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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

的意义、问题与建议


张　韵
（中央财经大学 保险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成都市于２００４年起实施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综合社会保险制度，该制度虽以低缴费优势
迅速扩大了社会保险覆盖面，但存在低待遇、难转移、高成本、复杂化等问题。２０１１年，成都市开始进行
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并轨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改革，旨在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实现社会保险城乡同等待遇。成都市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改革对其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具有积极影响，

对其他地区也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费率提高可能导致参保人数下降以及缴费不

合理等问题，建议针对原综合保险参保人员，采取降低缴费基数、延长缴费年限的办法，以确保提高社会

保障覆盖率改革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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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地外来务工人

员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迫在眉睫。实践中，各地

区因地制宜采取了改革措施，“上海模式”“深圳模

式”“宁波模式”“成都模式”等相继出现，但各个模

式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全国仍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

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理论上，农民工社

会保障问题以及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等，也成为广大学者关注的热点和难点。有关的研

究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是研究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田小

宝等（２０１１）研究了成都统筹城乡劳动保障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认为加快统筹城乡劳动保障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迫在眉睫；王永奎等（２０１１）探究了我
国劳动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策略，认为以成

都为例的城乡居民一体化模式对制度设计要求比

较高，实施难度大，且仍然存在城镇职工和城乡居

民两个制度体系；冯俏彬等（２０１０）分析了我国农
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地区差异及财政影响，认为

建立一个全国统筹、城乡一致的养老保险制度势

在必行。

二是研究社会保险改革对财政负担能力的影

响。穆怀中等（２０１１）分析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
财务负担水平，认为在中央和地方财政负担能力范

围之内，且逐年呈下降趋势。

三是横向对比现有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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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波（２０１１）以宁波市为例探究了农民工社会保障
制度的演变进程及改革建议，并对比了“成都模

式”“上海模式”“深圳模式”“宁波模式”的特点。

王博（２００９）对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的便携性
进行了分析，认为以上海和成都为主的综合保险

模式在农民工流动方面缺乏与其他制度的衔接

性。崔仕臣等（２００８）对深圳、上海农民工社会保
险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认为在制度设计上应考

虑农民工的城市化、流动性与社保待遇可携带性

问题。

四是针对成都市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研究。

胡务（２００６）探究了成都市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认
为综合保险参保范围与待遇均有待提高。武玉宁

（２００６）对成都市农民工社会保险进行了研究，认为
综合保险存在一定的问题，仅为一种过渡性制度，

而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改进带

来了福音。

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建立健全针对外来务

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前迫在眉睫的社会任

务，各地区也根据自身劳动力来源的特点在农民

工社会保险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创新，但这些

制度仍不尽完善，存在着低待遇、难转移、高成本

等问题。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全域成都城
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成委发

〔２０１０〕２３号，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成都市向
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

步。该《意见》指出，将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

社会保险（以下简称综合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

险并轨，实现社会保险城乡同等待遇。为完善城

乡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成都市人民政府先后发

布《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

合社会保险并轨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

知》（成府发〔２０１１〕５号）《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统一我市失业保险待遇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成办发〔２０１１〕３１号）《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接续参

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成办发

〔２０１１〕３２号），明确从２０１１年 ４月 １日起开始实

施综合保险并轨、接续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相关

政策，有效期５年。这一重大改革，将为我国各省
市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社

会保险待遇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将以成都市农

民工综合保险并轨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为契机，结

合当地实际，具体分析综合保险并轨社保险这一

改革的现实意义及其具体方案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二、成都市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的背景与

意义

１．成都市综合保险的发展与弊端
根据《成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

险暂行办法》（成府发〔２００３〕７号）和《成都市非城
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补充规定》（成府发

〔２００６〕７７号）有关规定，“综合保险适用于成都市
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城镇企业、事业

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

（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非城

镇户籍从业人员以及无单位的非城镇户籍从业人

员，包括工伤补偿或意外伤害补偿、住院医疗费报

销、老年补贴、医疗个人账户和女职工生育补贴五

项待遇。”简而言之，综合社会保险是一种捆绑式社

会保险，仅一种保险就涵盖了养老、医疗、工伤、生

育等各项待遇。

综合保险最主要的优势在于低缴费、广覆盖。

根据上述文件，综合保险的缴费比例较低，其中用

人单位承担１４．５％、个人仅承担５．５％，相对于社会
保险用人单位承担２８．７２％、个人承担１１．０％的缴费
比例，用人单位和个人的缴费承担比例均仅相当于

社会保险的二分之一。由最简单的供需关系模型

也可以得知，社保费用降低，必然使得参保人数增

加，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扩大。根据成都市近年来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数据，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０年社会保险
和综合保险参保人数的对比如表１所示。综合保险
的参保人数在２００４年到 ２０１０年短短 ７年时间内，
从１３．７万人大幅度提升至１３３．３万人，而２０１０年城
镇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仅为 ２４０．４万；社会保
险职工参保人数每年上涨幅度维持在１２％左右，而
综合保险参保人数每年增长率远远高出社会保险，

可见综合保险发展之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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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社会保险与综合保险参保人数对比

年份

职工参保 综合保险

人数

／万
同比上涨

／％
人数

／万
同比上涨

／％

２００４ １２１．５ — １３．７ —

２００５ １３８．６ １４．１ ２３．５ ７１．５

２００６ １５３．７ １０．９ ３３．９ ４４．３

２００７ １６９．４ １０．２ ６０．６ ７８．８

２００８ １８８．９ １１．５ ８４．７ ３９．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８．７ １０．５ １０８．５ ２８．１

２０１０ ２４０．４ １５．２ １３３．３ ２２．９

　数据来源：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１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

虽然综合保险拥有缴费低、覆盖广的优势，但

综合保险的制度设计也存在重大的缺陷，比如缺乏

流动性，养老待遇一次性领取，城乡待遇不同，等

等。不可否认的是，综合保险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

过渡性产物，随着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农

民工”概念的逐渐淡化，为“农民工”量身定做的综

合保险也将成为历史。综合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并

轨，正标志着这个转折性时刻的到来。

２．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的意义
成都市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的改革虽然不

尽完善，但其借鉴意义和积极效应却是不容社会忽

视的。这一跨越式的改革，不但顺应了“十二五”规

划中对民生工程的关注和改善，也在完善我国社会

保障体系的改革道路上树立了又一座里程碑。作

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已基

本实现户籍制度的统一，为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奠定了基础。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是成都市政

府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关键步骤，是缩短城乡收入

差距的重要改革，也是大力扩宽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的有力措施。此次成都市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

改革实践，必将为我国各地区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

围、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待遇提供有益的参

考和借鉴。

（１）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社保待遇，缩小城乡差距
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旨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消除城市户籍附带的不公平福利，使在城市就业的农

民工享受与城镇职工完全相同的社会保险待遇。综

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后，在养老待遇方面，从原来一

次性计发老年补贴到按月领取养老金，实质性解决了

非城镇户籍职工“老有所养”的问题；在医疗报销方

面，以 ２００９年为例，非城镇职工医疗报销限额从
６５４６２元提升至与城镇职工相同的１０９０８８元。

目前全国各省市均在尝试打破城乡二元制度，

要完成这一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而将社会福利与城镇户籍相剥离是一个行之有

效的办法，成都市城乡社保待遇相同的做法也是值

得其他地区参考借鉴的。

（２）实现社保关系转移接续
综合保险主要针对城镇就业层次低、就业稳定

性差的农民工设计，目前仅上海和成都两地建立了

农民工综合保险制度，导致综合保险不能实现跨区

转移接续，给农民工自由流动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后，成都市农民工养老保险

将纳入省级统筹，更加适应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的需

求。简单来说，农民工在 Ａ地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流动到Ｂ地可续缴社保费用，缴费年限累计，仍能
享受养老待遇、报销医疗费用等，实现农民工社会

保险的“便携性”。

（３）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综合保险是独立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以外的

另一套社会保险系统，综合保险基金的运用也独立

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基金之外。由于农民工群体

非常年轻，对于养老和医疗保险的需求较低，导致

了综合保险基金的利用率低，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资源的浪费。而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之后，社会

保险群体整体的工伤和医疗费用需求稳定，保证了

并轨后社会保险基金的利用率，提高了资金的运用

效率。同时，社保部门为了规避综合保险带来的风

险，将综合保险分保给商业保险公司。但由于现阶

段综合保险参保人数大、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小，再

保险分担风险的作用低，且再保险费用需从综合保

险基金中列支，加大了综合保险基金的管理成本。

而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以后，社会保险管理成本

并不会有大幅度的增加，相对于独立运作的综合保

险体系，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后降低了管理成本。

（４）简化社会保险体系
成都市原社会保险制度体系过于复杂，包含有

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综合社会保险、机关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综

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之后，简化了整个社会保险体

系，也更易于群众理解，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

宣传工作，且提高了社会保险业务办理的效率，降

低了经办人员工作量，还减少了计算机辅助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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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费用。

三、成都市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存在

的问题

综合保险是一种捆绑式社会保险，旨在使非城

镇户籍从业人员在人数多、收入低的条件下也能享

受到相对公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户籍制度

改革、实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措施旨在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因此在制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

的政策时，应注意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倾斜。综合

保险并轨社会保险本是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

措施之一，但如果实施方式不当，有可能违背改革

的初衷。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非城镇户籍从

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并轨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有关

问题的通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非城镇

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接续参加城镇职工社

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等具体实施办法，笔者发

现，虽然在并轨期间用人单位和非城镇户籍职工有

一段时间的缓冲期，但综合保险费用低廉的优势逐

渐消失，这可能造成以下两点问题。

１．费率提高导致参保人数下降
根据上述有关文件，我们可以对综合保险、综

合保险并轨缓冲期以及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缴费

比例进行比较，如表２和表３所示。

表２　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与并轨后的综合保险费率对比

项　目
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综合保险并轨

单位 个人 单位 个人

基本养老保险 ２０％ ８％ １２％ ８％

基本医疗保险 ６．５％ ２％

２０１１年３．５％
２０１２年４．５％
２０１３年５．５％
２０１４年６．５％

２％

失业保险 ２％ １％ ２％ １％
生育保险 ０．６％ ０ ０．６％ ０

工伤保险
浮动费率

（０．６％、１．２％、２％）
０

浮动费率

（０．６％、１．２％、２％）
０

大病医疗互助

补充保险
１％ ０ １％ ０

小计 ３０．７％ １１％ １９．７％～２２．７％ １１％

　数据来源：成都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ｄ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

表３　原综合保险缴费

险种 单位 个人 小计

综合保险 １３％ ５．５％ １８．５％

失业保险 １．５％ ０ １．５％

合　　计 １４．５％ ５．５％ ２０％

　数据来源：成都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ｄ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

由表２、表３可以看出，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
后，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用人单外来说，缴费额度

都有较大幅度提高：对于个人来说，缴费比例提高

了１倍，从５．５％提高到１１％，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个人承担的费用相同；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缴费比

例也从１４．５％提高到２０％左右，大约为城镇职工社
会保险用人单位承担费用的三分之二。

（１）低收入群体的个人参保意愿降低
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后，由于个人费率提

高，可能导致农民工个人参保意愿降低。根据成都

市人社局的相关规定，社会保险个人应缴纳的费用

计算方法为：

个人月缴费额＝缴费基数×缴费比例
其中，缴费基数为职工本人上月工资，职工本

人上月工资低于上一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６０％
的，按平均工资６０％计算缴费基数。根据表２、表３
数据，个人缴费比例合计为 １１％。为简化公式，各
险种均采用成都市２０１０年社会平均工资来计算，即
月均工资为 ２５４３元。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后，
在职工上月工资低于平均工资６０％的情况下，个人
月缴费额最低为１６７．８元。而在综合保险并轨社会
保险前，个人月缴费额最低为８３．９元。

显而易见，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后，个人月

缴费额骤然增长一倍。此种收入分配方式不仅没

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可能拉大收入分

配差距，并可能导致部分农民工在综合保险并轨社

会保险后，不愿意继续缴纳社会保险，宁可选择每

月多出相应的可支配收入①。

（２）用人单位参保意愿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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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的月收入普遍偏低，为简化讨论，若以 ２０１１年最低工资为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的月收入，即
８５０元，扣除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其每月可支配收入为仅６８２．２元。



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后，用人单位费率也会

大大提高，成本增加。根据成都市综合社会保险管

理中心提供的数据，８９．７６％的用人单位选择６０％最
低档次的缴费基数缴费，且缴费基数档次越高，参

保比例越低。其原因在于以最低档次的缴费基数

缴费，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最小。又以表 ２和表 ３
的对比数据可以看出，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后，

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最少上升５个百分点，且缴费
比例将逐年上升。假定一个用人单位在 ２０１１年至
２０１６年之间的规模不发生变化，但其在社会保险方
面的雇工成本却有大幅增加。

同时，选择综合保险的用人单位绝大多数是民

营企业，为避免上述成本增高的情况，企业可能采

取裁员或者不再继续为职工参保等消极措施，前者

可能导致农民工失业率上升，后者不利于促进社会

保障制度的全面覆盖。

总之，不论是从个人还是用人单位方面来看，

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后，缴费金额增长幅度都

过大，不仅可能使原来缴不起社保的低收入群体

仍然承担不了社保费用，甚至将部分本已购买综

合保险的农民工挤出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同时，企

业成本增加也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又使一部分

本来享有相对公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人群

也被排除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综合

保险并轨社会保险后，可能使整个社会保障的覆

盖范围反而缩小，与扩大社保覆盖范围的改革初

衷不符合。

２．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准缴费有失公平
社会平均工资和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

省级政府统计部门根据省内各地、各机关企事业

单位和各工种的上年度实发工资计算出来的，社

会平均工资的计算并未将非城镇职工工资收入、

下岗待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收入纳入其中。而

成都市 ２０１０年社会保险体系整体参保人数为
３７３．７万，其中综合保险参保人数达１３３．３万，综合
保险占全部保险人数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可见非

城镇职工劳动人口占全市劳动人口的权重之大。

因此，对于非城镇职工来说，目前测算出的社会平

均工资相对其实际的平均工资偏高，把社会平均

工资作为其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也就存在一定的

不合理性，有失公平。

由于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的月收入普遍偏低，

为简化讨论，以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非城镇

职工工资收入，例如２０１１年成都市人民政府调整的
最低工资数为每月８５０元。而成都市 ２０１０年全部
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即原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

３０５１５元，即月平均工资大致为２５４３元。最低工资
收入仅占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３３．４％。而各类社会
保险缴费基数的最低档为社会平均工资的６０％，工
资收入低于社会平均工资６０％的职工，缴费基数按
社会平均工资的６０％计算（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１年各类工资收入对应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元

项　目

工资收入

低于社会

平均工资

的６０％

工资收入

为社会平

均工资的

６０％～３００％

工资收入

高于社会

平均工资

的３００％

基本养老保险 １６５５．６实际工资收入 ８２７８．０

基本医疗保险 １５２５．８实际工资收入 ７６２８．８

失业保险 １５２５．８实际工资收入 ７６２８．８

生育保险 １５２５．８实际工资收入 ７６２８．８

工伤保险 １５２５．８实际工资收入 ７６２８．８

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险 １５２５．８实际工资收入 ７６２８．８

　　注：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涉及的“职工平均工资”，使
用２０１０年四川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即
３３１１２元；其余保险缴费基数涉及的“职工平均工资”，使用
２０１０年成都市全部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即３０５１５元。

数据来源：成都统计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ｓｔａｔｓ．ｃｈｅｎｇｄｕ．
ｇｏｖ．ｃｎ／

最低工资收入占社会平均工资比例不到４０％，
而缴费基数最低档却为６０％，此种设置缺乏合理性
及公平性。针对目前的情况，可以考虑将非城镇职

工工资收入纳入社会平均工资的计算，并采用加权

平均的方式计算社会平均工资；或按目前的方法计

算社会平均工资，但应调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为社

会平均工资６０％的最低限制。

四、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的建议方案

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应坚持“费用低、覆盖

广”的原则和优势，否则一部分参保人员将被挤出

社会保险覆盖范围，违背了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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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分析，成都市现行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

的缴费制度存在一定不合理性和不公平性。虽然

成都市从２００３年起大力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但
不能忽视的是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据相关研究

显示，城乡收入比大致为３∶１。即使在户籍制度逐
步放开后，农民工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因此，

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应针对农民工收入较低的

现状，将政策长时间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基于上

述考虑，并根据城镇职工最低工资占社会平均工资

的比重为３３．４％，本文提出将最低缴费基数从社会
平均工资的６０％调整到４０％的缴费方案。

１．方案设计
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后，仍然按照现行的城

镇职工社会保险缴费比例缴费，只是将最低缴费基

数限制从社会平均工资的６０％降低到４０％，其余各
项不发生变化，比如基本养老保险单位仍然承担

２０％，个人仍然承担８％。此种制度设计简便易行，
利于计算。

根据成都市综合社会保险管理中心提供的数

据，用人单位和非城镇户籍职工倾向于最低档的缴

费档次，因此应着重关注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后

的最低缴费金额。本文将现行的缴费制度和缴费

基数调整为社会平均工资的 ４０％的缴费制度进行
对比，如表５所示。

从表５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缴费方案和现行
的缴费制度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个人最低缴

费额度从６．６％下降到 ４．４％，而单位最低缴费额度
两者相差无几。

以成都市 ２０１０年社会平均工资（即月均工资
为２５４３元）为标准来进行比较：按原综合保险缴费
制度，个人月缴费额最低为８３．９元，企业月缴费额
最低为２２１．２元；按本文提供方案，个人月缴费额最
低为１１１．９元，企业月缴费额最低为３１２．３元；按现
行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缴费制度，个人月缴费额

最低为１６７．８元，企业月缴费额最低为３２８．０元（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作简单算术平均）。

表５　两个缴费方案的对比

项　目
本文方案：调整社会保险基数 原方案：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缴费制度

单位 个人 单位 个人

各险种缴费比例之和 ３０．７０％ １１％ １９．７％～２２．７％ １１％

再乘以最低缴费基数４０％ １２．２８％ ４．４％ — —

再乘以最低缴费基数６０％ — — １１．８２％～１３．６２％ ６．６％

　　数据来源：成都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经本文整理后得出。

　　综合比较上述三种缴费制度，采用本文提供
的方案，个人和用人单位缴费金额分别比原综合

保险提高３３．４％和４１．２％，而采用现行的综合保险
并轨社会保险缴费方案，个人和用人单位缴费金

额分别比原综合保险提高 １００％和 ４８．３％。可见，
本文的方案设计倾向于非城镇职工的社保缴费优

惠，尽可能地在继续发挥原综合保险“费用低、覆

盖广”优势的同时，做到城乡社会保险待遇相同，

有效地避免了低收入群体被挤出社会保险覆盖范

围之外。

２．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１）计算简便，易于理解和宣传
现行的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方案计算方式

较为复杂，难以被参保人员理解，不利于政策的宣

传工作，并可能导致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改革

的民众支持率较低。而本文提供的缴费方案计算

方式简便，仅调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最低缴费

基数，其余缴费比例均不发生变化，并能使综合保

险参保人员明显地了解到政府对其的支持和优

惠，从而继续购买社会保险。同时，本文的方案也

降低了设备的维护费用，不需每年全市统一调整

缴费软件的比例设置，减少了政府部门的管理

成本。

（２）限制低缴费人员，防止财政负担过重
需要指出的是，该缴费方案只应针对２０１１年３

月３１日前缴纳综合保险和从未参保的非城镇户籍
人员。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大多数企业倾向于

低缴费率，如果过多地降低缴费标准，必然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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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基金的减少，加大财政负担，为今后社会保险

的给付埋下隐患。因此 ４０％缴费基数的优惠政策
仅针对于原综合保险参保人员，既减轻了低收入群

体所承担的社保费用负担，并防止了中高收入群体

同样选择４０％缴费基数的逆向选择，也不至于给当
地财政带来过大压力，兼顾了二次收入分配的公平

与效率。

（３）延长缴费期限，养老待遇趋同
采用本文方案，非城镇户籍职工缴费低，退休

享受的待遇也相应偏低，这种对比在养老待遇方面

体现得尤为明显。若采用本文提供方案，以４０％为
最低档缴费基数，只需将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由

１５年延长至 １８年，则养老保险待遇趋同。这里提
出的延长最低缴费年限的做法虽然在实际操作中

暂无先例，但却不失为一种可供参考的合理方案，

本文对这一大胆假设的验证如下：

根据养老金计算基本办法，“新人”的基本养老

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其中：

基础养老金月标准 ＝（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
均工资＋指数化月均缴费工资）÷２×Ｎ％

其中，Ｎ为缴费年限。
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

÷计发月数
个人账户累积储存额＝上年底止个人账户累

积储存额×（１＋本年记账利率）＋个人账户本年记账
金额×（１＋本年记账利率×１．０８３×１／２）

为简便计算，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职工从２５岁开始缴纳养老保险，６０岁
退休；

假设二：年记账利率为ｉ＝２．２５％保持不变；
假设三：缴纳养老保险时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

均工资为Ｙ元，领取养老金时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
均工资为Ｘ元，且社会平均工资每年按（１＋年记账
利率）递增，即Ｙ×（１＋ｉ）３５＝１２Ｘ。

方案一，即现行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方案，

以平均工资的６０％为缴费基数缴费１５年，达到领取
养老金的条件。当该职工年满６０岁退休时：

基础养老金＝（Ｘ＋Ｘ×新办法平均缴费指数０．６）
÷２×累计缴费年限１５×１％＝０．１２Ｘ

第十五个缴费年年末个人账户养老金储存

额为：

０．６×０．１１×（１＋ｉ）１４Ｙ×（１＋ｉ×１．０８３×１／２）×１５

＝１．００２０６Ｙ（１＋ｉ）１４

积累到６０岁退休时储存额为：
１．００２０６Ｙ（１＋ｉ）１４×（１＋ｉ）２０

＝１．００２０６（１＋ｉ）－１×１２Ｘ＝１１．７６Ｘ
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

１１．７６Ｘ÷１３９＝０．０８４６Ｘ
因此，根据公式：

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可得：

基本养老金＝（０．１２＋０．０８４６）Ｘ＝０．２０４６Ｘ
方案二，即本文提供方案，以平均工资的 ４０％

为缴费基数缴费１８年，达到领取养老金的条件。同
理可得：

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０．１２６＋０．０６７７）Ｘ＝０．１９３７Ｘ

以２０１０年四川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２７５９
元为例，３５年后社会平均工资为６０１２元，则方案一
中的养老金待遇为 １２３０元，方案二中的养老金待
遇为１１６５元，两者待遇趋同。

可见，缴费基数维持在平均工资的４０％的情况
下，将最低缴费年限延长至１８年，养老待遇与缴费
基数为平均工资的６０％且缴费年限为１５年的养老
待遇趋同。因此，本文提供的降低缴费基数、延长

缴费年限方案具有一定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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