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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你生活在法国，否则你可能会认为在法国最近发生的反对养老金改革提

议的大规模罢工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但是鉴于全球人口的快速变化，这个想法可能

是错误的。如果你生活在欧洲，且你的父母准备在 65岁退休（65岁是许多国家的

法定退休年龄），那么你应该知晓，当今，每位 65岁及以上的退休人士平均需要 3.4

位劳动适龄人士来供养。到 2050 年，即你可能考虑退休的年份，这个数字预计会

减少到 2 位。

日本现已接近这个数字。到 2050 年，其他逾 35 个国家（相当于世界人口的 7%）

也将加入日本的行列。这意味着工作者供养退休人士的负担将大幅增加。这个巨变

将对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不能忽视。

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欧洲或更普遍的发达经济体。老龄化正影响着世界各地，

只是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就人口的年龄构成而言，有两大主要因素导致了这种转

变：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生育率持续下降。北半球的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已处

于人口过渡的更高阶段。而其他国家（多数为非洲国家），则正处于早期阶段。

在处于过渡后期阶段的国家，劳动力正不断萎缩，这意味着支付养老金的人

口正日渐减少，同时，这些国家又必须确保人们在退休后获得体面的生活。另一方

面，处于人口过渡早期阶段的国家每年必须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以吸纳快速增长的劳

动适龄人口。到 2050 年，这种现象在不同地区将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欧洲和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见图 1）。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调整养老金和						

公共政策势在必行

大卫•阿玛格罗贝里、艾拉•大波拉•诺里斯、 维特尔•加斯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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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globeli, 1/23/20

欧洲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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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如果其他条件都保持相

同，当前的老龄化进程意味着储蓄水平将不断下

降。一般而言，储蓄行为贯穿着人的一生：在刚

就业的早期阶段，人们往往会借贷；在工作的黄

金年龄，人们会不断储蓄；而一旦失去劳动力，

人们就会开始花费自己的一些储蓄。虽然这个模

式在收入较低的国家可能不太明显，但在处于老

龄化高级阶段的国家，储蓄总额可能会下降。

事实上，IMF 的近期研究（Amaglobeli 等人 

2019）表明，在发达经济体中，由于未来 30 年内

养老金支出的增加（其他条件保持相同），私人和

公共储蓄（实际上是政府的财政平衡）预计会双

双下降。如果这些国家的年轻一代要享受与当今

退休人士相似的养老金福利，那么改变就势在必

行：随着大众寿命的延长，他们必须大幅增加储

蓄，并将退休时间推迟数年。

就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共同

而言，相反地，相对年轻的人口将带来更高的私

人储蓄（见图 2）。随着这些国家在养老金方面的

公共支出在现有水平上不断增长，私人储蓄的增

加将超过公共储蓄的下降预期。

然而，这些广泛的总额掩盖了不同国家之间

图1

头重脚轻
到2050年，欧洲的人口将大幅萎缩，且日益老龄化，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规模将增长一倍，且人口构成

更加年轻化。

（各年龄段人口，亿人）

图2

未来储蓄面面观
到2050年，随着政府在养老金上支出的增加，老龄化人口的储蓄减少，发达国家的储蓄总额预计将下滑。

（储蓄在GDP中的占比预测）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以及作者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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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众寿命的延长，年轻一代必须大幅增加储蓄，并将
退休时间推迟数年。

的巨大差异。即使对于处于人口过渡相同阶段的

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养老金系统的设计特征至关

重要。影响未来储蓄趋势的两大重要特征是公共

养老金系统的养老金是否足够，以及提供专门养

老金储蓄账户的养老金计划是否存在。这些账户

被称为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而非固定收益计划，

后者承诺基于一个公式为每位退休人士提供一定

金额的养老金。

在其他条件保持相同的情况下，提供过高的

公共养老金会导致公共和私人储蓄的双双下降。

在提供较高公共养老金的国家（按每位老年人的

养老金支出均值计算），随着退休人员的增加，

最终政府支出会相对提高。这意味着除非这些国

家能调整其他方面的支出（例如，减少政府员工

工资支出或公共采购支出），否则公共储蓄将下降。

承诺支付高额公共养老金也会影响个人的行为，

他们将不太愿意去储蓄。相反，较低的公共养老

金能推动私人储蓄的增加，因为他们会促使人们

增加储蓄，以便退休后能自给自足。

平均而言，相较于没有养老金固定缴款计

划的国家，在采用固定缴款计划的国家，私人储

蓄预计将有所增加。例如，美国的个人退休账户

使人们更容易通过专门的养老金储蓄账户轻松储

蓄，以备退休后所用。因此，这种做法有助于增

加私人储蓄。

全新的模式

公共政策在为退休后提供足够收入，并确保

养老金系统的可持续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

些政策可以分为养老金系统、金融和劳动力市场

政策。我们将对这些领域逐一进行探索。

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当前的人口过渡带来的

诸多挑战，于是纷纷在近年实施了重大的养老金

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是控制养老金领取者人数

的增长。这些改革通常通过改变养老金系统的关

键参数得以实现，例如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制定

严格的资格规则。法国近期提出的改革提议旨在

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提高至 64岁；巴

西在 2019 年 10月推出的改革规定将男性的退休

年龄从 56岁延长至 65岁，女性则从 53岁延长至

62 岁。在塞浦路斯、丹麦、荷兰和葡萄牙等国家，

法定退休年龄根据预期寿命的提高而延长。

有些国家的改革还试图通过减少养老金来调

整养老金的收益规模。这可以通过修改收益计算

公式来实现，例如确定通胀指数化构成、重新制

定物价稳定规则（对过去的收益进行调整，说明

从获得养老金领取权到领取到养老金的时间内生

活水平的变化），以及改变递增率（随着成员服务

在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中得以实现，养老金收益

不断递增的比率）。

虽然缩减公共养老金规模和限制新退休人

口可减轻长期的财政脆弱性并减慢储蓄总额的下

滑，但这些改革也会引发分配性后果。因此，这

些改革的实施必须慎之又慎。例如，将法定退休

年龄的进一步延长与寿命的增长挂钩，将有助于

减缓新退休人口的增加并能鼓励年长的工作者继

续留任。并且，这个做法对采取有效规定以防止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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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扫盲可以培育储蓄文化，并帮助公众更好地制定退
休计划。

老年贫困至关重要。

在退休制度不完善的国家，目前急需提高养

老金规模，并扩大覆盖范围。中国和韩国是养老

金覆盖率和规模双低，但储蓄率高、社会保障制

度完善的典型。因此，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

通过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提高社会养老

金规模（即转给老年人的现金）、增加对口社会援

助转移等方法，重新分配资源，以减少老年贫困。

这些举措将减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需求，并改善

不平等和老年贫困等状况。

除了本文所探讨的改革之外，各国还需要反

思其养老金系统的整体架构。比如，假设各项必

要的前提条件都得到满足，各国可以考虑出台公

共的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即鼓励民众通过专门

的个人退休计划为退休生活储蓄的计划（Rudolph 

和 Rocha，2009）。

通过开发金融业工具刺激人们主动为退休

生活储蓄是另一个重要的方法。金融体系不够发

达的国家应首先专注于提高金融包容性。从全球

来看，仍有 31% 的成人没有银行账户；且这些没

有银行账户的人口多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Demirgüç-Kunt 等人 2018）。

金融扫盲可以培育储蓄文化，并帮助公众更

好地制定退休计划。金融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可以

制定政策，支持个人为退休生活主动储蓄。例如，

美国提供401(k)计划等税收优惠的退休储蓄工具。

同时，这些国家还可以考虑推出提供税收优惠的

普通储蓄账户或教育储蓄账户。中等收入家庭的

参与对于这些计划能否促使额外储蓄而不是简单

地将现有的储蓄转移到他处而言至关重要。

各国可以采取政策来应对劳动力的预期减

少。例如，如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做法，将改革

的重点立于弥合劳动力参与中的性别差距。这个

做法可以释放大量潜力，因为当前全球仅有 50%

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而男性则为 80%（Dabla-

Norris 和 Kochhar，2019）。提供优质廉价的儿童

看护服务也可以让更多的年轻妈妈进入劳动力市

场。由于临近退休的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往往

会下降，特别是考虑到公众寿命的延长，各国可

以出台政策，鼓励年长工作者继续工作。各国政

府可以重新考量支持提前退休的税收和福利情

况，以便更轻松地挽留年长工作者。

总而言之，这些政策不仅能抑制国民储蓄的

预期下降，还能提高养老金系统的可持续性，并

确保人们在退休后可以过着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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