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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摘 要:目前我国大范围存在企业拖欠或者偷逃养老保险费的现象，究其深层原因，是现行体制自身存在一

些缺陷，如历史债务不清，缴费比例设计不当，个人账户“所有者缺位”等，从而为企业和职工拖欠养老保险费

提供了“负激励”。要减少或避免这种现象，须从其源头—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着手，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中注重利益导向，加强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约束机制，把养老保险制度运作的成本和收益归结到个人身上，

并通过制度来真正地保证其有效运作。有了良好的激励机制，职工就会有个人动机参与养老保险，并且督促

企业按时交足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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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企业改革:

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现象在全国普遍存在。

从征缴率来看，据有关部门统计，1AA. 年至 .//1
年 1/ 年间，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征缴

率一直在 >/DE</D之间，通过采取多种措施清欠

后，清理成效比较可观。但从总体上看，往往是清

回的赶不上新欠的多，基金的综合征缴率始终没

有超过 ACD。从欠费情况来看，1AAA 年底全国企

业累计欠费为 ?<? 亿元。.//1 年欠费千万元以上

的企业有 ./> 个。截至 .//. 年底，全国拖欠职工

养老保险费企业的总数超过了 ?/ 万户，累计拖欠

职工养老保险费 ==/ 亿，其中欠费千万元的企业

就有 .11 户。企业拖欠养老保险费造成了现实养

老基金支付的困难，是近年来养老体系巨额赤字

的重要原因，成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发展

的瓶颈。

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主要表现为两种行为。

第一，拖欠。一些企业效益低下，有的甚至处于停

产、半停产状态，没有能力和条件缴纳养老金。一

些经营效益良好的企业则相互攀比，认为养老保

险是“杀富济贫”，因而以各种借口拒绝缴费。那些

职工年龄结构偏年轻的非公有企业拒缴的情况往

往更严重。第二，偷逃。具体方式包括瞒报职工人

数，低报缴费工资总额等。据统计显示，./// 年参

加养老保险基金统筹的职工已超过 1 亿人，可实

际缴费人数却不到 AC// 万人，缴费基数为人均

>C0/ 元，而同期全国在岗职工人均工资为 A1<A
元，两者相差 10.A 元，若按 ACD的收缴率和 ./D
的费率计算，一年基金就要流失 ?// 亿元。

撇开因企业效益不好确实无力缴纳养老保险

费的特殊情况，本文重点探讨有能力缴费而故意

拖欠的问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初衷本是为减轻

企业负担，为职工退休后提供生活来源保障，按理

来说，企业和职工都应拥护，但为什么事实上，对于

那些能够正常运转的企业，其拖欠养老金的“故意”

色彩却如此浓厚？为什么制度运行的结果与制度设

计的初衷背离？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王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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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欠缴养老金是由以下因素引起

的 ：首 先 ，缴 费 主 体 缴 费 意 识 淡 薄 ，本 位 思 想 严

重，不愿意交；其次，社会保险机构征缴不力，助

长了用人单位拒缴、拖欠和漏缴养老金的风气和

态势。不可否认，这是养老保险金欠费的重要原

因，但这些原因只是问题或现象的显现化和表面

化，究其深层原因，却不是这么简单。

现代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具有激励功能，

高效率的制度能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制度对社

会集团和个人行为的影响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正

面作用，表现为正激励；一种是负面作用，表现为

负激励。反思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我国现

行的“统账结合”制在目标模式的设置上，试图把

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和储蓄这两个功能结

合在一起，从而把社会互济和自我保障、公平和

效率结合起来。但在现实的实施中却暴露出其自

身的一些缺陷，为企业和职工拖欠养老保险费提

供了“负激励”。

我国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

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改革而形成的政府隐性

负债构成了我国养老保险的转制成本，如何认定

并消化这些历史债务，国家始终没有明确的政策

界定，而责任不清问题带来的直接结果不仅企业

和个人承担“双重负担”，个人账户被挪用来弥补

社会统筹账户的缺口，同时，还给了地方以提高

缴费率的借口。由此产生的更严重的后果是 !（"）

个人账户逐步“空账”化#个人账户的空账化更使

得个人缺乏激励去缴费，部分积累的体制难以维

持；（$）缴费率的不断上扬。太高的缴费率使得企

业的参与成本上升# 这使得企业以各种形式来逃

避责任，如发展地下经济、减少名义工资或者干

脆不缴费等，选择不参与是企业的理性行为。另

一方面，提高了社会保障的门槛，不利于提高养

老保险的覆盖面。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主要 由 三 部

分构成：国家机关统筹、国家机关下的行业统筹

和企业统筹。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使得国有、集体

企业的离退休职工较多，养老负担较重，而三资

和个人企业中的职工年龄结构比较合理，没有养

老的负担。把二者放在一起统筹，而将国家公务

员、国家部委行业单独列出，实际上是让三资企

业、个体企业以及国有、集体企业共同承担养老

体制改革带来的风险，这对上述企业是不公平

的，也与保险的本质相违背。这也是某些效益较

好的企业不愿意缴纳保费的原因之一。

目前企业在实行部分积累制后的实 际 缴 费

比例通常占企业工资总额的 $%&，但在实际征集

工作中却造成了企业之间新的负担不均。不同地

区、不同行业、不同的企业职工年龄构成、不同行

业的盈利水平等客观差异的存在# 不可能 “一刀

切”地以一个比例征缴养老金。另一方面，在缴纳

的保险费中，大约有 $ ’ ( 到 ( ’ ) 用于社会统筹，

而划为“个人账户”的资金只是一小部分，因此，

名义上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资金的比例失衡导

致养老金的给付与个人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在没

有明确的利益关系下，人们往往会看不到缴纳的

养老保险费带给他们的预期利益，缴费就被他们

视为一种负担，“经济人”的假设就会驱使个人、

企业等缴费主体千方百计地少缴保险费，在下级

与上级、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的现象就不可避免了。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个人缴费年限累计

满 "* 年的，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

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退休

后基础养老金标准为当地职工上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的 $%&# 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本人账

户累计储存余额除以 "$%。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

满 "* 年的#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 #其个

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支付给本人。这实际上规定了

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 由此带来以下问

题：缴费年限超过 "* 年的，其基础养老金标准与

缴费年限刚满 "* 年是同样的，由于基础养老金

在基本养老金的构成中占较大比重# 而个人账户

养老金对享受基本养老金待遇影响较小。因此，

造成部分职工以 "* 年为限设定缴费目标参保。

更有甚者，往往等到接近 )* 岁时再参保；有的缴

够了 "* 年就不再缴费了；还有年龄稍大一点的，

觉得反正到达退休年龄时缴费达不到 "* 年#干脆

一、历史债务责任不清，导致企业逆向

选择

二、制度分割，覆盖面窄

三、缴费比例设计不当

四、缴费年限设置过低，难以体现多缴

多得

(+— —



就不参保了。社会养老保险金制度的应有之意应

该是多缴多得!这一点目前却难以体现。

当前!我国个人账户中的养老基金实质上是缴

费人的资本或劳动收入的一部分!所以，从经济学

上的产权明晰这一原则出发!理应成立一个代表缴

费人利益的组织来对这部分基金进行管理。而我国

目前的情况却是由当地政府代管!政府成为养老基

金托管人。所以!我国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

际上就处于“所有者缺位”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发
生融资困难和基金普遍被挪用的情况!也就不足为

奇了。对于缴费者来说，由于产权界定不清，形式上

的个人账户!更使得个人缺乏激励去督促企业缴费

"事实上，我国目前工会力量的乏力以及就业形式

的紧张，使企业形成一种垄断，寄希望于个人对企

业进行监督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

个人之间更可能达成一种协议，企业以隐性工资如

实物、津贴形式给工人增加福利!而减少缴费。而职

工则进行个人储蓄养老。我国目前企业缴费率的下

降和个人储蓄率的居高不下都与此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大范围存在的企业拖欠、

拒交或者逃避参与养老保险的现象的根本原因在

于现行体制没有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缴费动机。缴

费大部分用于再分配、个人账户空账化及其回报

率过低等都是降低缴费积极性的因素。社会基本

养老保险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强制性，但仅靠强制

实施还不够，还需要有利益导向，有激励约束机

制。制度激励要通过界定产权来实现，因产权能够

帮助人们形成对自身经济行为的预期，并根据这

种预期来决策，以此调整或改变经济行为。

一个有效的养老保险体制安排的关键就在于

如何把其运作的成本和收益归结到个人身上，并

通过制度来真正地保证其有效运作。在我国目前

的情况下，进一步改革养老保险体制，理顺个人和

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是减少管理成本，实现养老保

险制度顺利转轨的关键。而激励机制设计的关键

是减少“大锅饭”的成分，把企业和职工对养老金

的贡献都存入个人账户，交由职业投资机构管理，

以获得安全的不低于个人投资收益的合理回报。

有了良好的激励机制，职工就会有个人动机参与

养老保险，并且督促企业按时交足保险费。

五、个人账户“所有者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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