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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关于保险业的会议。

保险研究的很重要的含义是怎么运作保险资金，怎么设立一

种保险的机制。当然保险跟宏观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研究

可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从储蓄反储蓄的角度、从宏观经济

流变化的角度出发。保险业的每一个变化，保险制度的每一

个变化都会对整个社会的储蓄率、整个社会保障的资金的大

小、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意即整个经济社会收入分配的结构

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有一个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社

会保障的问题，毕竟储蓄、反储蓄、养老等等这些问题是宏

观经济里面非常重要的变量。今天，我就从这个角度谈谈对

社会保障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对社会保障这件事，大家分析它的持续发展，比较担心

的是两大问题，保险业、社会保障将来出危机也可能是两大

问题。第一大问题是过去的职工创造出了财富，创造出了价

值，创造出了 GDP，但是他们的养老金没有存起来，被政府

花了，被政府投到了资产里面用掉了，造成了现在所谓的养



老金空账的问题，很多人现在都在研究这个问题。第二个问

题就是现在大家说的老龄化问题。现在中国人口寿命越来越

长，有人分析 2020 年就会出现标准的老龄化特征，付款的

人越来越少，花钱的人越来越多。这两个问题，前一个是过

去的老人谁来养的问题，第二个是未来的老人谁来养的问

题。现在的老人应该由现在的人来养，但现在人的钱不够，

未来也不够，因为未来是年轻人少，老年人多，赚钱的人少，

花钱的人多。 

对这两个问题，我个人持相对乐观的态度。我不太同意

一些人对空账问题的分析意见。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阶

段的特点，不能简单地用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相对来讲比较

平稳的经济情况直接来对照、套用到我们的经济上。中国经

济正在经济起飞阶段，正在高增长阶段，正在工业化阶段。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高增长阶段，新增的就

业人口会大于我们过去的退休的老龄人口。尽管空账问题确

实存在，但是在一个高增长的时期，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加

入了劳动大军，加入了社会保障制度，更多的人在这个时期

存款储蓄，而且社会确实能够在高增长率的情况下创造出一

定的经济剩余的话，解决过去空账的问题应该不是一个大的

难题，这个资源是有的。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社保体制收

支基本上是平衡的。也正是因为基本的平衡，过去有些决策

者把现在的平衡和社保基金空账不平衡给混了，所以觉得社



保机制不存在不平衡的问题。这是两回事。目前来讲社保收

支基本是平衡的；已有这些老人在整个人口当中、在整个现

在非农就业人口当中、在全部缴纳社保金的人当中占的比重

事实上是相对下降的。如果我们保持经济的增长，如果我们

保持非农就业率的增长的话，空账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至于

怎么做，这笔钱怎么出，是财政拿钱还是卖国有资产，这个

钱技术上从哪儿来、怎么转化，这是需要研究的。从我个人

来看，过去的养老金实际上都投入到国有资产里面了，所以

最好的解决办法应该是让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并制订相应的

制度，把国有资产卖出去以后收回的钱里面拿出一块加入社

保基金。这项工作要尽快推进。 

未来的老龄化问题，我觉得也没那么悲观。社保机制面

临的老龄化，在一个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当中，在农民没有加

入社保体制的背景当中是不成问题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

阶段中，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年轻人口将会源源不断地加入

社保体制，加入工业化的大军。整个人口是老龄了，但是就

业人口当中，参加社保的人群当中应该是年轻化，而不是老

龄化。所以，从就业的年龄、从就业的增长、从整个社会经

济的结构变化来讲，我们谈论的社保的人口可能是年轻化。

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人直接把西方国家的老龄化问题套

过来。可是在西方国家是所有的人都参加了社保体制，当然

老龄化以后社保体制会出现大的危机。但是对中国来讲，只



要这些从农业转出来的、加入工业的人口，在工业的就业当

中都参加了社保缴费的话，就不会出现大的危机。现在的问

题是新增的非农就业人口缴费的人太少，我们现在这个制度

不鼓励他们缴费，或者不强制他们缴费。所以真正需要关注

的问题是这个制度怎么能够把这些新增的非农就业人口涵

盖到我们的社保体制中来。社保体制中缴费的人多了，老龄

化的问题就会推迟。这里不是说中国将来就没有老龄化的问

题，只是说中国在社保体制老龄化的问题会逐步推迟，推迟

到比别人更远的一个未来。如果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是二三十

年的话，可以至少推迟二三十年的时间。 

那么，老龄化最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考虑这个问题，

不能光想参加社保的这批人，也不能光想社保的问题，要想

想整个社会的养老问题。最后真正的问题是哪儿的？农业人

口工业化、城市化以后年轻人都出来了，加入新的劳动大军

的不是老年人，最终社会出现的大问题是打工仔出来以后留

在农村里的父母的养老问题，是这一群收入比较低的人将来

的养老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继续维系一些通过家庭制

度家庭纽带实现的社会保障。对未来新增加的非农就业的年

轻人来说，他们的负担很重的。这些人在经济上是弱势群体，

一方面要缴费养当时的社会的老人，另一方面还得想法养自

己家里的农村的老人。这时候，政府和社会该干什么？现在

政府和社会该干的事情不是集中想城里人的社保问题，将来



要想想农村老人的社保问题。农村人本来比较贫穷，养老的

要求没那么高，财政出点钱将来可能不是大问题。问题到最

后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没有问题了。 

这里我想提两个政策建议，一个是对政府，一个是对企

业。对政府的建议是，现在应该赶快实行强制性的、但是灵

活的可携带的个人账户式社保制度，强制尽可能多的非农就

业人口、新增劳动力进入社保机制，强制有更多的人来缴费。

现在的情况是目前的制度有问题，一方面没有强制，另一方

面强制又有差别。当前讨论比较多的企业年金对正规的企业

比较好做，对那些非正规的企业却比较难做，很多私人化的

企业如果正规一下，实际上可以成为一个正规的企业。一个

餐馆有几百个员工，可以很长时间地就业，但因为这些人流

动性很强，稳定性很差，如果没有可流动、可转移的个人账

户的话，老板当然不愿意缴费了，而工人自己也不想缴，也

没有动力要求老板去缴——一个东西带不走，缴了对他的将

来没有好处，现在缴了几十年、以后又根本见不到这个钱，

他宁肯让老板给他加一点工资就不要社保了。在激烈的劳动

力市场压力下，你不给他缴这个钱他也就不要了。所以，赶

紧要强制执行一个利益比较平衡的机制，就是社保的账户是

可带走的，个人账户需要具有灵活性。现在做这件事不仅仅

为了现在，而且是为了将来我们社会保障不出问题，为了将

来有人付费，付我们现在老人的费用，付未来的老龄化的老



人的费用，使更多的人缴费。 

第二个政策建议是针对企业的。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是

不是能够想一些新的产品和建议，针对穷人，针对农村剩下

的那些老人是不是能设计一些险种，比如让我们现在打工的

人能够给他的父母带回一份保险？现在他在城里挣了点钱，

可以缴点钱给他的父母送个礼物，这个礼物是未来的保险。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低端的市场，没人愿意做的市场，但是中

国的人口比较大，做好了也是一个有利润的市场。这么多的

打工仔在外面打工，他的钱不知道怎么花，但是带一份保险，

让他解决他父母未来的保险问题，可能是一个可行的产品开

发思路。这些意见仅供大家参考。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