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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辽宁省是一个老工业基地，由于其特殊的经济结构和历史，在养老保险改革的过程中有其自身的特

点。本文从分析辽宁养老保险制度的特点入手，进一步指出辽宁省养老保险制度现存的问题.在考虑到相关

因素的前提下，利用历史数据，通过数学模型的分析，得出在未来的 10 年内，辽宁省养老保险资金收支平

衡的有关数据。并且得出在现有的收缴率与缴费率下，养老保险资金将出现缺口。根据这一现实，为了使

养老保险资金实现收支平衡并且略有节余的目的，科学地提出了养老金计发能力的概念，并且确定了相应

的收缴率与缴费率。在此基础上从宏观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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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的养老保险事业是随着新中国的社会保险事业的诞生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经

过几十年的风雨历程，辽宁省的养老保险事业从白手起家到初具规模，浸透着几代人的辛勤

汗水。尤其是近十多年，辽宁省在推进养老保险改革的过程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取

得了显著的成果，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保险功能不断增强，为企业改革增加活

力，为辽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辽宁省养老保险制度的特点 

（一）基本概况 

辽宁省经过不懈的努力建立健全了劳动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体制，初步形成了基本、

补充、储蓄“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机制，并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更符合实际要求的退休费计发

新办法，打破了保险旧模式。同时把握国家的改革原则，实施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

的重大举措。 

截止到 1999 年末，全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有 56328 户，在职职工 6875615 人，

参保单位离退休人员 2555524 人，离退休人员占职工总数的 37.3%。全省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覆盖面达 90.2%。1999 年辽宁养老保险金提取比例为 27.3％，省直提取比例为 22.5％，

行业提取比例为 25.3%。而辽宁省养老金收缴率 1999 年为 91.4％，2000 年为 91.8％。各

市 2000 年养老金收缴率除大连、盘锦为 95.0％外，均为 90.0％。根据最新数据，辽宁省

基本养老金应收 1457409 万元，实际收入为 1230192 万元，应付离退休费 1511252 万元，

实际支出为 1418381 万元，收支差额为-188189 万元。另外，就辽宁省养老保险个人帐户

的运行情况看，1999 年辽宁省有 2820424 名在职职工和 361964 名离退休人员建立了基本

养老保险个人帐户。期初（1999 年）累计记帐余额 322991.5 万元，其个人帐户增加金额

为 418124.3 万元，个人帐户减少金额为 1054.1 万元，期末累计记帐余额为 740261 万元。 

（二）特点 

辽宁省的养老保险制度既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又不失全国性的共性。 

    1．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养老保险金的按时足额发放 

    1999 年，全省养老保险费当期收入为 123.02 亿元，全省平均收缴率达到 91.4%，实



现了历史性突破。全省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 25.8 亿元，弥补了当期基金不足。 

    2．拖欠退休人员养老金补发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辽宁得到国家一次性补助资金 161758 万元，占全国补发拖欠总额的 22.8％，是国家给

予补助资金最多的省份。到 99 年末，全省共为 89 万名离退休人员补发拖欠养老金 17.4 亿

元。 

    3．10 个行业和省直部企业养老保险统筹工作初见成效 

    在确保养老金发放的同时，制定了原行业养老保险统筹的管理办法，调整缴费比例，对

10 个行业养老保险统筹项目提前退休人员进行了清理，使行业养老保险统筹工作逐步走上

规范管理轨道，一年可减少支出 3 亿元。 

    4．基金管理与监督工作进一步加强 

   一是完善了基金财务管理制度，确保基金专款专用。二是建立了举报监督电话制度。

1999 年，全省共接到养老保险金发放等方面的举报监督电话 114 3 5 件次，结案率 9 5％。

三是对挪挤占基金进行清理回收。全年共回收清理 10208 万元。 

    5．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额缴拨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取得积极进展 

    全省各市通过全额缴拨方式征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66.3 亿元，全额征缴率为 61.5％。

全省社会化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达到 94.7 万人，社会化发放率为 37.1％。 

6．社会保险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 

（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拖欠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问题十分突出 

    据最新统计数字，辽宁省 17.4 亿补发完毕后，仍有累计拖欠 28.7 亿元（其中当期拖欠

8.87 亿元）。这种拖欠问题不及时解决，拖欠金额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解决问题的

难度也将日益增大，势必会造成养老金储备难以维持，出现支付危机。 

    2．企业离退休人员多、负担沉重，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大 

辽宁省离退休人员与在职职工的比重已达到 3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6 个百分点，每

年需多支付养老金 20 亿元。同时每年离退休人员还以 6.3％左右的速度不断增加。 

    3．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缴困难很大 

    辽宁省的国有企业多数效益欠佳，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往往逃避缴费。而且的确存在

一些无力缴费的企业。无论是个人和企业，都未建立起强烈的保险意识。另外，养老保险费

征缴的法制化力度不够。 

4．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工作进展不理想 

    目前辽宁省尚未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在职职工达 683 万人，其中，国有企业职

工 93 万人，集体企业职工 49 万人，增加基金来源效果甚微。 

    5．清理挪挤占基金的工作力度不大 

    目前全省尚有 53808 万元基金被挪挤占用。客观上看，挪挤占基金项目上繁多，时间



跨度长，主观方面，有关领导对该项工作决心不大，措施不利，这都严重阻碍了清理工作的

顺利进行。 

    6．实行全额缴拨养老金社会化发放难度很大 

    主要是相当一部分困难企业不能正常按月缴费。近两年来养老保险金的确保发放也是在

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援助下实现的。既便如此，各市基金支撑能力也普遍下降，扩大养老金

社会化发放范围后根本无法保障连续支付。同时，企业中部分离退休人员未能及时转变思想，

仍然固守过去的模式，担心与企业脱钩后影响其他福利待遇，不愿到银行领取养老金。 

（四）辽宁省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1．仍把确保养老保险金按时足额发放作为目前工作的首要目标 

    首先是要积极筹措资金，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其次，……最后，对基

金结余少，当期发放资金缺口大的工业基地，中央财政将给予借款支持。 

    2．继续扩大辽宁省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就辽宁省而言，应注意抓好三个环节：一是突出重点，分类解决。二是对己经参保的职

工要进行跟踪服务，巩固成果，更新信息。三是对扩面对象，抓紧调查摸底，及时纳入养老

保险体系。 

    3．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资金筹措机制 

    首先，必须依法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提高收缴率。同时，财政部门要进一步

调整预算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还要进一步拓宽思路，积极开辟新的筹资渠

道，抓紧研究清理部分国有资产，发行社会保障长期债券以及其他可行的办法。此外，实行

资产变现缴费制度，从变现收益中收回企业欠费。 

    4．积极推进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和服务 

    首先，要彻底改变养老保险基金差额拨缴的结算方式，实现收支两条线的养老保险缴拨

制度。其次，抓紧建立完善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数据库，完善个人帐户管理，服务到每个

参保人员。最后，通过银行，邮局等社会服务机构，把养老金直接发放到离退休人员手中，

逐步做到离退休人员与企事业单位相脱离，尽快实现行业统筹企业、破产关闭企业的离退休

人员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积极开展离退休人员由社区管理服务的试点。 

    5．实现统筹层次上的新突破 

    应加快建立省级统筹制度。建立省级统筹应按照统一调剂，分级管理的原则，同时要求

各市社会保险机构要同当地财政部门积极配合，保证按时完成省级调剂金的上解任务，为实

现完善型省级统筹创造条件。 

    6．进一步规范行业养老保险的管理 

    要确保行业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无论如何不能再发生新的拖欠。对以

前拖欠的部分，经核实后，要迅速发到位，加强养老保险费的收缴，实行目标责任制，确保

基金收缴率达到 95％以上。 

    7．逐步建立功能齐全、覆盖面广、规范透明的社会保障体系信息网络 

    实现现代化管理，运用电子技术手段，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技术支持系统，各地社会保



障资金的缴纳、记录、核算、支付、查询服务等，都要纳入计算机管理系统，并逐步实现全

国联网。现代化的管理将为社会保险提供更为方便、快捷、准确的工作方法，有利于统筹制

度的实施，也为管理者和投保人提供了便捷的媒介。 

    8．加快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依法规范和管理社会保险工作 

社会保险工作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它不仅需要良好的经济环境，更需要一个

健全的法制制度作保障。只有社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规范、完善、统

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保证人民的切身利益不受侵犯，才能更加显示国家对社会保险事业

的极大重视。 

二、预测模型建立与相关因素分析 

（一）模型的设计与分析 

    本部分将通过数学模型预测出辽宁省未来十年内在职职工人数、退休职工人数、在职职

工平均工资、退休职工平均养老费用，从而进一步来计算出养老金的收支平衡情况。由于国

有企业职工和集体企业职工占全部职工总数 83％以上，为了计算上的可行性，这里所收集

的数据和预测结果只包含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以下将不再做具体说明。 

    1．模型设计的目的 

    本模型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预测在未来 10 年内辽宁省城镇在职职工人数，平均工资水平，

退休职工人数，平均养老费用，每年养老保险金的收入、支出以及收支平衡和盈亏状况，从

而分析出在以后的短时期和长时期内确定怎样的缴费率才能实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目

标，并且为个人账户的建立积累一些资金。为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过渡到将来的社会统筹和

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即部分积累制）的社会养老保险做准备，并且以这样最优的缴费率和养

老保险水平既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不至于使收缴率下降，使退休职工老有所养，达到基本

生活水平保证。 

    2．模型的建立与预测 

    1）平均退休养老保险费用与在职职工平均工资预测。 

       ○1平均养老费用预测： 

通过分析历年退休职工平均养老费用资料， 

 

 

表 2-1：         1991—1999 平均退休养老费用             单位：元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平均养

老费用 
1364.
6 

1565.
5 

1893.
0 

2722.
6 

3292.
2 

3866.
9 

4194.
1 

4609.
9 

4884.
1 

 资料来源：辽宁省统计局，职工工资明细表 

由于平均养老费用具有刚性，因此可以用直线趋势模型法来预测未来 10 年的历年平均

养老费用。经预测，退休职工平均养老费用如表所示： 



 

表 2-2：        2000—2010 年平均退休养老费用            单位：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平均养

老费用 
5566
.93 

6049
.47 

6532
.02 

7014
.56 

3497
.12 

7979
.65 

8462
.20 

8944
.94 

9427
.29 

9909
.83 

1039
2.38

 

    ○2在职职工平均工资预测： 

通过分析历年在职职工平均工资资料： 

 

表 2-3：          1991—1999 年在职职工平均工资             单位：元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在职职工

平均工资 
2362.
3 

2702.
4 

327.3 
4192.
2 

4801.
3 

5187.
1 

5478.
2 

5476.
0 

7712.
7 

由于在职职工平均工资也具有刚性，因此可用直线趋势法来预测未来十年历年在职职工平均

工资。经预测，在职职工平均工资如表所示： 

 

表 2-4：          2000—2010 年在职职工平均工资             单位：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在 职

职 工

平 均

工资 

7503.

225 

8088.

53 

8673.

853 

9259.

14 

9844.

445 

10429

.75 

11015

.055 

11600

.36 

12185

.665 

12770

.97 

13356

.275 

 

    2）城镇在职职工人数和退休职工人数预测 

通过分析历年的在职职工人数、退休职工人数，以预测 2000—2010 年的在职职工人

数和退休职工人数。根据 1991—1999 辽宁省退休职工人数，如表格所示： 

表 2-5：       1991—1999 年辽宁省退休职工人数           单位：万人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退休职

工人数 
185.8 194.8 211.5 219.9 227.1 224.9 247.3 254.8 214.5 

通过灰色系统预测方法，可预测 2000—2010 年退休职工人数，如表所示： 

 



表 2-6：         2000—2010 年辽宁省退休职工人数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退 休

职 工

人数 

254.
16 

261.
98 

270.
05 

278.
36 

286.
94 

295.
77 

304.
88 

314.
26 

323.
94 

333.
91 

344.
19 

 

根据 1991——1999 年辽宁省在职职工人数，如表格所示： 

 

表 2-7：         1991—1999 年辽宁省在职职工人数          单位：万人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在职职

工人数 
1011.7 

1020.
7 

997.3 997 970.9 942.3 908.3 826.8 573.8 

 

可预测出   2000－2010 年的在职职工人数如表格所示： 

 

表 2-8：           00—2010 年在职职工人数                单位：万人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在 职

职 工

人数 

754.
38 

727.
95 

702.
44 

677.
84 

754.
38 

631.
17 

609.
06 

587.
72 

567.
13 

547.
26 

528.
08 

  

（二）预测结果分析 

1．预测结果分析 

    通过前面的预测可以看到： 

在职职工人数：从 2000 年到 2010 年基本是呈下降趋势。 

退休职工人数：由于老龄化高峰的到来，退休职工人数呈上升趋势。 

在职                   职工平均工资：由于工资的刚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职职工的平均工资一直呈

上升趋势。 

平均养老费用：退休职工的平均养老费用也呈现刚性上升趋势。 

还可以通过计算赡养比（在职职工人数/退休职工人数）及负担比（所需养老费用总额

/当年工资总额）分析在职职工人数、退休职工人数、在职职工平均工资、退休职工平均养

老费用的相对变化。 



通过已知数据可以求得 2000—2010 年赡养比变化情况，如图所示： 

表 2-9：                2000—2010 年赡养比变化情况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赡 养

比 
2.97 2.78 2.61 2.44 2.28 2.13 2.00 1.87 1.75 1.64 1.53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职职工的养老负担逐渐加重。 

 

表 2-10：               2000—2010 年负担比例变化情况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退休职

工工资

总 额

(亿元) 

14.1
5 

15.8
4 

17.6
4 

19.5
3 

21.5
1 

23.6
0 

25.8
0 

28.1
1 

30.5
4 

3.09 
35.7
7 

在职职

工工资

总 额

(亿元) 

56.6
0 

58.8
8 

60.9
3 

62.7
6 

68.2
2 

65.8
3 

33.7
6 

64.6
7 

69.1
1 

69.8
9 

70.5
7 

负担比

（%） 
25.2
7 

26.9
0 

28.9
5 

31.1
2 

31.5
3 

35.8
5 

38.6
5 

43.4
7 

44.1
9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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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知，在 21 世纪的前 10 年内，在职职工的负担比是逐渐增加的。 

2．养老金平衡分析 

   经过科学的测算与分析，20％的缴费率被确定为比较合理的缴费率水平。而辽宁省的

缴费率为 27.3％，之所以缴费率居高不下，是由于辽宁省正逐渐走向老龄化高峰阶段，养

老负担加重。这样，只有人为地提高缴费率，才能保证养老金的基本收支平衡，才不致于使

养老金收支出现更大的缺口。但是，缴费率居高不下会导致收缴率的降低。辽宁省作为一个

老工业基地，很多企业经营处于滑坡状态，无力负担过高的缴费率。这样，过高的缴费率会

导致低的收缴率，最终的结果是养老金的收入减少，导致养老金的收缴走入一个“怪圈”，那

么为辽宁省未来的 10 年确定一个合适的缴费率，并在此基础上保持一个可以实现的收缴率

是当务之急。 

下面来研究一下辽宁省养老金在 2000—2010 年间，在不同的收缴率与缴费率下，当年

盈亏情况与累计盈亏情况，从而初步估计一下确定什么样的缴费率比较适宜。 

欲实现 20％的理想缴费率，针对现实缴费率为 27. 3％的实际情况，根据缴费率逐渐降

低的原则，现分析一下缴费率为 27. 3％，25. 3%，23.3%，20%时，而相应收缴率为 91.8%，

93%，95%，100%时，以及在 100％收缴率下，缴费率为 27.3％，25％时养老金的收支平

衡情况。 



    在进行养老金的收支平衡情况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分析所需的指标加以说明： 

         养老金支出=退休职工平均养老费用 X 退休职工人数 

         养老金收入=在职职工平均工资 X 在职职工人数 X 缴费率 X 收缴率 

         当年盈亏=当年养老金收入—当年养老金支出（盈+亏—） 

         累计盈亏=第 n 年当年盈亏+第 n-1 年当年盈亏…….（n=2—10） 

在 27.3%的缴费率，91.8%的收缴率下，不考虑 1999 年养老金收支平衡情况对以后各

期养老金收支平衡年情况的影响，经计算得出，2000 年养老金当年盈余 0.366 亿元：2005
年养老金当年亏损 71.047 亿元，累计亏损 196.708 亿元；2010 年养老金当年亏损 181.329
亿元，累计亏损 865.877 亿元。 

经过计算得： 

在 25.3%的缴费率，93%的收缴率下，不考虑 1999 年养老金收支平衡情况对以后各期

养老金收支平衡年情况的影响，2000 年养老金当年亏损 8.308 亿元；2005 年养老金当年亏

损 81.124 亿元，累计亏损 253.566 亿元；2010 年养老金当年亏损 191.741 亿元，累计亏

损 975.355 亿元。 

在 23.3%的缴费率，95%的收缴率下，不考虑 1999 年养老金收支平衡情况对以后各期

养老金收支平衡年情况的影响，2000 年养老金当年亏损 16.199 亿元；2005 年养老金当年

亏损 90.300 亿元，累计亏损 305.052 亿元；2010 年养老金当年亏损 201.573 亿元，累计

亏损 1074.907 亿元。 

在 20%的缴费率，100%的收缴率下，不考虑 1999 年养老金收支平衡情况对以后各期

养老金收支平衡年情况的影响，2000 年养老金当年亏损 28.283 亿元；2005 年养老金当年

亏损 104.355 亿元，累计亏损 380.918 亿元；2010 年养老金当年亏损 216.631 亿元，累计

亏损 1224.384 亿元。 

在 27.3%的缴费率，100%的收缴率下，不考虑 1999 年养老金收支平衡情况对以后各

期养老金收支平衡年情况的影响，2000 年养老金当年亏损 13.037 亿元；2005 年养老金当

年亏损 56.299 亿元，累计亏损 144.258 亿元；2010 年养老金当年亏损 165.143 亿元，累

计亏损 706.025 亿元。 

在 25%的缴费率，100%的收缴率下，不考虑 1999 年养老金收支平衡情况对以后各期

养老金收支平衡年情况的影响，2000 年养老金当年亏损 0.018 亿元；2005 年养老金当年亏

损 71.440 亿元，累计亏损 199.220 亿元；2010 年养老金当年亏损 181.366 亿元，累计亏

损 870.290 亿元。 

通过对前面采用不同缴费率与收缴率的养老金收支平衡预测可以看到，目前所采用的

27.3%的缴费率，91.8％的收缴率还是比较合理的，分析可以看到，当缴费率继续降低，而

收缴率保持不变时，养老金的累积缺口继续增大，而增加收缴率到 100％又是十分困难的。

鉴于这种情况，得当的措施是在养老保险覆盖面没有增加之前暂不降低缴费率，随着养老保

险覆盖面的增加，逐步降低缴费率，同时，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收缴率的继续增加。 

三、辽宁省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与对策 

（一）影响辽宁省养老保险金收支平衡的因素分析 



    通过上文对养老保险金收平衡预测分析可以得出，影响养老保险收支平衡的因素有缴费

率、收缴率、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退休职工平均养老费用情况、在职职工人数、退休职

工人数，进一步分析可知，退休职工人数和退休年龄有关。综上所述，影响养老保险金收支

平衡的直接因素有：缴费率、收缴率、工资替代率、退休年龄、年货币工资增长率等因素。

另外，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大小也是影响养老保险金收支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析辽宁省实

际情况，影响辽宁省养老保险金收支平衡的主要因素有： 

    1．缴费率过高，企业负担重。 

    2．收缴率不高，收缴力度不足。 

    3．替代率高，养老负担加重。 

    辽宁省当前养老保险金的替代率已达到 83 ％。根据具体的精算，我国适宜的替代率为

60％或 60％弱，过高的替代率必然会导致养老费用支出增加，加重企业负担。 

（二）辽宁省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对策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影响养老保险资金收支平衡的因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影响

养老保险金收入的因素，另一类是影响养老保险金支出的因素。根据社会养老保险的运行机

理，平衡养老保险金的可能途径可分为系统内增收节支和系统外投入。前者主要是指扩大统

筹基金的积累（如提高缴费率、扩大统筹覆盖面和提高收缴率）和降低养老金支付水平（如

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提高退休年龄和实行养老金指数化管理等）；后者主要是指政府财政补

偿和分割部分国有资产来补偿等。下面将详细探讨一下系统内增收节支。 

1．扩大社会统筹基金积累 

    在统帐结合的模式下，社会统筹基金的主要功能是相互调剂和再分配，其中包括代际问

的转移支付。在转制成本特定的情况下，统筹基金的扩大能提高该途径的支付能力，因此，

社会统筹基金转制成本的消化有可能从社会统筹基金的扩大中获得一定的支持。 

（1）扩大统筹覆盖面 

（2）确定合理的缴费率 

（3）提高退休年龄 

2．降低支付水平 

（1）降低养老金工资替代率 

（2）养老金指数化管理 

（3）提高退休年龄 

3．选择合理的养老金计发模式 

    经过前面预测模型的确立以及按照模型对辽宁省可行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预测，

我们可以看出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所存在的缺点。如何结合辽宁省的实际情况，改革原有的

养老保险制度，找出一个合理的养老金计发模式，以便使辽宁省安全度过下一世纪的人口老

龄化高峰。 

（1）确定养老金的计发能力及其相关因素以便合理的确定缴费率 



养老金计发能力=全年养老保险费收缴总额／全年养老保险金发放总额 

全年养老保险费收缴总额=缴费职工人数×缴费总比率×年社会平均工资 

全年养老保险发放总额=养老职工人数×平均可比替代率×年社会平均工资 

养老金计发能力=缴费职工人数×缴费总比率/（养老职工人数×平均可比替代率） 

              =赡养比×缴费总比率/平均可比替代率 

缴费总比率的下限=平均可替代率/赡养比 

（2）合理的交费比例的确定 

辽宁省的交费比例由下列因素所决定： 

1）赡养比。 

2）目标替代率。 

3）养老金计发能力。 

4）收缴率。 

（3）基本养老金计发模式的选择 

根据三种不同的个人帐户计法，可以引出三种不同的计发模式及其养老金计法公式，

暂设个人帐户储存额按 120 个月分摊，我们将根据计发原则对他们进行一系列比较，最终

确定最优计发模式。 

1）与个人帐户相对应的三种计发模式  

第一种个人帐户记法记入的缴费包括：第一，个人缴纳的全部养老保险费；第二，企业

按个人缴费基数的一定比例所划入的部分；第三，企业按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定比率所

划入的部分。第二种个人帐户记法记入的基金包括：第一，个人缴纳的全部养老保险费；第

二，企业按个人缴费基数的一定比率所划入的部分。 

2）第一、第二种计发模式的比较 

    一是公平性比较。在第一种模式中，能反映公平性的部分是企业在职职工个人帐户中按

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定比率记入的部分与职工个人的工资无关，有一定的公平意义。但它与职

工缴费年限有关，随缴费年限产生效率。因此，该模式总体的公平性不强，不能有效地接济

缴费年限短的老职工。第二种模式是反映公平性的最固定的社会性养老金。它既与养老职工

的缴费年限无关，也与退休时的工资无关。因此，结构性养老金计发模式充分体现了社会保

障的公平性。 

二是效率性比较。第一种模式表面上充分体现了多缴多得，少缴少得的高效率，对职

工缴费有激励作用。但是，这种高效率在养老保险的实际运行中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恰在更广

的范围内失去了对缴费的激励作用。第二种计发模式以公平为主，突出公平性的同时又适当

地讲求效率，这种结构式的计发模式能够真正地实现多缴多得，少缴少得的效果，可以很好

地控制养老待遇水平，保证最低的保障水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所以，第二种计

发模式应该是我们所选择的。 



四、辽宁省养老保险资金来源渠道及政策措施 

（一）资金的筹集渠道的设计 

1．财政转移方式 

2．固定资产划拨方式 

3．行债券方式 

4．其他可利用方式。如在烟酒销售、高档娱乐场所、个人所得税方面开征养老保险调

节基金等方法，解决部分资金用于养老保险债务。 

（二）政策措施保证 

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发展需要依靠市场机制和政府的作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双重

作用。保证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必须强化政府在这项事业中的领导、

组织、计划、协调、监督功能。鉴于当前辽宁省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将

会出现的矛盾，应着重在以下方面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1．付养老金部分 

（1）最低工资标准制度 

（2）建立离退休金正常调整制度 

2．筹集养老金部分 

（1）制定收缴和划拨部分固定资产作为养老金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2）个人帐户缴纳和个人储蓄养老金规定 

（3）制定家庭养老的责任和义务和行政法规 

3．监管养老金运营部分 

（1）计划管理手段 

（2）组织机构和监督 

五、结论 

通过前面对辽宁省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在 21 世纪的前 10 年内，按现

收现付模式，在现行的缴费率与收缴率下，养老保险基金将出现很大一部分亏空。而解决这

个问题所涉及的要素很多，所有这些都是正在被研究的重要课题。而通过这章的分析，有两

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去解决：一是养老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的有效措施，二是养老

金的债务解决新措施。通过前面分析，再辽宁省现有养老保险覆盖面下，无论怎样扩大收缴

率和缴费率，养老保险还继续出现亏空。所以说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

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养老保险债务问题。养老保险是养老保险不足以抵对基本养老金的差额，

它是当前基本养老保险金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改革面临的棘手问题。本文作者认

为可以成立一个社会保险资金管理公司，此公司专门负责养老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当然，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建议，具体工作实施起来还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 

总之，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它需要许多配套改革支持。特别是辽



宁省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并且人口逐渐走向老龄化，养老保险负担加重，养老保险债务怎

样解决，的确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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