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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房连泉、高庆波、张盈华在《环球

时报》撰文对国外养老金的“增收”及相关背景做了说明，该文刊登在《环球时

报》2015 年 7 月 25 日第 4 版，这里全文刊发： 

 

多国为养老金“增收”想办法 

房连泉  张盈华  高庆波 

 

  自 19 世纪末德国以强制立法形式建立现代社会第一个养老保险制度以来，世界各国打

造出了形形色色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变化，

养老金制度模式在不断的改革创新中升级演化。  

穷国富国都遇难题 

  从资金收支上划分，养老保险制度被划分为现收现付和积累制两类。通俗地讲，现收现

付制是指：当前工作的年轻人缴费，退休的老年人领养老金；积累制则是自我储蓄，职工年

轻时存钱到个人账户，退休时获得积累权益。 

  在工业化发展较早、成熟度较高的国家，劳动力市场正规就业比重高，现收现付制的采

用率高；而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经济欠发达国家，非正规就业群体庞大，养老保险制度覆盖

面残缺不全，积累制个人账户在近 30年来得到了发展应用。 

  然而，21 世纪以来，传统的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在人口老龄化面前，出现了严重的财

务可持续性危机，在包括希腊在内的南欧诸国，债务危机发生后，养老金正成为压垮政府的

最后一根稻草。为避免希腊式危机，传统采用现收现付制的欧洲发达国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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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变革多是参数式的改良：如降低养老金给付的慷慨程度、延长资格领取年限、引入弹

性退休制度（提早退休少领退休金，延后退休多领退休金）以及提高退休年龄。但在漫长的

改革进程中，收效并不明显。尤其是提高退休年龄的举措引发了无数次罢工。 

  采用积累个人账户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改革难题。一是高额的基金管理成本，

二是投资监管困难，三是覆盖面始终无法提升，尤其是低收入弱势群体被排斥在外；最后是

资本市场波动的风险。阿根廷曾在 2007 下半年时间内经历了 40%的资产损失，金融危机使

得几乎全部个人账户资产至少缩水 20%，这对于高度要求安全性的养老金制度是难以承受

的。 

激励个人多缴长缴 

  经过 20 多年的艰难改革，欧洲各国总结出养老金改革常见的三项选择——多缴费、降

低待遇及提高工作时间，而最后一种选择更为可取。为引导人们多缴、长缴，很多国家在激

励机制的设计上下足功夫。在欧美大部分国家，要获得全额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的门槛通

常为 35至 45年；早退休养老金将面临“处罚”，晚退休则给予“奖励”。在法国，提前退休

的养老金罚点为每年 5%，65 岁后延退，每年奖励 10%；还有部分国家如德国、比利时等引

入“积分制”。职工缴费相当于“挣工分”，缴的钱换算成积分，记在个人头上，退休时按积

累“分值”发放退休金。 

  名义账户制度作为一种改革创新，近年吸引了各国的注意，除已实行该模式的瑞典、俄

罗斯等欧亚七国外，白俄罗斯、黎巴嫩、乌拉圭正在讨论引入这一制度的可行性。名义账户

制也称为记账式账户。它的账户是“空的”，职工缴的钱用于当前一代退休人员待遇的发放，

但获得了一笔记账资产，即缴的钱再加上一个公布的记账利率。该利率通常与工资增长率或

经济增长率挂钩，尽管账户里没有“真金白银”，但并不差钱，因为账是记着的，参保者大

可不必担忧。大家真正关心的是退休时拿多少钱，而不是缴的钱都去哪了。但该制度也有着

自身的困难，如平衡机制设计、长寿风险的分担等。除瑞典外，其余各国均遇上了各自的问

题，这引发了关于该制度深刻的反思。 

科学投资收取回报 

  除了从养老金源头上“多收长收”外，各国在改革中也尝试从资金管理体制上入手，让

养老基金投资资本市场，分享经济社会成长带来的成果。在缴费“蛋糕”既定的情况下，盘

活养老金资产，让钱“生”钱，增加自身盈利能力，成为各国考虑的一大出路。 

  20 世纪 90年代后，一些发达国家开始纷纷放弃传统持有国债的做法，将养老基金直接

投资于资本市场。据经合组织统计，有 16个成员国建立公共养老储备基金，市场值高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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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美元，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 18%。如俄罗斯的国家福利基金来源主要

靠石油收入；智利用铜矿收入建立起养老储备；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储备基金则主要来自于公

共财政划拨。 

  在投资上，公共养老基金多面向全球投资，为规避风险，投资渠道日益分散化和多元化。

在管理上，这些基金大多由独立的公共机构管理，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并代表国家主权养

老基金，行使社会责任投资和绿色投资的先进理念。加拿大的公共养老基金来自于基本养老

保险计划的收支盈余。该基金除投资于传统的债券、股票等资产外，还向房地产、基础设施、

自然资源等领域扩展，近年来取得不错的回报效果。挪威政府于 1990 年建立石油基金，用

于养老储备。为规避国内风险，该基金全部投向海外，目前持有世界各国 8000 多个公司的

股份。2013年该基金大赚 1150 亿美元，投资收益率高达 15.9%，使资产攀升至 8400 亿美元。

从理论上讲，如果该基金平分给国民，每个挪威人都能成为“百万富翁”。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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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2015 年 7 月 25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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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简称“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英文为 The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urvey and Data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

文缩写为 ICSD CASS, 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和领导的规模化、

规范化调查、研究和咨询机构，是面向国内外各类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新闻媒

体、社会团体的综合性信息发布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

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

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成为

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和“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联合发起设立，受

“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直接领导，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

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

论》和《工作论文》四项产品，2013 年 11 月开始发布《银华讲座》。其中，《快讯》、《社

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银华讲座》四项产品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

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

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工作论文》和《银华

讲座》，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北京 1104 信箱（邮编：100007） 

电话：（010）64034232         传真：（010）64014011 

网址：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