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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工资双调
公务员待遇变多少

经过多年的政策准备，2015
年 1月 14日，《关于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的决定》发布，标志着养老金“双
轨制”正式终结，3700万名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员工
一样，将纳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
度体系。

与养老金“并轨”改革相配
套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
改革同步实施。经过多年的探
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
此时的养老金与工资改革方案
被相关专家认为已经成熟，能从
制度上根本解决“双轨制”所导
致的社会不公平问题。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副
部长胡晓义10日表示，对于“中
人”（已退休的“老人”沿用老办
法，新参加工作的“新人”采取新
办法）来说，养老保险将来的待
遇结构将是"2+1+1"--基础养
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另外两
个"+1"分别是过渡性养老金和
职业年金。

这次改革以后，机关事业单
位及其工作人员将同企业及其
员工一样，都将履行缴费义务，
由用人单位按职工工资的 20%
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按本人工
资的8%缴纳养老保险费。与过
去较高的替代率（即养老金占本

人退休前工资的比例）相比，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基本养
老金的替代率水平将会明显下
滑。

为了弥补改革前后的养老
金待遇差，在过渡期内对改革前
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在
享有基本养老金之外，还将发给
过渡性养老金，以确保过渡期内
退休的人员待遇水平不降低。
过渡性养老金，也就是对于“中
人”来说，因过去年份没有缴费
而视同缴费计算的养老金。此
外，通过建立作为补充养老保险
的“职业年金”制度也需要同步
建立。

全国政协委员、人社部人事
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接受了北
青报记者的采访，他表示：“职业
年金不算工资，但是算福利，算
薪酬的一部分。这比以往工资
的概念要宽。职业年金就是在
建立统一养老保险制度上的补
充，是一种差异性的补充。它的
建立就是要提升养老金替代
率。目前养老金并轨后，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拿到养老金的替
代率不会高过 60%，而加
入职业年金，退
休以后基本能
拿 到 75% ~
80%。”

我国早在 2008年就提出了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
案，在广东等五省市进行试点制
度，但 7年以来，该试点工作被
认为进展不大。作为先行先试
的“改革试验田”，广东深圳市已
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多年，他
们采取通过对公务员实行聘任
的制度，在全国率先探索“养老
金并轨”。据报道，到 2014年 6
月底，深圳市新加入到社会养老
保险缴纳队伍中的机关事业单
位的人数，已超过7000人。

深圳从 2007年开始试点公
务员聘任制改革，对这部分聘任

制公务员同步实施了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从 2010年 1月 1日
起，新进入深圳市行政机关的公
务员一律实施聘任制，实行“新
人新办法”：与企业职工一样，聘
任制公务员必须与单位签订聘
任合同；同时，实行社会基本养
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相结合的养
老保障制度，实现与社会其他群
体养老保障的接轨。

平安产险深圳分公司员工
田晓斌介绍说，她在该公司参
与的是养老保险+企业年金的
养老保障制度，但她的一位南
山区政府的朋友，所享受的一

直是委任制公务员“财政养
老”的退休制度，不必缴纳养
老金。但这种情况在2011年时
有了变化：田晓斌的一位同事
的女朋友丽丽于2011年被聘任
到了深圳市社保局，成为了合
同制员工，按照单位交 20%、
个人交 8%的比例缴纳养老保
险，和企业一样。

但另一面，该市旧有的机关
单位人员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制
度。一位来自深圳市检察院和
一位来自深圳海关的人士都对
北青报记者表示，他们都感到养
老金方面“没什么动作”。

2014年 12月 2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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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将与工资制度改革同步推
进。公务员的养老金和工资，这
两部分也被认为是配套改革。
专家解读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要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首先要确定一个缴费基
数，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
资结构不合理，基本工资所占
比重很低，大部分都是各项津
补贴，所以不便于确定缴费基
数。假如以现有的基本工资作
为缴费基数的话，就会导致未
来养老金待遇水平降低。”全国
政协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

事、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
长金维刚说，“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和工资制度改革之间具有密
切关系。不仅如此，由于公职
人员工资制度不合理，即使没
有养老金并轨，工资制度本身
也面临着改革。”

基本工资低而其他“活”的
津补贴待遇高，这也造成了针对
公务员工资的误解：一边是部分
基层公务员认为收入低，一边是
公众对公务员福利待遇的各种

“吐槽”。目前的公务员工资调
整方案，在捋顺养老金并轨的改
革之外，也被认为能够弥合上述
认知差异。

吴江认为，不仅是机关事业
单位人，连同企业在内，目前我

国各类单位人员的基本工资都
很低，只占总收入的20%~30%，
会影响到退休以后的实际待遇
水平。“基本工资应该占大头。
比如美国，它在工资以外的奖励
性补贴，比例不超过 20%，欧洲
也就是10%左右，但我国的能够
占到 60%、70%以上。劳动、贡
献要靠基本工资来体现，但现在
的基本工资的激励作用已经没
有了。”吴江说。

全国政协委员尚勋武表示，
行业与地区之间差距较大，很难
让每个人都满意。“我们国家的
问题在于，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制度经常
可能落后于实践，所以，需要积
极稳妥地探索前行。”他说。

为了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的养老金水平不大幅下跌，职
业年金补充养老的作用还不能
立即显现。金维刚介绍说，我
国在 2011年出台了《事业单位
职业年金实行办法》，但由于广
东等五省市没有出台并实施具
体的试点方案，职业年金制度
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其实，建立职业年金还需
要有一个过程。在短期内，由
于职业年金个人账户的积累及
其投资收益并不高，因而职业
年金在弥补退休人员养老金替
代率水平方面的作用也很有

限。”他说。
有专家认为，一旦补充养

老到位、养老金并轨完成后，
将“打通”机关事业单位与企
业之间的通道。全国政协委
员、民进甘肃省委主委尚勋武
认为，改革的最大好处，就是
使人的流动成为自然而然的。

“比如，一名公务员觉得自己
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或者岗
位不能满足他的需要，那么，
做了10年公务员，有了养老保
险的并轨，很轻松就可以走
人，否则，已经积累的财富没
法跟着自己，会让自己觉得很

亏。”尚勋武说。
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多年

积弊，加上老龄化加剧、地区
不平衡、人口流动增多等问
题，不少人也有着“养老金出
现缺口”的担忧。对于这一
点，人社部部长尹蔚民10日在
记者会上算了一笔账：目前职
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 3.04：
1，也就是 3个人养 1个人；到
了 2020 年将下降到 2.94： 1，
到 2050年将下降到 1.3：1。人
社部副部长胡晓义也持乐观态
度，“1998年的时候每个月只
有 471元的养老金，到去年年

底
已经
达 到
了
2050
元，涨
了 4 倍
多 。 所
以 从 这
一 点 来
说，我想
是应该可
以有更好
的预期。”
他说。

对话人：全国政协中国经济
社会理事会理事、人社部社会保
障研究所所长。主持过一系列有
关养老保障的课题研究，是参与
我国养老保险顶层设计的主要专
家之一。

北青报：养老金“双轨制”是
怎样一种制度？它在我国经历了
怎样的变化？

金维刚：“双轨制”主要是两
种不同的养老保障制度导致的待
遇差的问题。我国的养老金“双
轨制”现象由来已久，实际上针对
其改革的探索，也已经超过了 20
年。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
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的决定》，使企业职工的养
老从“单位保障”迈向了“社
会保障”。随后，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制度也开始进行
探索，但改革进程相对滞后。

以往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是“不彻底”的。

北青报：这个改革的过程是
怎样的？

金维刚：1991年，国务院决定
在城镇企业中实行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1992年，就开始在一些地方
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
试点，所以其实在此次改革方案
出台之前，全国各试点地区有
2000多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已
经参加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并缴纳保险费。

北青报：当时为什么没能
实现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
员工一样，同步养老待遇？

金维刚：虽然做了改革试
点，但是这些试点地区仍然延
续原来的退休保障制度，实行
退休费待遇计发办法，与个人
退休前的工资标准挂钩，待遇
与缴费没有关系，因此这种改
革不彻底，没有实质性的突
破。

北青报：改革的阻力存在
于哪里？

金维刚：与所有改革所面
临的普遍问题一样，养老金“双
轨制”的问题迟迟未得到解决，
症结在于利益分配问题。改革
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触及到
深层次的利益问题，其中的利益
关系错综复杂。在过去，机关事
业单位实行退休费待遇制度的情
况下，对机关事业单位的人来说
待遇是很高的，所以没有改革的
内在动力。

北青报：您曾参与到改革方
案的制定工作中。现在改革终于
出台，是出于怎样的原因？

金维刚：随着“双轨制”导致
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在外部的
压力下，促使机关事业单位进行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机关事
业单位与企业统一的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这并不是靠几个人提建
议就能推动的。养老金并轨，就
是为了解决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公
平性问题。 （据北京青年报）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提到“全面深化改革”。去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工资制度改革同步推进。今年1月，公务

员养老金并轨改革方案出台，随着旧有体制被逐渐打破，“双轨”间的矛盾将得以弥合，社会公平将得到体现。我国公务员的生活未来会有哪
些变化？公务员养老金、工资“双调”后，待遇是否改变，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假设一公务员今年30岁，参加工作5年。每月工资5000元，假设社会平均工资也是5000元，他还有30年退休。在不考虑工资上涨、

延迟退休等因素前提下，养老金并轨后，这位公务员的工资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方案 养老金并轨怎么实施？

■试点 深圳等地试点探索出哪些经验？

■改革 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怎么改？

■展望 未来机关与企业间“养老金通道”能否打通？

■对话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
所长金维刚：

养老金并轨是为了
解决公平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