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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China’s six census data and 2018 population sampling data to refine and analyze the 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popula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we will measure the income and expend-
iture of urban employee pension insurance pools by sex group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f aging pop-
ulation on fund payment abil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urrent age structure of China’s popula-
tion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aging to advanced age, and this development trend has led to a 
shift of the overall fund from a slight surplus in the fifth census to a deficit in the sixth census. De-
laying the retirement age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balance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pooled fu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age structure of China’s population in 
2018, when the male retirement age is 62 years old, the overall fund has a slight surplus, and the 
female needs to postpone until the age of 67.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an extens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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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中国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与2018年人口抽查数据，提炼分析中国人口的高龄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收支状况进行分性别群体测算，探究人口高龄化对基金支付能力的影响。研

究发现，当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从老龄化逐步发展为高龄化，这一发展趋势导致统筹基金由“五普”

时略有盈余转变为“六普”时的支付赤字。推迟退休年龄有利于促进统筹基金收支平衡，测算结果表明，

在2018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下，男性退休年龄均为62岁时，统筹基金略有盈余，女性则需要推迟至

67岁才出现基金盈余。中国在推出养老金改革方案时需要充分考虑人口高龄化进展这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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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及文献综述 

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老年退休群体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帮助和基本生活保

障，其运行情况关系到社会稳定。中国目前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不断发展给养老保险

统筹账户养老金支付的可持续性带来了严峻挑战。如何提高统筹账户的养老金支付能力，已经成为维持

社会保障制度正常运转、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亟须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国外学者大多从宏观角度出发研究人口发展状况。David E. Bloom [1]等人对当前全球老龄化发展进

行详细的分析，预测在未来 40 年内，全球老龄人口总数将达到 7.5 亿，发达国家老龄人口比例达到 30%，

中国和印度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老龄化比例分别高达 31%和 20%。Donald T. Rowland [2]研究发

现，各国人口发展趋势各不相同，亚洲地区老龄化的速度要远大于欧美地区。亚洲的人口结构呈现多样

化，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亚洲 60%以上的老龄人口来自于中国和印度两大发展中国家。 
人口老龄化加剧会影响养老保险体系正常运转。Mohamed Faird [3]将中国的养老保险改革与日本、

印度对比，发现如果中国按照现有养老模式继续发展，养老保险账户将出现严重负债问题。他提出，当

前中国的传统现收现付制度无法满足社会养老问题的需求，必须尽快改革养老保险的运作模式。David E. 
Bloom [4]通过建立完整的计量经济模型，探讨人口的预期寿命对养老金储蓄额的内在影响。结果表明，

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会减少社会养老金的储蓄总额。 
国内研究不乏对中国未来人口趋势预测的研究文献。尹文耀[5]以 2010~2015 年人口数据为基础，通

过迭代推算未来人口高龄化的发展趋势，提出政府只有积极适应老龄化的大趋势，才能掌握长期发展的

主动权。唐钧[6]、孙鹃娟[7]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发现我国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十分迅猛，未来中

国将进入高速老龄化时期，这无疑会对我国现有养老体系造成一定冲击。 
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统筹账户造成负面影响。刘儒婷[8]、邓大松[9]虽然对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

预测，但没有利用现有人口数据分析当前老龄化特点。他们在建立统筹养老金的测算模型时，均采用代

表性个体的测算方式：利用代表性在职职工缴费额乘以在职职工人数作为统筹账户的收入，退休人员领

取统筹部分的养老金乘以退休人数作为统筹账户的支出，测算发现人口老龄化导致当前统筹账户收不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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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现资金支付缺口。这一测算没有考虑到个体性差异，测算结果不可避免出现一定偏差。 
梳理相关文献不难发现，现有对人口的研究大多是预测未来人口总体发展趋势，而挖掘当前人口数

据并给出特征分析的文献并不多见。同时，鲜有学者利用多次人口数据对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的支付能力

变化进行群体测算。基于此，本文运用保险精算技术，在对当前人口高龄化趋势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

职工收入分布进行模拟，将每个单位个体缴纳保费(或领取养老金)加总来进行群体测算，分析其对养老保

险统筹基金收支平衡的影响，进行政策效果分析，为提高统筹基金支付能力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

决策参考。 

2. 中国人口高龄化发展趋势 

中国目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是顶部老龄化发展趋势较快，老年人口呈现“高龄化”趋势。本文

我们将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定义为老龄人口，80 岁及其以上的人口为高龄人口[10]。同时，为了精准衡量

高龄化的程度，将 80 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占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比例定义高龄化系数。根据中国六

次人口普查数据和 2018 年人口抽查数据，我们得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系数与高龄化系数的发展变化趋势，

见下表 1，表 2 与图 1，图 2。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表 1. 老龄人口基本情况 

人口调查 
老龄人口数(单位：人) 老龄化系数(%) 

男 女 合计 男 女 总体 

第一次人口普查 10,668,958 14,367,709 25,038,257 3.65 5.22 4.41 

第二次人口普查 10,055,877 14,527,457 24,583,334 2.82 4.30 3.54 

第三次人口普查 21,869,230 27,406,319 49,275,549 4.24 5.61 4.91 

第四次人口普查 28,661,117 34,332,275 62,993,392 4.93 6.26 5.57 

第五次人口普查 41,707,888 46,566,134 87,490,428 6.51 7.73 7.10 

第六次人口普查 57,205,535 61,721,623 118,927,158 8.38 9.49 8.92 

2018 年人口抽查 1 60,254 68,374 130,428 10.82 12.44 11.61 

 
Table 2. Basic situation of the older population 
表 2. 高龄人口基本情况 

人口调查 
高龄人口数(单位：人) 高龄化系数(%) 

男 女 合计 男 女 总体 

第一次人口普查 593,171 1,261,538 1,854,709 5.56 8.78 7.41 

第二次人口普查 566,631 1,245,905 1,812,536 5.63 8.58 7.37 

第三次人口普查 1,765,823 3,284,268 5,050,091 8.07 11.98 10.26 

第四次人口普查 2,710,324 4,966,044 7,676,368 9.46 14.46 12.19 

第五次人口普查 4,546,575 7,444,508 11,991,083 10.90 15.99 13.71 

第六次人口普查 8,774,752 12,214,594 20,989,346 15.34 19.79 17.65 

2018 年人口抽查 10,209 13,252 23,733 16.88 20.26 18.65 

 

 

12018 年人口数据为 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 

https://doi.org/10.12677/ar.2019.63006


龙朝阳 等 
 

 

DOI: 10.12677/ar.2019.63006 40 老龄化研究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数据和 2018 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Figure 1. Population survey aging coefficient comparison chart 
图 1. 人口调查老龄化系数对比图 

 

 
Figure 2. Aging coefficient growth trend 
图 2. 高龄化系数增长趋势 

 
从上述图表不难发现我国人口发展趋势有以下特点： 
一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从第三次人口普查开始，每一次普查的老龄人口数相比于上一次均增加

了两千万人左右。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龄人口数量已突破 1 亿人，老龄化系数增长到 8.92%，

比“五普”增加了 1.82%。2018 人口抽查数据显示老龄化系数高达 11.61%，说明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

题日趋严重。 
二是女性老龄化进展更为迅速。2018 年人口抽查数据显示，女性老龄化系数达到 12.44%，比第六次

人口普查的系数多出 3%；男性老龄化系数为 10.82%，比第六次人口普查多出 2.5%。且每一次人口普查

的女性老龄化系数都比男性多 1%左右。两者的老龄人口数量均呈现上升趋势，但女性老龄人口数量始终

大于男性，因此女性人口老龄化程度远高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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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人口高龄化发展趋势显著。在对高龄人口数进行统计的过程中发现，高龄人口数量不断攀升，

“五普”到“六普”这十年的时间内，高龄人口数量增长了近一倍。当前老年人口存活率不断上升，导

致高龄老人在老年人口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2018 年人口高龄化系数已经达到 18.65%，其中女性高龄

化系数更是高达 20.69%，因此人口高龄化已然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未来 80 年，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的预测(见图 3)，高龄人口整体呈波浪式上升，男

性与女性在 2045~2050 和 2065~2070 这两个时间段内高龄化系数增加速度极快。我国高龄化系数最后趋

近于 50%，意味着未来我国老龄人口高龄化的形势不容乐观。在我国人口基数如此庞大的背景下，高龄

化系数过高会对养老金保障体系的支付能力造成强有力的冲击。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7)。 

Figure3. Forecast of aging coefficient from 2020 to 2100 
图 3. 2020~2100 年高龄化系数预测 

3. 高龄化进程中统筹账户支付能力 

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统筹账户使用传统现收现付制的模式运行，用参加工作的年轻一代缴费满足

退休一代老年生活的需要。中国人口高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在职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严重失衡，老年

抚养系数增大，影响统筹基金养老金支付的可持续性。接下来我们建立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收入与支出精

算模型，在不考虑国家财政补贴、账户管理费用支出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探究其对养老保险统

筹基金支付能力的影响。 

3.1. 模型构建 

3.1.1. 统筹账户收入模型 
单位个体从参保第一年开始到退休，其在统筹账户中的积累额 W 为： 

( ) ( )
1

1 1 1
R i a R i i

a w a
i a

W w g r pλ τ
−

− −
−

=

= ⋅ ⋅ ⋅ + ⋅ + ⋅∑                              (1) 

其中 λ为缴费指数，a 为职工参保年龄，R 为职工退休年龄，wa-1为初始参保的前一年社会平均工资，τ法定

缴费率，gw为工资增长率，r 为年利率，pa为 a 岁开始参保的职工活到 i 岁的概率，记作当前的生存概率。 

3.1.2. 统筹账户支出模型 
在养老金发放的过程中统筹账户支出的积累值 P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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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gp 为养老金增长率，T 为最大存活年龄，n 为缴费年限。 

3.1.3. 统筹账户基金结余 
统筹账户的支付能力等于统筹基金收入减去统筹基金的养老金支出。即： 

S W P= −                                           (3) 

若 S = 0，表示账户收入等于支出，统筹账户基金处于基本收支平衡状态；若 S > 0，表示账户收入高

于支出，统筹基金账户处于盈余状态，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账户的最佳状态是略有盈余。若 S < 0，表示账

户收入小于支出，结余出现赤字，若赤字数额大且持续时间长，则出现养老金支付危机。 

3.2. 模型测算 

3.2.1. 参数设定 
1) 参保年龄 a、退休年龄 R、缴费年限 n、最大存活年龄 T 
参保年龄和退休年龄直接决定职工的参保年限，参保缴费时间越长，统筹账户收入越多。根据我国

退休年龄政策，本文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 60 岁，女性退休年龄为 55 岁。同时为了简化计算，规定男女

职工初始参保年龄均为 18 岁。缴费年限 n 设定为退休年龄 R 减初始参保年龄 a 的数值(n ≥ 15)。中国统

计年鉴中的人口普查数据是截止到 100 岁，设最大存活年龄 T 为 100 岁 2。 
2) 缴费指数 λ 
缴费指数是指实际的缴费基数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值。人社部规定社保缴费不能低于缴费基数的

60%，不得高于 300%。即缴费指数 λ的取值范围为[0.6, 3]。 
3) 法定缴费率 τ、工资增长率 gw、养老金增长率 gp、年利率 r 
养老金法定缴费率 τ 是指养老保险缴费额与缴费基数总额的比率。法定缴费率是衡量统筹账户收支

平衡的重要因素，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国务院规定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低为 16%。

但本文旨在考察中国人口年龄发展变化对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能力的影响，为保持制度参数的一致性，

我们仍将法定缴费率 τ设定为 20%。 
工资增长率是指由于经济发展、职工工龄和技能提高等原因带来的工资增长比率，鉴于当前我国经

济繁荣良好态势，笔者假定工资增长率 gw为 6%，养老金增长率 gp 为 1.8%。年利率与银行的利息率概念

一致，本文将年利率 r 设为 4%，这也是大多数学者进行养老金测算时常用的年利率假定。 
4) 生存概率 
生存概率等于单位 1 减去死亡概率，死亡概率利用伐尔死亡概率法[11]计算得出。 

3.2.2. 测算结果 
在测算过程中为研究方便，将初始参保的前一年社会平均工资设为 1。计算整理得到第五次人口普

查、第六次人口普查和 2018 年人口抽查数据的生存概率。在其他基础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分性别进行个

体与群体的测算。 
1) 个体测算 
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整体是呈现下降趋势，但仍高于联合国规定的收入分配差距“警戒线”。

因此，个体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情况仍然存在。因此选取 3 个有代表性的收入个体： 10.6 aw − (低收入)、 1aw −

(平均收入)、 13 aw − (高收入)，分男女测算人口高龄化对统筹账户的影响，结果如图 4、图 5 所示。 

 

 

22018 年人口抽查数据中最大生存年龄为 90 岁，因此测算时将 2018 年数据的最大存活年龄 T 设为 9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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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Female individual calculation results 
图 4. 女性个体测算结果 

 

 
Figure 5. Male individual calculation results 
图 5. 男性个体测算结果 

 
结果表明，人口高龄化导致所有收入层次的统筹账户基金结余均呈下降趋势，高收入群体的账户结

余减少的速度最快。2018 年抽查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一个男性高收入个体的养老账户结余可以补齐一

个男性中等收入和一个低收入个体统筹账户的亏损，但女性统筹账户缺口不断增大，致使个体的养老保

险统筹基金支付能力始终呈下降趋势，且速度不断加快。 
2) 群体测算 
相关研究证实社会职工基本工资呈对数正态分布，本文利用 R 语言中的随机函数生成 4000 条符合对

数正态分布的数据作为职工收入样本，测得其基尼系数为 0.466，因此仿真数据符合当前社会基础收入情

况。群体测算考察所有个体缴纳(领取)金额之和的变化，我们分别对男性和女性进行群体测算，得出在人

口高龄化趋势下统筹账户支付能力的发展趋势，测算结果如表 3、图 6。 
 
Table 3. Gender-specific group calculation results 
表 3. 分性别的群体测算结果 

 基金收入 基金支出 基金结余 
基金总结余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五普 129,623.1 91,797.8 108,688.8 105,582.5 20,934.3 −13,784.7 7149.6 

六普 131,520.0 92,749.4 126,539.1 117,823.3 4980.9 −25,073.9 −20,093.0 

2018 抽查 132,751.1 93,198.1 138,828.3 125,611.8 −6077.2 −32,413.7 −38,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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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Account fund balance 
图 6. 账户基金结余情况 

 

女性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账户一直处于亏空状态，且亏空不断加剧。男性账户基金结余同样呈递减趋

势，2018 年时已经出现亏损。总账户基金结余在“六普”时开始出现赤字，2018 年总账户支付赤字更是

接近“六普”时的两倍。 
个体测算与群体测算的结果均表明，随着人口高龄化的加剧，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的支付能力不断下

降，出现支付危机。女性账户基金结余始终低于男性账户，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改善女性的养老保险

统筹账户基金结余状况，是提升养老保险统筹总账户支付能力的关键。 

4. 延迟退休政策效果分析 

对比全球各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发现，大部分国家的退休年龄都高于我国。亚洲国家日本退休年龄男

女同为 65 岁 3，韩国退休年龄男女同为 60 岁 4；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古巴，男性退休年龄为 65 岁，女性为

60 岁 5。根据当前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延迟退休是一项必要措施。根据我国当前高龄化程度，本文分别

测算男性、女性的退休年龄从 60 岁到 67 岁，结果见表 4、表 5。 
 
Table 4. Fund balances for men and women with delayed retirement age (survival probability of the sixth census) 
表 4. 男女延迟退休年龄的基金结余情况(第六次人口普查生存概率) 

退休年龄 
女性账户 男性账户 

基金总结余 
基金收入 基金支出 基金结余 基金收入 基金支出 基金结余 

55 92,749.4 117,823.3 −25,073.9 - - - - 

60 134,322.0 157,989.9 −17,667.9 131,520.0 126,539.1 4980.9 −12,687.0 

61 144,350.1 158,856.8 −14,506.7 141,141.6 131,250.5 9891.1 −4615.6 

62 155,025.7 165,628.0 −10,602.3 151,354.5 135,747.0 15,607.5 5005.2 

63 166,383.1 172,246.9 −5863.8 162,468.4 139,974.7 22,211.7 16,347.9 

64 178,459.6 178,647.2 −187.6 173,667.5 143,871.2 29,796.3 29,608.7 

65 191,289.0 184,765.6 6523.4 185,820.9 147,385.4 38,435.5 31,912.1 

66 204,908.7 190,527.0 14,381.7 198,675.4 150,451.3 48,224.1 62,605.8 

67 219,361.2 195,838.9 23,522.3 212,264.3 152,988.2 59,276.1 82,798.4 

 

 

3日本于 2004 年修改并执行《老龄雇佣安全法》，规定从 2013 年 4 月 1 日起老年人口退休年龄延至 65 岁。 
4韩国国会环境劳动委员会于 2013 年 4 月 22 日宣布，从 2016 年起将法定退休年龄延至 60 岁。 
52008 年 12 月 27 日，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社会保险法》，规定男性从 60 岁延迟至 65 岁退休；女性从 55 岁延

迟至 60 岁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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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Fund balances for men and women with delayed retirement age (survival probability of population data in 2018) 
表 5. 男女延迟退休年龄的基金结余情况(2018 人口数据生存概率) 

退休年龄 
女性账户 男性账户 

基金总结余 
基金收入 基金支出 基金结余 基金收入 基金支出 基金结余 

55 93,198.1 125,611.8 −32,413.7 - - - - 

60 135,243.0 164,337.1 −29,094.1 132,751.1 138,828.3 −6077.2 −35,171.3 

61 145,410.5 172,333.6 −26,923.1 142,531.3 144,648.6 −2117.3 −29,040.4 

62 156,251.3 180,300.8 −24,049.5 152,926.8 150,323.7 2603.1 −21,446.4 

63 167,803.6 188,180.8 −20,377.2 163,955.5 155,828.3 8127.2 −12,250.0 

64 180,105.6 195,911.3 −15,805.7 175,665.8 161,069.1 14,596.7 −1209.0 

65 193,208.6 203,396.8 −10,188.2 188,085.0 165,992.7 22,092.3 11,904.1 

66 207,155.5 210,552.4 −3396.9 201,251.2 170,518.3 30,732.9 27,336.0 

67 221,992.8 217,279.5 4713.3 215,203.2 174,556.9 40,646.3 45,359.6 

 
对比两次测算结果不难发现，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基金收入的差距不大，基金支出明显随着人口生存

概率的上升而增加，使统筹账户支付能力呈下降趋势。“六普”时，男女均 62 岁退休，统筹账户略有盈

余，但到 2018 年，推迟至 64 岁退休时统筹账户依然亏损。测算结果显示，女性账户一直处于负增长状

态，女性退休年龄进行做大幅度的延后调整，统筹账户才会出现盈余。仅从基金平衡的角度考虑，当男

女退休年龄均延迟至 65 岁时，总基金账户略有结余，此时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是较为理想的状态。 

5. 结论 

中国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由此带来养老保险基金负担过重等种种社会问题。

虽然中国在 2016 年开放了二胎政策，但短时间内无法缓解人口老龄化尤其是人口高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

付压力。本文利用中国先后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与 2018 年的 1‰人口变动抽查调查数据，提炼分析中国人

口的高龄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收支状况进行分性别群体测算。测算结果表

明，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统筹账户基金由“五普”时略有盈余变成“六普”时的支付赤字，在 2018 年

的人口年龄结构下，男性退休年龄推迟至 62 岁才可以有效缓解养老基金支付压力，女性则要推迟至 67
岁。中国在推出养老金改革方案时需要充分考虑人口高龄化进展这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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