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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缴费率较高，在全球的众多经济体

中排名靠前，较高的社会保障缴费率带来了一些负担。基于2010年~2020年的数据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

从企业和个人两个角度探明了社会保障缴费对微观主体的影响路径，并通过Vensim软件进行了模拟仿

真。实证分析发现：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政府如果没有及时调整社会保障费率则会导致经济下行；

出台适当的优化政策能够缓解较高社会保障费率带来的不良后果。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府提高治理能

力、出台优惠政策抓重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三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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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t present, Chi-
na's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is high, ranking high among many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nd the higher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s create some burden. A system dynamics model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data from 2010~2020 to explore the impact path of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
tions on the regional economy from two perspectives: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and simula-
tions are carried out by Vensim software.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government's fail-
ure to adjust social security rates in a timely manner after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will lead to 
an economic downturn; the introduction of appropriate optimization policies can mitigate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higher social security rat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ree recommenda-
tions are proposed: the government improves governance capacity, introduces preferential poli-
cies to catch the focus, and improves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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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完成，我国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成效显著，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

大的社会保障网。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10.25 亿人、2.28 亿

人、2.82 亿人，消除了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民安居乐业[1]。但是

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为我国带来了一定的社会保障负担，例如：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养老

保险项目存在着较大的财政压力，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出现财务收支失衡，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这可能会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2016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网站发布了一

篇名为《降低“五险一金”缴费率合理降低企业人工成本》的报告。报告指出当前我国企业职工五项社

会保险总费率为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 39.23%，在列入统计的 173 个国家地区中列第 13 位[2]。表明了我

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处于较高水平。 
截止到 2020 年末，邢台地区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650.5 万人。全市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

数 108.6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8.3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 50.9 万人，增加 26.7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

的人数 72.1 万人，增加 8.9 万人。全方位，高覆盖率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压力较大，这导

致了社会保障缴费率维持较高水平，这对邢台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邢台目前拥有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很少，大部分企业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既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又很难实现技术创新，过重

的社会保障负担，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必然会使得大量的企业关停。邢台市统计局 2021 年 8 月份发

布数据显示，全市 1559 家规上工业企业中停减产 596 家，其中停产 134 家，减产 462 家，停减产面 38.2%。

企业的停产减产对地区 GDP 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 2010 年~2020 年的数据为基础，采用系统动力学理论，从企业与个人两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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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构建了社会保障缴费对微观主体的影响流图，通过模拟仿真探明了社会保障对微观主体的影响路径，

在此基础上添加政策优惠变量进行第三次模拟仿真，模拟仿真结果证明了出台适当的优惠政策有助于缓

解社会保障缴费过高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为进一步研究社会保障缴费对微观主体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

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领域内应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研究的空白。 

2. 文献综述 

居民个人和企业是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参与者，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仍存的情况下再加上新冠肺炎

的冲击，如何减轻个人和企业的负担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成为值得研究的重要话题。从居民个人的角

度来看，社会保障缴费可能影响员工的收入并且带来消费、储蓄等方面的挤出效应。高额的社会保障

缴费率不仅不利于雇主向员工提供保险，还会导致雇主以调整工资的方式抵消成本损失[3]。有学者以

英国 35 年的社会保障改革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英国社会保障缴费率的变化对员工劳动收入和劳动成本

的影响，研究发现降低社会保障缴费率实际上等同于员工获得了一笔额外收入[4]。也有学者持相反意

见，他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虽然社保缴费对员工工资总额和不同类型员工月平均工资均存在挤出效应，

但挤出效应并不大[5]。虽然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企业会通过降薪等方式，将社会保障费用转嫁给员工，

效率工资假说、缴费与福利的关联程度不足使得企业并未通过降薪等方式将社保缴费转嫁给员工[6]。
较高的社会保障缴费率会降低居民的参保意愿，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社会保障缴费率与参保率存在

负相关[7]，以农民工为例，高费率加大了农民工的就业难度，导致其被迫选择非正规就业，而非正规

就业降低了参保率[8]。本文认为社会保障项目中的某些保险，例如工伤保险，人们很难甚至是不会享

受到工伤保险补贴，因此相较于长期的社会保障受益，他们更看重目前的短期利益，过重的社会保

障缴费使得个人实际收入减少，不仅压抑了居民的工作积极性，还削减了居民可用于私人投资的资

金。 
从企业的角度看，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保障缴费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

生影响，社会保障缴费负担使得企业用人成本增加，为了增加利润，企业只能将这部分负担转嫁[9]。降

低社会保险政策缴费率，可以达到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效果[10]。除此之外，社会保

障缴费对企业创新也存在影响，将缴费率控制在合理区间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11]。能实现成本减少的方

法主要是谋求技术上的创新或者是减少员工工资和用人需求，对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是中小型企

业，短时间内谋求技术创新不太可能，再加上近些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该企业想要保障自身的利益，多

数选择减少工资或者是降低用人需求，这两种方法都会损害到个人的利益，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

经济的发展。日本为了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先后推出了各项扶持政策，尤其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提供了

大量的优惠和扶持政策[12]。企业实际承担的社保缴费费率越高，其雇佣工资越低、雇佣规模越小，雇佣

规模因缴费负担而缩减是用工成本上升的直接体现[13]。也有学者对社保缴费影响企业劳动需求这一观点

提出质疑，实证分析发现，社保缴费率对企业整体劳动力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社会保障缴费率提高对工

资和福利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会导致总劳动报酬不变，进而保持劳动需求不变[14]。也有学者认为高社会

保障缴费率还会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缴费率下降能够为企业带来额外的现金流，从而使得企业避税现象

减少，提高参保率[15]。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关于社会保障缴费对居民个人影响研究相对较少，学者们在社会

保障缴费是否会给居民的消费及储蓄带来挤出效应，是否会影响居民收入这两个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

关于社会保障缴费对企业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多，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高社会保障缴费率会给企业的生产经

验活动带来负担，迫使企业降低员工工资，减少劳动力需求。无论是对居民个人还是企业的研究都是以

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还相对较少，特别是对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应用还有所空缺。本文针对这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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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进行多次模拟仿真，从理论上完善了社会保障缴费对微观主体的影响研究，

为邢台市采取措施缓解由疫情冲击导致的经济下行提供了有益借鉴。 

3. 模型设定 

3.1. 软件环境设定 

本模型在构建时使用的软件为 Vensim PLE，操作系统为 32 位系统。“Time Step”设定为 1，“Initial 
Time”设定为 0，“Final Time”设定为 10，“Units for Time”设定为 Year 即时间单位为年，初始时间

为 0，总共模拟十次，每次模拟代表一年。 

3.2. 因果关系图介绍 

本模型的因果关系图由社会保障福利水平、员工工作积极性、养老保险需求、医疗保险需求、生育

保险需求、失业保险需求、工伤保险需求、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意愿、员工工资、个人承担社保费率、

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居民用于投资或消费的资金、政策优惠、员工人数、企业承担社保费率、企业缴

纳社会保险费、企业效益、企业经营状况、内部环境、外部环境、税收收入、税收支出、地区 GDP 共计

23 个要素组成，主要是从居民个人和企业两个角度说明社会保障缴费对地区 GDP 的影响。 
如图 1 所示因果关系图中包含五条反馈回路： 

 

 
Figure 1. Causality diagram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on regional GDP 
图 1. 社保缴费对地区 GDP 的影响因果关系图 

 
① 公共收入–公共支出–社会保障福利水平–员工工作积极性–企业效益–税收收入–公共收入； 
② 公共支出–社会保障福利水平–员工工作积极性–员工工资–税收收入–公共收入–公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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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③ 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企业效益–员工工资–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 
④ 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意愿–员工工作积极性–员工工资—个人缴纳社

会保险费； 
⑤ 企业效益–员工工资–员工工作积极性–企业效益。 

3.3. 因果关系图要素分析 

从个人角度来看，影响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正向因素有员工工资和个人承担社保费率两个因素，

企业效益与员工工资成正向增长关系，员工工作积极性越强，个人产出越多，个人产出增加企业总产出

会相应增加，企业效益变好也就愿意为员工提升工资。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有两个，分别是社会

保障福利水平和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意愿，社会保障福利水平高，员工生活有保障，没有后顾之忧工作

积极性得以提高，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意愿又受到老保险需求、医疗保险需求、生育保险需求、失业保

险需求、工伤保险需求的影响，对保险的需求越高越愿意缴纳社会保险费。 
另外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越多员工越不愿意缴纳社会保险费。总的来说，个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对

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保障负担过重使得员工工作积极性降低，另一方面收取过

多的社会保障费会减少居民用于投资或消费的资金，前者影响全社会总产出，后者削弱了消费和投资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从企业角度来看，作为社会保障费用的承担者之一，企业缴纳社会保障费是法律规定的必须要履行

的义务，其金额一般是以员工工资总额为基数按照一定比例缴纳。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在企业用人成

本中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例，并且企业很难降低这部分用人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想要保证自身利

润有两种做法：一是增加技术投入，实现技术创新，这样可以实现成本相对降低；二是降低用人需求，

企业劳动力数量减少使得员工工资总额减少，以员工工资总额为基数的企业社会保障费用也随之减少，

实现了成本的绝对降低。这两种方式都为企业运营带了较高的负担，社会保障费用的取得损害了企业的

经济效益，确实带来了负面影响。 

3.4. 流图模型 

基于因果关系图，进一步细化各部分的关系构建出流图，流图如图 2 所示，由两个存量、六个流量

以及若干辅助变量构成。核心变量社会保障缴费直接影响地区 GDP，考虑到 GDP 受多种因素影响，引

入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效益和公共支出这些控制变量以避免模型失真。除此之外，个人缴纳社会保障

费用和企业缴纳社会保障费用也会影响其他变量，进而对地区 GDP 产生间接影响。 

4. 模拟仿真 

4.1. 系统主要函数及数据设定 

模型中各变量设定如表 1 所示，所用到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河北省经济年鉴以及邢台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模型中部分变量的比例关系是根据近几年的数据设定的，这是因为这些

变量的比例关系在现行的学术研究中难以给出精确的数值，例如：公共支出以及公共收入之间的比例关

系。根据财政学原理公共收入和公共支出之间存在着差值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每年财政略有盈余或略有

赤字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二者之间维持何种比例才是最为合适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因此，本模

型中公共支出以及公共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0~2020 年公共收入和支出数据

求出比例关系再取平均值得到的。模型中的常量也是采取近几年的数据的平均值，例如：平均工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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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十年数据取平均值得到的。 
 

 
Figure 2. Flow chart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on regional GDP 
图 2. 社保缴费对地区 GDP 的影响流程图 

 
Table 1. Main variables and their function settings 
表 1. 主要变量及其函数设定 

变量 函数设定 

居民可支配收入 居民收入 − (个人应纳税额 * 个人应纳税额变动幅度) − 个人缴纳 
社会保障费用 

居民收入 平均工资 * 平均工资变动幅度 

公共收入 其他公共收入 * 其他公共收入变动幅度 + 税收收入 

公共支出 公共收入/0.814 

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用 居民收入 * 0.08 + 居民收入 * 0.02 + 居民收入 * 0.003 

企业效益 (企业收入 − (企业应纳税额 + 企业缴纳社会保障费用 * 企业应纳税额变

动幅度)) * 员工工作积极性 

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用 (居民收入 * 0.16 + 居民收入 * 0.078 + 居民收入 * 0.007 +  
居民收入 * 0.012) * 员工人数 

4.1. 仿真结果 

将表 2 中列出的数据输入模型进行仿真得到模拟仿真结果，重点观测 GDP 以及社会保障收费的模拟

仿真情况。根据仿真结果不难看出，GDP 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但整体趋于平稳上升，仿真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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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示。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able 
表 2. 描述统计表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DP 897003 108891 746294 1008782 

居民可支配收入 28189 3408 23821 32189 

公共收入 177769 11974 159605 190390 

公共支出 219238 24156 187755 245588 

社保和就业支出 27035 4235 21592 32581 

税收收入 148688 11537 130360 158000 

个人所得税收入 11576 1504 10088 13871 

 

 
Figure 3. Trends in GDP and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in the ab-
sence of an outbreak 
图 3. 未发生疫情情况下 GDP 与社会保障缴费的变化趋势 

 
2020 年邢台地区 GDP 增速放缓，第一次仿真是在假定疫情未发生的情况下进行模拟，故模拟仿真

结果与邢台地区的现实情况不符合，考虑到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的现实背景，更改变量“外部环境”数

值后进行第二次模拟，第 10 次模拟代表 2020 年，再次得到的模拟仿真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符合。仿真结

果如图 4 所示。 
通过两次仿真结果的对比可以发现，当外部环境出现较大波动时，政府如果没能及时做出应对，依

旧按照既定的社会保障费率收费，从数据上看社会保障缴费依然保持增长态势，但实际上给经济带来了

负担造成了 GDP 的损失。为了消除这种经济损失，有些学者提出了要进一步减费降税，适当降低社会保

险缴费率[16]，但是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需要保持权威性，政策要稳定，每一次社保费率的调整都是经

过严谨调查分析，近几年 GDP 保持大体上升的态势，2020 年新冠肺炎属于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由于突发性的事件导致经济出现波动并不能说明现行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存在问题。 
因此本文观点针对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在不调整费率的基础上政府可以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例如：

允许企业分期或者延期缴纳社会保险费或者是对部分费用进行扣除。这样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又保持了

费率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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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econd simulation results 
图 4. 第二次模拟结果 

 
为了验证这一措施的有效性，在模型中加入变量“政策优惠”，政策优惠只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企业内部环境属于企业自身经营问题，补贴应该只针对因外部环境变化而导致企业受损的部分。函数设

定为 IF 函数，即当外部环境变差时，政策优惠自动生效，否则不生效。设定完成后再进行一次模拟仿真。 
仿真结果如图 5 所示，观察仿真结果可以发现，在社会保障费用不发生较大变化的前提下，优惠政

策出台后 GDP 较之前的颓势有所回暖，GDP 保持合理的增长态势。第三次仿真结果表明，当发生突发

性事件导致外部环境变差时，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不仅有助于稳定经济，并且也不会造成社会保障费用

的大幅度减少。 
 

 
Figure 5. Third simulation results 
图 5. 第三次模拟结果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系统动力学视角，从居民个人、企业两个角度构建了社会保障缴费对经济影响系统，以

2010~2020 年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多次仿真实验，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政府如果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出调整，从仿真结果上看，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1041


付娉娉，杨鸿昊 
 

 

DOI: 10.12677/sd.2023.131041 393 可持续发展 
 

虽然社会保障缴费额没有发生变化，但实际上社会保障缴费额的取得以经济损失为代价，给经济带来了

负担造成了 GDP 的损失，这一仿真结果证实了过高的社会保障缴费率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为了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在不调整现行社会保障缴费率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给予适当的优惠

政策来缓解居民个人和企业的社会保障缴费负担，从而帮助经济复苏。 

5.2. 建议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我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巨大的成果，迅速控制住了疫情，但是新冠疫情仍

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冲击，将来新冠病毒仍会存在，人与新冠病毒共存的局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针

对未来较长时间里外部环境较差的现实情况，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目前我们处于“大

数据”时代，信息的总量与流通速度倍增，社会环境日新月异，这要求政府能对迅速变化的环境做出及

时且准确的反应，行政人员依靠过去的经验惯例难以解决现实问题，政府效率有待提升。要解决这种情

况可以考虑引入私人管理的部分理论，例如：绩效管理相关内容，将绩效考核引入政府部门，增加政府

部门活力。其次，政府部门组织结构需要做出调整，当前官僚制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很难对环境变化做

出迅速反应，可以考虑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构建部门间的信息交流网络，从而为各部门有效合作分工提供

基础。 
第二，本文实证部分已经进行了模拟仿真，证实了出台优惠政策是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政府的补

贴能力有限，优惠力度过大范围过广也会影响到政府财政，因此政策优惠要有重点抓住主要矛盾。中小

企业对社保缴费负担的承受能力相对更弱，这是社会共识。邢台市在河北省中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在河北省排名中位列倒数，因此政府给予补贴等政策优惠能力有限，基于这种情况有重点

的出台优惠政策就十分重要，切实落实对中小企业的帮扶措施，降低门槛，简化流程，帮助中小企业能

顺利应对新冠疫情冲击。 
第三，降低社保负担并不是要放松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关系到人民的福利，不能

因降低社保负担导致人民利益受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能为进一步减轻社保负担提供坚实的基础，

也是 GDP 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底气所在。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任重道远。首先，解决社会保障地区差异，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这也就

导致社会保障水平不同，社会保障的公平性特征要求我们要提供水平相同的社会保障服务。其次，提高

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当前社会人口流动频繁，而社会保障却难以实现地区之间的统筹，今后制度完善也

要考虑到加强地区之间的沟通，建立联通的、能分散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后，加强社保基金管理，

提升社保基金的运营能力，由于物价水平上涨和通货膨胀客观存在，社会账户上的金额实际上是在贬值，

要想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就必须要进行合理的社保基金运营，这不光有利于实现基金保值增值也可

以进一步缓解社保支出压力，为进一步减轻社保负担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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