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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政策体系是解决养老资源供需失衡的重要基础 
 

——《中国养老资源供需动态平衡：以快速老龄化为背景》评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王广州 
 

    养老资源供需失衡是中国未来较长时期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新常态背景

下，中国社会经济形势面临新挑战，养老资源供需失衡状况更加严重，在养老资源需求刚性条件

下，迫切需要研究如何有效提升养老资源供给能力。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胡耀岭博士的新著

《中国养老资源供需动态平衡：以快速老龄化为背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 3月出版），

将养老金和养老服务置于包含人口社会经济等要素的总体框架进行统筹分析，探寻经济社会发展

要素对养老资源供给需求的影响机理和传导机制，应用过程控制理论和时变动态平衡理论，构建

养老资源供需动态平衡模型，实证研究不同方案下的养老资源供需平衡状况以及养老资源达到供

需动态平衡所对应的参量指标，并针对制度建设问题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当前养老资源相关政策制度存在着一些掣肘养老事业发展之处，这不仅会影响未来养老资源

需求规模，还将给养老资源供给能力带来严峻挑战。该书对缴费率、替代率、退休年龄等养老资

源供需参数指标进行梳理和系统分析，并对养老保险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参

量指标设置不规范、运行统筹欠缺整体性和资本市场监管不足等问题作出基本判断。同时，还对

养老资源供给需求要素及其相关方面进行分析，养老金可以通过储蓄进行积累，但养老服务不能

提前储蓄，只能由当期劳动就业人口提供，以此为基本出发点，对养老资源供给需求构成要素进

行系统分析，解构养老资源供给需求过程中面临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通过分析养老资源供需动态平衡运行机理，该书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数学模型，模拟不同假设

条件下的供给需求效果。围绕养老资源供需动态平衡三大目标，提出养老资源供需动态平衡路径：

从增加养老资源供给能力、调整养老资源总体需求和提高养老基金投资收益等三个方面着手，进

一步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渐进式缓步提高退休年龄，优化调整参量指标，提高领取养老金资格

条件，积极实施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提高养老基金投资收益率。在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难以

挖潜的情况下，提高养老基金投资收益将是增加养老金收入的重要途径；在劳动力人口供给乏力

背景下，坚持数量、结构和素质“三头”并进，不仅依靠增加养老服务人员数量，更需注重提升

养老服务人员素质，还需将低龄老人作为养老服务人员重要来源。基于此，该书创新性地提出加

强政策制度建设，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该书将名义账户制作为开展实证研究的制度基

础，并引入“社会平均工资”指标，将之作为个人缴费额标准化和养老金计算的主要依据，实现

个人精算平衡和保险精算平衡。同时，该书还提出建立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管理、发放的全国统

筹机制，由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在国家层面设立养老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在省、市、

县设立三级办事机构；加大养老保险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强化公民参与社保意识，明确参保

人员预期，减少其投机博弈行为，体现养老保险征缴强制性；划清养老保障基金存量与增量之间

界限，只有养老保险征缴收入和投资收益所得才可用于支付退休人员养老金，养老保险基金不得

列支任何管理费用，各级办事机构运行费用和人员工资由地方财政预算支付，避免可能存在的

“跑、冒、滴、漏”问题。 

    二是教育培训制度。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步入人口老龄化行列，少子化家庭结构明显，

家庭无力承担养老服务责任，劳动年龄人口既要照顾未成年孩子、又要上班工作，无法全天候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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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老人，由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将是大势所趋。大规模扩充养老服务人员并不现实，提高养老服务

人员素质是关键。该书提出加强教育培训制度建设，养老服务工作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主

要涉及社会工作、护理及其相关专业。该书提出：不仅需要较强的服务意识，还需要掌握医疗护

理知识和相应专业技能，这些技能不能仅仅通过实干中学得到，还必须在上岗前进行专业知识教

育和职业技能鉴定，并在工作过程中进行继续教育与知识培训。 

    三是证券监管制度。养老基金收支缺口逐年扩大将不可避免，迫切需要找到一条从根本上解

决养老基金收支失衡问题的有效路径。在征缴收入和财政拨款难以挖掘潜力的情况下，该书从增

强养老基金“造血”功能出发，提出提升养老保险基金存量资金投资收益率以及加强证券监管制

度建设的新主张：一是加强上市公司监管，重点对上市公司的发行上市、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进

行监管，溯本清源，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第二，加强中介机构监管，主要对中介机构的发行承销、

评估报告和法律意见进行监督，严刑峻法，防止串通舞弊行为；第三，加强对监管者监管，着重

提高监管者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准，规诫劝勉，杜绝不作为、乱作为，结合国家执法大环境和证券

市场所处阶段，逐步完善证券法律法规体系，实现证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为养老保险基金保值

增值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根据该书的研究，当前我国正处于养老资源优化配置和相关政策制度建设的关键阶段，需要

“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克服市场失灵，完善市场环境，鼓励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到积极老龄化建设中来，中国在这方面有着较大的制度优势。该书在理论分析基础上，着

重研究了我国养老资源供需失衡的根本原因及其症结所在，尤其是针对养老金缺口问题，创新性

地提出挖掘养老保险基金存量资金增值潜力，在完善证券监管制度前提下，将养老保险存量资金

投资于成熟稳健上市公司或指数基金，在分享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