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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连载
2013 年 7 月 1 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正式实施。其中有一项内容格外引人
关注，就是规定子女“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
老年人”。“常回家看看”本来是人之常情，何以
成为老年人的热切呼声，又为什么还要通过法
律作出规定呢？这反映出国家对养老问题的
重视，也折射出当前养老的现实难题。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现在，我国已
进入老龄化社会，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94 亿，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 1 亿
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面临挑战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
几千年来普通百姓的美好梦想；保障人人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是我们党和政府作出的庄严
承诺。

一、养老问题为何广受瞩目

“当你老去，发鬓斑白，睡意渐浓，倦倚着
壁炉瞌睡⋯⋯”这是有一篇诗作中，描绘的一
种悠然适意的老年生活状态。

在现实中，为了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近些
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基
本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目
前参保人数达到 7.9 亿人，比原定计划提前了 8
年；连续 9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从
2005 年的 700 元提高到 2013 年的 1900 元左
右；等等。

与此同时，围绕养老保障的热点话题也不
断增多。先有媒体报道多个省市养老金入不
敷出，后有关于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人口红
利是否消失的讨论。2013 年全国“两会”上，
很多代表、委员又将是否延迟退休年龄、取消

“双轨制”等推至“风口浪尖”。媒体还相继报
道了公办养老院爆满、独居老人家中去世等问
题。为什么社会各界对养老问题广泛关注？

其一，源于现实养老的诸多困难。近年
来，在基本生活整体上明显改善的同时，很多
老人仍然面临着各种困难。经济收入上，全国
有近 1000 万老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50%的
老人担心生病时无钱治病；生活照料上，独居
和空巢老人超过 50%，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
有 3000 多万；精神慰藉上，30%左右的老人经
常感到孤独，有的甚至出现抑郁症状。不论家
中是否有老人，这设身处地的痛感，不免引发
人们对养老问题的不安。

“双轨制”的由来

““双轨制双轨制”，”，是指城镇企业职工与机关是指城镇企业职工与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事业单位人员，，实行不同的养老金制度实行不同的养老金制度，，

二者在筹资方式二者在筹资方式、、支付标准上存在差距支付标准上存在差距。。

在计划经济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国营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机关事业单位

实行的都是单位自己承担职工退休养老实行的都是单位自己承担职工退休养老

的制度的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

为帮助国有企业卸下沉重养老负担为帮助国有企业卸下沉重养老负担，，几经几经

探索探索，，形成了现在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形成了现在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

度度。。但受各种因素影响但受各种因素影响，，机关事业单位养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制度并未同步改革老制度并未同步改革，，单位内部退休养老单位内部退休养老

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形成了形成了““双轨并行双轨并行””

的状态的状态。。此外此外，“，“双轨制双轨制””也存在于城市居也存在于城市居

民和农村居民之间民和农村居民之间。。

其二，源于对未来养老的心理焦虑。目
前，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老年
人口数量将以年均 800 万以上的规模激增。
预计到 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 2.55亿，2033
年突破 4 亿，2050 年达到 4.83 亿。届时，社会
总抚养比将由目前的 45%提升到 98.8%。食之
者众、生之者寡，如此严峻的老龄化态势，进一
步加大了人们对“我的晚年谁来养”的担忧。

其三，源于对养老保障的更多期待。养老
保障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目前，我国的养
老保障发展不平衡，存在着城乡、区域和行业
的制度性分割问题，不同群众之间养老待遇水
平、政府投入等差异较大。随着公民权利意识

的增强，人们越来越关注养老保障的公平性、
流动性、可持续性，也提出了更多诉求。

保障不到家，挣钱不敢花。人们对养老问
题的关注，还源于它影响群众的消费心理，关
系扩大内需政策的落实。由于对未来养老没
有信心，人们挣钱后只能是多存钱、少花钱。
当前，我国居民储蓄率超过 50%，而最终消费
率不到 50%，远低于世界 61%的平均水平。只
有加强养老保障，让老百姓无后顾之忧，他们
才有可能松开腰包、放心消费，最大限度地发
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养老难题难在哪里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
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这首家喻户
晓的歌曲，描绘了美好的老年生活。然而大
家都深切感受到，当“银发浪潮”来袭时，这杯

“陈年的酒”带给人的不仅是香醇，也有丝丝
愁绪。

在 21 世纪初，全球 85 位知名专家研究起
草了《迎接全球老龄化的挑战》的报告，分析了
发达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劳动力缩
减、经济停滞、消费低迷、公共财政赤字、资产
贬值⋯⋯人口老龄化给发达国家带来了阵阵

“寒意”。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
挑战有着特殊的背景。发达国家都是在基本
实现现代化后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
老”或“富老同步”，而我国则尚未基本实现现
代化就提前进入了老龄社会，属于典型的“未
富先老”。加之人口多、发展差异大的基本国
情，使得我国养老问题更为复杂，解决的困难
也更大。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公共财政投入有
限。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养
老问题也是如此。当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
世界总量的 1/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
第 80 多位，却要抚养世界上 1/5 的老年人，这
就决定我国人均公共财政是有限的，而且能够
切给养老的“蛋糕”就更少了。

二是老龄化速度快，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跟不上。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渐进
过程。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
法国、美国、英国分别用了 115 年、66 年、45
年，而我国仅用了 18 年。这说明，发达国家在
长时期分阶段出现的养老问题，在我国却是
短期内集中爆发。尽管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已
初步建立，但制度的完善、待遇的提高不可能
一蹴而就，从而与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形成
反差。

三是家庭日益小型化，家庭养老功能不断
弱化。养儿防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而
如今，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以及人口流
动加快，家庭日益小型化甚至空巢化。目前，
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已经占到 1/3，家庭平均规
模不足 3.1 人，“4—2—1”家庭结构模式日趋普

遍，“人丁兴旺”、“儿孙绕膝”现象很难出现，家
庭所能提供的养老资源越来越少。

四是受历史因素影响，个人养老储备不
足。养老储备是从年轻时开始的。无论是基
本养老保险，还是个人储蓄养老，都是在退休
前积累起来的。然而，我国当下的老人，大多
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改革开放前，我国
长期实行“低工资、多就业”的政策和单位内部
退休养老制度，这些老人在中青年时基本没有
个人财富积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后，他
们的养老金主要由国家财政和社会养老保险
基金来承担。

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渠道有哪些？

当前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来源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来源，，主要主要

包括企业包括企业（（单位单位））和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和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

费费、、财政补贴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财政补贴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战战

略储备基金略储备基金）。）。除此之外除此之外，，潜在的资金来潜在的资金来

源还应包括国有企业利润划拨源还应包括国有企业利润划拨、、国有土地国有土地

出让金划拨出让金划拨、、奢侈品消费税奢侈品消费税、、资本及不动资本及不动

产所得税产所得税、、社会捐助社会捐助、、慈善基金等慈善基金等。。

三、如何从制度上保障老有所养

伴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家庭人”
逐渐成为“社会人”，传统家庭养老功能较为有
限，社会养老保障应运而生。同家庭养老相
比，社会养老保障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可在更
大范围内分摊养老风险，提供安全可靠的养老
预期。

1889年，德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100 多年来，全世界已有 160 多
个国家形成了不同模式的社会养老保障制
度。近年来，为应对养老保障财务危机，很多
国家都对其养老保障体系进行改革，总体趋势
是构建多支柱、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主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
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从无到
有、从城镇到农村、从职工到城乡居民的发展
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较短时间
陆续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
老保险制度，主要包括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
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基本实现了制度全覆盖，织就了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养老保障安全网。

但也要看到，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一
些问题，亟待改进和完善。如基本养老保障水
平偏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才 55
元，并且正常调整机制尚未建立；基本养老保
险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压力，多支柱养老保障
体系尚不完善；公务员与企业职工、职工与居
民之间存在多重制度并行，不同制度之间待遇
相差大、衔接不畅；等等。

养老问题养老问题，，没有远虑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必有近忧。。关关

爱老人爱老人，，是责任是责任；；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当用心当用心。。

我们正在我们正在““跑步跑步””进入现代化进入现代化，，也正在也正在

““跑步跑步””进入老龄化进入老龄化。。养老这道难题养老这道难题，，不论不论

对于实现中国梦对于实现中国梦，，还是对于实现个人梦还是对于实现个人梦，，

都是必答题都是必答题，，而不是选择题而不是选择题。。

最美桑榆景最美桑榆景，，人间重晚晴人间重晚晴。。让老年人让老年人

老有所依老有所依，，不仅是子女的义务不仅是子女的义务，，也是政府也是政府

的责任的责任。。

调整制度化，让养老金“水涨船高”。过去
几年，我们主要致力于扩大覆盖面，填补城乡
养老保险制度空白，今后将重点解决保障水平
相对较低的问题。国家还将继续逐步提高企
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北京、浙江等地也提
高了居民基本养老金标准。有关部门还在研
究建立保障水平调整机制，将根据经济发展、
财政收入、物价变动等因素，实现养老金的合

理稳定增长。

国外养老保险模式

国际上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主要有国际上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主要有

三类三类：：一是以英德为代表的现收现付制一是以英德为代表的现收现付制；；

二是以新加坡二是以新加坡、、智利为代表的基金完全积智利为代表的基金完全积

累制累制；；三是以瑞典为代表的部分积累制三是以瑞典为代表的部分积累制。。

当前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改变单一的养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改变单一的养

老保险模式老保险模式，，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

筹资多渠道，让养老金“钱途无忧”。基本
养老金是老人的“养命钱”，必须确保按时足额
发放。据测算，未来 10 多年我国基本养老保
险统筹基金不存在“缺口”，但如果现行政策不
变，受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历史债务等因素
的影响，2030 年后统筹基金将出现当期支付

“缺口”。对此，国家已经未雨绸缪，通过扩大
覆盖面、推进基本养老金全国统筹、增加财政
补助、拓宽筹资渠道、完善基金投资运营办法
等综合措施，广开财源，确保基金的长期收支
平衡。

转接无障碍，让养老关系顺畅衔接。过
去，由于我国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不仅城职
保、新农保、城居保之间相互衔接难，而且同类
保险跨地区接续也难。而如今，我国城职保跨
地区转接办法已经出台并运行。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将在总结这一实践的基础上，拟定
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政策。今后，随着转接
办法的不断完善，无论参保人在哪个地方、参
加哪类保险，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衔接都将会
更加便捷顺畅。

“十二五”时期养老保障制度建
设专项行动

11..实现新农保制度全覆盖实现新农保制度全覆盖；；

22..建立并全面实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建立并全面实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保险制度；；

33..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44..研究制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研究制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办法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办法；；

55..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遗属待遇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遗属待遇

制度制度；；

66..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病残津贴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病残津贴

制度制度。。

改革“双轨制”，让养老金“公平对待”。公
平是养老保障制度的灵魂。虽然“双轨制”形
成有历史原因，但对其进行改革是大势所趋。
目前，我国已在山西、上海等 5省市开展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深圳等地还进行了聘任
制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尝试。今后，伴随着改
革的深入推进，国家将进一步统筹研究机关、
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搞好顶层设计，从根本上解决“双轨
制”矛盾，以及由此形成的养老金“待遇差”
问题。

破解“养老与发展”的二元困境

吕晓莉吕晓莉（（全国老龄办政策研究室主全国老龄办政策研究室主
任任）：）：我国属于典型的我国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未富先老””的发展的发展

中人口大国中人口大国，，破解破解““养老与发展养老与发展””的二元的二元

困境困境，，关系亿万老年人幸福安康关系亿万老年人幸福安康，，关系千关系千

万家庭和睦美满万家庭和睦美满，，关系整个社会和谐稳关系整个社会和谐稳

定定。。养老难题的实质是养老需求和社会养老难题的实质是养老需求和社会

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随着民生保障制随着民生保障制

度的建立健全度的建立健全，，社会支持系统滞后的问社会支持系统滞后的问

题将逐步得到缓解题将逐步得到缓解，，养老难题也将随之养老难题也将随之

化解化解。。

制度多层次，让养老金锦上添花。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是保基本的，要使老年人过上更加
富裕的生活，还需要多方面的支撑。应加快发
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研究制定税收优惠政
策，鼓励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建立补充养老保
险，鼓励个人建立储蓄性养老保险，加快完善
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总体提高养老待遇
水平。

四、养老服务怎么完善

北京有一家公办养老院，现有床位 1000
张，但排队入院超过 1 万人。按照目前一年
几十张床位的轮转率，要想进这家养老院，
得等上几百年。虽然这是个案，但“十年等
一床”现象在很多城市都存在。人们不禁感
叹“老人入院难过幼儿入园”，担忧老了谁来
照料。

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而现在活到八
九十岁也不稀罕了。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
快速发展，我国养老服务青黄不接，存在不少
问题，如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不健全、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匮乏、机构养老床位不足、护理人员
短缺等。

在我国，家庭养老具有数千年传统，居家
养老也是当下大多数老人的心愿。上海市在
实践中探索出“9073”的养老服务格局，即 90%
居家养老、7%在社区养老、3%在机构养老。
2011 年年底，国家出台《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规划（2011—2015 年）》，明确提出建立以居
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

推进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
共同发展

◎◎李立国李立国（（民政部部长民政部部长）：）：推进居家推进居家、、

社区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共同发展机构养老服务共同发展。。我们已经我们已经

在多个省市逐步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在多个省市逐步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在城在城

镇基本建立了以保障高龄镇基本建立了以保障高龄、、独居独居、、空巢空巢、、失失

能和低收入老年人为重点能和低收入老年人为重点，，依靠专业化服依靠专业化服

务机构务机构，，提供多种服务的居家养老服务提供多种服务的居家养老服务

体系体系。。

重点发展居家养老服务。“金窝银窝不
如 自 家 草 窝 。”家 庭 不 仅 是 身 体 的 住 处 ，也
是心灵的港湾。应改善居家养老环境，支持
有需求的老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发展
家庭服务业，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展居家
养老服务，使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家政
服务、康复护理、医疗保健。2015 年年底，
我 国 将 健 全 县 、乡 镇 、村 三 级 服 务 网 络 ，城
市街道和社区基本实现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全覆盖。

着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社区养老具有
亲情守望、邻里互助的特点，符合老人的认同
归 属 心 理 。 兰 州 市 建 立 了 社 区“ 虚 拟 养 老
院”，邯郸市开创了“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
我保障、互助服务”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
式。今后，在城市，将把社区养老设施纳入小
区配套建设规划，开展多种形式的老年社区
照料服务；在乡镇，将增强敬老院的日间照料
和短期托养功能。到 2015 年，日间照料服务
将 基 本 覆 盖 城 市 社 区 和 半 数 以 上 的 农 村
社区。

统筹发展机构养老服务。目前，我国每
千名老人养老床位数量 21.5 张，远低于发达
国家 50—70 张的水平。应加大投入力度，突
出公益性特征，发挥兜底作用，重点保障“三
无”、“五保”、“低保”等特殊困难老年群体的
需求。未来 3 年，基本达到每千名老人享有
30 张养老床位，县级以上城市至少建有一处
以 收 养 失 能 、半 失 能 老 人 为 主 的 老 年 养 护
设施。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是当下许多
老人生活的常态。照料好老人，还要关心他们
的精神生活。应鼓励家庭成员与老人多沟通、
多交流，同时广泛开展群众性老年文体活动，
引导老人树立“自助多福”、“自助而乐”的观
念，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使“空巢不空、独居不
孤、欢乐常伴”，做个快乐老人。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十二五””规划规划》，》，

新华网新华网。。

老 有 所 养 定 成 真
—— 养 老 难 题 怎 么 破 解

在位于新疆那拉提海拔1776米的天山积雪
雪崩研究站里，我们与世隔绝了6小时——整整
6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中，手机一格信号也没有。

“山沟里没有手机信号，我们连了一根网
线进来，上网、打电话都靠它。”积雪站站长李
兰海是从加拿大引进的“百人计划”学者，曾旅
居海外多年，谈起积雪站的点滴进步，都如数
家珍。“这里原来与世隔绝，我 2008 年回国时，
水、电、通讯都没有。连上网线，用上太阳能与
风力发电，都是近两三年的事情。”

积雪站的历史有数十年。为了治理国防公
路沿线山区路段雪害，1967年在此建立雪崩研
究站，1978 年正式命名为天山积雪雪崩研究
站。积雪站的雪害防治研究成果，多次受到国
家以及公路部门的嘉奖。

红铁皮的顶，白石灰的墙，积雪站的建筑
是简洁的平房，建在四面青山绕雾、雪岭云杉

满坡的巩乃斯河畔，宛如童话世界。然而现实
生活并不是童话，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需要忍
受许多不便。

“我去年8月第一次来这里，开始很不适应，
感觉像进入原始社会。”26岁的研究生薛杰告诉记
者，去年曾经有一次地震，震坏了太阳能电板，蓄
电池又没电，只能用柴油发电机白天发一小时的
电，用于打开电脑，通过QQ联系中科院新疆生态
与地理研究所的老师，汇报每天的研究情况。“那
十几天，晚上想看看书都得点蜡烛，把我憋坏了。”

方圆 25 公里少有住户，人烟稀少，研究人
员自己买、洗、烧，个个练就一手好厨艺；冬季大
雪封山，车辆出不去，留守人员只能花 6小时步
行 10 公里才能走出去；深山河水清寒，电力不
足得先紧着科研，人们舍不得烧水洗澡，就一星
期出山洗一次⋯⋯

不过，这样的艰苦条件并没有消磨科研人
员的热情，反而让他们更潜心于工作。“这里很
安静，没人打扰，可以专注于科研。”薛杰说，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说的就是这种地方了。”

积雪站，顾名思义研究的是雪。占地面积
16 公顷的观测试验场中，设有气象观测场，水
文观测断面，积雪物理与太阳辐射观测场，融
雪径流观测场，雪害防治工程试验场，雪崩冲
击力试验沟槽。在每年漫长冬季寂寥无人的深
山里，雪是他们的观测对象，也是他们的朋友。

“这一带与积雪相关的雪崩等灾害频繁，
为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在这里设
了点，就相当于游击队有了根据地。”李兰海表
示，天山积雪雪崩研究站位于我国天山西部大

陆性积雪区，而天山西部山区是中国西北干旱
区的最大降水中心，被称为干旱区的“湿岛”。
积雪站近几年降雪量很大，最大降水量测到过
1200 毫米一年。山区具有独特的积雪地表过
程和生态过程，融雪水是天山南北两侧绿洲和
生命的水源。在这里研究季节性积雪变化及其
气候效应，可以服务于国家需求，也能面向国
民经济的主战场。

山区积雪动态变化、融雪产汇流过程、多
尺度水资源评价⋯⋯谈起目前的研究，李兰海
自信十足；谈起未来的发展，李兰海更是踌躇
满志。“未来我们不仅是有根据地的游击队，还
要做开辟新战场的正规军。不仅研究山上积
雪，还要走出山区，走出河谷，走进沙漠，做全
流域的生态研究，但这些研究都不会离开我们
的本源——积雪。因为融雪水是这个生态系统
中至关重要的水源。”

天山积雪雪崩研究站——

深 山 里 ，与 雪 为 友
本报记者 佘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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