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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一直受有关机构的委托，承担着《中

国职工养老储备指数大中城市报告》的研究和编制工作。日前，中国劳动保障报

记者就该系列报告中的内容采访了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社科院

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齐传钧，这里全文刊发： 

 

推进养老金多支柱模式  加强养老服务供给改革 

中国劳动保障报  游翀 

 

2015 年中国职工养老储备指数为 59.7，基本满足了城市职工养老储备的要求，但进一

步提升养老储备水平的空间巨大。我国养老金多支柱模式的现实状况如何？养老服务供给侧

存在哪些短板？如何改革我国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为此，记者近日采访了社科院世界社会

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齐传钧。 

 

老人收入少且渠道有限 

记者：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高速推进，未来的养老形势如何？ 

郑秉文：从广义上讲，养老包括人们用于养老的钱哪里来和谁来提供服务这两大问题。

养老金从哪里来？按照国际通行的多支柱模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大体上分为 5个支柱： 

一是零支柱，即面向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制度的低收入群体，融资来源于政府的财政转移，

不需要个人缴费。就我国而言，各地实施的高龄补贴具有一定该支柱的部分特征，但存在受

益年龄较高、碎片化严重、待遇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二是第一支柱，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改革正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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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以后将基本融合为一个制度）和城乡居民保险制度，这是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主体。但

是，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严重的是财务可持续问题。如果不考虑财政转移支付，过半

省份出现了收不抵支，一些东南部沿海省份每年仍然有大量的收支结余，这就需要实现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 

三是第二支柱，即雇主举办的企业年金制度。这一制度参加的人数只有 2300 多万人，

资产规模不足万亿元。 

四是第三支柱，就是个人购买了各种商业养老保险或自行参加的个人退休账户，在我国

这一部分更是薄弱。 

五是第四支柱，即个人银行储蓄或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先说个人银行储蓄，目前高达

50 万亿元，姑且不论因为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分布不均，就是对于拥有一定银行储蓄的家

庭来说，考虑到长期的通胀压力，其购买力也将大大折扣。再来看子女的经济支持，在长期

的一孩政策下，依靠子女养老也难以指望过高。 

养老服务，也需要供给侧改革 

记者：那么，对于我国数以亿万计的老年群体，他们的养老服务由谁来提供？ 

齐传钧：按照国际惯例，分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老年

人群。 

首先，对于居家养老，我国很多地方已经开展为老服务，例如“老年小饭桌”和老年大

学，但问题是大部分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需要经常性求医问诊。然而，社区医疗机构发展

滞后，老人不得不到大医院排队看病，给老人带来不便。 

其次，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符合国际趋势，但我国刚刚起步进行相关建设。面对日益严峻

的养老服务压力，这些服务的提供，一方面需要政府直接参与，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引导和

培育大量的公益性组织，让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并通过宣传让人们对社会力量举办的公益性

组织有信心，而不是过度依赖政府。 

最后，就机构养老而言，虽然不是未来社会的主流，但也不可或缺。如“一床难求”问

题，不仅有需求错位的因素，也有供给不足的原因，其中最核心的是公平性问题，即在公建

公营、公建民营、民营企业和民非等几类机构之间，存在用地、税收、补贴和用工成本上的

差别，影响了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总之，养老服务缺口较大且机制还有待理顺。 

应引导社会力量进入 

记者：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需要做出哪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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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如前所述，目前的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很难满足日益庞大的城镇职工养老需

求，改革迫在眉睫。当然，政府也逐步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开始有序推进改革。例如，为了

增强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和财务可持续性，近两年，政府先后启动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

老保险制度并轨改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市场化投资改革。 

当然，未来改革仍然任重道远，还须做出大量的系统性改革，包括两大方面： 

一是彻底改革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理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养老责任，对于政府

而言，财政转移支付必须立足兜底责任，建立一个覆盖所有低收入群体的非缴费型养老金制

度，杜绝老年贫困现象的发生；同时，要加大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力度，回归养老保险

的精算中性的本质属性，并一劳永逸地解决全国统筹问题，增强制度的激励性，真正实现多

缴多得、长缴多得的要求，从而在实现应保尽保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化解财务不可持续

的风险，降低财政补贴给政府预算的压力；最后要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并尽快引入个人退休账

户，真正构筑起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实现人们养老收入渠道的多元化和均衡化发展。 

二是加快建立基本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重点是引导社会资金和力量进入养老服务领

域，从而分担政府的养老服务供给压力；要高度重视和宣传社区养老的功能和地位，使之成

为养老服务的枢纽，分担机构养老的压力；在机构养老的推进过程中，要公平对待不同性质

的机构和资本，同时推动自发建立养老服务行业组织，不仅在政府和机构之间架起沟通桥梁，

而且要在从业人员的培训上发挥作用，解决从业人员短缺和素质不高等问题。 

养老储备水平提升空间大 

记者：根据调研，我国城镇职工养老储备指数呈现出哪些特点？根据过去 3年的跟踪研

究，有哪些趋势性变化？ 

齐传钧：首先要说明一下“职工养老储备”这个概念，指职工在工作期间已积累和将要

积累的用于养老目的的各种权益、现金流和资产。“职工养老储备”不仅取决于已经积累水

平（充足度），也与未来的积累能力（稳定度）和积累意愿（认知度）有关。“职工养老储

备”虽与个人收入和家庭财产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但与养老金增值水平更为相关，应发挥

市场主体作用，加大养老金投资增值进程。根据这个概念构筑的指数，经过社会调查和数据

汇总分析，主要有以下发现： 

一是 2015年中国职工养老储备指数为 59.7，接近评价基准第三档，表明基本满足了城

市职工养老储备要求，但进一步提升养老储备水平的空间巨大。其中，充足度、稳定度和认

知度指数值分别为 59.2、62.6和 56.6。 

二是分企业类型看，国有企业职工养老储备总指数最高（63.8），其他类型内资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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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民营企业）最低（56.1）。分行业看，金融业和采矿业最高（均为 62.1），住宿和餐饮

业最低（57.4）。分企业规模看，1000-9999人的企业最高（65.9），19人及以下的企业最低

（46.8）。 

三是在过去几年，基本养老保险从制度上已经全覆盖，而且参保人数仍在持续增长，离

真正全覆盖（应保尽保）的目标越来越近，当然难度也是越来越大。调查发现，未覆盖人群

主要集中于 30 岁以下的年轻职工，其比例高达 20.1%，即该年龄段每 5 个人就有 1 个没有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这一年龄段未参保人数占全部年龄段未参保人数的 70.9%。因此，政

策选择上应该向这些人倾斜，进一步提高年轻人的参保覆盖率。 

四是企业年金和商业性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职工养老储备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未来进一步提高职工养老储备指数的必然选择。但受访者中，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

职工人数比例仅为 33.5%，而购买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人数占比为 41.3%。另外，企业没有

提供重大疾病保险、商业意外保险、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中任何一项的受访者

高达 38.3%；而个人没有购买上述任何保险产品的比例为 42.0%。 

五是中国城镇职工平均拥有不动产为 1.06 套，这是近两年住房消费性和改善性需求都

得到进一步满足的结果。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大中城市住房需求已经由饱和走向过剩。不可

否认，住房作为养老储备的工具是必要的，但考虑到未来住房从总体上将供大于求，随着老

龄化高峰期的到来，变现能力可能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住房的养老功能只能作为一种或

有补充，而不应被过分夸大。 

六是受访者（含家庭）平均金融资产为 59.8 万元。多数受访者消费比较理性，且具有

较强的储蓄和理财意识。但问题是，受访者对银行储蓄情有独钟，比例高达 79.8%，其次才

是住房等不动产和商业养老保险，而倾向基金、股票和债券的比例分别只有 37.1%、31.9%

和 15.8%。这说明我国家庭的大类资产配置还是比较保守，长期来看还有待改进。 

七是企业可以通过改进和完善薪酬福利体系来提高职工养老储备水平。可是，职工最期

望企业增加工资，支持率为 71.3%。其次才是建立企业年金计划和足额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

险，支持率分别为 52.9%和 51.7%。这对企业而言既是“危”也是“机”。“危”，是指这

种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企业需要构建更高水平的福利薪酬体系，从而增加用工成本，削弱中

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机”，是指职工对企业福利的重视必然带来需求的增长，这为企业留

住人才、降低员工流失提供了越来越现实的工具选择。但无论“危”还是“机”，都应该引

起政府和企业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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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家庭大类资产配置 

记者：为提高职工养老保障水平，根本出路在哪里？ 

郑秉文：目前，中国职工养老储备指数基本上处在 60 左右，仅能满足城镇职工养老的

基本需求，理论上讲，继续提高的空间巨大。但是，这一指数是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制度全覆

盖的基础上取得的，而且近几年城镇职工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90%以上，而且预计到 2020 年

基本可以实现应保尽保的全覆盖目标，同时缴费密度也基本稳定在 70%以上，因此依靠基本

养老保险提升职工养老储蓄指数已经不再现实。 

显然，进一步提高城镇职工养老储备指数，就必须要靠来自企业提供或个人购买的商业

养老保险、年金、保有住房等不动产以及积累家庭金融资产。同时，为了降低职工的非预期

性支出，增强职工养老储备能力，提高养老储备稳定度，增加购买或者由企业提供各种预防

风险发生的非直接用于养老目的保险产品（重大疾病保险、商业意外保险、商业补充医疗保

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型和城镇化速度的放缓，住房等不动产经过十几年

的高速发展，已经从总量上趋于饱和，近半年来只有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出

现上涨，其他二线城市和中小城市均出现了价格下跌，而且住宅库存积压严重。未来几年出

于稳定经济增长的需要，政府还会继续维持宽松的利率和信贷政策，住房的消费性需求和改

善性需要将再次得到释放，住房的自有率将继续提高。因此，除了人口还将持续流入的少数

城市和核心区域外，住房将不再具有投资价值，因此指望通过住房等不动产来进一步提升职

工养老储备指数也越来越不现实。 

因此，提升职工养老储备指数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重构家庭大类资产配置，降低银行

储蓄和不动产偏好；二是大幅增加企业提供的或个人自行购买的各种商业性保险和年金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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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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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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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