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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85_BB_E8_c35_46151.htm 在世界60亿总人口中

，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5.78亿,接近10%,中国是世

界上总人口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至今60岁及其以上老年

人已达1.3亿之多，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并且超过了我国

总人口的10％。如果以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为标准,

一旦这一指标超过7%,即可认为该国(或地区)的人口进入了老

龄化进程。当今世界已有50多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主

要是欧美发达国家,70年代中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澳大利亚、

新西兰、日本、香港、新加坡先后步入老龄化的行列，我国

也将在本世纪初进入老龄化阶段。多年以来为解决老有所养

的问题,各国根据自己国情建立起富有特点的养老保险制度,其

中包括以反映贡献与享受相联系的德国模式,反映优厚公共补

贴特点的瑞典模式以及仅对特定低收入者提供的澳大利亚模

式。各种模式，具有情弊，中国养老保险市场何去何从？ 养

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五大险

种中最重要的险种之一。所谓养老保险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

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

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

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这一概念主要包

含以下三层含义：养老保险是在法定范围内的老年人完全或

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后才自动发生作用的。养老保险的目

的是为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

活来源。养老保险是以社会保险为手段来达到保障的目的。



养老保险是世界各国较普遍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养老

保险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参加，

符合养老条件的人，可向社会保险部门领取养老金；养老保

险费用来源，一般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或单位和个人双

方共同负担，实现广泛的社会互济；养老保险具有社会性，

影响很大，享受人多且时间较长，费用支出庞大，必须设置

专门机构，实行现代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 中国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属于"现收现付"模式，即将当年

所收保险费全部用于支付当期应付养老金，没有养老金的积

累；但是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必须改变这一旧

的制度，实施有积累的养老保险制度。进入九十年代以后，

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三个重要法律文件，用以指导中国养老保

险制度的改革。按照这些文件的精神，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开

始由旧的"现收现付"模式向新的模式转变。但由于我国目前

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随着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旧的保险体制与新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不

断加深,养老保险表现在： (1) 保险对象范围过窄。现行的保

险制度,实施范围一般仅限于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事业单

位、国家机关的固定职工。广大农村老年人无法享受养老保

险的待遇,在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思想诱导下,偷生、超生现象严

重，也影响了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 (2) 保障资金筹集渠道单

一，社会保障所需费用巨大,单一的养老保险层次使企业不堪

退休职工养老保险金的重负。国营企业职工迫于退休后老有

所养,伤残后病有所医的考虑,不愿意轻易离开国有单位。这不

仅为人才的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优化组合设置了障碍。 (3) 社

会统筹和个人帐户难结合，个人帐户资金缺乏科学有效的管



理制度。在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的建立过程中，国家、企业

和个人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把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

的资金界限模糊地结合在一个框架中，在缺乏养老保险法律

对个人帐户保护机制的情况下，个人帐户财产很容易被挪用

来弥补社会统筹基金的支付不足。 因此，建设一个完整良好

的养老保险体制，应基于中国养老保险市场目前的弊病，逐

一克服，选择合适的渠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