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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甘肃民族地区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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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全面实施 ,甘肃民族地区养老保险改革中的问题更加突出 , 本文从现收现付代际转

嫁模式出发来分析其问题 ,并就建立和发展民族地区养老保险制度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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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仅仅走过了十几

年的历程 ,而且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现收现付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 ,即代际转嫁。

现在国际上通行模式有 ,预筹积累制或称基金积累制;现收现付制两种 。基金积累制通过个人帐户

实行的基金积累制 ,是从职工参加工作起 ,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由雇主和雇员交纳保险费 ,记入个人

帐户 ,作为长期储存积累增值的基金 ,其所有权归个人 ,一次性或按月按用途领取。其主要特点是个人

为未来作出长远保障 ,激励机制强 ,透明度高 ,能进入资本市场积累增值 ,可以作长期投资 ,度过老龄化

高峰期有足额的资金 ,不存在支付危机 ,也不会引起代际转嫁负担的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老

龄化浪潮再凶猛 ,退休职工也可以安度晚年。现收现付制基本无需投资 ,也就不存在通胀等资金运行风

险。现收现付制还有其他长处 ,现收现付社会统筹制以支定收不留积累 ,费率调整灵活 ,社会共济性强 ,

管理简单 ,突出了再分配时公平优先的原则。它成为各国包括养老在内的所有社会保险险种采用的传

统的筹资模式 ,也是如今多数国家社会保险仍采取的模式。但是 ,虽然现收现付制从资金流量上与基金

积累制没有区别 ,但是二者财富分配方式不同 ,这是它们的实质性差别。基金积累制是个人积累的养老

金在本人一生工作周期内不同年限间的分配 ,而现收现付制是在代际间的分配。由于现收现付制是以

支定收 ,一旦老龄人口增多 ,就可能由于原定的缴费率相对过低而出现养老金支付困难。我国当前就是

这样 。如果实行基金积累制 ,不论老年人口怎样波动 ,缴费率都是衡定不变的 ,能够在不同时期之间实

现收入较为均衡的配置 ,比现收现付制有明显的抵御老龄化危机的能力。

甘肃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 , 2003 年总人口 2603万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227万人 ,占全省人口

的 8.69%,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于其他地区较为落后 ,但人口增长速度很快 ,老龄化问题突出 ,因此

养老保险全面推行现收现付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 ,存在着许多隐患 。本文利用代际核算分析民族地区

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

一 、我国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代际转嫁模式

我国现行的现收现付代际转嫁制 ,即养老保险机构以社会保险税的形式向现在的工作者获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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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以满足现在养老金支付的需要 ,实际上这种模式对于保险机构来说 ,它的功能比较简单 ,筹集资金

进行支付 ,从资金循环来看也比较简单 ,资金的循环从现在的劳动者通过养老保险机构流向现在的养老

金领取人 ,养老保险机构只是充当了收与付的角色 。

图 1　养老保险基金的形成及其运用

从图 1中可以看出:现收现付模式下的资金流动是单向的 , 在这个前提下资金的单向流动使得整

个养老保险体系的运作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是一种财政行为 ,现在的养老保险金领取人的养老金将

直接来自于现在的工作者缴纳的税 。确定社会保险税率和以财政支出的方式发放养老金 ,在这种框架

下 ,资金是收入后立刻支出 ,资金不能形成积累 ,但至少平衡 ,进行代际核算就是政府将来所有的消费的

现值减去政府现在净财富必须等于现在所有代的社会成员在其剩余的生命周期内所缴纳的净税支付总

额的现值与未来所有代的社会成员在生命周期内缴纳的净税支出总额的现值之和。用公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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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 ,k是 k 年出生的一代在 t 年的代际帐户 ,也就是 k年出生的一代在 t年以后所有剩余生命周期

内净税支付额的精算现值 ,等号左边第一项是现存所有代的代际帐户和 , 第二项是未来所有代的代际

帐户值 ,等号右边第一项是政府所有将来消费 t年的现值 , 第二项是政府在 t年的净财富 ,任何一项财

政支出必须有现存代或未来代来承担。

二 、甘肃民族地区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基于前面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出代际转嫁实际上是在职职工负担退休职工养老金 。我国长期以来实

行的是现收现付的代际转嫁制 ,甘肃省民族地区(以下简称民族地区)实行以城市为主体的养老保险制

度 , 但是 ,很多民族地区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保险体系 ,既是实施的地区情况也很不理想 ,难以达到省

政府的要求。在这种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不起来 ,既是建立起来也不规范的情况下 ,很好 、灵活地实行现

收现付或基金积累制 ,几乎是不可能的 。出现这个问题 ,主要是由于财政困难 ,企业经济效益差;二是人

口过快的增长 ,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

我省的地方财政 ,多年来支出远远大于收入 , 1995 年我省地方财政收入为 15552 万元 ,支出为

86673万元 ,支大于收 7112万元 ,2002年支大于收是 5613万元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 表现

为当年财政收不抵支的情况更严重 。

据有关资料显示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一般经历较长时间 ,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瑞典长达

85年 。最早进入老龄化的法国长达 140年;而中国只有 13年 ,而且与国外相比 ,我国是先于经济发展

之前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的 ,从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来看 , 全国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 16.70%,

汉族人口增长 11.22%,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6.96%,比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了1.39个百分点 ,

(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0%或 65岁以上的人占到7%,即为老龄化社会)。

甘肃省统计资料显示 ,甘肃省民族地区 2002比 1985 年增加 68万人 ,本年自然增长率为 6.88‰,

平均增长率为 11.61‰,其中:按全国 65岁老龄化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比(6.96%)来计算 ,甘肃省

民族地区 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增加 47573人左右 ,全国老年人估计到 2050 年将达到总人口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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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5.6%,2050年按 25.6%的比率计算甘肃省民族地区 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 807716人 , 可以看出

民族地区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和全国人口一样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呈现出超前于经

济发展速度的特点。

值得研究是民族地区人口跟全国一样呈上升趋势 ,但对民族地区更为严重。民族地区由于客观原

因和计划生育难以全面实施 ,这样一来可能导致某一阶段人口增长的高峰 。而经济的发展又缓慢于其

它地区 ,所以代际转嫁与老龄化形成鲜明对立 。解决好民族地区养老保险问题 ,使全体社会民族成员都

能老有所养 ,体现了民族政策的落实。因此要根据民族的实际情况 ,实施适合民族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

势在必行 。

三 、甘肃民族地区养老保险的对策

针对民族地区财政困难 ,人口增长率高的实际 ,要解决民族地区养老保险问题 ,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根据民族地区情况 ,应采取现收现付与部分积累式相结合的方法

这是国家政策所倡导 ,也适应我国尤其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养老保险应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以及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体系 ,而且个人帐户应给与扶持。

(二)加强保险知识的宣传 ,强化参保意识

民族地区养老保险发展滞后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等靠观念严重 ,养老保险意识单薄 ,笔者在马蹄

区作调查 ,有一个村十几户人家 ,了解养老保险知识的人仅占 5%左右。大部分地区的人几乎出于不了

解状态。因此要加强对该地区的保险知识的宣传 ,强化养老保险意识 ,鼓励少数民族积极参加养老保险。

(三)政策上给予扶持 ,财政上给予支持

甘南州和临夏以及肃南县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出现的问题是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不力 ,而出现空帐。

要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应给予一些政策上的支持 ,对差额部分政府财政和省民委采取适当补缺 ,努力启

动养老保险基金的正常运转。

(四)实施特殊费率

针对甘南州和临夏以及肃南县的具体情况实行特殊费率 。特殊费率主要指民族地区实行的保费。

特殊费率应与保险公司制定的统一保费有所区别 ,要实行不同其它地区的费率 。民族地区人均收入低 ,

老年人所需生活费有差别 ,地理气候条件不同 ,可以采取低保费低保额的方法 ,收费的收取时间和收取

方法应灵活一些 。

(五)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提倡商业养老保险

甘南州 ,临夏州 ,肃南县及天祝县基本养老保险还只限于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

企业职工 ,在其覆盖范围内尚未扩及全体城镇员工 ,大量的三资企业 、私营企业员工及自由职业者不在

基本养老保险保障范围。商业保险是养老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践中这些地区需要商业保险做出

重要补充 ,商业养老保险险种要设计灵活 ,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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