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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保”精算模型的建立与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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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新农保”制度运行机理,建立了个人账户的精算模型,并结合人口寿命分布模型,预测新农保

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收支缺口。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参加新农保比直接在银行储蓄获得的收益更大,新农保值得

参保;参保方式多样化,参保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年龄、参保喜好、收入水平以及预期期望可领取的养老金水

平来选择开始参保年龄、缴费水平和缴费年限;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存在21%的缺口,不过缺口额占GDP的

比例较小,并且增长缓慢,政府将有较充裕的时间对制度进行改进。“新农保”基金缺口产生的原因是制度设计

的不合理,应适时调整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和退休年龄或者将个人账户养老金进行市场化投资运营,来保

障新农保基金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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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正式提出了建立个

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农保”)。“新农保”采用社

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财务模式,社会统筹由

政府财政承担;个人账户实行完全积累制,由个人缴

费、集体补助以及政府补贴三部分构成。虽然新农

保基金个人账户是实账运行,不会像城职保的个人

账户出现空账问题,但可能会由于收支不平衡产生

基金缺口。新农保基金收支是否平衡? 如果不平衡

而产生的基金缺口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消除? 新

农保作为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最主要的内容,其养老

金是否能够保障参保人的基本生活? 这些问题影响

着新农保体系的可持续性。因此研究新农保制度运

行机理,建立精算模型、测算养老金发放水平以及基

金缺口,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回顾

  “新农保”试点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引起了学

术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过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

在制度理念、保险模式、财政补贴效应等定性分析,

而对制度的定量分析文献较少,并且由于“新农保”
制度实施时间较短,实证研究也不多见,现有的定量

分析主要是建立精算模型[1]、测算新农保替代率[2]、

财政补贴激励效应[3-5]以及测算新农保基金收支是

否平衡[6-7]等方面。根据精算模型测算的结果来看,
参保年龄、缴费档次的选择、收入增长率和缴费方式

等因素对个人账户替代率水平都有很大的影响[2]。
而现行的固定额度缴费模式下,在缴费超过一定时

期后,会导致缴费时间越长,个人账户替代率越低,
并且大龄参保人在选择较低缴费档次时替代率超低

根本起不到保障作用[4]。从调查的数据来看,政府

对个人账户的缴费补贴机制,不足以激励参保人选

择较高的缴费档次,试点地区的多数参保人都选择

最低缴费档次[4]。金刚等认为只有在较高的政策信

任程度或较高的边际补贴水平条件下,“差别化”缴
费补贴方式才能有效激励参保人提高缴费档次[5]。
这是新农保最低消费档次格外“受宠”的主要原

因[3]。因此,我国现行新农保的缴费补贴机制没有

明显的激励效应。对于构建精算模型测算新农保养

老金收支平衡,有以人口结构变化、缴费率和替代率

为基础计算养老金收支缺口[6],也有以保险精算平

衡为基础计算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系数[7]。赵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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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认为如果不发生特别重大的事件,我国目前的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本上是可以度过老龄化阶段

的[6];但王翠琴等认为我国目前的计发系数过小,个
人账户将来会存在收不抵支的风险[7]。新农保作为

基本公共服务重要内容,承担着确保广大农村居民

能够享受养老保障权利的使命,其运行中面临着难

以“保基本”、“广覆盖”和“可持续”等多重风险[8]。
截至2013年年底,新农保已基本实现全覆盖,但“保
基本”风险和“可持续”风险仍然比较严重。较低的

缴费水平导致较低的养老金替代率,因而不能保障

参保人的基本生活。当新农保基金收支不平衡,其
产生的缺口将由政府承担,到一定程度,新农保制度

将无法持续运行下去。对于新农保是否能够平衡发

展,众多学者得出的结论并不统一。本文拟建立新

农保个人账户的精算模型,针对不同需求的参保人

给出参保方案,并结合人口寿命分布,测算新农保基

金收支缺口,衡量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并提出相

应的政策建议。

  二、新农保精算模型的建立

  根据《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

指导意见》,“新农保”基金收入来自于个人缴费、集
体补助和政府补贴3个渠道,养老金发放包括基础

养老金和积累制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

1.“新农保”基金的来源

(1)个人缴费。目前缴费标准设定为100元、

200元、300元、400元和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缴费

档次,多缴多得。
(2)集体补助。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

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委会召开民主会议民

主决定。
(3)政府补贴。基础养老金有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承担,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应当对参保人

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对
于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可以给予适当鼓励。

从“新农保”基金的收入来源来看,基础养老金

全部来自于政府补贴,个人账户养老金主要来自于

个人缴费,部分资金来源于政府补贴和集体补助。
由于基础养老金全部由政府承担,因此支出部分不

考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支出主要是每

个月从个人账户发放的那部分养老金的累计值。个

人账户养老金月计发标准是个人账户全部储蓄额

除以139(与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计发系数

相同)。“新农保”基金收入来源与支出见图1。

图1 “新农保”收入来源与支出

  2.模型基本假设

(1)假设参保人在整个参保期间选择同一标准

的缴费档次。
(2)假设参保人可以选择缴费年限,即缴满15

年后可以结束缴费也可以继续缴费。为了简化计

算,要求保持缴费期间的连续性,不考虑退保,对于

超过45岁开始参保的,不考虑补缴费。
(3)假设不考虑集体补助。制度对集体补助这

一项没有硬性要求,只要求有条件的村集体进行补

助,在形成制度性制约前,集体补助实际到位资金是

非常少的。绝大部分地区没有集体补助资金。
(4)假设不同缴费档次的政府补贴相同。虽然

政策规定,对于较高缴费档次可以适当给予鼓励,但
是实际运行中,鼓励资金很少,大多数地区对所有缴

费档次都采取了“一刀切”补贴30元的方式,可以忽

略不计鼓励资金。
(5)假设参保人每年年初一次性领取当年养

老金。
(6)假设参保人如果在60岁之前死亡,则家属

领取该参保人个人账户自己缴费部分的累计额;如
果在60岁以后死亡,该参保人个人账户累计额划入

统筹部分,给个人账户余额不够的参保人发放养老

金。“新农保”文件规定,参保人死亡,个人账户中的

资金余额,除政府补贴外,可以依法继承;政府补贴

余额用于继续支付其他参保人的养老金。但是在实

际运行中,当参保人开始领取养老金后,个人账户已

经无法区分政府补贴部分所占比例,并且如果当个

人账户有剩余就被继承,而当个人账户余额不足就

要政府补贴,那么这个制度一定是不可持续的。因

此假设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参保人死后,其个人

账户余额用来支付其他参保人的养老金。

3.精算模型的建立

y:初始参保年龄(y≥16);

s:缴费结束年龄(s≤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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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参保人死亡年龄;

x:每年的个人缴费额;

g:每年的政府补贴;

r:个人账户养老金积累的年计息率;

M :参保人退休时的个人账户全部储蓄额;

P:参保人领取养老金总额在其退休年龄时的

现值。
根据政策可知,参保人无论男女,都是从60岁

开始领取养老金,因此参保人的退休年龄为60岁。
参保人60岁退休时个人账户余额 M 可由式(1)计
算出:

M = (x+g)∑
s-y

i=1

(1+r)s-y-i+1×(1+r)60-s

= (x+g)(1+r)60-s+1
(1+r)s-y -1

r
(1)

由图1可知,参保人每个月从个人账户领取的

养老金为M/139元,根据参保人的死亡年龄以及个

人账户年计息率,可计算出参保人领取养老金总额

在其60岁时的现值P:

P=12M/139×∑
n-60

j=1
1/(1+r)j-1

  =12M139
·1+r

r
(1-1/(1+r)n-60) (2)

式(2)中,当P=M 时,表示参保人个人账户养

老金刚好支付参保人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当P<
M 时,表示参保人个人账户养老金在支付参保人退

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后还有余额;当P>M 时,表示

参保人个人账户养老金不够支付参保人退休后领取

的养老金,需要地方财政填补。
从M 的表达式可以看出,参保人退休后每个月

能领取的养老金与缴费档次、政府补贴、开始缴费年

龄、缴费年限以及年计息率有关。对于参保人来说,
缴费档次和缴费年限是影响退休后可以领取的养老

金的最主要因素。当缴费档次和政府补贴固定之

后,即使缴费年限相同,选择不同时段缴费最后领取

的养老金也不同,即不同时间上缴相同的养老保险

金,最后可以领取的养老金不同。故可利用此公式,
计算不同缴费档次、不同缴费年限、不同缴费时段可

以领取的养老金,这样可以给参保农民选择如何缴

费的建议。
从P 的表达式来看,P 与M 的关系由个人账

户养老金积累的年计息率r 和参保人的寿命(死亡

年龄)n决定。个人账户养老金积累的年计息率一

般采用银行一年定期利率来计算,在市场经济稳定

的情形下,利率也是稳定的,因此年计息率不会有太

大波动,可以假设为定值。人的寿命是随机的,一般

而言,研究者会计算出一个人的平均寿命或者期望

寿命,从而衡量“新农保”基金是否是自给自足的。
但是从P 的表达式可以看出,P 与n 并非线性关

系,而是指数关系,因此利用平均寿命来计算并不合

理。将参保人寿命作为随机变量,计算不同寿命下

的可领取养老金现值,利用人的寿命分布函数,计算

出参保人可领取养老金现值的期望值,这个期望值

比通过平均寿命计算出的养老金现值更合理。

4.人口寿命分布模型

设人的寿命 X 遵循概率分布F(x),F(x)表

示一个人出生后活到x岁的概率。考虑到年龄是按

整数划分的,则X∈[0,1,2,…]。活到x岁的人在

年龄区间[x,x+1)的死亡概率为Dx=P{x≤X<
x+1|X≥x}。F(x)可以表示为式(3):

F(0)=D0

F(i+1)= [1-∑
i

j=0
F(j)]·Di+{ 1

(3)

假设有一个特定的群体,第1年初出生了Y0 人

口,即第1年初0岁人口数为Y0,在这一年中0岁

死亡人口为d0,这群人寿命为0岁的概率为d0
Y0
,0

岁的死亡率为d0
Y0
;第2年初1岁人口数为Y0-d0,

第2年1岁的死亡人口为d1,这群人寿命为1岁的

概 率 为 d1
Y0
,1 岁 的 死 亡 率 为 d1

Y0-d0 =

d1
Y0(1-d0/Y0)

;第3年初2岁人口数为Y0-d0-

d1,第3年2岁的死亡人口为d2,这群人寿命为2岁

的概 率 为 d2
Y0
,2 岁 的 死 亡 率 为 d2

Y0-d0-d1 =

d2
Y0(1-d0/Y0-d1/Y0)

;第i+1年初i岁人口数

为Y0-∑
i-1

j=0
dj,第i+1年i岁的死亡人口为di,则

这群人寿命为i的概率为 di

Y0
,i岁的死亡率为

di

Y0-∑
i-1

j=0
dj

= di

Y0(1-∑
i-1

j=0
dj/Y0)

。如此循环下去,

正好描述了上面的F(x)。
这是一个同时出生的特定人口群体,记录从第

一个到最后一个死亡期间每一年的死亡人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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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记录100年左右的数据,要得到这样的资料很

困难。在现实的人口调查中都是从一个截面对某个

年份这段时间内记录一个人口群体的死亡和生存经

历。从人口统计资料中可以得到某一年中一群人口

分年龄段的死亡率,当这群人之间都是相互独立时,
可以利用他们的分年龄段死亡率数据作为Dx 的估

计。实际中只要抽样是随机的,那么每个人的数据

就是独立的。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农村人口分年龄段死亡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

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07-2010,2012)。根据新农

保政策规定,个人缴费额取100元、200元、300元、

400元、500元;初始参保年龄从16岁取到59岁;由
于45岁以下的缴费至少为15年,因此缴费结束年

龄最 小 为31岁,最 大 为60 岁;政 府 补 贴 为30

元/年。个人账户年计息率按人命币一年定期存款

利率3.3% 计算。

2.如何选择参保方案

初始参保年龄从16岁取到59岁,因为45岁以

下的缴费至少为15年,因此缴费结束年龄至少为

31岁,最大为60岁。政府补贴为30元/年,个人账

户年计息率按人命币一年定期存款利率3.3%计

算。根据前面式(1)中精算模型,分别计算5个缴费

档次的参保农民退休后每月可以领取的养老金,部
分计算结果见表1(不包括每月55元的基础养

老金)。
从表1来看,个人缴费提高一倍,每月领取的养

老金没有增加一倍,因为政府补贴固定了,没有随着

缴费档次提高而增加。特别是45岁以后年龄较大

的中年人,缴费档次提高,每月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增

加的越不明显。鲁欢对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400户

农 户进行了调查,有88%的农户选择最低缴费档
表1 参保农民退休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

停缴年龄 参保年龄
缴费档次/(元/月)

100 200 300 400 500
31 16 47.10 83.33 119.55 155.78 192.01

35
16 56.24 99.50 142.76 186.02 229.28
20 41.36 73.18 104.99 136.81 168.63

40
16 66.12 116.98 167.84 218.69 269.55
20 51.24 90.65 130.07 169.48 208.90
25 35.16 62.21 89.26 116.31 143.36

45

16 74.51 131.83 189.15 246.47 303.79
20 59.64 105.51 151.39 197.26 243.14
25 43.56 77.07 110.58 144.09 177.60
30 29.89 52.89 75.89 98.88 121.88

50

16 81.65 144.46 207.28 270.09 332.90
20 66.78 118.14 169.51 220.88 272.24
25 50.70 89.70 128.70 167.70 206.70
30 37.03 65.52 94.01 122.50 150.98
35 25.41 44.96 64.51 84.06 103.61

55

16 87.72 155.20 222.68 290.16 357.64
20 72.85 128.88 184.92 240.95 296.99
25 56.77 100.44 144.11 187.78 231.45
30 43.10 76.26 109.42 142.57 175.73
35 31.48 55.70 79.92 104.14 128.36
40 21.61 38.23 54.85 71.47 88.09

60

16 92.88 164.33 235.78 307.23 378.68
20 78.01 138.01 198.02 258.02 318.02
25 61.93 109.57 157.21 204.85 252.49
30 48.26 85.39 122.52 159.64 196.77
35 36.64 64.83 93.02 121.21 149.40
40 26.77 47.36 67.95 88.54 109.13
45 18.37 32.50 46.63 60.76 74.89
50 11.23 19.87 28.51 37.14 45.78
55 5.16 9.13 13.10 17.07 21.04
59 0.97 1.71 2.45 3.20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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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户收入限制和政府补贴

缺乏弹性[3]。因此想要鼓励参保农民选择较高缴费

档次,需要差别化的政府补贴。在现行制度下,参保

农民更倾向于最低缴费档次。最低缴费档次每年缴

费100元,如果是从45岁开始缴费,连续缴费15
年,退休每月可领取18.37元;如果是从16岁开始

缴费,连续缴费直到60岁,退休后每月领取92.88
元。可以看出,缴费年限对退休后每月领取养老金

数额影响最大。因为每缴费一年,政府就会补贴一

次,对于最低缴费档次,政府补贴占30%,个人账户

增值比储蓄大很多。对于养老保险,秉承的原则就

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本文建立的精算模型正好体

现了这个原则。
“新农保”刚实施不久,农民对政府并不完全信

任,一般都会选择最低的缴费档次和缴费年限。而

对于相同缴费年限15年,16岁开始缴费与45岁开

始缴费,退休后可领取的养老金相差也很大,16岁

开始缴费是45岁开始缴费的2.56倍。因此,可以

看出尽早缴费可以获取更多的养老金。而现在很多

年轻人更喜欢现时消费,不愿意太早缴纳养老保险,
如果提供多种退休后能领取相同养老金的参保方

案,参保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缴费档次、
开始缴费时间和缴费年限。

如果参保人希望退休后每月能够领取100元的

养老金,除去政府补贴的55元基础养老金,则个人

账户养老金需要承担45元。对于参保人希望退休

后个人账户养老金每月可领取45元,以下提供几种

不同的参保方案选择(不是全部的可选择方案):

①16岁开始缴费,连续缴费15年,每年缴费100
元,退休后每月领取47.10元;②30岁开始缴费,连
续缴费30年,每年缴费100元,退休后每月领取

48.26元;③35岁开始缴费,连续缴费15年,每年缴

费200元,退休后每月领取44.96元;④45岁开始

缴费,连续缴费15年,每年缴费300元,退休后每月

领取46.63元。
其中,方案①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最少,只有

1500元,从开始缴费到领取养老金所需的时间最

久,需要44年;方案②和方案③缴纳的养老保险费

相同,均为3000元,两种方案的缴费档次和缴费年

限不同,所需要的时间相差5年;方案④缴纳的养老

保险费最多,为4500元,但是从开始参保到领取养

老金需要的时间最少,只要15年。方案①适合那些

不在乎什么时候开始缴费而希望缴纳养老保险费最

少的参保人;方案②和方案③适合那些不喜欢太早

缴纳养老保险,又不想缴纳太多养老保险费的参保

人,如果参保人收入水平较低适合选择方案②;方案

④适合那些不信任“新农保”基金的参保人,希望开

始缴费到领取养老金的时间最短。参保方案涉及到

开始参保年龄,年龄较大的参保人比年龄较小的参

保人可以选择的参保方案会少很多。参保人根据自

己的实际年龄、参保喜好、收入水平以及预期期望可

领取的养老金水平来决定如何参保。

3.是否值得参保

在现实中,参保农民并不太在乎退休以后每个

月可以领多少养老金,他们更在乎的是需要缴纳多

少养老保险费以及这些钱60岁以后能不能拿回来。
政府关心的是个人账户养老金能不能够支付参保人

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由于大部分的参保人选择的

是最低缴费档次,下面就以最低缴费档次为例,讨论

上述两个问题(其他缴费档次的计算方法相同)。
相比参加“新农保”,农民更信任银行,喜欢把收

入存入银行。假设参保农民把每年缴纳的养老保险

费用存入银行,将其储蓄的累计值与退休后领取养

老金总额现值进行比较。如果储蓄累计值小于退休

后领取养老金总额现值,表示农民参加“新农保”获
得的养老金比直接储蓄所得更多,则参加“新农保”
更划算,值得参保;如果储蓄累计值大于退休后领取

养老金总额现值,表示直接储蓄所得比参加“新农

保”获得的养老金更多,储蓄更划算,不值得参保;如
果储蓄累计值与退休后领取养老金总额现值相等,
考虑到参保比储蓄的风险大一些,因此不值得参保。
表2为最低缴费档次下,储蓄的累计值与不同寿命

的参保人的养老金差值。表中数值为正表示储蓄累

计值大于退休后领取养老金总额现值,数值为负表

示储蓄累计值小于退休后领取养老金总额现值。从

表2可以看出,寿命小于71岁的参保人不值得参

保,更适合直接储蓄;寿命大于等于71岁的参保人

值得参保,他们可以将之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全部

领回来,并且可以获得更多。
随着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不断

提高,农村居民的寿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现有资料

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寿命不止71岁,因此农

村居民值得参加“新农保”。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

农民选择直接在银行储蓄,那么当他消费完账户中

的钱后,银行不会继续给他发钱的,但是“新农保”会
一直发放养老金。一个人并不知道自己会活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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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新农保”比储蓄更保险一些。

4.“新农保”基金是否平衡

寿命较长的参保人比储蓄可以获得更多的养老

金,但是如果个人账户中的累计余额被领取光了之

后,参保人的养老金是需要政府财政负担的。表3
是不同寿命的参保人个人账户余额 M 与退休后领

取养老金的现值P 的差值计算结果,即“新农保”基
金的收支差额。这里在计算参保人个人账户余额

M 时,默认参保人从初始参保至退休不间断缴费。
表3中,数据为正表示 M >P,则参保人个人账户

余额足够支付其养老金的发放;数据为负表示 M <
P,则参保人个人账户余额不够支付其养老金的发

放,需要财政负担。从表3中的结果来看,寿命小于

75岁的参保人个人账户能够支付其养老金的发放,
寿命大于等于75岁的参保人个人账户不够支付其

养老金的发放。
表2 储蓄累计值与“新农保”养老金差额

参保年龄
各死亡年龄对应的差额/元

60 65 70 71 75 80 85
16 9931.42 4703.27 258.53 -547.07 -3520.20 -6732.70 -9463.83
20 8340.64 3949.92 217.12 -459.44 -2956.35 -5654.28 -7947.95
25 6621.79 3135.91 172.37 -364.76 -2347.10 -4489.03 -6310.02
30 5160.49 2443.88 134.33 -284.27 -1829.14 -3498.39 -4917.52
35 3918.16 1855.54 101.99 -215.83 -1388.79 -2656.20 -3733.68
40 2861.99 1355.36 74.50 -157.65 -1014.43 -1940.20 -2727.24
45 1964.08 930.14 51.13 -108.19 -696.17 -1331.48 -1871.60
50 1200.71 568.63 31.26 -66.14 -425.59 -813.98 -1144.18
55 551.73 261.29 14.36 -30.39 -195.56 -374.03 -525.76
59 103.30 48.92 2.69 -5.69 -36.61 -70.03 -98.44

表3 “新农保”个人账户收支差额

参保年龄
各死亡年龄对应的收支差额/元

60 65 70 75 80 85 90
16 12910.85 7682.70 3237.95 -540.77 -3753.27 -6484.40 -8806.28
20 10842.84 6452.11 2719.31 -454.15 -3152.09 -5445.75 -7395.72
25 8608.32 5122.44 2158.91 -360.56 -2502.50 -4323.48 -5871.60
30 6708.64 3992.02 1682.48 -280.99 -1950.25 -3369.37 -4575.85
35 5093.61 3030.99 1277.44 -213.35 -1480.75 -2558.24 -3474.27
40 3720.58 2213.96 933.10 -155.84 -1081.60 -1868.64 -2537.75
45 2553.30 1519.36 640.35 -106.94 -742.26 -1282.38 -1741.56
50 1560.92 928.84 391.47 -65.38 -453.77 -783.97 -1064.68
55 717.25 426.81 179.88 -30.04 -208.51 -360.24 -489.23
59 134.29 79.91 33.68 -5.62 -39.04 -67.45 -91.60

  每个人的寿命是不同的,不同寿命参保人个人

账户收支差额也不同。从P 的计算公式可知,个人

账户收支差额与死亡年龄并不是线性关系,不能简

单计算平均寿命来估计个人账户养老金是否自给

自足。以前面式(3)人口寿命分布模型为基础,构
建我国农村居民的寿命分布,将每个寿命的概率

作为权重,计算“新农保”基金个人账户收支差额

的期望值。
由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没有90岁

以上的死亡数据,本文将人口的年龄分为0~90岁

一共91个年龄段,并且认为90岁的死亡率为1。
利用2006—2009年和2011年一共5年0~89岁分

年龄段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人口寿命分布模型中

Di 的估计值(因2010年为人口普查,无相关数据)。
根据我国农村人口分年龄段死亡率数据以及模

型计算出的农村人口寿命分布情况,如图2。由于

90岁以后的分年龄段死亡率合并在一起了,则寿命

为90岁的概率实际上是寿命为90岁以上的概率,
这个 概 率 比 其 他 年 龄 寿 命 的 概 率 要 大 很 多,为

15.7434%。为了更好的描述出我国农村人口的寿

命分布特点,图2中没有寿命为90岁及以上的概率

数据。

图2 我国农村人口寿命分布

  从我国农村人口寿命分布图中可以看出,寿命

为0岁的概率较高,寿命为1~60岁之间的概率都

很低;60~80岁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概率逐步增

大;80岁以后,随着年龄增加,概率逐步减小。此概

率分布的特点符合人口寿命的分布特征,因此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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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寿命分布模型是合理的。
本文假设寿命不到60岁的参保人,死亡后其自

己缴费部分养老金由家属领回。因此在计算“新农

保”基金个人账户收支差额期望值时只考虑寿命为

60岁及以上的参保人。对寿命为60岁到90岁的

概率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的概率作为表3中不同寿

命个人账户收支差额的权重值,计算“新农保”基金

缺口,结果见表4。表4中的数据均为负值,表明

“新农保”基金存在缺口,个人账户并不能够支付参

保人的养老金。
计算可知,养老金的缺口占参保人60岁时个人

账户累计余额的21%,缺口的这部分养老金发放需

要政府的财政负担。21%的缺口是比较大的,如果

所有人均是45岁开始参保,缴费15年,每个人个人

账户养老金的缺口为537.31元,则财政平均为每个

能活到60岁以上的参保人负担537.31元的养老

金。虽然537.31元并不多,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
全国财政负担的养老金缺口并不是一个小数目。由

此可见,现行“新农保”政策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政府财政源源不断的补贴才能运行下去。结合表

3和表4来看,“新农保”基金存在缺口最根本的原

因是我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寿命水平不止75岁。
表4 “新农保”基金缺口

参保年龄 养老金缺口/元 参保年龄 养老金缺口/元 参保年龄 养老金缺口/元 参保年龄 养老金缺口/元

16 -2716.92 27 -1643.78 38 -892.93 49 -367.58
17 -2602.77 28 -1563.91 39 -837.04 50 -328.48
18 -2492.26 29 -1486.59 40 -782.95 51 -290.63
19 -2385.29 30 -1411.74 41 -730.58 52 -253.98
20 -2281.73 31 -1339.29 42 -679.88 53 -218.51
21 -2181.48 32 -1269.15 43 -630.81 54 -184.18
22 -2084.44 33 -1201.25 44 -583.30 55 -150.94
23 -1990.49 34 -1135.52 45 -537.31 56 -118.76
24 -1899.55 35 -1071.88 46 -492.79 57 -87.61
25 -1811.51 36 -1010.28 47 -449.69 58 -57.45
26 -1726.28 37 -950.65 48 -407.97 59 -28.26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 论

(1)“新农保”值得农村居民参保。将新农保与

直接储蓄作比较,农村居民参加新农村保所获得的

收益更大。并且新农保是一种有计划的储蓄与消

费,参保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年龄、参保喜好、收
入水平以及预期期望可领取的养老金水平来选择开

始参保年龄、缴费水平和缴费年限,这样的计划可以

使得参保人在年老时有个保障。因此,新农保值得

农村居民参保。
(2)“新农保”基金存在缺口。新农保的个人账

户实行完全积累制,与城职保的统账结合制不同,一
开始就是实账,在收不抵支的时候不能用其他人的

个人账户养老金来支付,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从

上面模型的计算结果来看,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

在未来会收不抵支的,存在21%的基金缺口,并且

这个缺口与人口结构无关,是制度设计上的系统缺

口。从制度的可持续性来讲,新农保制度设计的不

太合理。现在新农保刚实施不久,还看不到基金的

这个缺口,但是如果不对制度进行改进,不久缺口就

会出现,出现缺口后每年需要源源不断的财政补贴

来填补这个缺口。

2.政策建议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截至2013年年底,全
国新农保和城居保的参保人数已经达到4.98亿人,
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城居保与新农保合并实施后,
其运行模式完全相同。每个参保人的个人账户养老

基金存在21%的缺口,如果按照30岁开始参保连

续缴费30年来计算,每个账户的缺口为1411.74
元。参保的4.98亿人中能活到60岁以上的有4.31
亿人(60岁以上的概率为86.6%),那么全国新农保

个人账 户 缺 口 在 未 来30~40年 后 将 累 计 达 到

6089.54亿 元。 虽 然 2012 年 我 国 GDP 为

518942.1亿元,新农保的缺口相对于这个数字较

小,但必须值得一提的是,21%的个人账户缺口是针

对每个人的,只要以后有人继续参保,缺口就会累积

增加,最终会是一个无底洞。作为一种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不应该依靠国家财政填补这个缺口,应该要

对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上进行改进。不过值得庆幸的

是,从数据上看,这个缺口会增加的比较缓慢,有比

较长的时间对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
新农保基金能否可持续发展由式(2)决定。从

式(2)来看,个人账户养老金年收益率、计发系数和

参保人的寿命3个变量决定了新农保个人账户是否

收支平衡。参保人的寿命不能改变,只能调整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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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养老金年收益率和计发系数。现行制度计发系

数为139,个人账户养老金年收益率要达到5.53%
才能实现收支平衡[7]。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较低,即
使经济再怎么增长,存款利率也达不到5.53%。要

想大幅度提高个人账户收益率,只有将个人账户养

老基金进行市场投资运营。如果对个人账户养老基

金进行市场投资运营,基金面临的风险将成倍增加,
这也是基金只能购买国债和定期储蓄的原因。根据

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寿命水平,计发系数是偏小的,并
且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寿命水平也会提

高。保持固定不变的计发系数,只会使新农保基金

缺口越来越大,除非延迟退休年龄。在模型中,固定

了参保人的退休年龄为60岁。新农保将60岁作为

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实际上是参考了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的退休年龄,近年来,针对城镇职工养老金缺

口的研究越来越多,不少专家和学者提到延迟退休

或者弹性退休年龄。当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行了延

迟退休或者弹性退休年龄时,新农保开始领取养老

金的年龄应该也会推迟。因此,从延迟退休年龄这

个方面进行改进,也是可以保障新农保基金的可持

续性。要保障新农保制度可持续发展,必须要适时

调整个人账户计发系数和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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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andEmpiricalAnalysisonActuarialModel
ofNewRuralSocialEndowmentInsurance

WANGXiao-yin,DUPei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AccordingtotheoperationmechanismofNewRuralSocialEndowmentInsurance(NR-
SEI)system,thispaperestablishesanactuarialmodelofindividualaccountandpredictsthegapbetween
incomeandexpenseoftheNRSEIindividualaccountspensionwiththecombinationofpopulationlife
distributionmodel.TheresultshowsthatruralresidentswhoparticipateintheNRSEIwillgainmore
profitsthandirectdepositmoneyinbanks.Therefore,theNRSEIdeservesparticipation.Therearemany
kindsofwaystoparticipateintheNRSEI.Ruralresidentscanchooseagesbeginningtheirparticipating,

levelofpaymentandyearsofpaymentaccordingtotheiractualages,participatingpreferences,income
levelandexpectedanticipations.Thereexistsagapof21%intheNRSEIindividualaccounts.Butthegap
onlyaccountsforarelativelysmallproportionofGDP,anditincreasesslowly.Therefore,thegovern-
menthasaplentyoftimetoimprovetheNRSEIsystem.Unreasonablesystemcontributestothegapof
newruralsocialendowmentinsurance.Therefore,inordertoensur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
NRSEIfund,thispaperproposesthatweshouldtimelyadjustthecoefficientofindividualaccountannui-
tiesandretirementage,orbringindividualaccountannuitiestomarket-basedinvestmentoperations.

Keywords newruralsocialendowmentinsurance;actuarialmodel;populationlifedistribution
model;participatingways;thegapofannuity

(责任编辑:陈万红)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