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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胡木生 张光耀

广东职工社会养老保险
,

自1 9 8 2年起
,

实行了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

社会化变革
,

建立了由国家
、

企业
、

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
,

由全省各

级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负责统一筹集
、

支付离退休费用
,
管理保险基金

,

使职工养老由企业行

为转变为社会行为
。

十年来
,

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
,

从全民所有制
、

城镇集体所

有制企业发展到外商投资企业
、

私营企业
、

乡镇企业
,

从固定职工
、

劳动合同制职工发展到

临时工
、

个体劳动者
。

目前
,

全省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各类职工已达 5 89 万人
,

其中离退休职

工 10 5万人
。

这对增强企业活力
,

维护社会安定
,

发挥了 良好作用
: 一是发挥再分配作用

,

缓

解了新老企业之间退休费负担畸轻畸重的矛盾
,

改善了生产经营的社会环境 ; 二是发挥调剂

作用
,

保障了离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
,

促进了社会安定
。

十年来
,

通过全省各级社会保险机构

发放的离退休费累计 已达 69 亿多元
,

有效地保障子离退体人员的基本生活
石
如 1” 。年企业普

遍面临经济困难时
,

各级社会保险机构采取积极的调剂措施
,

在当年少收 1 8。。多万元统筹金

的情况下
,

多拨付离退休费 1 1 0 0多万元
,

保证离退休人员按规定的标准及时如数地领到了离

退休金` 省
、

市两级社会保险机构还运用所掌握的千分之五的统筹金
,

在地区之间凋剂使用

2 18 9
.

14 万元
,

帮助 30 多个支付统筹金有困难的市
、

县
、

区和一些特困企业渡过了难关
。

三

是发挥监督作用
,

保证了各项养老待遇的发放兑现
,

维护了离退休职工的合法权益
。

但是
,

由于前阶段的改革
,

是在有关法规不健全
、

各种关系没有理顺
、

缺乏综合性长远

性规划的情况下
,

逐项探索
、

逐项出台
、

单项推进的
,

所以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问题
:

一是实施范围小
,

保障能力弱
。

从实施对象上看
,

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主要在全民所

有制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
,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发展起来的多种经济成分
,

如城镇区

街集体企业
、

外商投资企业
、

三来一补
、

私营企业
、

个体工商户及乡镇企业很少参加
,

覆盖

面较小
。

据统计
,

1 9 9 1年末全省各类企业在职职工人数为 6 79
.

邪万人
,

实际参加社会养老保

险的只有 4 2 8
.

8 2万人
,

还有 36
.

89 %的职工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

从管理核算体制上看
,

现行

养老保险是按市县
、

区镇
、

街道或行业统筹
,

又把各种所有制企业
、

各类职工的养老保险分

开核算管理
,

使社会养老保险被纵横划分为小块
,

在窄小的范围内实行
。

这种状况
,

无法充

分运用社会保险的大数法则
,

难以充分发挥养老基金的社会调剂作用
,

尤其难以解决大型老

企业
、

亏损严重的困难企业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间题
。

如全省有四大盐场
、

四大林次单位
,

因

当地承受能力弱
,

至今未按标准参加当地统筹
。

各市县区还有相当数量的解体
、

半解体企业

(主要是二运
、

水运
、

二轻
、

供销
、

合作商业 ) 未纳入统筹
。

二是基金模式不合国情
,

基金运作未能形成 良性循环
。

现行养老保险
,

是采用
“
完全积

累
” 和 “ 现收现付

”
两种基金模式

,

按不 同所有制和用工形式
,

分别组织实施的
。

即 ; 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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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 (指劳动合同制工人
、

临时工 )按
“
完全积累

”
的基金模式

,

作长期的储备 ; 对老职工

(指全民
、

集体固定工 ) 以市
、

县为单位
,

采取
“ 以支定筹

、

略有结余
” 办法

,

实行现收现

付
。

这种
“ 以新养新

、

以老养老
” ,

分别使用
、

互不融通的
“
双轨制

”
基金模式

,

既不适应

我国国情
,

又不符合社会保险的统一性
、

社会性
、

互济性及共担风险原则
,

更不适应我国人

口迅速 “ 老龄化
”
的客观要求

。

第一
, “

完全积累
”
面临贬值威胁

,

难于保证纵向平衡
。

第

二
,

新老职工背向增减引起
“
两笔基金

” 不断增长
,
一方面

,

由于用工制度改革
,

、

劳动合同

制职工人数不断增多
,

向企业征集的储备金额越来越大 ; 另一方面
,

因在职固定工不断减少
,

但离退休职工不断增多
,

离退休费开支日益增大
,

按现行互不融通的
“
双轨制

”
办法

,

只能

向企业征收更多的资金
,

以应付开支的需要
,

这就造成企业要同时支付
“
两笔

”
越来越大的

基金
,

负担越来越重
,

以至无法承受
。

第三
,

当合同制职工完全取代固定职工时
,

已退休的

固定职工还大量存在
,

而其养老基金却断源了
, “

双轨制
”
基金模式将无法运行

。

三是待遇结构不够科学合理
,

缺乏相应的调节机制
。

现行依工龄长短按本人退休时的标

准工资 60 一 75 %计发待遇的办法问题较多
。

第一
,

标准工资这一概念随着分配制度改革已经

淡化
,

广东职工标准工资在工资收入中所占比重
,

由 1 9 7 8年的 85
.

7%降至 42 %
。

按标准工标

计发的退休待遇
,

只相当于在职工资收入的 3 5%左右
,

明显偏低
。

第二
,

按现行办法确定的

退休待遇
,

一经核定就不再变动
,

缺乏随生产发展和工资增长相应调节的机制
,

不能适应物

价变动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
,

难以保障离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
。

第三
,
各级政府为解

决物价变动对职工生活的影响
,

虽采取了增发补贴的措施
,

但名目繁多 (仅国家和省规定的

就有 u 哪
,

补贴额越来越大 (各项补贴几乎 占退休费的一半 )
,

计发办法不一
,

不仅造成

具体管理操作困难
,

而且使退休待遇趋向平均化
。

针对以上间题笔者主张
,

首先法定养老保险应打破不同所有制
、
不同用工形式的界限

,

覆

盖所有企事业单位的全部职工及个体劳动者
,

实行
“ 一体化

”
管理

`

所谓
“ 一体化

”
管理

,

就是对纳入法定养老保险范围的各类劳动者
,

实行统一制度
、

统一基金
、

统一管理
、

统一保

障
。

其核心是统一基金核算
,

充分运用社会保险这一特殊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手段
,

在职工
、

企业
、

地区之间进行调节
,

确保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
,

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
,

并建立

起科学
、

完善的储备基金制度
,

以有效地保证老龄化社会到来时及社会经济发生较大波动时

的给付需要
。

如茂名市及所属县区实行
“ 一体化

”
管理后

,

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增

加 6%
,

月人均离退休费增长 32
。

46 % ,
受益单位增加 10 7个 (受益率提高 5

.

5 4% )
。

特别是实

行基金统一核算
,

改变了全民
、

集体退休费统筹支付率高达百分之一百一十多
,

合同工
、

临

时工养老保险支付率仅为百分之几的状况
,

使综合积累率降低 1 2
.

12 %
,

一年减轻企业 负 担

1 0 0 2
·

8 9万元
。

,

其次
,

采用部分积累模式
,

建立社会基金与个人专户相结合的法定养老保险基金
,

实行

劳动力的 “ 以新养老
、

循环调剂
” 。

所谓
“
部分积累

” ,

即在测算确定基金的缴费比例时
,

以全部职工 (包括固定工
、

合同工
、

临时工 ) 的工资总额为基数
,

按照当时 (测算期内 ) 退

休费用开支的实际需要
,

加上一定的积累储备因素
,

征集的基金大部分用作当时支付退休费

用
,

少部分留作储备
。

它既不像
“
完全积累

”
那样积累率高达 90 %以上

,

也不像
“
现收现付

”

那样没有积累或剩多少算多少
,

而是强调在规划基金总量时
,

预留一定的
、

必需的
、

与基金

支付项目同时并列的储备
,

建立一定的积累金
,

以体现对必要劳动
“
预提积累

”
的性质

,

发

挥
“
蓄水池

” 、 “
缓冲剂

”
作用

,

巩固和发展养老保险制度
,

保证稳妥地渡过退休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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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基金与个人专户相结合
,

即企业单位缴纳的保险费
,

计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
,

属子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职工共同所有
,

用于调剂保障基本退休待遇的支付和必要的储备积

累) 职工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全部计入个人养老专户
,

强制储蓄积累
,

归职工个人所有
,

待退

休时连同本息及营运收益一并转为个人专户养老年金
,

作为其养老保险待遇的一部分按月
几

支

付
。

这种二者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
,
既保留了

“
现收现付 ,, 式费率调整灵活

,

以扩大畏盖面

减轻企业负担
,

体现社会调剂作用的长处
,

避免了缺乏效率
、

缺乏对职工的吸引力的短处 ,

又具有
“ 预提积累

”
式内在的缴费机制的长处

,

避免了费率过高
,

缺乏社会互济性
,

企业双

重负担的短处 ; 并强调给付与缴纳挂钩
,

引入了效率机制
「

,

有利于增强个人自我保障意识
,

体现了国家
、

企业
、

个人三方负担
。

需说明的是
,

这种二者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
,

是借鉴新加坡等国的有益经验
,

结合我省

实际提出的
,

强调建立个人养老专户
,

更强调建立社会共济基金
。

个人养老专户的所有权虽

然归个人所有
,

但平时不能动用
,

待年老退休时才转成养老年金
,

作为养老保险待遇的一部

分按月支付
。

同时
,

由于不是单一的个人专户
,

而是与社会共济相结合
,

实质上
,

这种形式

的个人专户基金只是社会基金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

是社会储备
、

积累金的一部分
。

个人专户

本身虽然役有横向 (职工之间 ) 调剂关系
,

却有纵向 (时间 ) 调剂功能
,

即对 一 个 职 工来

说
,

在职时为年老退休时作储备
,

从而减轻社会负担
。

据预钡j
,

若从 1 9 9 3年起个人按工资总

额的 2
「

%缴纳进入个人专户
,

以后每两年递增费率 1%
,

最高到7 %
,

按平均工龄 34 年计
,

到时

个人专户每月计发的退休费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
,

可达工资收入的2 1%
。

第三
,

实行结构养老金制度
,

建立养老待遇随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的调节机制
。

即法定

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
、

附加养老金和个人专户养老年金组成
,

基础养老金
、

附 加 养

老金由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给付
。

基础养老金
,

按所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计

发
,

并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情况
、

社会平均基本生活费 占工资收入比重的变动情况
,

适当

调整
。

附加养老金
,

根据职工本人的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和缴费年限的一定比例计发
,

并

随所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变动情况
,

适当调整
。

个人专户养老年金 作 为 法 定

养老金的一部分
,

在职工退休时
,

将其本人缴纳储存金额连同利息收益
,

按其领取养老年金

的保证期为十年平均计发
。

如退休职工在保证期内出境定居
,

结存的个人专户养老年金退还

本人 ,如退休职工在保证期内死亡
,

结存的个人专户养老年金退还其法定继承人 , 如退休职工

在领满十年养老年金后仍健在
,

由社会养老基金继续按保证期内平均数支付直至死亡为止
。

第四
,

建立统一的法定养老保险基金核算制度
,

基础养老金实行全省统筹
。

但囿于 目前

我省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退休费负担水平差异较大
,

据测算
,

如果将全部离退休费用按全省

统一的标准征收
、

拨付
,

绝大部分市县需多上缴
,

只有广州
、

佛山等经济发达地区受益
,

年

差额达一亿多元
,

在现行财政体制下难以实行
,

也不符合扶贫政策
。

笔者主张在 起 步 阶 段

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征集和待遇给付先实行两级核算办法
,

即基础养老金实行全省统一核

算 , 附加养老金和个人专户养老金由各市按全省统一的制度分别核算
,

运行一段时间后
,

再

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向全省统一核算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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