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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涉及利益的事儿，都不太好办。
养老保险并轨就是这么一桩，过了20

多年，才动了刀。
记得五六年前去采访，一位专家给我

列举养老保险的诸多人群适用标准，还用
了一个很形象的术语“碎片化”。那时
候，新农保刚开始试点，城居保还没有，
农民工社会保险的转移接续还是个非常大
的问题。不同被标签化的人群像一堵堵墙
横亘在各自的空间里，打不通，也跨不过
去。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利益，不同的人
群之间，不同的省市之间，很难统筹协
调。

后来，有了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有了 《社
会保险法》，有了“小并轨”——新农保
和城居保合并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直到近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确定并轨。之前，机关
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退休金的差距一直为
社会所诟病，这次，并轨了，按理说，异
议声该少了才是，但还是应了一句老话：
众口难调。由于并轨是个综合工程，要消
化改革的成本，要避免由于缴费而带来的

现实收入的降低，还
配 套 了 调 工 资 的 政
策，于是口水又飞起
来了。

许多人都觉得自
己受了委屈，凭什么

公务员的工资要比企业打工的高？凭什么
要比农民高？凭什么要比下岗职工高？公
务员也百般委屈，凭什么工作了 20 多年，
还拿不到2000元？

说到底，大家纠结的是结果为什么不
均等？偏向公务员、制度不公平的帽子就
被不少人这么扣上了！

但事实上，让劳动力都体现一个价本
身就是不合逻辑，劳动不分贵贱但是劳动
价值有高低，而薪酬是其中的一个体现。

这次并轨，采用了工资调整、建立职
业年金的办法来降低改革的阻力，恰恰是
为了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让近4000万的
公务员不再游离在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之
外，与其他 3 亿城镇职工一样采用缴费方
式建立起养老保险体系来。同时，在薪酬
规范上，明确了工资的范围而减少补贴的
收入，建立职务职级双重晋升通道，部级
以下公务员不再配公车而采用车补发放，
这一切不正是为了让公务员这个职业越来
越透明，革除公众所痛恨的灰色收入、隐
性福利么？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改革
不是局部的调整，而是制度性的变革，养
老保险体系之外，也是推进机关事业单位
分类改革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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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养老待遇会变差么？
缴费后现在的工资会降么？
这几天，近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这两个问题深深地困扰。上周，国务院下发了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2014年10月
1日起，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这意味着，机关事业单位将建立与
企业相同的养老保险制度，进入缴费时代。

众所周知，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刚开年就打出这张牌，必有深意。

改革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工资
是按“最终工资”的一定比例分档计算，退休
后的退休金大概为退休前的 80%到 90%，如果
一名公务员退休前的工资为每月5000元，那么
退休后能拿到4000到4500元。

由于退休前工资跟职务密切关联，所以还
出现了“提职一日游”的现象，即退休前提个
职位，为了退休后多拿点儿工资。

改革后，按照《决定》，从2014年10月1日起，不
管是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员工，养老待遇不再和职
称、级别挂钩，而是和企业职工一样，在职时单位和
个人都要缴费，退休后到社保领取养老金。

按照规定，机关事业单位按照工资总额的
20%缴费，个人按照缴费工资的8%缴纳。单位
交的钱计入统筹账户，形成统筹基金，现收现
付，个人交的钱全都计入个人账户，退休后才
能支取。个人账户部分可以继承，超额部分由
社会统筹补充。

除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外，本着构建多层次
养老保险体系的初衷，机关事业单位还会实施职
业年金，资金来源由两部分构成：单位按工资总额

的8%缴费，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4%缴费，两部
分资金构成的职业年金基金都实行个人账户管
理。工作人员退休时，依据其职业年金积累情况
和相关约定按月领取职业年金待遇。

此外，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工资不再
由原单位发放，而是由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待
遇调整不再与同职级在职职工增长工资直接挂
钩，而是与企业退休人员以及城乡老年居民基
本养老待遇调整统筹考虑，避免了一些退休职
工较多、退休金负担较重的单位不敢给在职员
工涨工资的局面。

为了配合养老并轨，降低改革的阻力，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调整方案也配套出
台。国务院办公厅为此转发了 3 个实施方案并
已经发到各单位，一是公务员基本工资的调
整，二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的调整，
三是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的调整。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
的解释，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如
果不是极特殊情况，待遇水平都
会有所增加，至少是不降低。

退休待遇怎么样

改革之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按照“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来发放。

在2014年10月1日之前已经退休的“老人”，还和以前一样，维持
原待遇不变。2014年10月1日之后参加工作的“新人”，完全按照新办
法实施，在职时缴费，退休时领取基本养老金，这个养老金为基础养
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之和。

情况最复杂的是单位的“中人”，也就是2014年10月1日之前参加
工作，10月1日之后退休的这部分人，在《决定》中，改革前算作“视
同缴费”。“中人”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退休时，个人缴费年限累
计不足 15 年的“中人”，退休后的养老保险关系和养老金的计发比照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若干规定》 执行。按照 《规
定》，累计缴费不足 15年的，可以延长缴费至满 15年。或者可以转入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对缴费年限累计满了15年的“中人”，这次改革设定一定期限的过
渡期，在过渡期内实行新老办法对比。新办法计发的养老金低于老办

法的，按老办法补齐，新
办法计发的养老金高于老
办法的，对高出部分会有
所限制。

因为这次改革设定了
一个过渡期，因此缴费年
限累计满了 15 年的“中
人”，在过渡期内，基本
养老金就比“新人”多出
一块，在发放基础养老金
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
上，还会依据视同缴费年
限长短等因素发给过渡性
养老金。对于“中人”的
过渡性养老金怎么计算发
放，相关政策还在制定当
中。

那每月领取的基础
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又怎么计算呢？

简单说，决定基础养老金多少的有三个因素，一个是所在地
区上年度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这就意味着，在不同地区、
不同年份退休的人员，他的基础养老金是不同的。第二个是
本人每月缴费工资的平均数，比如缴了20年，这个平均数
就是20年里，每个月的缴费工资相加，除以240个月。第
三个是缴费的年限。

以今年要退休的老王为例，他所在省2014年在岗
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4000元，假设老王已经缴费35
年，每月缴费工资的平均数是 3000 元，那么老
王的基础养老金的计发基数就是两者相加除
以 2，即 3500 元，然后根据缴费的年限，每
缴费一年计发 1 个百分点，老王缴了 35
年 ， 他 的 基 础 养 老 金 就 是 3500 乘 以
35%，即 1225 元。这个基础养老金是
固定的，如果要调整的话，则要根
据政府要求统一进行。而个人账户
养老金，则是根据退休时个人账
户累计的本息，除以规定的计
发月数所得。按照 《决定》
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
数 表 ， 退 休 年 龄 越 大 ，
对应的计发月数越小，
也就是说缴费时间越
长，缴费越多，退
休拿到的钱也越
多。

养老金怎么发

养 老
金 “ 并 轨 ”

之后，将面对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养

老金的钱从哪里来
的问题。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开始启动
的企业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就产生了
巨 大 的 “ 改 制 成
本”，而消化这个成

本花费了非常长的时
间。这次改革，也不可

避免地需要付出改革的
成本。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

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介绍：“这要根据单位不同的类
型确定它的资金来源，首先作为机关公务员来讲，都
是财政拨款，作为单位的缴费部分都是可以纳入到财
政预算，由财政来支付，对于参公的事业单位和其他
单位，都是可以由财政同样纳入预算来缴纳单位的这
方面的费用，事业单位改革以后，如果是一类的事业
单位，单位的缴费部分同样纳入财政预算里面，由财

政来支付，作为二类事业单位实行的是财政差额拨
款，除了单位缴费有一部分是纳入财政预算的，需要
由单位自筹资金来支付这个缴费。”

在近日的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也进行
了进一步明确。

养老保险的基本制度模式是现收现付，部分积
累，主要是代际赡养的模式，工作的一代缴费来供养
已经退休的一代，不用同时筹措在职职工缴费和退休
人员养老金发放两笔巨额资金，而是可以做财务上的
转化。公务员的供款渠道只有财政，所以要建立职业
年金制度，财政是唯一的供款渠道，不允许机关自筹
自支搞小金库。

但他同时也指出，就现实财政能力而言，完全可
以安排好现在的在职职工缴费和退休人员养老金发
放。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将来的负担会越来越
重，对长远的资金平衡问题要积极采取措施，妥善解
决。比如外界一直建议的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投资运
营来实现保值增值，他透露已列入养老保险顶层设计
的总体方案中，会尽早提出一个具体方案。

此外，根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单独建账，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管理使
用，因此不会出现挤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结存基金的
问题。

钱从哪里来

组合拳怎么打

养 老
并 轨 不

是 单 个 的
点，在人社

部副部长胡晓
义看来，问题很

多，是个非常复杂
的工程。
“首先是相应的配

套政策，工资制度怎么
完善，如何与养老制度相

衔接？这还是机关、事业单
位内部的事儿。再往外看，除

了职工，还有其他社会群体，如
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怎么考虑？低

保家庭怎么考虑？”胡晓义说。
因此，此次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遵循了“一个统一、五个同步”
的基本思路。

“一个统一”就是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等
城镇从业人员统一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
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
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并行的两大
制度平台，并可相互衔接，从而构建起完整的
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五个同步”为机关
与事业单位同步改革；职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同步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完善工
资制度同步推进；待遇确定机制与调整机制同
步完善；改革在全国范围同步实施。“五个同
步”突出了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综合平衡

前后左右的各种关系，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
保证改革顺利推进。

未来，国家将逐步建立覆盖机关、企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和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金正常调
整机制，根据物价变动、职工工资增长、收入
水平提高等到情况，并兼顾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承受能力、财政负担能力等因素，统筹考虑各
类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

此外，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推进
的同时也考虑其他相关群体的政策安排。比如
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首次统一
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

根据政策，从 2015年 1月 1日起，企业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再提高 10%，迎来第 11 连
涨，预计将近 8000 万退休人员受益。同时，
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70 元，即在原每人每月 55
元的基础上增加15元，提高幅度为27.3%，从
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此外，2015 年起还将提高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待遇标准。国务院决定，对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的财政补助标准再次提高 60 元，
达到人均 380 元。新增资金重点用于全面实
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减轻困难家庭就医
费用负担。

费了那么大力气，铺垫了那么久，并轨
这张牌终于打出来了。上承公务员改革的脉
络和反腐的节奏，切中公众关注的热点，同
时在具体的操作中完成顶层和底层设计，为
改革中啃其他更难啃的骨头减少阻力。

激励机制 徐 骏作 （新华社发）激励机制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缴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制度公平不是均等
尹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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