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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并轨”改革方案已经国务院常

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

——《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透露了这

一消息，这一改革预计涉及约 4000 万机

关事业单位人员。

现行养老“双轨制”具体指的是：机关

事业单位的退休制度，由财政统一支付养

老金；社会企业单位的“缴费型”统筹制

度，由单位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

截至2014年11月底，职工和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参保合计达 8.37 亿人，其中

职工参保 3.38 亿人，城乡居民参保 4.99

亿人，待遇领取2.26亿人。

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的养老保险

改革，机关事业单位没有参加，虽然后来

一些地方开展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

革试点，但多数仅是在形式上缴纳社保

费，体制机制没有根本改变。

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机关

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金和企业职工养老金

的差距逐步拉大，社会对养老“双轨制”

反响强烈。

多年改革难题养老金“双

轨制”改革终获破冰：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

案已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和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会 审 议 通

过。这个好消息，让很多在

企业工作的人对未来多了份

公平的感觉，因为这标志着

在我国实行近 20 年的养老保

险“双轨制”将被破除，走向

统一。

从“双轨”到“并轨”，

是人们对平等养老权利

的期待，也是深化改

革 题 中 应 有 之

义 。 长 期 以

来 ，我 国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实

行单位退休养老制度，而企

业职工实行养老保险制度，

两者退休后养老金标准差距

很大，这让企业职工群体“很

受伤”。在养老“双轨制”下，

因身份的不同导致社会分配

不公，公平感缺失，也在很大

程度上制约了人员流动，从

整体上束缚了社会效率。

改革越是深入，推进越

是艰难。在此之前，这项改

革 已 通 过 试 点 改 革 推 进 多

年，方案也屡被讨论，但始终

“只闻楼梯声，不见人下来”，

足见改革本身的复杂性、艰

巨性。养老改革涉及利益的

再平衡，因此阻力重重。客

观困难也不少，比如资金方

面。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每

2.4 个职工缴费要负担 1 个退

休职工的养老金，部分省份

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支付方面

挑战。当前社会保障筹资渠

道仍偏窄，真的“并轨”，对地

方来说也是挑战。

这个改革方案，让人们

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全面

深化改革、打破利益藩篱的

坚定决心。改革需要在推进

过程中不断破除利益“板结”

的 坚 冰 。 此 次 改 革 方 向 已

定，改革面也由试点单兵突

进到全国“一盘棋”统筹考虑

推进，以整体联动的办法来

克服局部摩擦阻力，推动改

革深化。

我国社会老龄化高峰日

渐 迫 近 ，也 是 必 然 趋 势 ，只

有 义 无 反 顾 地 推 进 养 老 体

制 改 革 ，其 增 进 社 会 公 平 、

激 发 社 会 活 力 的 效 应 才 能

充分显现出来，真正让发展

和 改 革 的 红 利 被 更 多 人 公

平共享。

让身份和编制不再影响“养老公平”

“改革后，我的退休金会不

会少很多呀？”这是许多机关事

业单位人员看到相关报道后最

关心的问题。

上述报告指出，职业年金与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同步建立。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认为，

这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旨在给

出预期，给总数接近 4000 万的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吃下“定心

丸”。

“建立职业年金就是为了补

充待遇降低的部分，因此改革后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待遇不

会出现明显下降。”陈步雷说。

郑功成进一步解释说，我国

公务员与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金

采取现收现付财务模式，实行财

政供款、预算管理、单位包办、社

会化发放（通过银行或邮局），个

人不需缴费，退休金待遇参照在

岗者工资增长情况调整。

这种财政负担实际包括了

三种不同的责任：一是政府作为

雇主应承担的责任份额，等同于

用人单位为职工参保缴费；二是

政府应履行的公共财政责任，等

同于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财政补贴；三是承担了个人应

承担的缴费份额。前两部分是

政府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第三

部分则有违公平正义。

“也就是说，这次改革的目的

是通过优化结构和确立新的责任

分担机制来促进养老保险制度走

向公平，关键是要落实机关事业单

位人员的缴费义务并采取同样的

办法调整养老金待遇。”郑功成说，

“改革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基本养

老金那部分肯定会减少，但加上职

业年金，总体待遇应该不会有太大

变化。”

养老“并轨”三问
工资涨吗？待遇降吗？钱够吗？

我国将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与城镇职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这
意味着，近 4000 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将告别“免缴费”时代。改革后，公务员工资会否普
涨？养老待遇是否会下降？全国范围同步改革，钱从哪里来？针对这些人们关心的问题，相关
专家学者给予了分析和解读。

上述报告称，改革在全国范

围同步实施。那么，如果保证机

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待遇不降

低，钱从哪里来呢？

熊晖认为，养老保险目前个

人缴费是小头，基金支付和财政

补助才是养老金构成的大头，而

国家应该在制度转轨期间承担这

部分转制成本，建立起职业年金

最为关键，这部分应该会由财政

资金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双重

投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有两条路，

一是沿用企业养老改革时的视同

缴费政策，这样对于财政资金的

压力会小很多，但是今后也面临

养老金个人账户亏空的问题。”熊

晖说。

“二是由财政一次性将个人

账户坐实，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

阵，但这对于财政将产生巨大压

力。”他说，“结合实际情况来看，

沿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

政策是明智之举，既可以减少改

革面临的阻碍，也能通过经济逐

渐发展消化历史的欠账。”

郑功成指出，这次改革的关

键是如何建立稳妥的“中人”过渡

办法，让老人和新人之外的“中

人”养老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同时

也应当解决好机关事业单位中编

制内外员工的现实权益差距问

题。

陈步雷建议，对于“中人”，

应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和强制性

职业年金双支柱的养老保险制

度。也就是说，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

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

资模式，按 60%的替代率（养老

金与在岗工资之比）进行制度设

计；同时，建立强制性的职业年金

制度，职业年金的替代率以现有

待遇不降低为要求，大致按照替

代率的20%至30%进行设计。

“‘中人’的强制性职业年金

应实行非积累模式，列入当期财

政预算。”陈步雷说，“通过基本

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基本保持

‘中人’养老金待遇，降低改革阻

力。” （据新华社）

工资涨吗？公务员工资可能普涨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的《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城乡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

报告》透露，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建立与企业相同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实行单位和个人缴费，

改革退休费计发办法。

报告同时指出，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与完善工资制度同步

推进。“这样的话，在全面实现

养老并轨之前，公务员工资可

能实现普涨。”西南政法大学劳

动与社会保障法教授熊晖说，

“但是大幅上涨可能性不大，主

要是为了覆盖社保支出部分。”

熊晖指出，当前很多基层

地区的公务员群体工资水平相

对较低，而社保个人缴费的比

例不低，对于那些月收入 2000

余元的基层公务员而言，自己

负担各项社保缴费相对困难。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教 授 郑 功

成 则 认 为 ，实 施 养 老“ 并 轨 ”

并 不 意 味 着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人

员工资必然上涨，但却是调整

工 资 制 度 的 好 机 会 。 国 家 应

支付改革的初始成本，即适当

增加一次工资，以消减改革初

期带来的阵痛，促使制度平稳

转型。

待遇降吗？职业年金让近4000万人员吃“定心丸”

钱够吗？
建议“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社会企业单位

机关事业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