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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养老金待遇确定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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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加深的双重压力背景下，德国的养老保险

制度面对着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为此德国不断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调整，在历次重

要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养老金待遇确定机制的改革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通过一系

列的改革，德国在养老保险缴费率水平可控的条件下实现了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

德国养老金待遇确定机制为重点，分析德国养老金待遇确定机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并对

改革的实质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通过对养老金确定机制的改革，德国养

老保险制度引入了缴费者和退休者共同分担养老金调整成本的机制，实现了合理的代际

分配关系，养老保险制度成为一种新型的准待遇确定机制的模式。德国养老金待遇确定

机制改革可供中国改革实践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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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的起源国家，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强制性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1］1889 年德国

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立法规定，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在 1911 年制订并在 1957 年和 1973 年修订的，［2］

经过 120 多年的发展已经变得非常成熟。1889 年德国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时候其对象仅为雇佣工人，1921

年扩大到所有职员，［3］目前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了 88%的从业人员，［4］已经成为德国最重要的社会保险制度，

是影响国家财政格局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公共政策。［5］以 2000 年为例，当年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达到了

2000 亿欧元，占德国的财政总支出的 21%，占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11． 8%，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中排名第二。［6］

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最初阶段采用了积累制的模式，［7］从 1889 年到 1957 年维持着高水平的资本积

累，例如在 1894 年到 1914 年之间积累的资金总量达到了八份年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水平。［8］在后来的两次

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养老保险基金被强制性购买政府债务，［9］但是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战败国，大量

的资本存量被战争毁灭，［10］再加上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 1948 年的货币改革，导致积累的养老保险基金的

价值损失殆尽，［11］在最困难的时候养老保险制度积累的资金只够 14 天的养老金支出水平。［12］因此，德国在

1957 年进行了里程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养老保险制度从原来的积累制模式向现收现付模式进行转

变，到 1969 年德国养老保险制度已经转变成为纯粹的现收现付模式。［13］德国的养老金待遇在 1957 年之前

最高只相当于工资的 40%左右，主要体现为一种基本的生存保障。［14］1957 年的养老保险改革后，伴随着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德国的养老金水平也不断提高，到 1972 年的时候养老金的待遇水平提高

到工资的 70%左右，一度成为最慷慨的公共养老金体系，［15］德国的退休者收入中的 85% 是来自公共养老保

险制度的。［16］

但是德国的公共养老保险体系也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因为“少子高龄化”成为德国人口发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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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征。一方面是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德国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从 1955 年的 2． 1 逐步下降到 2010 年的 1． 4

左右，远低于更替生育率水平( 见图 1) ; 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比重(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 20 岁到 64 岁人

口的比重) 从 1955 年的 12%不断增加，到 2010 年已经达到了 35% 的高水平( 见图 1) 。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和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极大地提高了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负担比，［17］使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相对于支出

不断萎缩，同时德国存在着普遍的提前退休的情况，［18］这使得养老金收支情况变得更不乐观。德国法定退

休年龄是 65 岁，但是平均的退休年龄只有 59． 5 岁，数据显示德国的退休者每提前 1 年退休会导致养老金支

出增加 5 个百分点，［19］提前退休进一步恶化了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环境。

说明: 老年人口比重是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 20 ～ 64 岁人口的比重。

图 1 德国的总和生育率和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情况( 1945 年到 2015 年)

1957 年的改革之后，德国现收现付制度采用了以支定收的模式，［20］为了应对养老保险支出不断增加的

问题: 一方面不断提高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把雇主和雇员承担的缴费率从 1957 年的 11% 逐渐提高到目前的

19%左右; ［21］另一方面增加政府财政对养老保险支出的补贴，目前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中近 25% 是来自政

府的补贴，而且 1992 年的《养老改革法》规定为了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政府的补贴将随着缴费水

平的提高而自动调增。［22］目前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补贴已经成了德国政府最大的一笔公共支出，占每年政府

总支出的比重约为 30%。［23］但是数据预测显示，如果维持养老金的待遇水平不变，①德国的养老保险缴费率

在 2035 年将提高到 40%左右，这将极大地增加企业和雇员的缴费压力，遏制德国经济的发展，从而也使得

养老保险制度陷入危机。［24］所以德国必须通过调整养老金待遇水平来解决养老金支出水平相对于收入水平

增长过快的问题，实现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德国从 1992 年开始对养老金的待遇确定机制进行了深刻改

革，通过不断修改养老金积分价值的调整公式来降低养老金的增长速度，实现在缴费率可控②的条件下养老

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本文以德国养老金待遇确定机制为重点，分析德国养老金待遇确定机制改革的核心

内容，对改革的实质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德国养老金待遇确定机制改革可供中国改革实践的借鉴。

一、德国养老金待遇确定机制的建立和改革

德国的养老金待遇确定机制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是参保者刚退休时初始养老金的确定，另一个是退休后

年份中的养老金待遇调整。根据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参保者刚退休时的初始养老金的确定由三个方

面的因素共同确定。其初始养老金的确定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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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即维持 1972 年设定的 70%的养老金替代率目标不变。
德国 2001 年的立法规定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率在 2020 年不超过 20%，在 2030 年不超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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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参保者的出生年份为 C ，个人在 t0 岁参加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 T 岁退休。参保者个人的缴费

工资收入为 wi
t ，每年的社会平均工资记为 w

－

t 。个人退休第 1 年的养老金 Pi
C+T 包含三个部分: 首先是个人参

保所得的养老金积分总量。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采用了积分制的原则，每缴费 1 年获得一定的积分，积分的

水平等于个人的缴费工资收入占社会平均工资收入的比重，例如获得平均工资的参保者缴费 1 年计 1 个积

分，退休的时候将参保者所得全部积分加总得到养老金积分总量。其次是调节因子 α。德国的法定退休年

龄是 65 岁，如果在 65 岁之前退休，每提前 1 年退休调节因子就要减少 3． 6%，如果个人提前 5 年退休，则调

节因子要减少 18%，调节因子的减少将带来养老金待遇的下调。最后是当年的养老金的积分价值( 记为

VPC+T ) ，也就是当年的 1 个积分可以对应的养老金的数量。在德国一个领取社会平均工资收入，20 岁工作，

缴费 45 年后再 65 岁退休的退休者被称为是标准退休者，其退休时的养老金待遇水平为 Pi
C+T = 45·VPC+T 。

由此可见，标准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的变化完全取决于他退休的那一年的养老金积分价值的最新水平，而每

年德国政府都会在 7 月 1 日公布当年的养老金积分价值的水平。［25］在退休之后的年份中，养老金的待遇每

年根据政府新公布的养老金积分价值进行一次调整，所以在同一年份中的不同年龄的退休者只要他们的积

分价值和调节因子相同，那么他们的养老金待遇水平也是相同的，从而避免了不同年龄退休者之间养老金待

遇的差距，很好地实现了代际公平，而且也通过养老金积分价值的增长使退休者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

根据德国的养老金计发公式，当个人的缴费工资历史和退休年龄确定后，其每年得到的养老金就完全是

由养老金积分价值决定的，所以要对退休者的养老金进行调整，那么调整积分价值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

径。为了在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增加、缴费压力不断加重的背景下实现制度的收支平衡，调整当前退休者和

未来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是不得不进行的艰难选择，而调整养老金待遇主要就是通过调整养老金的积分价

值的年增长率来实现，通过调低每年的养老金积分价值的增长率可以控制所有退休者的养老金支出的上涨，

从而从整体抑制养老金支出的过快增长。

通过 1957 年的改革，德国养老保险制度当时确定的养老金积分价值每年的增长率是毛工资的增长率，即:

VPt = VPt－1·
wt－1

wt－2

每年的积分价值随着毛工资增长率的增长而增长可以保证养老金占每年毛工资的比重维持不变，从而

使得养老金的水平也随着毛工资的增长而“水涨船高”，退休者可以很好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但是随着人

口出生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养老金积分价值按照毛工资增长率增长很明显过快了，所以 1992

年进行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养老金的积分价值增长率调整为按照扣除税费后的净工资的增长率。净工资

是在毛工资的基础上扣除个人要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和所得税率，基本上达到毛工资的 70% 的水平。
1992 年的改革后的养老金积分调整公式为:

VPt = VPt－1·
wt－1

wt－2
·
1 － bt－1
1 － bt－2

其中 b 代表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和所得税的税率。但是尽管如此，养老金支出的增长依然明显

超过了缴费的增长，需要进一步进行改革。1999 年政府试图在养老金积分价值的增长率中引入人口预期寿

命因子，［26］当时设计的养老金积分的调整公式为:

VPt = VPt－1·
wt－1

wt－2
·
1 － bt－1
1 － bt－2

·( 1 + 1
2 (

LEt－2

LEt－1
－ 1) )

其中 LE 代表人口的预期寿命，如果预期寿命上升，那么 LEt－1 大于 LEt－2 ，那么在上述的积分价值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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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的最后一项就是一个小于 1 的数值，从而会导致养老金积分价值的调减。这次调整的目的是将人口

预期寿命提高所导致的养老金负担部分由退休者承担，这体现在上述公式中的预期寿命增长率前面的系数

上，这个系数当时确定为 1 /2，也就是一半的调整由养老金积分价值的增长率下调来实现，另一半的调整由

缴费者增加缴费来实现，这次改革体现了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公平原则，即人口老龄化导致的调整不是

完全由退休者或者是缴费者独立承担的，而是退休者和缴费者共同分担的，这个特征在之后的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中会再次体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1999 年的养老保险改革方案并没有正式颁布。
2001 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养老保险改革方案，其中对养老金积分价值的调整公式在 1992

年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2001 年的养老金积分价值调整公式为:

VPt = VPt－1·
wt－1

wt－2
·
1 － τt －1 － μt －1

1 － τt －2 － μt －2

其中 τ 代表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率，而 μ 是政府资助的私人养老金的缴费率。与 1992 年养老金积

分价值参考净工资的增长率不同，2001 年养老金积分价值改由参考“改良”的工资增长率，［27］即毛工资中扣

除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缴费和私人养老金的缴费后的部分的增长率。之所以这样改变是因为德国从 2001 年

后将调减所得税，原来的净工资增长率会增加，这导致养老金增加，所以要进行调整。［28］通过 2001 年的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在养老金积分价值的调整方程中引入了缴费率水平，所以当缴费率提高的时候养老金的积分

价值的增长率就会下降，从而间接地使得养老金积分价值分担部分由人口老龄化水平上升而导致的养老保

险收支调整。

根据“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融资委员会”在 2002 年的测算，如果按照 2001 年的改革方案，2020 年

养老保险缴费率会超过 21%，2030 年会超过 24%，［29］从而无法实现德国控制养老保险缴费率上升目标的需

要，所以德国在 2005 年进行了新一轮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根据《法定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法》的规定，将

“可持续发展因子”引入到养老金积分价值的调整公式中，最新的养老金积分价值调整公式为:

VPt = VPt－1·
wt－1

wt－2
·
1 － τt －1 － μt －1

1 － τt －2 － μt －2
·［1 + α·( 1 －

DＲt－1

DＲt－2
) ］

其中 DＲ 是养老保险制度的负担比，即退休者占缴费者的比重。当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保险制度的负

担比上升的时候，即 DＲt－1 大于 DＲt－2 的时候，上述积分价值调整公式中的最后一项是一个小于 1 的数值，从

而会带来养老金积分价值的下调。同样基于 1999 年的代际分担养老保险制度负担的原则，在负担比因子的

前面乘以一个分配系数 α ，α 的取值反映了在调整中退休者要分担的比例。根据德国政府的预测，当 α 等于

0． 25 的时候可以实现对未来的缴费率控制的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由于负担比上升而导致的养老保险制

度的调整中只有 25% 的部分由退休者负担，因为还要考虑到 2001 年的改革中引入的缴费率上升而导致养

老金积分价值下调的部分，本文在下一节会对退休者分担的养老保险改革成本的比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对德国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的理论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德国的公共养老保险制度是通过对养老金待遇调整的改变，也就是对养老金

的积分价值的增长率的调整来实现控制养老金支出增长的目标的。当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而导致养老保险

制度的收支缺口增加时，部分缺口是由缴费率上升来弥补，而同时剩余缺口的部分是通过养老金待遇增长率

的下降来消除的。在德国最新的养老金积分价值的调整公式中实际上引入了两个养老金增长率下调的机

制，一个是缴费率上升将导致养老金待遇增长率下调，另一个是制度负担比上升会导致养老金待遇增长率下

调。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养老保险制度缺口是如何通过缴费率和替代率( 由养老金积分价值决定) 调整而化

解的，下面进行一个理论推导，将缴费率和替代率的调整进行分离研究。

德国目前养老金积分价值的调整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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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t = VPt－1·
wt－1

wt－2
·
1 － τt －1 － μt －1

1 － τt －2 － μt －2
·［1 + α·( 1 －

DＲt－1

DＲt－2
) ］

简单化简后可以得到:

VPt－1·
wt－1

wt－2
·
1 － τt －1 － μt －1

1 － τt －2 － μt －2
·［1 － α·(

DＲt－1 － DＲt－2

DＲt－2
) ］

如果记总缴费率为 kt = τt + μt ，其增长率为 gk，t ，积分价值的增长率为 gp，t ，毛工资增长率为 gw，t ，负担

比的增长率为 gＲ，t ，那么积分价值的增长率化简为:

VPt

VPt－1
= 1 + gp，t = ( 1 + gw，t －1 ) ·(

1 － kt－1
1 － kt－2

) ·( 1 － α·gＲ，t －1 )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1 － kt－1
1 － kt－2

=
( 1 － kt－2 ) － ( kt－1 － kt－2 )

1 － kt－2
= 1 －

kt－1 － kt－2
1 － kt－2

= 1 －
kt－2

1 － kt－2
·
kt－1 － kt－2

kt－2
= 1 －

kt－2
1 － kt－2

·gk，t －1

记 β = kt－2 / ( 1 － kt－2 ) ，所以最终得到:

1 + gp，t = ( 1 + gw，t －1 ) ·( 1 － β·gk，t －1 ) ·( 1 － α·gＲ，t －1 )

进一步化简得到:

gp，t = gw，t －1 － β·gk，t －1 － α·gＲ，t －1

这个化简结果说明积分价值的增长率等于毛工资增长率扣除 β 比例的缴费率增长率和扣除 α 比例的负

担比增长率。其中两个比例因子直接决定了积分价值增长率相对于毛工资增长率扣除的水平。

如果记单位积分的同期毛工资替代率为 qt ，那么满足 VPt = qt·wt－1 。所以积分价值的增长率等于单位

积分的替代率的增长率与毛工资增长率之和，即 gp，t = gw，t －1 + gq，t 。将这个式子带入到积分价值的增长率

调整方程中可以得到替代率的调整方程。
gp，t = gw，t －1 － β·gk，t －1 － α·gＲ，t －1

gp，t = gw，t －1 + gq，t －
{

1

两个方程联立可以得到:

gq = － ( β·gk + α·gＲ )

这个方程说明，单位积分的工资替代率的增长率等于缴费率增长率的 β 比重和负担比增长率的 α 比重

之和的相反数。所以当缴费率增加，或者负担比增加的时候都会导致替代率的一定程度的下降。

德国规定养老金积分价值中关于负担比的调整因子中的系数 α = 0． 25 ，如果上一年的缴费率为 23%
( 19%的社会统筹缴费率 + 4%的个人账户缴费率) ，那么缴费率调整因子为 β = 0． 3 。

gq = － ( 0． 3·gk + 0． 25·gＲ )

实际上由于德国是现收现付模式，所以实际上每期都存在收支平衡关系，即缴费率 = 负担比 × 替代率，

也就是满足如下关系:

gq = gk － gＲ

将这个方程代入到替代率的调整方式中可以得到:

gk － gＲ = － ( 0． 3·gk + 0． 25·gＲ )

gk － gＲ = － 0． 3·gk － 0． 25·gＲ

1． 3·gk = 0． 75·gＲ

gk = 0． 58·g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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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结果显示，为了保证收支平衡，每期的缴费率需要根据负担比增长率的 58% 进行增长。将 gk =
0. 58·gＲ 代入到替代率的调整方式可以消去缴费率增长率，得到替代率关于负担比调整的最终方程:

gq = － ( 0． 3·0． 58·gＲ + 0． 25·gＲ ) = － 0． 42·gＲ

也即是说负担比上升导致收支缺口中的 58%的比重是通过缴费率增长来化解的，而剩余的 42%的比重

是通过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来抵消的，相对于退休者而言，缴费者负担了更大的比重。

图 2 确定待遇与确定缴费下的负担比提高导致的待遇调整的比较

图 2 中将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与确定待遇模式( DB) 和确定缴费模式( DC) 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对比。

在一个确定待遇的现收现付制度下，负担比提高 1%，缴费率就提高 1%，替代率是不进行调减的; 而在一个

确定缴费的现收现付制度下，负担比提高 1%，替代率下降 1%，缴费率是不进行调整的。而德国的模式中缴

费率和替代率按照约为 60∶ 40 的比例来共同化解负担比的提高，基本上缴费率提高会化解 60% 的负担比上

升导致的收支缺口，剩余 40%的部分由替代率调减来化解，所以德国的模式是介于 DB 和 DC 之间的，笔者

称之为准确定待遇模式，因为负担比需要的调整中由缴费率变动化解的部分大于由替代率化解的部分。

由于引入了养老金增长率随着缴费率和负担比上升的调减机制，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养老

金的替代率会逐渐下降。图 3 中汇报了德国公共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替代率的变化情况，其中替代率等于标

准退休者的养老金占当年毛工资收入的比重。由图 3 可以看出在 1960 年标准退休者的养老金替代率为

53%左右，到 2015 年下降到 44%左右，养老金的替代率水平下降了 17%。如果考虑标准退休者的养老金对

净工资收入的替代率，经过计算可以发现替代率从 1960 年的 70． 3%下降到 2015 年的 64． 3%。

图 3 德国标准退休者养老金平均替代率的变化情况( 1960—2015 年)

三、德国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的实际运作情况

根据上文的分析，德国的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的核心就是养老金积分价值的调整机制，而积分价值的增

长率取决于三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毛工资增长率( 本文称为收入因子增长率) ，其次是与缴费率的增长率

有关的部分( 本文称为缴费因子增长率) ，最后是与负担比增长率有关的部分( 本文称为可持续因子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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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表 1 汇总了 2005—2016 年德国( 西部地区) 的积分价值的实际变化情况。

表 1 德国( 西部地区) 的积分价值的实际变化情况( 2005—2016 年)

收入因子增长率
( % )

缴费因子增长率
( % )

可持续因子增长率
( % )

公式确定增长率
( % )

公式确定

积分价值

保护

机制

2005 0． 12 － 0． 62 － 0． 61 － 1． 11 25． 84 是

2006 0． 48 － 0． 63 － 0． 48 － 0． 65 25． 96 是

2007 0． 98 － 0． 63 0． 19 0． 54 26． 27 否

2008 1． 40 － 0． 51 0． 22 1． 10 26． 56 否

2009 2． 08 0． 00 0． 31 2． 41 27． 20 否

2010 － 0． 96 － 0． 64 － 0． 51 － 2． 10 26． 63 是

2011 3． 10 － 0． 64 － 0． 46 1． 99 27． 74 否

2012 2． 95 － 0． 65 2． 09 4． 40 28． 68 否

2013 1． 50 － 0． 26 － 0． 72 0． 50 28． 21 否

2014 1． 38 0． 92 － 0． 19 2． 13 28． 74 否

2015 2． 08 0． 00 0． 01 2． 10 29． 21 否

2016 3． 78 0． 26 0． 18 4． 25 30． 45 否

由表 1 可以看到部分年份中由积分价值增长率调整公式确定的增长率是负值，例如 2005 年，虽然收入

因子的增长率是 0． 12%，但是缴费因子的增长率为 － 0． 62%，可持续因子的增长率为 － 0． 61%，最终由公式

确定的积分价值增长率为 － 1． 11%，这意味着退休者在当年的养老金非但不会增长，反而要下降 1． 11% 的

水平。根据养老金的刚性原则，一般而言养老金的绝对水平是不会下降的，所以德国政府出台了保护机制，

规定如果某一年的养老金积分价值由调整公式确定的增长率为负时，养老金的增长率上调到 0%，也就是当

年的养老金水平与上一年一致。但是这样就会导致当年的养老金收不抵支，需要向财政借贷才能满足养老

金支出的需要，为此德国政府又在 2010 年制定了养老金的补偿制度，具体情况见表 2 的分析。

表 2 德国( 西部地区) 的积分价值增长率的确定( 2005—2016 年)

公式确定增长率( % ) 补偿分配增长率( % ) 积分实际增长率( % ) 平衡系数增长率( % ) 平衡系数水平

2005 － 1． 11 － 0． 00 － 1． 11 0． 9889
2006 － 0． 65 － 0． 00 － 0． 65 0． 9825
2007 0． 54 － 0． 54 0． 00 0． 9825
2008 1． 10 － 1． 10 0． 00 0． 9825
2009 2． 41 － 2． 41 0． 00 0． 9825
2010 － 2． 10 － 0． 00 － 2． 10 0． 9618
2011 1． 99 1． 00 0． 99 1． 00 0． 9715
2012 4． 40 2． 20 2． 18 2． 20 0． 9928
2013 0． 50 0． 25 0． 25 0． 25 0． 9953
2014 2． 13 1． 07 1． 67 0． 46 1． 0000
2015 2． 10 － 2． 10 0． 00 1． 0000
2016 4． 25 － 4． 25 0． 00 1． 0000

同样以 2005 年为例，当年养老金积分价值调整公式确定的积分价值增长率为 － 1． 11%，养老金的保护

机制启动，将当年的养老金增长率上调到 0%。德国政府引入了一个平衡系数，这个系数在 2004 年为

1. 0000，然后将 2005 年 － 1． 11%的增长率施加到平衡系数上，这样 2005 年的平衡系数就等于 0． 9889。而接

下来的 2006 年的公式确定积分价值增长率依然是负的，所以保护机制继续生效，同时平衡系数继续按照公

式确定的负增长率下调，从而下降到 0． 9825 年的水平。之后从 2007 年到 2009 年没有出现负的积分价值增

长率的情况，所以平衡系数没有进一步下降。但是 2010 年再次出现了积分价值负增长率的情况，保护机制

启动，平衡系数进一步下调到 0． 9618。为了偿还之前保护机制激活年份中欠下的养老金债务，2010 年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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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养老金补偿规定，从 2011 年开始如果上一年份的平衡系数小于 1，那么当年由公式计算的积分价值增长

率要减半记增，将减半的部分用于平衡系数的增长，这种减半记增的做法直到平衡系数恢复到 1． 0000 的时

候才结束。以 2011 年为例，当年积分价值公式确定的养老金增长率为 1． 99%，但是要减半处理，所以当年

养老金实际的增长率为 0． 99%，剩余的 1%的增长率用于补偿平衡系数，所以当年的平衡系数从 0． 9618 提

高到 0． 9715。由于之后的年份中平衡系数依然小于 1，所以养老金补偿机制一直有效，养老金的实际增长率

被减半处理，而平衡系数不断提高。直到 2014 年平衡系数恢复到 1． 0000 的水平，所以从 2015 年开始养老

金补偿机制就不再生效了，当年的养老金实际增长率等于积分价值调整公式确定的 2． 10%，2016 年也是

如此。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在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加深的双重压力的背景下，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

巨大压力。为此德国养老保险制度在 1992 年、2001 年和 2005 年先后调整了养老金的待遇确定机制，通过

合理控制养老金支出规模来实现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德国养老金待遇确定机制为重点，分析德国养

老金待遇确定机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并对改革的实质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通过对养老金调整

机制的改革，引入养老金增长率随着缴费率和负担比增加而调节的机制，德国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了缴费者和

退休者共同分担养老金调整成本的机制，实现了合理的代际分配关系，养老保险制度成为一种新型的准待遇

确定机制的模式。

德国养老金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对中国的启示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标准退休者为目标确定养老金的待遇水平。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一个明确的替代率目标，这

个目标是以标准退休者为对象，也就是以一个具有 45 年缴费历史的领取社会平均收入的退休者的养老金待

遇水平作为制度保障对象。通过以标准退休者为保障对象来设计养老保险制度，可以鼓励所有参保者更长

期的缴费，实现多缴多得，从而在社会认同和社会意识上鼓励按时退休，削弱提前退休的激励。

其次，建立养老金增长率随着负担比和缴费率增长而下降的调节机制。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的背景下

现收现付制度的成本率不断提高，导致缴费率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大。缴费率的水平体现了劳动者一代人对

养老保险制度的贡献，如果单纯通过提高缴费率来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收支平衡，那么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

险制度造成的收支缺口全部是由劳动者一代负担的，这是有损代际公平的做法，所以随着负担比和缴费率的

增长养老金的增长率应当建立相应的调整机制，实现了合理的代际负担。

第三，建立准确定待遇的养老金调整模式。虽然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收支缺口应该在退休者和缴费者之

间分担，但是由于相对于退休者而言，缴费者是更强的风险承受个体，所以在分担化解养老金收支缺口的责

任的时候，缴费者应当承担主要的调整责任。如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中，负担比每提高 1%，其中约 60% 的

部分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缴费率来分担，约 40%的部分是通过降低退休者的养老金替代率来化解的。在代

际分担的基础上，合理保障相对弱势的退休者的利益，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准确定待遇的养老金调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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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etermination Mechanism of German Pension System

YANG Ju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 double pressure on the decline in the birth rate and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Germany＇s pension system is facing enormous pressu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is reason，Germany has
been adjusting the old － age insurance system． In the reform of the old － age insurance system，the reform of the
pension determination mechan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Through a series of reforms，Germany has achiev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nsion payment rate is under contro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echanism of pension determination in Germany，analyze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reform of pension
determination in Germany，and makes an in － depth study on the essence of reform． In this paper，it is found that
through the reform of the pension determination mechanism，the Germany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introduces a
mechanism of share the pension burden between the contributors and the retirees，realizes a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between different generations and Germany old － age insurance system has become a new model of quasi － defined
－ benefit mode． Final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ference of the reform of German pension determination
mechanism for China＇s reform practice．

Key words: replacement rate of pension，pension benefits adjustment mechanism，pension inde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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