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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军人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
及其转轨成本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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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现行军人养老保险是军队统筹，且保障范围狭窄、制度衔接不畅、实际养老待遇较低、财政

负担过重、基金管理效率低下；为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全民统筹和切实保障军人的养老权益，应构建社会统筹

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辅以年金账户的新型军人养老保险制度。 军人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来源于当前军

人养老保险制度下隐性债务的显性化，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军人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进行模拟测

算，结果表明：截至 ２０９０ 年底转轨成本将全部显性化，“老人”和“中人”的转轨成本都呈先增后减的趋势，
２０３５—２０６５ 年的转轨成本最高；借助社会统筹账户资金积累的缓冲和人口年龄与人口结构的变化，能够分

散制度转轨带来的财务支付风险，改革不会对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因此，应坚持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

改革方向，积极推进军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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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新时期社会保障建设

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

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为重点。 我国

的养老保障建设起步较晚，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健全

起来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
不同群体采用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 随着 ２０１４ 年

“城居保”与“新农保”的成功并轨和 ２０１５ 年机关事

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单位养老保险制

度并轨工作的逐步展开，构建全民统一的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指日可待。 而根据最新有关军人养老保

险的政策文件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军人的养老问题

还没有一个完备的制度予以保障，基于职业特殊性

本应该获得比普通国民更优厚养老保障的军人群

体反而成为不太受关注的“弱势”群体。 计划经济

体制下发展起来的我国军人养老保险制度已经不

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进行制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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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目前，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全国统一的养老

保险体系，军人伤亡保险制度和军人退役医疗保险

制度等的实施也积累了相关经验，能够为新型军人

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提供借鉴和参考。 因此，依托

国家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逐步建立与国家社

会保险制度相衔接、资金来源稳定可靠、管理体制

相对独立、符合我国国情军情的新型军人养老保险

制度势在必行。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构建新型军人养老保险

制度的研究比较多，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新型军人养老保险制度

构建的原则分析。 王延中（２０１１）认为“体现军队特

色，保障覆盖全军，注重军地衔接”是军人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应当体现的基本原则；许京峰等（２０１２）提
出构建军人养老保险制度应坚持“国家负责、军地

统一、依法实施”的原则。 二是关于新型军人养老

保险制度的模式选择。 国内学者普遍达成了共识，
认为应当选择与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相一致的部分

积累制。 郑传峰（１９９９）认为军人养老保险制度应

以国家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为依托，并在此基

础上适度创新，以利于军人养老保险制度与国家统

一的养老保障制度接轨；葛宝金等（２０００）认为军人

养老保险也应采取与国家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模式

相适应的社会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
三是关于新型军人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水平和保

障水平的研究。 孔德超等（２００５）提出军人养老保

险的个人账户按照 １１％的规模建立，军人负担 ７％，
国家补助 ４％，体现“少缴纳、多享受”的原则；忻晨

琳（２００８）认为军人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规模、个人

与军队的养老保险缴费分担比例应当与地方养老

保险的普通国民的个人账户规模、个人与企业的养

老缴费分担比例相一致，确保军人至少可以享受与

地方普通国民相同的养老待遇；也有学者认为应当

以维护军人养老期间的基本生活为原则确定军人

养老保险金发放标准，养老金的给付办法参照地方

普通国民养老金给付办法（胡易勇，２０１０）；还有学

者认为军人的养老保险待遇应比照国家公务员的

养老待遇水平，军队干部和士官的平均退休时间比

公务员提前 ５ 年，退休金标准平均高于公务员 ５ 个

百分点（金光彩，２０１１）。
但是，国内学者对军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研

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国内学者对我国现有军

人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比较少，缺乏对我国国情、
军情的联系，有待进一步梳理；在新型军人养老保

险的保障水平和缴费水平上，不同学者持不同的观

点，是选择“少缴费、多享受”，还是选择“少缴费、同
享受”，或者是选择“不缴费、只享受”，分歧很大，还
没有达成统一，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特别是目前还

没有学者对军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财务负担进

行分析，一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必定要有资金的有

力支持，而在此之前，分析和预测改革成本是非常

有必要的。 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国民经济体现

的首要特征就是经济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保持中

低速增长。 构建一个怎样的新型军人养老保险制

度，构建出来的制度能否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原则相符合、与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因此，本文首先对我国现

行军人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
然后基于全民统筹的视角设计新型军人养老保险

制度，并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测算军人养老保

险制度转轨的成本，以期为我国军人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二、现行军人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军人养老保险属于军队统筹，军人

退休后由军队保障和管理，不参与社会再分配，养
老风险由军队承担。 军人养老保险的筹资渠道是

政府和军队，军人个人不需缴纳任何养老保险费

用，由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给付。 但

是，目前我国军人离退休养老制度还没有覆盖所有

的服役军人，仅仅涉及军官、文职干部和少部分士

官，且离退休条件十分严苛，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

的针对所有服役军人的养老保障体系，不同类型的

服役军人有不同的养老保险规定，许多军人的合法

养老权益无法得到全面保障。 总体上看，我国现行

军人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军队养老保障的相对封闭性与国家养老

保险的开放性相矛盾。 目前我国军人的养老保险还

是军队统筹，军队自我保障军人的养老。 这种自我

保障的方式与保险的风险分散、损失分担原理不

符。 我国现行普通国民养老保险制度包含社会统

筹部分和个人账户部分，其中社会统筹部分已实现

了全国统筹，养老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分散，由国家

兜底养老，并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是全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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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享受国家发展成果的体现。 而现行军人养老保

险尚未纳入到全国统筹中来，这与保障军人合法养

老权益的宗旨不相符。
二是军人养老保障范围狭窄与军人职业风险

相矛盾，不利于军人安心服役。 目前我国还没有实

现军人的职业化，只有少部分军人能够达到退休条

件享受军队的养老保障；而绝大部分服役军人转

业、复员到地方，面临二次择业的问题。 而且，随着

经济的发展，军队建设加快，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

提高，在特殊岗位工作的军人面临更高的职业风

险。 这些新的风险呼唤新的、更符合现实情况的军

人养老保险制度，以保障军人的职业风险，使军人

安心服役。
三是军人养老给付的高福利性与资金来源渠

道单一矛盾，财政负担过重。 我国现行军人养老保

障费用支出完全由军队和政府承担，军人个人不需

要缴纳任何费用；且军人养老给付属于待遇确定

型，军人服役的期限越长、工资越高，所获得的养老

金给付越多。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重，军
队和政府承担的军人养老财政负担必将越来越重。
结合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过重的财政负担无疑

不能保障军人养老保险的持续发展。

四是军人养老给付自动调整机制缺失，实际养

老待遇较低。 现行军人养老保险制度没有建立与

物价指数相挂钩的自动调整机制，离退休军人养老

金待遇的调整往往无法与物价水平的调整相适应。
而建立相应的与物价变动挂钩的军人离退休养老

金调整机制，又受到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限制。 军

人离退休费实际保障水平的下降恰恰证明军队已

经没有更大经济能力来承担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军

人养老保障。
五是军地养老保险制度衔接不畅，妨碍军人退

役安置工作。 ２０１２ 年出台的《关于军人退役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并不能妥善解决

军人养老保障问题。 军人退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的相对滞后，严重妨碍了目前军人的退役安置工

作，“地方接收难、军人不愿转、转后无保障”的现象

非常明显。
六是基金管理效率低下。 目前我国军人的离

退休养老保险管理仍然采用军区分散化管理模式，
各个军区都需要配备一定的人员来从事相应的管

理工作，造成了管理机构的重叠和管理成本的增

加，降低了管理效率。

表 １　 我国现行军人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统筹层次 筹资渠道 保障范围 给付水平 养老金调整机制

各地市、县统筹 政府、军队 军官、文职干部和士官 待遇确定型 随服役军人工资水平调整

　 　 三、新型军人养老保险制度构建

１．新型军人养老保险模式

　 　 统一的社会保障计划拥有巨大且毋庸置疑的

好处（贝弗里奇，２００８）。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社

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同构成的比较健全的

国家养老保障体系，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与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相统一的并轨改革也

正在有序进行，军人这一特殊群体也应纳入到统一

的国家养老保障体系中来。 军人养老保险制度应

采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因
此，新型军人养老保险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基本

养老保险，二是职业年金。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与

国家社会保险相统一，由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

两部分构成。

２．新型军人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

（１）参保范围。 从广义上来说，新型军人养老

保险制度的保障对象是所有军人，所有军人都应被

纳入军人养老保险制度中；从狭义上来讲，保障对

象是所有现役军人，包括军官、文职干部、士官、义
务兵、具有军籍的学员等。

（２）缴费水平。 社会统筹账户由地方军队筹

资，缴纳军队工资总额的 ２０％；个人账户由军人个

人出资，缴纳工资的 ８％；职业年金账户体现职业优

待，同时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相衔

接，由军队缴纳军人个人工资的 ８％、军人缴纳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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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的 ４％。 其中，由于义务兵在服役期间没有收

入，且服役期限较短，服役期间基本养老保险部分

的个人账户和职业年金账户的筹资完全由国家财

政负担，个人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以切实保障军

人的合法养老权益，解决军人后顾之忧，鼓励国民

服役。
（３）缴费期限。 与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相同，参

保军人的最低缴费年限为 １５ 年。 达到退休年龄时

累计缴费年限不满 １５ 年的，可以延长缴费至满 １５
年，或申请转入户籍所在地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累计缴费不足 １５ 年

且未转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可以书面申请

终止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职业年金账户储存

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个人账户、职业年金不得提

前支取，退休时按照规定发放；参加军人养老保险

的个人死亡后，其个人账户和职业年金账户中的余

额可以全部依法继承。
（４）待遇水平。 新型军人养老保险的养老金由

三部分组成：一是社会统筹部分的基本养老金，以
地区军队平均工资、个人指数化缴费工资、缴费年

限为基准，按月计发 １％；二是个人账户部分的基本

养老金，以个人缴费水平、缴费年限为基准，按照领

取时间平摊至每月计发；三是职业年金部分的养老

金，以个人缴费水平、缴费年限为基准，按照领取时

间平摊至每月计发。

３．新型军人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运行

（１）职业转换时的养老保险制度衔接。 对于服

役至退休年龄在军队自动退休的军官、文职干部，
退休后直接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和职业年金账户

的养老金。 对于退役转业到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

的军官、文职干部、士官、志愿兵，转业后基本养老

保险的社会统筹账户与转业后就职单位或企业的

社会统筹账户相衔接，保险费用的缴纳对象由军队

转为单位或企业；个人账户随军人流动，重新就职

后继续由个人缴纳；职业年金账户与单位的职业年

金账户或企业的企业年金账户相衔接，服役期间职

业年金账户的积累金额全部转入单位的职业年金

账户或企业的企业年金账户，就职后职业年金账户

或企业年金账户的积累按照单位或企业养老保险

制度的规定执行。 服役前未参加养老保险的，自服

役起加入军人养老保险；服役前已参加养老保险

的，服役时一同转入军队，转入办法与转出办法相

一致。
（２）“老人”“中人” “新人”养老保险制度的衔

接。 新型军人养老保险制度采用与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改革时相同的衔接机制，即“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中人有过渡”，逐步完成军人养老保

险制度的转轨。 军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前已

经退休的“老人”，养老金的发放标准按照原有的养

老保险制度实行，按照退休前待遇水平的一定比例

计发。 军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后才开始加入

养老保险计划的“新人”，养老金的发放标准按照新

型军人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养老金由社会统筹部分

的基本养老金、个人账户部分的基本养老金、职业

年金部分的养老金组成。 军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实施前已经加入养老保险计划、制度改革实施后退

休的“中人”，养老金由社会统筹部分的基本养老

金、个人账户部分的基本养老金、职业年金部分的

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四部分组成，其中前三个部

分的养老金发放与“新人”相同，“过渡性养老金”是
“中人”制度改革实施前加入养老保险计划的工作

年限视为缴费所得的个人账户和职业年金账户的

补偿金及利息。

四、新型军人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

新型军人养老保险制度体现了对军人的优待，
制度实施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政府能否支撑是非

常重要的因素。 因此，要使新型军人养老保险制度

具有可实际操作性，还需要分析制度转轨时所产生

的成本，以便政府相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现收现付制度下的养老保险其实暗含了一种

代际契约关系———代际抚养关系，即上一代人积累

的养老金权益由下一代人的缴费来实现，是借助处

于同一时期的不同出生批次的人的退休金综合平

衡来实现代际收入再分配。 如果现收现付制度能

够持续下去并一代一代往下递推，现收现付制度下

参保人所积累的养老金权益这一隐性债务就能够

很好地消化而不需要作专门的处理。 完全积累制

度下的养老保险计划是指参保人从就业之日起就

开始积累资产，以应付未来的养老问题，退休后享

用的养老金来自于与自身同出生批次的人在就业

时期的积累，是同一代人的“自我养老”，不存在隐

性债务问题。 当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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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全积累制时，在现收现付制度下的代际抚养关

系就会断裂，新制度建立之前已经发生的养老金费

用以及在职职工已有年限所积累的养老金，需要由

另外的资金来支付，否则现有在职职工就必须承担

双重养老负担。 这笔在一定时期内需要支出的养

老金费用就是养老金隐性债务，它是指一个养老金

计划向职工和退休人员提供养老保险金的承诺，也
就是在该计划现在即终止的情况下，所有必须付给

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现值加上在职职工已积

累并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权利的现值。
军人养老保险制度从原来的现收现付制向由

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改

革的过程中，就存在隐性债务显性化的转轨成本问

题。 在当前军人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度下，军队现

有服役军人和离退休军人都享有获得养老金的权

利，这些过去积累的权利的总价值构成未来给付的

净责任，就是当前军人养老保险制度下的隐性债

务。 转轨成本指的是根据特定的转轨目标，必须解

决的那一部分隐性债务。 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

本来源于隐性债务，但在量上并不等于隐性债务，
只有在制度转轨过程中显性化的那部分隐性债务

才是转轨成本。 因此，在测算军人养老保险制度转

轨成本时，不能把全部隐性债务作为政府财政的兜

底责任，而是针对制度转轨过程中隐性债务显性化

的部分。
养老金隐性债务显性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变

化过程，受许多因素的影响；考察军人养老保险制

度转轨过程中的转轨成本问题，不在于统计改革造

成的转轨总成本额有多大，在于转轨方案的实施能

否使得新型军人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可持续，即是

否能够消化不断显性化的隐性债务。 系统动力学

是根据系统内部的各个组成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

因果关系等特点，来挖掘系统构筑出来的问题的根

源以及体现导致的结果的过程。 本文拟采用系统

动力学的方法来动态模拟军人养老保险制度转轨

中隐性债务显性化的过程，展示显性化的隐性债务

是以怎样的规模和速度显现并积累起来的，从而把

握转轨成本的实质，利于基金账户风险控制。

　 　 １．军人养老保险制度转轨中隐性债务显

性化的影响因素

　 　 （１）政府。 政府对军人养老保险制度转轨中隐

性债务显性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策的制定和政

策的调整上，政府的相关政策直接影响养老保险的

转轨方式、隐性债务显性化的速度和转轨成本的

大小。
（２）军人。 军人对军人养老保险制度转轨中隐

性债务显性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退休年龄、退休人

口数量和结构、预期人口寿命以及“中人”和“老人”
的规模上（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军人养老保险制度

转轨成本主要来自于“中人”和“老人”的部分权益

显性化）。
（３）养老保险基金。 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发

放、投资运营、监管直接影响军人养老保险制度转

轨成本的消化，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养老保险覆盖

率、养老基金投资回报率、养老金替代率等。
（４）经济发展水平。 依据前文新型军人养老保

险的模式设定可知，军人的养老金待遇包括社会统

筹账户部分，而社会统筹基本养老金的发放受社会

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从而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

军人工资水平及其增长、物价指数等都会影响军人

养老保险制度转轨中隐性债务的显性化水平。

２．系统动力学模型设定

军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是部分积累制，
即社会统筹部分仍然是原来现收现付制的继续，只
有个人账户和职业年金账户是积累制。 因此，“老
人”和“中人”所积累的隐性债务对应于社会统筹的

部分仍然以隐性方式存在，只有过去工作年限视同

缴费年限所积累的个人账户和职业年金账户部分

的隐性债务才显现出来。 设定的模型如图 １、图 ２
所示。 其中，“老人”隐性债务的显性化部分 ＝ “老
人”老制度下应得养老金－现有制度下社会统筹账

户应发放的基础养老金；“中人”隐性债务的显性化

部分 ＝ 过去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所积累的个人

账户和职业年金账户的补偿金及利息，即过渡性养

老金账户的养老金发放负担。

３．测算结果和分析

按照前文设定的军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新型军人养老保险制度覆盖所有服役军人，由现收

现付制转为部分积累制。 转轨成本的测算时点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假设现有离退休军队干部（即“老
人”）２７０ ０００ 人，平均年龄为 ６０ 岁，养老金权益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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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年限为 ３０ 年，男女比例为 ８． ４ ∶ １，养老金按照

１００％比例计发；军人工资水平高出社会平均工资水

平 ２０％；“中人”规模及年龄结构参照 ２０１０ 年我国

现役军人规模及年龄结构；死亡率采用与中国人寿寿

险业务相一致的平均死亡率；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率

与我国“十二五”期间 ＧＤＰ 增长率相近（７％）；“中
人”过渡性养老金账户的计发系数假定为 １．５。

应用系统动力学软件 Ｖｅｎｓｉｍ 模拟估算了 ２０１５
年后我国军人“老人”和“中人”隐性债务显性化的

发展趋势（见表 ２）。 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图 １　 “老人”的养老隐性债务显性化动力学流程图

图 ２　 “中人”的养老隐性债务显性化动力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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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军人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成本测算 ／亿元

年份
隐性成本显性化量

“老人” “中人” 合计
年份

隐性成本显性化量

“老人” “中人” 合计

２０１５ １４７．４０８ ０．７４０ １４８．１４７ ２０５３ ７６．９０１ ５０９．２２６ ５８６．１２７

２０１６ １５６．６６９ ４．１６８ １６０．８３８ ２０５４ ５７．７９１ ５２１．８５６ ５７９．６４７

２０１７ １６６．３７３ ５．４５４ １７１．８２７ ２０５５ ４１．８５８ ５３２．９４６ ５７４．８０４

２０１８ １７６．５３０ ６．７８１ １８３．３１１ ２０５６ ２９．１１７ ５４２．２６７ ５７１．３８４

２０１９ １８７．１３４ ８．４５４ １９５．５８７ ２０５７ １９．３７７ ５４９．５９０ ５６８．９６７

２０２０ １９８．１７１ １０．９１０ ２０９．０８１ ２０５８ １２．２８７ ５５４．６８６ ５６６．９７３

２０２１ ２０９．６２１ １３．７３５ ２２３．３５６ ２０５９ ７．３９１ ５５７．３３７ ５６４．７２８

２０２２ ２２１．４４４ １７．０９９ ２３８．５４４ ２０６０ ４．１９８ ５５７．３３３ ５６１．５３１

２０２３ ２３３．５９７ ２０．９２６ ２５４．５２２ ２０６１ — ５５４．４８０ ５５４．４８０

２０２４ ２４６．０２１ ２５．６５５ ２７１．６７６ ２０６２ — ５４８．６０８ ５４８．６０８

２０２５ ２５８．６４３ ３１．６０７ ２９０．２５０ ２０６３ — ５３９．５７７ ５３９．５７７

２０２６ ２７１．３７１ ３７．９５８ ３０９．３２９ ２０６４ — ５２７．２９３ ５２７．２９３

２０２７ ２８４．０９７ ４５．０３６ ３２９．１３３ ２０６５ — ５１１．７１０ ５１１．７１０

２０２８ ２９６．６８８ ５２．５３３ ３４９．２２０ ２０６７ — ４９２．８３２ ４９２．８３２

２０２９ ３０８．９９０ ６０．５６０ ３６９．５５０ ２０６８ — ４７０．７２０ ４７０．７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２０．８４５ ６９．７７８ ３９０．６２３ ２０６９ — ４４５．６９９ ４４５．６９９

２０３１ ３３２．０５６ ８０．５９１ ４１２．６４７ ２０７０ — ４１７．９３９ ４１７．９３９

２０３２ ３４２．４０５ ９３．３３４ ４３５．７３９ ２０７１ — ３８７．７９７ ３８７．７９７

２０３３ ３５１．６４９ １１４．４５６ ４６６．１０５ ２０７２ — ３５５．７２２ ３５５．７２２

２０３４ ３５９．５２３ １３８．６４４ ４９８．１６７ ２０７３ — ３２２．２６５ ３２２．２６５

２０３５ ３６５．７４５ １６２．９２６ ５２８．６７１ ２０７４ — ２８８．０３０ ２８８．０３０

２０３６ ３７０．０２５ １８７．２８６ ５５７．３１１ ２０７５ — ２５３．６７５ ２５３．６７５

２０３７ ３７２．０６９ ２１０．８２１ ５８２．８９０ ２０７６ — ２１９．８６３ ２１９．８６３

２０３８ ３７１．５９４ ２３５．３１１ ６０６．９０５ ２０７７ — １８７．２６８ １８７．２６８

２０３９ ３６８．３３７ ２６４．１８９ ６３２．５２６ ２０７８ — １５６．５４２ １５６．５４２

２０４０ ３６２．０７９ ２９３．０９３ ６５５．１７３ ２０７９ — １２８．２１７ １２８．２１７

２０４１ ３５２．６５７ ３０９．３１９ ６６１．９７６ ２０８０ — １０２．７２５ １０２．７２５

２０４２ ３３９．９８７ ３２５．９８６ ６６５．９７３ ２０８１ — ８０．３４９ ８０．３４９

２０４３ ３２４．０８３ ３４３．０２８ ６６７．１１１ ２０８２ — ６１．２１１ ６１．２１１

２０４４ ３０５．０７８ ３６０．３６５ ６６５．４４３ ２０８３ — ４５．３０４ ４５．３０４

２０４５ ２８３．２３６ ３７７．９０４ ６６１．１４０ ２０８４ — ３２．４８４ ３２．４８４

２０４６ ２５８．９５９ ３９５．５３６ ６５４．４９５ ２０８５ — ２２．３５６ ２２．３５６

２０４７ ２３２．７８６ ４１３．１４１ ６４５．９２７ ２０８６ — １４．７３８ １４．７３８

２０４８ ２０５．３７８ ４３０．５７９ ６３５．９５７ ２０８７ — ９．２７９ ９．２７９

２０４９ １７７．４９０ ４４７．６９２ ６２５．１８２ ２０８８ — ５．５２５ ５．５２５

２０５０ １４９．９３０ ４６４．３０８ ６１４．２３８ ２０８９ — ３．０８１ ３．０８１

２０５１ １２３．５０４ ４８０．２３７ ６０３．７４１ ２０９０ — １．５３４ １．５３４

２０５２ ９８．９５４ ４９５．２８０ ５９４．２３４ ２０９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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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按照设定的转轨模式和条件，实施新型

军人养老保险制度，截至 ２０９０ 年底，所有的军人养

老保险制度转轨成本全部显性化，此后财政不需再

额外列出预算支付军人的养老权益，只负责基本养

老保险中的社会统筹部分，军人的养老金主要由累

积的个人账户和职业年金账户支付，政府财政压力

大幅减轻。
第二，转轨过程中的“老人”和“中人”的成本都

是呈先增后减的趋势，至 ２０６０ 年“老人”显性化的

转轨成本全部被消化。 ２０３５—２０６５ 年是军人养老

保险制度转轨过程中显性化成本最高的一个时间

段，年均高达 ５００ 亿元以上的养老金支付压力需要

政府提前做好准备。
第三，新制度实施过程中的转轨成本的变化很

好地阐释了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

分积累制的优越性。 借助社会统筹账户资金积累

的缓冲和人口年龄与人口结构的变化，能够很好地

分散制度转轨带来的巨大财务支付风险。 结合我

国近年来的军费支出状况可知，改革军人养老保险

制度不会对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五、政策建议

１．坚持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改革方向，
推进军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随着“城居保”与“新农保”的成功并轨以及机

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单位养老保

险制度并轨工作的逐步展开，构建全民统一的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指日可待。 军人养老保险制度是国

家养老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应该借全民统一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这一契机，稳步推进军人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在实现军人保险制度不断优化的同时，促
进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

　 　 ２．专业化运营监管军人养老保险基金，
保障基金保值增值

　 　 依据前文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军人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且改革过程中涉

及的资金运转也十分复杂，因此，军人养老保险基

金需要专业化运营监管，以保障基金保值增值。 首

先，军人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应当与基金行政管理

相分离、与基金审计监督相分离。 设立军人养老保

险制度行政管理机构，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如军人

养老保险制度相关政策制定等）；设立军人养老保

险基金运营机构，专门运营养老保险基金；设立军

人养老保险基金监督组织，监督基金的收支、管理

运营等事务，监督组织由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公众

代表共同组成。 其次，应建立相关规章制度，在军

人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监管过程中严格按照规章

制度实施，如：建立基金审批报告制度、基金运转调

度制度、基金安全责任追究制度等，保障基金的来

源与去向；建立基金管理人员考核制度、基金管理

指标考评机制等，保障职业基金管理人尽职尽责，
实现制度化、标准化运营与监管。 最后，还应该创

新和拓展军人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投资方式和渠

道，采用科学的投资方式将基金投入日益完善的资

本市场，实现实质性的投资运营，以达到基金保值

增值的目标（章晓英 等，２０１４）。

　 　 ３．改革军人工资制度，完善军人工资水

平调整机制

　 　 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保障和提高军人老

年待遇的同时，也要保证军人的现有生活水平不降

低，同时保证军人工资水平能够与社会平均工资水

平一样能够适时调整。 这就要求，一方面，在新型

军人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时，应适当提高军人的工资

水平，保证军人在参保后现实的生活水平不降低，
不会影响军人的实际生活；另一方面，应建立军人

工资自动调整机制，使军人的工资不但与军龄、军
功、级别挂钩，而且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生活物价

水平等挂钩，以实现军人工资水平适时自动调整，
保障军人的养老权益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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