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老保险制度再分配效应的历史沿革及启示

　 １ ２

（１北京城市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２山西财经大学，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再分配的效果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公正与公

平。从养老保险制度再分配效应的历史沿革来看，从１８世纪至今先后经历了反对———支持———反对三个主要阶段。

结合我国当前的现实国情，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设中应注意坚持以人为本，从整体着眼，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和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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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运用立法手段通过强

制性征收社会保险费等方式筹措资金，当劳动

者丧失劳动能力或退休后向其支付养老保险金，

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

制度。再分配功能既是养老保险制度的手段也

是目的之一，对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均具有重要作用。系统梳理并深入分析不同时

段、不同学派对再分配效应的见解和主张，对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一）１８世纪：以反对态度为主

１８世纪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

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对保障体系的再分配效应持

反对意见。斯密极为厌恶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运

行的行为，极力倡导自由的市场经济，但他并

不否认国家对于公共产品投入和管理的重要意

义，也不反对政府对有损于社会自由行为的必

要干预。李嘉图认为，每个公民都可以在法律

允许的范围内，以其资本和劳动完全自由地和

任何人、任何组织进行交易，即以自己喜好的

方式追求自身最大利益，并借助市场这只无形

手的调控来实现个人权益的提升以及社会福利

的同步增长。

１６０１年， 《济贫法》 的颁布标志着世界上

第一部社会保障性质的法典诞生。亚当·斯密

和大卫·李嘉图都对这一法典持反对态度：斯

密认为，该法典不利于劳动者参加和轮换工作，

因为它严重限制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李嘉图

认为，该法典不仅没有增加穷人的利益而且还

削减了富人的财富，使得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

逐渐下滑。简单来说，古典经济学派的核心思

想强调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因而，他

们对于以保障为直接目的的收入再分配是持反

对意见的。不仅是古典经济学派，还有社会市

场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都认为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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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扰乱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破坏市场机制，

影响经济运行。

（二）１９世纪后期至２０世纪以支持为主

　　步入１９世纪之后，以历史学派、福利经济

学派、瑞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和弗莱堡学

派为代表的西方学派都主张政府对经济运行实

施有效干预，支持国家进行福利建设，实行收

入再分配增加社会福利，对社会保障的收入再

分配持支持态度，只是在具体方式、国家干预

的力度、代表的利益阶层等方面有所差异。

１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针对当时德国社会中尖锐的劳资

矛盾，提出通过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增加社会

福利、平衡收入不均。这一主张被当权者俾斯

麦认同，先后颁布了 《工伤保险法》 等一系列

法规，保障体系的规范化、体系化对维护工人

合法权益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工人权益保障

范围和程度均达到空前高度。历史学派的思想

前后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李斯特的国家经济

学、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历史学派的先驱，

他是国家作用和国家力量的推崇者，特别强调

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主张通过国

家的调控确保德国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极度

反对那些推崇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思想。

李斯特的思想对于解决当时突出的劳资矛盾等

社会问题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对于政府出台

相关调控政策也有重要影响，甚至对历史学派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旧历史学派以罗雪尔为代表，强调国家在

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张国家

对经济运行实施积极而有效的干预，反对古典

经济学放任自流的思想，这和李斯特宣扬的国

家干预论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为新历史学派的

思想形成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新历史学派鼓吹国家的超阶级性，提议由

国家来制定劳动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

增进社会福利。新历史学还认为，只要国家和

法权存在且国家能够发挥调控的效力，就可以

产生国民经济的统一体，实现社会和谐。新历

史学派的思想主张促进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

形成，但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以调节阶级

矛盾为直接目的。

２福利经济学派

２０世纪初，福利经济学开始形成并流行起

来。其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垄断资

本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社会积累

了丰厚的社会财富，从中抽取一些用于福利建

设并不困难；其次，不合理的社会分工致使劳

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资报酬低的工人阶

级苦不堪言，反抗情绪极度高涨，社会矛盾非

常严重；再次，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理论起到

了铺垫和启迪作用。按产生时间的早晚又分为

旧福利经济学派和新福利经济学派，二者在收

入再分配方面的观点基本一致。

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是福利经济学的先驱

者。他认为，要实施强有力的社会福利政策，

就应当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干预经济

运行并且干预活动必须深入分配和生产领域。

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既包括赋税征缴，又包括建

立健全合理的社会制度如老年抚恤金制度、医

疗优惠制度、失业保险制度等，还包括对企业

等盈利组织进行直接管理，使其将个人利益与

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实现最大程度的、最多数

人的福祉。

庇古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者，因而被誉为

“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强调增进社会福利的

重要性，主张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和失业

救助制度，并提出应该由政府实现收入再分配。

庇古指出，将富人的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富

人效用减少的量小于穷人效用的增加量，社会

福利就会增加，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一定程度上

有所缓解。庇古进一步指出影响福利大小的因

素主要有两个，分别是国民收入的数额和国民

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状况。此外，庇古还

提出了一些增加社会福利的建议，主要包括：

提高补贴水平，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及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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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劳动者在永久或暂时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缺

少工作机会时能够获得一定的社会帮助和补偿；

向富人征收累进税、向穷人发放补助和救济金，

从而调节收入不均的局面；实行覆盖全体公民

的养老保险制度，通过财富的转移支付确保贫

困者年老时期正常的生活支出等等。

３瑞典学派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

派，起源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是当代西方

经济学中重要的派别分支。维克塞尔作为瑞典

学派的奠基人，他指出，尽管自由竞争能够实

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

展，但会拉大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因而他

主张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此外，他还运用边

际效用递减原理来解释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意义。

瑞典学派的思想主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除了宏观调控政府还

应肩负起保护环境、保障商品和劳务供给等职

责；二是介绍了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方法，即通

过累进所得税和支付性转移进行福利设施和服

务的建设，调和社会矛盾促进收入平等。该学

派认为，全体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和国家政策带来的福祉且真切感受到快乐

和幸福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理想社会。

瑞典学派不仅在理论上 为 福 利 制 度 的 产

生和完善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实践中也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建立

在瑞典学派的思想基础上，它的保障制度以

其覆盖范围广、保 障 水 平 高、保 障 项 目 齐 全

的高福利性闻名于世。瑞典的所有国民都可

以在年老时期享受养老福利，生病受伤时享

受医疗保障，青少年时期享受丰富的教育资

源，对于老弱孕残等特殊人群还可以享受到有

针对性的制度保障。

４凯恩斯主义学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工人大量失

业、产品严重过剩，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已不

再符合现实需要。在这种背景之下，约翰·梅

纳德·凯恩斯创作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应运而生，该著作的出版发行标志着政府干预

论的开始。政府干预论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保

障在国家建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凯恩斯在需求管理的基础上创立了社会保

障经济论，其核心思想是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

利等措施调节收入分配。他认为，高收入者会

将大部分财富储存起来，只将一小部分用于消

费；低收入者基本没有储蓄，几乎所有收入都

用于消费，因而收入不均会影响公民的消费倾

向。他还提出 “采取步骤，重新分配所得，以

提高消费倾向，则对资本之生长大概是有利无

弊。”基于此，凯恩斯主张，既要通过高额累进

税制调节收入再分配，以提高消费的经济性；

又要敦促政府兴办福利事业，支付养老金等福

利开支，为特殊人群提供救助服务。

凯恩斯学派还论证了社会保障对宏观经济

的长期均衡效应，指出社会保障具有调节和缓

和经济波动的作用。尤其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时

期，一方面百业待兴收入锐减，政府税赋收入

也相应降低；另一方面，失业率高、对失业员

工的救助支出多。因而，刺激消费和投资有利

于萧条经济快速走出低谷。但总的来说，凯恩

斯学派所倡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再分配力度

与保障水平比较有限。

５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又称社会市场经济学派，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产生于德国。该学派认为，社会市场

经济即表明市场经济应该具有社会功能，应提

供必需的社会保障，以保证社会的公正性和安

全性。

弗莱堡学派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协

调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实现社会公

平；同时，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化解竞争引发

的纠纷和矛盾，有利于实现社会安全。为实现

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涉及

公民基本生活各个环节的具体措施，进而形成

了一套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

弗莱堡学派特别强调社会保障体系应坚持自助

和自治，即保障资金并非来源于国家财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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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社会缴款为主，国家只负责宏观监管。

（三）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反对为主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兴

盛，其主体思想是反对国家干预、强调自由竞

争，否定社会保障的价值和作用。新自由主义

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强调政府和社会对公民

的责任，但会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

主张社会保障市场化、多元化和私人化。这一

时期主要的代表性学派如下：

１现代货币学派

密尔顿·弗里德曼是现代货币学派的创始

人，其核心思想是抑制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对

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现代货币学派强调，

国民只有通过劳动才有资格和机会获得衣、食、

住房等福利，他们反对政府直接向低收入者发

放差额补助。

弗里德曼反对政府向贫困者提供一系列具

有救助功能的福利计划，提议以负所得税来替

代福利计划。负所得税是自由主义的产物，具

体来说，就是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进̱ꀀ困 期，，ȸ㔷ㄴ‰‰‱〮㈸혍⠃ㆠ⥔橔樍ㄮ〴㜱㜠ん⁔䐍⠙ḩ呪റ⸰㜲‰⁔䐍⠐呪റ⸰㜵㐰⁔䐍⠙옩呪റ⸰㘶〳㔴㜲‰⁔䐍⠏쐩呪റ⸰ㄸ㠶㜠呄ന在⥔樍ㄮ〷㈠ㄮ㘳㈰㜶⁔䐍⠎ꄩ呪呄ന̱ꀩ呪റ⸰㜵㐷㈠〲丠呄ന效⥔樍ㄮ〷㔴㜲⃘呪റ⸰㜵㈷需者



终目的都是将公平和效率有机结合起来，寻求

二者有机结合的均衡点。

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的效应及其程度，其

实质反映了养老保险制度对公平与效率的取舍

和权衡。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政策具有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因而要注重公平；

同时，养老保险制度又是经济运行机制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因而又应当注重效率。然而，

二者难以兼顾。所以，养老保险制度的一项重

要的任务就是将收入再分配调控在合理的程度

上，以协调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要厘清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中公平与效率

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明确公平和效率在养老保

险中的内涵。养老保险公平的判断标准为：参

保者之间的收益率差距合理。收益率是一个综

合性指标，其大小与本国的经济形势、人口结

构、社会保障程度等直接相关，同一时期的不

同地区或者不同时期的同一地区收益率都是不

同的。因而，收益率差距的合理性也要放到特

定的背景下分析。养老保险的效率具体包括三

层含义：首先，讲求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实

现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调配，提升其利用率；

其次，极大程度的降低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营成

本，提高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效率；第三，在

开放的条件下维持社会公平，不以降低本国企

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代价。

再分配是否公平，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影响和制约着效率

的提升。此外，公平的增进也会为经济效率的

提升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效率的提高可以在

分配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财富，有利

于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公平。短期来看，公平和

效率往往无法同步，一方的提升常以另一方的

消减为代价；但就长期而言，二者是统一的。

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在努力追求公平

的同时，又要倡导待遇与缴费挂钩的机制，多

缴多得、长缴多得，力求体现劳动者之间贡献

大小的差别。

　　在养老保险制度再分配改革过程中，既要

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又要从全局

出发，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为充

分发挥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保障与再分配功能，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

设应从以下五方面着手：

（一）以人为本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要不断提高社会经济

以及文化发展水平，更要关注社会成员的全面

发展程度，而养老保险制度是实现社会成员全

面发展的必备要素之一。养老保险制度应坚持

以人为本的原则，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谋划制

度建立，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谋划制度改革，一

切以保证人民可以公平享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成果为出发点。从农耕时代进入到市场经济时

期，人们的生活方式随之发生改变，这使得人

们很难依靠原有的家庭保障方式来维持自身的

生存发展需求，因而亟需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

体系。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养

老保险制度建设必须以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为

基础，以增进人的福祉为宗旨。鉴于资源的有

限性与稀缺性，养老保险制度应遵循优先保障

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原则，这既是以人为本原

则的要求，也是衡量其公平共享价值理念能否

贯彻的重要指标。

（二）坚持整体性原则

整体性原则是指养老保险制度保障全体社

会成员享有养老保障权，不受健康状况、财富

状况、学历状况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政府在

着力推进的养老保险资金全国统筹的工作，就

是坚持整体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坚持整体性原

则有利于避免城乡分割，促进劳动力的自由合

理流通，形成国内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

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散风险，通过发挥社会互济

功能来维护全体劳动者的权益；有利于实行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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