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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根据社会养老保险精算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具
体内容，采用符合实际和逻辑一致的精算假设，以２０１５年末为评估时间点，以退休待遇制度承

诺兑现为目标，对未来７５年基金收支及平衡状况进行模拟运算。精算结果显示，中国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保持收支平衡需满足以下约束条件：总和生育率于２０５０年提高到更替水平；

适当延迟职工退休年龄，至２０３７年达到男、女职工退休年龄分别为６５岁和６０岁；将基本养老

保险的制度覆盖率、遵缴率、缴费工资率逐步提高到６２％、９０％和８０％的目标值；根据《社会保

险法》规定的政府责任，将每年提供的财政补贴应逐步提高到占当年ＧＤＰ１％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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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４５条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中，首次提出社会保障要“坚持精算平衡原则”，同

时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职保）是中

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重要的险种，对中国城职保基金未来的收支状况进行准确预测，对基

金未来收支平衡状况进行科学评估，分析城职保精算平衡的条件，寻找实现精算平衡的途

径，是中国城职保制度持续平稳运行的前提。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人口老龄化冲击，引发了国际性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浪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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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者和机构对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和精算平衡问题做了较多的研究。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１９９４［１］）研究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养老金收支的影响，并开发出养老金
预测模型工具包 ＰＲＯＳＴ（Ｐ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Ｏｐｔｉｏｎ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ｋｉｔ）。在世界银行的报告
（Ｈｏｌｚｍａｎｎ，２００５［２］）中提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首要政策目标是充足性、可负担性、可
持续性和稳健性。欧盟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１）［３］指出，待遇充足性、财务可持
续性和对变化的适应性是保证养老金体系长期可持续的三大原则。在欧盟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１０）［４］报告中，提出了为实现养老金系统长期可持续发展所必须实施的改革。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内开始对城职保精算评估问题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转轨

的隐性债务和未来基金收支缺口测算两个方面。柏满迎和雷黎（２００８）［５］建立了双随机模
型，在开放系统条件下，对２００１～２０５０年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进行了预测，指出没有
资金积累的养老金债务在政府直接和隐性的债务中占有显著份额，如果不对其进行认真的

监督和控制，将威胁到财政稳定。彭浩然等（２００９）［６］研究发现，２０００年以前参保人口的缴
费远远不能满足自身养老金发放的需要；在现行制度框架下，若未来工资增长率大于贴现

率，扩面“新人”并不会真正为解决当前参保人口债务作贡献，只能推迟养老金危机爆发的

时间而已。梁君林等（２０１０）［７］从隐性债务显性化过程的视角，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测算
了１９９８～２０５９年应清偿的显性化债务规模，并测算出显性化债务的峰值出现在２０２８年。
王晓军和米海杰（２０１３）［８］指出，在人口老龄化和长寿化的总体趋势下，中国养老金支付缺
口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如果不改革现行制度，养老金的财务可持续性将面临挑战。刘学

良（２０１４）［９］建立精算评估模型，测算了２０１０～２０５０年城职保收支缺口形成的隐性债务规
模，指出如果按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继续发展，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养老金会出现很大

缺口。杨再贵和石晨曦（２０１６ａ［１０］；２０１６ｂ［１１］）测算了２０１５年初企业职工统筹账户和个人
账户养老金财政负担，指出只有提前采取措施，才能避免在职人员达到退休年龄时出现养

老金支付危机。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对中国城职保精算平衡问题还缺乏系统性研究，对城职保精

算平衡的条件未进行完整归纳，在制度转轨的隐性债务和未来基金收支缺口的测算方面，

由于计算口径和精算平衡的判断标准不统一，采用的方法有世界银行的 ＰＲＯＳＴ、双随机模
型、精算模型、代际核算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平行四边形方法等，这些方法用于研究中国

独特的城职保制度模式时，或多或少地存在不匹配、不系统和不准确的问题，研究结果也缺

乏可比性，无法为城职保管理决策和制度改革提供可靠依据。

本文根据社会养老保险精算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城职保制度的具体内容，建立精算

模型，设计完整的精算评估方法，并采用符合实际和逻辑一致的精算假设，以２０１５年末为
评估时间点，以退休待遇制度承诺兑现为目标，对中国城职保未来７５年基金收支及平衡状
况进行模拟运算，分析各个因素对基金收支的影响，测出精算平衡的主要约束条件，为城职

保管理决策和制度改革提供可靠依据。

二、精算模型构建

（一）人口预测模型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编制普查年度分性别国民生命表，并调整未来年度国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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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依据普查年度人口数据和未来年度国民生命表，采用人口年龄移算方法，预测未来８５
年已出生人口分性别、年龄人口数量；依据普查年 ｐｙ和未来各年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
ｆｐｙ＋ｔ，ｘ、总和生育率ｆｐｙ＋ｔ，Ｔ和出生人口性别比例ｓｐｙ＋ｔ，预测未来各年新出生人口数量ｔｐｐｙ＋ｔ，０以
及新出生男性数量ｍｐｐｙ＋ｔ，０和女性数量ｆｐｐｙ＋ｔ，０。各年新出生人口预测模型如下：

ｔｐｐｙ＋ｔ，０＝
ｆｐｙ＋ｔ，Ｔ

∑
４９

ｘ＝１５
ｆｐｙ＋ｔ，ｘ

×∑
４９

ｘ＝１５
ｆｐｐｙ＋ｔ－１，ｘ×ｆｐｙ＋ｔ，( )ｘ （１）

ｍｐｐｙ＋ｔ，０＝ｔｐｐｙ＋ｔ，０×
ｓｐｙ＋ｔ

ｓｐｙ＋ｔ＋１００
（２）

ｆｐｐｙ＋ｔ，０＝ｔｐｐｙ＋ｔ，０×
１００

ｓｐｙ＋ｔ＋１００
（３）

（二）参保人数预测模型

１．参保缴费人数预测模型。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劳动年龄标准，测算普查年度劳动
年龄人口分性别、年龄的经济活动参与率 ＲＬＥＰｍｐｙ，ｘ与失业率 ＲＵＥ

ｍ
ｐｙ，ｘ，并根据未来人口预测

数据ｍｐｐｙ＋ｔ，ｘ、劳动年龄标准、经济活动参与率 ＲＬＥＰ
ｍ
ｐｙ＋ｔ、失业率 ＲＵＥ

ｍ
ｐｙ＋ｔ假设，预测未来８５

年分性别、年龄就业人口数量ＥＰｍｐｙ＋ｔ，ｘ；根据未来各年度城职保制度覆盖率ＲＣ
ｍ
ｐｙ＋ｔ、参保人员

遵缴率ＲＰｍｐｙ＋ｔ，预测未来８５年分性别、年龄参保缴费人数ＣＬ
ｍ
ｐｙ＋ｔ，ｘ。各年男性参保缴费人数

预测模型如下：

ＥＰｍｐｙ＋ｔ，ｘ＝ｍｐｐｙ＋ｔ，ｘ×
ＲＬＥＰｍｐｙ＋ｔ
ＲＬＥＰｍｐｙ

×ＲＬＥＰｍｐｙ，ｘ× １－
ＲＵＥｍｐｙ＋ｔ
ＲＵＥｍｐｙ

×ＲＵＥｍｐｙ，( )ｘ （４）

ＣＬｍｐｙ＋ｔ，ｘ＝ＥＰ
ｍ
ｐｙ＋ｔ，ｘ×ＲＣ

ｍ
ｐｙ＋ｔ×ＲＰ

ｍ
ｐｙ＋ｔ （５）

２．退休领取人数预测模型。根据未来参保缴费人数预测数据，劳动年龄上限 ｘＢｙ＋ｔ、评
估年度ｙ实际分性别、年龄退休领取人数，未来国民生命表生存率假设数据ｐｍｙ＋ｔ，ｘＢｙ＋ｔ，预测未
来７５年分性别、年龄退休领取人数。每年新增男性退休领取人数预测模型如下：

ＢＰｍｙ＋ｔ，ｘＢｙ＋ｔ＋１＝ＣＬ
ｍ
ｙ＋ｔ－１，ｘＢｙ＋ｔ×ｐ

ｍ
ｙ＋ｔ，ｘＢｙ＋ｔ （６）

（三）缴费工资预测模型

根据评估年城镇在岗职工人均工资水平，未来各年实际工资增长率 ＩＲＡＷｙ＋ｔ、通货膨
胀率ＣＰＩｙ＋ｔ假设，预测未来７５年人均工资水平ＡＷｙ＋ｔ；根据各年分性别、年龄段人均工资指
数ＡＷＩｍｙ＋ｔ，ｘ，各年缴费工资率αｙ＋ｔ，预测未来各年分性别、年龄段人均缴费工资 ＴＷ

ｍ
ｙ＋ｔ，ｘ；根

据未来参保缴费人数预测数据 ａＣＬｍｙ＋ｔ，ｘ，预测未来各年分性别、年龄缴费工资总额
ＴＴＷｍｙ＋ｔ，ｘ。各年男性职工缴费工资预测模型如下：

ＡＷｙ＋ｔ＝ＡＷｙ＋ｔ－１× １＋ＩＲＡＷ( )ｙ＋ｔ × １＋ＣＰＩ( )ｙ＋ｔ （７）
ＴＷｍｙ＋ｔ，ｘ＝ＡＷＩ

ｍ
ｙ＋ｔ，ｘ×ＡＷｙ＋ｔ×αｙ＋ｔ （８）

ＴＴＷｍｙ＋ｔ，ｘ＝ａＣＬ
ｍ
ｙ＋ｔ，ｘ×ＴＷ

ｍ
ｙ＋ｔ，ｘ （９）

（四）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测模型

１．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缴费收入预测模型。根据企业职工统筹基金缴费率
ＴＣＲｙ＋ｔ、个体户与灵活就业人员统筹基金缴费率ＧＴＲｙ＋ｔ，个体户与灵活就业人员占参保缴费
人数比例αＧＴｙ＋ｔ，缴费工资ＴＴＷ

ｍ
ｙ＋ｔ，ｘ预测数据，预测未来各年分性别、年龄统筹基金缴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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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ＴＣＦｍｙ＋ｔ，ｘ；根据个人账户缴费率ＧＲＲｙ＋ｔ，缴费工资预测数据，预测未来各年分性别、年龄
个人账户缴费收入ＧＲＦｍｙ＋ｔ，ｘ。各年男职工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缴费收入预测模型如下：

ＴＣＦｍｙ＋ｔ，ｘ＝ＴＴＷ
ｍ
ｙ＋ｔ，ｘ×ＴＣＲｙ＋ｔ× １－αＧＴ( )ｙ＋ｔ ＋ＴＴＷ

ｍ
ｙ＋ｔ－１，ｘ×ＧＴＲｙ＋ｔ×αＧＴｙ＋ｔ （１０）

ＧＲＦｍｙ＋ｔ，ｘ＝ＴＴＷ
ｍ
ｙ＋ｔ，ｘ×ＧＲＲｙ＋ｔ× １－αＧＴ( )ｙ＋ｔ ＋ＴＴＷ

ｍ
ｙ＋ｔ－１，ｘ×ＧＲＲｙ＋ｔ×αＧＴｙ＋ｔ （１１）

上述（１０）式和 （１１）式两项相加，为各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缴费收入。
２．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测模型。（１）统筹基金支出预测模型。“老人”

统筹养老金支出。根据“老人”平均退休领取人数ａＯＬｍｙ＋ｔ，“老人”养老金替代率ＬＲＴ
ｍ
ｙ＋ｔ，人

均工资ＡＷｙ＋ｔ－１预测数据，预测未来各年分性别“老人”养老金支出ＯＹＬＪ
ｍ
ｙ＋ｔ。各年男性“老

人”统筹养老金支出预测模型如下：

ＯＹＬＪｍｙ＋ｔ＝ａＯＬ
ｍ
ｙ＋ｔ×ＡＷｙ＋ｔ－１×ＬＲＴ

ｍ
ｙ＋ｔ （１２）

“中人”统筹养老金支出。根据“中人”平均退休领取人数 ａＭＬｍｙ＋ｔ，统筹养老金替代率
ＪＣＴｍｙ＋ｔ，人均工资预测数据，预测未来各年分性别“中人”统筹养老金支出 ＭＪＣ

ｍ
ｙ＋ｔ。各年男

性“中人”统筹养老金支出预测模型如下：

ＭＪＣｍｙ＋ｔ＝ａＭＬ
ｍ
ｙ＋ｔ×ＡＷｙ＋ｔ－１×ＪＣＴ

ｍ
ｙ＋ｔ （１３）

“新人”和扩面人员统筹养老金支出。根据“新人”和扩面人员平均退休领取人数

ａＢＰｍｙ＋ｔ－ａＯＬ
ｍ
ｙ＋ｔ－ａＭＬ

ｍ
ｙ( )＋ｔ，统筹养老金替代率，人均工资预测数据，预测未来各年分性别

“新人”和扩面人员统筹养老金支出ＮＪＣｍｙ＋ｔ。各年男性“新人”和扩面人员统筹养老金支出
预测模型如下：

ＮＪＣｍｙ＋ｔ＝ ａＢＰ
ｍ
ｙ＋ｔ－ａＯＬ

ｍ
ｙ＋ｔ－ａＭＬ

ｍ
ｙ( )＋ｔ ×ＡＷｙ＋ｔ－１×ＪＣＴ

ｍ
ｙ＋ｔ （１４）

“中人”个人账户过渡性养老金支出。根据“中人”平均退休领取人数，个人账户养老

金替代率ＧＲＴｍｙ＋ｔ，人均工资预测数据，“中人”视同缴费比例ａＳＪＹｙ＋ｔ，ｘ，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
年限ＪＦＹｍｙ＋ｔ，预测未来各年分性别“中人”个人账户过渡性养老金支出ＭＧＧＤ

ｍ
ｙ＋ｔ。各年男性

“中人”个人账户过渡性养老金支出预测模型如下：

ＭＧＧＤｍｙ＋ｔ＝ＡＷｙ＋ｔ－１×ＧＲＴ
ｍ
ｙ＋ｔ× ∑

ｘＢｙ＋ｔ＋ＪＦＹｍｙ＋ｔ＋１

ｘ＝ｘＢｙ＋ｔ＋１
ａＭＬｍｙ＋ｔ，ｘ×ａＳＪＹｙ＋ｔ，[ ]ｘ （１５）

“中人”和“新人”个人账户计发年限截止后养老金支出。根据“中人”和“新人”平均

退休领取人数 ａＢＰｍｙ＋ｔ，ｘ－ａＯＬ
ｍ
ｙ＋ｔ，( )ｘ，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人均工资预测数据，个人账户

计发年限假设，预测未来各年“中人”和“新人”个人账户计发年限截止后养老金支出 ＭＮ
ＧＲｍｙ＋ｔ。各年男性“中人”和“新人”个人账户计发年限截止后养老金支出预测模型如下：

ＭＮＧＲｍｙ＋ｔ＝ＡＷｙ＋ｔ－１×ＧＲＴ
ｍ
ｙ＋ｔ× ∑

１０５

ｘ＝ｘＢｙ＋ｔ＋ＪＦＹｍｙ＋ｔ＋２
ａＢＰｍｙ＋ｔ，ｘ－ａＯＬ

ｍ
ｙ＋ｔ，( )ｘ （１６）

上述（１２）式～（１６）式五项相加，为未来各年统筹基金总支出。
（２）个人账户基金支出预测模型。“中人”个人账户基金支出。根据“中人”平均退休

领取人数，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人均工资，“中人”个人账户过渡性养老金支出 ＭＧＧＤ
ｍ
ｙ＋ｔ预测数据，个人账户计发年限假设，预测未来各年分性别“中人”个人账户基金支出。各

年男性“中人”个人账户基金支出模型如下：

ＭＧＲｍｙ＋ｔ＝ ＡＷｙ＋ｔ－１×ＧＲＴ
ｍ
ｙ＋ｔ× ∑

ｘＢｙ＋ｔ＋ＪＦＹｍｙ＋ｔ＋１

ｘ＝ｘＢｙ＋ｔ＋１
ａＭＬｍｙ＋ｔ，( )ｘ －ＭＧＧＤ

ｍ
ｙ＋ｔ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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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个人账户基金支出。根据“新人”平均退休领取人数，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

人均工资预测数据，个人账户计发年限假设，预测未来各年分性别“新人”个人账户基金支

出ＮＧＲｍｙ＋ｔ。各年“新人”个人账户基金支出预测模型如下：

ＮＧＲｍｙ＋ｔ＝ＡＷｙ＋ｔ－１×ＧＲＴ
ｍ
ｙ＋ｔ× ∑

ｘＢｙ＋ｔ＋ＪＦＹｍｙ＋ｔ＋１

ｘ＝ｘＢｙ＋ｔ＋１
ａＢＰｍｙ＋ｔ，ｘ－ａＯＬ

ｍ
ｙ＋ｔ，ｘ－ａＭＬ

ｍ
ｙ＋ｔ，( )ｘ （１８）

上述（１７）式和（１８）式两项相加，为未来各年个人账户基金总支出。
（３）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预测模型。统筹基金总收入。根据政府补贴

ＺＦＦｙ＋ｔ，统筹基金缴费收入ＴＣＦｙ＋ｔ，统筹基金结余利息收入 ＴＣＩｙ＋ｔ，预测未来各年统筹基金
总收入ＴＣｙ＋ｔ。各年统筹基金总收入预测模型如下：

ＴＣｙ＋ｔ＝ＴＣＦｙ＋ｔ＋ＺＦＦｙ＋ｔ＋ＴＣＩｙ＋ｔ （１９）
个人账户基金总收入。根据个人账户基金缴费收入ＧＲＦｙ＋ｔ，个人账户基金结余利息收

入ＧＲＩｙ＋ｔ，预测未来各年个人账户基金总收入 ＧＲｙ＋ｔ。各年个人账户基金总收入预测模型
如下：

ＧＲｙ＋ｔ＝ＧＲＦｙ＋ｔ＋ＧＲＩｙ＋ｔ （２０）
上述（１９）式和（２０）式两项相加，为未来各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

三、数据来源与精算假设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２０１０年为普查时间点，２０１５年末为评估时间点，未来７５年为精算评估期间，分
７个区间，前６个区间各为１０年，最后一个区间为１５年。反映历史和现状的数据，均采用
真实数据，其中，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老人”与“中人”
参保人数以《１９９７年度劳动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为基础，按生命表推算２０１５年生存人
数，评估年参保人数、人均工资、基金收支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５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预测未来所需的数据，根据符合实际和逻辑一致的原则，进行合理假设。

在生命表选用方面，２０１０～２０２９年采用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编制的国民生命表，人口
期望寿命为７８．０３岁，其中男性为７５．６岁，女性为８０．３８岁；２０３０年以后，需用预测生命
表，由于中国内地尚未编制预测生命表，根据香港人口期望寿命比内地大约领先３０年的事
实，２０３０～２０３９年，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编制的香港地区２００１年的生命表，男、女
性人口期望寿命分别为７８．３９岁和８４．６岁；２０４０年以后，采用香港地区２０１０年生命表，
男、女性人口期望寿命分别为８０．０６岁和８６．０岁。

（二）人口预测的精算假设

１．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２０１０年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采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计算，数据来源于《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全国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生育状况。
以后的变化尚无有效的方法预测，因此假设不变。

２．总和生育率与出生人口性别比。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总和生育率为
１．１８，学者们普遍认为存在低估的情况，实际总和生育率为１．４左右；２０１５年开始实施生育
二孩政策，总和生育率会逐年走高，假设２０４０年达到育龄妇女平均生育二孩，２０５０年以后
提高到人口更替水平。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４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１５．８８，实

·１２１·

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精算平衡的条件



现了自２００９年以来的连续第六次下降。随着我国生育二孩政策的实施，出生人口性别比
有望下降到正常水平。具体精算假设见表１。

表１　未来各年总和生育率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假设

年度区间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２０４０ ２０５０ ２０６０ ２０７０

总和生育率 １．５ １．７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１ ２．１

出生人口性别比 １１５ １１１ １０９ １０８ １０７ １０６ １０６

（三）参保人数预测的精算假设

１．劳动年龄标准。考虑到人口期望寿命不断延长，加上中国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延
迟退休年龄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本文按照郑秉文（２０１５）［１２］提出的延迟退休方案，从
２０１８年开始提高退休年龄，在目前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的基础上，每４年提高１岁，到２０３７
年男女职工退休年龄分别为６５岁和６０岁。
２．养老保险覆盖率。２０１０年养老保险覆盖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按参保职

工人数占劳动年龄就业人数比例计算，结果为０．３１２４。考虑到城镇化进程和扩面政策实施
的作用，假设未来各个时间区间的养老保险覆盖率按表２比率变化，至２０３９年达到６２．８８％
后不再变化。

３．养老保险遵缴率。人社部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２０１５》显示，２００９年
至２０１５年中国养老保险遵缴率由８７．７％下降到８０．３％，这一问题已引起监管部门重视，
未来遵缴率可望提高到９０％左右的正常水平，未来各年遵缴率假设见表２。

表２　未来各年养老保险覆盖率与遵缴率假设

年度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２０４０ ２０５０ ２０６０ ２０７０

覆盖率变动率 １．０４ １．０２５ １．０１ １ １ １ １

遵缴率 ８４％ ８６％ ８８％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４．其他精算假设。２０１０年分年龄经济活动参与率，根据当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男性
和女性平均值分别为８６％和７５％，未来各年假设保持不变；２０１０年分年龄失业率，根据当
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男性和女性平均值分别为４％和４．１％，未来各年假设保持不变；
２０１５年末退休领取人数，根据人社部《２０１５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中公布的２０１５年末参保离退休人员９１４２万人计算，并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５５
岁及以上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测算分性别、年龄的退休领取人数。

（四）缴费工资预测的精算假设

１．实际工资增长率。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时期，并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经济增
长速度会持续下降的趋势，职工工资实际增长率也会相应缓慢下降，具体假设见表３。
２．通货膨胀率。根据目前和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不再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

因此会严格控制通货膨胀，未来各年通货膨胀率假设如表３。
３．缴费工资率。据人社部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２０１５》，缴费工资率由

２００９年的６９．２２％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６４．６６％，需要采取措施，将缴费工资率逐步提高到
８０％。未来各年缴费工资率假设如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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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缴费工资预测的精算假设 单位：％

年度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５ ２０５５ ２０６５ ２０７５

工资增长率 ６ ５．５ ５ ４．５ ４ ３．５ ３
通货膨胀率 ２ １．８ １．６ １．４ １．２ １．１ １
缴费工资率 ６７ ７１ ７５ ７８ ８０ ８０ ８０

（五）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测的精算假设

１．政府补贴变动率。２０１５年政府补贴约占 ＧＤＰ的０．６９６９％，假设未来３０年政府补
贴的增速略高于ＧＤＰ增速，之后政府补贴增速与ＧＤＰ增速保持一致，最终政府补贴占ＧＤＰ
的比例保持在１％左右，未来各年政府补贴变动率假设见表４。

表４　未来各年政府补贴变动率 单位：％

年度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５ ２０５５ ２０６５ ２０７５

未来各年政府补贴变动率 １．１０ １．０８ １．０７ １．０６ １．０５５ １．０５ １．０４５

２．年末参保缴费和退休领取人数。根据１９９７年末“老人”、“中人”人数，采用人口年
龄移算方法，测得２０１５年末“老人”退休领取人数为１０２９万人，其中男性４２５万人，女性
６０４万人；２０１５年末“中人”参保缴费人数为４７４０万人，其中男性２８８１万人，女性１８５９万
人；２０１５年末“中人”退休领取人数为３３０３万人，其中男性１５９０万人，女性１７１３万人。
３．“老人”养老金替代率与变动率。养老金替代率，此处定义为各年人均养老金占上

年度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比率。２０１５年男性、女性“老人”养老金替代率分别为
０．５２５和０．４７５；未来各年“老人”养老金替代率变动率假设为１。

４．年统筹与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及变动率。２０１５年男性、女性统筹养老金替代率
分别为０．３３和０．３０；２０１５年男性、女性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分别为０．１４和０．１２。根据
中国城职保制度内容和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最低养老金替代率标准，考虑到延迟退休年龄

会增加参保职工缴费年限，根据现行长缴多得的待遇计发方法，统筹养老金替代率会相应

提高；而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会随着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年限延长而相应下降。未来各

年统筹与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变动率假设如表５。

表５　未来各年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变动率

年度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５ ２０５５ ２０６５ ２０７５

统筹 １．００３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３ １．００２ １．００１ １．０ １．０
个人账户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统筹基金投资利率、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与贴现率。养老保险基金余额相对稳定，可
以进行长期投资，因此其投资回报率应高于一年期存款利率，因此，未来各年统筹基金投资

利率、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与贴现率精算假设见表６。

表６　未来各年基金投资利率与贴现率 单位：％

年度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５ ２０５５ ２０６５ ２０７５

统筹基金利率 ４ ４ ３．５ ３．５ ３ ３ ３
个人账户利率 ４ ４ ３．５ ３．５ ３ ３ ３
贴现率 ３．５ ３．５ ３ ３ ２．５ ２．５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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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年限。未来随着人口期望寿命的延长，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
年限也会相应延长。未来各年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年限假设见表７。

表７　未来各年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年限 单位：年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５ ２０５５ ２０６５ ２０７５

男性 １２ 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４ １４ １５

女性 １４ １４ １５ １５ １６ １６ １７

７．其他精算假设。２０１５年城职保基金累计结余为３５３４５亿元。统筹基金缴费率，参
保企业（含事业单位）职工按缴费工资基数２０％的比例计入统筹基金账户，个体户和灵活
就业人员按缴费工资基数１２％的比例计入统筹基金账户；个人账户缴费率，参保企业（含
事业单位）职工、个体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均按缴费工资基数８％的比例计入个人账户；个体
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占参保缴费人数比例，假设未来各年保持在２０％的当前水平不变。

四、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未来收支测算

（一）未来７５年中国人口测算
１．未来７５年人口规模。根据前文的精算假设条件，可计算出中国人口数量在２０３６年

达到峰值１４３０２１万人，在２０３５至２０４５年基本保持稳定，２０４５年以后人口数量快速下降，
２０５２年降至１４亿人，２０６０年降至１３．５亿人，２０６７年降至１３亿人，２０７５年降至１２．５亿人，
２０８７年降至１２亿人，见表８。

表８　未来７５年末人口预测 单位：万人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５ ２０５５ ２０６５ ２０７５ ２０９０

总人口 １３７４８８ １４２１９０ １４３０２０ １４２５２２ １３８２１１ １３１１７８ １２５０９７ １１９３１１

男性 ７０３２０ ７２４２７ ７２２０６ ７１３４４ ６８８５８ ６５３８１ ６２５９３ ５９９４０

女性 ６７１６８ ６９７６２ ７０８１４ ７１１７８ ６９３５３ ６５７９７ ６２５０４ ５９３７１

２．未来７５年人口年龄结构———６５岁及以上老龄化率。精算结果显示，到２０２６年中
国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１５％、２０３２年为２０％、２０３８年为２５％、２０５４年为
３０％、２０５８年达到峰值３１％，２０６６年降至３０％，２０９０年降至２５％。２０１５年到２０５８年期
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２０５８年以后缓慢下降。

（二）未来７５年中国参保人数测算
１．未来７５年中国参保缴费人数。由于受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和延迟退休年龄两个

主要因素的影响，参保缴费人数在２０１５至２０４０年期间快速增长，由２．２３亿人增加到３．６０
亿人的峰值水平；２０４０年至２０５８年期间快速下降至３．０２亿人；２０５８年到２０７０年稳定在３
亿人左右的水平；此后保持在２．８５亿人以上的水平，见表９。

表９　未来７５年参保缴费人数预测 单位：万人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５ ２０５５ ２０６５ ２０７５ ２０９０

总人数 ２２３０６ ３０３１２ ３４４７９ ３４７０６ ３０７９２ ２９８６２ ２９５３４ ２８７３６

男性 １２６４１ １７５１２ １９９８８ ２０３７６ １８４１５ １７６０６ １７４５２ １６７０５

女性 ９６６５ １２８００ １４４９１ １４３３０ １２３７７ １２２５６ １２０８２ １２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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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未来７５年中国退休领取人数。精算结果显示，由于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２０１５年
至２０３９年期间的退休领取人数增长比较缓慢，由０．９１亿人增加到１．３９亿人；２０４０年到
２０５６年，退休领取人数快速增长到１．８７亿人的峰值水平；至２０７９年降至１．５０亿人；２０９０
年为１．３８亿人，见表１０。

表１０　未来７５年退休领取人数预测 单位：万人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５ ２０５５ ２０６５ ２０７５ ２０９０
总人数 ９１４２ １０２０７ １３２０６ １５８２５ １８７３８ １７４９６ １５５６２ １３８０１
男性 ４８０５ ４６６９ ５７９１ ６７５８ ７８３８ ７４１６ ６５３７ ６０７９

女性 ４３３７ ５５３８ ７４１５ ９０６７ １０９００ １００８０ ９０２５ ７７２２

（三）未来７５年中国缴费工资测算
本文的测算结果显示，由于假设未来人均工资保持与ＧＤＰ同步增长，未来各年人均工

资和缴费工资总额持续增长，评估期结束时人均工资和缴费工资总额分别为４３０２４４３元和
１００９．５８万亿元，见表１１和表１２。

表１１　未来７５年人均工资预测 单位：元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５ ２０５５ ２０６５ ２０７５ ２０９０
人均工资 ６２０２９ １３４５０８ ２７２７９４ ５１７２９２ ９１６９３４ １５２０３８７ ２３７８６８１ ４３０２４４３

表１２　未来７５年缴费工资总额预测 单位：亿元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５ ２０５５ ２０６５ ２０７５ ２０９０
总额 ９１６４４ ２９３１５３ ７３１３４０ １４５９４５０ ２３４２３３０ ３７３９１１０ ５７６９９２２ １００９５８７８
男性 ５４４２１ １７７７６０ ４４４００５ ８９７１６２ １４７１０２８ ２３１１７９２ ３５７２１２２ ６１４８９２９

女性 ３７２２３ １１５３９３ ２８７３３５ ５６２２８８ ８７１３０２ １４２７３１８ ２１９７８００ ３９４６９４８

（四）未来７５年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测算
由于中国城职保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制度，对制度进行精算评估，需要从制度总收入、总

支出和结余的角度进行预测和分析；又由于中国城职保实行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的制度

模式，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用途不同，实行分账管理，也需要分别评估其精算平衡状况。

１．未来７５年中国统筹基金总收入、总支出、结余。未来７５年，统筹基金“赤字”率为
４．９１％。统筹基金收支出现“赤字”的时期为２０５１年至２０９０年，统筹基金支付压力最大的
时期为２０５５年至２０７７年，主要原因是受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影响，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养
老负担沉重。２０９０年以后，随着养老压力的减轻，统筹基金收支状况会快速改善。如果延
长预测时间可以发现，至２１０９年统筹基金累计债务即可全部还清，见表１３。

表１３　未来７５年统筹基金总收入、总支出、结余预测 单位：亿元

年份 精算现值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５ ２０５５ ２０６５ ２０７５ ２０９０
总收入 １１１６２４９１ ２５３４７ ６９２７９ １７３０１５ ３５１８０１ ５５０５５３ ８２８３４０ １２３６０６９ ２１８６２９０
总支出 １１７１１３３９ ２２４０７ ５０２６０ １２４０４２ ２９０３６９ ６２９７７３ １０１５７８５ １４３２０９１ ２２４４１１５

当年结余 －５４８８４８ ２９３９ １９０１９ ４８９７２ ６１４３２ －７９２２０ －１８７４４４ －１９６０２２ －５７８２４
累计结余 －５４８８４８ ３８２８ １２６０６６ ４６８６０７ １０９３３３９ １０４６０９５ －４３５６６３ －２４１６７３０ －４６４７１１２

２．未来７５年中国个人账户总收入、总支出、结余。根据中国城职保制度模式，个人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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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是不允许出现“赤字”的，预测结果与制度模式没有矛盾，见表１４。

表１４　未来７５年个人账户总收入、总支出、结余预测 单位：亿元

年份 精算现值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５ ２０５５ ２０６５ ２０７５ ２０９０
总收入 ５６２８２７９ ８０８４ ２６２８２ ７０５８８ １５００９４ ２５０７５０ ４１６１５７ ６８３７９６ １３１７１０８
总支出 １９８１４３８ ３３１０ ７８４３ ２６１４８ ５８８９２ １１２２７４ １６２５８５ ２１６３８６ ３９９６３３
当年结余 ３６４６８４０ ４７７４ １８４３９ ４４４３９ ９１２０１ １３８４７６ ２５３５７２ ４６７４０９ ９１７４７５
累计结余 ３６４６８４０ ４７７４ １０６０１３ ４２７２５０ １１００１７９ ２３２７５８７ ４２４２１１１ ７９８３６７１ １８１１２５３６

３．未来７５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总支出、结余。从本文预测结
果来看，在未来７５年的评估周期内，城职保基金当年结余均为正值，未出现当年收不低支
的情况；城职保基金累计结余均为正值，且从２０２７年以后，累计结余率一直保持在２８０％以
上，即均能保证２年以上的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见表１５。

表１５　未来７５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总支出、结余预测 单位：亿元

年份 精算现值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５ ２０５５ ２０６５ ２０７５ ２０９０
总收入 １６７８６６９６ ３３４３２ ９５４８５ ２４３５０４ ５０１７５５ ８０１１３３ １２４４２６８ １９１９５５７ ３５０２９１７
总支出 １３６９２７７８ ２５７１８ ５８１０３ １５０１９１ ３４９２６２ ７４２０４８ １１７８３７０ １６４８４７８ ２６４３７４８
当年结余 ３０９３９１８ ７７１４ ３７３８１ ９３３１２ １５２４９２ ５９０８５ ６５８９８ ２７１０７９ ８５９１６９
累计结余 ３０９３９１８ ４３０５９ ２３２０８０ ８９５８５７ ２１９３５１８ ３３７３６８２ ３８０６４４８ ５５６６９４１ １３４６５４２３

根据本文的精算假设，预测结果显示，中国城职保在未来７５年及可以预计的更长时间
内，可以保持制度持续稳定运行，不会出现整体性制度运行危机。其中，统筹基金会出现收

不低支的比较严重的“赤字”，但如果将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统一起来衡量，个人账户结余

完全能够弥补统筹基金的“赤字”，这是我国城职保制度所允许的，也是可以做到的。

五、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精算平衡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退休年龄变化的影响

假设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男职工６０岁，女职工５５岁）保持不变，其他精算假设与上述
假设相同。由于受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的影响，如果不延迟退休年龄，中国城职保统

筹基金当年收不抵支将于２０３３年出现，以后当年“赤字”逐年增加；统筹基金累计结余于
２０４１年用完，以后累计“赤字”逐年增大，至评估周期结束时达到峰值水平。假定未来７５
年ＧＤＰ名义增长速度与城镇职工人均工资名义增长速度相同，则２０９０年统筹基金累计“赤
字”相当于当年ＧＤＰ的９２．５３％。中国城职保总基金当年收不抵支于２０４２年出现，收支缺口
逐年增大，至评估周期结束时达到峰值水平；城职保总基金累计结余于２０４９年用完，以后累
计缺口逐年增大，至评估周期结束时达到峰值水平，相当于当年预测ＧＤＰ的６６．５６％，如此大
的收支缺口，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弥补。因此，如果不延迟退休年龄，中国城职保制度只能正

常运行到２０４９年。
（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影响

测算结果显示，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影响，使未来７５年统筹基金总收入的精算现
值减少３６．７０％，总支出的精算现值增加１６．３１％，统筹基金结余率由４２．９０％变为“赤字”
率４．９１％；未来７５年个人账户总收入的精算现值减少２９．９７％，总支出的精算现值增加
１５．５９％，个人账户结余率由７８．６７％下降至６４．７９％，下降１３．８８个百分点；未来７５年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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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基金总收入的精算现值减少３４．６１％，总支出的精算现值增加１６．２０％，养老保险基金结
余率由５４．１０％下降至１８．４３％，下降３５．６７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对
城职保基金收支平衡冲击最大的影响因素。

（三）人口期望寿命延长的影响

测算结果显示，由于人口期望寿命延长的影响，使未来７５年统筹基金总收入的精算现
值减少８．４４％，总支出的精算现值增加２１．１４％，统筹基金结余率由２０．７１％变为“赤字”率
为４．９１％；未来７５年个人账户总收入的精算现值减少０．０５％，总支出的精算现值增加
８．３８％，个人账户结余率由６７．５３％下降至６４．７９％，下降２．７６个百分点；未来７５年城职保
基金总收入的精算现值减少５．７９％，总支出的精算现值增加１９．１１％，养老保险基金结余
率由３５．４９％下降至１８．４３％，下降１７．０６个百分点。

（四）政府责任分析

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政府应承担城职保制度转轨的隐性债务偿还责任、由于以

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履行城职保制

度承诺所必需的政府补贴。根据本文的精算假设，以２０００年末为评估时间点，测算未来
“老人”养老金支出现值为３８４９８亿元，“中人”过渡性养老金支出现值为１７２６０６亿元，两项
合计即城职保制度转轨的隐性债务为２１０８７５亿元。从隐性债务余额的角度看，到２０１５年
末各级政府已偿还隐性债务总额为２９６１４亿元，中国城职保的隐性债务余额为２６８３４７亿
元，占我国当年ＧＤＰ总量６７６７０８亿元的３９．６５％。根据本文的精算假设，未来７５年由于
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城职保基金收支造成的不利影响，表现为统筹基金收入的精算现值减

少６２７２７４０亿元，统筹基金支出的精算现值增加１６４２３１５亿元，不考虑收入减少的因素，政
府应该承担统筹基金所增加支出的精算现值。以上两项责任相加，政府应承担责任的精算

现值约为１９１０６６２亿元。而根据本文的精算假设，测算未来７５年政府补贴的精算现值为
１９７３２３４亿元，基本与前面分析的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相一致，因此，本文对政府补贴的假
设是合理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城职保制度财务可持续性，面临着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巨大冲击，按照郑秉文

（２０１５）提出的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可以有效抵御人口老龄化快速加深对城职保基金收支精
算平衡带来的冲击，但要实现城职保精算平衡，还要具备本文所作的精算假设条件：一是总

和生育率在２０５０年以后达到并保持在２．１的人口更替水平；二是城职保制度覆盖率在
２０４０年以后达到并保持６２．８８％的目标值；三是参保职工遵缴率在２０４０年以后达到并保
持９０％的目标值；四是缴费工资率在２０５５年以后达到并保持８０％的合理水平；五是政府
补贴占ＧＤＰ的比率在２０４５年以后达到并保持在１％的水平。以上精算假设，最重要的是
尽快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其他精算假设经过努力均可以实现。如果本文的精算假设能够兑

现，未来各年退休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可以保持在４５％左右的水平，处于上年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众数与中位数之间，完全可以保证退休职工过上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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