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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其覆盖

范围、保障水平和基金模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一)传统型养老保险。传统型养老保险以美、德、法等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为代表，贯彻“选择性”原则，即并不覆盖全体

国民，而是选择一部分社会成员参加，强调待遇与工资收入

及缴费(税)相关联，因此也可称为“收入关联型养老保险”

。保险对象一般为工薪劳动者，养老保险费由雇主和雇员共

同负担。待遇水平适中，如美国的平均基本养老金替代率

为43%左右。待遇支付方面，一般有利于低收入人群。 (二)

福利型养老保险。福利型养老保险以英、澳、加、日等发达

市场经济国家为代表，贯彻“普惠制”原则，基本养老保险

覆盖全体国民，强调国民皆有年金，因此称为“福利型”或

“普惠制”养老保险。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建立了“老

年年金”；在加拿大，称为“普遍年金”；在日本，称为“

国民年金”。在这一制度下，所有退休国民，均可无条件地

从政府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金。这种养老金与公民的身份、

职业、在职时的工资水平、缴费(税)年限无关，所需资金完

全来源于政府税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普惠制的养老保险

待遇，一般水平很低，不足以维持退休者的基本生活；退休

者要维持自身的基本生活，必须同时加入到其他养老保险计

划之中。 (三)混合型养老保险。原来实行福利型养老保险的

国家，目前大多已经或正在向一种混合型制度转轨。即福利



型养老保险与“收入关联型养老保险”同时并存，共同构成

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在日本，政府建立了“厚生年金

”；在英国称为“附加养老金”；在加拿大称为“收入关联

年金”。这种收入关联型养老保险的待遇，一般要高于普遍

年金的待遇，资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的缴费以及基金的

投资收益。 (四)国家型养老保险。国家型养老保险制度曾经

在大多数计划经济国家实行，以前苏联、东欧国家为代表。

按照“国家统包”的原则，由用人单位缴费，国家统一组织

实施，工人参与管理，待遇标准统一，保障水平较高。我国

在计划经济时期也采用了这种养老保险制度。这种养老保险

制度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

，不利于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不利于

培养劳动者个人的自我保障意识。因此，目前已经或正在退

出国际社会保障领域。 (五)储金型养老保险。储金型养老保

险制度在一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行，以新加坡、智利等国

家为代表，强调自我保障的原则，实行完全积累的基金模式

，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个人养老保险账户或“公积金”账户。

养老保险费用由雇主和雇员共同分担，在参保人退休或遇有

特殊需要时，将个人账户基金定期或一次性支付给个人。这

种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发挥个人的自我保障功能，体现多劳

多得的原则，也能够保障劳动者退休后的基本生活。但是，

这一制度也存在自身缺陷，无法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互济互

助功能，同时普遍面临着如何使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在出

现持续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时将面临困难。目前这种养老保

险制度正在发展过程中，具体走向和实效尚难以预料。一些

欧洲国家，如瑞典、意大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等，



也在基本养老保险中引进了个人账户，但基金实行“空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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