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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缴费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关键环节。笔者运用柯布

-道哥拉斯生产函数测算了各缴费主体应承担的适度缴费比例以及 2008 年到

2030 年间财政收入状况。通过分析知，个人缴费率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个人缴

费率还存在较大的提高空间，但企业缴费率超出了能够承受的缴费水平。 

Abstract: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payment and the financial 

affordability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re the key aspects . In order 

to coordinate the individuals, corporati ons and finance on the ability 

of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make the three social security payment reach 

an appropriate level, we use Cobb - 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o esti 

mate the payment of the principal that should bear the appropriate fee, 

as well as the proportion of the revenue situation from 2008 to 2030 . 

As can be see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dividual contributi on rate 

of social security, particularly in rural areas, we conclude that there 

is still a space for individuals to pay a rate . But the contributi on 

rate of enterprise exceeds the affordable level . Therefore, we must 

intensify efforts with financial subsidies to decrease the social 

security fund gap. And rural residents should be gradually put into social 



 

 

secur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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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它是运用经济手段解决社

会问题从而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其运行与一

国财政、储蓄、消费、投资等多种经济因素相关，是政府干预社会分配不公的重

要手段
[1]
。因而，社会保障增长水平满足当今需求的同时，又要满足未来社会发

展的需求。过高和过低的保障水平都会对制度自身运行机制产生不良影响。缴费

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环节。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测度应与

GDP 的增长、投资、消费等经济变量联系起来，从而要避免发生社会保障财政支

出危机。 

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财政日益充盈，政府转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

公共服务品，为国民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从 1998 年到 2008 年，

中国财政社会保障年支出由 596 亿元增长到 5400 亿元左右，年均增长约 30%，

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 5.5%增长到 10.9%。这个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 GDP

的增长速度，但以最近几年 10%～11%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看，相对大部分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仍是一个相当低的比重
[2]
。西方国家公共部门中的社会保

障支出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持续增长，约占 1/3 左右，它成为政府公共支出中最



 

 

大的一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美国 1990 年福利开支占 GDP 的比重达到

30%，德国社会保障开支 1985 年以来一直占 GNP 的 30%，2000 年社会保障与福利

支出占总支出的 28.25%，卫生支出占总支出的 20.50%
[3]
。而且，一些欧美发达

国家的比重在 50%上下，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也在 20%左右。 

所以，确定适度的社会保障缴费水平应兼顾职工个人、企业和国家的财政负

担能力。个人承担社会保障缴费额应在其个人可支配收入范围之内；企业承担社

会保障缴费额应在其经营状况不受太大影响的缴费额度内；财政对社会保障补助

的水平，应在政府的预算内，而不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本文将在中国社会保

障制度目前发展状况下，对职工承担社会保障缴费和国有工业企业缴费的能力以

及财政的负担能力进行了测算和分析。 

二、中国工业企业社会保障缴费能力及财政支出压力分析 

社会保障对职工是一种权益、一种负债，从而对企业来说便是一种负担。特

别是国有企业，如果社会保险缴费支出过大，那么必将会导致产品成本大上升。

为测算出企业的负担比重，笔者以中国国有工业企业为例，考察中国企业承受社

会保障缴费负担的比重和支出压力。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为例
[4]
，在企业产品

的出厂价中，约有 39.4%左右为新增价值。也就是，在 100 元的产品出厂价中，

增加值为 39.4 元。根据辽宁省国有工业企业的一般财务状况
[5]
，在企业产品的

出厂价中，约有 70.9%为中间投入品价值的转移，约有 29.1%左右为新增价值。

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率为 17.4%，所以出厂的增值税率比率为 5.05%。这说明，在

100 元的产品出厂价中，中间投入品占 70.9 元，增加值为 29.1 元，缴纳的增值

税 5.05 元，产品的销售价格为 105.05 元。 

根据以上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一般财务状况，本研究假定大约有了 0.4%为

中间投入品价值的转移，约有 30%左右为新增价值。目前，企业产品缴纳的增值



 

 

税率为 17%，这 17%的增值税率折合成出厂价后的比率为 5.05%。这也就是说，

在 100 元的产品出厂价中，中间投入品占 70 元，增加值为 30 元，缴纳的增值税

5.05 元，产品的销售价格为 105.05 元。根据资料显示
[6]
，日本厚生年金的缴费

率到 2020 年要提高到 34%左右，日本许多企业家认为，企业将无法承受这一负

担，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中国企业养老保险来看，缴费率为 24%，但目

前中国的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如果提高缴费率，势必导致劳动成本会迅速

提高。而根据中国的国情，如果把缴费率提高到 34%，很可能致使目前的工业企

业亏损甚至倒闭。所以，确定企业的社会保障缴费率，应该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

鉴于此，笔者引入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加以说明。 

对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做对数回归方程，可以测算出新增价值中资本和

劳动力要素的贡献比率，即: 

Y=AL
α
K
β                                                              

(1) 

其中，Y 为产出，L 为劳动劳动力要素投入，K 为资本要素投入，α和β分

别代表产出相对于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弹性，并且α=1-β，对(1)作对数变

换，可得: 

LnY=LnA+αLnL+βLnK                                   (2) 

或 LnY=LnA+(1-β)LnL+βLnK                             (3) 

运用表 1 给出了 1998-2006 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工资和资本支出的数

据，利用该数据结合(3)式做回归分析。 

LnY=0.6310+0.7102LnL+0.2907LnK 

(4.6186)(2.5187)(1.9830) 

R
2
=0.876 F=62.124 P=0.000 

回归分析表明，产品新增价值的 71.02%用于支付企业职工工资，29.07%用

于资本所得支出。这表明，在 30 元的新增价值中，有 21.3 元用于支付企业职工

工资，资本所得为 8.7 元。 

从发达国家的工业企业来看，借贷资本和折旧的成本大约占资本报酬的

40%
[7]
。因此，8.7 元的资本报酬中有 3.48 元的资本成本，剩下的 5.22 元为企业

利润。国有工业仅有的 5.22 元的利润，如果这个利润全部用于企业职工社会保

障缴费，这个费用占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 24.51%，但是，从企业和经济的发展



 

 

的角度来看，企业的利润不可能全部用来缴纳职工的社会保障费，企业本身需要

不断的进行资本积累，而获得更大的利润。根据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 1998-2006

年的历年投资率，得到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平均投资率为 16.1%。这意味着，5.22

元的利润中有 16.1%的部分，需要进行资本积累。从而，企业可用于缴纳社会保

障费的资金就只有 4.38 元，故 4.38 元便是企业为其职工缴纳社会保障费的的适

度上限，折合成社会保障费率约为 20.56%。这个比例是企业为在职职工缴费社

会保障费的上限。因此，中国国有工业企业能够承受的社会保障统筹缴费的最高

限度为 24.51%，适度缴费限度为 20.56%。按照目前各地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制度

的缴纳比例和缴纳项目来看，大都如下比例为企业职工缴纳:(1)基本养老保险按

职工缴费基数的 28%左右缴纳，其中企业承担 20%左右；(2)基本医疗保险按职工

缴费基数的 9.5%左右缴纳，其中用人单位承担 7.5%左右，(3)城镇职工失业保险

按职工缴费基数的 3%缴纳左右，其中单位承担 2%左右，非城镇职工失业保险按

职工缴费基数的 2%左右缴纳，全部由企业承担，这个比例将高达 3%。(4)工伤保

险费有企业按比例缴纳(服务业比例为 1.2%左右)，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企业

为职工缴纳生育保险的比例为 1%左右。 

所有这些项目中，企业为职工缴纳的总比例为 31.7%。这一比率比企业所能

承受的最高缴费限度高出 6.63 个百分点，这严重超出了企业所能承受的最大能

力。 

三、个人的社会保障缴费比率和缴费能力分析 

由于目前中国各个行业的差异性，特别是农村居民和农民工收入的不稳定

性，在确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时，个人的承受能力是必需给予重点关注的方面。

按照生命周期理论，职工为使其效用最大化，其收入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收入

用于当前消费，其余部分用于储蓄，以备退休时消费。然而，社会保障制度缴费

的强制性执行了其储蓄功能。假设社会保障制度中个人缴费为 P，当期消费为 C，

c 为个人边际消费倾向，C0不变消费，个人收入为 I，则退休后的消费为:I-C。

故消费为 C=C0+c×I。则分段界限如下:假设职工的全部用来缴纳社会保险费，

其费率为:P/I=(Y-C)/I=(I-C0-c×I)/Y=1-c-C0/I。通过 c、C0及 I，能够确定个

人缴费率的上限。下面根据 1990-2007 年中国农村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和人均



 

 

消费性支出数据，对 C=C0+c×I 式作回归分析。 

经过对 C=C0+c×Y 式的回归分析，可得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的关系: 

Ct=86.077+0.772It 

Se=(20.887)(0.009)R
2
=0.998 

t=(4.121)(85.794)df=16 

p=(0.001)(0.000)F1，8=7353.807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的关系: 

Ct=1081.664+0.819It 

Se=(227.073)(0.032)R
2
=0.975 

t=(4.763)(25.570)df=16 

p=(0.000)(0.000)F1，8=653.848 



 

 

将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的回归方程的

结果分别代入 P/I=(Y-C)/I=(Y-C0-c×I)/Y=1-c-C0/I 式，可得个人 1990-2007

年间对于农村与城镇社会保障缴费所能承受的上限。从测算的农村个人社会保障

缴费比例的上限来看，1990 年为 10.3%，1995 年提高到 17.3%，2000 年为 19.0%，

2007 年更达到 20.7%。根据部分省市农村养老保险革试点来看，个人养老保险缴

费为收入总额的 5%左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中个人为 1%左右的缴费比例，如

果未来为农民建立失业保险，并且假定个人 1%的缴费比例，则农民的个人缴费

率总计为 7%，故社会保障缴费率为 7%，这远远低于 2007 年的 20.7%的缴费率，

说明农民完全能够承受 7%的社会保障缴费率。从测算的城镇个人社会保障缴费

比例的上限来看，1990 年为 17.1%，1995 年提高到 20.8%，2000 年为 21.4%，2007

年更达到 22.2%。而从目前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缴费率来看，基本养老保险

按职工缴费率为 8%左右，基本医疗保险按职工缴费基数的 9.5%左右缴纳，城镇

职工失业保险按职工缴费基数的 3%左右的比率缴纳，生育保险个人按照 1%进行

缴纳。这样总共缴纳社会保障费费率为 21.5%，这也低于 2000 年的缴费上限

(22.2%)。所以总的来说，在社会保障缴费率的个人承担能力方面，农村个人承

担能力远远小于城镇，并且如图 1所示，在 1990-1994 年社会保障个人负担能力

城市远远高于农村，但是 1994-2007 年以来农村社会保障个人比率的增长远远高

于城镇。这说明中国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在逐渐下降，个人对养老保险的缴费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如果把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民工纳入到社会保障范围，则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减少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压力。 



 

 

四、财政能力增长趋势及其对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分析:基于养老保险基金缺

口的测算 

从1995年以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10.7%，逐步增长到2003年的18.6%，

年均增长 1 个百分点，维持这一速度增长，到 2010 年中国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

重将达到 25%左右
[8]
。但这一比例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还

是很低的。发达国家这个比重一般是 35%-50%。而且公共支出领域，发达国家用

于社会保障的支出的资金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 20%-30%
[9]
。与此相比，中国财政

收入的增长率从 1993 年以来，一直比 GDP 的增长率快(如表 3 所示)。其比值在

变化趋势如图 2，从图上可以看出，2005 年到 2007 年期间，这种趋势进一步加

强。而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例还不到 6%，虽然社会保障支出在飞快的增长，

其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 GDP，但是，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比重还

是非常低的。而且由于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也很低，财政对社会保障

制度的支持能力也不可能很大。应当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再分配体制的

改革，中国财政实力会逐步增强，用于支持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能力也将随之加

大。分析基金缺口前必须首先预测财政收入规模。 



 

 

 

(一)对 2008-2030 年中国财政收入规模的预测 

由于财政收入规模的发展趋势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预测未来中国的财政收

入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经济的发展水平；二是国家财政税收政策以及国际经



 

 

济形式的变化。但把所有的相关因素都考虑进去，势必不可操作。由于上年和前

年度的财政收入对当期的财政收入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对未来中国财政收入进

行预测时，用时间序列预测要比用联立方程和结构方程，即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

进去而进行预测更为妥当。 

所以，用以前年份财政收入规模的自回归模型 AR(n)来预测未来年度的财政

收入规模(对 1978 年以来的财政收入用价格指数进行调整)。采用 AR(2)的自回

归模型，预测出财政收入的方程关系式如下: 

Yt=-6354.519+0.9998Yt-1+0.5812Yt-2 

Se=(3216.44)(0.481)(0.651) 

t=(-1.976)(2.079)(0.893) 

R
2
=0.9848，F=97.48 

其中，Yt-1、Yt-2 表示财政收入上年和前年的年度数据，预测出的未来年度

的财政收入规模如表 4 所示，其预测长趋势如图 3 所示，财政收入规模在

2015-2030 年期间速度将上升很快。 



 

 

 

(二)基本养老保险缺口负担费率的估算及财政负担能力分析 

 

由图 4 可以看出，大约在 2018 年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开始出现缺口，即为负

值。并且从 2018 年一直到 2030 年这个缺口的增长速度在逐年增大，2030 年达

到最大为 6735.82 亿元。由于政府作为最后责任人，必需用财政收入来填补这个

缺口。以下选择低、高两个方案来进行弥补缺口的测算(如表 5): 



 

 

 

1.方案 1 2018-2030 年中国财政收入由于弥补养老金的缺口，规模分别

为:210.24 亿元、412.09 亿元、818.21 亿元、1327.82 亿元、2003.48 亿元、

-2289.00 亿元、3219.02 亿元、3687.10 亿元、4163.72 亿元、4829.38 亿元、

5301.37 亿元、6429.0 亿元 5、6735.82 亿元。如果 2018 年到 2030 年期间，中

国财政收入用于弥补养老保险收支缺口的比例为 1 个百分点，在个别年份如

2027-2030 年期间当年的 1%的财政收入用于弥补当年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是不够

的，这四年的基本养老基金缺口高达 23295.6 亿元。而财政补贴以后，仍有

3528.62 亿元的基金缺口。如果目标期间向前推几年，从养老保险基金出现缺口

开始起，即从 2018 年到 2030 年，在这个区间内，通过 1个百分点的财政收入补

贴，便可以完全弥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2018 年到 2030 年间，由于补助基

本养老基金的数额为 53934.61 亿元，而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为 41426.3 亿元。 



 

 

2.方案 2 如果 2018 年到 2030 年期间，中国财政收入用于弥补养老保险收

支缺口的比例为5个百分点，即2018年到2030年期间财政收入规模为:14950.10

亿元、16702.70 亿元、19161.20 亿元、21458.30 亿元、21804. 10 亿元、22984.50

亿元、235330 亿元、24486.30 亿元、24888.50 亿元、25927.30 亿元，而根据

2018-2030 年间的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来看，5%的财政收入足以能够弥补对于年份

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缺口。如果把 2018 年到 2030 年定为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弥补

的目标期间，则 5%的财政收入除了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外仍结余 228246.7 亿

元。 

由表 6 可知，如果采用方案 2 进行养老保险补助，财政在目标期间内

(2018-2030 年)能够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2028 年的补助额达到 2018 年补助

额的 23 倍。在 2028 年之前尽管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增长幅度较大，但始终与财

政补贴额保持较大差距。而从 2028 年起，如果采用方案 2 的财政补助基本能够

用当年的财政补助额来弥补当年社会养老统筹基金的收支赤字，而如果选择方案

1进行养老保险补助，由于财政补助比例为 1%，并且从 2028 年到 2030 年期间，

当年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补助始终处于不能填补阶段。这种情况导致

2028-2030 年间财政补助始终无法完全弥补社会养老基金统筹收支赤字的结果。

但是如果把 2018 到 2030 年作为一个目标期间，这种财政赤字会在目标期间被填

平。 

综上所述，方案 2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比重，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填补

当年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的缺口，而方案 1由于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补助幅

度较小，所以在测算期间内不能解决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在当年的缺口。但方案 1

如果定一个目标期间(如从 2018 到 2030 年，或者更长的目标期间从 2010-2030

年)。图 5 展示了这种预测结果变化趋势，因此，如果用当年财政收入来弥补养

老保险基金缺口需要采用方案 2，如果想在一个目标期间内实现社会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平衡，采用方案 1，即把目标期间锁定为 2018-2030，则可以实现目标期



 

 

间养老基金缺口的弥补。笔者认为，在 2018 年到 2028 年这 10 年期间采用方案

1，而在 2028 年到 2030 年期间采用方案 2能更好的弥补财政缺口。 

 

五、结语 

从目前中国社会保障缴费状况来看，首先是企业的社会保障缴费负担很重，

从笔者具体测算结果看，已经超出了企业最高承受能力，这会严重影响其经营状

况，长期下去会使得企业倒闭和破产。其次，个人缴费能力方面，从第二部分测

算的农村个人社会保障缴费比例的上限来看，农民能够承受 7%的社会保障缴费

率。而且，农村个人承担能力高于城镇，农村个人对社会保障的缴费能力在很大

程度上被低估了。所以说把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民工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范围，并

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统筹会在很大程度上会减轻社会保障统筹基金统筹压力。

最后，从财政的角度看，为减轻企业的缴费压力，保持企业的长远经营能力。应

加强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增长比重应该与

财政收入比重协调增长。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压缩财政

的建设性支出，降低行政管理费过快增长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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