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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差别缴费率抑或统一缴费率？

——基于基金可持续性与财政责任视角

曾 益，聂 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2022 年 1 月 1 日，我国启动实施余缺调剂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养老保险

“五统一”，但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还未统一。随着全国统筹政策的推进，在全国范围内是继续维持差别缴费率还

是统一缴费率，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借鉴税收领域的拉弗曲线，构建计量与精算模型，从基金可持续性

与财政责任视角研究发现：（1） 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与实际缴费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拐点处的政策缴费率为

27.6%。（2） 如果继续维持差别缴费率，余缺调剂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可实施至2041年，2024—2050年累计

财政责任为 7 423 524.546 亿元。（3） 如果统一缴费率，余缺调剂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仍可实施至 2041 年，

2024—2050年累计财政责任为 6 488 988.037亿元，相较于差别缴费率，累计财政责任下降 12.6%。（4） 进一步引

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在统一缴费率的情形下，2024—2050 年累计财政责任下降 14.1%—54.4%。（5） 执行

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收统支制度，在统一缴费率并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的情形下，相较于全国统筹制度，

2024—2050 年累计财政责任下降 3.3%—9.2%。综上，在基金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为缓解财政压力，应推动养老

保险缴费率的全国统一，并逐步推进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实现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收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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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和年龄结构变化使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不断减弱，且省际之间基金

不平衡问题愈发凸显。在 2022年披露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决算和支出决算的 18个省份①中，仅有 3
个省份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为“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可应对支出，占比为

① 这 18个省份分别为北京、天津、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山东、河南、湖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
云南、西藏、甘肃和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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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7%，而 2011年这一比例为 58. 1%。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的决策部署，我国于 2022年 1月 1日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在全国范围

内实现养老保险“五统一”，即统一全国养老保险政策（包括统一缴费比例①）、统一基金收支管

理制度、建立中央和地方养老保险支出责任分担机制、统一经办服务管理和信息系统、建立省级

政府养老保险工作考核机制［1］。然而，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一直未统一。随着全国统筹政策的

推进，在全国范围内是继续维持差别缴费率还是统一缴费率，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封进［2］、路锦非和李姝［3］认为，在养老保险缴费领域内同样存在与税收类似的拉弗曲线。

依据拉弗曲线理论，当缴费率低于某一特定值时，提高缴费率有助于增加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当

缴费率高于某一特定值时，提高缴费率反而可能导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减少。本文试图构建计量

模型分析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对实际缴费率的影响，将计量结果代入精算模型，进一步研究差别

缴费率和统一缴费率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的影响，为我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政策的参数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关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不断扩大［4］。养老保险抚养比从

2019年的 0. 337上升至 2050年的 0. 971，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面临较大压力［5］。然而，我国养

老保险尚未实现全国统筹，有必要提高统筹层次，逐步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防范化解养老保

险基金失衡风险［6］。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我国特有的问题，故多数研究成果集中于国内文献。

对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施路径，一部分学者认可“一步跨越式”实现全国统筹的路径，提出

应按照六个步骤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分别为明确缴费基数的计算口径和缴费率、分离统筹基

金与个人账户、固化财政补贴责任、剥离旧账、统一监管和经办服务体系垂直管理、在全国范围

内同步推进［7］。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背景下，应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8］。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可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提出应先实行中央调剂制度，然后逐步过渡至养老保险

基金全国统收统支模式［1］。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路径应分为三步，分别为实现基金统收统

支的省级统筹、按照东中西部实现养老保险区域统筹和实现全国统筹［9］。在推进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的进程中，应建立与全国统筹相适应的待遇计发方案，以减少统筹的阻力和制度转轨成

本［10-11］，统一各省份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建立垂直管理的信息系统，增强参保单位与个体间的

公平性［12-13］。同时，我国需要在消除地区政策差异和养老金制度方面做好顶层设计，并建立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的政策体系，以提高养老保险的参保激励性［14-15］。
关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策的实施效果，一部分学者认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可以将各省份

养老保险基金交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和投资，这有利于增强基金抵御风险的能力［16-17］。随着统

筹层次的提高，养老保险基金依靠全国的力量分散风险，这有利于缩小基金收支缺口［18-19］。此

外，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背景下，实施“全面三孩”政策有利于提高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

降低基金财政责任［20］。在养老保险基金统支环节中，选择逐级拨付模式更能减轻财政负担［21］。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随着统筹层次的提高，财政分权会诱发地方政府放松对保费征缴的监管，

引发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衡的道德风险，不能显著改善养老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况［22-23］。
（二）关于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动对基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影响的研究

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重要一步是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率之前，各省份能在合理范围内

自主设定缴费率，为了吸引资本流入，地方政府会降低缴费率，导致缴费率“逐底竞争”问

① 如无特别说明，缴费比例与缴费率等同，缴费率均指政策规定的缴费率，即政策缴费率，以区别于实际缴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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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24］。区域间缴费率协调可以缓解缴费率“逐底竞争”问题。统一缴费率之后，各省份执行统

一标准，可以实现从区域竞争走向区域协调，均衡区域负担不平衡问题，增强基金可持续性［25］。
由于财政是否对养老保险基金承担补贴责任取决于养老保险基金是否具备可持续性，所以养

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研究与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责任的研究常交织在一起。一部分学者基于减税

降费政策，研究降低缴费率对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毛婷［11］利用省级数据研究发现，降低缴费

率将对各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带来消极影响。刘树枫和高硕［26］在研究降低缴费率对基

金可持续性的影响中发现，降低缴费率后，养老保险基金不具有可持续性。姚金［27］通过构建精

算模型发现，养老保险缴费率的降低在短期可以促进基金可持续性，在中长期则会加大基金支付

压力，引入政策干预方案才能促进基金可持续性。另一部分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景鹏等［28］构建

世代交叠模型发现，在内生增长框架下，适当降低缴费率可以减轻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责任。

Chen和 Shang［29］认为，当缴费率下调至 16%时，在剥离历史欠账和个人账户的全国统筹模式下，

养老保险基金仍可在较长时期内具有较强的偿付能力，由于保费征收职责转移至税务部门，实际

缴费人数占在职参保人数的比重将提高至100%。

综上，关于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动对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还未形成一致结论。多数文献研究降

低缴费率的影响，少有研究分析在全国统筹背景下是否应统一缴费率。考虑到广东和浙江两个省

份执行与其他省份不同的缴费率标准，在未统一缴费率之前，这两个省份按照差别缴费率计算基

金收入。因此，本文在研究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与实际缴费率之间的关系基础上，选取广东和浙

江两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以期考察缴费率的变动对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和财政责任的影响。

（三）研究假设

有学者认为，较高的政策缴费率会降低实际缴费率［30］。然而，大多数学者认为，政策缴费

率与实际缴费率的关系取决于政策缴费率对做实缴费基数的作用强度［31］，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

关系，当政策缴费率低于拐点值时，提高缴费率有助于增加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当政策缴费率高

于拐点值时，提高缴费率反而会减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3］。为何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与实际缴

费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已有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政策缴费率的变动直接影响着企业参保成

本的变化，在面临较低的政策缴费率时，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的收益（如企业信誉、商业信用和税

收优惠等）要高于成本（主要为劳动力成本），实际缴费率随之提高；随着政策缴费率的不断提

高，企业参加社会保险带来的成本可能会超过其收益，为实现利益最大化，企业可能会采取措施

降低为员工缴纳的费用，从而降低企业的社保遵从度，实际缴费率随之下降［2］。据此，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假设：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与实际缴费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本文因变量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该变量用人均实际缴费额与法定缴费之比

衡量，其中，人均实际缴费额为实际征缴收入与参保在职职工人数之比。自变量为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①借鉴赵仁杰和范子英［32］、曾益和姚金［33］、田影和马海涛［34］等研究，本

文选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年度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系统老龄化程度、

第三产业占比、对外开放程度、省级统筹、保费征收模式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地，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用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城镇登记失业率用城镇登记失

① 笔者收集 2002—2021年各地级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的相关资料，根据各地级市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数据计

算得出各省份算术平均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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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数与同期城镇从业人数和登记失业人数的总和之比衡量；上年度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用养老保

险法定缴费基数衡量；系统老龄化程度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退休职工人数与参保总人数

之比衡量；第三产业占比用地区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用地

区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若该年该省份实现省级统筹，则省级统筹赋值为 1，反

之为 0；保费征收模式包括国家税务机关全责征收和国家税务机关代为征收，若该年该省份由国

家税务机关全责征收，则国家税务机关全责征收赋值为 1，反之为 0；若该年该省份由国家税务

机关代为征收，则国家税务机关代为征收赋值为1，反之为0。
（二）模型构建

本文使用2002—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的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Yit = β0 + β1Xit + β2X2it + β3Cit + μi + vt + δit （1）
其中，Yit 为因变量，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i为省份，t为时间。β0 为截距

项，Xit为自变量，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Cit为控制变量，μi为省份固定效应，vt
为时间固定效应，δit为随机扰动项。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03—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

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2016年《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和 2016—2021年各省份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决算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根据实际征缴收入计算，《中国养

老金发展报告》公开了 2002—2015年各省份实际征缴收入数据，①2016—2021年实际征缴收入数

据从各省份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决算获得，约能获得 1/3—3/5省份的实际征缴收入数据，无法获

得实际征缴收入数据的省份，其征缴率设置为缺失值，因而本文的面板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表1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本文实证检验了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对实际缴费率的影响，基准回归

结果如表2所示。

① 2012年《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公布了 2002—2011年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实际征缴收入数据，2013—2016年《中国养老
金发展报告》公布了2012—2015年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实际征缴收入数据。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实际缴费率

政策缴费率

政策缴费率二次项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城镇登记失业率

上年度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系统老龄化程度

第三产业占比

对外开放程度

省级统筹

国家税务机关全责征收

国家税务机关代为征收

样本量

489
620
620
620
614
620
620
620
620
540
620
620

均 值

0. 192
0. 269
0. 073
0. 097
0. 090

10. 456
0. 279
0. 442
0. 296
0. 837
0. 029
0. 063

标准差

0. 047
0. 018
0. 009
0. 032
0. 118
0. 710
0. 063
0. 096
0. 364
0. 370
0. 168
0. 243

最小值

0. 069
0. 216
0. 047
0. 043
0. 013
8. 976
0. 093
0. 286

0
0
0
0

最大值

0. 345
0. 315
0. 099
0. 227
0. 563

12. 025
0. 441
0. 839
1. 765

1
1
1

注：实际缴费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和省级统筹等变量均存在缺失值。

63



曾益，聂韬 .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由表 2列（3）可知，当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后，政策缴费率系数显著为正，政策缴费率二

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与实际缴费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拉弗曲线，呈现出

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拐点值为 27. 6%，①表明当政策缴费率低于拐点值时，实际缴费率

会随政策缴费率的提高而提高；当政策缴费率高于拐点值时，实际缴费率则会随政策缴费率的提

高而下降。由此，本文的假设得证。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系统老龄化程度和省级统筹对实际

缴费率的影响为正，表明系统老龄化程度越高，在职职工面临的抚养压力越大，地方政府为了提

高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可能会加大对养老保险的征缴力度，从而提高实际缴费率；对于实现省级

统筹的地区，实际缴费率也会更高。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年度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第三产业占比

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实际缴费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城镇登记失业率增加，企业会面临更多的劳

动力供给，可能会降低用人成本；随着法定缴费基数（上年度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提高，企业

用工成本会增加，可能会出现“少缴漏缴”养老保险费的情况；由于第三产业主要为服务业，大

部分企业规模较小，在缴纳养老保险费时“逃费漏费”的概率更高；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会给国内

相关行业带来冲击，在面临较高的政策缴费率时，企业会出现“少缴漏缴”养老保险费的情况，

从而降低实际缴费率。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以下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换

自变量，上述回归结果所用自变量为政策缴费率的算术平均值，此处使用按人口数量加权平均的

政策缴费率。第二，更换模型，将固定效应模型更换为混合截面模型。第三，缩小样本，第一种

方式是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删除 2020—2021年数据；第二种方式是由于北京、浙江和山东

的职工养老保险实际征缴数据以总收入替代，并非真实数据，因而删除北京、浙江和山东的所有

数据，并将数据限定在2002—2015年，该部分数据为平衡面板数据。稳健性检验如表3所示。由

表 3可知，使用以上三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均显示政策缴费率系数显著为正，政策缴费率二次项系

① 拐点值等于-b/2a，其中，b为自变量的一次项系数值，a为自变量的二次项系数值，即-13.660 /［2× （-24.737）］ ×100%=
27.6%。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政策缴费率

政策缴费率二次项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城镇登记失业率

上年度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系统老龄化程度

第三产业占比

对外开放程度

省级统筹

国家税务机关全责征收

国家税务机关代为征收

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R2

（1）
0. 678*** （0. 117）

控制

0. 008（0. 032）
489

0. 197

（2）
11. 601*** （2. 529）

-20. 603*** （4. 766）

控制

-1. 433*** （0. 335）
489

0. 256

（3）
13. 660*** （2. 738）

-24. 737*** （5. 086）
-0. 074（0. 124）
-0. 024* （0. 013）

-0. 018*** （0. 005）
0. 308*** （0. 049）

-0. 146*** （0. 040）
-0. 067*** （0. 017）

0. 008* （0. 005）
-0. 003（0. 010）
-0. 010（0. 010）

控制

-1. 512*** （0. 373）
418

0. 392
注：城镇登记失业率和省级统筹变量存在缺失值，故列（3）样本量与列（1）和列（2）不一致。括号内为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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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显著为负，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与实际缴费率呈倒 U 型，其拐点值分别为 27. 7%、27. 5%、

27. 4%和27. 1%。由此可知，稳健性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三）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与实际缴费率的关系图

本文对 2002—2021年我国各省份的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与实际缴费率数据进行拟合，得到

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与实际缴费率的关系如图 1所示。由图 1可知，各省份的养老保险政策缴费

率与实际缴费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符合拉弗曲线的特征。

五、缴费率变动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影响的精算分析

本文将上述计量结果代入精算模型，模拟 2024—2050 年全国养老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况，

并分析差别缴费率和统一缴费率对基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的影响。目前，广东和浙江两个省份

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为 23%，其余省份为 24%。2022年，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为 50 355万人，广东和浙江两个省份的参保人数分别为 5 229. 21万人和 3 472. 79万

人，两个省份的参保人数占全国参保人数的17. 3%。本文选取广东和浙江两个省份测算差别缴费

率和统一缴费率对基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的影响。

（一）精算模型

⒈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模型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参保在职职工人数×法定缴费基数×政策缴费率×征缴率，计算公式如下：

表3　稳健性检验

变 量

政策缴费率

政策缴费率二次项

控制变量

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R2

（1）
更换自变量

11. 493*** （2. 628）
-20. 747*** （4. 889）

控制

控制

-1. 216*** （0. 358）
418

0. 387

（2）
更换模型

9. 974*** （2. 155）
-18. 114*** （4. 107）

控制

控制

-1. 111*** （0. 290）
418

0. 428

（3）
缩小样本：删除2020

—2021年数据

12. 207*** （3. 443）
-22. 253*** （6. 266）

控制

控制

-1. 338*** （0. 469）
391

0. 339

（4）
缩小样本：保留2002

—2015年数据

13. 600*** （4. 287）
-25. 134*** （7. 701）

控制

控制

-1. 599*** （0. 580）
345

0. 325
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是由于因变量和自变量均为相对指标，已经自动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

 

图1　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与实际缴费率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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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it = (∑j = 1
3 ∑x = aj

bj - 1 Ni,jt,x ) × -w i
t0 × ∏s = t0 + 1

t ( )1 + kis × (R1t + R2t ) × ϑit （2）
其中，AIit 为 t年 i省份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专指基金征缴收入，不包含财政补贴），j=1，2，

3 分别为男性、女干部、女工人。aj 和 bj 分别为第 j类参保职工初始参保年龄和法定退休年龄，

Ni，jt，x 为 t年 i省份 x岁第 j类参保职工人数，
-w i

t0 为 t0 年 i省份的法定缴费基数，kis 为 s年 i省份的法定

缴费基数增长率，R1t 和R2t 为 t年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和个人缴费率，ϑit为 t年 i省份的养老保险征

缴率，t0为精算预测的基准年份。

⒉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模型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基础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计算公式如下：

ACit = ∑x = bj

c é
ë

ù
û

Ni,jt,x × -w i
t - x + bj - 1 × ( )bj - aj × β × ∏s = t - x + bj

t ( )1 + gis +
∑j = 1

3 ∑x = max{ }t - 1997 + aj,bj

min{ }t - 1998 + bj,c { }Ni,jt,x × -w i
t - x + bj - 1 × [ ]1998 - ( )t - x + aj × λ × ∏s = t - x + bj

t ( )1 + gis +
∑j = 1

3 ∑x = bj

c { }(Ni,jt,x × 12 × Ii,jt,x mj ) × ∏s = t - x + bj

t ( )1 + gis （3）
其中，ACit 为 t年 i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等式右边的第一项为基础养老金支出，c为最

大生存年龄，t - x + bj - 1为第 j类参保职工退休前一年对应的年份，
-w i

t - x + bj - 1为 t年 i省份 x岁的

第 j 类参保职工基础养老金计发基数，β 为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gis 为 s 年 i 省份的养老金增长

率①。右边第二项为过渡性养老金支出，1998 - ( t - x + aj)为视同缴费年限，λ为过渡性养老金

计发比例。右边第三项为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Ii，jt，x 为 t年 i省份 x岁第 j类参保职工个人账户储存

额，mj为第 j类参保职工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

⒊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模型

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当期基金收入-当期基金支出，计算公式如下：
CSit = AIit - ACit （4）
其中，CSit为 t年 i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

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基金当期结余（含利息） +上年度基金累计结余（含利息），计算公

式如下：

Fit = Fit - 1 × (1 + rt ) + ( )AIit - ACit × (1 + rt ) （5）
其中，Fit 为 t年 i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rt 为 t年基金保值增值率（一般为银行一年

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

⒋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责任模型

当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出现负值，财政需要承担补贴责任，计算公式如下：

FBt = -min[0,CSit + Fit - 1 ]，Fit - 1 > 0且Fit <0 （6）
FBt = -min[0,CSit ]，Fit - 1 < 0且Fit <0 （7）
其中，t年存有当期结余省份可上缴的当期结余加总值等于∑i = 1

31 max ( )AIit - ACit ，0 ，t年出

现当期缺口省份需要弥补的当期缺口加总值等于∑i = 1
31 max ( )ACit - AIit ，0 ， t 年财政责任等于

max [ ]∑i = 1
31 max ( )ACit - AIit ，0 - ∑i = 1

31 max ( )AIit - ACit ，0 ，0 ，将各年度财政责任计算至 2050 年

的终值并进行加总可获得累计财政责任。

（二）参数设定

本文对精算模型的参数作出设定，具体内容如表4所示。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7年人均养老金和法定缴费基数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1.8%和 13.0%，即人均养老金的年
均增长率约为法定缴费基数年均增长率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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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算结果

⒈差别缴费率

目前，广东和浙江两个省份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为 23%，其余省份已调整为

24%。差别缴费率下的广东和浙江养老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况如表 5所示。由表 5可知，广东养

老保险基金将在 2028年开始出现当期赤字，2034年开始出现累计赤字。浙江养老保险基金将在

2024年出现当期赤字，2026年开始出现累计赤字。广东和浙江作为参保人数较高的两个省份，

其缴费率变动会对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和财政责任产生较大影响。

在未统一广东和浙江的缴费率之前，差别缴费率下的全国统筹调剂资金运行状况如表 6所

示。由表 6可知，2024年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的当期结余之和为 10 625. 778亿元，当期缺口之和

为 6 260. 427亿元，当期结余之和可弥补当期缺口之和的 100%。2025年可弥补当期缺口之和的

81. 7%，2042 年无法弥补当期缺口之和，余缺调剂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可实施至 2041 年，

表4　精算参数设定表

参 数

参保职工人数

法定缴费基数

法定缴费基数增长率

单位缴费率

个人缴费率

征缴率

初始参保年龄

法定退休年龄

最大生存年龄

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

过渡性养老金计发比例

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

养老金增长率

基金保值增值率

符 号

Ni，jt，x
-w i

t0

kis

R1t
R2t
ϑit
aj
bj
c
β
λ
mj
gis
rt

取 值

城镇人数乘以对应参保率

上年度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依据2002—2021年各省份法定缴费基数计算平均增长率，

在此基础上每隔5年减少0. 5%
统一缴费率之后，单位缴费率为16%，

8%
实际缴费率与政策缴费率之比

22岁

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

100岁

1%
1. 2%

男性139个月，女干部170个月，女工人195个月

法定缴费基数增长率乘以90%
2. 5%

表5　广东和浙江养老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况（差别缴费率） 单位：亿元

年 份

2024
2025
2026
2028
2030
2034
2035
2040
2045
2050

广 东

基金收入

8 932. 254
9 958. 901

11 053. 527
13 601. 685
16 608. 407
23 908. 044
26 190. 593
39 252. 038
54 735. 620
71 954. 480

基金支出

6 719. 244
8 237. 210
9 983. 955

14 250. 882
19 975. 602
36 552. 960
41 803. 526
80 058. 277

144 830. 621
243 714. 301

当期结余

2 213. 010
1 721. 691
1 069. 572
-649. 197

-3 367. 195
-12 644. 916
-15 612. 933
-40 806. 239
-90 095. 001

-171 759. 821

累计结余

23 228. 419
25 573. 863
27 309. 521
28 468. 526
24 542. 271

-10 236. 659
-26 495. 832

-186 251. 617
-575 230. 603

-1 374 572. 387

浙 江

基金收入

6 106. 709
6 774. 968
7 494. 125
9 155. 961

11 078. 998
15 700. 113
17 123. 641
25 228. 800
34 711. 541
45 253. 835

基金支出

6 605. 849
7 707. 026
8 899. 182

11 738. 063
15 422. 488
25 136. 492
28 127. 112
48 328. 029
79 770. 448

125 873. 234

当期结余

-499. 140
-932. 058

-1 405. 057
-2 582. 102
-4 343. 490
-9 436. 379

-11 003. 471
-23 099. 229
-45 058. 907
-80 619. 399

累计结余

1 718. 154
805. 749

-614. 291
-5 252. 224

-13 486. 990
-46 090. 065
-58 520. 874

-160 234. 440
-370 396. 381
-765 629. 548

注：当期结余或累计结余为负代表基金出现当期赤字或累计赤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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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责任从 2025年的 1 746. 240亿元增加至 2050年的 748 393. 711亿元，2024—2050年累计财政

责任为 7 423 524. 546 亿元。由此可见，在差别缴费率下，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责任是不断增

加的。

⒉统一缴费率

如果将广东和浙江两个省份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统一为24%，即各省份缴费率均

为24%，运用计量模型计算实际缴费率。统一缴费率下的广东和浙江养老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况

如表 7所示。由表 7可知，广东养老保险基金将在 2036年开始出现当期赤字，2043年开始出现累

计赤字。浙江养老保险基金将在 2030年开始出现当期赤字，2034年开始出现累计赤字。相较于

差别缴费率，广东和浙江养老保险基金开始出现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的时点都有推迟，其中，广

东养老保险基金开始出现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的时点分别推迟 8年和 9年，浙江养老保险基金开

始出现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的时点分别推迟6年和8年。

统一缴费率下的全国统筹调剂资金运行状况如表 8所示。由表 8可知，2024—2026年全国统

筹调剂资金可完全覆盖各省份当期缺口之和，2027年可弥补当期缺口之和的 74. 6%，2042年无

法弥补当期缺口之和，余缺调剂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可实施至 2041年。2024—2050年累计

财政责任为 6 488 988. 037 亿元。相较于差别缴费率，2024—2050 年累计财政责任下降 12. 6%。

因此，统一缴费率在长期内可以减轻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责任。

表6　全国统筹调剂资金运行状况（差别缴费率） 单位：亿元

年 份

2024
2025
2026
2027
2030
2035
2040
2042
2045
2050

各省份当期结余之和

10 625. 778
7 804. 213
5 718. 209
4 502. 074
1 603. 406

318. 593
133. 750

0
0
0

各省份当期缺口之和

6 260. 427
9 550. 453

14 000. 569
19 074. 513
47 323. 564

121 027. 419
239 941. 241
310 579. 400
440 885. 773
748 393. 711

可弥补当期缺口的百分比（%）

100
81. 7
40. 8
23. 6

3. 4
0. 3
0. 1
0
0
0

财政责任

0
1 746. 240
8 282. 360

14 572. 439
45 720. 158

120 708. 826
239 807. 491
310 579. 400
440 885. 773
748 393. 711

注：可弥补当期缺口的百分比=min {加总的当期结余/加总的当期缺口，100%}，下同。

表7　广东和浙江养老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况（统一缴费率） 单位：亿元

年 份

2024
2025
2030
2034
2035
2036
2040
2043
2045
2050

广 东

基金收入

14 340. 475
15 988. 728
26 664. 318
38 383. 674
42 048. 239
45 714. 761
63 018. 012
77 254. 903
87 876. 454

115 520. 836

基金支出

6 719. 244
8 237. 210

19 975. 602
36 552. 960
41 803. 526
47 795. 100
80 058. 277

115 219. 187
144 830. 621
243 714. 301

当期结余

7 621. 231
7 751. 518
6 688. 716
1 830. 714

244. 713
-2 080. 339

-17 040. 265
-37 964. 284
-56 954. 167

-128 193. 465

累计结余

28 075. 717
36 722. 915
81 701. 624

106 665. 302
109 582. 766
110 189. 988

77 293. 561
-12 011. 018

-120 089. 655
-647 970. 343

浙 江

基金收入

8 142. 148
9 033. 145

14 771. 758
20 933. 145
22 831. 152
24 747. 401
33 637. 856
40 890. 346
46 281. 306
60 337. 470

基金支出

6 605. 849
7 707. 026

15 422. 488
25 136. 492
28 127. 112
31 378. 246
48 328. 029
65 536. 403
79 770. 448

125 873. 234

当期结余

1 536. 299
1 326. 119
-650. 730

-4 203. 347
-5 295. 960
-6 630. 845

-14 690. 173
-24 646. 057
-33 489. 142
-65 535. 764

累计结余

3 326. 242
4 768. 670
7 487. 311

-3 360. 835
-8 873. 215

-15 891. 661
-65 011. 138

-136 187. 270
-207 596. 547
-507 949.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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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进一步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这一政策通过增加养老保险基金

收入、减少基金支出减轻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责任，本文假定在统一缴费率（24%）的基础上，进

一步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分析其对基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的影响。

（1）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1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 1设定为“女先男后、女工人优先”，即女工人在 2025年、女干部在

2045年、男性在 2065年开始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每年延迟 3个月，每两年延迟一岁，直至 2081
年，其法定退休年龄均为 65岁。①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 1下的全国统筹调剂资金运行状况如表

9所示。由表 9可知，2024—2026年全国统筹调剂资金可完全覆盖各省份当期缺口之和，2027年

仍可弥补当期缺口之和的 93. 4%，2044年无法弥补当期缺口之和，余缺调剂的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制度可实施至 2043年。2024—2050年累计财政责任为 5 571 470. 509亿元。在统一缴费率下，

2024—2050年累计财政责任下降 14. 1%。因此，实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能够显著减轻养老

保险基金财政责任。

（2）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2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 2设定为“男女一起”，即从 2025年起，女工人、女干部和男性均开

始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每年延迟 3个月，分别于 2053年、2043年和 2033年达到 65岁。②延迟法

① 根据 2022年 1月 30日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苏人社规〔2022〕 1
号）和 2020年 1月 3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事业单位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有关问题
的通知》（鲁人社字〔2019〕 242号）设定缓和式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1。

② 延迟退休方案2较为激进，作者试图探讨激进的退休方案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累计财政责任的影响。

表8　全国统筹调剂资金运行情况（统一缴费率） 单位：亿元

年 份

2024
2025
2026
2027
2030
2035
2040
2042
2045
2050

各省份当期结余之和

17 570. 297
15 160. 158
13 503. 623
12 842. 232

8 292. 121
563. 306
133. 750

0
0
0

各省份当期缺口之和

5 761. 287
8 618. 395

12 595. 512
17 208. 785
40 263. 609
99 706. 975

207 766. 211
273 772. 838
396 175. 174
689 743. 720

可弥补当期缺口的百分比（%）

100
100
100

74. 6
20. 6

0. 6
0. 1
0
0
0

财政责任

0
0
0

4 366. 553
31 971. 488
99 143. 669

207 632. 461
273 772. 838
396 175. 174
689 743. 720

表9　全国统筹调剂资金运行状况（延迟退休年龄方案1） 单位：亿元

年 份

2024
2025
2026
2027
2030
2035
2040
2044
2045
2050

各省份当期结余之和

18 929. 792
18 265. 533
16 514. 137
15 709. 245
12 095. 925

4 432. 574
470. 610

0
0
0

各省份当期缺口之和

6 148. 936
8 405. 188

12 223. 721
16 828. 154
36 822. 797
89 201. 429

173 110. 267
310 744. 266
324 545. 042
621 956. 291

可弥补当期缺口的百分比（%）

100
100
100

93. 4
32. 9

5. 0
0. 3
0
0
0

财政责任

0
0
0

1 118. 909
24 726. 872
84 768. 855

172 639. 657
310 744. 266
324 545. 042
621 956.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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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退休年龄方案 2下的全国统筹资金运行状况如表 10所示。由表 10可知，2024—2030年全国统

筹调剂资金可完全覆盖各省份当期缺口之和，2031年可弥补当期缺口之和的 76. 9%，2050年无

法弥补当期缺口之和，余缺调剂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可实施至 2049年。2024—2050年累计

财政责任为 2 958 786. 270 亿元。在统一缴费率的情形下，政府需承担财政责任的时间推迟至

2031年，推迟了 4年，余缺调剂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可持续时间推迟到 2049年，推迟了 8
年，2024—2050年累计财政责任下降 54. 4%。可见，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 2能够显著减轻

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责任，所带来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1。

⒋执行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收统支制度

我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收统支，本文进一步探究余缺

调剂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和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收统支制度带来的基金财政责任差异。

（1）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1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 1下，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收统支制度的基金财政责任如表 11所示。

由表 11 可知，养老保险基金在 2027 年开始出现当期赤字，2032 年开始出现累计赤字。2024—
2050年累计财政责任为 5 388 744. 621亿元。相较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 1下的全国统筹制度，

政府需承担财政责任的时间推迟到 2032 年，推迟了 5 年，2024—2050 年累计财政责任下降

3. 3%。可见，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收统支制度更能减轻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责任。

（2）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2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2下，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收统支制度的财政责任如表12所示。由表

12可知，养老保险基金在 2031年开始出现当期赤字，2038年开始出现累计赤字，2024—2050年

表10　全国统筹调剂资金运行状况（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2） 单位：亿元

年 份

2024
2025
2030
2031
2032
2033
2035
2040
2045
2050

各省份当期结余之和

19 104. 915
25 415. 184
23 893. 833
21 294. 430
17 778. 108
26 342. 627
17 840. 942

9 116. 384
1 753. 827

0

各省份当期缺口之和

5 588. 309
4 951. 834

20 299. 094
27 691. 421
36 974. 823
34 034. 962
53 755. 764

104 760. 948
178 142. 362
402 478. 394

可弥补当期缺口的百分比（%）

100
100
100

76. 9
48. 1
77. 4
33. 2

8. 7
1. 0
0

财政责任

0
0
0

6 396. 991
19 196. 715

7 692. 335
35 914. 822
95 644. 564

176 388. 535
402 478. 394

表11　养老保险全国统收统支制度的基金财政责任（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1） 单位：亿元

年 份

2024
2025
2027
2030
2031
2032
2035
2040
2045
2050

基金收入

84 132. 292
100 669. 876
117 974. 008
149 704. 519
160 786. 433
172 367. 359
216 293. 925
308 380. 015
417 586. 550
525 182. 986

基金支出

80 420. 809
90 809. 530

119 092. 917
174 431. 391
196 576. 072
220 222. 552
301 062. 780
481 019. 673
742 131. 591

1 147 139. 276

当期结余

3 711. 483
9 860. 346

-1 118. 909
-24 726. 872
-35 789. 639
-47 855. 193
-84 768. 855

-172 639. 658
-324 545. 041
-621 956. 290

累计结余

84 514. 506
96 734. 223

104 992. 131
62 956. 525
27 846. 059

-20 509. 362
-243 115. 772
-981 296. 971

-2 523 524. 912
-5 523 463. 237

财政责任

0
0
0
0
0

20 009. 134
84 768. 855

172 639. 658
324 545. 041
621 956.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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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财政责任为 2 686 498. 389亿元。相较于全国统筹制度，政府需承担财政责任的时间推迟到

2038年，推迟了 7年，2024—2050年累计财政责任下降 9. 2%。可见，相较于余缺调剂的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制度，全国统收统支制度更能减轻财政压力，且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 2的效果好于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1的效果，统一缴费率的效果好于差别缴费率的效果。

六、结论与启示

现阶段，我国实施余缺调剂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养老保险缴费

率。本文基于 2002—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与精算模型得到如下结论：（1）养老保险

政策缴费率与实际缴费率之间为倒U型关系，拐点处的政策缴费率为 27. 6%。（2）如果继续维持

差别缴费率，余缺调剂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可实施至 2041年，2024—2050年累计财政责任

为 7 423 524. 546 亿元。（3） 如果统一缴费率，余缺调剂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仍可实施至

2041年，2024—2050年累计财政责任为 6 488 988. 037亿元，相较于差别缴费率，累计财政责任

下降 12. 6%。（4）进一步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在统一缴费率的情形下，2024—2050年

累计财政责任下降 14. 1%—54. 4%。（5）执行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收统支制度，并实施延迟法定

退休年龄政策，相较于全国统筹制度，2024—2050 年累计财政责任下降 3. 3%—9. 2%。由此可

知，统一缴费率在长期内可以减轻基金财政责任，且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能缓解财政压

力。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全国统筹走向统收统支模式更有利于基金可持续性。

依据上述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1）应贯彻落实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尽快实现缴

费率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可以考虑将现行的当期结余上缴模式优化为累计结余上缴模式，并逐

步推进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收统支模式。（2）建立有效的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向缴费遵从度

高的企业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以实现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3）逐步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

年龄政策，可以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劳动性质的职工采取差异化的退休方案，并建立与延迟退休

年龄政策相配套的措施，激励职工主动参与延迟退休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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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Pooling of Pension Insurance: 
Differential Contribution Rate or Unified Contribution R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d Sustainability and Fiscal Responsibility

ZENG Yi, NIE T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Summary：With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life expectancy and the change of age structure, the payment pressure of 
pension funds in China is increasing, and the inter‑provincial fund imbalanc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national pooling of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in January 2022, China launched the dispensing of pension insurance as a whole system, that is, the nationwide 

“five unification” of pension insurance: unified payment policy, unified fund payments, unified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for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unified service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and unified provincial government 
assessment mechanism.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pooling policy, it is worth an in‑depth study on whether to 
maintain existing differential contribution rates or the unified payment rate across the country.

Based on 2002—2021 panel data of urban worker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of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this paper draws lessons from the Laffer curve in the tax field and builds a measurement and actuarial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d sustainability and fiscal responsibility, it finds that: (1) The pension insurance payment 
shows the Laffer curve, and the policy contribution rate and actual payment rate form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The policy contribution rate at the inflection point is 27.6%. Before the inflection point, the pension insurance actual 
payment rat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olicy contribution rate. (2) If the differential payment rates continue to be 
maintained, the national pooling system of surplus and shortage adjustment can be implemented until 2041, and the 
cumulative fiscal responsibility from 2024 to 2050 will be CNY 742 352.455 billion. (3) When the unified payment rate is 
adopted, the national pooling system of surplus and shortage adjustment can still be implemented until 2041, and the 
cumulative fiscal responsibility from 2024 to 2050 will be CNY 648 898.804 billion, 12.6% lower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differential payment rate. (4) When the plan of delaying the retirement age is further implemented, compared with the 
unified contribution rate, the cumulative fiscal responsibility from 2024 to 2050 decreases by 14.1%-54.4%. (5) When the 
national unified collection and expenditure of pension insurance are implemented and the above policy adjustment plan is 
implemented, the cumulative fiscal responsibility of delaying the retirement age from 2024 to 2050 is reduced by 
3.3%-9.2% compared with the national pooling system.

The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n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the parameter optimization of the national pooling 
policy of pension insurance, and have a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national pooling system of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in the report to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Key words：pension insurance； national pooling； contribution rate； fund sustainability； fisc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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