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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精算分析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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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已经进入到老龄社会，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解决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

径，特别是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大农牧民困难群众的养老问题而言，老有所养是迫

切愿望。对于新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缴费期限以及待遇水平的精算研究，

将进一步完善其制度的合理性，通过以西部民族地区为背景选取新疆作为研究对象，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进行精算分析，在完善和建立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农村养老保险方面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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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 1 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即国发
〔2009〕32 号文。，文中决定 2009 年在全国选择 10%的县( 市、区、旗) 展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并且
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在全国进行普遍实施，在 2020 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并且明确提出
新农保试点的基本原则为“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该政策是要按照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的要求，逐步解决我国农村居民老有所养的重大问题。本文研究正是源于此政策背景，并依据
《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三步走”的重大战略构想，选取了作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省份之一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进行相关的精算分析如下。

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试点) 设计

根据国务院 2009 年 9 月 1 日颁布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发〔2009〕
32 号) 精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结合新疆的实际区情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试点实施方案》和《关于印发新疆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新府发〔2010〕57
号) ，基本内容包括:

1． 参保范围: 年满 16 周岁( 不含在校学生) 、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可以在户籍地
自愿参加新农保，实行统账结合。

2． 缴费水平: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每年缴费标准设定为: 100 元、200 元、300 元、400 元、500 元、600 元、700
元和 800 元 8 个档次，村集体可根据经济能力进行补贴，个人缴费、村集体补贴计入个人账户，地方政府政府
按每人( 正常健康人) 每年 30 元建立统筹基金，列入当年财政预算。

3． 缴费期限。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 60 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
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如老人自愿，也允许补缴。新农保制度实
施时，已年满 45 周岁，未年满 60 周岁的，应按年缴费，也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超过 15 年。新农保制度实施
时，未年满 45 周岁的，应按年缴费，达到年满 60 周岁且累计缴费年限满 15 年以上条件的，方可按月领取养
老金待遇。补缴养老保险费的，不享受地方政府缴费补贴。

4． 待遇水平。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支付终身。中央和自治区确定的基础
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55 元。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 139( 与现行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相同) 。参保人死亡，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余额，除政府补贴外，

可以依法继承，政府补贴余额用于支付其他参保人的待遇。领取养老金待遇的人员死亡，有条件的地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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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一次性丧葬补助费。

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精算模型的构建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施方案》和
《关于印发新疆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新府发〔2010〕57 号) 规定，对个人缴费
和政府补贴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和可操作的具体办法，但是对集体补助则仅表述为: 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
参保人缴费给予适当补助，补助标准则是通过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尚无硬性规定和具体措
施，这意味当前新疆新农保政策对集体补助的发放还是鼓励性和引导性的建议，尚不能形成有效约束同时，

从当前新疆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尤其是南疆广大农村地区还没有良好的集体经济基础，所以目前集体补助
对个人账户收入的增幅影响较小，可暂忽略不计。

通知还规定，个人缴费是按年缴费，在领取该养老金时，缴费年限是按照累计年限进行计算，对缴费中断
和缴费停止等情况下，个人账户如何保有计息等诸多方面的具体操作上并无明确规定，所以在本文研究中，

仅考虑缴费期内保户连续缴费的情况。同时由于通知对缴费过程中不同缴费档次之间是否可以进行转换也
无详细规定，为便于进行研究，本文将不考虑保户中途改变缴费档次的这一情况。

1． 精算模型设定

假设: ( 1) 缴费和计发标准以通知为依据;
2． 不考虑集体补助增幅影响
3． 保户开始缴费后不间断，直到开始领取养老金时才停止缴费，缴费档次选择后不变动

从领取养老金时期分析，个人账户中的累积额，属于个人缴费形成的积累部分。在投保人领取时前死
亡，可以退还个人账户中的个人缴费部分，这接近于固定年金; 而个人账户累积额中来源于地方政府补贴中
的部分，是以生存为领取条件，这属于生存年金，综合判断，个人账户累积金额的领取，则是一个固定年金与
生存年金的组合。

根据通知规定，保户开始领取养老金年龄为 60 岁，只要是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年
龄满 16 岁( 不含在校学生) ，且未达到 60 岁者均可自愿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因此，59 岁是缴费期末
年，60 岁是给付期第一年，假定缴费时间在每年年初，缴费期和给付期利率相同。

个人账户中个人缴费部分，根据年金原理，缴费在领取前一年的累计额为:

ks̈60－n = k［( 1 + i) 60－n + ( 1 + i) 60－n－1 + ( 1 + i) 60－n－2 + …… + ( 1 + i) ］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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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n
( 1 + i) 60－j 16≤ n≤ 45

在《通知》规定，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实施时，超过 45 周岁的参保人员应按年缴费，也可以补缴保费，缴费
年限不超过 15 年，即需缴满 15 年保费。我们假定这部分人员在参保时补缴以后按年缴费，60 岁领取是缺
少的保费，如 50 周岁参保人员，按年缴纳保费，则到 60 周岁领取时，若仅缴纳了 10 年的保费，还差 5 年保
费，按照假定，50 岁参保时，补缴 5 年保费。因此保户们到领取时的缴费累计额:

gs̈60－n = g［( 1 + i) 60－n + ( 1 + i) 60－n－1 + ( 1 + i) 60－n－2 + …… + ( 1 + i) + ( n － 45) ( 1 + i) 60－n］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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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n
( 1 + i) 60－j + ( n － 45) ( 1 + i) 60－n］

地方政府支付的补贴则是以生存为条件的年金，模型如下:
zs̈60－n = z［( 1 + i) 60－npn + ( 1 + i) 60－n－1

2pn + ( 1 + i) 60－n－2
3pn + …… + ( 1 + i) 60－n－1pn］

其中 n 为投保年龄; i 为利率; k 为个人选取的缴费金额; s̈60 － n为年龄 n 岁投保人每年期初缴费 1 元，交
至 59 岁的年金累积额; k 为个人选取的年缴费金额; g 为地方政府给予参保人员每年的补贴，在此为 30 元;

因此，给付期第 1 年参保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时个人账户的基金积累总额为:

( PVFNCY) y = ( G + Z) ∑
60 － n

i = 1
［( 1 + g) i － 1 ( 1 + r) 60 － n － i + 1］ ( 1)……………………………

从养老金的领取分析，根据规定，个人账户中的个人缴费金额养老金给付，是固定年金形式，而个人
账户中的地方政府补贴累积额是以生存为条件给付养老金，即生存年金。分别计算如下:

由个人缴费累积额支付每年 1 元，每年等额支付 m 次的养老金现值，根据利息理论原理，给付期内各年
个人账户养老金给付金额在给付期初的现值为:

ä ( n)
n? = 1

m + 1
mv

1
m + 1

mv
2
m + … + 1

mv
n－1

( m－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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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保每月领取元养老金的年金现值为以 PVFB1 表示的未来给付精算现值，则:

FVFB 1 = 12k1 ä
( m)
n? = 12k1 ( 1

m + 1
mv

1
m + 1

mv
2
m + … + 1

mv
n－1

( m－1) m ) = 12k1
1 － vn

d ( m) d ( m) = m( 1 － v1 /m )

( 来源: 保险精算原理 P117)

其中，n 参保农民平均预期寿命; m 为养老金每年支付的次数，v 为支付期的年贴现因子，即 v = 1 /1 + r，
根据保险精算平衡原理，参保人缴费期积累总额等于给付期领取总额现值，其中，缴费期是指参保人从

参保缴费第一年起至停止缴费年份为止的时间段，给付期指参保人停止缴费后领取养老金的时间段，个人账
户的纵向平衡要求基金积累总额 FV 等于未来给付精算现值( PVFB) ，由此可以得出养老金月给付金额。

根据寿险精算原理，由地方政府补贴累积额支付每年 1 元，每年等额支付 m 次的养老金在给付期初的
现值为:

ä ( m)
xn? = ∑

n

k = 0
vk kpx － m － 1

2m ( 1 －nEx )

新农保每月领取 k2 养老金的年金现值为以 PVFB2 示的未来给付精算现值，则:

12k2 ä
( m)
xn? = 12k2［∑

n

k = 0
vk kpx － m － 1

2m ( 1 －nEx) ］

由精算平衡原理 FVPB1 = PVFB2，则

k2 =
FVPB2

12ä ( m)
xn?

( 二) 设定模型精算假设条件

1． 生命表死亡率数据来源: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5 年 1%抽样数据编制生存率 = 1 － 死亡率。
2． 利率假定。近期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如表 1，利率在 2% ～5%之间波动，为了探究利率变化对养老金

的影响，在报告中，选择了 2%、3%、4%、5%和 6%进行分析。

表 1 利率变化情况

日 期 利率( % ) 日 期 利率( % ) 日 期 利率( % )

2002 年 2 月 21 日 2． 52 2007 年 9 月 15 日 3． 87 2009 年 6 月 28 日 2． 52
2006 年 8 月 19 日 2． 52 2007 年 12 月 21 日 4． 14 2010 年 10 月 20 日 2． 50
2007 年 3 月 18 日 2． 79 2008 年 10 月 9 日 3． 87 2010 年 12 月 26 日 2． 75
2007 年 5 月 19 日 3． 06 2008 年 10 月 30 日 3． 60 2011 年 4 月 6 日 3． 00
2007 年 7 月 21 日 3． 33 2008 年 11 月 27 日 2． 52 2011 年 4 月 6 日 3． 25
2007 年 8 月 22 日 3． 60 2008 年 12 月 23 日 2． 52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http: / /www． pbc． gov． cn /publish /zhengcehuobisi /628 / index． html。

三、精算分析

根据上述的制度规定、精算模型的选择和精算加速，及将相关数据代入，得出下列结果:
1． 不同利率水平下，不同年龄段的月领取金额。结果如表 2、表 3、表 4、表 5、表 6 所示，缴费年龄越早，

领取金额越高。

表 2 利率 i = 2%水平几个缴费档次的月领养老金金额
单位: 元

年龄( 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20 65． 7 115． 3 164． 8 1701． 2 263． 9 313． 5 363． 1 412． 6
25 54． 4 95． 4 136． 4 1408． 1 218． 5 259． 5 300． 5 341． 5
30 44． 1 77． 4 110． 7 1142． 6 177． 2 210． 5 243． 8 277． 1
35 34． 8 61． 1 87． 4 902． 1 139． 9 166． 2 192． 5 218． 8
40 26． 4 46． 3 66． 3 684． 3 106． 1 126． 1 146． 0 165． 9
45 18． 7 32． 9 47． 1 487． 0 75． 5 89． 7 103． 9 118． 1
50 17． 0 31． 1 45． 3 483． 6 73． 6 87． 7 101． 8 116． 0
55 14． 6 27． 8 41． 0 450． 7 67． 4 80． 6 93． 9 1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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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利率 i = 3%水平几个缴费档次的月领养老金金额
单位: 元

年龄( 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20 87． 2 153． 1 219． 0 2262． 0 350． 8 416． 7 482． 6 548． 5
25 70． 0 122． 8 175． 7 1813． 8 281． 3 334． 2 387． 0 439． 9
30 55． 0 96． 6 138． 2 1427． 2 221． 4 262． 9 304． 5 346． 1
35 42． 1 74． 0 105． 9 1093． 7 169． 6 201． 5 233． 3 265． 2
40 31． 1 54． 5 78． 0 806． 1 125． 0 148． 5 172． 0 195． 5
45 21． 5 37． 7 54． 0 557． 9 86． 5 102． 7 119． 0 135． 3
50 18． 6 34． 1 49． 5 528． 4 80． 4 95． 9 111． 3 126． 8
55 15． 9 30． 3 44． 7 491． 4 73． 5 87． 9 102． 3 116． 7

表 4 利率 i = 4%水平几个缴费档次的月领养老金金额
单位: 元

年龄( 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20 116． 7 205． 1 293． 4 3031． 4 470． 0 558． 4 646． 7 735． 0
25 90． 5 159． 0 227． 4 2349． 6 364． 4 432． 8 501． 3 569． 7
30 68． 9 121． 0 173． 2 1789． 2 277． 4 329． 6 381． 7 433． 8
35 51． 1 89． 9 128． 6 1328． 5 206． 0 244． 7 283． 4 322． 1
40 36． 6 64． 3 91． 9 949． 9 147． 3 175． 0 202． 6 230． 3
45 24． 6 43． 2 61． 8 638． 7 99． 0 117． 6 136． 2 154． 8
50 20． 4 37． 3 54． 2 577． 4 87． 9 104． 8 121． 7 138． 6
55 17． 3 33． 0 48． 6 535． 0 80． 0 95． 7 111． 4 127． 1

表 5 利率 i = 5%水平几个缴费档次的月领养老金金额
单位: 元

年龄( 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20 157． 4 276． 6 395． 8 4091． 3 634． 2 753． 4 872． 6 991． 8
25 117． 7 206． 9 296． 0 3059． 1 474． 3 563． 4 652． 5 741． 6
30 86． 6 152． 1 217． 7 2250． 2 348． 8 414． 4 480． 0 545． 5
35 62． 2 109． 3 156． 4 1616． 5 250． 6 297． 7 344． 8 391． 9
40 43． 1 75． 7 108． 4 1119． 9 173． 6 206． 2 238． 9 271． 5
45 28． 1 49． 4 70． 7 730． 8 113． 3 134． 6 155． 9 177． 1
50 22． 4 40． 8 59． 3 631． 1 96． 2 114． 6 133． 1 151． 5
55 18． 8 35． 8 52． 9 581． 7 87． 0 104． 1 121． 1 138． 2

表 6 利率 i = 6%水平几个缴费档次的月领养老金金额
单位: 元

年龄( 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20 213． 4 375． 3 537． 2 5556． 2 861． 0 1022． 9 1184． 9 1346． 8
25 153． 8 270． 4 386． 9 4000． 8 620． 1 736． 7 853． 2 969． 8
30 109． 1 191． 8 274． 5 2838． 4 439． 9 522． 6 605． 3 688． 0
35 75． 7 133． 1 190． 5 1969． 8 305． 3 362． 7 420． 1 477． 5
40 50． 8 89． 3 127． 7 1320． 7 204． 7 243． 2 281． 7 320． 2
45 32． 1 56． 4 80． 8 835． 6 129． 5 153． 8 178． 2 202． 5
50 24． 5 44． 7 64． 9 690． 1 105． 2 125． 4 145． 5 165． 7
55 20． 4 38． 9 57． 4 631． 7 94． 5 113． 0 131． 5

2． 未来利率的变化对养老金的影响

为了分析利率的变化所养老金产生的影响，本研究选取第一个经费档次领取的养老金作为分析对象，即
分析利率变化，可对每年缴费档次为 100 元领取的养老金影响。如表 7 所示，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利率变动
一个百分点将造成养老金的金额变化，其增长幅度为 8． 90% ～ 35． 58%。因此参保人投保越早可以增加养
老金幅度越大; 其基础利率越高，增加幅度也随之越大，因此缴费期越长收益越高，其利率变动对养老金造成
影响也越大，这进一步增大了养老金保值增值的难度和财务风险。

13



表 7 利率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养老金的变动幅度

年龄( 岁)
养 老 金 金 额 ( 元) 养老金的变化幅度( % )

i = 2% i = 3% i = 4% i = 5% i = 6% i = 3% i = 4% i = 5% i = 6%
20 65． 7 87． 2 116． 7 157． 4 213． 4 32． 72 33． 83 34． 88 35． 58
25 54． 4 70 90． 5 117． 7 153． 8 28． 68 29． 29 30． 06 30． 67
30 44． 1 55 68． 9 86． 6 109． 1 24． 72 25． 27 25． 69 25． 98
35 34． 8 42． 1 51． 1 62． 2 75． 7 20． 98 21． 38 21． 72 21． 70
40 26． 4 31． 1 36． 6 43． 1 50． 8 17． 80 17． 68 17． 76 17． 87
45 18． 7 21． 5 24． 6 28． 1 32． 1 14． 97 14． 42 14． 23 14． 23
50 17 18． 6 20． 4 22． 4 24． 5 9． 41 9． 68 9． 80 9． 38
55 14． 6 15． 9 17． 3 18． 8 20． 4 8． 90 8． 81 8． 67 8． 51

3． 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对养老金的影响分析

假定其参保人缴费期、养老金领取期利率为 4%时，可以进行分析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政策对养老金所

产生的影响。如表 8、表 9、表 10、表 11、表 12、表 13、表 14、表 15 数据显示，其延迟退休政策对养老金产生变
化幅度范围将在 10． 75% ～147． 76%之间，其政策推迟退休年龄时间越长，其养老金额所带来增长幅度将大

幅增加。

表 8 20 岁投保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不同缴费档次的影响

缴费档次

退休年龄( 岁)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养老金领取额( 元)

60 118． 30 206． 60 294． 90 383． 30 471． 60 559． 90 648． 20 736． 60

61 131． 50 231． 20 331． 00 430． 70 530． 40 630． 10 729． 80 829． 60

62 147． 50 261． 00 374． 60 488． 10 601． 60 715． 20 828． 70 942． 30

63 167． 00 297． 60 428． 20 558． 80 689． 50 820． 10 950． 70 1081． 30

64 192． 10 344． 40 496． 60 648． 80 801． 10 953． 30 1105． 50 1257． 80

65 224． 50 405． 00 585． 50 765． 90 946． 40 1126． 90 1307． 40 1487． 90

养老金累积变动幅度( % )

61 10． 75 11． 91 12． 24 12． 37 12． 47 12． 54 12． 59 12． 63
62 23． 78 26． 33 27． 03 27． 34 27． 57 27． 74 27． 85 27． 93
63 39． 66 44． 05 45． 20 45． 79 46． 20 46． 47 46． 67 46． 80
64 60． 10 66． 70 68． 40 69． 27 69． 87 70． 26 70． 55 70． 76
65 86． 48 96． 03 98． 54 99． 82 100． 68 101． 27 101． 70 102． 00

表 9 25 岁投保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不同缴费档次的影响

缴费档次

退休年龄( 岁)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养老金领取额( 元)

60 91． 70 160． 20 228． 70 297． 10 365． 60 434． 00 502． 50 570． 90
61 102． 20 179． 70 257． 30 334． 80 412． 30 489． 80 567． 30 644． 80
62 114． 90 203． 40 291． 90 380． 40 468． 90 557． 40 645． 90 734． 40
63 130． 50 232． 50 334． 60 436． 70 538． 70 640． 80 742． 90 844． 90
64 150． 20 269． 50 388． 80 508． 00 627． 30 746． 50 865． 80 985． 00
65 175． 90 317． 60 459． 30 601． 00 742． 70 884． 40 1026． 10 1167． 90

养老金累积变动幅度( % )

61 11． 45 12． 17 12． 51 12． 69 12． 78 12． 86 12． 90 12． 94
62 25． 30 26． 97 27． 63 28． 04 28． 26 28． 43 28． 54 28． 64
63 42． 31 45． 13 46． 31 46． 99 47． 36 47． 65 47． 84 47． 99
64 63． 79 68． 23 70． 00 70． 99 71． 60 72． 00 72． 30 72． 53
65 91． 82 98． 25 100． 83 102． 29 103． 17 103． 78 104． 20 10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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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30 岁投保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不同缴费档次的影响

缴费档次

退休年龄( 岁)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养老金领取额( 元)

60 69． 90 122． 00 174． 20 226． 30 278． 40 330． 60 382． 70 434． 80
61 78． 10 137． 40 196． 70 255． 90 315． 20 374． 50 433． 70 493． 00
62 88． 10 156． 00 223． 90 291． 80 359． 70 427． 70 495． 60 563． 50
63 100． 30 178． 90 257． 50 336． 10 414． 70 493． 30 571． 90 650． 50
64 115． 80 208． 00 300． 10 392． 30 484． 40 576． 60 668． 70 760． 80
65 135． 90 245． 80 355． 60 465． 50 575． 30 685． 10 795． 00 904． 80

累积变动幅度( % )

61 11． 73 12． 62 12． 92 13． 08 13． 22 13． 28 13． 33 13． 39
62 26． 04 27． 87 28． 53 28． 94 29． 20 29． 37 29． 50 29． 60
63 43． 49 46． 64 47． 82 48． 52 48． 96 49． 21 49． 44 49． 61
64 65． 67 70． 49 72． 27 73． 35 73． 99 74． 41 74． 73 74． 98
65 94． 42 101． 48 104． 13 105． 70 106． 65 107． 23 107． 73 108． 10

表 11 35 岁投保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不同缴费档次的影响

缴费档次

退休年龄( 岁)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养老金领取额( 元)

60 52． 00 90． 70 129． 40 168． 10 206． 80 245． 50 284． 20 322． 90
61 58． 30 102． 60 146． 90 191． 10 235． 40 279． 70 323． 90 368． 20
62 66． 00 117． 00 168． 00 219． 00 270． 00 321． 00 372． 00 423． 00
63 75． 50 134． 80 194． 20 253． 50 312． 80 372． 10 431． 40 490． 80
64 87． 50 157． 40 227． 30 297． 10 367． 00 436． 90 506． 70 576． 60
65 103． 10 186． 70 270． 40 354． 00 437． 70 521． 30 604． 90 688． 60

累积变动幅度( % )

61 12． 12 13． 12 13． 52 13． 68 13． 83 13． 93 13． 97 14． 03
62 26． 92 29． 00 29． 83 30． 28 30． 56 30． 75 30． 89 31． 00
63 45． 19 48． 62 50． 08 50． 80 51． 26 51． 57 51． 79 52． 00
64 68． 27 73． 54 75． 66 76． 74 77． 47 77． 96 78． 29 78． 57
65 98． 27 105． 84 108． 96 110． 59 111． 65 112． 34 112． 84 113． 25

表 12 40 岁投保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不同缴费档次的影响

缴费档次

退休年龄( 岁)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养老金领取额( 元)

60 37． 30 64． 90 92． 60 120． 30 148． 00 175． 60 203． 30 231． 00
61 42． 10 74． 00 106． 00 137． 90 169． 80 201． 80 233． 70 265． 70
62 48． 00 85． 10 122． 10 159． 20 196． 30 233． 40 270． 50 307． 60
63 55． 20 98． 60 142． 10 185． 60 229． 10 272． 50 316． 00 359． 50
64 64． 30 115． 90 167． 40 219． 00 270． 50 322． 10 373． 60 425． 20
65 76． 20 138． 30 200． 40 262． 50 324． 60 386． 70 448． 80 510． 90

累积变动幅度( % )

61 12． 87 14． 02 14． 47 14． 63 14． 73 14． 92 14． 95 15． 02
62 28． 69 31． 12 31． 86 32． 34 32． 64 32． 92 33． 05 33． 16
63 47． 99 51． 93 53． 46 54． 28 54． 80 55． 18 55． 44 55． 63
64 72． 39 78． 58 80． 78 82． 04 82． 77 83． 43 83． 77 84． 07
65 104． 29 113． 10 116． 41 118． 20 119． 32 120． 22 120． 76 12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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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45 岁投保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不同缴费档次的影响

缴费档次

退休年龄( 岁)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养老金领取额( 元)

60 25． 10 43． 70 62． 30 80． 90 99． 60 118． 20 136． 80 155． 40
61 28． 70 50． 50 72． 30 94． 10 115． 90 137． 70 159． 50 181． 30
62 33． 00 58． 70 84． 40 110． 00 135． 70 161． 40 187． 00 212． 70
63 37． 70 68． 10 98． 60 129． 00 159． 50 189． 90 220． 40 250． 80
64 45． 20 81． 70 118． 20 154． 70 191． 20 227． 70 264． 20 300． 70
65 53． 90 98． 40 142． 80 187． 20 231． 60 276． 00 320． 40 364． 80

累积变动幅度( % )

61 14． 34 15． 56 16． 05 16． 32 16． 37 16． 50 16． 59 16． 67
62 31． 47 34． 32 35． 47 35． 97 36． 24 36． 55 36． 70 36． 87
63 50． 20 55． 84 58． 27 59． 46 60． 14 60． 66 61． 11 61． 39
64 80． 08 86． 96 89． 73 91． 22 91． 97 92． 64 93． 13 93． 50
65 114． 74 125． 17 129． 21 131． 40 132． 53 133． 50 134． 21 134． 75

表 14 50 岁投保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不同缴费档次的影响

缴费档次

退休年龄( 岁)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养老金领取额( 元)

60 20． 90 37． 70 54． 60 71． 50 88． 40 105． 30 122． 10 139． 00
61 25． 10 46． 00 66． 80 87． 70 108． 60 129． 40 150． 30 171． 20
62 29． 10 53． 70 78． 40 103． 00 127． 60 152． 20 176． 80 201． 40
63 34． 10 63． 30 92． 60 121． 80 151． 10 180． 30 209． 60 238． 80
64 40． 40 75． 50 110． 60 145． 80 180． 90 216． 00 251． 10 286． 20
65 48． 60 91． 40 134． 20 176． 90 219． 70 262． 50 305． 30 348． 00

累积变动幅度( % )

61 20． 10 22． 02 22． 34 22． 66 22． 85 22． 89 23． 10 23． 17
62 39． 23 42． 44 43． 59 44． 06 44． 34 44． 54 44． 80 44． 89
63 63． 16 67． 90 69． 60 70． 35 70． 93 71． 23 71． 66 71． 80
64 93． 30 100． 27 102． 56 103． 92 104． 64 105． 13 105． 65 105． 90
65 132． 54 142． 44 145． 79 147． 41 148． 53 149． 29 150． 04 150． 36

表 15 55 岁投保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不同缴费档次的影响

缴费档次

退休年龄( 岁)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养老金领取额( 元)

60 17． 60 33． 30 49． 00 64． 70 80． 40 96． 10 111． 80 127． 50
61 20． 80 39． 60 58． 40 77． 20 96． 00 114． 70 133． 50 152． 30
62 24． 50 46． 70 69． 00 91． 20 113． 50 135． 80 158． 00 180． 30
63 28． 90 55． 50 82． 10 108． 60 135． 20 161． 70 188． 30 214． 90
64 34． 60 66． 60 98． 60 130． 60 162． 60 194． 70 226． 70 258． 70
65 42． 00 81． 10 120． 30 159． 40 198． 50 237． 60 276． 80 315． 90

累积变动幅度( % )

61 18． 18 18． 92 19． 18 19． 32 19． 40 19． 35 19． 41 19． 45
62 39． 20 40． 24 40． 82 40． 96 41． 17 41． 31 41． 32 41． 41
63 64． 20 66． 67 67． 55 67． 85 68． 16 68． 26 68． 43 68． 55
64 96． 59 100． 00 101． 22 101． 85 102． 24 102． 60 102． 77 102． 90
65 138． 64 143． 54 145． 51 146． 37 146． 89 147． 24 147． 58 147．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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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精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关于推迟退休年龄政策，政策效果仅仅只可以起到缓解劳动力不足，但却可以带来会大幅增加养

老金支付的巨大财政压力，足以影响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稳定性。
其次，推迟退休政策的退休年份越高，支付的养老金增长幅度越大，而且增长幅度受到保户缴费年限的

影响不明显，因此推迟退休政策，无论保户缴费年限的长短，都会造成养老保险基金不平衡的巨大财务风险。
再次，本研究的精算模型预测是假设其扣除物价因素的利率水平，若按照 4% 的利率水平计算的，如果

将未来物价水平上涨考虑计算，则不论实际利率水平是正收益或是负收益，这都会严重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

财务支付压力，所以采取有效措施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进行保值增值，通过多种渠道确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

金财务稳定和安全的根本途径。
最后，通过本研究可以得出，如果政策目标把确保养老保险财务稳定性作为主要目的之一，则从本文的

精算模型假设研究中可以得出，最佳手段是在于保持实际利率水平为正收益。实行推迟退休年龄政策，可以

造成大幅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进而形成巨大的财务风险。

四、存在问题及政策启示

健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作为一个长期而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核心是在于缴费和待遇支付，这要求缴费

设计成为制度设计和顺利实施的关键，笔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试点) 在贫困地区的

试点中在缴费和待遇支付设计方面存在如下问题。
( 一) 存在问题

1． 制度存在设计缺陷。其中缴费档次设计尤为不合理，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缴费设计档次从

100 元、200 元、300 元、400 元、500 元、600 元、700 元、800 元共计 8 个档次，虽然考虑到各个地区和农民个人

收入的差异情况，尽量满足多样性和选择性的原则。但 2005 年新疆农民平均年收入仅为 2482 元，这相比全

国平均水平少 773 元，这仅仅相当于东部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的 50%。这使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在

执行中异常艰难，需要具体制度设计进一步解决。
2． 养老基金筹资困难。新疆地域广大，区情十分复杂。南北两疆两大经济区域之间差距极大，例如

2005 年墨玉县及阿合奇县的农民平均收入仅为 1170 元。仅仅按 600 元标准缴费则占据其收入的 50%。这

说明占据新疆总贫困人口 85%的南疆四地州在目前情况这种缴费标准是不能实现的，

3． 缴费补贴机制设计不合理。由于 55 岁以上参保人员缴费周期短，个人账户终值不高，所以得到的养

老金与 60 岁的区别不明显，而 60 岁及以上参保人员不用缴费每月领取 55 元，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参保

人员的投保积极性不高，使得不用缴费等到 60 岁参保人员可以同样享受差别不大的养老金。同时根据《通

知》中规定 60 周岁死亡的参保人员可以得到 500 元的一次性丧葬补助，而 59 周岁以前参保人员的却不能享

受这一待遇。为了增加激励性，也需要具体制度设计进一步解决。
4． 保障水平低，条块割裂。使得干部和农民养老保障意识比较薄弱，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普遍存在“四

怕思想”十分重视保障水平问题，其参保人的参保的积极性可以根据本文中对当前 100 元、200 元、300 元、
400 元、500 元、600 元、700 元、800 元 8 个档次的缴费水平所进行的模型假设精算进行预测，若按同期同档

次的银行利息进行不年龄段的缴费收益进行预测，其终值都会受到未来物价影响而出现负收益。使得很多

参保农民意愿不强，而处于是 50 岁以下认思想较为传统的农民会因自身定位不稳定，其一是将来居住场所

的会因户籍管理等因素会发生变更; 其二是储蓄倾向较强，这将导致上述年龄段的农民参保宣传工作和动员

不易进行。
( 二) 政策启示

1． 构建国民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长效机制。因为养老保险基金的特点具有资金大且存管时间长，

要有效降低社会养老保险造成隐形债务风险。应建立多渠道资金投资方式，实现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随着

我国市场发育程度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日益提高，原有投资渠道和基金收益不够的，根据相关研究其收益应

为 7%，同时根据有关统计我国国有垄断性行业在 2000 － 2010 年的行业平均利润率在 12% 以上，而我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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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的平均利息率仅为 5% ～6%，银行利息率为 3%左右。必须构建国民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长效机制，

进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和谐社会。
2． 建立养老金待遇储备基金。造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隐形债务的目标对象是“老人”，所谓“老人”就是

在计划经济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是做出了贡献的，但未明确制度养老保险金形成基金累计，尤其农业是国民

经济的基础，历史上农村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障转型的责任，承担转

型责任，有效提高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建立养老金待遇储备基金，以维护养老保险基金的平衡发展。
3． 合理设计缴费年限。本研究模型精算得出无论其利率的高低还是缴费档次的高低，都产生对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但其决定影响因素可以是其缴费年限。所以通过构建有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行合理的缴费年限设计，可以增强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这

将是否能有利于整个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和化解社会养老保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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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al Investigation on New Ｒ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Actuarial Assumptions in West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Take XinJiang as an example

TIAN Yuan TAN Chunping

Abstract: At present，Xinjiang rural area has entered into aged society，the solution of Xinjiang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is the important channel to solve the issues of agriculture，farmer and rural area and to
fulfil equ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espexially for vast Xinjiang farmers and herdsmen whose
living standards are low，elderly will be looked after properly is their urgent aspiratons． The actuarial studies the
level of paying fees，deadline of paying fees and level of treatment of Xinjiang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will consummate the rationality of its system further． Taking Xinjiang as the object of stud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est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to actuarially study the design of Xinjiang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then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nd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in the aspect of establish and perfect Xinjiang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Key words: xinjiang，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actuarial analysis，institution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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