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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欢迎来到论道现场，掌声有请嘉宾主持龙永图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

中心主任，郑秉文先生，我们今天要讨论养老金，顾名思义就是为咱们将来养老用的养老金，

但是也有人说养老金没有用，他们还在网上发了帖子，说“月存五百，养老无忧”，他们是怎

么算的，我们看一看，有人在网说发帖自己养老比交社保更靠谱，25岁工作，不交养老金，

每月存500元，这样30年后，55岁总计可得381203.44元，存5年定期可得利息90535.82元，

分到每月是1508.93元，再等5年拿自己的退休金每月可得3376.23元，而你的本金还是38万

多元，我看你别给国家添麻烦了，还是自己养老，这篇网文得到很多网民的支持，郑先生，

像他的这个事发自己赚钱，自己存钱，自己养老，居然还得到网上很多人的响应，您觉得这

个养老保险，养老金这样看来真的没用吗？ 

郑秉文：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的不是太准确，这里没有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

一个是通胀率，还有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如果把这两个问题考虑到的话，你想30年以后的

三千块钱意味着什么，如果按照现在的GDP增长率，30年以前你挣多少钱，你月存5块钱，存

到30年，30年以后一个月300块钱，牛吗？肯定说牛，这个说法对不对，在当时是对的，1983

年你挣50块钱，所以30年以前你说的话现在看来很可笑，再过30年现在是500块钱和现在1983

年说的5块钱是一样的，所以借这个机会强力宣传一定要参加社会保险。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如果说我们现在交养老保险交多少钱，将来肯定不止这点。 

    郑秉文：对。 

    主持人：国家养老保险考虑的是通胀因素。 

    郑秉文：对，如果参加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是把通胀率考虑进去了，是把社会平均工资

增长率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了，这就是社会保险的好处，两方面看这个问题，他的精神是

值得提倡的，你应该自强一点，应该有自己的储蓄，自己把阳光房的更远一些，不应该把有

的责任推向家庭、社会、政府，或者国家，你自己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养老规划，这个是应该

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你不参加社会保险是划不来的。 

    龙永图：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讲了那么一个故事，有些人觉得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毫无疑义，

不如自己存钱，而且在网上得到很多人的响应，刚才郑秉文深入浅出的讲为什么我们要参加

社会养老保险，为什么这位老兄提出来月存500不是一个合理的方案，说明我们现在养老保

险制度现在还要多宣传，要深入浅出的跟老百姓讲清楚。 

    主持人：说到这儿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是划得来的，现在不交养老保险的人也不少，

比如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久前在一次会议上就说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3亿多人里今年累

计有三千八百万人，已经不交养老保险了，这是相当庞大超过1/10的的数字，这么多人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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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你觉得是为什么？ 

    郑秉文：为什么有三千八百万人逃费，不交费，有种种原因，一方面的原因是表面的原

因，就是李克强总理讲的那几条，有的困难企业工资都发不出来，养老金也是难交上来，再

一种情况，他经常断断续续的今年有工作了，明年有失业了，后年又有工作了，经常断断续

续的，那么在失业的时候养老保险就没法交了，他自己交不起这个钱，我们叫断保，这个在

中国，在国外也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深层上的原因基本养老保险还是有相当强制清，为什么

面对强制性的，他不交呢，这就有层次的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第一点我们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多缴多得的激励性不好，你

知道你30年以后能拿多少养老金吗？ 

    主持人：不知道。 

    郑秉文：你很难算得出来，我缴多少呢？我缴这么多，你缴的比我少，我就跟你攀比了，

你怎么交缴的比我少啊，因为我不知道我多缴以后多得，你也不知道你少缴的以后你少得，

所以我在攀比的时候我不是攀比，龙部长他交多的人，我是攀比交的少的人，这样大家都攀

比起来的话不交是最合适的了，所以大家就有了不交的情况了，这就说明什么呢个这个制度

的激励性存在问题，多缴多得看不出来，这个在我们目前的制度里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方

面的原因不透明，不知道钱到哪儿了去了，干什么去了；第三个方面计发的方式复杂，等于

专业的人士给你算，你上哪儿找专业人士，你18岁参加工作，等到58岁你要退休的时候，你

拿多少，就不太知道了。 

    主持人：还是不可预期，不透明。 

    郑秉文：对。 

    主持人：而且还有一部分的人确实不方便，我们知道接续，转移，大家频繁换工作，也

是一个问题，大家怕麻烦就不交了。 

    郑秉文：对，因为这个制度便携性不太好，尤其在异地转移的时候，所以他为了怕麻烦，

也就不参加了，或者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转移的时候，结算了，结完了以后到异地时候又

不参加了，也有这样情况。 

    龙永图：让它透明，有可预见性，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社会保险制度才能

建立，因为每一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凡是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它的

养老保险制度尽管各种各样，但是都有一个养老保险制度，这说明为了整个社会的稳定，为

了每一个人有一个最后兜底的底线，才有了社会保险制度，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维持

整个老百姓的安全感，对于整个社会都很重要，现在对养老基金之所以存在那么多问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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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没搞清楚，而且我们的制度当中也有一些缺陷，现在很好的研究一

下这个制度，赢得社会的支持，因为养老保险制度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这是很难维系的。 

    主持人：很多人说现在不交养老金就是担心养老金里面有缺口，我现在交了将来未必有

那么多的钱发给我，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机构在测算养老金是否有缺口，测算还不一样。 

    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空帐”已超过2.2万亿，2013年全国养老金缺口达到

18.3万亿元，从财政部公布的2013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看，2013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若剔除财政补贴已经已经陷入收不抵支的境地，缺口近千亿，而按照人社部的数据，截至

2012年底全国城镇基本养老基金累计结存2.39万亿元，一边是巨额的亏空、空帐，一边是大

额的结存，面对各种版本的纷繁数字，我们该如何判断，我们的养老金到底有没有缺口。到

底哪个数据是对的，到底我们养老金有没有缺口？将来能不能发得下来？ 

    郑秉文：这两个说法都对，前一个说法我稍微更正一下，正常的缴费收入减去养老金指

出，赤字不是说上千亿，只有55亿。 

    主持人：那还有赤字啊。 

    郑秉文：55亿来说是非常小的数，也就是说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什么呢，档期的正常缴费

收入基本上可以能抵销档期的正常的养老金支出，收支大致相抵，人社部告诉你的数字也是

真实的，为什么是真实的，它是把两部分的收入也加进来了，就是每年的养老保险收入还有

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家的财政补贴，去年是2400亿，前年是2200亿，还有一个部

分农转非，有相当一部分的数量农转非的人，又纳入进来了，偶然的，这是非正常的缴费收

入，非正常缴费每年现在是一千几百亿，加上2400亿，也就是说在2012年正好就是4000亿左

右，2012年这个制度的收入就大于支出是4000亿左右，几年下来就攒了2400亿，人社部的说

的数字也是对的，问题在哪儿？问题是在这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大家都看了，那么多人

看决定，那么多人觉得它有亮点，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亮点，说了这么一句话坚持精算平衡原

则，什么叫精算平衡原则呢？就是说这个制度的正常缴费收入一定要等等制度的养老金的发

放额度，这个就是精算平衡了，如果不等于就精算赤字了，那么现在基本上还是能够收入等

于支出，这个你的正常缴费收入，如果加上财政补贴就大于正常的支出了，所以作为一个保

险制度有收入，有支出，收入和支出，收支余一定要有一个有机的逻辑关系，要把这个逻辑

关系要稳定在一个框架之内，这个就叫精算平衡，如果没有这个精算平衡，经常有财政来输

血，那么这个制度就没有精算平衡，三中全会的文件说应该坚持精算平衡原则，精算平衡不

应该算财政补贴，如果所有的制度所有的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全靠财政补贴来输血，像希

腊那样，这个制度就是不健康的制度，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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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建一个可以持续的制度。 

    郑秉文：对，像一个人一样他不能自主呼吸，靠呼吸机戴着呼吸机呼吸，他就不是一个

健康的制度，或者他必须洗肾，隔一天洗一次肾，得透析一次，也不是一个健康的制度，尽

管他也活到80岁，但他不是一个健康的机体，他是一个亚健康状态，或者处于病态，或者靠

外部的机器在维持生命，如果不是靠财政的补贴，比如说国有企业的利润大家盯得很紧，觉

得我们国有企业利润应该更多的用于民生，所以我们社保基金的理事长戴相龙先生曾经提出

过我们国有企业能不能够增加从他们的利润当中向社会基金摊派，这样下来我们国有企业加

上国有金融企业每年利润差不多3万亿人民币，如果能够拿出20%的话三二得六，就六千亿了，

如果补进我们的社保基金的话那么就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了，这个是不是可行的如果从国有企

业利润当中多抽出一些来支持基本社会养老。 

    你现在是否缺钱？比如说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有一万一千亿在那儿摆着，一万一千亿储

备基金放在那儿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两万四千亿了，在那儿摆着，企业年金有五千六百

亿也在那儿摆着，养老的钱有三笔，这三笔加在一起，已经四万亿了，你在已经有四万亿的

情况下拿出一万亿放在这儿，那就无非是数字改变了一下，五万亿而已，如果再拿一万亿，

那就六万亿吧，把钱摆在这儿吧，它是养老钱，等老了以后再分，没老的时候攒这些钱干什

么呢？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如果要有钱，可以，比如说龙部长，你缺一千万，

我给你一千万，你一定拿一千万做生意，让这个钱赚起来，我才能借给你，你如果不能赚进

来，就放在银行里了，你放在银行里和我放在银行里一样，我凭什么借给你，你也吃2%的利

息，我也吃2%的利息，那就放在我的银行吧，除非你有一个生意，或者你开一个大的什么企

业，作为一个投资，那是可以的，你没有投资，拿一万亿养老金不还是摆在这儿吗？我说到

这儿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要注入资金，一定要有高效投资体制让这个钱能够赚起来，如果不

能赚起来，还是像现在这样，四万亿都存在银行里，你凭什么再拿一万亿还存在银行里呢？ 

    龙永图：所以现在就是一个问题，我们中国没有很多像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私人的社会

养老基金，或者是一些大的保险公司，人寿公司他们搞的养老金，他们拿到这个钱以后像刚

才你说的他们可以进行有效的投资，投资的话得到的利润起码是8%，9%，不像我们存在银行

里，百分之二点几的利润。 

    郑秉文：投资的体制问题是个大问题，如果建立起来的话，像龙部长说的那样，可以在

国有企业利润里划拨一部分，划拨以后让资金池子，让它投资规模更大，规模大了投资收益

率更高，回报率也高，资金就越来越大，给以后的子孙后代或者给这一代人养老，能做更大

的支持，物质上准备更多一些，可是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投资体制，现在再给你钱，你还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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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里，并且存在银行里只有2%的利息，你想一想，几万亿，2%的利息，谁是赢家？如果

要是这样的话注入进来意味着什么？社会保障体制，养老保险体制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在目

前来看我们还不缺钱，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怎么让这些钱保值，这些钱保值了，老

百姓也有信心了。 

    主持人：所以当务之急建立一个投资的保值增值的体制。 

    郑秉文：对，这个体制既是扩大增强了基金的实力，最重要的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它

增强全国人民对这个制度的信心，大家参与到这个制度里来。 

    主持人：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老龄化，中国大概在2030年的时候能达到相对老龄化的高

峰，就意味这交钱的人会越来越少，领钱的人越来越多，虽然你现在说我们有这么多的结余，

但是我们的投资保值增值的体制跟不上，将来还能够领钱吗？还跟得上这个老龄化的步伐

吗？ 

    郑秉文：老龄化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不是最严重的，全世界最严重

的第一是日本。 

    主持人：但是我们绝对老龄人口是最多的。 

    郑秉文：是，看绝对老龄人口这是一个指标，还有一个指标是赡养率，我们在2050年的

时候是34%。 

    赡养率指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重也就是平均一个劳动力将承担几个老

人的赡养，1990年我国是18个年轻人抚养一个老人，2012年是五个年轻人抚养一个老人，在

未来，这个数字是变成多少？在2013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高层论坛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副

部长胡晓义给出一组数据，现在我国每天25000人步入老龄人口行列，平均每个工作日有

24800人在办理退休，也就是说在工作时间里秒针跳动一下就有一位人员退休，2013年9月我

过老龄人口已超过2亿，而到2030年我国将步入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并在高位上持续40年，

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增至4.4亿，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龄人口，一个半职工要抚养一个

退休人员。 

    郑秉文：在赡养率中，中国情况是严重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又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国家，它的养老保险制度需要制度创新，中国的也需要制度创新，如果没有制度创

新，所有的国家，它的养老金制度都会有破产，比如说美国美国是最牛的发达国家，经济情

况最好，在发达国家里相对是很年轻的，这样的人口，但是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样面临着

两个重要的威胁，这两个时点哪个国家都有，第一个时点当期的制度收入开始小于支出了，

这个时点叫收不抵支，这个时点在美国是2021年就到来，当时收不抵支就得补贴一点，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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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擓一勺补贴在里面，第二年又擓一勺又补贴在里面，这个大锅里一年擓一勺，总得有

空的时候。 

    第二个时点又来了，美国的第二个时点是2038年，到2038年的时候锅里的余额有没了，

枯竭，养老基金结余枯竭。 

    主持人：意味着什么？ 

    郑秉文：结余没有了，也就是说美国人如果缴费水平不变，到2038年的时候财政就得介

入，美国不必介入，因为现在缴费率很低，个人和单位加在一起12.4%，中国加在一起是28，

它涨到中国这个水平还得几十年，所以在美国不存在很大的威胁，但是这两个时点，它也有，

它也存在，财政补贴是纳税人的钱放在你制度里边来，效率又比较低，收益率比较低，拿了

多少财政补贴财政补贴就在这里享受的收益率就比较低，这就是这个问题所在。 

    主持人：延迟领退休金，延迟领养老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延迟退休政策了，但是这个

政策大家知道其实老百姓当中反应也特别多，我们今天也可以做个小小的调查，看看我们现

在现有的观众朋友，你们同意不同意延迟退休，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如果同意的话举手，

延迟退休往后延三年或者五年，或者多长时间，我们表态，同意延迟退休的举手，没有人举

手，我们这边年轻人多一些，你们同意吗？延迟退休，都不同意。 

    龙永图：年轻人肯定不同意，抢他们饭碗了。 

   （你支持延迟退休吗？ 2013年人民网做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七成受访者反对延迟退

休，而自2008年延迟退休进入公众视野以来对于它的热议和反对声就没有停止过，反对的理

由中最退出的理由是延迟退休是抢年轻人的饭碗，延迟退休会增加隔代抚养的社会成本，延

迟退休对中低收入劳动者不公平，而郑秉文却多年来一直呼吁延迟退休，并乘延迟退休是早

晚的事，他为什么这么说，对社保制度有专门研究的他，又有怎样的坚持和隐忧。） 

    主持人：我知道郑先生这么多年来是坚定的支持延迟退休，您看我们现在大家几乎没有

人同意，你怎么说服大家？ 

    郑秉文：我知道这种干法是挨骂的。 

    主持人：你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郑秉文：我做个学者我还是讲心里话吧，它不是你愿意不愿意，跟这没关系，它是一个

客观发展的规律，人类寿命越来越长了，你的受教育时间也越来越长了，从小学念到博士的

时候28岁，念到博士后30岁，你30岁才开始挣钱，你爹妈养了你30年开始挣钱，可是你50

岁就退休了，你说你爹妈养你的钱还没有赚回来还给爹妈呢，你就要退休了，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了，相应他应该劳动创造价值的时间也顺延才合理，起码应该把人力资本的投入应该赚

 

第 7 页 



 

回来才行。 

    主持人：人均寿命确实也延长了，这是一个客观。 

    郑秉文：对，这是一个理由，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推迟了，受教育的时间延长了，相应

的劳动的时间也应该延长，才划得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如果两个国家什么条件都一样，人均寿命也一样，一个国家

50岁退休，一个国家67岁退休，两个国家PK起来，哪个国家更有竞争力？ 

    主持人：肯定是67岁的退休的国家更有竞争力。 

    郑秉文：对，毫无疑问，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强大和不强大劳动财富的创造最终靠什么来

创造呢？劳动，如果人一天工作两个小时这是一个国家。还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工作8个小

时，哪个国家更富有？毫无疑问8个小时的国家更富有，我这个比喻打完，就非常清楚了，

就是说退休不是你个人，一个国家的主观偏好，文化问题，而是你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你想去PK，劳动供给非常重要，自己激励劳动供给，这个劳动供给要符合你的人均寿命的长

度，要跟它一致，不能说人活的越长，退休的时间越早，这个是不行的，应该跟着顺延，这

就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对社保制度提出的挑战，人的寿命延长以后，最受冲击就是社保制度，养老、

医疗、长期照料，人过80岁以后就需要别人照顾，别人照顾他是不能够创造财富的，所以他

这个社会资源用的是非常多的，在这样情况下对社会保障提出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第三个

原因也是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这样，这是三个原因导致我们要面临这个事情，要正视这个事情。 

    那么在提高退休年龄的这个问题上，确实有策略的问题，养老金制度，可以设成一个全

额的养老金制度，还可以设定一个60岁退休的养老金制度，你如果想拿全额的本国全额的养

老金设计是70%，你65岁的时候可以拿到70%，60岁你可以退休，法定年龄段，你这时候退休

养老金拿40%，给大家一个选择，我想还是有人愿意选择多干的，既能满足自我，还能多拿

钱，他何乐而不为呢？ 

    主持人：这就是策略。 

    郑秉文：这也是一个策略。 

    主持人：龙先生我们也知道三中全会提出的渐进式延迟退休，你对这个渐进式怎么理

解？ 

    龙永图：也就是说不要一步到位，比如说本来是60岁一下子到了明天突然改到65岁，67

岁，对社会的冲击太大了，过一年比如今年是60岁，过两年以后61岁，再过两年以后62岁，

对社会的冲击就比较小一点，实际上像美国也是实行这样渐进式的，从60岁到67岁划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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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是花了很多年，很长时间，联合国也是在推迟退休年龄，但是它也是在逐步的，而且

开始的时候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我记得叫做金色握手计划，有些人你如果要提前退休的

话可以拿一笔钱先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三中全会提出来还是比较稳妥的，渐进的，这种

做法才会比较容易接受。实际上我们反对也好，不反对也好，国际上大的潮流已经是这样了，

刚才郑秉文讲了三条原因非常充分的说明了延长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 

    主持人：我们听一听各位观察员，大家都有很多关于延迟退休要说的。 

    观察员：郑秉文讲了以后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一开始讲到的激励交得多，应该

领得多，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延迟退休就应该是交得多，那也应该领得多，又交的多，又领得

多，是不是抵销掉了？ 

    郑秉文：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先说多缴多得能不能抵销呢？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基本上

不能抵销，为什么呢？因为提前退休，是你早退休两年，意味着你少交两年的钱，多拿两年

的钱，里外里是四年，那么你延迟退休是自己养活自己，等于是零了，零对养老金制度就是

胜利。 

    主持人：对我个人来说呢？ 

    郑秉文：对个人来说没有损害，这个问题的实质延迟退休不等于白延吗？没有白延，延

迟退休以后你的钱供养了自己，因为人的寿命是既定的，在既定的前提下中国人不可能说是

今年是70岁的平均寿命，明年马上80岁了，一年涨6岁，这不可能，0.2岁，0.3岁一年延长

也就这么多，在这个前提下晚退休五年，等于你预期寿命，拿养老金的寿命减少五年。 

    龙永图：除了养老金的问题以外，还有人的精神需求问题，有些人即便在养老金的问题

上吃点亏，但是他多干两年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满足，因为很多人干了一辈子，突然早早让

他退休他精神上会非常的失落，而且在社会的地位，自己的自我感受都会完全不一样。 

    观察员：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支持延迟退休的，但是从我父亲的角度来说肯定不会

支持延迟退休，我的老家在东北，父亲是下岗职工，2000年的时候他就已经企业买断了了，

一共拿到一万零八百块钱，就走向社会了，现在他57岁，有的时候打一些零工，零零散散的

交了一些养老保险，但是他现在年纪比较大，现在是晚期癌症，所以我们家自己每年个人去

缴养老保险，但就这个延迟退休的消息出来以后，他很担心，因为年纪比较大，外加他身体

不是很好，如果再加上延迟退休的话，也许这个养老金都拿不到，以前有的这些历史遗留下

来的问题，这部分人该怎么办？龙部长刚才说的渐进式的延迟退休的话难道只是年份上的

吗？比如说延了一年，或者几年？ 

    郑秉文：我作为一个学者，我研究的案例很多，从我研究以往的案例经验来看，作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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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男性来说，不可能赶上延迟退休这个政策的，无论是渐进式的，还是火箭式的都赶不上

了，因为改革是划一个时间段的，这个时间段作为57岁的人来说肯定属于划到不参加的，所

以我在这里我作为学者我是这么去猜测的。 

    主持人：欢迎回来本栏目由贵州贵酒销售有限公司冠名播出，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话。 

    观察员：现在有一个纠结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就看到报道了，说最支持延缓退休的是

什么人呢？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但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又没有参加养老保险，他的延缓退

休对养老保险基金帐户里充实又起不到很直接的作用，这是比较纠结的。 

    观察员：我更想问的是在龙部长和郑秉文看来，你在退休延迟退休之前我们是不是首先

要把养老金的双轨制把这个东西首先要有一个扭转，然后去符合大家的共识以后再去小步慢

走，或者大步慢走，调整这个退休年龄，你觉得这个先后，哪个应该先，哪个应该后？ 

    主持人：种种纠结，郑秉文你不好回答了。 

    龙永图：我从来没有看到有那么多问题出现在我们的现场，可见对养老保险的问题，大

家确实很关心。 

    龙永图：在制定养老金制度的时候，尤其是退休年龄的时候，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原因，

要考虑环境，劳动力市场的环境等等，剩下的，就是事业单位改革了。 

    主持人：其实真的是特别复杂，牵扯到不同的群体，刚才观察员也特别提到双轨制，大

家看一个漫画可能就比较了解了，双轨制说我们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尤其是我们公务员他

们现在是不交养老保险，但是他们会领比较高的退休金。 

    这是一组对比鲜明的数字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绿皮书显示不同养老保险制度

下的养老金最低200元，最高一万元，最高相差近50倍，这是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在广州

同样是2000年退休，机关干部退休工资从2000元上涨到现在的8000元并不罕见，而企业工人

退休金仅从500元上涨到2000元左右，两者之间的差距从十年前的1500元，扩大到现在的6000

元，造成这一差距的根源是双轨制，这就要追溯到1995年国家率先对企业的养老制度进行社

会保障改革，实行和个人共同承担为内核的“统帐结合”模式，而机关和事业单位未列入改革

范围，依旧由国家财政完全拨付，随着时间的推移，双轨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它所带来的

不公平受到广泛质疑，在人民网2011年你最关注的十大问题调查中，社会保障以24284票居

于榜首，其中94%的网民认为企业职工和公务员养老制度实行双轨制非常不合理，网友建言

取消退休双轨制让广大的群众享受公正公平的阳光。 

    主持人：那怎么来解决，这是大家现在特别关注的。 

    郑秉文：我分林部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全世界的养老保险制度分两大类，一大类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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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这样的，或者反过来说中国这个制度是后起制度，像欧洲，欧洲就是这样碎片化制度，群

体之间制度不太一样，事业单位一个样，公务员一个样，企业一个样，军队一个样，警察一

个样，还有一类是美国、加拿大、北欧、英国这些国家全国一个制度，不管总统还是工人，

全国人民都在这一个制度里，这个制度只有一个，在碎片化制度我们说的事业单位和公务员，

他们事业单位公务员就是独立的制度。 

    主持人：但是我们现在大家说要并轨。 

    郑秉文：对，那中国为什么你才建立社会保险制度20年都不到，突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了，而且这么尖锐，我非常同意，这是个公平的问题，所以在我的学术研究当中我发表的文

章当中，我坚决主张三个联动，事业单位所有类型，三个类型联动并分三六九等，什么公益

一类，公益二类，公益三类，哪个市的，全体都改，这是第一个联动。 

    第二个联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一起改，你不要先拿事业单位是试点，然后公务员在那儿

看着，那也没法改啊，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第三个联动把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一起建立起来，没有这个也没法改，面对碎片化的制

度我们应该在整合，整合的目标应该像美国那样，变成一个制度为好，不能像欧洲那样，欧

洲面对的碎片化制度欧洲的难题是非常大的，欧洲它是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不仅仅是安全网

了，它还是一个火药筒，年年爆发，所以碎片化制度必须得改，改革的目标只能是这样，就

是说要一起改。 

    龙永图：长痛不如短痛。 

    郑秉文：对，一起改，如果不一起改，我觉得操作的空间没有。 

    龙永图：因为我们才二十来年，所以还没有那么固化，还是具有改革的空间的，我觉得

只要整个中央的决心大的话我想是可以改的，就像你讲的欧洲那样形成一个火药筒那就麻烦

了。 

    郑秉文：这种事长痛不如短痛，越往后越没法改，现在改还有可能，比如1994年的时候

2/3的事业单位参加改革了，也就改了啊？现在你别说2/3了，五省市2008年2月份到现在都

改不了，大不一样了，越往后越难改，像这种应该早改，早改就涉及到一个政治决心的问题。 

    龙永图：对，我觉得这个上面应该下一个决心。 

    郑秉文：政治决心，还有一个得担当 

    主持人：郑先生您看，有没有可能将来建立一个可以预期的多缴多得的有激励性的养老

保险制度？我们是不是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郑秉文：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内容，我觉得是在往这方向努力，但是目前没有具体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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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主持人：学者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 

    郑秉文：在10月份之前人社部委托了四个单位，搞平行设计背靠背的各自拿出自己的方

案叫平衡设计，四个单位拿出的方案其中有三个惊人的一致，我也希望有关部门正视这个问

题，我也表达我作为一个学者的愿望，为什么四个受托单位，有三个都拿出一样的方案，说

明这也是一种共识吧，可以说叫英雄所见略同。 

    主持人：这个方案的核心是什么？ 

    郑秉文：多缴多得。 

    主持人：我知道龙先生有一个观点说养老不能只靠政府，那您觉得我们今天讨论很多关

于政府来做的养老保障，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普通人还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 

    龙永图：当然这还是应该以政府为主的，辅之以民间还有保险公司，保险基金这一类的

来做，但是的话那是辅助的，真正的国家有一个很好的顶层设计，把全民的养老保险这件大

事解决好，这样大家能够放心，社会安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件大事，实际上今天我觉得我

们要非常感谢郑秉文把这样非常复杂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理的比较清楚了，大家觉得目前只

要中央下一个大的政治决心，我觉得还是能够设计好比较平等、公平的养老保险方案，而且

是可持续的养老保险方案，我想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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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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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