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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精算概念  助力社保改革
杨光

会之后，财政支出的重点紧密围绕上述

两个职能展开，在社会事业支出中的头

等大事就是社会保障支出。笔者认为，

由于没有引入精算的概念，难以提高其

精确度，导致这些年来社会保障相关收

支的波动较大。引入精算是社会保障收

支改革的必由之路，既可保证社保资金

的运行高效、可控，又可更好地为社会

发展运行服务。

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亟需引

入精算

根据我国社会保障部门的分类，社

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

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互助等内

容，其中哪些应由财政负担，哪些可由

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而言，提供公共

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我国现阶段财政支出

的根本要义。其投入方向应该包括两个

层次，一方面是各类社会事业，包括社

会保障、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国防、

行政等支出，另一方面是涉及到国计民

生的重大投资事宜，比如经济结构转型

中的重大产业投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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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担，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区分。在

笔者看来，财政的重点应放在社会救

济、社会福利上。社会救济是指国家和

社会对因各种原因无法维持最低生活

水平的公民给予无偿救助的社会保障

制度。救助对象一是无依无靠、没有劳

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包括孤儿、

残疾人以及没有参保且无子女的老人 ；

二是有收入来源，但生活水平低于法定

最低标准的人 ；三是有劳动能力和收

入来源，但由于自然灾害或社会灾害而

一时无法维持生活的人。作为最低层次

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的经费来源主要

是政府财政支出和社会捐赠，应该全额

保障。社会福利则是指政府和社会向老

人、儿童、残疾人等社会中特别需要关

怀的人群，提供必要的社会援助。社会

优抚是指政府和社会对特殊工作者及其

家属予以优待、抚恤和妥善安置。社会

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部分，是对劳动

者在因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而

减少劳动收入时给予经济补偿，使他们

能够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主要包括养老

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等项目。据研究资料显示，

国际上比较公认的有两种社会保障理论

体系 ：一是俾斯麦模式，强调以保险原

则为基础，实行现收现付制，强调权利

与义务相统一，提倡保险费为主，税收

为辅 ；二是贝弗里奇模式，又称为全面

福利模式，不过分强调保险原则，主张

福利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实行现收现付

制，不过分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税

收是更重要的筹资方式。基于我国有限

的财力基础和突出的人口特点，更适合

于俾斯麦模式，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主

要是用人单位和参保人，政府给予资助

并承担最终责任。这就需要有精确的计

算，每期由个人缴费多少、承担多少，

政府资助多少，必须精确。

另外，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过程

中，还有一项支出是国家无法回避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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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就是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遗留的

历史问题，其中一块是职工养老金欠账。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国企上

缴利润比例将达到30%，用于补充社保。

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偿还国家对老职工的

社保欠账是一件很好的政策，需要合理测

算历史欠账，十分有必要引入精算。

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条件已趋于

成熟

从社保资金管理的角度来看，精算

同样重要。过去我们的社会保险没有引

入精算的概念，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效

率不高，在资金较为紧张的年份，会导

致社会保障的功能也受限。由于社保资

金是存放于社保账户的，其余额长期不

动。截至 2014 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累计结余 3.5 万亿元。按照现行政

策，基金投资范围严格限定于银行存款

和购买国债，这虽然对保障基金安全起

到了重要作用，但已不适应基金保值增

值的需要，影响基金的支撑能力和养老

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今年国务院印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首

次允许养老金投资股市，并规定了 30%

的上限，资金可投向股市、股票基金和

平衡型基金，其余可投向国内的可转

债、货币市场工具、资产支持证券、指

数期货和债券期货，以及大型基建项

目。30% 的入市上限在某种程度上说也

是一个精算的概念。因此，作为老百姓

的“保命钱”，社会保险资金的收支必须

引入精算的概念，应算清楚每一期大概

的收支是多少，这些收入中哪些应该是

由参保人缴纳的，哪些应该是由国家补

充的。另外，从微观的层次考虑，还应

算出参保人缴纳的比例与家庭收支的

关系，从而可以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 ；

而国家补充的资金中多少是来自于国

有资本红利，多少来自于税收补偿，也

要有明确界定。这同时也有利于从微观

上设计、完善我国的国有资本收益分配

体系，最终为国有资本收支体系的运行

提供理论基础。

构建与完善社会保险投资运营机制

应该说人口红利正在离我们远去，

预计到“十二五”末，我国 60 岁以上老

年人口将达到 2.21 亿人，占总人口的

比例约 16%，而且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趋势的继续，作为社会保障中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社会保险的支付压力将会越

来越大。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高效、完

善、可持续运行就显得尤为必要。建议

应完善社会保障的立法体系，并构建、

完善可持续的社会保险投资运营机制。

首先，应逐步完善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目前我国

仅有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社会保

险法》以及一些部门法规和规章，应在

法律层面做清晰的规定，把社会保障制

度在资金筹集、运营乃至相关机制的落

实与安排，在法律体系上予以固化，并

形成逐步完善的机制。其次，我国的社

会保障资金必须全额纳入预算并同时遵

循流动性和收益性的原则来进行管理。

从制度上来讲，应实行基金积累制，并

逐步落实记账式个人账户制度。与个人

和企业支付的积累挂钩，不仅能有效约

束资金的运转，还能促进个人积累，不

影响劳动力流动和代际平衡关系。这实

际上是在国家对社保基金集中、高效投

资的基础上，由国家承担保底利率托底

的专项投资制度。第三，应从精算角度

考虑，简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能。目前与

社保有关的管理部门涉及财政部、人社

部、民政部、社保基金、发改委、卫生部、

总工会等，分工有区别又有交叉，责任

不明确。因此应该从全局的角度考虑，

放弃固有的既得利益，简化行政部门职

能，以明确职责，提高效率，更利于政

策的运行操作。 

（作者单位 ：中国财经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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