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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养老金概览：经合组织及二十国集团各国退休与收入制度

中文概要

• 第四期养老金概览以养老金、退休与预期寿命为主题。面对人口老化寿命延长，许多国家都提高了退休年
龄。许多还将享受养老金与预期寿命直接挂钩。在近期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政策组合中，调整激励措施也都
是旨在鼓励继续工作而不是鼓励退休。 但如何保障老年人能有充分就业岗位仍然是个挑战。

• 本期的五个特别章节分别对享受养老金的年龄、退休行为、养老金对退休的激励、对较大年龄职工的需
求、养老金与预期寿命挂钩等五方面重要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 本期提供有关经合组织各国养老金制度主要特征的 新资料，对目前在职职工今后的退休收入进行了预
测。将指标范围增加到 34 项，包括国家退休收入法规的设计、养老金享受资格、老年人收入、养老金制
度的财政、养老金制度运行的人口与经济背景、私募养老金等。

• 分析涵盖的国家比过去几期有所增加，包括经合组织的四个新成员国智利、爱沙尼亚、以色列及斯洛文尼
亚。在可能情况下，也提供了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等其
它 20 国集团主要经济体的数据。加上欧盟 27 个成员国的数据，本报告涵盖的经济体总数达 43 个。

PENSIONS AT A GLANCE 2011: RETIREMENT-INCOME SYSTEMS IN OECD AND G20 COUNTRIES - ISBN 978-92-64-095236 © OECD 2011



自上期养老金概览于 2009 年 6 月出版以来，关于养老金改革尤其是提高退休年龄问题的争议，从未远离
过媒体聚焦的中心。所以 2011 年版养老金概览以养老金、退休与期望寿命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主题是顺理成
章的。

本期第一部分有五章，第一章的标题为“享受养老金的年龄与预期寿命 1950—2050 年”。显示约半数经合组
织成员国已经开始或计划在近期推迟享受养老金的年龄。18 个国家将提高女性享受养老金的年龄，14 个国家
将提高男性年龄。至 2050 年，经合组织各国男女两性享受养老金的平均年龄将提高到 65 岁。与 2010 年相
比，男性提高近 2.5 岁，女性提高 4 岁。

在二十世纪下半页，预期寿命几乎是连续不断地提高。结果是人们退休后的寿命得到延长。1960 年至
1993 年之间，从国家规定的享受退休金年龄起算，预期寿命从平均 13.4 年延长至 16.5 年。1960 年至 1993 年
女性退休后预期寿命延长 4.8 年，达到 21.6 年。部分是寿命延长趋势的反映，但三分之一原因是因为享受养
老金年龄的下降：在 1950 年至 2010 年期间，经合组织中有 10 个国家降低了男性退休年龄，13 个国家降低了
女性退休年龄。

多数预测显示今后预期寿命还将继续提高。据联合国预测，2050 年从正常退休年龄起算的男性预期寿命将
进一步延长至 20.3 年，女性延长至 24.5 年。并且是已经计入今后计划提高退休年龄的情况。实际上只有 5 个
国家已将男性女性的退休年龄都提高到足以在今后 40 年内稳定退休后寿命的水平，另外 4 个国家只是将把女
性退休年龄提高到这样的水平。

这项分析研究的只是正常退休年龄。而经合组织各国有许多人是在正常退休年龄前就已退休。这一点在
第二章“退休及老年人就业趋势”中得到阐述。在整个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人们离开就业市场的平均实际年
龄一直在下降。但男性提前退休的长期趋势已于 1990 年代中停止，女性稍后也已停止。尽管如此，经合组织
各国 2002 至 2007 年离开就业市场的平均年龄仍比 1960 年代低 4—5 岁，男性约 63.5 岁，女性 62.5 岁。至
2050 年，仅为跟上至 2050 年预期寿命的延长，也需将男性实际退休年龄提高至约 66.5 岁，女性提高至近 66
岁。这一点可反映出各国政府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后面两章的主题是各国政府可采用哪些政策以延长就业生命。前一章从“供应方”着眼，揭示了养老金制度
中包含的对就业与退休的激励因素。后一章从“需求方”着眼，研究了如何确保老年人能有就业机会。

有压倒性证据显示经济利益激励会影响对于退休的行为方式。第三章讨论的“养老金对退休的激励作用”，
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很重要，从平等角度看也很重要。就业更多贡献更多的人理应获得更多养老金。同样那些
因形势所逼不得不提前离开就业岗位的人，也需获得合理的生活水平。

因此大多数的养老金改革工作都把调整退休激励措施作为主要环节：大约半数经合组织成员国已经在此领
域采取了行动。其中包括更严格的提前退休条件，加大提前退休的福利损失，及增加在规定退休年龄后退休
者的养老金等。第三章表明这些改革是有效的，养老金制度中仍保留大力鼓励提前退休措施的经合组织成员
国已所剩无几。但多数国家在进一步改进养老金制度中的激励措施方面仍有余地。该章就如何奖励人们推迟
退休提出了 9 项政策建议。

如果在延长就业的供应方面存在障碍，旨在改进就业奖励的养老金改革可能就会减少效力。第四章对一系
列政策进行了审视，旨在“帮助老年职工找到及维持就业”。雇主方面的障碍包括年龄歧视，特别是对老年职工
适应变化能力的怀疑。反对年龄歧视的法律法规及公共宣传运动经常（但并非总是）有效。老年职工的雇用
成本高，在一些国家仍有问题。雇主有时也会利用提前退休作为调整人员规模的捷径。

老年人的就业机会也可能有局限性。有时他们的技能已经贬值，而培训往往以年轻职工为目标。寻找就业
时往往需要更多的帮助。

在关于提高退休年龄的争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论点是，增加老年人就业会减少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并无证
据可支持这个观点。实际上 20 岁出头年轻人的就业率与近六十岁老年人的就业率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对人
们态度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在老年人就业率或年轻人就业率较低的那些国家，老年人就业有损年轻人就业
的观点才更得到支持。

第五章又回到养老金与预期寿命的相关问题。约半数经合组织成员国在关于退休收入的强制性规定中，有
养老金与预期寿命变化自动挂钩的内容。这是养老金政策方面的一项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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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许多国家采纳了强制性固定供款制度以替代或补充公共养老金。第二，一些国家将其“离职即付”的
公共养老金制度改为“名义账户”性质。第三，有几个国家将养老金领取水平或享受资格与预期寿命挂钩。除了
这些变化之外，各国的自愿、私募养老金也明显从固定受益转向固定供款规定。

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这些变化，对养老金供应成本的分摊方式有重大影响。这种成本将越来越由退休者个
人承担，体现为养老金利益的逐步下降。第五章揭示了预期寿命预测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对“养老金与预期
寿命挂钩政策”进行了评价。并进一步阐述了预期寿命提高更快或更慢，与中等预测水平相比，对养老金享受
资格会产生的不同影响。

面临人口老化对政府财政预算日益加大的压力，经合组织各国采取了各种应对政策，第一部分五章分别作
了介绍评估。养老金制度中 可见也 广为人知的一项参数即退休年龄的提高，往往成为媒体热点。但这只
是养老金、退休及预期寿命问题的一小部分。

本期报告第二部分对养老金概览前三期刊登的“养老金政策指标”进行了更新，比上期又增加了 18 项指标。
并在可能情况下将分析范围扩大到目前不是经合组织成员的 20 国集团国家：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
度尼西亚、俄联邦、沙特阿拉伯及南非。

首先审视了退休—收入制度的设计，并提出用以描述差异巨大的退休收入制度的分类方法（第二.1 节）。
提供了各国养老金制度的主要参数及规则，以便进行跨国比照。

然后利用这些参数及规则，对不同收入水平的男女职工将能享受的养老金进行模拟（第二.2 节）。虽然多
数指标针对的是强制性养老金规定，也对一些国家覆盖面较广的典型自愿私募养老金进行了分析。对养老金、
养老金领取者的税务政策，及其对退休前后生活水平的不同影响，也进行了周密研究。

对养老金享受情况的分析是前瞻性的，考虑了现在进入劳动市场的职工今后将享受养老金的价值。第二.3
节审视了目前已达退休年龄者的经济状况：平均收入水平、收入来源及贫困风险。

分析了个人情况之后，第二.4 节对整体退休—收入系统的财政状况进行了研究。提供的数据包括养老金方
面的公共及私人开支，强制性养老金供款率，及公共养老金计划供款总收入。

第二.5 节介绍了退休收入制度运行的背景环境。其中包括人口统计资料，如预期寿命及受孕率，平均收入
等数据。 后第二.6 节特别提供了关于私募养老金及公共养老金储备基金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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