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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持续加深，采取积极的政策与战略面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成为

我国当前重要的战略布局。在养老保险的研究领域中，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作为涉及面最广的一项制度政

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是学界在养老保险方面的核心议题。面对我国当前快速老龄化的实

际国情，以国家提出的各项缓解老龄化而提出和实施的各项政策为基础，探讨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的实际需求和主要问题，文章运用DEMATEL-ISM分析方法构建了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影响因素

指标，厘清了因素的重要程度以及层次结构，其中老龄人口占比为深层根本影响因素，对基本养老保险

全国统筹起到了关键的影响作用，最后提出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运行机制的对策，为基本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提供了积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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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adopting active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to face a 
series of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aging popul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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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a at present. In the field of endowment insurance research, the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as the most extensive system policy,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nd it is also the core issue in academic circles in endowment insurance. In the face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rapid aging in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various policies put forward and imple-
mented by the state to alleviate the ag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ctual needs and main prob-
lems of the national overall planning of basic old-age insurance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con-
struct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dex of the national overall planning of basic old-age insurance by 
using DEMATEL-ISM, clarifies the importance a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factors, in which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s the deep fundamental influencing factor, which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national overall planning of basic old-age insurance.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coun-
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overall planning of basic old-age insurance, which provides 
positive reference for the national overall planning of basic old-age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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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依据 2020 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已达到 13.50%，超越了

全球平均水平(全球的统计数据显示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为 9.3%)。根据在 2021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到我国老龄化问题会更进

一步加剧。“未富先老”、“快速老龄化”是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面对的巨大现实挑战。积

极地解决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是我国为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所必须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目前，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正在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明显的压力加剧，如何确保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

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公平理论，着重探讨人们工作积极性与收入是否匹配的关系，他认

为人们的工作努力程度会随着收入满意度的提高而增加，人们会比较自己与他人的付出和收获，甚至和

自己过去的经历进行比较。因此，一个长期运行的养老保险机制应该确保所有参与者都能被其保护范围

所覆盖，努力实现机会公平。经济学家马歇尔关于边际效用递减的理论被经济学家庇古发扬，并形成了

一个重要观点：经济福利的程度受到国民总收入的影响，并且与其在社会成员中的平均分配程度相关。

可以说，社会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总量以及平均分配程度之间呈现正相关。因此，增加国民收入总量，

推动收入分配平等化，这是实现社会经济福利最优化的途径。社会保险是政府进行再分配的手段之一，

这种分配不仅限于当代，也包含了不同代际之间的分配，这种再分配应更均等、更合理，差距逐渐扩大

将带来不良后果。 
从现有的文献梳理可知，沈燕、邓大松(2015) [1]通过面板数据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养老金发

展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不同地区养老金差距水平非常大，并且得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养老

金水平非均衡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的结论；夏珺、李春根(2016) [2]整理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

制度发展与变化的四阶段，并且从各方利益冲突以及总体成本供给两方面分析了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的阻碍点，提出制度的变迁成本、中央与地方、地方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平衡是其中的问题焦点所在；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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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元、郭文尧(2017) [3]分析道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情况比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情况更为复

杂和值得深入研究，通过对近年的收支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存在隐性债务规模巨大、基金区域不平衡日

益严重、扩面工作难度增大、养老金连年上调、费率降低等风险，为此应该建立合理的养老金调整机制，

通过参数的改变、政策的优化来化解风险，并且可以考虑征收社会保险税；周心怡、蒋云赟(2021) [4]以
大规模人口跨地区迁移作为研究背景，通过对两期异质性行为人世代交叠模型进行研究，模拟结果显示，

只有中央政府合理调整中央调剂金政策，地方政府积极提出配套措施，才能通过由跨区域人口流动带来

的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以及基本养老保险收支不平衡的差距，达到缓解区域不平衡的效果；曹信邦、阙

梦香(2021) [5]从系统性整合的角度出发，提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人口省际流动频率不断

增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也出现了省级不平衡的问题，对基金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需

要对制度进行系统性整合，防止各方为了利益博弈而导致更加不平衡；付文林、周珂(2021) [6]从“费改

税”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我国费改税的可行性，并且提供了可行性思路；关博、王雯(2021) [7]提出，基

本养老保险在提高统筹层次和明确中央和地方责任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地方责任主体约束效应弱化、

参保约束松弛、地方待遇攀比等一系列风险，要化解这一风险，可以通过两步走的战略措施，完善制度

框架并深化制度改革整合；朱小玉、施文凯(2022) [8]分析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面临新挑战与旧

约束并存的现状，提出需要从基金运行与制度管理两个方面入手，完善预算、责任分担以及激励与约束

等方面的机制，并且积极应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边恕、王子龙(2022) [9]肯定了中央调剂金制度在初步确

立职责分担的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为全国统筹打下了经验基础，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对中央与地

方的关系再次审视，更加明确两方的责任划分，来构建全国统筹工作的推进；从国际上的研究来看，社

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较早，并拥有众多理论和实际的成果，对中国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具有重大的

参考价值。美国是全球首批设立养老保险体系的国家，实行了社会保险税制度。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

压力，美国不得不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例如利用税收的特性，发挥其正向调整的作用。日本的老

龄化问题同样严重，面临日渐增长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养老保险的坚实基础正在一点点被庞大的养老需

求侵蚀。因此，日本通过动态改革养老金的发放、缴费条件、运营和投资，构建了职业养老保险、国民

年金和雇员年金和三层结构体系，既确保了全民的养老保险需求，也满足了不同阶层的个人需求，保障

了养老制度的持续发展。然而，外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一开始就实行全国统一的管理，但也有少数研究对

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并实施全国统筹的养老保险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综上所述，学界围绕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展开了较多研究，现有的研究主要以理论性研究为主，

也包括了部分的实证研究，与此同时，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因素众多且错综复杂，目前缺少对

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的研究。基于此，本文首先构建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先运用

DEMATEL 方法确定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再运用解释结构模型厘清和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从

而能够更加客观和科学地为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提供参考，促进其健康发展。 

2.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影响因素构建 

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分析和梳理，筛选出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影响因素，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ational overall planning of basic old-age insurance 
表 1.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元素 

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政策 S1 

养老保险制度设计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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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调整与改革 S3 

中央调剂金制度 S4 

区域不平衡 S5 

监管体制 S6 

养老保险基金运营 S7 

经济发展程度 S8 

养老保险结余程度 S9 

区域发展水平 S10 

养老保险完善程度 S11 

老龄人口占比 S12 

3.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 DEMATEL-ISM 方法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 DEMATEL 方法对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影响因素进行识别。DEMATEL 方法是进行

因素分析与识别的有效方法，它充分利用专家的经验知识来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可以帮助减少系统要

素的构成，简化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素关系不确定的系统更为有效[10]。解释结构模型法(ISM)
是美国 J·华费尔教授于 1973 年为分析复杂社会经济系统有关问题而开发的一种方法。其特点是把复杂

的系统分解为若干子系统(要素)，利用人们掌握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借助电子计算机的帮助，最终将系统

构建成一个多级递阶的结构模型。ISM 属于概念模型，它可以将模糊不清的思想和看法转化为直观的、

具有良好结构关系的模型[11]。DEMATEL 方法能够在众多因素中识别出关键因素，而 ISM 模型则能够

将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更为清晰的展示，两者结合能够将复杂的因素清晰化展现。DEMATEL 方法实

施步骤如下： 
第一步：建立直接影响矩阵 M。首先根据研究目的确定所研究系统的影响因素 aij，即 ( )ij n n

M a
×

= 。

其次确定各因素的二元关系，常用两两比较，量化各因素之间的强弱关系。关系强弱的度量方法较多，

其中最为常见采用 5 级标度，即 0~4 方法度量，见表 2 所示。 
 
Table 2. Relation matrix 
表 2. 关系矩阵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 0 0 2 3 3 2 1 0 1 3 1 0 

S2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S3 0 0 0 2 0 0 1 0 3 2 0 1 

S4 0 0 0 0 0 0 0 0 3 2 0 0 

S5 0 0 0 0 0 3 3 0 2 2 2 0 

S6 0 0 0 0 0 0 3 0 2 2 0 0 

S7 0 0 2 2 0 0 0 0 3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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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 1 0 2 2 0 0 2 0 0 2 0 0 

S9 0 0 2 2 0 0 2 0 0 2 0 0 

S10 0 0 0 0 0 0 0 0 3 0 2 0 

S11 0 0 0 0 0 0 0 0 3 2 0 0 

S12 2 0 2 2 2 0 2 1 3 3 2 0 

 
第二步：规范化直接影响矩阵 N，通过归一化处理原始关系矩阵。其关键要取一个最大值作为标准， 

常用的方法为：矩阵每一行求和，再取最大值， ( )( )1Maxvar Max 1,2,3, ,ijj
n a i n
=

== ∑  ，即
Maxvar

∗

 
 
 

= ij

n n

a
N ，

见表 3 所示。 
 
Table 3. Specification direct impact matrix 
表 3. 规范直接影响矩阵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 0.000 0.000 0.105 0.158 0.158 0.105 0.053 0.000 0.053 0.158 0.053 0.000 

S2 0.053 0.000 0.000 0.000 0.05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S3 0.000 0.000 0.000 0.105 0.000 0.000 0.053 0.000 0.158 0.105 0.000 0.053 

S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58 0.105 0.000 0.000 

S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58 0.158 0.000 0.105 0.105 0.105 0.000 

S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58 0.000 0.105 0.105 0.000 0.000 

S7 0.000 0.000 0.105 0.105 0.000 0.000 0.000 0.000 0.158 0.105 0.000 0.000 

S8 0.053 0.000 0.105 0.105 0.000 0.000 0.105 0.000 0.000 0.105 0.000 0.000 

S9 0.000 0.000 0.105 0.105 0.000 0.000 0.105 0.000 0.000 0.105 0.000 0.000 

S1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58 0.000 0.105 0.000 

S1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58 0.105 0.000 0.000 

S12 0.105 0.000 0.105 0.105 0.105 0.000 0.105 0.053 0.158 0.158 0.105 0.000 
 

第三步：计算综合影响矩阵 T，规范化直接影响矩阵自乘，表示因素之间增加的间接影响，即

( ) 1
1

K
K N N I NT −∝

=
= −=∑ ，其中 I 为单位矩阵， ( ) 1I N −− 是 ( )I N− 的逆矩阵，见表 4 所示。 

 
Table 4.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matrix T 
表 4. 综合影响矩阵 T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 0.001 0.000 0.143 0.211 0.159 0.130 0.130 0.000 0.220 0.274 0.099 0.008 

S2 0.053 0.000 0.010 0.014 0.061 0.015 0.018 0.000 0.023 0.024 0.012 0.001 

S3 0.006 0.000 0.042 0.152 0.007 0.002 0.088 0.003 0.244 0.174 0.025 0.055 

S4 0.000 0.000 0.023 0.025 0.000 0.000 0.022 0.000 0.193 0.135 0.014 0.001 

S5 0.000 0.000 0.045 0.050 0.000 0.158 0.209 0.000 0.220 0.191 0.126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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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0.000 0.000 0.037 0.041 0.000 0.000 0.178 0.000 0.173 0.153 0.016 0.002 

S7 0.001 0.000 0.135 0.149 0.001 0.000 0.033 0.000 0.238 0.167 0.018 0.007 

S8 0.053 0.000 0.136 0.153 0.009 0.007 0.129 0.000 0.103 0.174 0.023 0.007 

S9 0.001 0.000 0.129 0.142 0.001 0.000 0.123 0.000 0.091 0.159 0.018 0.007 

S10 0.000 0.000 0.023 0.025 0.000 0.000 0.022 0.000 0.193 0.039 0.110 0.001 

S11 0.000 0.000 0.023 0.025 0.000 0.000 0.022 0.000 0.193 0.135 0.014 0.001 

S12 0.109 0.000 0.179 0.204 0.123 0.031 0.188 0.053 0.346 0.312 0.158 0.009 

 
第四步：综合影响矩阵加减计算出各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tij为综合影响矩阵 T

中的值，各行之和为影响度 ( )1 1,2,3, ,jj
n

ii t i nD
=

==∑  ，各列之和为被影响度 ( )1 1,2,3, ,ij
n

ji t i nC
=

==∑  ；

中心度 i i iM D C= + ；原因度 i i iR D C= − ，Ri大于 0 为原因要素，Ri小于 0 为结果要素，见表 5 所示。 
 
Table 5. DEMATEL calculation index value 
表 5. DEMATEL 计算指标值 

 影响度 D 值 被影响度 C 值 中心度 D + C 值 原因度 D − C 值(R) 

S1 1.374 0.224 1.598 1.150 

S2 0.230 0.000 0.230 0.230 

S3 0.796 0.924 1.720 −0.128 

S4 0.412 1.191 1.604 −0.779 

S5 1.002 0.362 1.364 0.640 

S6 0.601 0.344 0.945 0.257 

S7 0.750 1.161 1.911 −0.411 

S8 0.796 0.058 0.854 0.738 

S9 0.671 2.236 2.906 −1.565 

S10 0.412 1.936 2.349 −1.524 

S11 0.412 0.633 1.045 −0.220 

S12 1.713 0.101 1.814 1.611 

 
第五步：绘制中心度–原因度图并作出相应的解释，还可以对不符实际情况的计算进一步处理，见

图 1 所示。 
第六步：确定可达矩阵。首先，整体影响矩阵 E 为任意单个因素与自身影响相加所得，公式为： 

( )
∗

= + = ij n n
E T I e ，其中 I 为单位矩阵。为了更加清晰的划分层次结构，减少主观影响，在此引入阈值 λ ， 

采用统计分布的均值(α )与标准差( β )之和计算阈值，之后使用阈值对整体矩阵 E 中的因素进行处理后可 

以的到可达矩阵 K。公式为： ( ) ( )
( )

1, , 1,2, ,

0, , 1,2, ,
ij

ij n n
ij

e i j n
K k

e i j n

λ

λ∗

 ≥ == 
< =





。 

第七步：确定交集。根据可达矩阵，获得可达集合 R，和先行集合 Q，行与列互相到达的集合为交

集 A R Q=  。根据交集 A 可以得到第一层影响因素集合 L1 = {S2, S3, S4, S7, S9, S10, S11}，第二层影响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3137


梁可丹 
 

 

DOI: 10.12677/ar.2023.103137 1053 老龄化研究 
 

因素集合 L2 = {S6, S8}，第三层影响因素集合 L3 = {S5}，第四层印象因素集合 L4 = {S1}。第五层印象

因素集合 L5 = {S12}。具体内容如表 6 所示。 
 

 
Figure 1. Centrality-cause chart of national overall planning of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图 1.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中心度–原因度图 
 
Table 6. Reachable and prior and their intersection table 
表 6. 可达集合与先行集合及其交集表 

 可达集合 R 先行集合 Q 交集 A R Q=   

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调整 1, 3, 4, 5, 6, 7, 9, 10, 11 1, 12 1 

养老保险制度设计 2 2 2 

政策调整与改革 3, 4, 7, 9, 10, 11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 4, 7, 9, 10, 11 

中央调剂金制度 3, 4, 7, 9, 10, 11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 4, 7, 9, 10, 11 

区域不平衡 3, 4, 5, 6, 7, 9, 10, 11 1, 5, 12 5 

监管体制 3, 4, 6, 7, 9, 10, 11 1, 5, 6, 12 6 

养老保险基金运营 3, 4, 7, 9, 10, 11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 4, 7, 9, 10, 11 

经济发展程度 3, 4, 7, 8, 9, 10, 11 8 8 

养老保险险结余程度 3, 4, 7, 9, 10, 11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 4, 7, 9, 10, 11 

各区发展水平 3, 4, 7, 9, 10, 11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 4, 7, 9, 10, 11 

养老保险完善程度 3, 4, 7, 9, 10, 11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 4, 7, 9, 10, 11 

老龄人口占比 1, 3, 4, 5, 6, 7, 9, 10, 11, 12 12 12 

 
最后根据分解可达矩阵得到的 L1、L2、L3、L4、L5 五个层级并绘制层级图，可以清楚的看出各因

素之间的层次与关系，进而构建出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多级递阶结构模型，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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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ulti-leve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model diagra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ational overall planning of basic 
old-age insurance 
图 2.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影响因素多级递阶结构模型图 

4. DEMATEL-ISM 模型结果分析 

由 DEMATEL 方法计算得出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原因度结果图，首先根据

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分析每个因素对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影响程度，从图 1 可以看出，基本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的所有影响因素中，影响度排名前三位的是 S12 老龄人口占比、S1 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政策、S5 区

域不平衡，这三个因素属于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主要影响因素；被影响度排名前三位的是 S9 养老保险

结余程度、S10 区域发展水平、S4 中央调剂金制度，这三个因素属于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因素。 
中心度可以判断影响因素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影响因素中的重要程度，中心度代表了该因素在

系统中起作用的大小。从图 1 可以看出，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所有影响因素中，中心度排名前三位

的是 S9 结余程度、S10 区域发展水平、S7 养老保险基金运营。 
根据原因度大小来看，原因度大于零的是原因要素，原因度小于零的是结果要素，原因要素的特点

是稳定性高，不容易被改变。结果要素的特点是非常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从图 1 可知，S12 老龄

人口占比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中极易影响其他因素的因素，S9 养老保险结余程度在基本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中属于最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因素。 
ISM 模型能够反映出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影响因素的层级结构，并且能够厘清影响因素间的相互

作用关系。首先，所有的因素被划为五层阶梯系统，主要有三个层次：表层直接影响因素、中间层间接

影响因素和深层根本影响因素。其中老龄人口占比为深层根本影响因素，对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起到

了关键的影响作用，第二层、三层、四层为中间层间接影响因素，中间层影响因素具有间接性的影响，

包括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区域不平衡、监管体制以及经济发展程度。表层影响因素对基本养老保险

全国统筹有直接性影响关系，包括了养老保险完善程度等七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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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议与结论 

本文运用 DEMATEL-ISM 综合分析方法，DEMATEL 分析首先将众多影响因素的关系厘清，并识别

了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ISM 模型将影响因素分为表层直接影响因素、中间层间接影响因素和深层根本

影响因素。其中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等七项因素为直接因素，这几项因素的影响是最直接的。监管体制、

经济发展程度、区域不平衡、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等中间层影响因素比表层影响因素影响程度更深且

有一定的约束力。而老龄人口占比这一深层次影响因素的影响是基础和深远的。通过 DEMATEL-ISM 综

合分析方法的分析，对于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利于更有针对性的推动发展。 
1) 在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根据我国的人口特点以及老龄人口的数量来设计与之相匹配

的再分配体系，并不断健全现有的体制与现状相结合，从制度上完善我国“三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

针对我国老龄化不断加重的情况，可以通过灵活的延迟退休方案来缓解养老金的压力，完善退休人员再

就业的政策与法规，引导退休人员合理利用自身优势为社会作出贡献。对于在职人员和企业，可以通过

推行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计划来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到自身的养老规划中，商业养老

保险可以推出更多个性化的产品，来吸引年轻人购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2) 统一化管理养老保险的经办体系，规范地方养老保险的基金运营行为，并努力提高基金的可持续

运营和使用的能力；要积极落实基本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并在此基础上向全国统筹发展。要缩小养老

保险在各地区之间的收支差异，对水平较低的地区进行提升，对水平较高的地区进行合理调节，鼓励参

保，努力提高基金的结余程度，不断优化缴费基数和比例，完善待遇计发办法。加快落实划拨部分国有

资本以充实基本养老金划转国有股权到地方社保基金理事会，优化股权结构合理分红机制。 
3) 要努力保证完成县市统筹、省级统筹以及中央调剂金制度，作为改革的第一步，为后续全国统筹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稳步推进前一步的过程中，可以适当的加大中央调剂金的力度，在明确中央与地

方的责任以及分担水平之后，完善制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并且加强信息互通以及信息一体化建设，为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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