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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本文中#我们用养老金 的 缴 纳 费 率 和 养 老 金 替 代 率

代表社会保障制度#采用有限生命预期的连续时间状 态 代 际 交 叠 模

型作为基本 框 架#分 析 了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对 消 费 者 接 受 教 育 的 年 限$
退休年龄$工作年限的选择$ZL\增长率和利率的影响%同时#我

们还分析了消费者的预期寿命对个体消费者接受教 育 的 年 限$退 休

年龄$工作年限的选择以及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关键词!代际交叠模型#内生退休#社会保障

"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通讯地址&林忠晶#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P号北京大学畅春新园学生宿舍

#号楼PP#室#"$$A!"’电话&!$"$"P#!@?>AP#"?A"$?A!=P$’*B-)’3&3’(W&,(Cc’(C!C<-DRU/D2E/D+(%龚

六堂#北京大学 光 华 管 理 学 院 应 用 经 济 系#"$$A!"’电 话&!$"$"@#!P!!@A’*B-)’3&31C,(C!C<-DRU/D
2E/D+(%

一!引!!言

社会保障问题是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保障

制度还不很完善的前提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显得更有意义了%社会保障

制度与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对退休选择的

影响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问题%关于社会保障如何影响退休选择现在有很多不

同的观点&一些研究认为社会保障对个体的退休年龄没有影响#如 F,13’U,TT
!"=!="认为#由于社会保障与私人储蓄是一对一的替代关系#因此社会保障

对个体消费者的退休年龄没有影响’%0)ST,0E)(EI’3’2( !"=A""认为社会保

障对整个社会的退休年龄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但会促使低工资的工人提前

退休%而另外 一 些 研 究 则 认 为 社 会 保 障 的 存 在 会 促 使 工 人 提 前 退 休#比 如

a23E<12’(!"=!>"#Z0/920)(EQ’<2!"==A"和M3,(E)3)(EH+)0R211)!"==A"#
他们认为社会保障相当于给个体提供了一种未来收入的保证#而且缴纳养老

保险费相当于政府征收了一个隐性税收 !’-R3’+’11)O"#因此社会保障会促使

工人提前退休#他 们 认 为 通 过 减 少 隐 性 税 收 可 以 很 好 地 解 决 提 前 退 休 问 题’

J’+&23)(E\2<1’2)/ !"==="在 两 期 代 际 交 叠 模 型 !,;203)RR’(CC2(20)1’,(<
-,E23#8IZ"中假设消费者在年老时可以自由选择劳动时间#通过研究发现

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随着社会保障收益率 !92(2T’10)12"增加而减少’M3,(B
E)3)(EH+)0R211)!"==A"通 过 研 究"P个 8*%L国 家 在"=@"("==P年 的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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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得到用这些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同特征可以较好地解释国家之间劳

动参与率的差异#从而得到社会保障的确会促使工人提前退休的结论$在本

文中#我们通过数值模拟得到了与a23E<12’(!"=!>"#Z0/920)(EQ’<2!"==A"
和M3,(E)3)(EH+)0R211)!"==A"相反的结论#当养老金替代率 !02R3)+2-2(1
0)12"增加时并不会促使个体消费者提前退休#而且增加养老金的缴费率时#
个体消费者会选择推迟退休$

社会保 障 如 何 影 响 个 体 对 人 力 资 本 的 投 资 呢？\2++&2(’(,)(E\,33)0E
!#$$#"和F)C)(,;’+&)(Ef’3+&) !"==="在 离 散 8IZ框 架 中 研 究 了 社 会 保

障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研究中假设政府对社会保障与教育的投入存

在替代作用#因而没有考虑社会保障如何影响消费者对教育的投入$一般来

说#当社会存在 社 会 保 障 时#因 为 政 府 从 年 轻 的 消 费 者 中 征 收 养 老 保 险 费#
且个体消费者在年老时可以领取养老保险金#这将会影响老年人在年老时的

可支配收入#因此会影响消费者在年轻时的工作年限$而工作年限的改变会

影响消费者所得到的人力资本的回报#因此影响消费者人力资本的积累#从

而影响接受教育的年限$在本文中我们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对接受教育年限%
工作年限%退休年龄的选择的影响$我们假设经济中存在现收现付制的养老

金制度#其中养老金由处于工作状态的消费者缴纳#其缴纳的额度为工资的

固定比例 !这个比例我们称之为养老金费率"#个体消费者在退休时所得到的

养老金与工作时所缴纳的养老金费率和养老金的替代率有关#养老金的替代

率越高表明老年人从养老金制度中得到的好处越多#即在退休阶段的可支配

收入越高$我们用养老金费率和养老金替代率代表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分析

得到以下结论&当养老金费率增加时个体消费者接受教育的年限减少#且工

作年限也增加#也就是养老金费率对个体人力资本的投资有抑制作用#而且

个体接受教育的年限也随着养老金替代率的提高而减少$
随着经济中个体预期寿命 !3’T22OR2+1)(+4"的增长#另外一个重要的问

题就是预期寿命如何影响经济的个体消费者接受教育的年限%经济增长率以

及社会保障制度呢？有很多学者认为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会影响消费者对教育

的选择#从而影响工作一代个体的工资#进而影响政府可征收的养老金的总

量$*&03’+&)(EI/’!"==""和 _/!"==P"在其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得到#预

期寿命增加时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增加#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的投资和

经济增长率都增加$M3)+U9/0()(E%’R0’)(’!#$$#"在一个三期的8IZ模型

中通过内生化第三期的存活率得到#当预期寿命增加时#个体消费者会增加

接受教育的年限#人口出生率降低#经济增长率增加#人口增长率降低的结

论#这就解释在 ’人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预期寿命变长%低出生率%推迟

生育和教育投资增加等现象$%&)U0)9,014 !#$$>"通过假设消费者的存活概

率取决于公共健康投资来得到内生预期寿命#由于低存活率导致个体更没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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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且更加不愿意储蓄和投资#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

上述模型都是在离散8IZ模型中所作的研究#L232%0,’O)(EI’+)(E0,
%"===&!F)32-3’B8W2)()(EQ2’3%#$$$&!*+&2;)00n)%#$$>&和M,/+2UU’(2

DG<-+%#$$#&在连续8IZ框架中研究预期寿命对个体消费者接受教育年限

和退休年龄的影响$L232%0,’O)(EI’+)(E0, %"===&假设经济中的生产函数

是人力资本的函数#且人力资本只与个体消费者接受教育的年限有关#得到

死亡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的结论$M,/+2UU’(2DG<-D%#$$#&
假设经济中的生产函数由平均人力资本唯一决定!个体消费者的预期寿命不

确定!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外生#分析了预期寿命对教育年限和退休年龄的

最优选择!出生 率 和 死 亡 率 对 社 会 人 力 资 本 和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其 结 论 为"

当消费者的预期寿命增加时#个体消费者接受教育的年限增加#而且个体消

费者的退休年龄增加’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但是经

济增长率与出生率的关系为倒 (‘)形的关系$*+&2;)00n) %#$$>&也在个体

消费者接受教育的年限和退休年龄为内生的条件下分析了预期寿命对经济的

影响#得到与M,/+2UU’(2DG<-D%#$$#&相似的结论#但是其模型中随着预期

寿命增加#经济增长率降低$

本文中我们分 析 了 预 期 寿 命 对 个 体 消 费 者 接 受 教 育 的 年 限!工 作 年 限!

退休年龄的选择的影响#同时分析预期寿命对政府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通

过数值模拟我们得到如下结论"经济增长率随个体消费者的预期寿命的增加

而降低 *与*+&2;)00n)%#$$>&相同的结论+#本文说明经济中存在养老金制

度且养老金的缴费率为内生时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我们同时得到#当个

体消费者的预期寿命增加时#接受教育的年限!退休年龄!工作年限都增加#

但接受教育的年限增加的幅度小于工作年限增加的幅度#且处于退休阶段的

年限增加的幅度最大$

另外#我们发现利率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而增加$在本 文 中#我 们 也 得

到了当预期寿命增加时#为了维持养老金的替代率保持不变#养老金的缴费

率必须增加这一结论$这可以说明即使在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对人力资本的

投资以及自由决定工作年限的前提下#随着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预期寿命的

增加#由于大幅度提高处于工作阶段的消费者的养老金的缴纳费率或降低退

休一代养老金的替代率缺乏政治上的可行性#因此#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

制度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本文的结构如下"在第二节我们对模型进行了设定#分析了消费者行为!

加总的经济!厂商行为!政府行为和市场均衡$在第三节我们给出了均衡的

条件$在第四节我们给出了数值模拟的参数和结果$在最后一节我们回顾了

我们在模型中得到的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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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 型 设 定

!一"消费者行为

!!我们采用M,/+2UU’(2DG<-D!#$$#"所描述的有限预期寿命的连续时间状

态的代际交叠模型作为基本框架#假设任意时刻出生的个体消费者的生命分

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接受教育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工作的阶段#同

时缴纳养老保险费$第三个阶段是退休阶段#此时可以从政府领取养老保险

金%因此#在G时刻出生的个体在&G#GVM’时间段内接受教育 !因此我们可

以将刚接受教育时刻看作我们研究中的时间零点#而M看做个体消费者接受

教育的年限"#同时通过借贷进行消费#我们假设资本市场是完全的#借贷的

利率为市场利率B%因此在任意时刻"*&G#GVM’#个体消费者物质资本的动

态方程为

#<!"#G"
#" )B<!"#G"18!"#G"#!"* &G#G’M’# !""

其中<!"#G"表示G出生的消费者在"时刻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假设个体刚出生

时拥有的物质资本为零#即<!G#G"N$%
假设该个体消费者在&GVM#GV;’时间段内参加工作#工资收入要缴纳养老

保险费且缴纳的费率为)!在本文中我们称)为养老保险的缴纳费率或养老金费

率"#因此在任意时刻"*&GVM#GV;’#个体消费者物质资本的动态方程为

#<!"#G"
#" )B<!"#G"’!"1)",N!"#G"18!"#G"#!"* &G’M#G’;’#!#"

其中,为工资收入#N!"#G"表示G时刻出生的个体在"时刻的人力资本#人力

资本的积累方式我们 将 在 下 面 给 出%在!#"式 中 我 们 可 以 把;看 作 退 休 的 年

龄#则;[M就为个体消费者的工作年限%

" 很多文章引入了养老金替代率的概念#比如f&)(C)(Ef&)(C!#$$>##$$@"%很多国家个体消费者在

退休期间的退休金与工作期间 的 工 资 相 关#比 如 法 国 和 德 国!参 见f&)(C)(Ef&)(C##$$@"(美 国!参 见

L’)-,(E)(EZ0/920#"==!"和西班牙!参 见M,3E0’(DG<-+#"==!"%也 有 一 些 国 家 退 休 金 是 与 工 资 独 立

的#比如英国(荷兰和瑞典!参见 J’32<#"==="%在我国退休金制度采用的是部分累积制#也就是退休金不

仅与工作时工资有关#而且与工作年限有关%

消费者在&GV;#GV*’时间段退休#且在退休期间从政府处领到 退 休 金

O!"#G"%在本文中我们考虑现收现付制 !R)4)<4,/C,"的社会保障体制#一

般来说在退休期间从政府处领到的养老金工作的工资以及养老金替代率 !02B

R3)+2-2(10)12"有关%" 在本文中我们假设O!"#G"满足如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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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2#"1)%N#G’;$G%$ #?%

其中2为养老金替代率$N#GV;$G%表示为个体消费者在工作阶段结束时的工

资收入$这与我国现阶段个体消费者退休时所得到的养老金为退休时工资的

一定比例这一实际情况较为吻合&因此在任意时刻"*’GV;$GV*($个体消

费者物质资本的动态方程为

#<#"$G%
#" )B<#"$G%’O#"$G%18#"$G%$!"* ’G’;$G’*(+ #>%

!!假设经济中个体不存在遗产动机$也就是个体消费者在死亡时刻正好消

费完其所有的财产$即<#GV*$G%N$&在 #>%式中* 可以看作为个体消费

者对寿命的预期 #或预期寿命%&由方程#"%!##%和#>%$我们可以得到个体消

费者一生的预算约束为"

/
G’*

G
8#"$G%2

1B#"1G1;%E"

!! )/
G’;

G’M
#"1)%,N#"$G%2

1B#"1G1;%E"’/
G’*

G’;
O#"$G%2

1B#"1G1;%E"+ #P%

在#P%式中/
G’*

G
8#"$G%2

1B#"1G1;%E"可以看做为个体消费者一生的消费贴现到G时

刻的现值$右边第一项为在工作期间缴纳养老金税赋以后的工资收入贴现到G
时刻的现值$第二项为退休期间从政府处领到的退休金贴现到G时刻的现值&

为了处理方便$我们沿用*+&2;)00n)##$$>%采用的偏好形式$即假设消

费者的效用与消费!退休年龄及在出生时刻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有关$即个体

消费者的效用为

/
G’*

G

8#"$G%"1-1"
"1-

2
15#"1G%E"1U$

#;R#G%%"1-1"
"1! "-

$ #@%

其中R#G%为G时刻社会平均的人力资本$-为风险回避系数&
假设个体消费者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只与社会平均的人力资本以及个体接

受教育的年限有关$即假设在G时刻出生的个体消费者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为

如下的动态方程形式

#N#"$G%
#" )U"R#"%1%RN#"$G%$!"* ’G$G’M($ #!%

其中R#"%为"时刻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R 为个体人力资本的折旧率&我们

假设消费者在刚出生时的人力资本为零$即N#G$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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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在工作阶段#消费者可以通过接受继续教育或通过积累工作经验

的方式来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这一现实#以及在很多的研究中假设人力资本

存在折旧这一情况#我们假设在人力资本工作期间!$GVM#GV;%"个体消费者

的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为[%R#&当%R#为正时表示工作阶段自身的人 力 资 本 存

在折旧#反之#就表示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由于我们只研究处于均衡状态

!<12)E4<1)12"的经济#因 此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对 个 人 消 费 者 接 受 教 育 时 间 的 年

限’工作年限和退休年龄没有影响#因此我们假设在均衡时社会的平均人力

资本的增长率为常数T#即R
(
!""

R!""
NT&那么由 !!"式我们知道对于G时刻出

生的个体在任意时刻"*$GVM#GV;%的人力资本为

N!"#G")2
1%R#!"1G1M"N!G’M#G"

)
U"!2

TM
12

1%RM"2
1%R#!"1G1M"R!G"

T’%R
+ !A"

将 !A"式代入到 !?"式#此时个体消费者的预算约束 !P"式变为

/
G’*

G
8!"#G"2

1B!"1G"E")5!G"# !="

其中

5!G")
U",R!G"!"1)"!2

TM
12

1%RM"
T’%R

2
1BM
12

1B;

B ’22
%R#M!2

1B;
12

1B*"
B’%R! "#

+

!"$"

5!G"表示消费者一生的财富贴现到时刻G的财富的现值&
由消费者的最优性条件得

U",R!G"!T2
TM
’%R2

1%RM"
T’%R

2
1BM
12

1B;

B ’22
%R#M!2

1B;
12

1B*"
B’%R! "#

!! )
U",R!G"!2

TM
12

1%RM"
T’%R

2
1BM
12%R#

2%R#
M!2

1B;
12

1B*"
B’%R! "#

# !"""

8!"#G"1-2
15!"1G")*2

1B!"1G"# !"#"

U$;1-R !G""1-)*
U",R!G"!"1)"!2

TM
12

1%RM"2
1B;

T’%R
"1B22

1%R#M

B’%R# $# #

!"?"

其中*为拉格朗日乘子#为财富的现值5!G"的边际值#表示5!G"增加一个单

位所带来的消费者的最优效用增加多少个单位&方程 !"""表示增加接受教

育的年限的边际损失等于由于增加接受的教育年限导致人力资本增加所得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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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增加的边际值#方程$"#%表示消费的边际值等于财富的边际值#方程 $"?%
左边表示消费者推迟退休的边际损失#右边表示增加劳动所得的边际收益&

将方程 $""%化简得

T2
TM
’%R2

1%RM

2T
M
12

1%RM
2
1BM
12

1B;

B ’22
%R#M$2

1B;
12

1B*%
B’%R! "#

!! )2
1BM
12%R#

2%R#
M$2

1B;
12

1B*%
B’%R#

+ $">%

!!将$"#%式代入到约束$"$%中得

8$G#G%)*
1"- )5

$G%$B151B-%
-

2
$B151B-%*

- 1# $" 1"D $"P%

!!将*的表达式代入到方程 $"?%得

U$;1-)
U",$"1)%$2

TM
12

1%RM%2
1B;

T’%R
"1B22

1%R#M

B’%R% &#
!’ -

$2
$B151B-%*

- 1"%
B151B# $-

- R$G%
5$G% &%

-

+ $"@%

!!方程$">%!$"#%!$"P%和$"@%描述了消费者对于消费8$"#G%!接受教育

的年限M!退休年龄;的最优选择行为&

$二%加总的经济

假设在"时刻出生的个体为!$"%#且人口增长率 为 常 数##则 任 意 时 刻

.%$有!$.%N!$"%2
#$.["%&在任意"时刻#总的消费:$"%为"时刻所有活着的

个体消费者的消费之和&由于假设在’期出生的个体其存活的时间为("#"V*)#
因此"时刻存活的个体为在("[*#")时间段出生的个体#即

:$"%)/
"

"1*
8$"#.%!$.%E.

)/
"

"1*

$B151B-%
-

2
$B151B-%*

- 1% &" 1"2
$B15%$"1.%

- 5$.%!$.%E.+ $"!%

!!从方程 $"!%我们可以看出#"时刻的总消费不但与个体消费者的消费有

关#而且与出生时消费者个体总的财富有关&由于我们主要研究处于均衡状

态的经济#此时$)#2#T#M#;#B#,%为常数#又R
’
$"%

R$"%
NT#又由5$G%的表达式

$""%我们知道5$G%的增长率也为常数T&因此 $"!%式变为

:$"%)
$B151B-%

-
2
$B151B-%*

- 1% &" 1" "12
B15
- 1#1% &T# $

*

B15
- 1#1T

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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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刻社会总的人力资本R!""为在"时刻处于工作状态个体的人力资

本的总和#而在"时刻处于工作状态的个体为在$"[;#"[M%时间段出生的个

体#因此有

R!"")/
"1M

"1;
N!"#."!!."E.+

由!A"式#上式可转化为

R!"")/
"1M

"1;

U"!2
TM
12

1%RM"
T’%R

R!."!!."E.+ !"="

由于假设平均的人力资本增长率为T#人口增长率为#&因此 !"="式可变为

R!"")
U"!2

TM
12

1%RM"2%R#
M

T’%R
R!""!!""
#’T’%R#

2
1!#’T’%R#"M 12

1!#’T’%R#"! "
; #

从而得到社会总的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为#VT#即

R
’!""
R!"")

#’T+ !#$"

!!又因为在任意时刻.#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定义为社会总的人力资本除以

总的人口数#即

R!.") R!."

/
.

.1*
!!G"EG

) R!."

/
.

.1*
!!."2

#!G1."
EG
) #R!."
!!."!"12

1#*"
+ !#""

将 !#""式代入到 !"="式#并考虑到总的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为#VT#得

U"#!2
TM
12

1%RM"2%R#
M

!T’%R"!"12
1#*"

$2
1!#’T’%R#"M 12

1!#’T’%R#";%)#’T’%R#+ !##"

!##"式表示社会总的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受到个体消费者接受教育的年限(退

休年龄的选择(预期寿命(经济增长率及人口增长率的影响&

!三"厂商行为

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代表性厂商#利用物质资本W!""和人力资本 R!""
生产产品#其生产过程为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U#W!""&R !"""1&#

其中$$&$"表示物资资本收入占产出的份额&
厂商面临的最大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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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W#"$%R#"$

&U#W#"$&R#"$"1&1,R#"$1#B’%$W#"$’%

其中U#%$是规模系数%W#"$为"时刻总的物质资本%R#"$为"时刻总的人

力资本(,表示工资收入%B表示利率%%为资本的折旧率(
令F#"$NW#"$)R#"$为单位人力资本所拥有的物质资本%由厂商的极大

化利润得

,) #"1&$U#F#"$&% ##?$

B’%)&U#F#"$&1"+ ##>$

#四$政府行为

假设政府采用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即在任意 时 刻"政 府 从 参 加

工作的个体中收取养老保险费来支付给处于退休状态个体的退休金(这样在

每一时刻"政府的预算满足

/
"1M

"1;
),N#"%G$!#G$EG)/

"1;

"1*
O#"%G$!#G$EG+ ##P$

方程##P$中左边为处于工作阶段的所有个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右边为所有

退休的个体得到的养老金(将方程#A$和#=$式代入到方程##P$计算%此时化

简得到

)##’T$
#’T’%R#

#2
1##’T’%R#$M 12

1##’T’%R#$;$)2#"1)$2
1%R#;#2

1##’T$;
12

1##’T$*$+

##@$

##@$式就是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方程(
从方程##@$可以 看 出%养 老 保 险 的 缴 纳 费 率 同 时 受 到 接 受 教 育 的 年 限

M!退休年龄;!个体消费者对寿命的预期*以及养老金替代率2的影响(

#五$市场均衡

在任意时刻"%市场总的物质资本为在"时刻所有活着的个体消费者所拥

有的物质资本%即

W#"$)/
"

"1*
<#"%G$!#G$EG+

由于刚出生的个体消费者的物质资本和死亡时的物质资本为零%即<#"%"$N$
和<#"%"[*$N$(因此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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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

"1*
!!G"#<

!"$G"
#G

EG’!!""<!"$""1!!"1*"<!"$"1*"

)/
"1;

"1*
!!G"#<

!"$G"
#G

EG’/
"1M

"1;
!!G"#<

!"$G"
#G

EG’/
"

"1M
!!G"#<

!"$G"
#G

EG+

!!将个 体 消 费 者 在 不 同 时 间 段 的 动 态 积 累 方 程!""%!#"%!?"代 入 到 上

式得

W
#!"")BW!""’,R!""1/

"1;

"1*
!!G"8!G"EG’/

"1M

"1;
O!"$G"!!G"EG

!1/
"

"1M
),N!"$G"!!G"EG+

同时考虑方程 !"="和 !#P"$上式可化为

W
#!"")BW!""’,R!""1:!""+ !#!"

定义F!""NW!""&R!""$则

F
#!""&F!"")W

#!""&W!""1R
#!""&R!""+

将方程 !#!"和 !##"代入到上式计算得

F
#!"")BF!""’,1:!""&R!""1!#’T"F!""+ !#A"

!!在经济达到均衡时单位人力资本的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量为零$即F
#!""N

$$同时将 !#?"%!#>"式代入到方程 !#A"得

U#F!""& ) !#’T’%"F!""’
:!""
R!""

+

!!将方程 !"A"和 !#""代入到上式得

U#F!""&) !#’T’%"F!""

!’ #!B151B-""12
B15
- 1#1! "T! "

*

- B15
- 1#1! "T "12

1
! "

#*
2
!B151B-"*

- 1! ""

5!""

R!""
$ !#="

其中5!G"

R!G"
N
U",!"[)"!2

TM[2
[%RM"

TV%R
2
[BM
[2

[B;

B V22
%R#M!2

[B;
[2

[B*"
BV%R# $#

$!#="式

也就是资源约束方程’

三!均!!衡

定义!宏观均衡为(M$;$*$)$2$T)和价格参数(B$,)$满 足 个 体 消 费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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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最大化条件!厂商最大化利润条件!政府每期的预算约束平衡以及市场

均衡条件#
在本模型中$均衡条件为 %">&! %"@&! %##&! %#?&! %#>&! %#@&和

%#=&七个方程组成的非线性方程组$即

T2
TM
’%R2

1%RM

2T
M
12

1%RM
2
1BM
12

1B;

B ’22
%R#M%2

1B;
12

1B*&
B’%R! "#

!! )2
1BM
12%R#

2%R#
M%2

1B;
12

1B*&
B’%R#

$ %">&

U$;1-)
U",%"1)&%2

TM
12

1%RM&2
1B;

T’%R
"1B22

1%R#M

B’%R# $#
!’ -

%2
%B151B-&*

- 1"&
B151B% &-

- R%G&
5%G# $&

-

$ %"@&

U"#%2
TM
12

1%RM&2%R#
M

%T’%R&%"12
1#*&

2
1%#’T’%R#&M 12

1%#’T’%R#&% &
;
)#’T’%R#$ %##&

,) %"1&&U#F%"&&$ %#?&

B’%)&U#F%"&&1"$ %#>&

)%#’T&
#’T’%R#

2
1%#’T’%R#&M 12

1%#’T’%R#&# $
;

!! )2%"1)&2
1%R#; 2

1%#’T&;
12

1%#’T&
# $

* $ %#@&

U#F%"&& ) %#’T’%&F%"&

!!’ #%B151B-&"12
B15
- 1#1# $T# $

*

- B15
- 1#1# $T "12

1
# $

#*
2
%B151B-&*

- 1# $"

5%"&

R%"&
$ %#=&

其中5%G&

R%G&
N
U",%"[)&%2

TM[2
[%RM&

TV%R
2
[BM
[2

[B;

B V22
%R#M%2

[B;
[2

[B*&
BV%R! "#

#

在上述方程组中$内生变量为工资,!单位人力资本的物质资本存量F!
退休年龄;!参加接受教育的年限M!利率B!经济增长率T和养老金的缴纳

费率) %或养老金替代率2&#方程 %">&和 %"@&为给定政策变量时经济中个

体的最优决策行为$方程 %#?&和 %#>&为 企 业 的 决 策 行 为$方 程 %##&为

经济达到均衡时人力资本增长率的决定方程$方程 %#@&为政府预算约束方

程$方程 %#=&为资源约 束 方 程#由 于 上 述 七 个 等 式 组 成 了 非 线 性 方 程 组$
我们无法用解析方法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对个体消费者接受教育的年限!退休

年龄!工作年限的选择!ZL\增长率和利率影响#为了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对

个体消费者接受教育的年限!退休年龄!工作年限的选择!ZL\增长率和利

率影响及当政府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变化时分析个体消费者预期寿命改变时消

费者接受教育的年限!退休年龄!工作年限的选择及对政府制定社会保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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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影响#我们在下节中将给出数值模拟的结果$#

# 一般数值模拟的软件主要有 J)13)9#J)1&-)1’+<#J)R32和Z)/<<等$
? 我国在#$世纪P$年代中期#确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年龄为%男@$岁#女PP岁#这一规定延续

几十年基本没有变动$#$世纪=$年代初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规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男女同为

@$岁$

四!数 值 模 拟

!一"参数设定

!!"D生产函数

在实证研究中#以中国经济作为范例时#若生产函数为柯布 道格拉斯型

函数一般假设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为$D?&$DA之间#比如%&,S !"==?"对 整

个经济的估计得到物资资本的贡献率为$D@#针对农业’工业’建造业’交通

运输业和商业作估计分别得到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为$D#P’$D@A’$DP#’$D>!和

$D##$%&,S)(EI’( !#$$#"采用"=P#&"==A年的中国数据#得到物质资本

的贡献率为$D@P$在本文中我们假定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为&N$+@P$物质资

本的折 旧 率 我 们 取 为%N$+"#这 与 龚 六 堂 和 谢 丹 阳 !#$$>"’:,(2<DG<-D
!"==?"以及F’(C)(EY2923, !"==$"得到的数值相同$

#D消费者偏好参数

在消费者偏好参数中按照a20<,(!"=A#"和 %,,R20)(EF)R3)(’<!"==>"
文章中推荐的合理数值#相对风险回避系数最小值取为$DP#最大值取为"$$

a20<,(!"=A#"指出#对美国而言#相对风险回避系数是在!$#PD?"取值#我

们假设-N"D"$假设个体消费者的时间贴现因子5为$D$"#且假设U$N#$#
这是*+&2;)00n)!#$$>"文 章 中 采 用 的 参 数#当 给 定 这 两 个 参 数 !及 其 他 参

数"时得到个体消费者退休时的年龄为;NP##这与#$$$年劳动保障部所进

行的调查显示职工退休年龄为P#岁相符$?

?D人力资本参数

在人力资本函数中我们 假 设U"N$D$!>#由 于 个 体 的 生 命 是 有 限 的#因

此个体人力资本时折旧率不为零#假设个体消费者在学习阶段人力资本的折

旧率%RN$D$?=#而个体消费者在工作阶段可以通过经验的增长来积累人力资

本#其增长速度为$D"#$通过对人力资本参数适当的假设我们对实际经济可

以复 制#得 到 ZL\增 长 率 为$D$@##相 当 于 中 国"===年 人 均 ZL\的 增

长率$

!!>D其他参数设定

据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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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岁#其中男性为@=D@?岁#女性为!?D??岁#因此我们假设个体消费者

的寿命*N!"+>$$假设人口增长率#N$D$$@#这是中国#$$>年人口的自然

增长率#据统计#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A%"=A!年呈增长趋势#"=A!%

#$$P年呈下降趋势#在"=A!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最高为"@D@"o#而#$$>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PDA!o#因此取最小值即#$$>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作为我

们研究的参照值$

&二’数值模拟结果

通过以上参数设定#我们得到接受教育的年限MN"PDP#考 虑 到 中 国 目

前大多数儿童真正接受教育的年龄为!岁#由于我们以刚接受教育开始时作

为个体消费者时 间 的 零 点#因 此 真 正 接 受 教 育 的 年 限 为"PDP[!NADP$据

#$$P年 (中国统计年鉴)统计#人均受教育年限为AD$"年#发达地区的人均

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年#因此在模型中得到接受教育的年限为ADP年也是

可以接受的$通过数值模拟得到退休年龄为P#岁#这与#$$$年劳动保障部

所进行的调查得到的结果相符$我们得到ZL\增长率为@D#X &为"===年中

国的ZL\水平’以及利率BN$+$AP#一般来说#利率的区间为AX到""X之

间$另外得到养老金的缴费率为$D#A#养老金的替代率为$DP=>#与我国现行

的养老保险制度相吻合$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我们取定的参数可以很好地

对我国实际经济进行拟合$下面我们分析养老保险制度 &在本文中用养老金

替代率2和养老金费率)来代表’对个体消费者接受教育的年限!工作年限!
退休年龄选择!经济中ZL\增长率和利率的影响$我们另外分析了个体消费

者预期寿命对接受教育的年限!退休年龄!工作年限的选择及对政府社会保

障制度的影响$

> 我国新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养老保险本人缴费为工资的""X#单位所缴部分划入社会统筹

账户$对于个人参与养老保险的缴费率为企业职 工 工 资 的#AX左 右#个 体 工 商 户 缴 费 比 例 统 一 调 整 为

#$X$以职工缴费年限?P年退休为例#养老保险的目标替代率调整为P=D#X#其中基础养老金替代率

调整为?PX#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调整为#>D#X$

"D养老金费率对经济的影响

首先我们分析当预期寿命保持不变时#养老金费率对个体消费者接受教

育的年限!退休年龄!工作年限!ZL\增长率和利率的影响#如表"所示$

表!!养老金费率对经济的影响

) $D"A $D#$P $D#? $D#PP $D#A $D?$P $D??

M) "PDP#$" "PDP#$= "PDP#$= "PDP"=! "PDP"!# "PDP"#! "PDP$PA
; P"D"?A? P"D?#>> P"DP#A P"D!P# P# P#D#!@! P#DPAA"
T $D$@$"! $D$@$@ $D$@"$ $D$@"P $D$@# $D$@#@ $D$@?#
B $D$A?$ $D$A?> $D$A?= $D$A>> $D$AP $D$AP@ $D$A@?
2 $D?""! $D?!"> $D>?!$ $DP$=P $DP= $D@A$" $D!A"=

!!注")实际接受教育的年限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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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3-)’(!#$$""得到在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 制 度 的 经 济 中#当 养 老 金 费 率 增 加 时#会 导 致 人

口增加率降低#促进经济增长$

!!从表"我们可以看出#当养老金费率增加时个体消费者接受教育的年限

减少#而退休年龄增加#且工作年限增加$这是因为接受教育的年限由增加

教育投资得到的成本与收益所决定#当养老金费率增加时#个体消费者在工

作阶段得到的税后收入!"[)",N!"#G"减少#教育投资得到的收益减少#因此

接受教育的年限减少$当养老金费率增加时#若养老金替代率暂时保持不变#
由于税后收入的减少#消费者会通过增加劳动来增加可支配收入#即增加工

作年限$
同时#我们得到利率和经济增长率随养老金费率增加而增加#也 就 是 在

一定程度上养 老 金 对 经 济 增 长 有 促 进 作 用 %这 与 ,̂,()(E])3-)’( !#$$""
得到的结论相同P#以及H)3)B’BJ)01’( !"==@"的实证结果相符&$这是因为在

本文中平均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当养老金费率增加时#消费者

的工作年限增加#导致社会总的人力资本增加$退休年龄随养老金费率增加

而增加#这意味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降低$以上两方面导致社会的平

均人力资本增加#从而经济增长率增加$由于经济中消费者的工作年限的增

加#导致处于工作阶段的个体增加#因此在物质资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单

位人力资本拥有的物质资本减少#从而物质资本的边际回报’’’利率增加$
从表"可以看出#养老金替代率随着养老金的费率的增加而增 加$这 是

因为随着养老金费率的增加#经济中处于工作阶段的人口增加#因此退休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降低#政府征收得到的养老保险费增加#单个老年人得到

的养老金增加#因此养老金替代率增加$

#D养老金替代率对经济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分析 政 府 改 变 养 老 金 替 代 率 对 个 体 消 费 者 接 受 教 育 的 年 限(
退休年龄(工作年限(ZL\增长率和利率的影响#如表#所示$

表!!养老金替代率对经济的影响

2 $D>= $DP> $DP= $D@> $D@= $D!> $D!=

M) "PDP#$ "PDP"= "PDP"! "PDP"P "PDP"# "PDP$= "PDP$P
; P"D@== P"DA>@ P# P#D"P> P#D?$! P#D>@$ P#D@"?

T $D$@"> $D$@"! $D$@# $D$@#? $D$@#@ $D$@?$ $D$@??
B $D$A>? $D$A>@ $D$AP $D$AP> $D$AP! $D$A@" $D$A@>

) $D#>AP $D#@>A $D#A $D#=># $D?$!@ $D?#$" $D??"=

%)9 "D$@PP "D$P!> "D$P$A "D$>P "D$>$! "D$?@A

!!注))实际接受教育的年限为M[!$9养老金替代率每增加PX时为了保持预算约束均衡政府要增

加养老保险的缴费率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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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可以看出#保持个体消费者预期寿命不变#当养老金替代率增加

时个体消费者接受教育的年限减少#但退休年龄增加#工作年限增加$这是

因为个体消费者在年老时从政府得到的退休金与养老金替代率以及退休时的

人力资本正相关$在本文中#退休时的人力资本与退休年龄是正相关的关系#
当养老金替代率增加时#退休时的人力资本越高#个体消费者得到的养老金

越多#因此消费者会选择延迟退休$当接受教育的年限增加时#消费者参加

工作时的人力资本也增加#因此工资相应地增加$但是#增加接受教育的年

限意味着挤占参加工作的年限$当养老金替代率增加时#如果工作年限越长#
此时个体消费者退休时得到的养老金也越高#因此消费者会选择增加工作年

限#减少接受教育的年限$
当养老金替代率增加时#经济增长率以及利率增加$这是因为本 文 中 社

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随着养老金替代率的增加#个体

消费者选择延迟退休#消费者的工作年限增加#导致社会总的人力资本增加

以及处于退休阶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降低#因此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增加#
经济增长率增加$由于社会总的人力资本增加#因此单位人力资本所拥有的

物质资本减少#因此物质资本的边际回报%%%利率增加$
当养老金替代率增加时#养老保险的缴纳费率增加且其增加的倍数降低

&如表#中%)所示’$由前面的分析知#当养老金替代率增加时#消费者的工

作年限增加#处于工作阶段增加#使得政府从处于工作阶段的消费者中收到

的养老保险费同时增加$另一方面#养老金替代率增加时#个体消费者推迟

退休#从而其退 休 时 的 工 资 增 加#因 此 政 府 付 给 老 年 人 的 退 休 金 大 幅 增 加$
而且#政府征收到的养老保险费的增加幅度也要小于政府要支付给老年人养

老金的额度#因此养老保险的缴纳费率要增加$

?D预期寿命对经济的影响

我们保持养老金替代率不变的情况下分析预期寿命对经济的影响#如表?
所示$

表!!预期寿命对经济的影响

* @!D> @=D> !"D> !?D> !PD> !!D> !=D>

M) "PD>?"= "PD>!P! "PDP"!# "PDPP@@ "PDP=>" "PD@#=A "PD@@>$

; P"D?$?= P"D@P=@ P#D$$$$ P#D?#@" P#D@?A= P#D=?=# P?D##!=

T $D$@## $D$@#" $D$@#$ $D$@"= $D$@"! $D$@"@ $D$@"P

B $D$AP? $D$AP" $D$AP$ $D$A>= $D$A>! $D$A>@ $D$A>>

) $D#@"# $D#!"# $D#A$$ $D#A!A $D#=>A $D?$"$ $D?$@P

!!注")实际接受教育的年限为M[!$

从表?我们可以看出#当个体消费者的预期寿命增加时#接受教 育 的 年

限!退休年龄!工作年限都增加#但接受教育的年限增加的幅度小于工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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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增加的幅度#且处于退休阶段的年限 !即*[;"增加的幅度最大#也就是

预期寿命的增加使得相对个体消费者接受教育的年限和工作年限来说#个体

消费者更多地增加退休阶段的年限$由于个体消费者的预期寿命增加时#人

力资本的回报增加#因此消费者会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即增加接受教育

的年限$同时#由于人力资本的回报增加#消费者会选择更多的时间用于工

作#即工作年限增加#推迟退休$
经济增长率随 着 个 体 消 费 者 的 预 期 寿 命 的 增 加 而 减 少#这 与*+&2;)00n)

!#$$>"的结论相同#本文说明经济中存在养老金制度且养老金的缴费率为内

生时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这是因为在我们讨论的经济中假设人力资本为

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当预期寿命增加时#虽然经济中个体消费者的人力资

本 !由接受教育的时间决定"和工作年限同时增加#社会总的人力资本增加$
虽然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经济中总人口增加#同时#个体消费者处于退休

阶段的年限 !*[;"增加幅度相对来说较大#因此经济中老年人占总人口的

比例相对增大#这就导致人均的人力资本减少#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减小$
从表?中 我 们 发 现 利 率 随 着 预 期 寿 命 的 增 加 而 增 加$由 上 面 的 分 析 知#

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社会总的人力资本增加#因此#单位人力资本拥有的

物质资本减少#因此#资本的边际回报%%%利率增加$
在现实经济中#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体系 出 现 前

所未有的危机$在本文中#我们也得出结论&当预期寿命增加时#为 了 维 持

养老金的替代率保持不变#养老金的缴费率必须增加$这可以说即使在消费

者可以自由选择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自由决定工作年限的前提下#随着人

口老龄化#特别是预期寿命的增加#由于大幅度提高处于工作阶段的消费者

的养老金的缴纳费 率 或 降 低 退 休 一 代 养 老 金 的 替 代 率 缺 乏 政 治 上 的 可 行 性#
因此#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这个结论我们

可以给出直观的解释&保持养老金替代率不变时#养老金的缴费率主要受到

个体消费者的 接 受 教 育 的 年 限’退 休 年 龄’经 济 增 长 率 和 预 期 寿 命 的 影 响#
虽然预期寿命的增加导致经济中个体消费者工作年限增加#导致政府征收得

到的养老保险费增加(但同时#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个体消费者处于退休

阶段的年限 !*[;"增加#而且其增加幅度大于工作年限的增加幅度(因此

为了维护预算约束平衡#政府必须增加养老保险的缴费率$

五!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有限生命预期的连续时间状态代际交叠模型作为基本

框架#用数值模拟分析了经济中存在养老保险时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费率

以及个体消费者 预 算 寿 命 对 经 济 中 个 体 消 费 者 接 受 教 育 的 年 限’退 休 年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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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年限!ZL\增长率!利率的影响#在本文中假设人口出生率为常数$因

此无法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对个体消费者出生率的影响$因此无法解释经济增

长过程中出现的 %人口转型&现 象#另 外$我 们 只 考 虑 了 现 收 现 付 制 的 养 老

保险制度$即假设个体消费者在退休阶段领取的养老金由消费者工作阶段结

束时的工资收入以及养老金替代率所决定$并没有研究基金积累制的养老保

险制度或我国现行采用的部分积累制的养老金制度$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将

进一步推广#
我们首先分析了养老金费率对经济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当养 老 金 费

率增加时个体消费者接受教育的年限减少$而退休年龄增加$且工作年限增

加#同时$利率和经济增长率随养老金费率增加而增加$也就是在一定程度

上养老金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由于经济中消费者的工作年限的增加$导

致处于工作阶段的个体增加$因此在物质资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单位人力

资本拥有的 物 质 资 本 减 少$从 而 物 质 资 本 的 边 际 回 报’’’利 率 增 加#另 外$
养老金替代率随着养老金费率的增加而增加#

个体消费者的预期寿命保持不变$当养老金替代率增加时个体消费者接

受教育的年限减少$但退休年龄增加$工作年限增加#当养老金替代率增加

时$经济增长率以及利率增加#另外$养老金替代率增加时$养老保 险 的 缴

纳费率增加且其增加的倍数逐渐减小#
当个体消费者的预期寿命增加时$接受教育的年限!退 休 年 龄!工 作 年

限都增加$但接受教育的年限增加的幅度小于工作年限增加的幅度$且处于

退休阶段的年限 (即*[;)增加的幅度最大$也就是预期寿命的增加相对个

体消费者接受教育的年限和工作年限来说个体消费者更多的增加退休阶段的

年限#经济增长率随着个体消费者的预期寿命的增加而减少$这与*+&2;)00n)
(#$$>)的结论相同$本文说明经济中存在养老金制度且养老金的缴费率为内

生时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另外$我们发现利率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而增加#在本 文 中$我 们 也 得

出结论"当预期寿命增加时$为了维持养老金的替代率保持不变$养老金的

缴费率必须增加#这可以说即使在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

及自由决定工 作 年 限 的 前 提 下$随 着 人 口 老 龄 化$特 别 是 预 期 寿 命 的 增 加$
由于大幅度提高处于工作阶段的消费者的养老金的缴纳费率或降低退休一代

养老金的替代率缺乏政治上的可行性$因此$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依

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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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0/920%:D%)(ELDQ’<2%&H,+’)3H2+/0’14)(EY21’02-2(1)0,/(E1&2Q,03E’%%&’+)C,)%&’+)C,

‘(’;20<’14\02<<%"==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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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D%YDJ)(/233’%)(E\DY,<<’%&8R1’-)3])O)1’,(’(J,E23<,T*(E,C2(,/<Z0,S1&’%

KCIB#<-C@4C-"G"8<-E8C#C/(%"==?%"$"(?)%>AP*P"!D

##$$F)C)(,;’+&%JD%)(EGDf’3+&)%&*E/+)1’,(%H,+’)3H2+/0’14%)(EZ0,S1&’%KCIB#<-C@4IJ-"8EL

8C#C/"8.%"===%!"(#)%#A=*?$=D

##"$F)32-3’B8W2)(%HD%)(ELDQ2’3%&J,01)3’14%&)(C2%1&2‘(+201)’(14*TT2+1)(EY21’02-2(1’%

7M*YQ,0U’(C\)R20A>!#%#$$#D

###$F’(C%YD%)(EHDY2923,%&\/93’+\,3’+4)(E*+,(,-’+Z0,S1&"L2;23,R’(C72,+3)<<’+)3G-R3’+)B

1’,(<’%KCIB#<-C@4C-"G"8<-E8C#C/(%"==$%=A(P)%H"#@*H"P$D

##?$F,13’U,TT%ID%&H,+’)3H2+/0’14)(E*b/’3’90’/-%)R’1)3G(12(<’14’%5I<BGDB-(KCIB#<-C@E8C#C/L

"8.%"=!=%=?(#)%#??*#P?D

##>$J’+&23%\D%)(E\D\2<1’2)/%&H,+’)3H2+/0’14)(*)034Y21’02-2(1’()(8;203)RR’(CBC2(20)1’,(<

Z0,S1&J,E23’%Q,0U’(CR)R20%"===D

##P$J’32<%LD%&J,E233’(C1&2G-R)+1,TL2-,C0)R&’+%&)(C2/R,(1&2*+,(,-4’%E8C#C/"8KCIB#<-

"===%"$=(")%"*?@D

##@$\2++&2(’(,%YD%)(E\D\,33)0E%&L2R2(E2(1%&’3E02()(EKC2E\)02(1<"a/(E’(C*E/+)1’,()(E

H,+’)3H2+/0’14’()(KC’(C*+,(,-4’%KCIB#<-C@9<8BCD8C#C/"8.%#$$#%#>(")%">P*"@=D

##!$H)3)B’BJ)01’(%dD%&K\,<’1’;2]&2,04,TH,+’)3H2+/0’14’%KCIB#<-C@E8C#C/"8OBC,G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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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3EQ2HS’1+&T0,-)\K̂ Z1,)a/334Ba/(E2EH4<12-？’Q,0U’(C\)R20%#$$"D

##=$f&)(C%:D%)(E:Df&)(C%&I,(CBY/(*TT2+1<,T‘(T/(E2EH,+’)3H2+/0’14S’1&*)0(’(C<BL2R2(E2(1

M2(2T’1<’%KCIB#<-C@E8C#C/"8*(#</"8.<#%:C#GBC-%#$$?%#A(?)%@"!*@>"D

#?$$f&)(C%:D%)(E:Df&)(C%&_,SL,2<H,+’)3H2+/0’14KTT2+1*+,(,-’+Z0,S1&"*;’E2(+2T0,-

%0,<<B%,/(104L)1)’%KCIB#<-C@4C!I-<G"C#E8C#C/"8.%#$$>%"!(?)%>!?*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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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E,C2(,/<a201’3’14’%Q,0U’(C\)R2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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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_87Z:G7Z IG7!IG‘]K7Z Z8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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