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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将经历全

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老龄

化过程。按照不同的人口预测模型，虽然结论

略有差异，但大部分的专家都相信，在本世纪

40-50 年代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如果

人口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将出现“三个

人中就有一位 65 岁以上老人”的现象，也就

是重度老龄化现象。我国人口基数大，特殊的

人口结构老龄化会持续很长时间。

在应对老龄化挑战中，养老金融体系建设

任务重大。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养老金融体系建

设经验，加快完善我国养老金融体系建设。养

老金融，就是针对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需求的

金融活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养老金金

融，解决年老退出劳动力队伍后的货币收入问

题；二是养老服务金融，老年人虽然不劳动

了，但往往积蓄了一笔资产，有的是货币资

产，有的是非货币资产，这些资产怎么转化为

现金用于养老，就是养老服务金融；三是养老

产业金融，养老产业必须有金融活动支持。世

界各国的发展经验都是如此，老年人往往收入

不高，特别是处在深度老龄化的社会，如果没

有政策和金融早早地介入和支持，老龄产业很

难发展。

养老金问题最近受到很多人关注，因为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与企业养老金制度并轨

了。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这个制度的未来发展趋

势。养老金制度不是我国发明的，最早是由德

国人发明的，当时是现收现付制度。当发达国

家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发现，现收现付制度遇到

了挑战，于是逐步走向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

利用多种筹资方式来解决养老金问题。多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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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就是处理好政府、用人单位 （雇主）、个

人 （雇员） 的三方责任，三方责任共担才能促

进养老金体系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发达国家一开始建设的是现收现付

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的优点就是代际抚养，在

职的年轻人缴费，收缴的钱支付给了退休人

员。该制度的好处还在于制度比较简便，运行

费用低，因为不需要存钱，还可以实现再分配

——低工资的人交得少，但可以拿得相对多一

些。没有大量资金的积累，可以避免资本市场

中的风险。现收现付制度在经济增长，特别是

在工资增长很快的时期很有效，优于积累制。

但是，当人口结构改变时就会出现问题。例

如，过去四个在职人员供养一个退休人员，用

现收现付制度很好办；但是，当两个在职人员

要供养一个退休人员时，现收现付制度就很难

实现。所以，实行现收现付制度的国家都在想

办法改革。

完全积累制是一种劳动者在职时向政府规

定的退休后才能动用的个人账户存钱，退休后

自己领取个人账户中的钱的制度。这种办法优

点是激励性强，有利于形成个人养老的责任，

如果运作得好，对资本市场有好处。但这一制

度的缺点是对资本市场的依赖度高，各种风险

比较大，未来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如果

工资增长速度高过投资收益增长速度，公民会

发现老年时的收益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如

果一个国家从现收现付制度转向完全积累制度

就会有转制成本问题。

正因为两种制度各有优缺点，靠任何一种

制度都不足以应对，都有风险。例如，智利完

全靠个人账户积累，现在发现有很多问题，工

资增长速度快于投资收益的增长速度，退休时

发现养老金不够了。智利现在开始构建多支柱

体系，补上政府主导的第一支柱。发达国家发

现多支柱体系是有利的。第一支柱的目标是保

障基本生活，模式是现收现付，政府主导。在

此基础上建立第二支柱，即职业年金，目标是

形成未来退休收入这一重要的部分，模式是积

累型的，雇主主导，双方缴费，完全积累，市

场化运作。发达国家发现很多雇主不主动建立

第二支柱，于是，推出第三支柱，即个人养老

金，模式也是完全积累制，政府监管，税收优

惠，交税之前做积累，市场化运作。

我们按照三个支柱来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

的情况。以 2016 年数据为例，美国第一支柱

公共养老金存有 2.8 万亿美元，第二支柱职业

养老金 15.4 万亿美元，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

7.9 万亿美元，加起来共计 26.1 万亿美元，相

当于美国2016年当年GDP的140%；中国第一

支柱养老金 4 万亿人民币，职业年金 1 万亿人

民币，第三支柱没有建立，加起来是 5 万亿人

民币，相当于当年 GDP 的 6.8%。经济学家说

中国人存钱不消费，外国人消费不存钱，事实

不是这样。美国政府通过制度设计为美国人民

存了一大笔养老金。美国的老龄化程度不如我

们高，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和老龄化深度比美国

大很多，所以更亟须构建养老金融体系。

发达国家老龄化过程中对养老金的宣传和

讲解非常深入，三方责任清楚，政府承担政策

制定和市场监管责任，对第一支柱兜底，对第

二和第三支柱通过税收进行激励，责任重在监

管。个人在第一支柱中是受益者，也是责任

者，是必须缴费的，如果不缴费就是违法的，

因为这个支柱是社会基本保障，没有主动退出

机制；在第二和第三支柱中则是自愿的，可以

主动投资缴费，也有退出机制。2008 年美国

金融危机爆发时，个人职业年金缴费只有 3%

的人退出，97%的人仍选择继续缴费。

综上，从社会治理角度看，要想应对老龄

化社会的挑战，必须把各方面的责任界定清

楚。从养老金问题可以看出社会治理需要共

治，而绝不仅仅是任何一方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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