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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从“金字塔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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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晓 杜芳雨 王珍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着重强

调“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提出“通过扩大总量、优化

结构、提高效益，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通过完善国民收

入分配体系，优化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稳步增加养老财富

储备；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增进全体人民的福

祉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养老保障

的财富储备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任务更加突出和艰巨。党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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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报告更是指出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

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本研究聚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障

制度的可持续性，从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优化政府、企业、居民之间

的分配格局，稳步增加养老财富储备的角度，以国民财富养老人口结构

均衡分配理论为依据，设计养老制度新三支柱“橄榄型”结构优化思路，

以期完善已有的“统账结合”养老保险模式。

一、传统“金字塔型”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由原来的企业和单位“劳保”模式向“统账结

合”模式转轨，“老人”的养老支出和“中人”的过渡养老金等同缴费等转

轨成本造成了现有基础养老保险缴费额较高的情况，低收入群体的收

入水平不高决定了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缴费积极性不高和缴费量增长速

度较慢，企业经济效应波动导致很多中小企业不愿意设立企业年金养

老保险，这样就形成了传统养老保险三支柱“底部大、上部小”的“金字

塔型”结构。这种“金字塔型”养老保险，对现阶段养老保障制度转轨和

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是为已经退休的老年人提供了养老金给付，保

证了原有退休职工为社会经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得到应有回报；二是

为养老制度转轨提供了转轨成本补偿；三是推进了中国在人口老龄化

高峰到来之前进必要的制度准备和养老意识变化。但其发展也面临着

制度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

第一，现有养老保险“三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

养老保险）中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发展缓慢。自2004年正式

推行至2022年末，全国企业年金基金的建立企业数量为128 016家，参

与职工人数为3010.29万人，累计基金规模达到2.87万元。职业年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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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截至2022年末全国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达到2.11万亿元，参加人数

约为4300万人。据此粗略统计，2022年末我国养老保险第二支柱合计

累计基金规模超过4.98万亿元，参加人数超过7300万人，仅占第一支

柱基本养老保险参加人数的6.9%。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自2022年

11月25日正式落地到2023年第一季度末，累计开设账户为3038万人，

实际缴费人数仅为900多万人，储存金额仅为182亿元。

第二，老年人口规模与比重上升，劳动人口规模与比重下降，养老

人口供需结构不均衡。2011—2023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

模从9.40亿人下降为8.65亿人，比重从69.8%下降为61.3%，而60岁以

上老年人口规模从1.85亿人增加到2.97亿人，比重则从13.7%上升为

21.1%。在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下，养老保障的经济供给方是劳动人

口，需求方是老年人口。老年人口增加，劳动人口减少，这就从人口结

构上形成了养老“供需”两侧的“二律背反”。

第三，养老保险资金供给缺口越来越大，不可持续的特点与矛盾越

来越突出。2022年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结余

分别为6434.2亿元和1565亿元。倘若剔除财政补贴收入，两类基金的

收支缺口分别为8730.9亿元和1877.2亿元，均已陷入收不抵支状态。

另外，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有限（15年起）与养老金终生给付之间的矛

盾，养老保险缴费人口年限缩短（受教育时间延长）与养老金给付人口

寿命延长之间的矛盾，经济发达地区养老缴费人口流入与欠发达地区

养老缴费人口流出之间的矛盾，养老保险参与率的中断性与养老给付

的持续性之间的矛盾，养老保险缴费人群缴费意愿的被动性与养老金

领取人群领取意愿的主动性之间的矛盾都加剧了养老保险基金供需不

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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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三支柱“橄榄型”养老保障制度要素结构与主要特点

在劳动力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养老金供给有限性和需求

无限性之间的“供需”两侧“二律背反”制约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

展和人民福祉的提升。依据养老保障收入再分配的三个类型（代际横

向收入再分配、个人纵向生命周期再分配、社会财富横向收入再分配），

把养老保障制度划分为“新三支柱”（新第一支柱为代际转移现收现付

养老、新第二支柱为个人生命周期养老、新第三支柱国民财富为再分配

养老）。在不改变原有“统账结合”养老模式的基础上，从传统三支柱

“金字塔型”型养老保险体系向新三支柱“橄榄型”养老保障体系演进。

其中，第一支柱是社会人口代际转移现收现付养老，包括代际转移

基础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个人生命周期三期交叠积累账户养老，包括

个人账户养老保险、职业与企业年金以及个人储蓄养老；第三支柱是国

民财富再分配养老，包括财政转移支付、社保基金、家庭养老以及社会

捐献。这样，原有的“金字塔型”统账结合养老保险模式，就进一步完善

为多层次新三支柱“橄榄型”养老保障模式。在新的养老保障模式中，

“橄榄型”底端为社会统筹现收现付养老金，替代率约为25%；“橄榄型”

中端为个人生命周期缴费积累账户养老金，替代率约为45%；“橄榄型”

顶端为社会财富再分配养老，替代率约为30%。

在具体的养老金给付中，并不是每个老年人都能获得上述所有给

付，达到最高替代率，由于每个人的供需结构不同，其获得的养老金给

付及替代率也不尽相同，其中现收现付基础养老金是“保基本”的养老

保障水平（第一支柱），在此之上的养老保障上限可达到较高水平（第

一、二支柱）和最高水平（第一、二、三支柱）。这样，就构成了多层次、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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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接、养老水平逐层提高的养老制度体系。

这一养老保障体系具有要素增加、结构改变、功能优化、可持续保

障的特点：

（1）要素增加。在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养老和社会

养老的元素。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包括制度中尽量多地纳入全社会

的养老资源和要素，从而形成多要素、多层次的合力。新三支柱养老保

障体系在原来三支柱养老保险基础上，增加了家庭养老、政府财政养

老、社会捐献养老、国家养老基金养老等元素，原来的“三支柱、四个层

次”发展为“新三支柱、八个层次”，养老保障元素的增加为应对人口老

龄化高峰提供更坚实的经济基础。

（2）结构改变。由“金字塔型”结构发展为“橄榄型”结构，见图1。

其结构改变在于：一是养老保障资金结构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稳态

结构；二是个人成为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养老保障资金供给的最大

主体；三是养老保障资金供需结构依据收入再分配性质进行划分；四是

家庭和其他社会元素加入了养老保障的资金供给体系，体现了社会保

障体系的社会化结构和性质。

图1 养老保障新三支柱“橄榄型”要素结构

国家、社会、家庭

个人

企业

社会财富养老收入再分配

个人生命周期养老收入再分配

代际转移养老收入再分配

代际转移养老收入再分配

二次分配社保基金养老

三次分配家庭养老

二次分配财政补贴养老

个人储蓄账户

个人账户

基础养老金

企业/职业年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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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优化。“橄榄型”养老保障结构体现了人口结构养老责任优

化、养老供需结构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优化。在“橄榄型”养老保障结构

中，青年劳动人口、老年人口、少儿人口，以及已经成为劳动力人口但还

在读书的人口，都按照国民财富的养老人口结构，承担相对应的养老资

金的供给责任，从而形成一个全社会人口参与的、具有收入再分配性质

的养老保障体系，实现人口结构养老责任优化。“橄榄型”养老保障制

度，改变了原来以企业为养老保险缴费主体的设计，将国家、单位、家

庭、个人和社会都纳入养老保障资金供给体系，扩大了养老资金来源，

是养老保障资金供需结构的丰富和进一步优化。“橄榄型”养老保障制

度重点运用收入再分配理论，通过代际交叠收入再分配、个人生命周期

收入再分配、社会财富收入再分配三个层次的设计，实现养老收入再分

配结构的优化。

（4）可持续保障。“橄榄型”养老保障模式，具有更多的可持续发展

元素。一是从动态平衡角度说，“橄榄型”资金供需模式具有更大的稳

定性，就如社会分层结构中“橄榄型”社会具有稳定性一样。二是从人

口老龄化角度说，“橄榄型”资金供需模式具有更大的抗风险性，进而具

有更好的可持续发展性。老龄化的压力在于劳动力人口的养老供养能

力和自我生存能力受制于抚养比的压力越来越大，“橄榄型”养老模式

可以分解这种责任和压力，保证未来的老年人口老有所养，劳动人口劳

有所得、劳有所为。

三、助推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优化对策建议

第一，保障“金字塔型”向“橄榄型”发展的梯度对接。养老保险向

养老保障的发展，是原三支柱向新三支柱逐步实现的梯度对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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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展和对接的过程，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对应，与人口老龄化

演变的轨迹相对应，与人们的养老保障意识的增强提升相对应。与经

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相对应，体现为逐步加大个人养老保险缴费比

重，提高第二支柱的资金供给水平，与第一支柱基础养老金保障水平对

接，实现单位缴费为主向个人缴费为主的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演变的

轨迹相对应，体现为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实现以家庭养老为主

向以社会养老为主的转化，实现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给付与基础养老保

险缺口的对接。与人们的养老保障意识的认同提升相对应，体现为逐

渐实现依靠国家和企业养老向依靠个人积累养老的转化。

第二，优化转轨成本，实现财政补偿的可持续性，保障“老人”的经

济福利水平。新三支柱“橄榄型”养老模式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过程，

在过程初期，主要是解决转轨成本问题，在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逐渐降

低过程中，由国家和地方财政补贴转轨成本。这需要对财政养老适度

水平进行测算，实现财政补贴的可持续性，保证“老人”和“中人”经济福

利水平。

第三，优化激励机制，保障与激励联动，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的参与

率，促进企业年金、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发展，促进社会养老捐助的发

展。在建立“橄榄型”多层次养老模式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激励机制如

减免缴费者的税收、给予低收入者低保补贴等，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的参

与率和积极性。

第四，打通城乡梯度对接环节，实现城乡居民养老水平有序对接。

农村老人享受国家给付的养老金，是对城乡劳动福利差的养老补偿。

随着农村年轻劳动力的年龄增长，需要设计他们的养老缴费的起点、缴

费水平及其梯度对接方案，这就需要优化城乡养老保险梯度对接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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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养老水平。

第五，优化养老方式整体效率，整合国家养老责任、个人养老责任、

家庭养老责任、社会养老责任。在老龄化背景下，养老制度优化设计要

整合多层次养老责任和义务，并具体化为养老经济给付的水平分担和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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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中心副主任，辽宁大学社会工作（MSW）研究中心主任。沈阳市

领军人才，沈阳市社会组织登记和评估专家，沈阳市社会工作联合会

副秘书长。辽宁大学青年拔尖人才。主要从事人口福利与社会保障

科研教学工作。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项，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1项，作为子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项目26项，形成了人口生育与女性就业、

人口统计分析预测、社会福利与社会治理研究方向。研究成果获省

政府一等奖3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其他厅级和市级奖励一等

奖5项目，二等奖6项，获副省级以上领导批示4次，辽宁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团省委、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等决策采纳 10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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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负责人筹建辽宁省残疾事业发展研究中心、辽宁省高等学校

水源保护与民生安全协同创新中心两个科研平台。作为项目负责人

主持全国社会工作教育扶贫项目，辽宁大学社会工作（MSW）研究中

心获评青年先进集体。出版专著2部，国家级规划教材1部。在SSCI

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中央级报刊文章1篇。

张文晓，女，1988年10月生，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主持省级研究项目4项，

作为主要参与人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2项，研究成果获省政府一等奖。发表论文1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部，参与撰写研究报告5项，其中有2项得到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

庭司和辽宁省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的采纳。

杜芳雨，女，1990年6月生，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沈阳市领军人才、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委员

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委会委员。长期关注社会保

障与收入再分配相关领域研究，主持省级课题3项，校级课题5项，参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

市级项目十余项。在《中国人口科学》《城市发展研究》《南方人口》

《理论月刊》《地方财政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研究成果被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获得第七届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辽宁省社会科学学术活动青年社科优秀

成果奖、沈阳市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等多项省市级奖项。

王珍珍，女，1986年 7月生，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员，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

学会会员，教育部等平台硕博士论文评审专家，沈阳市拔尖人才。长

期从事人口经济、城市经济研究。在《经济学家》《人口与发展》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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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公开出版学术著作1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子课题1项，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1项；辽宁省哲

学社会科学基金1项，辽宁省教育厅项目2项；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

项目2项；校级项目4项；主要参与国家社科、自科项目2项。研究成

果获省部级奖励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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