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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双轨制”两端渐行渐远
数据显示去年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为42.9%，低于国际警戒水平，不足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替代率二分之一

社保专家根据审计署最
新公布数据得出，2011 年企
业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9%，
低于国际警戒线的50%。

从 2005年到 2011年，我
国企业职工养老金连续 8
年，年年上涨养老金，年均增
长13.4%。

但是对于退休职工来
说，8 年连涨并没有特别大
的感受，生活水平并未有显
著提升。

原因之一就是养老金替
代率一直呈下降趋势。

企业养老金替
代率大幅下降

社保专家褚福灵指
出，2011 年中国企业养
老金替代率为42.9%，远
低于制度预期的58.5%

2012 年 1 月 21 日，人社
部宣布，今年我国企业职工
养 老 金 再 次 调 高 ，涨 幅 为
10%。从 2005 年算起，我国
已经连续八年，年年调高企
业职工养老金。

而国家审计署 8 月发布
的审计报告也显示，从 2005
年至 2011 年，我国企业职工
养老金年均增长 13.4%，由
2005年的每人每月713.25元
提高到 2011 年的每人每月
1516.68元。

审计报告特别指出，和
同 期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CPI）相比，养老金平均上涨
幅度高出 10.03 个百分点。
这也意味着，在过去这七年
中，养老金涨幅跑赢了CPI。

但是，过去这十多年，我
国养老金替代率呈下降趋势。
因此，养老金连年上涨，退休职
工生活水平未有太大提高。

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
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
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
间的比率。

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主
任郑秉文9月3日向新京报记
者介绍，1997 年我国建立职
工养老保险制度时，预期的
平均替代率为58.5%。不过，
这几年平均替代率已经在
50%以下，维持在 40%的水
平，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人社部专家咨询委员会
专家、中央财经大学社保系
主任褚福灵曾专题调研过我
国养老金替代率问题。

褚福灵的调研数据显
示，1999年，我国企业养老金
替代率为 69.18%，到 2002 年
时，已下降到59.28%。

按 照 褚 福 灵 的 测 算 ，
2005年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
率降低到 47.94%水平后，一
直处于45%左右的区间。

2011年我国城镇非私营
单 位 在 岗 职 工 平 均 工 资
42452元，月均约 3537.67元，
而国家审计署近日的审计报
告则显示，2011年，我国企业职
工养老金为月均1516.68元。

褚福灵 9 月 6 日向新京
报记者介绍，若按照这个数
据，可简易计算出，2011年我
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仅为
42.9%。

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
相关数据看，2009 年企业职
工替代率为 47.34%，2011 年
的42.9%，有较大幅度下降。

42.9%替代率
低于国际警戒线

按照国际经验，养
老金替代率低于 50%，
生活水平较退休前会大
幅下降

养老金替代率是衡量养
老金保障水平的一个主要的
数据，替代率下降意味着养
老金的保障水平也相应贬
值，褚福灵解释。

郑秉文介绍，按照国际经
验，养老金替代率大于 70%，
即可维持退休前现有的生活
水平，如果达到60%-70%，即
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如果低
于50%，则生活水平较退休前
会有大幅下降。

简单说，一个普通参保
者，退休当年工资水平10000
元，那么年养老金 6000 元至
7000 元的话，可维持基本生
活水平。如果少于 5000 元，
生活水平就难以维持。

北京市养老金月均水
平 位 居 全 国 第 二 ，企业职
工养老金平均每月 2510 元，
去年月平均工资 4672 元，其
平 均 养 老 金 替 代 率 则 为
53.7%。

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
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养老
金的最低替代率为 55%。北
京的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
已低于国际最低标准。

褚福灵介绍，所以这个
标准仅作参考，但是我国养
老金替代率较低的状况，目
前确是一大现实。

双轨制的“差距”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金替代率连年保持在
100%左右，企业养老金替
代率已不足其二分之一

养老金涨幅跑赢了CPI，但
是却没有跑过工资增长水平。

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1999年之后的年均涨幅超过
14%，而企业退休职工养老
金的年均涨幅不到 11%，用
这样的数据算下来，替代率
自然降低。

褚福灵介绍，“工资水平
增长比较快，远超养老金的
增幅。”

另外，我国养老保险面
临的个人账户空账、养老金
贬值压力，使得养老保险制
度面临着财务风险。

郑秉文认为，在这种背
景下，养老金不可能连年快
速提高涨幅。

实际上，我国养老金的
正常调整机制 2005 年才正
式确定。2005年我国调整养
老金计发办法时，明确要建
立养老金的调整增长机制，
提出可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
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养老金“八连涨”还有着
特殊的背景。

郑秉文介绍，由于企业
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双轨制”，待遇差距较
大。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八
连涨”的一大出发点就是照
顾公平、弥补差异。

事实上，在企业职工养

老金替代率下降的同时，机
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替代率
没有降低，甚至个别有上涨
的现象。

我国建立养老保险制度
时，最初只涉及了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并未将机关事业单位
包含在内，由此形成了养老保
险的“双轨制”。企业职工需
要缴纳参保费，而机关事业单
位人员不用缴费，但是养老金
却要比企业高许多。

褚福灵的调研数据显
示，事业单位养老金替代率
1999 年为 100.92%，2002 年
则为97.49%。机关单位的养
老 金 替 代 率 1999 年 为
101.61%，此后有小幅上涨，
2002年为104.56%。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社保研究所所长李珍介
绍，如今我国企业养老金替
代率已在 40%的水平，而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替代率一
直维持在100%左右。

这也使得企业职工和机
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待
遇差距有加大的趋势。现在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平均替
代率已经是企业职工的两倍
甚至更多。

制度单一的风险

如果企业年金制度
能够建立，可在政府养
老 的 基 础 上 再 增 加
20%-30%，而这项制度
发展并不顺利

褚福灵介绍，要让替代
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从根本上讲，我国的养老保

险就必须建立一个多元的保
障体系，这样才能最大程度
地分散风险。

对此，我国最初的设想
是建立一套企业补充养老保
险制度。早在 1995 年，原劳
动部就出台过一部企业建立
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不过，直到 2004 年，原劳动
部在此基础上出台《企业年
金试行办法》后，这项制度才
真正开始建立。

如果企业年金制度能够
建立，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就
有了“双保险”。中国人民大
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系
主任仇雨临曾测算，按照国
际经验，企业年金能在政府
养 老 金 的 基 础 上 ，再 增 加
20%至30%的替代率。

在我国，企业年金制度
曾被官方和学界寄予厚望。
不过，目前来看，这项制度发
展并不顺利。

人社部 2011 年统计公
报 显 示 ，2011 年 末 全 国 有
4.49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
金，参加职工人数为 1577 万
人；年末企业年金基金累计
结存3570亿元。

郑秉文认为，无论从参
加企业规模、还是参保职工
人数以及基金总量来看，企
业年金都比较弱小，远没有
达到第二支柱的地位和承担
起补充养老金的责任。

而要提高替代率水平，
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增加养老
金的收入来源。这有赖于养
老保险体制的改革，在建立
多元的保障体系的同时，也
要打破现有的双轨制模式，同
时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 点睛

国家审计署 8 月发
布的社保审计报告显示，
从2005年至2011年，我
国企业职工养老金年均
增长13.4%，由2005年的
每人每月713.25元提高
到 2011 年的每人每月
1516.68元，跑赢了CPI。

不过在这些数据背
后，记者却发现，尽管养
老金水平不断提高，但是
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却在
下降，目前已低于国际劳
工组织的最低标准。如
何提高养老金替代率，将
日益变成迫切的问题。

□新京报记者 韩宇明
北京报道 前日，西安市一位老人骑着自行车与执勤男子擦肩而过。近日，社保专家透露，去年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降至42.9%，将影响养老保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