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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本转嫁：养老保险待遇研究》的研究特色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基于数据的精算分析融为
一体。
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强调问题导向。
研究结论以具有代表性的各类地区的实证调研、较大样本量的深度访谈为研究基础，使之来源于实践
，又能在更高的层面还原实践。
二是强调研究结论的信度、效度、区分度。
对数据的质量，要求统计口径一致、来源可靠；对数据的代表性，要求分类分层，结构均衡；对数据
使用的规范性，要求建立数据库，运用计量模型、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和检验。
三是强调系统分析。
要求将制度、政策、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宏观（政策制定）、中观（基金运行）、微观（个体行
为）相结合，历史回顾、现状描述、趋势前瞻、三点一线、脉络清晰。
四是强调政策评估机制。
从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渊源、政策演进的脉络和联动效应，以及利益相关者对政策变革的反应和博弈的
定性分析出发，经由数据分析，以期对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可持续性受政策变革的影响有“度”的判断
。
五是强调多方案比较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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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工伤1-4级职工的工伤和养老待遇政策衔接研究
　摘要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二、历史分析
　　（一）1949-1978年的养老保险与工伤保险待遇政策
　　（二）养老保险与工伤保险的政策演变
　　（三）各省（市、区）工伤保险制度的比较
　三、工伤保险向养老保险的责任转移
　　（一）工伤保险与养老保险的性质分析
　　（二）工伤保险向养老保险的风险转移
　　（三）工伤保险向养老保险转移风险的后果
　　（四）改革的设想——成本内部化
　四、劳动关系问题
　　（一）理论视角
　　（二）现实视角
　　（三）是否保留劳动关系的判断标准
　五、实证分析
　　（一）工伤保险的参保规模
　　（二）工伤1-4级伤残的发生特征
　　（三）工伤发生率与用人单位特征的相关分析
　　（四）工伤待遇给付分析
　　（五）工伤保险基金的运行情况
　　（六）工伤1-4级职工养老成本的短期测算
　　（七）工伤1-4级职工养老保险成本的长期测算
　六、国际比较分析
　　（一）美国
　　（二）日本
　　（三）德国
　　（四）欧盟
　七、我国实行“单轨制”与“双轨制”的利弊分析
　　（一）“单轨制”之利
　　（二）“单轨制”之弊
　　（三）“双轨制”之利
　　（四）“双轨制”之弊
　　（五）两种制度模式的选择标准
　八、政策调整的关键点
　　（一）基本结论
　　（二）政策建议
　九、政策调整的可行性及效果分析
　　（一）技术可行性分析
　　（二）经济可行性分析
　　（三）执行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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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政策调整的分配效应
第二章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非因工或因病死亡后遗属待遇政策研究
　摘要
　一、政策沿革
　二、政策适应性分析
　　（一）背景：体制转轨
　　（二）保障范围
　　（三）待遇水平
　　（四）享受条件
　　（五）列支渠道
　三、理论分析
　　（一）遗属待遇各项目的性质与功能
　　（二）职业性质与遗属待遇差异
　　（三）丧葬费用攀升机制
　　（四）遗属待遇计发基数的多种方案比较
　四、国际做法
　　（一）遗属津贴制度
　　（二）“老遗残”体系
　五、主要结论
　六、政策建议
　　（一）解决思路与路径
　　（二）近期方案：取消遗属生活困难补助，适度提高遗属待遇
　⋯⋯
第三章 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职政策研究
第四章 课题数据分析报告
附录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长率建模及预测
附录2 养老保险基本概况、预测模型假设及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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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成本高昂　　工伤1-4级人员缴够了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从而能够享受养老待遇，制度还规定
若伤残津贴高于养老保险部分由工伤基金负责补足，而我国的养老待遇和工伤待遇这几年调整频繁，
这样，经常要对这部分人群的养老待遇和工伤待遇进行计算和对比，然后补差，其工作量颇大。
除此之外，即使转为享受养老待遇，工伤基金仍然要支付工伤医疗待遇和生活护理费，这种双轨运行
机制在目前我国技术条件还未成熟、管理机构关系还未理顺的情况下，管理成本会居高不下，管理协
调难度大。
　　4.待遇平衡难　　有些地区经济较发达，企业有能力为工伤1-4级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而且操作
上也可以由更先进的信息系统来完成，但最终的待遇平衡却很难。
如何保证这部分人员在退休后，其个人账户的待遇与同批进入劳动力市场、同等技术职称的健全人退
休待遇差距在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
这个合理的范围又应如何确定？
这些问题都是“双轨制”面临的难题。
　　5.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扭曲”　　“双轨制”的制度边界和责任主体若规定不明晰，就会为成
本转嫁提供空间。
这种成本转嫁既有直接转嫁又有间接转嫁。
在工伤1-4级人员年老后转而享受养老待遇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主体的行为不
同程度地被扭曲。
由于企业可以将工伤1-4级人员的负担转嫁给养老保险，企业的工伤事故成本大为降低，企业在安全生
产上投资与创新的积极性下降，最后导致行业整体安全风险上升；同时，企业利用安全稳定的养老保
障与工人讨价还价，压低企业工资水平，或者将这种稳定的养老保障作为“礼物”来诱使工伤职工退
出劳动岗位；地方政府把工伤负担向养老保险的转嫁当做一种优惠措施，吸引投资者，甚至为此而放
松安全监管。
　　（五）两种制度模式的选择标准　　选择两种制度模式的标准有四个方面：　　第一，工伤给付
的依据。
在某些国家，是依据收入的损失。
养老金的受益者并没有遭受收入损失，因为养老金被认为是维持其领取者收入的替代品。
因此，在领取养老金的同时不可以再领取工伤待遇。
在其他成员国，这个标准是能力的丧失而不是收入损失的替代品。
在这种情况下，能力的丧失在超过领取养老金年龄之后继续存在，所以养老金不能弥补能力的丧失，
则工伤给付应继续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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