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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辜胜阻委员在专题询问
中提到多个“世界之最”：一胎化、少
子化的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老龄化
速度可能世界最快；国企改制，一部
分人提前退休，职工实际退休年龄
可能全球最低，缴费年限全球最短；
养老金并轨需大量资金流入，改革
转制成本全球最高。

“我的问题是，未来十年或二十
年养老金资金有多大的缺口？”辜胜
阻委员问。

马凯应询答问指出，养老金缺
口是养老保险制度面临最难的问题
之一，有三类情况需具体分析应对，
一是当期能不能足额及时支付；二
是长期平衡问题，老龄化以后有缺
口怎么办；三是历史欠账问题，转轨
以后，个人账户空账究竟怎么解决。

马凯指出，去年我国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收入 20800 亿元，支出
16700亿元，结余 4091亿元，到去年
底累计结余 26900亿元，总体上看，
保证当期支付没有问题，但地区不
平衡问题突出，有的省份已经开始

“吃积累”，同时收支矛盾不断扩大，
基金收入增速追不上支出增速。

“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的
体制不改、机制不转、政策不调整，
缺口是必然的，不是一星半点的缺
口，而是巨大的缺口”，马凯指出，目
前是三人缴费供一人领钱，如果制
度不变，到 2025年大体变成两人缴
费一人领钱，到 2050年就是一人缴
费一人领钱。

为此马凯提出8条对策，包括扩
大征缴范围、强化缴费激励、增加财

政收入、转持国有资本、优化投资运
营、延迟退休年龄、完善多层体系、
实行精算管理。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谢
旭人委员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要
尽快研究改革方案，着力推进“划转
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工
作，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迫
切需要。

楼继伟 28日表示，此项工作比
较复杂，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连在一起，相互交错，下一步还需制
定可操作性方案。楼继伟介绍，目
前已初步完成国有资本股统计，但
国资体制改革由多部门参加，各领
一块，只有待改革方案拿出来后，才
能明确在哪一级划转。

（据南方都市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社保工作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到会应询

养老金“并轨”方案近期将印发
个人账户或将不再“做实”

28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组
会议，结合审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城
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进行专题询问。

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
德江主持，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和5部委
“一把手”到会应询，回应养老金缺口、
全国统筹、做实个人账户等焦点问题。

马凯在回答询问时透露，中央已讨
论通过机关事业单位和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制度并轨方案，近期将印发文件，
开会部署。这意味着全国同步的养老
金“并轨”改革即将提上日程。

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社保工
作举行专题询问，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到会应
询。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和副部长胡晓义、发
改委主任徐绍史、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民政部
部长李立国、卫计委主任李斌、中编办副主任
王峰，也一齐坐在应询席上。

就在 6天前，马凯代表国务院向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作了关于统筹
推进城乡社保体系建设工作的报告。

总理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是每
年全国人代会的重头戏。但在两月一次的全
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代表国务院作专题工
作报告的，往往是相关部委负责人。

“这次常委会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代表
国务院到人大作报告，在我印象当中是这些
年以来的第一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气象”，
吴晓灵委员在分组审议中说：“总理和副总理
都是人大投票选举出来的，应该对人大负
责。”

28日专题询问中，养老保险制度成为最
受关注的问题。郑功成委员认为，养老保险
制度决定整个社保制度的成败。冯淑萍委员
指出，当前养老保险体系还存在制度多元化、
机制不健全、衔接不顺畅等问题，询问政府有
何顶层设计。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应询表示，当前顶层
设计中遇到许多两难问题，正在解决，其中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并轨和统一问题已经下
文，正在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和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制度并轨问题，中央已讨论通过，近期将
印发文件，并开会部署。

在回答辜胜阻委员关于未来养老金缺口
的问题时，马凯坦言这是养老保险制度中的
一个要害问题，事关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养老保险网”能否撑得住、撑得久。

马凯提到，“未富先老”是中国面临的严
峻现实，无论是按照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0%还是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7%的标
准，中国都已进入老龄化，按预测，2020年中
国 60周岁以上人口将达 19.3%，2050年将达
34.2%。“老龄人口这么庞大，如果还是固守
60岁退休的标准，给养老基金带来很大的支
出压力”，但马凯也指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
龄问题刚刚破题，社会上分歧很大，年龄设
定、时机选择、节奏掌握、配套措施以及监督
实施等，都需深入研究。

社保制度关系千家万户的生计，也关系千万亿财政资金的分配使用。此次全国人大常委
会的分组和联组审议、专题询问中，社保制度改革，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完善成为焦点。

我国的职
工养老保险实
行社会统筹和
个人账户相结
合的模式，前者
现收现付，个人
账户则主要由个
人缴纳，但最初
纳入统筹基金统
一调剂，一直“空
账”运行。

2000 年，国家
提出要做实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次年率先在辽宁启动试点。然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的调研报
告显示，由于统筹基金收不抵支，辽
宁已向个人账户借款 497亿元。其
余10个试点，有的中断，有的一直没
启动，做实个人账户的改革难以为
继。

马凯 28日在专题询问中表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对个
人账户的表述已由“做实”变为“完
善”，这两个字并非轻易调整。

马凯介绍，国务院委托国内外7
家研究机构做社保制度的顶层设
计，结果7家不约而同提出该政策调
整问题，认为个人账户可以不搞“做
实”，而搞记账管理。

马凯提到，过去一直主张做实
个人账户的世界银行，此次观点完
全转变，也不主张继续往“做实”这
条路上走，今后个人账户到底如何
完善，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需认真
研究。

分组审议中，乌日图委员指出，
个人账户从“做实”改成“完善”，两
字之差，给各地一个信号：国家的意
图已发生变化，但究竟是否继续做
实，尚未厘清，建议一定要明确。

28日下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国际论坛上
明确表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已经
无法做实，“做实的个人账户管理一
旦失败，最后还是政府买单”。多位
与会专家向记者指出，做实个人账
户已不可能，只能向名义账户，即记
账式的个人账户转型。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研究院
教授李晓林解释，名义账户就是“交
钱记账”，但钱花在上一代人身上，
这一代人的养老金则由下一代人承
担，问题关键在于怎么记账。

统计显示，2012 年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个人账户空账已
达 2.6万亿元。吴晓灵委员指出，此
事拖延越久“转身”越难，短时间内
取消个人账户又不太可能，建议明
年将个人账户记账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

28日专题询问中，郑功成委员
指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地区分割，
是当前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关键问
题。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应当实现全国统筹，这也
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一项重要任
务。

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调研报告
显示，2013年底全国 31个省市区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按照基金在
全省范围内统收统支的标准，只有6
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离
全国统筹的目标相去较远。统筹层
次低，导致地区差距大，也给社保关
系转移接续带来困难。

“这项工作为什么进展这么缓
慢，难点到底在哪里？”郑功成委员
昨天询问：“马上就进入 2015年了，
工作任务还能不能如期完成？”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应询表示，
此项改革从市县开始，逐步往上推

进，目前进展到省级层面，除统收
统支外，目前大部分省采用省级基
金调剂模式，这也是省级统筹的方
式。

在能否如期完成任务的问题
上，尹蔚民表示，争取明年提出职工
基础养老保险金全国统筹的方案，
并坦言这项重大改革确实还需攻坚
克难，其中最难的是涉及到中央和
地方的权力、责任，以及地方之间利
益关系的平衡和调整，包括地区间
人力资源配置不均、养老保险抚养
比高低差距较大，各地经济社会发
展、财力状况、消费水平差异较大，
不可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拉平等
问题。

尹蔚民介绍，全国统筹的重点
是统一确定缴费的基数和费率，归
集中央统筹基金进行省际的余缺调
剂，同时允许省级地区在确保全国
统筹的前提下，有一定的费率和待

遇调整浮动幅度，从而调动中央和
地方两个积极性。

吴晓灵委员此前在分组审议中
指出，此事“只要下了决心，一年两
年就能办成”。28日专题询问中，她
提出建议方案，采取基本养老保险
加附加养老保险的方式，取中下水
平作为全国基本养老保障水平，资
金结余多的省份可留一定比例用于
地方附加养老金，保证全国统筹后
当地居民养老保险水平不降太多。
尹蔚民当场表示，该方案比较有建
设性。

楼继伟则提出一个担心，如果
不建立早缴多得、多缴多得的激励
机制，实现基金精算平衡，一旦推行
全国统筹，一些地方的积极性将减
弱，从而增加财政负担。尹蔚民表
示，为此统筹方案设计了双层架构，
让地方既有一定责任，又有一定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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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个人账户政策要不要调整？ 由“做实”向“完善”转变

养老金全国统筹能否实现？ 人社部称具体方案争取明年出台

养老金缺口有多大？ 养老金再不改革将面临巨大缺口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
率强大阵容到会应询

“未富先老”
给养老基金带来很大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