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持续的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的数学模型研究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提出了“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的任务：“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

度。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

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近年来，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金制度基本建立，参保覆盖面日益扩大，

退休人员待遇逐年提高，养老保险基金规模不断上升，在制度层面上提前完成了

城市和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全覆盖，成为我们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然

而也面临巨大的挑战。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水平。一方

面资金规模相对较少，保障能力有限，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明显；另一方面资金

管理分散，运营效率不高，保值增值的压力很大。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保障体系

仍将是中国政府未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信春鹰副主任是《社会保险法》的制定者，她指出

中国养老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可持续’”，“我们看当下的欧洲，我们看现在

出现财政危机的那些国家，他们的养老保险无一不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和问题。和

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特殊的问题，像前面几位专家讲的，我们比人家穷，比人

家人口多，‘未富先老’。从制度上来说，我们的制度本身就有很多的缺陷，本身

就很青涩，它是对现实妥协的一个产物。但是同时，这个制度一经产生就遇到了

人口结构快速变化，社会尚未准备好，这些大的问题都出现了，对我们这个制度

是非常大的挑战。” 

由于中国养老保险缴纳与支付同时开始，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在陆家嘴

论坛上承认“中国养老金缺口确实非常大”。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郑秉文给出的数字是 2011 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经超过 2.2
万亿，较 2010 年增加约 5000 亿。世界银行的研究机构在研究我国的养老金问题

研究报告中，认为到 2013 年，中国养老基金缺口达到 18.3 万亿元。在当前养老

制度不变情况下，以后的年份缺口逐年放大。假设 2013 年后中国 GDP 的年增长

率为 6%，到 2033 年时养老金缺口将为惊人的 68.2 万亿元，占当年 GDP 的 38.7%
（见附件 3、4，由于这是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估算，显然比较粗糙）。 

另据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学者高培勇和汪德华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在现有社

保制度框架下，要确保 2020 年中国每个退休者都能领取养老金，以替代率 52.4%
计算，养老金支付缺口都会持续增加。最早在 2015 年，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就会出现支付缺口。两位学者预计，如果现在不能未雨绸缪，及时调整政策，到

2050 年，养老金缺口累积将达到该年 GDP 的 95%。这样巨大的资金缺口，必将

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而现有官方公布的数据却有明显差别。2012 年 6 月 4 日，中国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布了 2011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此

公报是透视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工作成绩的重要窗口，也是解析社会保险最

权威的数据来源。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11 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

结余 1.9497 万亿元，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 1.6895 万亿元，比上年

增长 25.9％，全年基金总支出 1.2765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20.9％。和 2009 年、

2010 年相比，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已由

2010 年当期结余的 2865 亿元增加到 4130 亿元，增幅较大，这有利于缓解部分



 

省市养老金支付压力。但有分析认为：基金征缴收入增长较快是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上述观点分别反映中国养老金现状的不同侧面和未来趋势的不确定性。 

二、现实的情况 

  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确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制度，基

本养老保险是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社会统筹部分由单位负担缴费，

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 20%，个人账户则由职工个人缴费，为个人工资的 8%。

前者“现收现付”，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后者实行长期封闭积累，产

权个人所有的“完全积累”制，原则上不能调剂借用的方式。 

由于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确立之前，企业员工基本无需缴纳养老保险费用，

所以现有的养老保险基金中没有这部分职工的个人账户部分。在养老保险制度设

立之后，这部分职工退休后却要从养老保险基金中领取养老金，这是我国社会保

险制度必须承担的转轨成本的一部分。仅靠统筹账户不足以应对当期发放，加之

各地财政实力不同，多数地区不得不在实际上采用了“现收现付制”的方法，即

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用正在工作人合计缴纳的 28%的月工资来支付现有退休人

员的退休金，现在工作人账户仅仅用来记账，上述 2.5 万亿的记账额由此形成。

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从 2000 年开始了“做实”个人账户试点。截至到 2011
年底，参与试点的辽宁、江苏和山东等 13 个省份共积累个人账户基金达到 2703
亿元，但其与记账额之间的差额，仍达到 2.23 万亿元，此“空账”被舆论定义

成了养老保险“缺口”概念而广为传播。 

三、需要解决的问题 

面临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结构性减速、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下降，社会保障体

系可持续问题亟待解决，必须进行前瞻性研究，否则将形成社会问题。我们应该

承认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规律、借鉴国外、留有余地，既量力而行，又尽力而

为地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本题要求运用数学模型方法研究、解决该问题。

为此，请你们团队做好以下几项工作。（请研究生注意：可以引用有关参考文献

的结论和数学模型，更鼓励创新，独立提出新模型。若引用他人的模型与结论，

必须注明出处，否则视情节轻重，直至作为抄袭处理） 

1，分别建立合乎国情、适应国力的中国城乡居民（含新农保）养老金收入、

支出的宏观数学模型，至少包括替代率（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单位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比率）、缴费率（基本养老保险人均缴费占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

均工资比率）、人口结构、分年龄段死亡率、经济增速、财政补贴、工资水平或

物价指数、投资效益等主要因素，要做到模型结合现实，分多个层次（含企业基

金等），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不考虑分省、分地区模型）。如果使用国

家统计局公布和题目提供数据以外的数据，必须指明出处并向竞赛网站申请张贴

于“资料下载”处，首先公布者可适当加分。 

2，根据你们的数学模型、对养老金缺口的理解和对未来有关情况的合理估

计，估计从今年至 2035 年我国养老金缺口，并说明你们对养老金缺口分析的合

理性。如果全部情况维持不变，按照你们的数学模型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支

矛盾最尖锐的情况发生在什么时间，严重程度如何？考虑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收

入倍增计划，你们的数学模型哪些部分需要调整？ 

3，养老保险制度也是调节社会分配，请你们分析各国养老保险的不同模式，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根据你们建立的数学模型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利用仿真手

段寻找替代率和缴费率的合理区间以保证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性（因为人

口结构、分年龄段死亡率、经济增速、投资效益等主要因素几乎无法人为较大幅

度改动）；在步入良性循环之前，在矛盾最尖锐到来前的过渡期内应该采取哪些

政策措施实现平稳过渡并仿真预测相关政策的效果。 

四．尝试建立第三问增加可调节变量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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