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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核算 ———评价养老保险政策的新方法 3

高如云
(厦门大学 经济研究所 ,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代际核算是近年来针对代际平衡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方法。它为研究代

际平衡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计量工具 ,并能应用于评价养老保险政策的当前合理性和未来可持

续性。本文论述该方法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在世界各国的运用情况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代际核算 ;代际平衡 ;代际帐户 ;可持续发展

　　代际核算 ( Gernerational accounting)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才发展起来的一种用于研究养老

保险代际平衡问题的新方法。尽管该方法从产生到现在还不到 10 年 ,但是它却引起了国际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权威的经济学杂志如《美国经济评论》等都陆续刊登了与之相关的论

文 ,这足以看出国际学术界对这一新方法的重视。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正处于由现收现

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的关键阶段 ,养老保险政策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该制度的健康发展。

代际核算方法则能够为我们在此阶段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险政策提供重要帮助。

　　一、代际核算产生的背景

　　目前许多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模式都采用现收现付制。现收现付制 ,就是先

对一年内社会养老保险所需支出的费用进行测算 ,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分摊到参加社会养老保

险的所有单位和个人 ,当年提取、当年支付的一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代际转移 (指在职劳动

者为上一代人支付养老金 ,而他们自身的养老金则由下一代来提供) 则是该模式的最大特点。

这一特点决定了“代际平衡”是这些国家养老保险政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所谓“代际平

衡”是指通过养老保险政策 ,社会财富能够实现在不同世代间的公平分配。然而 ,长期以来缺

乏一个适当的指标体系能将财富在不同世代间分配的公平程度进行计量。由于缺乏计量方

法 ,世代间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就无法得到客观的评价 ,代际平衡问题始终困扰着发达国家养老

保险政策的制定。随着人口老龄化对现收现付制的冲击日益增大 ,人们对代际平衡问题的关

注日益增长。要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就得解决计量方法的问题。于是 ,各种对代际平衡问题进

行计量的方法就应运而生 ,其中由美国经济学家奥尔巴赫 (Auerbach J . ,1991) 提出的代际核

算方法最为系统和全面。代际核算方法的产生不仅为研究代际平衡问题提供了适当的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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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而且对评价养老保险政策的当前合理性 ,以及预测养老保险政策的未来可持续性都能起

到积极的作用。

　　二、代际核算方法是如何反映代际平衡性的

　　当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为现收现付制时 ,政府通过其税收和支出政策来实现资源在

不同世代之间的再分配。代际核算是一种用来衡量这种再分配结果均衡性的方法。该方法从

政府的代际预算约束条件出发 ,以“代际帐户”为基本计量工具 ,构建一系列的指标 ,通过引入

利率、产品增长率、人口结构等多种参数 ,从而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进行评价和预测。

　　11 代际帐户和政府代际预算约束式　代际帐户是代际核算方法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 ,

它实际上是一个人均金额。某一年的代际帐户所表示的是某一代人从该年度算起 ,在其剩余

生命时间里 ,人均净税支付额按一定的折现率折算至该年度水平的精算现值。其中 ,净税支付

额是指该世代的一个社会成员所需缴纳的各项税赋与其收到的各种福利性质的转移收入之间

的差额。这里必须注意的是 ,代际帐户计算的时间范围是从某一年开始直到该代人的平均寿

命结束 (亦即“剩余生命时间”的结束) ,而未必总是该代人完整的一生。

　　既然一个代际帐户代表的是某一代人在其剩余生命时间中的人均净税支付总额 ,那么一

组代际帐户代表的则是几代人在其各自的剩余生命时间中每代人的人均净税支付总额。由此

可见 ,代际帐户不仅能代表当期活着的社会成员 (即当期世代)将要缴纳的人均净税支付额 ,而

且还能代表未来世代所应缴纳的人均净税支付额。因此 ,它能反映出当期财政政策对未来世

代造成的负担大小。这一负担的大小则由政府的代际预算约束条件来决定。代际预算约束条

件可用下式进行描述 :

　　PV Gt = NW Gt + PVL t + PVFt (1)

其中 ,PV Gt 表示在 t 年 (即当期 ,下同)政府为购买商品和劳务所支出的总额现值 ;NW Gt 表示

在 t 年政府的净财富 ; PVL t 表示在 t 年活着的社会成员所缴纳的净税支付的总额现值 ; PVFt

表示在 t 年未来所有世代应缴纳的净税支付的总额现值。

　　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诸如公园、基础设施等这一类政府所拥有的固定资产 ,一方面由于它

们是政府的资产 ,所以应当计入 (1) 式右边的 NW Gt 项目中 ;另一方面 ,由于它们同时也属于

公共消费产品 ,所以也应计入 (1) 式左边的 PV Gt 项目中。因此 ,这部分价值实际上是既应包

括在 NW Gt 中 ,同时也应包括在 PV Gt 中。不过 ,由于等式的两边如果同时去掉这部分价值并

不影响等式的成立 ,而且也不影响接下来的研究 ,所以为简便起见 ,这部分价值就不加入到 (1)

式中。而 PVL t 的具体算法是 :先将每代人的代际帐户值与该世代的人口总数相乘 ,然后再对

这些积进行求和。(1)式表明 ,政府当期在购买商品和劳务上的支出现值 PV Gt 应由 NW Gt 、

PVL t 和 PVFt 三者来共同分担。对 (1)式移项可得 :

　　PVFt = PV Gt - NW Gt - PVL t (2)

　　从 (2)式中可以看出 ,由于在任何一个时点 ,我们都能对 PV Gt 、NW Gt 和 PVL t 进行估计 ,

因此 ,PVFt 也就能被估计出来。而 PVFt 所代表的正是未来所有世代应承担的由当期财政政

策所造成的负担 ,亦即仅靠活着的社会成员仍无法偿付的当期政府购买。代际核算方法就是

针对 PVL t 与 PVFt 之间的平衡性进行的 ,PVL t 与 PVFt 之间的平衡也正是代际平衡的核心所

在。从 (2)式中还可以看出 ,PVFt 是一个包含了许多世代的负担总额。也就是说 ,它所代表的

是所有未来世代的总负担。那么 ,这个总负担又是如何在这些不同的未来世代之间进行分摊

呢 ? 尽管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一负担在实际中的确切分摊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一定的假设 ,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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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学方法来实现技术性分摊。为了实现总负担在未来各世代之间的平滑分摊 ,可以假定每

个新世代的负担之变化都是遵循产品增长率的变化 ,于是按照该假定就可以推算出未来各世

代所应分摊的负担额。由于未来各世代的负担额已推算出来 ,并且未来各世代的人口数量又

是可以预测的 ,于是用未来各世代的人口数量去除相应的负担额就可以得到未来各世代人均

所应分摊的负担额 ,这样就可建立起代际帐户。

　　21 重要指标　代际核算中有两个最重要的用于反映代际不平衡程度的指标 ,一个是“不

平衡性百分比”;另一个是“终身净税率”。

　　“不平衡性百分比”可用以代表当期财政政策所带来的代际不平衡程度的大小。假定在 t

年 (即当期)的新生儿的代际帐户值为 q1 ,那么在合理的净税支付增值速度 g 下 (即假定每年净

税支付的增长率于产品增长率 g 相同) ,t + 1 年的新生儿 (之所以选择 t 年和 t + 1 年的新生

儿 ,主要是因为新生儿都有完整的生命期 ,这样使二者的代际帐户值具有可比性) 人均所应承

担的由当期财政政策造成的合理负担应为 q1 (1 + g) ;另外 ,我们把按政府预算约束式推算出

来的 t + 1 年新生儿应承担的人均实际负担额 ,也就是该世代的社会成员每个人所应承担的

PVFt 的分摊额记为 q2 ,于是可定义指标 P = {[ q2/ q1 (1 + g) ] - 1} ×100 %为“不平衡性百分

比”。由于该指标将合理负担同实际负担进行了对比 ,因此它能够代表当期有关养老保险的财

政政策中所隐含的代际不平衡性。P 的绝对值越大表示代际负担越不平衡。

　　“终身净税率”则是指某一社会成员在其出生年份的代际帐户值与其终身劳动收入的现值

(折现至其出生年份)之比。由于该指标的分子、分母所涉及的时间范围都涵盖了该社会成员的

一生 ,因此 ,它能够说明每个社会成员在一生中应将其终身劳动收入中多大的一部分支付给政

府 ,这样就能反映出社会成员所面临的财政负担的大小 ,从而看出养老保险政策的可持续性。

　　三、代际核算方法在国外运用的情况

　　近年来 ,代际核算方法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美国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经济学家们就将刚刚产生的代际核算方法 ,运用到对美国当时的养老保险政策的评价和预测

中。他们通过在不同的折现率、产品增长率、人口结构和财政政策下 ,对代际帐户及其相关指

标的不同变化进行测算、对比和分析 ,认为美国当时的养老保险政策已存在极大的代际不平衡

性 ,其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令人担忧。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全球

范围内日益普遍 ,养老保险政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又再次提上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代际核算

方法也就随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1999 年由奥尔巴赫等人编辑出版了《世界范围内的代

际核算》,该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代际核算方法在世界各国的应用情况。近来 ,欧洲学者也通

过运用代际核算方法 ,对欧盟诸国的代际平衡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对各国的代际帐户

和相关指标的对比 ,发现欧盟诸国之间的代际不平衡性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例如 ,在 1995 年

一个意大利新生儿的代际帐户值为 18100 美元 ,而瑞典的则为负 118300 美元。这就意味着对

于一个 1995 年出生的新生儿 ,如果他是意大利人 ,那么他将面临 18100 美元的代际财政负担 ;

而如果他是瑞典人 ,由于其代际帐户值为负数 ,于是他所面临的就不是代际财政负担 ,而是可

从政府那里获得福利性转移收入。在对欧洲代际不平衡性的客观情况有了一定了解的基础

上 ,经济学家们又进一步结合欧洲各国在人口结构、财政政策等与养老保险相关方面的不同实

际情况 ,深入具体地分析了各国代际不平衡所产生的原因及各国之间代际不平衡性存在较大

差异的根源所在。这一研究对改进和完善欧洲各国的养老保险政策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在亚洲 ,日本经济学家也在代际核算方法的帮助下找到了本国代际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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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结构的老龄化和财政政策的不适当。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 ,因此要减小

代际不平衡就只能从改进财政政策方面入手。于是 ,日本经济学家又在此结论的基础上 ,进而

根据不同的财政政策的变动对代际帐户所造成的程度不同的影响 ,对各种可能的备选政策在

减少代际不平衡上所起的作用进行评价和判断 ,从而为挑选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险

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四、代际核算对于我国的借鉴意义

　　虽然我国当前所采用的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模式是部分积累制 ,而非现收现付制 ,但是无论

是从当前来看 ,还是从长远出发 ,代际核算方法对我国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就当前而言 ,由于我国国情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仍将继续采用现收现付制 ,因此代际核算

方法对解决我国目前的代际平衡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都知道 ,我国目前采用部分

积累养老模式的主要目的是 :建立个人帐户以防止未来人口老龄化造成的支付危机 ,筹集适当

的统筹基金以避免给企业及其员工造成过重的养老负担。但是 ,由于我国目前已有数千万退

休职工 ,因此可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职工退休金的统筹基金已严重不足 ,于是在职职工个人帐户

上的基金就被用于弥补这一资金缺口。这样一来 ,本应用于积累以应付老龄化支付危机的个

人帐户基金就被抽走了 ,个人帐户也就一直处于“空帐”的状态 ,积累基金也就成了帐面基金。

可见 ,我国的养老筹资模式尽管名义上是部分积累制 ,但实际上仍是现收现付制。显然 ,这样

并不能为将来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作好充分的准备 ,是有悖于养老保险政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为了能顺利渡过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 ,我们就必须解决好个人帐户“实帐化”问题。目前

多数学者认为 ,在这个问题上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沿着“空帐”→“空帐”程度逐渐减弱 →

“实帐”的轨迹逐步实现个人帐户的“实帐化”。因此 ,空帐状态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消除的。

既然空帐状态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存在 (即现收现付制在一定时期内必然还存在) ,并且空帐期

内对代际平衡问题的处理也直接关系到空帐向实帐转化的难易程度。因此 ,毫无疑问 ,我们还

是应当重视代际平衡这一问题的。要处理好代际平衡问题 ,代际核算方法很自然地成为较为

合适的选择。通过代际核算 ,我们就能分析出在现有状态下 ,我国代际平衡的发展态势 ,同时

通过对参数值的调整 ,进行多种模拟状态下的测算 ,找出影响代际平衡的主要因素 ,从而为政

策的选择提供依据。这样 ,既注意保持了“空帐”期的代际平衡 ,又为空帐向实帐转化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此外 ,从长远来看 ,在部分积累制之后 ,我国将朝着完全积累制模式过渡抑或回复

到现收现付制 ,目前在学术界仍没有定论 ,因而我们对现收现付制不能轻易地予以否定。这主

要是因为尽管在动态老龄社会中 ,现收现付制的确会受到支付危机的冲击 ,但当动态老龄社会

最终转变为静态老龄社会时 ,现收现付制与完全积累制相比并不存在明显的缺点 ,甚至在某些

方面还略胜一筹。如果将来回复到现收现付制 ,那么代际平衡问题就更不可避免了。正是基

于上述两点原因 ,我们应当关注养老保险的代际平衡问题 ,研究代际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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