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退休年铃对 中国养老金

隐性债务 的影 响

林 宝

【摘 要】 退休年龄作为养老金足额给付的起始年龄
,

对养老金隐性债务有着直接的

影响
。

文章通过测算表明
,

按照笔者推荐的方案改革退休年龄将使 2 0 2 0 年中国养老金隐性

债务减少 n 5 61
.

9 3 亿元
,

减少约 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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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研究员
。

一
、

养老金隐性债务和退休年龄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
,

养老保障问题 日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

中国社会养老保障

体制也开始了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的转变
。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

要面临许多问题
,

养老金隐性

债务就是其中之一
。

所谓养老金隐性债务是指在养老保障体制中某一时点积累的向公共部门索取养

老金的权利价值
,

也就是某一养老金计划向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的承诺
,

等于如果该计划

在某一时点终止的话
,

必须付给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现值加上在职职工已经积累的必须予以偿

付的养老金权利 的现值
。

实际上
,

隐性债务是现收现付制必然的产物
。

在现收现付制下
,

支付水平 由先前的承诺所决定
,

最

初的几代退休者由于其缴费期限较短
,

所 以他们享受的养老金水平远远高于他们所缴纳的养老保险

费
,

所以负债在制度建立时就注定要产生
。

后来的参加者在承担 了上一代人的养老费用的同时又希望

通过缴纳保险费换取养老金承诺
,

但资产的积累并不能满足这种要求
,

对他们承诺的保障只有由下一

代或几代人的缴纳来完成
,

债务就随着人 口老龄化和制度的延续而越积越多
。

而在完全积累的养老保

障体制中就没有隐性债务的问题
,

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每一代人都在为自己的退休而积累或是储蓄
。

在

部分积累制下
,

由于它还带有现收现付制的成分存在
,

所以隐性债务问题仍然存在
。

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规模取决于几个重要因素
。

首先
,

取决于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面
。

在那些养老

保障制度覆盖较低的国家
,

隐性债务 占 G D P 的比重就较低
,

随着现收现付制的覆盖面越来越大
,

隐性

债务也就随之增加
。

其次
,

隐性债务的规模取决于人 口的年龄分布
。

领取养老金和接近退休的人越多
,

隐性债务就越高
。

再次
,

隐性债务还取决于养老金的津贴水平
。

优厚的养老金承诺意味着未来较高的

支出
。

但是由于养老金的负债是隐性的
,

所以可以通过提高退休年龄
、

降低工资替代率以及改变养老

金指数化的方法来对债务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 (世界银行
,

1 9 9 8 )
。

来 自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
,

养老金隐性债务在世界上是一个普遍现象
。

有多个 国家的养老金隐性

债务超过了 G D P 的 1 00 %
。

在乌拉圭和匈牙利等国都有高覆盖率
、

高体制 内抚养率 (即相对较少的职

工抚养 日益增加的养老金领取者 )和优厚的津贴
,

其养老金隐性债务超过了 G D P 的 2 00 %
。

在克罗地

亚
,

甚至高达 35 0 % (见表 1 )
。

面对巨大的养老金隐性债务
,

许多国家都开始重新考虑其养老保障体制
,

进行各种改革
,

有的从

根本上对其筹资模式进行改革
,

有的则在没有改变其本身体制的前提下
,

采用其他的方式
。

提高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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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由于可以在减少养老金领取年限的同时增

加养老金积累的年限
,

所 以很容易被采用
。

目前
,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其退休年龄做出

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

如美 国 1 9 3 5 年制定 的社会

保障法案规定 65 岁是正规的退休年龄
,

但是
,

随

着人 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 ( 1 9 3 5 年为 62 岁
,

1 9 9 5 年为 76 岁 ) 和人 口老龄化
,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

养老保险连续几年出现赤字
。

为了缓解

养老金 的压力
,

1 9 8 3 年美国总统里 根签署社会

保障法修正案
,

根据这一修正案
,

从当时到 2 0 1 7

年
,

把正规的退休年龄 自 65 岁逐渐提高到 67 岁

( 1 9 3 8 年 以前 出生的人不受影响 )
,

1 9 9 5 年 5 月

的白宫老年问题会议上
,

与会者还提出了进一步

提高退休年龄的议案 (袁辑辉
,

1 9 9 6 )
。

在 日本
,

快

速的人 口 老龄化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养老金体

制面临巨大的压力
,

从而迫使政府对退休年龄进

行调整
,

20 世纪 70 年代 的法定退休年龄为 55

岁
,

8。年代政府 才把退休年 龄提高 到男性 60

岁
,

女性 56 岁
,

90 年代初 日本 的社会保险制度

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逐渐把退休年龄提高

到男性 6 5 岁
、

女性 6 0 岁 (巴雷
,

2 0 0 0 )
。

表 2 给出

了部分国家退休年龄将要发生的变化
。

表 1 部分 国家 的养老金 隐性位务状况

未进行养老金 隐性债务占 正在改革 隐性债务占

体制改革的 G D P 的 养老金体制 G D P 的

国家 比重 (% ) 的国家 比重 ( % )

飞奢万丽东
~

一 一
一

公
- 一

萨尔瓦多 35

马里 26 秘鲁 37
布基纳法索 15 哥伦比亚 40
委内瑞拉 30 墨西哥 42

喀麦隆 44 玻利维亚 48
刚果 30 阿根廷 86
巴西 187 哈萨克斯坦 88
土耳其 72 智利 1 00
阿尔巴尼亚 67 澳大利亚 1巧

乌克兰 1 4 1 英国 1 8 4

美国 1 1 3 荷兰 1 8 8

日本 1 6 2 丹麦 1 8 9

德国 1 5 7 瑞士 1 5 9

法国 2 1 6 瑞典 2 1 0

意大利 242 匈牙利 2 13

加拿大 1 2 2 乌拉圭 2 1 4

波兰 2 2 0

克罗地亚 3 50

资料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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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w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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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国家退休年龄的变化 岁

国 别
现行退休年龄 将要实行的退休年龄

男 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二
、

提高中国退休年龄的方案

近年来在 中国
,

面对人 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

加深和人 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
,

有不少学

者主张提高中国的退休年龄
。

但是遗憾的是这些

研究并没有对提高中国退休年龄 的时机 和具体

方案做更深人的分析
。

针对此种情况
,

笔者在对

中国人 口进行长期预测的基础上
,

重点考察了中

国人 口年龄结构以及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之后
,

认

为在 21 世纪 10 年代存在一个 改革 中国退休年

资料来源
:

何平
:

《企业改革中的社会保障制度 》
,

经

济科学出版社
, 2 0 0 0 年

,

第 1 2 6 页
。

龄的时机
,

同时提出了提高中国退休年龄 的推荐方案
。

该方案分为两个阶段
:
( 1) 现在至 2 0 1 5 年

,

逐渐

打破女工人和女干部的身份限制
,

将女性的退休年龄统一为 55 岁
。

期间
,

原为女工人的可以在 50 ~

55 岁之间 自由选择退休时间
,

但在 2 0 1 5 年则只能在 55 岁
; (2 ) 2 0 1 5 年开始

,

把男性的退休年龄逐步

从 60 岁提高到 “ 岁
,

女性的退休年龄则从 55 岁提高到 65 岁
,

即男性的退休年龄每 6 年提高 1 岁
,

女性的退休年龄每 3 年提高 1 岁 (林宝
,

2 0 01 )
。

在研究提高退休年龄对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影响时
,

笔者将以该方案为基础
。

这样
,

在对养老

金隐性债务进行估计时就有了两种情形
: ( 1) 退休年龄不进行改革 (在测算时笔者采用男 60

、

女 55 岁

的退休年龄 ) ; ( 2) 退休年龄按照上述推荐方案进行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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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提高退休年龄对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影响

(一 )测算时点

为了说明提高退休年龄对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影响
,

笔者选择的测算时点是 2 0 2 0 年
。

之所以选择

这一时点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

一是笔者主张的退休年龄改革起点年就在 2 0 2。年左右 (2 0 1 8 年 ) ;二是

2 0 2 0 年是中国全面进人小康社会的时间
,

计算此时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

(二 )养老金替代率

在中国实行部分积累制之后
,

由于个人账户部分是完全积累式的
,

从理论上讲
,

政府公共养老金

部门不再对其承担责任
,

所以隐性债务只发生在具有现收现付特征的基础养老金部分
。

按照设想
,

未

来基础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为 20 %
。

但 目前
,

按照规定
,

政府公共养老金部门对
“

老人
” 、 “

中人
”

和
“

新

人
”

责任是不一样的
, “

老人
”

由于没有个人账户
,

全部养老金都要由基础养老金承担
,

所以替代率较

高 ; 而
“

中人
”

的个人账户在新制度实施以前没有积累
,

在新制度实施以后有积累
,

所以在他们 的养老

金中除了基础养老金以外
,

还有过渡性养老金 ;对于
“

新人
”

则只有基础养老金
。

2 0 2 0 年的养老金隐性债务的构成情况是
:
(l) 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权益

。

退休职工包括两类人
:

一类

是新制度实施以前退休的
“

老人
” ,

这部分人在 2 0 2 0 年的比例已经很小
,

而且退休年龄提高对其已经没

有影响
,

因此
,

为了计算方便
,

养老金的替代率也按 20 %计算
; 二是新制度实施以前参加工作而在新制

度实施 以后 2 0 2 0 年以前退休的
“

中人
” ,

这里假定过渡性养老金在退休时一次性记人个人账户
,

也就是

说这部分债务在 2 0 2 0 年以前已经支付
,

所以剩余的权益就是基础养老金
。

所以对于 2 0 2 0 年退休职工的

养老金的替代率统一采用 20 %
。

(2) 在职职工的养老金权益
。

由两个部分构成
:

一是 2 0 2 0 年以后退休的
“

中人
”

的养老金
,

因为这部分职工在 1 9 9 7 年统一制度时参加工作时间较短
,

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

大多不满 15 年
,

所以不考虑过渡性养老金
,

其养老金权益也只是基础养老金
;二是其他职工的养老金

,

也就是 目前所谓的
“

新人
” ,

只享受基础养老金
。

因此
,

对于在职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也采用 20 %
。

(三 )测算结果

在对养老金隐性债务进行测算时
,

我们假定体制在 2 0 2 0 年中止
,

分别计算 2 0 2 0 年退休职工和在

职职工的养老金债务现值 (2 0 20 年现值 )
。

在计算时
,

我们在参考其他研究 (房海燕
,

1 9 98 ;世界银行
,

1 9 9 8) 的基础上采用利率为 5 %
、

社会年平均工资增长率为 4 %的假设
;同时假定养老金每年支付一

次 ;此外
,

由于没有合适的中国 2 0 2 0 年人 口生命表可用
,

所 以本文在计算平均预期 寿命时 以
‘

旧 本

1 9 9 0 年人 口生命表
”

为基础 ¹ ;在体制覆盖面上
, 20 0 0 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职工为 10 44 7

.

5 万

人
,

占当年年末城镇从业人员的 49
.

n %
,

考虑到未来体制覆盖面的扩大等因素
,

我们假定 2 0 20 年养

老保障体制的覆盖率为城镇适龄人口 的 60 %
。

20 20 年退休职工和在职职工人数是以 19 9 5 年中国 1%人 口抽样数据º 为基础预测得到的
。

在计

算时
,

笔者采用给付配置精算成本方法
,

将参加者未来得到的养老金总权利分配于其整个工作时期
,

分

别计算退休职工和在职职工的养老金债务现值
,

然后对所有职工进行加总
,

最终得出总的债务规模
。

1
.

计算退休职工的养老金隐性债务
。

笔者先计算单个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精算现值 尸 V ,

计算公式

为
: (尸V )

:

一 B 沼
二 。

其 中
, : 表示退休年龄

, x 表示退休职工现在的年龄
, B ,

表示养老金水平
, a 二

表 示各

年龄别的一元终身生存年金的 20 20 年现值
。

再对所有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精算现值进行加总就可 以得

这里借鉴 了中国寿险行业 的做法
。

在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 ( 19 9。一 19 9 3 年 )诞生 以前
,

中国寿险行业

一直采用 日本生命表
。

笔者在 比较了 日本 19 7 9 ~ 198 0 、 199 0
、

19 9 5
、

20 0 。年等多张生命表并参考了中国近年

人 口预期寿命的变化之后
,

选取 了日本 19 9 。年人 口 生命表
。

为了保持与拙文《中国退休年龄改革的时机 和方案选择 》的一致性
,

这里笔者仍然使用同一基础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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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所有退休职工的隐性债务
。

从表 3 可知
,

在不进行退休年龄改革时
,

退休职工的一元养老金债务现值为 1 14 4 79
.

97 万元
。

在

养老金替代率为 20 % 的前提下
,

已知 2 0 0 0 年职工平均工资为 9 37 1 元
,

按照 4 % 的社会平均工资增

长率
,

到 2 0 1 9 年 (测算的前一年 )为 19 74 3 元
,

再乘以 20 %即可得养老金支付水平为 3 9 48
.

6 元
。

则

2 0 2 0 年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债务总额为 1 1魂 4 7 9
.

9 7 x 3 9 4 8
.

6 一 4 5 2 0 3 5 6 10 万元
,

即 4 5 2 0 3
.

5 6 亿元
。

在按照笔者推荐的方案改革退休年龄时
,

男性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债务不受影响
,

只是由于女性 的

退休年龄提高到 56 岁
,

55 岁的女性职工将不包含在退休职工养老金债务的测算之中
。

这样
,

退休职

工的一元养老金债务现值为
: 1 1 4 4 7 9

.

9 7 一 5 3 4 5
.

6 8 一 1 0 9 1 3 4
.

2 9 万元
,

债务总额为 4 3 0 9 2
.

7 7 亿元
。

比不改革时减少 2 1 1 0
.

79 亿元
,

减少幅度为 4
.

67 %
。

2
.

计算在职职工的养老金隐性债务
。

笔者按照计算退休职工养老金隐性债务同样 的思路进行测

算
,

也是以计算单个在职职工 的养老金债务现值为基础
,

其计算公式为
:
(尸V )

二

一 B xr 一 二

P
工

认
一 二 a 二 。

其

中
, r

表示退休年龄
,
x 表示在职职工现在的年龄

,

B
二

由 B
:

(x 一 l)/ (r 一 l) 得到
,

Z 为加人养老计划的

年龄
,

卜沪
二

表示 x 岁的人在
r

岁退休时仍在计划中的概率
,

vr
一 二

表示在一定的利率水平下
r 一 x 年前

的贴现值
, a 二

表示各年龄别的一元终身生存年金在退休当年的现值
。

计算发现
,

在不改革退休年龄的情况下
,

在职职工的养老金隐性债务为 49 06 9
·

59 亿元 (见表 4 )
。

在按照推荐方案改革退休年龄的情况下
,

在职职工的养老金隐性债务为 39 61 8
.

4 5 亿元 (见表 5 )
。

改

表 3 2 0 2 0 年不改革退休年龄时退休职工的一元养老金债务现值

年龄

(岁 )

预期寿命
一元终身年金

现值 (元 )

人数

(万人 )

男 女

各年龄组退休职工

债务现值 (万元 )

男 女

OJ59
�内h��了0
10月休月了5

几八今一乃了O刁2 5 8
.

艺7 4
.

1 0
.

3
.

6 9

3 5 3
,

6 1

2 6 2
.

7 7

2 9 3
,

3 3

2 0 0 4 6

1 2 3
,

6 1

9 3
.

1 3

5 9
,

8 3

7 2
.

9 7

5 3 4 5
.

6 8

3 2 2 2 2 7 3 6 5 6
.

6 5

3 0 0 4 5 8 3 6 5 8
.

8 3

1 6 5 4 4 5 2 1 6 0
.

8 4

7 1 4 8 8 1 0 9 9
.

6 5

3 8 3
.

6 3 6 4 5
.

4 6

1 8 2 5 8 3 0 8
.

0 4

1 0 0
.

5 7 2 6 9
.

2 4

3 9 0 3 2
.

5 8 7 5 4 4 7
.

3 9

1 1 4 4 7 9
.

9 7

Q�户01丫Q口11�了.Od只曰
J

件,d

一129247789093巧
�了左夕曰O白0只�
�口乙0

.

�9曰月任叮才O曰1.

⋯⋯
�O
00
�,‘尸乃月任n八1111OJ八乃行了冉卜少�只

Q口nj门�只�n�一了
,, .主11

女一28.20.24.15.

.

⋯
今�只月卜�
J

件1
.

�

11宁�叹UO曰勺d11�日9八hl口Q口OJta
.

⋯⋯
O
冉bg�O�h月斗八n9曰

,
工1
.J

5565607075808590+

小计

男女合计

注
:
各年龄组的一元债务现值等于该年龄的一元终身年金现值乘以该年龄的人数

。

限于篇幅
,

表中只列出了几个

代表年龄的数值
,

合计数为所有年龄的加总 (男
:

60
,

61
,

⋯ ⋯ 89
,

90 + ;
女

:
55

,
5 6

,

⋯ ⋯ 89
,

90
+ )

。

表 4 2 0 2 0 年不改革退休年龄时在职职工债务现值

一
月

4只�n6o白9�只甘n乙OJS

护‘一内卜�了njCOL乃00
�bJg男一1.51.62.02.53.34.25.47.18.89.31.7

年龄

(岁 )

退休年龄

(岁 )

nl4

2 0

2 l

2 5

3O

3 5

4 0

4 5

5 O

5 4

5 5

5 9

合计

人数 (万人 )

男 女
1 5 3

.

3 6 1 4 5
.

9 8

1 6 0
.

8 3 1 5 3
.

1 6

2 0 7
.

8 5 1 8 4
.

9 7

2 8 0
.

9 1 2 5 5
.

4 7

2 4 8
.

5 3 2 3 0
.

5 7

2 2 3
.

1 6 2 1 2
.

5 2

2 4 8
.

6 3 2 6 0
.

2 9

3 5 6
.

4 2 3 8 5
.

2 6

3 2 6
.

1 7 3 3 7
.

6 8

3 4 7
.

4 2

1 9 7
.

3 0

B x

男 女
0

.

0 0 0
.

0 0

4 5 5
.

7 1 4 2 8
.

0 7

1 9 4 7 7 2 1 8 2 9
.

5 8

3 2 0 1
.

7 7 3 0 0 7
.

5 6

3 9 4 7
.

4 3 3 7 0 8
.

0 0

4 3 2 6
.

0 0 4 0 6 3
.

6 0

4 4 4 4
.

5 7 4 1 7 4
.

9 8

4 3 8 3
.

7 3 4 1 1 7
.

8 4

4 2 4 6
.

8 6 3 9 8 9
.

2 7

4 2 0 3
.

6 3

4 0 0 3
.

9 4

Pv a
各年龄组在职职工

债务现值 (万元 )

男 女
O O

1 2 1 2 8 1 1 8 1 9 5 3

8 1 6 7 4 4 1 1 4 3 0 8 5

2 3 2 4 3 6 0 3 3 1 8 0 6 5

3 2 4 9 7 7 7 4 7 2 3 4 9 8

4 1 0 6 8 6 5 6 1 1 1 3 8 5

6 0 5 9 7 6 4 9 8 7 0 0 0 3

1 1 1 1 6 8 3 5 1 8 5 4 9 2 6 5

1 2 2 2 3 7 7 6 1 9 3 3 6 8 9 8

1 3 6 2 3 1 6 3

9 2 7 7 0 5 0

4 9 0 6 9 5 8 6 1

女一5555555555肠555555男一6060606060606060606060

注
:

限于篇幅
,

表中只列出了几个代表年龄的数值
,

合计数为所有年龄 (男
:

20 一 59 岁 ;
女 20 ~ 54 岁 ) 的加总

。

.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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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 20 年改革退休年龄时在职职工债务现值

年龄

(岁 )

退休年龄

(岁 )
人数 (万人 ) 各年龄组在职职工

债务现值 (万元 )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

15 3
.

3 6

16 0
.

8 3

2 0 7
.

8 5

28 0
.

9 1

2 4 8
.

5 3

22 3
.

1 6

2 4 8
.

6 3

35 6
.

4 2

3 4 7
.

4 2

3 7 1
.

4 8

1 9 7
.

3 0

1 4 5
.

9 8 0
,

0 0 0
.

0 0

1 5 3
.

1 6 4 9 2
.

8 4 4 9 2
.

8 4

1 8 4
.

9 7 2 1 0 6
.

4 0 2 1 0 6
.

4 0

2 5 5
.

4 7 3 4 6 2
.

6 1 3 4 6 2
.

6 1

2 3 0
,

5 7 4 2 6 9
.

0 2 4 2 6 9
.

0 2

2 1 2
.

5 2 4 6 0 0
.

7 3 4 6 0 0
.

7 3

2 6 0
.

2 9 4 6 5 0
.

7 3 4 5 7 8
.

3 3

3 8 5
.

2 6 4 5 1 5
.

6 6 4 3 2 3
.

2 1

3 5 3
,

6 1 4 2 6 5
.

1 4 4 0 4 0
.

0 1

4 2 1 8
.

2 7

4 0 6 2
.

5 3

1
.

0 1 1
.

2 7

1
.

0 6 1
.

3 4

1 2 9 1
.

6 3

1
.

6 6 2
,

0 8

2
.

1 2 2
.

6 6

3
.

0 0 3
.

7 0

4
.

2 3 5
.

5 4

6
.

0 0 8
.

8 9

8
.

5 8 1 3
.

1 6

9
.

0 7

1 0
.

8 0

O

8 4 0 9 8

5 6 6 3 4 2

1 6 1 1 7 4 6

2 2 5 3 4 4 3

3 0 7 6 0 6 1

4 8 9 2 2 2 6

9 6 5 5 5 1 1

1 2 7 0 8 0 1 4

1 4 2 1 7 5 8 4

8 6 5 3 8 5 6

0

1 0 0 9 7 6

6 3 4 3 6 1

1 8 4 1 3 7 9

2 6 2 1 3 3 1

3 6 1 4 6 9 0

6 6 0 2 1 3 2

1 4 8 0 0 2 7 8

1 8 8 0 0 1 0 3

女一65656565656462男一“656565“646362616161

0
�

11刁0
尸a0
1乃0la�bOJ八‘O山Q‘勺dOJ月斗J任户0JULal勺

合计 3 9 6 1 8 4 4 7 6

注
:
限于篇幅

,

表中只列 出了几个代表年龄的数值
,

合计数为所有年龄 (男
:

20 ~ 59 岁 ;女
: 20 一 55 岁 ) 的加总

。

革退休年龄将使在职职工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减少 9 45 1
.

14 亿元
,

减少幅度为 19
.

26 %
。

综合退休职工和在职职工 的隐性债务情况为
:
( 1) 不改革

:

45 2 03
.

5 6( 退休职工 ) 十 49 06 9
.

5 9( 在

职职工 ) = 9 4 2 7 3
.

1 5 亿元
; ( 2 )改革

: 4 3 0 9 2
.

7 7 (退休职工 ) + 3 9 6 1 8
.

4 5 (在职职工 ) = 8 2 7 1 1
.

2 2 亿

元 ;则改革将减少的养老金隐性债务为
:

94 27 3
.

15 一 82 7 n
.

22 一 n 56 1
.

93 亿元
,

减少幅度为 12
.

26 %
。

四
、

结论及讨论

从测算可知
,

按照我们推荐的方案改革退休年龄将使 2 0 2 0 年中国退休职工养老金隐性债务减少

近 5 % (4
.

67 % )
,

在职职工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减少近 20 % ( 19
.

26 % )
,

使养老金隐性债务总体规模减

少的幅度超过 12 % ( 1 2
.

2 6% )
,

减少 n 56 1
.

93 亿元 ( 2 0 2 0 年现值 )
。

也就是说
,

在解决人 口老龄化所

带来的巨大养老压力时
,

提高退休年龄可以作为一项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加以采用
,

它将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公共养老金体系的支付压力
,

从而进一步增加制度的可延续性
。

需要说明的是
,

本文采用的测算点 2 0 2 0 年是退休年龄刚刚开始提高的时候
,

测算值并不能完全

反映提高退休年龄对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影响
,

因为此时退休年龄的改革对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债务影

响很小
,

只涉及女 55 岁组
。

如果测算时点 向后推移
,

计算退休年龄改革完成后某一年 (如 2 0 4 5 或

2 0 5 0) 的隐性债务
,

影响将更为明显
,

但由于那样将涉及更长的时期
,

这样人 口预测和各种假设参数的

可靠性将大为降低
,

所以笔者并没有这样做
。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
,

由于没有中国 2 0 2 0 年生命表
,

笔者计算时采用的是 日本 1 9 9 0 年人口生命表
,

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出人
,

这是本文的遗憾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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