 10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 1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支付月数 10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缴费金额占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比率 10 

多层次 

企业年金职工参与率 5 

企业年金基金积累额占 GDP 比率 5 

人身保险密度 5 

人身保险深度 5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编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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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老金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养老金发展指数是在养老金发展指标基础上的，根据不同指标特性选定不同的处理方式

（参照基准）进行标准化处理，随后确定指标的权重并赋值，最后加权汇总形成指数。具体

来看，养老金发展指数包括三个一级指标：  

1 充足性 

充足性指标旨在反映养老金制度的本源——参保者的晚年经济保障情况，由充足性指标

体系衍生而来的充足性指数全部为适度指数。其主要反映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养老金制度覆盖情况，主要考查养老金领取人口数在法定退休年龄人口中的比重。

如果原始指标数值过低，表明养老保险制度发挥的作用有限；但如果原始指标值过高（尤其

是部分地区数值已超过 100%），则表明该地区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提前退休及非正常退休现

象。虽然 197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 104号文）中所界定的

特殊工种提前退休规定现今依旧有效，但需要指出的是，实践中许多特殊工种已经连发文部

门都不复存在。在指数化的过程中，原始数值超过理论上限的相应扣减，详情参见后文注释； 

二是考察养老金水平。从养老金制度的本源目标及养老金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

则出发，养老金的目的在于保障老年人晚年经济水平，同时这一收入水平不应超过经济社会

发展的承受能力。在当前养老金制度安排下，这一部分选取了三个子指标，分别从代际间收

入分配、家庭结构、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角度反映了待遇领取者收入水平，具体指标为： 

（1）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比率，实际上原始指标计算结

果为社会平均养老金替代率（参照缴费标杆），也反映了缴费者和待遇领取者的代际间收入

分配情况。如果该指标过低，显然退休人口将陷入贫困陷阱；如果该指标过高，那么很可能

制度可持续性陷入危机，而且会出现在职职工与退休者的收入倒挂现象。因而该指标在指数

化的过程中，将原始数值位于合意区间者设为 100，无论超出还是低于该区间均将扣减。需

要指出的是，这一指标在当前制度环境下存在着严重的偏差，详情参见后文注释； 

（2）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该指标用以反映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退休者的基本生活保障情况。养老金水平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着明显的相

关关系，如果该比率过低，显然待遇领取者晚年相对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如果该比

率过高，则表明养老金制度过于慷慨。这一指标指数化的过程中原始指标经历了参照家庭

规模进行的标准化过程，详情参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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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 GDP比率。该指标用于衡量当年的 GDP 中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情况。老年人口必然需要消耗一定的社会资源，其合理水平在一定时期内

相当于 GDP的一定比率。因而，如果该指标原始数值如果过低，很可能养老金待遇领取者收

入不足；如果原始数值过高，表明当地养老压力过大。因而，在指数化的过程中，该指标与

地区老龄人口结构挂钩，超过老龄化人口结构对应的支出上限需要进行相应扣减。 

2 可持续 

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越来越为各国所重

视。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意味着制度在财务上实现费率和待遇的长期相对稳定，且无需过多制

度外财政转移支付。在中国养老金发展指数 2018中，可持续由四个子指标构成： 

（1）城镇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率。该指标用于衡量城镇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的比率，反映的是缴费的覆盖情况。在中国当前制度环境下，该部分实际上还反映了

人口流动的作用； 

（2）基本养老保险人均缴费占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该指标用于衡量参

保职工的缴费水平。问题在于，这一指标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尤其是在各个地区采用

不同缴费基数的情况下。为此，该指标的指数化过程采用了排序和基础分值相结合的方式，

详情参见后文注释； 

（3）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制度赡养率衡量的是制度内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与缴纳

养老保险费的人口结构，其发展趋势对未来的养老金收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该指标的指数

化过程参考维持现收现付制精算中性需要的制度赡养率，并将该赡养率设定为理论峰值，转

化后得分超过峰值的取 100，详情参见后文注释； 

（4）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支付月数。这一指标衡量的是养老金制度应对冲击的能力，

其与国际上惯用的基金率指标异曲同工，不过在国内习惯使用可支付月数这一表述方式。但

是，该指标应该是适度指标——基金率指标的范围就很小。该指标过高，意味着制度运行效

率低。但在当前制度环境下，由于无法衡量基金投资运营情况以及中央调剂金制度的影响，

该指标暂时作为正向指标，但峰值相对调低，详情参见后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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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层次 

从 20世纪末至今，全球养老金制度都处于连续的变革当中。传统现收现付制国家普遍

加强了养老保障制度与缴费的关联性，实施个人账户制度的国家则进行了制度再改革。中国

20年前建立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在借鉴世界各国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期望构建

一种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由国家、雇主、个人乃至社会多方承担养老保险

责任，旨在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解决老年保障问题。 

不过实践中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发育较慢，直到 2004年实施的企业年金制度才打

破了长期以来只有单一支柱的局面；在第三支柱个人自愿性商业保险与零支柱基于居民身份

的普惠年金制度方面，至今仍处于各地尝试与探索的阶段。在中国养老金发展指数 2018中，

多层次指标由以下四个子指标构成： 

（1）企业年金职工参与率。该指标用于反映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比率；  

（2）企业年金积累额占 GDP比率，该指标反映的是积累额情况； 

（3）人身保险密度，反映了保险的普及程度和保险业的发展水平； 

（4）人身保险深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保险业在其国民经济所处地位。 

在这一部分中，尽管第二支柱长期以来发展缓慢，本部分还是参照了国际平均水平，以

职工参与率达到 50%为目标，结果显而易见，该部分分值较低；同时，企业年金积累额占 GDP

的比率相应峰值有所降低；在第三支柱中，由于个税递延型养老金试点刚刚起步，限于制度

发展情况以及数据获取限制，不得已只能采用人身险情况从侧面推算居民个人的自愿养老保

险趋势，标准化的过程采用的参照系为 OECD平均水平。与制度发展现况相对应的是，多层

次部分的指数分值要低于前两者。 

二、中国养老金发展指标 

养老金发展指数体系中，作为基础的养老金发展指标共有三个一级指标：充足性、

可持续与多层次。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养老金发展指数只涉及中国内地 31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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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足性指标 

充足性指标群各子指标的原始计算公式如下： 

1领取城镇基本养老金人口占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口比率，计算公式为： 

领取城镇基本养老金人口占法定退休年龄之上人口比率=领取城镇基本养老保险金人

口/城镇法定退休年龄人口（城镇男性 60岁以上人口+城镇女性 55岁以上人口+城镇女性

50-55岁人口*系数）×100%。其中，系数根据历史上的女工与女干部比率推算而来； 

2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比率，计算公式为： 

人均基本养老金占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率=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城镇单

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即城镇职工缴费基准工资）×100%。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基本养老金支出/离休、退休和退职人数。 

3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计算公式为：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00%； 

4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 GDP比率，计算公式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 GDP比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GDP×100%。 

1 领取城镇基本养老金人口占法定退休年龄人口比率 

表 5-2 领取城镇基本养老金人口占法定退休年龄人口比率（2017） 

地区 
城镇法定退休年龄人数估计

（万人） 

城镇领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金人口（万人） 

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口占法定

退休年龄人口比率（%） 

全国 16250.72 11018.05 71.79 

  
  

北京 434.33 283.13 69.02 

天津 306.12 213.78 73.94 

河北 833.22 433.81 55.13 

山西 382.79 243.04 67.23 

内蒙古 309.78 257.08 87.87 

  
  

辽宁 877.23 754.35 91.05 

吉林 405.47 332.24 86.76 

黑龙江 605.25 523.90 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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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城镇法定退休年龄人数估计

（万人） 

城镇领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金人口（万人） 

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口占法定

退休年龄人口比率（%） 

  
  

上海 580.48 489.19 89.23 

江苏 1241.55 796.06 67.89 

浙江 753.60 747.50 105.03 

安徽 645.70 322.86 52.94 

福建 409.87 182.02 47.02 

江西 457.19 307.67 71.25 

山东 1234.97 638.78 54.77 

  
  

河南 868.50 459.97 56.08 

湖北 736.40 526.14 75.65 

湖南 740.58 422.71 60.44 

广东 1074.78 569.05 56.06 

广西 414.10 251.87 64.40 

海南 83.72 68.88 87.11 

  
  

重庆 427.77 360.84 89.32 

四川 881.80 816.04 97.99 

贵州 258.68 141.26 57.82 

云南 357.47 171.34 50.75 

西藏 12.17 9.17 79.79 

  
  

陕西 412.92 246.45 63.20 

甘肃 210.46 141.61 71.24 

青海 46.87 42.77 96.61 

宁夏 59.87 60.24 106.54 

新疆 187.14 204.30 115.59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编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注 1：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口由笔者所在团队依据历年公开数据与精算数据估计得来； 

注 2：法定退休年龄人口基于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相关数据推算而来。不过，虽然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的退休年龄为 60 岁/55/50 岁，但由于存在着特殊工种提前退休规定以及各地机关事业单位参保数

量结构差异（其退休年龄相对更高）等因素，当前的估算方法存在一定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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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比率 

表 5-3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率（2017） 

地区 
基本养老金支出

（亿元） 

基本养老保险人

均养老金（万元）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

均工资（万元） 

人均基本养老金占城镇单位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率（%） 

全国 37998.66 3.45 6.90 49.99 

          

北京* 1394.31 4.92 11.99 53.25 

天津* 836.12 3.91 8.63 61.90 

河北 1411.63 3.25 5.70 62.09 

山西 1082.34 4.45 5.37 82.92 

内蒙古 707.20 2.75 6.11 45.05 

          

辽宁 2207.03 2.93 5.60 52.23 

吉林 766.95 2.31 5.61 41.15 

黑龙江 1534.17 2.93 5.24 55.85 

          

上海* 2571.14 5.26 11.99 67.34 

江苏 2555.32 3.21 7.16 44.85 

浙江* 2636.74 3.53 7.33 62.56 

安徽 784.64 2.43 5.91 41.12 

福建 666.47 3.66 6.20 59.08 

江西 862.62 2.80 5.61 49.95 

山东 2358.67 3.69 6.25 59.04 

          

河南 1471.80 3.20 4.95 64.64 

湖北 1864.20 3.54 5.98 59.22 

湖南 1349.10 3.19 5.82 54.80 

广东 1898.04 3.34 7.23 46.12 

广西 881.85 3.50 5.79 60.49 

海南 231.97 3.37 6.17 54.61 

          

重庆 1372.43 3.80 6.55 58.03 

四川 2276.44 2.79 6.39 43.64 

贵州 575.69 4.08 6.63 61.49 

云南 958.90 5.60 6.05 92.58 

西藏 84.68 9.23 10.32 8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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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基本养老金支出

（亿元） 

基本养老保险人

均养老金（万元）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

均工资（万元） 

人均基本养老金占城镇单位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率（%） 

          

陕西 961.81 3.90 5.96 65.44 

甘肃 363.52 2.57 5.76 44.59 

青海 205.48 4.80 6.66 72.15 

宁夏 221.41 3.68 6.56 56.05 

新疆 905.96 4.43 6.37 69.57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根据《中国统

计年鉴 2018》、各省统计局与人社部官方文件与网站相关数据计算得来。 

注 1：北京、上海、天津均颁布了社会平均工资数据，并在实践中以社会平均工资作为养老保险缴费的

基数；浙江使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河北使用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基数。上述省

份比率参照各省基数计算得来，该变化导致五地数值不同幅度上升。除此之外，内蒙古自治区等地采用区

内各地分别按照本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制订基数，四川等地调整了缴费基数下限，这些因素导致数值偏小。 

注 2：关于替代率与本指标的差异的说明。狭义的替代率指的是退休者个人退休第一年养老金与退休前

一定参考期内收入的比率。各国参考期规定并不相同，既有退休前一年为基准的国家，也有国家规定退休

前一段时间的收入平均值为基准。由狭义替代率出发，衍生出诸多替代率，如行业替代率，平均替代率等。

显然，狭义养老金替代率数值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动，在工资波动幅度较大的国家，替代率多寡并

不具有太大的意义。因而，现实中往往采用社会平均养老金与社会平均工资二者的比值，以反映退休者整

体养老金水平。遗憾的是，中国社会平均工资数据并不可直接获得，因而采用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率作为替代，其更接近当前中国各地实际缴费标杆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在

当前制度存在多种基数的情况下，实际缴费均值和缴费基数标杆二者并不相等，目前采用任何单一基数计

算的缴费和待遇水平均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3 基本养老保险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率 

表 5-4人均基本养老保险金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率（2017） 

地区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

金（万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 

全国 3.45 3.64 94.76 

        

北京 4.92 6.24 78.91 

天津 3.91 4.03 97.10 

河北 3.25 3.05 1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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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

金（万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 

山西 4.45 2.91 152.87 

内蒙古 2.75 3.57 77.12 

        

辽宁 2.93 3.50 83.61 

吉林 2.31 2.83 81.52 

黑龙江 2.93 2.74 106.70 

        

上海 5.26 6.26 83.97 

江苏 3.21 4.36 73.59 

浙江 3.53 5.13 68.81 

安徽 2.43 3.16 76.81 

福建 3.66 3.90 93.88 

江西 2.80 3.12 89.87 

山东 3.69 3.68 100.37 

        

河南 3.20 2.96 108.25 

湖北 3.54 3.19 111.11 

湖南 3.19 3.39 94.01 

广东 3.34 4.10 81.40 

广西 3.50 3.05 114.79 

海南 3.37 3.08 109.28 

        

重庆 3.80 3.22 118.14 

四川 2.79 3.07 90.79 

贵州 4.08 2.91 140.15 

云南 5.60 3.10 180.55 

西藏 9.23 3.07 301.09 

        

陕西 3.90 3.08 126.67 

甘肃 2.57 2.78 92.46 

青海 4.80 2.92 164.71 

宁夏 3.68 2.95 124.71 

新疆 4.43 3.08 144.09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根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查询系统计算得来。 

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 GDP 比率 

表 5-5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 GDP的比率（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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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基本养老金支出（万元） GDP（亿元） 基金支出占 GDP 比率（%） 

全国 37998.66 820754.3 4.63 

        

北京 1394.31 28014.94 4.98 

天津 836.12 18549.19 4.51 

河北 1411.63 34016.32 4.15 

山西 1082.34 15528.42 6.97 

内蒙古 707.20 16096.21 4.39 

        

辽宁 2207.03 23409.24 9.43 

吉林 766.95 14944.53 5.13 

黑龙江 1534.17 15902.68 9.65 

        

上海 2571.14 30632.99 8.39 

江苏 2555.32 85869.76 2.98 

浙江 2636.74 51768.26 5.09 

安徽 784.64 27018.00 2.90 

福建 666.47 32182.09 2.07 

江西 862.62 20006.31 4.31 

山东 2358.67 72634.15 3.25 

        

河南 1471.80 44552.83 3.30 

湖北 1864.20 35478.09 5.25 

湖南 1349.10 33902.96 3.98 

广东 1898.04 89705.23 2.12 

广西 881.85 18523.26 4.76 

海南 231.97 4462.54 5.20 

        

重庆 1372.43 19424.73 7.07 

四川 2276.44 36980.22 6.16 

贵州 575.69 13540.83 4.25 

云南 958.90 16376.34 5.86 

西藏 84.68 1310.92 6.46 

        

陕西 961.81 21898.81 4.39 

甘肃 363.52 7459.90 4.87 

青海 205.48 2624.83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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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基本养老金支出（万元） GDP（亿元） 基金支出占 GDP 比率（%） 

宁夏 221.41 3443.56 6.43 

新疆 905.96 10881.96 8.33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根据国家统

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8》相关数据计算得来。 

（二）可持续指标 

在中国养老金发展指数 2018中，可持续指标由四个子指标构成： 

1 城镇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率，计算公式为： 

城镇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人数/城镇就业人员数（城

镇非私营就业单位数+私营单位与个体企业就业人员数）×100%； 

2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缴费金额占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缴费金额占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当年基本养老保险人

均缴费/上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0%。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人均缴费=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收入/职工人数； 

3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计算公式为：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离休、退休和退职人数/职工人数（即缴费人数）×100%； 

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支付月数。这一指标衡量的是养老金制度应对冲击的能力，其计

算公式为： 

基金可支付月数=本年度基金累计结余/下一年基金支出×12。 

1 城镇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率 

表 5-6城镇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率（2017） 

地区 
在职职工参保人数 

（万人） 

城镇就业人数 

（万人） 

城镇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比率（%） 

全国 29250.22 40318.30 72.55 

 
 

  
北京 1321.36 1547.10 85.41 

天津 441.23 470.90 93.70 

河北 1102.00 1107.60 99.49 

山西 555.68 785.40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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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在职职工参保人数 

（万人） 

城镇就业人数 

（万人） 

城镇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比率（%） 

内蒙古 437.23 780.00 56.06 

 
 

  
辽宁 1195.46 1071.30 111.59 

吉林 482.30 740.30 65.15 

黑龙江 682.19 768.20 88.80 

 
 

  
上海 1059.04 1346.70 78.64 

江苏 2238.47 4038.50 55.43 

浙江 1964.87 2808.10 69.97 

安徽 754.12 1529.80 49.30 

福建 840.05 1610.60 52.16 

江西 697.57 1044.20 66.80 

山东 2022.16 2147.70 94.15 

 
 

  
河南 1437.62 2243.30 64.09 

湖北 1020.48 1566.10 65.16 

湖南 856.62 1090.30 78.57 

广东 4718.03 5514.20 85.56 

广西 525.93 917.00 57.35 

海南 172.01 256.90 66.96 

 
 

  
重庆 628.33 1328.30 47.30 

四川 1519.03 1353.50 112.23 

贵州 446.91 546.50 81.78 

云南 420.12 825.40 50.90 

西藏 33.70 124.20 27.13 

 
 

  
陕西 706.86 996.30 70.95 

甘肃 288.23 503.40 57.26 

青海 95.57 147.50 64.79 

宁夏 144.97 187.80 77.19 

新疆 442.08 921.30 47.98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编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注 1：在职职工参保人数源自国家统计局统计查询网站 

注 2：城镇就业人员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8》（表 4-5、4-7）相关数据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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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缴费金额占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率 

表 5-7基本养老保险人均缴费金额占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率（2017） 

地区 征缴收入（亿元） 人均缴费金额（万元） 
人均缴费金额占城镇单位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比率（%） 

全国 34849.45 1.27 17.26 

        

北京 2078.59 1.59 17.01 

天津 652.20 1.59 23.39 

河北 1109.64 1.07 19.22 

山西 882.97 1.83 29.59 

内蒙古 609.15 1.57 22.82 

        

辽宁 1226.08 1.09 18.31 

吉林 485.14 1.12 17.93 

黑龙江 766.93 1.23 21.44 

        

上海 2593.55 2.49 31.40 

江苏 2682.66 1.22 16.74 

浙江 2870.04 1.49 25.90 

安徽 739.96 1.03 16.60 

福建 755.66 0.91 14.51 

江西 676.80 1.12 17.28 

山东 2158.85 1.07 17.07 

        

河南 1104.52 0.85 15.52 

湖北 1228.05 1.39 20.11 

湖南 988.31 1.33 19.81 

广东 3129.61 0.67 9.17 

广西 730.63 1.62 24.00 

海南 183.23 1.23 17.28 

        

重庆 982.73 1.86 23.86 

四川 2451.09 1.86 25.24 

贵州 508.70 1.29 17.17 

云南 786.77 2.30 30.98 

西藏 99.38 3.63 28.57 

        

陕西 788.28 1.25 18.70 

甘肃 280.83 1.03 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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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征缴收入（亿元） 人均缴费金额（万元） 
人均缴费金额占城镇单位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比率（%） 

青海 142.54 1.74 22.39 

宁夏 191.80 1.45 20.17 

新疆 640.33 1.74 22.72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编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注 1：征缴收入数据根据作者所在精算团队推算得来。具体估算方法为：假定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

度为全员如实征缴，企业养老金制度部分按照工资增长率与遵缴率系数确定，汇总二者形成总征缴收入； 

 注 2：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查询得来。 

注 3：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和浙江五地的养老保险征缴和待遇计发基数为当地实际缴费基数，详

情参见前文。 

注 4：由于 2017 年度人社部发文规范一次性趸缴政策，导致多地出现了大幅度的征缴收入波动。表中

所列数据为剔除掉一次性补缴等异常波动后的数值。 

3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 

表 5-8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2017） 

地区 职工人数（万人） 离休、退休和退职人数（万人） 制度赡养率（%） 

全国 29267.60 11025.70 37.67 

    

北京 1321.40 283.10 21.42 

天津 441.20 213.80 48.46 

河北 1102.00 433.80 39.36 

山西 555.70 243.00 43.73 

内蒙古 437.20 257.10 58.81 

    

辽宁 1195.50 754.40 63.10 

吉林 482.30 332.20 68.88 

黑龙江 682.20 523.90 76.80 

    

上海 1059.00 489.20 46.19 

江苏 2238.50 796.10 35.56 

浙江 1964.90 747.50 38.04 

安徽 754.10 322.90 42.82 

福建 840.10 182.00 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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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职工人数（万人） 离休、退休和退职人数（万人） 制度赡养率（%） 

江西 697.60 307.70 44.11 

山东 2022.20 638.80 31.59 

    

河南 1437.60 460.00 32.00 

湖北 1020.50 526.10 51.55 

湖南 856.60 422.70 49.35 

广东 4718.00 569.00 12.06 

广西 525.90 251.90 47.90 

海南 172.00 68.90 40.06 

    

重庆 628.30 360.80 57.42 

四川 1519.00 816.00 53.72 

贵州 446.90 141.30 31.62 

云南 420.10 171.30 40.78 

西藏 33.70 9.20 27.30 

    

陕西 706.90 246.40 34.86 

甘肃 288.20 141.60 49.13 

青海 95.60 42.80 44.77 

宁夏 145.00 60.20 41.52 

新疆 442.10 204.30 46.21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编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注：职工人数和离休、退休和退职人数引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8》表 24-27 分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情况。 

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支付月数 

表 5-9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支付月数（2017） 

地区 基金累计结余（亿元） 预计下年基金支出（亿元） 可支付月数 

全国 43884.60 39187.06 13.44 

    

北京 4394.90 1428.99 36.91 

天津 463.20 856.58 6.49 

河北 735.20 1448.25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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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基金累计结余（亿元） 预计下年基金支出（亿元） 可支付月数 

山西 1457.70 1117.52 15.65 

内蒙古 605.20 795.96 9.12 

    

辽宁 572.80 2267.13 3.03 

吉林 340.00 801.32 5.09 

黑龙江 -486.20 1598.54 0 

    

上海 2068.80 2646.48 9.38 

江苏 3730.80 2623.64 17.06 

浙江 3709.80 2709.70 16.43 

安徽 1393.90 800.65 20.89 

福建 820.00 686.88 14.33 

江西 638.10 888.63 8.62 

山东 2315.70 2419.92 11.48 

    

河南 1104.00 1513.24 8.75 

湖北 751.60 1916.32 4.71 

湖南 1104.10 1388.64 9.54 

广东 9245.10 1947.21 56.97 

广西 556.70 907.80 7.36 

海南 173.50 237.72 8.76 

    

重庆 897.10 1412.28 7.62 

四川 3245.80 2326.67 16.74 

贵州 619.20 594.22 12.50 

云南 950.80 1000.22 11.41 

西藏 123.60 88.57 16.75 

    

陕西 566.10 988.87 6.87 

甘肃 403.70 402.03 12.05 

青海 55.80 211.13 3.17 

宁夏 217.70 228.46 11.43 

新疆 1074.00 1163.74 11.07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编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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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2017 年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8》表 24-27 分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情况； 

注 2：2018 年基金支出由作者所在精算团队推算而来。 

（三）多层次指标 

在中国养老金发展指数 2018中，多层次指标由以下四个子指标构成： 

（1）企业年金职工参与率，计算公式为： 

企业年金职工参与率=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人数

×100%； 

（2）企业年金积累额占 GDP比率，计算公式为： 

企业年金积累额占 GDP比率=企业年金积累额/GDP×100%； 

（3）人身保险密度，计算公式为： 

人身保险密度=人身保险业务保费收入/人口数； 

（4）人身保险深度，计算公式为： 

人身保险深度=人身保险保费收入/GDP×100%。 

1 企业年金职工参与率 

表 5-10企业年金职工参与率（2017） 

地区 企业年金职工人数（万人） 城镇就业人员数（万人） 企业年金职工参与率（%） 

全国 2,331.39 40318.30 5.78 

    

北京 67.03 1547.10 4.33 

天津 21.05 470.90 4.47 

河北 39.23 1107.60 3.54 

山西 55.47 785.40 7.06 

内蒙古 22.87 780.00 2.93 

    

辽宁 32.29 1071.30 3.01 

吉林 13.50 740.30 1.82 

黑龙江 18.45 768.2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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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企业年金职工人数（万人） 城镇就业人员数（万人） 企业年金职工参与率（%） 

    

上海 132.25 1346.70 9.82 

江苏 49.75 4038.50 1.23 

浙江 43.30 2808.10 1.54 

安徽 49.36 1529.80 3.23 

福建 29.42 1610.60 1.83 

江西 20.58 1044.20 1.97 

山东 47.63 2147.70 2.22 

    

河南 65.80 2243.30 2.93 

湖北 31.45 1566.10 2.01 

湖南 23.90 1090.30 2.19 

广东 56.11 5514.20 1.02 

广西 17.76 917.00 1.94 

海南 3.51 256.90 1.37 

    

重庆 10.55 1328.30 0.79 

四川 39.16 1353.50 2.89 

贵州 18.38 546.50 3.36 

云南 33.24 825.40 4.03 

西藏 0.92 124.20 0.74 

    

陕西 40.99 996.30 4.11 

甘肃 20.52 503.40 4.08 

青海 6.30 147.50 4.27 

宁夏 4.96 187.80 2.64 

新疆 11.30 921.30 1.23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编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注 1：参加企业年金职工数引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开数据《2017 年度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

数据摘要》； 

注 2：城镇就业人员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8》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和城镇私营个体人员数据

加总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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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全国数字并不等于各省份的累加。在中国的企业年金管理中，有一部分企业（大型国企为主，

少量外企和私企）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备案，并不在各地统计。 

2 企业年金基金积累额占 GDP 比率 

表 5-11企业年金基金积累额占 GDP比率（2017） 

地区 基金积累额（亿元） GDP（亿元） 
企业年金基金积累额占 GDP

比率（%） 

全国
*
 12879.67 827121.7 1.56 

    

北京 465.08 28014.94 1.66 

天津 90.73 18549.19 0.49 

河北 132.43 34016.32 0.39 

山西 263.87 15528.42 1.70 

内蒙古 100.60 16096.21 0.62 

    

辽宁 142.40 23409.24 0.61 

吉林 70.74 14944.53 0.47 

黑龙江 78.19 15902.68 0.49 

    

上海 653.41 30632.99 2.13 

江苏 354.12 85869.76 0.41 

浙江 277.70 51768.26 0.54 

安徽 261.70 27018.00 0.97 

福建 218.73 32182.09 0.68 

江西 95.01 20006.31 0.47 

山东 296.92 72634.15 0.41 

    

河南 180.37 44552.83 0.40 

湖北 199.64 35478.09 0.56 

湖南 118.63 33902.96 0.35 

广东 324.16 89705.23 0.36 

广西 71.02 18523.26 0.38 

海南 7.22 4462.54 0.16 

    

重庆 59.31 19424.73 0.31 

四川 171.68 36980.22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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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基金积累额（亿元） GDP（亿元） 
企业年金基金积累额占 GDP

比率（%） 

贵州 90.09 13540.83 0.67 

云南 172.27 16376.34 1.05 

西藏 3.71 1310.92 0.28 

    

陕西 205.15 21898.81 0.94 

甘肃 94.46 7459.90 1.27 

青海 27.47 2624.83 1.05 

宁夏 27.86 3443.56 0.81 

新疆 67.19 10881.96 0.62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编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注 1：各地区 GDP 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8》（表 3-9 地区生产总值）； 

注 2：基金积累额数据源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公布《2017 年度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

数据摘要》。 

注 3：全国基金积累额数字并不等于各省份的累加，原因同上。 

3 人身保险密度 

表 5-12人身保险密度(2017) 

地区 人身保险业务原保费收入（亿元） 人口（万人） 人身保险密度（元/人） 

全国 26743 139008 1924 

    

北京 1567 2171 7219 

天津 423 1557 2719 

河北 1227 7520 1631 

山西 629 3702 1699 

内蒙古 390 2529 1543 

    

辽宁 708 4369 1620 

吉林 486 2717 1789 

黑龙江 762 3789 2011 

    

上海 1158 2418 4790 

江苏 2635 8029 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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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人身保险业务原保费收入（亿元） 人口（万人） 人身保险密度（元/人） 

浙江 1224 5657 2164 

安徽 741 6255 1185 

福建 604 3911 1544 

江西 514 4622 1111 

山东 1755 10006 1754 

    

河南 1576 9559 1649 

湖北 1039 5902 1760 

湖南 796 6860 1160 

广东
 

2453 11169 2196 

广西 369 4885 756 

海南 108 926 1163 

    

重庆 560 3075 1822 

四川 1441 8302 1736 

贵州 210 3580 587 

云南 358 4801 745 

西藏 11 337 328 

    

陕西 655 3835 1707 

甘肃 254 2626 967 

青海 47 598 784 

宁夏 109 682 1602 

新疆 354 2445 1446 

资料来源: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编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注 1：各地区人口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8》（表 2-6 分地区年末人口数）； 

注 2：人身保险业务原保费收入引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8》（表 18-22 分地区原保险保费收入和赔

付支出情况（2017））。 

4 人身保险深度 

表 5-13人身保险深度(2017) 

地区 人身保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亿元） GDP（亿元） 人身保险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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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6743.20 827121.7 3.23 

        

北京 1567.32 28014.94 5.59 

天津 423.39 18549.19 2.28 

河北 1226.53 34016.32 3.61 

山西 629.11 15528.42 4.05 

内蒙古 390.23 16096.21 2.42 

        

辽宁 707.99 23409.24 3.02 

吉林 486.06 14944.53 3.25 

黑龙江 761.90 15902.68 4.79 

        

上海 1158.19 30632.99 3.78 

江苏 2635.27 85869.76 3.07 

浙江 1224.08 51768.26 2.36 

安徽 741.09 27018.00 2.74 

福建 604.03 32182.09 1.88 

江西 513.55 20006.31 2.57 

山东 1754.72 72634.15 2.42 

        

河南 1576.33 44552.83 3.54 

湖北 1038.75 35478.09 2.93 

湖南 795.51 33902.96 2.35 

广东 1 2452.76 89705.23 2.73 

广西 369.13 18523.26 1.99 

海南 107.69 4462.54 2.41 

        

重庆 560.13 19424.73 2.88 

四川 1441.28 36980.22 3.90 

贵州 210.05 13540.83 1.55 

云南 2 357.52 16376.34 2.18 

西藏 11.06 1310.92 0.84 

        

陕西 654.80 21898.81 2.99 

甘肃 254.06 7459.90 3.41 

青海 46.86 2624.83 1.79 

宁夏 109.25 3443.56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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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353.58 10881.96 3.25 

资料来源: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编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注 1：人身保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8》表 18-22 分地区原保险保费收

入和赔付支出情况（2017）； 

注 2：各地区 GDP 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8》（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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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养老金发展指数 2018 概况 

（一）养老金发展指数 2018综合得分 

在养老金发展指数 2018 中，全国得分为 70.38 分，而在 5 年之前，养老金发展指数

2013 最终总得分只有 56.99。仅仅 5 年的时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现今全国平均得分甚至都接近了以往的最高得分。虽然两套体系在指标选取上有一

定的差异，但剔除掉了城乡设计的新的养老金发展指数（城乡相关部分覆盖率已经接近

理论上限）各项指标设计标准总体上更加严格，二者得分的变化趋势是确定的。详情参

见下图。 

 

图 5-1 养老金发展指数 5年分值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绘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从三个一级指标来看，目前可持续得分最高（81.9），多层次得分最低（40.93），

充足性则介于二者之间（73.61）。基础结论为：制度在充足性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全国各地虽有差异，但总体趋势向上；制度从全国层面来看可持续性良好，但区间差异

极大，且需要财政转移支付压力增加较快，地区间失衡问题日渐突出；多层次总体发育

缓慢，各地差异明显。这也是近年来改革的动因所在：中央调剂金乃至全国统筹有助于

解决地区间可持续性差异，税收递延型自愿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有助于促进第三支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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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且，三个一级指标数值也预示了未来需要持续改革的问题：继续推进多层次制度

建设，稳步保障养老金水平，以及保持保障制度可持续性。 

 

 

表 5-14 养老金发展指数综合情况（2017） 

地  区 充足性 可持续 多层次 加权分值 

全  国 73.61  81.88  40.93  70.38  

  
  

   

北  京 68.74  90.18  56.32  74.83  

天  津 72.50  66.38  39.24  63.40  

河  北 73.90  73.90  40.84  67.29  

山  西 86.05  68.94  48.60  71.72  

内蒙古 74.13  60.16  30.81  59.88  

  
  

   

辽  宁 82.24  58.23  36.40  63.47  

吉  林 73.26  56.00  38.37  59.38  

黑龙江 84.82  47.41  46.60  62.21  

  
  

   

上  海 79.61  63.10  58.87  68.86  

江  苏 58.58  79.20  43.76  63.86  

浙  江 74.92  74.24  36.07  66.88  

安  徽 54.20  74.17  31.20  57.59  

福  建 62.59  83.83  26.80  63.93  

江  西 74.05  70.44  28.11  63.42  

山  东 67.62  90.22  31.25  69.39  

  
  

   

河  南 71.33  77.94  41.25  67.96  

湖  北 82.61  57.18  35.42  63.00  

湖  南 69.00  71.50  26.59  61.52  

广  东 59.13  96.39  33.68  68.94  

广  西 79.74  58.81  20.91  59.60  

海  南 87.57  72.52  25.60  69.16  

  
  

   

重  庆 88.50  54.33  33.08  63.75  

四  川 78.24  73.39  40.54  68.76  

贵  州 81.01  89.15  17.47  71.56  

云  南 77.39  62.90  24.45  61.01  

西  藏 78.16  66.51  7.94  59.46  

  
  

   

陕  西 80.51  71.28  37.40  68.20  

甘  肃 72.96  73.63  34.89  65.61  

青  海 90.11  54.32  21.79  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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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充足性 可持续 多层次 加权分值 

宁  夏 90.47  77.71  35.39  74.35  

新  疆 87.06  65.79  33.81  67.90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编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二）充足性指数分值 

在充足性指标中，西部诸省得分居前，山西、黑龙江等国有企业集中区域以及新疆、西

藏等民族区域的得分同样较多，表明当前各地养老金制度在老年人口保障力度方面除了存在

人口结构差异，还存在着产业结构差异以及政策差异。 

在四个子指标中，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比率分值最高，全

国平均值为 85.45，最低分值也达到了 70。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指数化过程设定平均替代率

相当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58.5%-70%区间之内为 100，这意味着即使是得分 70

的省份，其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也能达到 50%以上的水平（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远高

于社会平均工资，二者大致为 1:0.8 的关系，当然各省就业结构不同，数值有所差异）。从

这个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保障水平基本达标，除部分省份外，未来多数地

方更需要关注收入倒挂问题。 

从应保尽保的角度来看，领取养老金人口占法定退休年龄人口比率全国分值已经达到了

71.79。在各地分值中，宁夏、新疆与浙江等区域原始指标均超过 100（考虑到覆盖范围以及

提前退休政策，可以认为实现了完全覆盖）。在这一指标中，人口流动的差异也在各省有所

体现，但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以及产业构成差异；另外，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分值与基金支出占 GDP 比率分值二者相近，水平分别为 67.68

与 69.52，二者的差异更多反映了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差异。详情参见下表。 

 

表 5-15养老金发展指数之充足性指数分值（2017） 

地区 领取养老金人口

占法定退休年龄

人口比率分值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

老金占城镇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比率分值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

老金占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率分值 

基金支出占 GDP

比率分值 

加权 

分值 

全国 71.79  85.45  67.68  69.52  73.61  

   
    

北京 69.02  70.19  56.37  79.38  68.74  

天津 73.94  77.47  69.36  69.24  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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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领取养老金人口

占法定退休年龄

人口比率分值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

老金占城镇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比率分值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

老金占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率分值 

基金支出占 GDP

比率分值 

加权 

分值 

河北 55.13  100.00  76.09  63.84  73.90  

山西 67.23  78.25  100.00  89.55  86.05  

内蒙古 87.87  77.00  55.09  76.54  74.13  

   
    

辽宁 91.05  89.28  59.72  88.90  82.24  

吉林 86.76  70.34  58.23  77.70  73.26  

黑龙江 91.65  95.47  76.21  75.96  84.82  

   
    

上海 89.23  74.91  59.98  94.30  79.61  

江苏 67.89  76.66  52.56  37.22  58.58  

浙江 94.97  82.23  49.15  73.34  74.92  

安徽 52.94  70.29  54.86  38.70  54.20  

福建 47.02  100.00  67.06  36.27  62.59  

江西 71.25  85.38  64.19  75.38  74.05  

山东 54.77  100.00  71.69  44.03  67.62  

   
    

河南 56.08  100.00  77.32  51.90  71.33  

湖北 75.65  100.00  79.36  75.44  82.61  

湖南 60.44  93.67  67.15  54.74  69.00  

广东 56.06  78.83  58.14  43.49  59.13  

广西 64.40  100.00  81.99  72.57  79.74  

海南 87.11  93.36  78.06  91.76  87.57  

   
    

重庆 89.32  99.19  84.39  81.12  88.50  

四川 97.99  74.60  64.85  75.53  78.24  

贵州 57.82  100.00  100.00  66.22  81.01  

云南 50.75  61.74  100.00  97.06  77.39  

西藏 79.79  67.08  100.00  65.78  78.16  

   
    

陕西 63.20  100.00  90.48  68.36  80.51  

甘肃 71.24  76.22  66.04  78.34  72.96  

青海 96.61  96.67  100.00  67.16  90.11  

宁夏 93.46  95.82  89.08  83.51  90.47  

新疆 84.41  100.00  100.00  63.82  87.06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编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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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全覆盖合计数值为各指标得分，按照表 2-1 系数加权汇总而来。本部分总分 40 分，为了直观，

这里采用了百分制。最后仍按照 40 分汇总。具体计算方法为： 

注 2：领取城镇基本养老金人口占法定退休年龄人口比率指标分值=领取城镇基本养老金人口占法定退

休年龄人口比率，如果数值超过 100，则为 200-领取城镇基本养老金人口占法定退休年龄人口比率； 

注 3：人均基本养老金占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率分值=人均基本养老金占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

均工资/58.5%。本文假定平均替代率在 58.5-70%之间均得分 100，超过该分值之后，按比率扣减得分。其

中分母以各省基数为准； 

注 4：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分值=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比率/调整系数。调整系数根据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通过家庭总负担情况

计算得出的数据与养老金替代率综合考虑得来，且分值大于 100 的全部取 100； 

注 5：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 GDP 比率分值=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 GDP 比率/60 岁以上人口占总

人口比率/0.5。根据历年 Pension Outlook 中的欧盟平均老龄化程度以及平均公共养老金 GDP 支出数据，

调整后得出标准值 0.5。如果得分超过 100，以 0.5 为系数进行扣减。 

（三）可持续指数分值 

可持续指数全国平均分值为 81.88，是所有项目中得分最高的，该分值本身也意味着

当前制度的可持续性总体问题不大。但是，从省级单位出发，可持续指数又是地区间差

异较大的项目。最高分值广东高达 96.36，而最低分值黑龙江只有 47.41。事实上，广东

是数据溢出省份，超过 100 的分值只能列为 100，而黑龙江是负溢出省份，二者的真正

差距远大于纸面上的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可持续全国形势尚可的总体判断并不能掩

盖地区间失衡严重这一问题。 

具体到不同指标来看，制度赡养率反映的是人口结构的影响，地区间差异巨大；城

镇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流动与产业构成差异，该数

值地区间差异同样巨大；人均缴费金额占缴费基数占比更多的反映了各地基数政策、人

口流动与产业结构，各省级单位差异巨大（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该指数位于可持续项目

下，因而缴费越高，意味着可持续性越差。该指标指数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考虑了合规性

要素，另一方面考虑了缴费率占比要素）。最后，作为可持续性外在体现的基金可支付

月数，既有数值为 0 的省份，还有 7 个省份得分在及格线以下。这些都是未来格外需要

注意的。详情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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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可持续指数分值表（2017） 

地区 
城镇就业人员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比率分值 

人均缴费占缴费

基数比率分值 

制度赡养率

分值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可支付月数分值 

加权 

分值 

      
全国 72.55 74.53 80.44 100.00 81.88 

      

北京 85.41 75.33 100.00 100.00 90.18 

天津 93.70 55.22 62.53 54.08 66.38 

河北 99.49 68.37 76.98 50.76 73.90 

山西 70.75 35.71 69.30 100.00 68.94 

内蒙古 56.06 57.03 51.53 76.03 60.16 

      

辽宁 88.41 71.22 48.02 25.27 58.23 

吉林 65.15 72.41 44.00 42.43 56.00 

黑龙江 88.80 61.36 39.46 0.00 47.41 

      

上海 78.64 30.00 65.60 78.17 63.10 

江苏 55.43 76.15 85.21 100.00 79.20 

浙江 69.97 47.32 79.66 100.00 74.24 

安徽 49.30 76.60 70.77 100.00 74.17 

福建 52.16 83.17 100.00 100.00 83.83 

江西 66.80 74.45 68.70 71.81 70.44 

山东 94.15 75.12 95.93 95.69 90.22 

      

河南 64.09 80.01 94.70 72.96 77.94 

湖北 65.16 65.54 58.78 39.22 57.18 

湖南 78.57 66.49 61.41 79.51 71.50 

广东 85.56 100.00 100.00 100.00 96.39 

广西 57.35 53.29 63.26 61.32 58.81 

海南 66.96 74.47 75.65 72.98 72.52 

      

重庆 47.30 53.73 52.77 63.52 54.33 

四川 87.77 49.39 56.41 100.00 73.39 

贵州 81.78 74.80 95.84 100.00 89.15 

云南 50.90 31.31 74.32 95.06 62.90 

西藏 27.13 38.92 100.00 100.00 66.51 

      

陕西 70.95 70.00 86.94 57.25 71.28 

甘肃 57.26 75.58 61.68 100.00 73.63 

青海 64.79 58.37 67.69 26.43 54.32 

宁夏 77.19 65.35 72.99 95.29 77.71 

新疆 47.98 57.32 65.57 92.29 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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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编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注 1：城镇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率分值=指标值； 

注 2：基本养老保险人均缴费占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分值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排序指标，根

据最大最小值相对位置确定分值；二是基础分值。两部分合计 100 分。 

注 3：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分值=制度赡养率/合意赡养率*100，其中合意赡养率依据养老金待遇

与缴费结构确定，即维持精算中性所需要的当前缴费率基础下，达到理论替代率的理论赡养率； 

注 4：基金可支付月数分值=基金可支付月数/12*100，大于 100 者全部取 100。 

（四）多层次指数分值 

连及格线都未能达到的多层次分值，反映的是近年来养老金制度第二、第三支柱发

展缓慢的现况。具体到不同的指标来看，由于企业年金各地区间虽有差异，但纵使地区

间绝对差异巨大，但绝对发展水平都不尽乐观，企业年金距离真正发挥保障晚年经济收

入的作用还想去甚远。至于个人自愿性商业养老保障，目前连真正可全国实施的制度设

计都还没有。虽然指数采用了人身保险密度和深度两个替代指标，但实际上第三支柱在

中国发展极为有限，地区间差异更多的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不是制度设计。

详情参见下表。 

表 5-17多层次分值表（2017） 

地区 
企业年金职工参

与率分值 

企业年金基金积累额

占 GDP 比率分值 

人身保险密

度分值 

人身保险深度

分值 

加权 

分值 

全国 11.56 15.57 55.77 80.83 40.93  

 
     

北京 8.67 16.60 100.00 100.00 56.32  

天津 8.94 4.89 86.05 57.06 39.24  

河北 7.08 3.89 62.25 90.14 40.84  

山西 14.13 16.99 63.29 100.00 48.60  

内蒙古 5.86 6.25 50.54 60.61 30.81  

 
     

辽宁 6.03 6.08 57.86 75.61 36.40  

吉林 3.65 4.73 63.78 81.31 38.37  

黑龙江 4.80 4.92 76.70 100.00 46.60  

 
     

上海 19.64 21.33 100.00 94.52 58.87  

江苏 2.46 4.12 91.71 76.72 43.76  

浙江 3.08 5.36 76.73 59.11 36.07  

安徽 6.45 9.69 40.09 68.57 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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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企业年金职工参

与率分值 

企业年金基金积累额

占 GDP 比率分值 

人身保险密

度分值 

人身保险深度

分值 

加权 

分值 

福建 3.65 6.80 49.84 46.92 26.80  

江西 3.94 4.75 39.59 64.17 28.11  

山东 4.44 4.09 56.08 60.40 31.25  

 
     

河南 5.87 4.05 66.62 88.45 41.25  

湖北 4.02 5.63 58.83 73.20 35.42  

湖南 4.38 3.50 39.82 58.66 26.59  

广东 2.03 3.61 60.73 68.36 33.68  

广西 3.87 3.83 26.11 49.82 20.91  

海南 2.73 1.62 37.72 60.33 25.60  

 
     

重庆 1.59 3.05 55.58 72.09 33.08  

四川 5.79 4.64 54.31 97.44 40.54  

贵州 6.73 6.65 17.70 38.78 17.47  

云南 8.05 10.52 24.64 54.58 24.45  

西藏 1.48 2.83 6.36 21.09 7.94  

 
     

陕西 8.23 9.37 57.26 74.75 37.40  

甘肃 8.15 12.66 33.61 85.14 34.89  

青海 8.54 10.47 23.54 44.63 21.79  

宁夏 5.28 8.09 48.86 79.31 35.39  

新疆 2.45 6.17 45.38 81.23 33.81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编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注 1：企业年金职工参与率分值=企业年金职工参与率/0.5（企业年金覆盖率在不同国家差异很大。如

美国从 90 年代至今，一直在 50%上下徘徊，欧洲各国差异极大，但根据 Pension Outlook 历年数据估计，

整个欧洲企业年金覆盖率均值在 50%左右。尽管中国当前的覆盖范围非常有限，但本文还是将目标设定为

50%，希望能够随时间的推移见证中国企业年金事业的发展历程）； 

注 2：企业年金基金积累额占 GDP 比率分值=企业年金基金积累额占 GDP 比率/10%。其中 10%表示企业

年金基金积累额占 GDP 比率的中短期目标； 

注 3：人身保险密度分值=人身保险密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其中 5%为未来我国人身保险

支出目标——达到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5%； 

注 4：人身保险深度分值=人身保险深度/4%（根据世界平均寿险深度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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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养老金发展指数五年来的主要特点  

在中国养老金发展指数中，由于指标构成与指数化方式的差异，导致最新的养老金

发展指数中有相当数量的指数无法直接比较，但绝大多数无法直接比较的指数可以通过

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比较。总的来看，五年来有以下几个极为突出的特点。 

（一）老年人口保障水平提升迅猛 

在 5 年前的养老金发展指数中，当时的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口占城镇 60 岁及以上人口

比率只有 38.4%（全国），而在最新的养老金发展指数 2018 中，该数值已经提升到了

71.79%。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 2018 的指数中，分母已经变更为法定退休年龄人口，

也就是在过往的基础上增加了女性 50-59 岁的符合条件的人口。只用了 5 年时间，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提供的养老金收入已经成为老年人晚年经济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具体到各省级单位来看，除了北京、上海与天津三地因分母的提升导致指标数值有

所减小之外，其他省级统筹单位的覆盖率均取得了明显的提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基本养老金制度覆盖范围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已经出现了部分省份领取养老金待

遇人口大于理论法定退休年龄人口的情况。虽然根据当前提前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规

定，当前指标值理论上可以超过 100%，但是考虑到实际就业覆盖情况，指标数值接近

乃至超过 100 意味着当地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不规范提前退休现象。2018 年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发文规范一次性趸缴现象，更是导致了 2017 年度部分地方的征缴收入出现

巨幅波动，这也为养老金制度未来的可持续性埋下了隐患。详情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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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养老金待遇领取人口占法定年龄以上人口的比率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绘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其次，在养老金待遇方面 5 年来提升明显。以养老金支出占 GDP 比率为例，5 年前

基本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比率为 3.24%，现在该比率已经提升到 4.63%。虽然该指标在

指数化的过程中和人口老龄化率直接挂钩，但是当前单位老龄人口获得的养老金待遇明

显要过于过往水平。具体到省级单位来看，所有省份的养老金支出占比均在提升。但同

时需要注意的是，部分省份的增长速度过快。新的养老金发展指数对于这部分增速超过

老龄化速度的省份的得分进行了抵扣，尽管如此，待遇支出的提升是养老金指数分值提

升的重要因素。详情参见下图。 

 

图 5-3 养老金支出占 GDP比率 5年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绘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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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老金待遇相对工资占比持平 

在养老保险待遇方面，以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各地如另有规定者从其

规定）平均替代率水平从全国角度来看 5 年来基本持平，5 年前社会平均替代率为

49.23%，5 年后为 49.99%，这意味着虽然养老金的绝对数额在始终上涨，但养老金待遇

相对水平则大体保持稳定。而且，这五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省份不再使用城镇单位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名义缴费基数，全口径的社会平均工资正在取代以往的城镇单位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从省级单位的得分数值变化来看，养老金待遇水平更多的体现了经济

构成的差异，正规就业规模越高，其养老金待遇相对水平越高。详情参见下图。 

 

图 5-4：养老金待遇相对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绘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三）制度可持续性隐忧 

在养老金发展指数中，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制度可持续性的变化。由于两次养老金发

展指数关于本部分构成差异较大，因而采用指标原始数据的方式进行比较。需要注意的

是，五年来制度可持续性正在经历着两种趋势：一是制度收入端无论在覆盖面还是征缴

力度上均有所提升，二是制度支出压力随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逐步恶化。两种趋势结合

的结果是：总体上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国可持续性良好，但地区间差异极大。 

从收入端的角度来看，5 年来城镇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率提升较大，但人

均缴费金额占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率虽有提升，但幅度已经不大。显然，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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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覆盖范围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过往的养老保险缴费端的持续快速增长难以持续，而退

休金待遇支出则将随着制度赡养率的恶化而急剧增加。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结合上文中

领取养老金人口占比的飞速增长态势以及待遇支出增加趋势，这些意味着未来的支出压

力越来越大。 

作为基金收支结果的基金可支付月数，其变化直接反映了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趋

势：5 年前，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支付月数为 15.14 个月，而今只有 13.44 个月。5

年来，除了少数省份养老保险基金还在持续增加之外，有相当数量的省级单位的养老金

制度可支付月数下降明显。详情参见下表。 

 

 

表 5-18 制度可持续性 5年比较 

 

制度赡养率（%） 
基金可支付月数 

 

城镇就业人员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率（%） 

人均缴费占城镇单位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

率（%） 

2012 2017 2012 2017 2012 2017 2012 2017 

全  国 32.4 37.67 15.14 13.44 61.94 72.55 16.88 17.26 

     
    

北  京 21.16 21.42 20.11 36.91 92.68 85.41 17.25 17.01 

天  津 47.07 48.46 7.92 6.49 79.42 93.70 21.54 23.39 

河  北 38.4 39.36 9.72 6.09 84.27 99.49 21.81 19.22 

山  西 35.2 43.73 24.83 15.65 73.66 70.75 23.48 29.59 

内蒙古 47.95 58.81 11.12 9.12 56.74 56.06 23.14 22.82 

     
    

辽  宁 46.45 63.1 10.09 3.03 91.11 111.59 19.94 18.31 

吉  林 59 68.88 10.56 5.09 66.36 65.15 19.86 17.93 

黑龙江 65.7 76.8 6.62 0 72.41 88.80 24.80 21.44 

     
    

上  海 42.68 46.19 7.7 9.38 104.69 78.64 24.67 31.40 

江  苏 29.09 35.56 17.74 17.06 81.84 55.43 17.24 16.74 

浙  江 18.95 38.04 20.85 16.43 93.40 69.97 13.37 25.90 

安  徽 35.5 42.82 13.79 20.89 63.06 49.30 16.96 16.60 

福  建 19.88 21.66 8.35 14.33 55.09 52.16 12.40 14.51 

江  西 36.49 44.11 10.55 8.62 71.73 66.80 16.02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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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25.28 31.59 15.56 11.48 89.35 94.15 19.57 17.07 

     
    

河  南 31.73 32 11.64 8.75 69.77 64.09 16.56 15.52 

湖  北 45.68 51.55 11.3 4.71 65.24 65.16 19.10 20.11 

湖  南 40.18 49.35 13.57 9.54 67.65 78.57 16.08 19.81 

广  东 10.71 12.06 43.86 56.97 130.48 85.56 9.44 9.17 

广  西 46.86 47.9 14.68 7.36 55.02 57.35 20.61 24.00 

海  南 32.5 40.06 8.21 8.76 84.69 66.96 13.17 17.28 

     
    

重  庆 52.56 57.42 10.85 7.62 59.71 47.30 21.31 23.86 

四  川 50.45 53.72 15.39 16.74 94.02 112.23 22.14 25.24 

贵  州 33.54 31.62 19.17 12.5 55.20 81.78 19.55 17.17 

云  南 43.63 40.78 19.41 11.41 32.98 50.90 25.55 30.98 

西  藏 35.01 27.3 21.55 16.75 14.67 27.13 23.90 28.57 

     
    

陕  西 37.98 34.86 8.3 6.87 68.90 70.95 20.72 18.70 

甘  肃 51.05 49.13 14.27 12.05 51.70 57.26 29.92 16.92 

青  海 43.71 44.77 12.02 3.17 54.92 64.79 21.64 22.39 

宁  夏 43.64 41.52 17.37 11.43 66.62 77.19 17.72 20.17 

新  疆 43.46 46.21 10.35 11.07 67.67 47.98 21.22 22.72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养老金发展指数团队研究绘制（CISS CPDI，CISS Index Se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