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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分割为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和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等三项制度，实施范围和对象虽已覆盖城乡所有适龄人员，但是部分

民企规避以员工名义缴费，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呈无序状态，不

同制度的应缴费个人在为不同制度缴费而焦虑等不和谐的现象，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反

映。消除因制度分割客观存在的不和谐现象，防止可能出现的问题，最终目的

和有效途径是统一养老保险制度。本文以三项制度分割存在的现象为问题导

向，分析三项制度形成及存在现象和问题的原因，以个人与单位缴费资金的属

性为基础研究，深化对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制度模式的原意认识，以理

论研究为基础探索统一制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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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分割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以下称：企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以下称：居保）、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以下称：机保）等三项制

度（以下称：三项制度），实施范围和对象虽已覆盖城乡所有适龄人员，但是部

分民企规避以员工名义缴费，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的无序状态，不同制度的应

缴费个人在为不同制度缴费而焦虑等现象，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反映。消除因制度分割客

观存在的不和谐现象，防止可能出现的问题，最终目的和有效途径是统一现行

三项制度（以下称：统一制度）。应以三项制度分割存在的现象为问题导向，分

析三项制度形成及存在现象和问题的原因，以个人与单位缴费资金的属性为基

础研究，深化对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制度模式（以下称：统账模式）的原

意认识，以理论研究为基础探索统一制度的方法。 

 

一、以三项制度分割而出现的现象为问题导向 

因三项制度分割，客观存在参保缴费、待遇计发条件、项目和方法既相同又

不同，导致存在以下不和谐的客观现象和可能引发的问题。 

（一）部分民营企业规避以员工名义缴费。因以单位名义与以个人身份参加

企保缴费的年限可以合并计算。不少企业尤其是需要投标的企业，上半年将少数

员工以单位名义参保缴费；多数员工以个人身份参保缴费。为稳住员工，下半年

又将上半年以单位名义参保缴费的转为以个人身份参保缴费；将多数以个人身份

参保缴费的少部分转为以单位名义参保缴费。既能稳住员工又能满足企业投标需

要，还能减少企业缴费。又因以单位名义与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计发待遇的项目

和办法相同。不少企业要求员工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再发给员工比企业应缴费

额更少的补贴。使不少地方尤其是工业园区不发达的县，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的

人数，占到参加企保总人数的 80%还多。 

（二）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呈现无序状态。一是不少应参加居保的农业户籍

缴费对象设法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未在单位就业，年龄接近 45 或 35岁的农业

户籍男女，釆取先找己登记参保的企业，以该企业员工名义全部自己掏钱以单位

名义参加企保，缴费若干月后转为以个人身份选择最低缴费基数续保缴费，达到

参加企保的目的。二是不少地方放开不能以个人身份首次参加企保的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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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扩面征缴任务，对新增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的，只要个人能承担当期规定

应缴的费额，凭身份证就能以个人身份缴费首次参加企保。三是因经办规定以个

人身份参加企保必须连续缴费至符合领取待遇的年龄。不少城镇户籍已在企业就

业应以单位名义参加企保的，先不以单位名义参保，而是在年龄接近或达到 45

与 35 岁时，再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使城镇户籍年龄低于 45 或 35 岁参加企保

的男女人数不断减少，平均缴费年龄逐年上升。 

（三）应缴费个人为不同制度缴费而焦虑。因以单位名义参加企保和机保的

缴费方式相同，待遇计发的办既有相同又有不同，而且机保有强制性的职业年金，

应以单位名义参加企保的，在为能否缴纳职业或企业年金而焦虑。可以个人身份

参加企保的，在为不断增长的岗平工资和增加缴费而焦虑。应以个人身份参加居

保的，又在为能否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而焦虑。机关事业单位的编外人员在为能

否参加机保而焦虑。部分应参加机保的个人，在为如何以单位名义参保补缴编外

工作年限应缴费额而焦虑。也有在为能否只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少缴或不缴职业

年金而焦虑。由于三项制度分割，使不同制度的应缴费个人在为不同制度缴费而

焦虑。 

（四）因三项制度分割导致可能引发的问题。一是对因参加居保而未享受

企保待遇的不公平。由于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的政策缺陷，经办机构不能对以个

人身份参加企保的政策广而告知。使了解企保政策缺陷的，可选择首次参保年龄

和最短缴费年限及最低缴费基数，设法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深究过以单位名义

与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缴费差异的个人和单位，可选择以单位名义或个人身份参

保缴费。未深究过的只能按政策规定参保缴费或等待观望未参保缴费。应参加居

保缴费的个人想参加企保，经办人员有可办或不办的选择，其结果可想而知。待

应参加居保而又享受企保待遇的人数不断增多时，因政策缺陷而造成的不公平，

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二是将影响企保基金的收入和可持续支付能力。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的无序

状态，表面上参加企保缴费的人数逐年增多，基金征缴总额随岗平工资增涨也在

逐年增加，实际上人均年缴费的增速在逐年减缓。企保新增领取待遇的人均缴费

工资指数和实际缴费年限也在逐年下降和缩短；随岗平工资增涨而增涨的基础养

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连年增加“老人”的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加上降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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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的费率，部分民营企业规避以员工名义缴费，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的无序状

态等因素，企保基金的收入和可持续支付的能力将受影响。 

三是极大挫伤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的积极性。同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无

论学历、岗位和能力，只要是编内人员就可参加机保并缴纳职业年金。而且缴费

基数可以是工资收入的 100%甚至 300%。编外人员只能参加企保，既无职业年金

也无企业年金，缴费基数只是基本工资的 60%，甚至为岗平工资的 60%，极大挫

伤了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的积极性。 

 

二、分析三项制度形成和存在现象及问题原因 

三项制度的形成和存在不和谐的客观现象以及可能产生问题的原因何在。

不仿从三项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来分析其原因。 

我国养老保险实施之初的范围和对象，是国有企业在职和离退休人员。按

照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主要由企业及其职工以职工月工资

总额为缴费基数，目前单位为 16%与个人为 8%捆绑为 24%的费率共同缴费（以下

称：捆绑缴费），为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筹集养老资金。 

捆绑缴费客观存在先天不足的局限性。如企业当期不能先于职工个人缴

费，职工个人不能后于企业缴费；企业缺资金不能缴费时，职工有能力也无法

缴费；职工个人想多缴或少缴费，企业必须相应多缴或少缴费；企业想为某职

工多缴或少缴费，某职工个人必须相应多缴或少缴费；企业或职工双方有一方

不愿缴费，另一方也无法缴费，导致双方均未缴费。因此，捆绑缴费局限于用

人单位及其职工的缴费能力和意愿必须统一，不适用无固定单位和月薪的人员

参保缴费。 

捆绑缴费筹资方法非企保特征和本质属性。其在解决小企业大社会和离退

休费负担畸轻畸重等问题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也出现过因企业欠费而产生

的差额拨付，此时捆绑缴费的局限性已初显端倪。然而又将捆绑缴费的实施范

围扩至大、小集体企业的在职和退休人员。企业改制时，面对大批无固定单位

和月薪的下岗职工，捆绑缴费的局限性暴露无遗，企保基金来源首次遭遇“滑

铁卢”。然而又在捆绑缴费的定式思维下，采取降低费率，由下岗职工个人负

担原企业和职工捆绑缴费的全部费额。使企保形成以单位名义参保捆绑缴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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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身份参保完全个人缴费两种方式并存。 

因捆绑缴费更不适用无固定单位和月薪的城乡居民。又采取非强制性和自

选定额年缴费的办法，建立了待遇项目有别于企保的居保。再是继续采取捆绑

缴费的方法，以人员编制为杆扛，为编制内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人员，建

立了与企保既相似又不同、不同于居保的机保。 

从三项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对捆绑缴费局限性的认识不足和定式思

维，是形成三项制度的根源。由于企保既有以单位名义参保的捆绑缴费，又有

以个人身份参保的完全个人缴费两种方式并存。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和居保完

全个人缴费，又有个人缴费全部或部分记录个人账户之分，导致难以从三项制

度找出内涵相同适合所有适龄人员参保缴费的最大外延。 

从捆绑缴费与完全个人缴费两种方式来看，机保是捆绑缴费；企保既有捆

绑缴费又有完全个人缴费；居保又是完全个人缴费。因此，从捆绑缴费和完全

个人缴费两种方式，难以找出内涵相同的最大外延。 

从个人缴费与个人账户来看，捆绑缴费的企保和机保，个人缴费全部记录

个人账户；完全个人缴费的企保和居保，企保只有部分个人缴费记录个人账

户；居保是全部记录个人账户。因此，从个人缴费与个人账户也难以找出内涵

相同的最大外延。 

从集合概念来看，完全个人缴费参加企保的集合，是捆绑缴费参加企保和

机保的集合的子集；完全个人缴费参加居保的集合，又是完全个人缴费参加企

保的集合的子集；完全个人缴费参加企保的集合，是捆绑缴费参加企保和机保

的集合与完全个人缴费参加居保的集合的交集。因此，从集合概念也难以找出

相同内涵的最大外延。 

从缴费资金的来源来看，缴费来源只有个人和单位两方面。个人缴费来源

最广外延最大，排除捆绑缴费的个人缴费，其他的个人缴费受制约因素最少而

且相同。单位缴费相对个人缴费来源更窄外延更小，受制约的因素更多。因

此，以个人与单位缴费资金的属性内涵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统一制度理论的基

本对象，也是最基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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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个人与单位缴费资金的属性为基础研究 

因缴费资金只有个人和单位两方面的来源，来源两方面缴费的资金内涵属性

和外延范围有何异同，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从缴费主体来看，个人缴费的主体是个人；单位缴费确切的说是用人单位以

职工名义缴费，主体是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因此，个人与单位缴费是两个不同

的主体缴费。以单位名义参保属捆绑缴费，以个人身份参保是完全个人缴费，捆

绑缴费容易造成主体责任不明。 

从缴费的目的来看，强制适龄个人缴费，目的是使每一个适龄个人在退出劳

动年龄前，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保障其老龄生活有相应的物质来源。强制单位及其

职工捆绑缴费，既有个人缴费的目的，又有为建立个人账户前已退休“老人”和

建立个人账户后“中人”及“新人”退休支付养老待遇和水平相当的目的。捆绑

缴费包含完全个人缴费的目的。因此，捆绑缴费与完全个人缴费的目的不完全相

同。 

从缴费的权利和义务来看，个人按规定缴费是每个适龄个人应有的权利和应

尽的义务；职工个人当期按规定缴足就业单位以其名义缴费对应费额后，就业的

单位同期有义务以其名义缴费。职工个人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有权利和义务争取

和督促就业单位以其名义缴费。因此，个人与单位缴费的权利和义务不同。 

从缴费资金的属性来看，记录个人账户的缴费和增值部分属于个人私有。单

位以职工名义缴费没有个人账户和增值部分，其属性随缴费主体成份的增加，由

企保实施之初的公有，逐步形成公有、共有和私有等多种属性。完全个人缴费参

加企保未记录个人账户的缴费和民营企业主以员工名义缴费的资金，实际上是个

人缴费，客观上又无个人缴费的属性。只有记录个人账户的缴费及其增值部分属

于个人私有；未记录个人账户的缴费无增值部分属非个人私有。因此，个人与单

位缴费资金的属性不同。 

从国家对缴费补贴的方式来看，国家对记录个人账户的缴费，是以高于同期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给予补贴。对单位以职工名义缴费，是通过税前列支的方

式为给予补贴。机保的单位缴费资金来源财政不可能补贴；完全个人缴费未记录

个人账户的部分，既未明确如何补贴也未明确可否继承。因此，只有记录个人账

户的缴费，其缴费主体、目的、权利和义务、资金属性、国家补贴方式等内涵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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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同。而三项制度均有个人缴费，所以个人缴费适用范围的外延最大。 

因个人与单位缴费是两个不同主体缴费且缴费资金的属性不同，形成缴费与

对应支付待遇的互助共济群体也不同。所有记录个人账户按规定缴费的个人与领

取个人账户养老金的人员，是以整体的个人账户部分为互助共济的群体。所有未

记录个人账户按规定缴费的名义职工与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外其他待遇项目的

人员，是以非个人账户部分为互助共济的群体。 

从两个互助共济的群体关系来看，以整体的个人账户部分为互助共济的群

体，包含以非个人账户部分为互助共济的群体。包含相对被包含的群体内涵更少

外延更大。满足非个人账户部分支付待遇条件的，一定满足整体的个人账户部分

支付待遇的条件；满足整体的个人账户部分支付待遇条件的，未必满足非个人账

户部分支付待遇的条件。因此，记录个人账户部分与未记录个人账户部分的缴费，

对应支付待遇的条件应该不同。 

从上述比较分析来看，个人与单位两个不同缴费主体应分开缴费，分别形成

个人与单位缴费两项基金。两项基金支付待遇的条件不同，在满足个人缴费不满

单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的条件时，由个人缴费基金按单位缴费基金相同方法计发

共济性基础养老金，才能拆除三项制度分割的藩蓠。 

因三项制度均有个人缴费和个人账户。捆绑缴费的机保和企保与完全个人缴

费的企保和居保，虽然个人缴费的方式不同，但是都按缴费额记录个人账户，与

缴费方式无关。又因个人缴费的内涵属性相同和外延最大。所以个人缴费具有全

体性或普惠性；单位缴费相对个人缴费是非全体性或非普惠性的。因此，应全体

性或普惠性的个人缴费具有必要性和着重点，非全体性或非普惠性单位缴费是辅

助性和阶段性的。 

目前，整体的个人账户部分对应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是明确的。现实中整体

的个人账户部分，是否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外的其他待遇项目尚未很明确。但是

从个体的个人账户累计额领取完后由统筹基金继续支付的表述来看，当个体的个

人账户累计额未领取完时，其记录个人账户与未记录个人账户部分的缴费，对应

支付的待遇项目是分开的；当个体记录个人账户的累计额领取完后，统筹基金又

包括整体的个人账户和非个人账户两部分。也正是为支付少部分可能超过支付预

期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其他待遇而实行的捆绑缴费，使大多数无固定单位与其捆



工作论文                                    SSL Working Paper Series 

 

8 

绑缴费的适龄人员，被排除在捆绑缴费的制度之外。 

如果放开完全个人缴费参加企保的限制，势必大幅增加完全个人缴费参加企

保的人数，虽然可以增加企保缴费的人数，也必将减少非个人账户部分的收入；

更重要的将增加非个人账户部分无预期且长期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外其他待遇

的人数和负担；另外负担不起完全个人缴费参加企保的大有人在。因此，放开完

全个人缴费参加企保的限制不可取。 

如果个人与单位在同一制度分开缴费，对应形成个人与单位缴费两项基金，

个人缴费基金作为一项独立的基金，在预期支付满足个人缴费基金支付个人账户

养老金的同时，再支付部分满足个人缴费不满单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条件的共济

性基础养老金，是否又与统账模式的原意相勃，成为个人与单位能否在同一制度

分开缴费的关键问题。         

 

四、依据基础研究深化对统账模式原意的认识 

个人与单位能否在同一制度分开缴费，分别形成个人与单位缴费两项基金，

是否与统账模式的原意相勃，必须深化对统账模式原意的认识。   

目前，对统账模式有以下三种解释。一是对组成社会的个人和团体按统一办

法筹集养老保险基金，称为社会统筹基金。社会统筹基金是同一基金由个人账户

和非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二是统账模式是“现收现付+名义个人账户”，是由个

人账户和非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同一基金，当期来源个人和用人单位以职工名义

缴费全部用于各项待遇支出。个人账户只是记录个人缴费其增值部分的累计数

字，与整体的个人账户部分实际结存无关。三是对应个人与用人单位以职工名义

的缴费，分别形成积累式个人账户与现收现付式统筹基金，是来源不同属性的缴

费资金，形成不同本质属性的两项基金。无论三种解释正确与否，焦点在于来源

两个不同主体缴费不同属性的资金，是形成同一基金的两部分还是两项基金。 

因来源不同主体缴费的资金属性不同，所以形成同一基金的两部分与两项基

金的意义完全不同。同一基金的两部分，是来源不同主体不同属性的资金缴费，

纳入同一基金专户账号。是名义上的两部分与支付待遇的项目无对应关系。而不

同主体缴费的不同属性资金形成独立两项基金，必须纳入对应的两个基金专户账

号，两项基金对应来源不同主体的缴费，支付的待遇项目不同而且均有互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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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不能占用。 

如果企保和机保同一基金整体的个人账户部分，可以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外

的其他待遇项目。那么居保整体的个人账户部分也可以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外的

其他待遇。因此，所有个人缴费形成的整体个人账户部分，能否形成独立的个人

缴费基金并在预期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同时，再支付部分满足个人缴费不满单

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条件的共济性基础养老金，成为是否与统账模式原意相勃的

关键问题。 

按捆绑缴费的定式思维，企保和机保个体的个人账户累计额领取完后，可由

捆绑缴费形成同一基金的两部分继续支付。那么居保个体的个人账户累计额领完

后，只能由居保的整体个人账户部分继续支付。为何企保和机保个体的个人账户

累计额领取完后，不能由整体的个人账户部分继续支付。 

很明显，捆绑缴费的企保和机保与完全个人缴费的企保和居保的个人缴费，

都是按个人缴费额记录个人账户。完全个人缴费比捆绑缴费参加企保缴费的费率

更低，未记录个人账户的缴费自然减少，符合支付待遇条件时，计发待遇的项目

和方法又相同，既要长期又要增加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外的其他待遇项目，必将

增大非个人账户部分支付待遇的风险。 

如果坚持不同主体缴费的不同属性资金，形成同一基金两部分的定式思维。

那么企保和机保整体的个人账户部分，在预期逐月支付个体的个人账户养老金

后，大量积存的资金被个人账户养老金外的其他待遇项目占用，实质上无部分积

累与现收现付之分，原统账模式毫无意义。整体的个人账户部分在预期逐月支付

部分个体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后，大量积存的资金与其被个人账户养老金外的其他

待遇项目占用，还不如由整体的个人账户部分直接和增加支付部分满足个人缴费

不满单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条件的共济性基础养老金。因此，整体的个人账户部

分能否直接和增加支付部分满足个人缴费不满单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条件的共

济性基础养老金，成为是否与统账模式原意相勃和统一制度的核心问题。 

对整体个人账户部分而言，在不满足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条件时，其个人

账户是逐月累积递增的。对满足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条件的，其个人账户累计额

又是预期逐月递减的。因此，当期既有记录个人账户的缴费收入，也有预期逐月

支出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整体个人账户部分还是积累的，相对非个人账户部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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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更多。由整体的个人账户部分在预期逐月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后，用大量积存

资金支付部分满足个人缴费不满单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条件的共济性基础养老

金，乃然可以保持整体个人账户部分有积累。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养老保险储

备基金规模超过两年以上的支出需要，属于部分积累式基金。因此，个人缴费基

金在预期逐月支付部分个体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同时，增加支付部分满足个人缴费

不满单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条件的基础养老金是可行的。没有必要采取降低费

率，由个人负担原企业和职工捆绑缴费的全部费额。 

在养老保险实施围覆盖城乡所有适龄人员的当今，统账模式应该是按统一办

法对组成社会的个人和法人筹集养老保险基金，分别形成部分积累的个人缴费与

现收现付的单位缴费基金，两项基金都有支付共济性基础养老金的功能，统称为

社会统筹基金。 

 

五、以理论研究为依据探索统一制度的方法 

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统一制度的基本思路是，个人与单位在同一制

度分开缴费，形成待遇计发条件和项目不同，都有共济性支付功能的个人缴费

和单位缴费两项基金。因此，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破除捆绑缴费的筹资方法和思维定式。捆绑缴费是企保实施之初，为

方便当时手工经办实行筹资方式。在信息系统和网络化快速发展的当今，为个

人与单位在同一制度分开缴费，提供了必要技术支撑。将各省的养老保险应用

系统改造为全国统一的系统（以下称：系统），以到达规定参保缴费年龄的为

“新人”，超过规定参保缴费年龄不符合个人缴费基金支付待遇条件的为“中

人”。“中人”和“新人”分为在与不在单位就业两类人员，两类人员都有权

利和义务为个人缴费基金缴费。系统为个人缴费提供按岗平工资的百分比及 8%

的费率和年定额两种缴费方式。选择按岗平工资百分比缴费的，系统以上年度

岗平工资的 60%和 300%为上下限提供缴费选项；选择按定额年缴费的，系统将

记录个人账户的缴费分为 12个月并按 8%的费率换算成当年的缴费工资指数。 

系统不支持单位以当期选择年定额或岗平工资的百分比未缴足单位对应缴

费额的职工名义缴费。原捆绑缴费改为先在系统缴纳职工个人应缴费额，再缴

纳单位应缴部分。促使在单位就业的职工，必须选择按岗平工资百分比缴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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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单位以其名义缴费的对应费额。所有到达起始参保缴费年龄的，必须在同

一制度两种缴费方式中，选择一种方式缴费，消除应缴费个人为不同制度缴费

的焦虑。 

（二）调整不同属性两项基金计发待遇的条件。因单位缴费相对个人缴费基

金支付待遇的风险更大，支付待遇的人数赿少，抗风险和可持续的能力赿强。

所以单位缴费基金相对个人缴费基金支付待遇的条件更严格。 

如果规定个人缴费的起始年龄为 21 岁，那么个人缴费基金支付待遇的条件

是，自规定的参保缴费年龄起连续为个人缴费基金缴费的年限（含视同缴费年

限）分别为，男满 39年、女干部满 35年、非女干部满 29年。 

因单位缴费不能设起始缴费年龄，单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的条件是，单位

以其名义为单位缴费基金缴费至满足个人缴费基金支付待遇的条件时，累计缴

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至少有 15年是连续的缴费年限。 

统一制度后，单位缴费基金只有单位缴费一方面来源，个人不再为单位缴

费基金缴费。原末记录个人账户的个人缴费，在不满个人缴费基金支付待遇条

件时，均按 8%的费率并入其本人个人账户后，难以满足单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

的条件。可以减少和减轻单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的人数和负担。因系统是按相

同费率记录单位以职工名义缴费的基数和年限，可以还原单位缴费的累计本

金。满足个人不满单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条件的，由单位缴费基金一次性将还

原单位累计缴费的本金转入其个人账户，单位缴费基金与其终止关系。转入个

人账户的累计本金继续保持单位缴费的属性，由个人缴费基金按个人账户养老

金计发办法支付待遇。促使在单位就业或有视同缴费年限的人员，积极争取和

督促单位以其名义缴费。 

因系统记录支付个体待遇项目最多的为，个人账户养老金、基础养老金和

过渡性养老金。如果同时满足个人和单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条件的，可能出现

两项基础养老金，由本人选择其中一项，并由支付其基础养老金的基金支付其

终生，享受相同方法增加的基础养老金。 

因补充性的职业年金与企业年金都是按累计额计发待遇，完全可以将并职

业年金和企业年金合并为职业年金。 

（三）增加个人缴费基金计发的基础养老金。将所有个人缴费纳入个人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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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专户。在继续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同时，增加支付个人账户累计额领取

后继续支付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满足个人不满单位缴费基金计发待遇条件的基

础养老金、支付基础养老金人员故亡的丧葬抚恤费等待遇项目。个人缴费基金

虽然增加了支付待遇项目和加重支出负担，同时单位缴费基金减少支付待遇的

人数和减轻了负担，消除了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保的无序状态。通过个人长期和

多缴费，既使无单位或有单位以其名义缴费或累计缴费年限，在满足个人不满

单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的条件时，也能由个人缴费基金按单位缴费基金相同方

式，计发基础养老金和转入的单位缴费累计本金增加待遇。既可激发城乡所有

适龄个人长期和多缴费的积极性，又可促使个人积极争取和督促单位以其名义

缴费，消除捆绑缴费的局限性。 

原理上，个人缴费形成相对独立的个人缴费基金，计发部分满足个人不满

单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条件的基础养老金，符合基金互助共济的共性。因企保

和机保计发基础养老金的公式同为，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1+本人

平均缴费指数）÷2×缴费年限×1%。按目前单位缴费的费率为 16%，而个人可

选择按岗平工资的百分比与选择按年定额缴费换算成的费率均为 8%，正好是单

位缴费费率的一半。所以个人缴费基金计发基础养老金的公式为，全省上年度

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1+本人平均缴费指数）÷4×缴费年限×0.5%。 

（四）建立更人性化的同制度个人缴费方法。因统一制度后延长了个人缴费

的年限，有固定单位和月薪的在职员工，可随年龄和工资增长增加个人缴费。

无固定单位和月薪的人员，超过一定年龄再随年龄的继续增长，劳动能力和就

业机会也随之降低和减少，继续增加个人的缴费有困难。因此，应有更人性化

的个人缴费方式，满足暂时或长期无固定单位和月薪的人员缴费。 

设 x为个人缴费时的年龄；y为对应年龄的年缴费最低限额。如果规定个人

缴费的起始年龄为 21岁，因男 20岁前与 60岁后，女 20岁前与 50岁后不缴费，

对应年龄的年缴费最低限额为 0元，则满足 y=a(x-20)(x-60)与 y=b(x-20)(x-50)

两个函数式。如果男女 21 岁对应的年缴费最低限额为 100 元，那么将 X=21，

y=100分别代入 y=a(21-20)(21-60)与 y=b(x-20)(x-50)；得 100=a×1×（-39）

与 100=b ×1×（-29）；则 a≈-2.6与 b≈-3.5。男从 21岁至 60 岁，每年对应

年龄的年缴费最低限额为 y=-2.6(x-20)(x-60)。女从 21 岁至 50 岁，每年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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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年缴费最低限额为 y=-3.5(x-20)(x-50)。如果以缴费的年龄为横坐标，

对应年龄的年缴费最低限额为纵坐标，连接各坐标点将是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

线。 

表明男从 21岁至 41岁的 20年，女从 21岁至 35岁的 15年，每年对应年龄

的年缴费最低限额是逐年上升的；男从 41 岁至 60 岁的 19 年，女从 36 岁至 50

岁的 14 年，每年对应年龄的年缴费最低限额又是逐年下降的。如此可以避免暂

时或长期无固定单位和月薪的人员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缴费的困难，避免选择年

龄和最低年定额缴费应付缴费的现象。可将两个函数式嵌入系统，个人选择年

定额缴费时，系统自动弹出对应年龄的年缴费最低限额和其他年缴费定额。 

灵活就业人员对应年龄的年缴费最低限额对照表 

灵活就业的男性对应年龄的年缴费最低限额 灵活就业的女性对应年龄的年缴费最低限额 

年龄（岁） 
年缴费额

（元） 
年龄（岁） 

年缴费额

（元） 
年龄（岁） 

年缴费额

（元） 
年龄（岁） 

年缴费额

（元） 

  40 1026     

39 1023 41 1023     

38 1015 42 1015     

37 1003 43 1003     

36 985 44 985     

35 962 45 962   35 776 

34 933 46 933 34 772 36 772 

33 900 47 900 33 762 37 762 

32 862 48 862 32 745 38 745 

31 818 49 818 31 721 39 721 

30 769 50 769 30 690 40 690 

29 715 51 715 29 652 41 652 

28 656 52 656 28 607 42 607 

27 592 53 592 27 555 43 555 

26 523 54 523 26 497 44 497 

25 449 55 449 25 431 45 431 

24 369 56 369 24 359 46 359 

23 285 57 285 23 279 47 279 

22 195 58 195 22 193 48 193 

21 100 59 100 21 100 49 100 

39年合计缴费 27334 元 29年合计缴费 15502 元 

 

（五）加强基金统计分析是制度可持续的基础。采取以上四项措施，可消除

前述不和谐现象，防止可能引发的问题，实现统一制度。统一制度后，个人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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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和对应支付的待遇实行省级统筹。个人账户累计额可以转移，个人缴费的起

始年龄和个人缴费基金支付待遇的条件全国统一，对应起始缴费年龄的年缴费

最低限额由各省自定。单位缴费和对应支付的待遇实行全国统筹。单位缴费的

费率和基金支付待遇的条件全国统一，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各省自定，

满足单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条件的单位缴费累计本金不转移。满足个人不满单

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条件时，由单位缴费基金一次性将单位缴费累计本金转入

其个人账户移。 

报告期，个人缴费基金的收入为，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基金一次性转入的

单位缴费累计本金两项收入。支出为个人账户养老金、原居保“老人”和部分

满足个人缴费不满单位缴费基金计发待遇的基础养老金、增加的基础养老金、

支付基础养老金人员故亡的丧葬抚恤费等五项支出。个人缴费的总人数是劳动

力年龄的总人数。 

单位缴费基金的收入只有用人单位以职工名义缴费一项收入。支出为企保

和机保支付“老人”的养老金和“中人”的过渡性养老金、“中人”和“新

人”及符合单位缴费基金支付待遇条件的基础养老金、增加的基础养老金、一

次性转出不符单位缴费筹基金支付待遇的单位缴费累计本金、由单位缴费基金

支付基础养老金的人员故亡的丧葬抚恤费等六项支出。为单位缴费基金缴费的

总人数，是相对稳定或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总人数，个人缴费的总人数减去单位

缴费的总人数为报告期灵活就业的总人数。 

个人和单位缴费基金支付“老人”的养老金与个人缴费基金支付个人账户

养老金的人数之和；个人与单位缴费基金支付“老人”的养老金与分别支付基

础养老金的人数之和应该相等且同为领取养老金的总人数。 

个人与单位缴费基金分别支付“老人”养老金的人数应逐年减少，个人与

单位缴费基金分别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与支付基础养老金和过渡

性养老金的人数，既有增加也有减少。逐年增加与减少人数的平均速度和平均

年龄，是老龄化进程和调整平均余命的重要依据。逐步过渡到个人缴费基金支

付个人账户养老金与个人和单位缴费基金分别支付基础养老金的人数之和相

等，同为领取养老金的总人数。 

个人与单位缴费基金，分别支付对应待遇项目与两项基金总支出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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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单位缴费基金对应支付待遇项目与总支出的占比很重要。因“老人”的养

老金和“中人”的过渡性养老金，是未缴费计发的养老金。支付的过渡性养老

金又随岗平工资的增长而增长，是转制成本的专门统计科目。 

统一制度后，国家统一按高于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为记录个人账户的缴

费给予补贴。可集中资金对单位缴费基金支付“老人”的养老金和“中人”的

过渡性养老金进行补贴。实际上“以支定收、现收现付、略有节余”只适于单

位缴费基金，不适用个人缴费基金。因单位缴费基金支付企保和机保“老人”

的养老金和“中人”过渡性养老金人数和总额在逐年减少，如果减少至通过国

家补贴可以完全承担时，应及时调整单位缴费的费率，减轻单位缴费的负担。

个人按规定缴费的人数和费额赿多赿好，个人账户基金在支付居保的“老人”

养老金和对应的待遇项目外，余额可以增值。 

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与商业性的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既相似又不同。基

本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是国家强制实施并承担无限责任的普惠性制度，个人为

个人缴费基金缴费有上下限之分，缴费个人只有一个人账户和一份个人账户养

老金。 

商业性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是个人已为个人缴费基金缴费后的自愿行

为，应以参加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为前提，是商业保险机构承担有限责任的

非普惠性保险产品，已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基金缴费后，可以买一份或多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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