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需平衡视角下城乡居保保障水平研究—以长沙市为例1 

刘中海，李连友，彭敏艳 

【摘要】 以长沙市为例，运用 2010 — 2015 年的数据一方面从需求角度基于 ELES 模型测算了城乡居保的养

老金适度下限水平．并作出未来 15 年的动态孩侧；另一方面从供给角度基于精葬模型模拟出养老金供给水平。将

二者比较，发现： 2010 — 2030 年长沙市城乡居保制度在理论上不能达到“保基本”的制度目标。改革模拟结果

表明：在引入个人缴费增长率和缴费补贴增长率参数，逐步调高基金收益率和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的假定下，到 

2030 年可实现不同层次的“保基本”目标。因此，可建立与收入水平挂钩的资率机制、提高基金收益率、建立合

理的基础养老金调整机制、完善缴费补贴机制来提高城乡居保的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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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2014 年 2 月 21 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将“新农保”和“城居保”正式

合并，并统称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简称“城乡居保”）。而早在 2010年 7月 1日，长沙市就开始全面实行统一的城乡

居保制度，且制度框架与国家城乡居保制度基本一致。自 2010 年制度实施以来，长沙先后两次调整了缴费档次，由 2010 年的

100 - 500元调整至 2013年的 100-1500 元 15个档次（每 100元增加一个档次），之后又增加至 100 - 3000元 30个档次。基础

养老金标准也从最早的每人每月 60元增加到现在的每人每月 130元。长沙市城乡居保实行缴费和基础养老金双向补贴，具体补

贴方案见表 1。 

 

    从长沙市社保局获取并整理出 2010 - 2015年长沙市城乡居保实施情况的相关指标值，形成表 2。从表 2可看出：尽管基础

养老金水平 6年翻了一番，但城乡居保人均养老金水平①仍然非常低。2010年，长沙城乡居保人均月养老金为 60. 06元，2015

年，人均月养老金为 125. 48 元，与日益增长的消费开支比较，长沙市城乡居保的实际养老金水平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需求。那么，多高的待遇水平才能够达到保基本的目标，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该如何提高城乡居保的保障水平以达到“保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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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本文从养老金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对城乡居保制度的完善进行了精算模拟。 

 

二、文献综述 

    衡量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最直接的指标就是养老金水平，从不同视角来看，可分为养老金需求水平和养老金供给水平。养老

金需求水平，是指能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的养老金适度水平，而适度水平应该是个区间值
[1]
。养老金供给水平可分为养老金

供给实际水平和养老金供给理论水平，前者是指老年人实际领取到的养老金待遇，后者而是指基于精算原理城乡居保制度所能

提供的养老金水平。 

    目前学者关于养老保险适度水平的界定方法看法不一，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基于修正恩格尔系数的测算方法：边恕、穆怀

中
[2]
以修正恩格尔系数模型测量了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适度下限。沈毅

[3]
从保证老年人最低生存需求的层次，将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的适度下限界定为城乡居民平均恩格尔系数与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支出的乘积。二是基于扩展线性支出模型（简称“ELES”模

型）的测算方法。张思峰等
[4]
、穆怀中

[5]
、邓大松

[6]
和薛惠元、仙蜜花

[7]
都运用了 ELES模型从居民生活消费总支出中分离出基本

消费需求，作为测算养老保险的适度水平。比较二者看出：基于恩格尔系数的养老金水平反映的是最低生存需求，而基于 ELES

模型测出的是基本生活需求。因此，笔者认为 ELES模型方法更能体现出“保基本”的制度目标。关于养老金供给理论水平的研

究，有学者以养老金替代率相对指标来衡量保障水平，并通过构建精算模型，来分析影响养老金供给水平的因素
[8]
。也有学者将

精算模拟出的养老金供给水平与养老金适度水平进行比较，得出现行新农保或城乡居保制度不能实现“保基本”的结论
[9]
。可以

看出，现有研究基本认同城乡居保现行制度下的保障水平偏低，而对于如何改革提高保障水平，特别是改革方案的量化研究涉

及较少。 

    本文以长沙市城乡居保为例，从供需平衡的视角，按照“养老金供给理论水平是否达到养老金适度下限”这一思路，来探

讨长沙市保障水平偏低是否存在制度原因，然后以实现“保基本”为目标，进行改革方案模拟，为提高城乡居保保障水平提供

制度完善建议。 

    三、  需求角度的城乡居保养老金适度下限水平 

    （一）模型构建 

    根据城乡居保“保基本”的制度目标，城乡居保制度提供的养老金水平应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本文借鉴穆怀中
[5]

的研究成果，利用 ELES 模型从总消费支出中分离出基本生活需求，以达到测算适度下限的目的。ELES 模型是 Liuch 于 1973 年

提出的一种需求函数模型。该模型将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两部分，认为基本需求与收入无关，人们在

满足基本需求后，会在剩下的收入中根据各类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来分配非基本需求的支出。ELES模型的表达式为： 



 

 

其中：PiQi为第 z 类商品的总需求；piqi为第 i 类商品的基本需求；bi为第 i 类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I 为可支配收入；

为第 i 类商品的非基本需求。令 ，则原 ELES 模型可变为： 。将式 2 两边

累加可得到： ，进而得  ； 。根据式 3 可估计出参

数a
︿

i和b
︿

i，代人对应公式，即可求得总基本需求 与第 i类商品的基本需求 piqi。 

 

（二）数据选取与下限水平测算 

    本文采用《长沙统计年鉴》中的按照收入五等分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其对应的八大商品（食品、衣着、生活用品及服

务、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居住、其他服务）消费支出数据为截面样本数据，根据 ELES 模型，测算出八大商品

的总基本需求，即可作为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下限水平。由于统计年鉴没有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按照收入层次分别统计，其

下限水平用城镇居民总基本需求剔除“教育文化娱乐”和“其他服务”这两项的基本需求来参考得到。考虑的原因有两点：一

是通常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比城镇居民的要低些，而“教育文化娱乐”和“其他服务”对于农村老年人不是必需品，可以不考

虑。二是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长沙市农村居民对其他六项商品的基本需求将逐步接近城镇居民。下面采用 2011- 2014年《长

沙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利用 Stata 软件，运用 OLS 法，估计参数a
︿

i，和b
︿

i，回归结果表明
②
：各方程总体回归显著，参数 bi

全部显著，个别方程的常数 ai不显著，需进行修正。修正方法：首先利用 WLS 法对于存在异方差的方程进行异方差处理；然后



 

对于 ai仍未通过检验的方程，令 ai=0，假设前 m 种商品对应的 ai不显著，重新估计方程，则前 m 种商品各自的基本需求变为：

piqi= 总基本需求可表示为： 经过修正后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3。 

表 3 结果表明：经修正后的模型参数显著性水平高，t 值通过检验。根据估计出的a
︿

i和b
︿

i，可求出每一项商品的基本需求，进而

得到城乡居保养老金适度下限，同时整理出实际人均养老金水平，见表 4。比较表 4中的结果，可知：2010 - 2013年长沙市城

乡居保的养老金实际水平在逐年递增，但仍远低于农村或城镇养老保险的适度下限值，这说明长沙市城乡居保保障水平严重偏

低。 

 

  四、  供给角度的城乡居保养老金水平 

    （一）养老金供给的精算模型 

    根据城乡居保的制度政策，养老金由个人账户养老金与基础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个人账户养老金是由参保人的个人缴

费、集体缴费以及政府缴费补贴这三方筹资共同积累形成。基础养老金是由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共同补贴得到。根据国发

[2009]32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做出以下精算假设： 

    (1)参保人的缴费档次在其缴费期间内保持不变，且缴费不中断，直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2)由于“中人”补缴部分不享受政府补贴，补缴积极性低，所以假定不考虑 45岁以上的参保人一次性补缴至 15年的情况。 

    (3)由于长沙市当前集体补助很有限，所以不考虑集体补助的情况。 

    (4)参保人到达领取养老金年龄后，每年年初领取养老金。 

    (5)基础养老金按照调整系数每年递增。    根据个人账户精算平衡原理，在开始领取养老金时个人账户缴费的精算积累值

等于个人账户养老金领取总额的精算现值，从而得到个人账户养老金 P1的精算表达式为： 

 

基础账户养老金 P2的精算表达式为： 

 

故养老金总账户精算模型为： 



 

 

其中， Cp为缴费水平； Ct为政府缴费补贴； a 为参保年龄； b 为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υ为基金收益率刊为收益率贴

现因子； m 为养老金领取年限；P0为参保人参保首年的基础养老金； f 为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 

    （二）养老金供给理论水平测算 

    根据长沙市城乡居保制度政策，本研究对模型参数做出如下假设： 

    (1)政府缴费补贴 Ct。假定缴费补贴按照长沙市现行制度保持不变，即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30 元，每提高一个缴费档次，

缴费补贴增加 5元，500元及以上的缴费档次按照 500元缴费来补贴。 

    (2)基础养老金 P0。2010  2015 年基础养老金按照长沙市实际给付标准
③
计算，2016年开始，假定按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每

年递增。 

    (3)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 f。城乡居保制度规定，基础养老金可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情况做出适当的动态调整，但根据长沙

市历年的实际调整情况，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10%多，而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长沙市现行制度设计，基础养老金调

整速度会降低，本文假定现行制度下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为 8%较为合理。 

    (4)养老金的领取年限 m。根据国发[2009132 号文件规定，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基金积累额除以 139，

即得出计发年限等于 13 9／12，约 11. 58 年。 

    (5)参保年龄 a与领取时间 b。参保年龄范围为 16-59岁，60岁时开始领取养老金，假设参保人均从 2 010年开始参保，则

养老金领取时间 t为 2011年至 2054 年。 

    (6)缴费水平 Cp。目前长沙市城乡居保的缴费水平分为从 100 - 3000 元共 30个档次。假定选取 100 元、1000元、2000元、

3000 元共 4个高低不同有代表性的缴费档次。 

    (7)基金收益率 r。目前我国的城乡居保个人账户基金收益率均是参照银行同期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近年来，我国一年定

期存款利率保持在 3%左右，且基于养老金即将入市的考虑，本研究选取基金收益率为 3%与 4%这两种情况。 

 



 

将假定的相关参数值代人公式 5 中，利用 excel 软件可分别测算出在不同缴费水平、参保年龄与基金收益率下的养老金水

平，考虑到篇幅，本文只列出 2030年以前领取养老金的情况，见表 6，为了更直观地看出这三个参数对养老金供给水平的影响，

将表 6的结果描述在曲线图中，见图 1。 

 

 

（三）养老金供给理论水平与适度水平的比较 

    根据表 6 和表 7 的结果比较可知：2010 - 2013 年长沙市城乡居保的养老金理论供给水平低于适度下限，以 2013 年为例，

基金收益率为 4%，缴费档次为 3000 元的条件下，参保人到 60 岁时领取到养老金才 2681 元，比 2013 年的农村养老金下限值还

要低出 4150 元，这说明目前长沙市城乡居保在理论上还不能实现“保基本”。为了进一步探讨 2014 - 2030 年长沙市城乡居保

能否达到“保基本”，现需对适度下限做出动态预测。以农村养老保险为例，2010 - 2013年适度下限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10.4%，



 

显然这不太符合未来的长期增长趋势。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养老金适度水平的增速也将放缓。参考张思峰
④
、穆怀中

⑤
等研究结论，结合经济发展趋势，本文假定 2014-2030年长沙市城乡居保的适度下限增长率为 5%，预测结果见表 8。 

比较表 8与表 6的结果，可知：在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为 5%，基金收益率分别为 3%与 4%的假设下，2014 2030年长沙市城

乡居保的养老金理论供给水平均低于农村和城镇养老保险适度下限值，这说明到 2030年长沙市城乡居保制度仍无法实现“保基

本”的目标。 

    五、 实现长沙市城乡居保“保基本”目标的改革情景模拟 

    （一）模拟思路 

    本文以到 2030年时，能为不同缴费档次参保人实现“保基本”作为不同层次的改革目标，对长沙市城乡居保制度进行模拟

改革，并以缴费档次 3000 元、2500 元及以上、2000 元及以上参保人的“保基本”依次作为改革的较低目标、中级目标和较高

目标。根据前文的精算分析，可从缴费档次、基金收益率、政府缴费补贴和基础养老金这四个方面人手，通过引入或调整对应

的精算参数来提高养老金供给水平，以达到“保基本”的目的。考虑到改革方案的效果与可行性，本文先引入缴费增长率这一

关键参数，调高基金收益率参数，在此基础上再引入缴费补贴率参数，调高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等各参数，以期为逐步提高保

障水平提供科学的建议。 

    （二）参数调整与结果预测 

    根据上述改革目的和思路，本研究提出可逐步推进的三种改革方案。 

    方案 1（较低目标的改革方案）：引入缴费增长率参数 g，建立个人缴费与城乡居民收入联动的缴费机制，同时提高基金收

益率 r。假定个人缴费在初始年缴费的基础上每年增加 g，参考经济增长率来设置参数 g。 

    方案 2（中等目标的改革方案）：在方案 l 的基础上，引入缴费补贴率参数 k，建立缴费补贴与个人缴费联动的政府补贴机

制，同时提高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 f。本文假定缴费补贴按照与个人缴费水平成一定比例实行“多缴多补”的政策。 

    方案 3（较高目标的改革方案）：在方案 2的基础上，提高参数 r、g、f和 k。 

    按 照 由 低 到 高 的 改 革 目 标 ， 具 体 改 革 方 案 依 次 为 ； (1)r=5%,g=5%,f=8%;(2)r=5%,g=5%,f=10% ，

k=5%;(3)r=5.5%,,=12%,g=5．5%．k=5.5%。 

    （三)结果预测 

按照上文提出的三种改革方案，可预测出 2014 - 2030年改革模拟下的养老金供给水平，为了方便分析，这里只选取 2026 - 

2030 年与缴费档次分别为 2000元、2500元、3000元情况下的模拟结果，见表 9。 

表 9 结果表明：上述三种改革模拟方案都依次实现了本文所设定的三种不同层次的改革目标。以方案 2 为例，在 r=5%，f=10%，

g=5%，k=5%的假定下，初始缴费为 2500 元的参保人，到 2030 年时领取的养老金水平为 18658 元，刚好高于适度下限水平，这

说明在方案 2的条件下，到 2030年时，长沙市城乡居保能实现为缴费为 2500元及以上的参保人“保基本”的目标。 



 

 

       六、 结论与建议 

    通过前文对长沙市城乡居保供需平衡视角下养老金水平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2010年至 2014年长沙市城乡居保实际保障

水平严重偏低；在现行制度的合理假设下，目前直至 2030 年，长沙市城乡居保制度提供的养老金水平均不能达到“保基本”，

这也说明了实际保障水平偏低不仅是参保人缴费水平低、缴费年限短等个人因素造成的，也有制度设计的原因。基于对影响养

老金供给水平的精算因子分析，本研究通过逐步调整和引入相关精算参数，以达到在 2030年能实现不同层次的“保基本”改革

目标。改革方案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方案 1中，基础养老金系数为 8%，引入个人缴费增长率为 5%，提高基金收益率为 5%的假定

下，到 2030年，初始缴费为 3000元的参保人能够实现“保基本”。方案 2在方案 1的基础上，引入缴费补贴率为 5%。提高基础

养老金调整系数为 10%时，到 2030 年，初始缴费为 2500 元及以上的参保人能够实现“保基本”。方案 3 在方案 2 的基础上，提

高参数为：r一 5.5%，f-12%，g一 5.5%．k一 5.5%时，到 2030年，初始缴费为 2000元及以上的参保人能够实现“保基本”。 

据此，本文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提高长沙市城乡居保的保障水平，即：建立与收入水-联动的~赞机制、提高基金收益率、

建立合理的基础养老金调整机制、完善与个人缴费联动的缴费补贴机制。其中，建立缴费水平调整机制是实现“保基本”的关

键，提高基金收益率和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是重要措施，同时实行缴费补贴与个人缴费水平成一定比例的“多缴多补”政策可

作为一种补充措施。以上四个方面所 X应的参数值，可结合实际的政策改革目标，并参考本文改革模拟方案中的假设值来设定。

如为了能在更低的缴费档次范围内或更短的时间里达到“保基本”，可以考虑在政府财政能力与个人缴费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进

一步提高本文中四个参数的假设值。 

[注释]： 

①均养老金水平是由养老基金总支出除以领取待遇人数得到。由于 2010年部分老年人从 7月才开始领取养老金，所以先根

据际的领取一数与养老金总支出计算出月均养老金水平，再乘以 12 可将其折算成视同的年平均养老金。于政府补贴在每年的 7

月份进行调整，所以表中数据是指当年 7月份后的补贴值。 

②对参数初始估计的过程和具体数值省略。 

③具体标准见表 1。 

④张思峰、张园、何江平将 2012- 2028年农村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假定保持不变，即假定基本生活需求

增长率与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相等。 

⑤穆怀中动态预测了 2011- 2020 年我国农村养老保险适度下限，得出增长率为 4.5%。 

    [参考文献] 

[1] 穆怀中.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研究[J].经济研究,1997．(2)：56—63． 



 

[2] 边恕．穆怀中．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的微观测度与动态调整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11.(6):3-11. 

[3] 沈毅．中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适度水平研究——基于“生存公平”需求的测算与比较[J]．西北论坛,2015,(2):47- 53. 

[4] 张思锋，张园，何江平“新农保”对农村老年居民基本生话的保障程度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3.(1):99-128 

[5] 穆怀中.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收入再分配系教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 

[6] 邓大松.可持续性发展的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7] 薛惠元，仙蜜花，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评估—基于湖北省 6个县区的比较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4.(6)．83 

- 91 

[8] 贾宁，袁建华.基于精算模型的“新农保”个人账户替代事研究 [J]中国人口科学．2010，(3):95-112. 

[9] 黄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评估与反思——基于养老金替代率视角[J]．人口与经济．2015 ,(5)9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