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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世界人口问题日趋严重，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面临的挑战更是前所未有：在长期人口增长

的背景下，中国当前进入人口发展的新时期；同时，还面临 １９６２—１９７５ 年高生育率时期出生人口逐渐老龄化

所带来的社会老龄化问题。 这两个因素迅速加重了现有养老体系的负担。 参考已实施弹性退休政策的

ＯＥＣＤ 国家的相关安排，立足现有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老年人退休决策因子，
模拟中国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并确定相应的经济动态均衡状态。 通过调整模型中各政策参数，探究老年人退

休决策对经济增长和福利差距的影响机制。 基于研究结果，建议未来应实施弹性退休制度，进一步推行结构

性减税和结构性调整养老保险缴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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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２３ 年中国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２１. １％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

人口的 １５. ４％ 。 中国社会已步入深度老龄化，并且老龄化程度呈进一步加深趋势。 这给中国经济发

展带来了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放缓、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加大、年轻人赡养义务加重和未来

经济预期不明。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退休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逐步提上议程，其中实施弹性退休制

对缓解和改善上述问题可能存在积极作用，亟待深入研究。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得到大幅增长，根据《２０２１ 年我国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７８. ２ 岁，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欧美以及新加坡、
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并没有强制退休年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普遍超过 ５０％ ［１］。 目前中国居民所能领

取的养老保险金偏低，导致大量超龄劳动者继续留在劳动市场。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实施的养老金改革政策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有显著影响，养老金水平的提升总体上

会抑制老年人参与社会劳动的积极性［１ ５］。
根据以上观察，并参考已经实施弹性退休政策的 ＯＥＣＤ 国家在提供灵活性和自主选择退休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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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本文提出了老年人退休决策因子。 该因子是基于老年人在自身健康情况下可获得收入的主

观评价，即当老年人认为退休金收入高于他在自身健康情况下继续工作的收入时，他会选择退休；反
之，他会选择继续工作。 本文将老年人退休决策因子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以确定相应的经济动态均

衡状态，并通过调整各项政策参数来探究老年人退休决策对经济增长和福利差距的影响机制。 本文

旨在为制定与弹性退休相配套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 文献综述

中国退休制度改革是必然趋势。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退休制度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弹性退休

的主题上，研究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为什么要实施弹性退休制度？ 专家们从多个角度阐述了中国实施弹性退休的必要性。 林

嘉［６］通过法理分析指出，法定退休年龄过于刚性，而劳动者参加工作年限、缴费年限以及所从事的工

作性质等存在差异，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该为劳动者提供各种不同的选择。 路春艳和张景鸣［７］、李
倩倩和陈鹏军［８］通过对城镇职工延迟退休意愿分析得出，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要考虑健康状况、岗位级

别和学历等有显著影响的因素，统筹兼顾不同群体利益。 吴翌琳等［９］、罗朝阳和吴迪［１０］ 通过分析中

国健康和老龄化状况指出，中国的强制退休年龄已不能准确反映个体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的活动

能力，亟须探索实施弹性退休制度，合理利用老年人才。
其次，老年劳动者选择退休的核心因素。 Ｋａｌｗｉｊ ａｎｄ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１１］、Ｃｏｉｌｅ［１２］ 通过研究指出健康情况

是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健康状况的下降将增加老年劳动者退休的可能性。 Ｂöｒｓｃｈ⁃Ｓｕ⁃
ｐａｎ［３］、Ｖｅｒｅ［４］、刘子兰等［５］和郭秀云［１３］探讨了养老金与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养老金水

平的提升总体上会抑制老年人参与社会劳动。 满小欧和张艺佳［１４］、肖严华［１５］分析了 ＯＥＣＤ 国家延迟退

休政策，发现劳动者在弹性退休年龄范围内，会综合考虑收入状况、健康情况及养老金给付规则等因素，
自主决定何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并开始领取养老金。 这些研究表明，劳动者选择退休的核心因素是健康情

况和养老金这两个因素，但未给出具体的量化方法，不利于进行深入研究。
最后，弹性退休的社会效果预测。 国内外关于弹性退休的社会效果预测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养老

金保障的影响上，其他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孙荣［１６］ 的研究表明，延迟退休会使年轻一代和老一代

之间在分担财政调整负担方面相对公平，也有利于增强养老账户的支付能力。 Ａｄｅｍａ ｅｔ ａｌ． ［１７］进行了

更细致的研究，指出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对高技能劳动者有显著激励作用，需提高高技能劳动者养老

金缴费率来整体提高养老金水平，从而改善低技能劳动者的福利。 弹性退休对经济和福利的影响引

起了广泛关注，亟待系统性研究。
三、 模型建立

本文应用新古典增长模型，个体共生存两期，分别为成年期和老年期。第 ｔ － １ 期成年人人数为

Ｎｔ －１，第 ｔ 期成年人人数 Ｎｔ ＝ （１ ＋ ｎ）Ｎｔ －１，ｎ 为每期人口增长率。
本文假设每代个体成年期不存在死亡，但在老年期个体因死亡存在生存时限差异，本文用 μ 来表

示老年期个体平均生存时限与完整老年期时长之比。因此，μＮｔ －１ 表示第 ｔ 期老年人的加权平均人口

数。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μＮｔ －１

Ｎｔ ＋ μＮｔ －１
＝

μＮｔ －１

（１ ＋ ｎ）Ｎｔ －１ ＋ μＮｔ －１
＝ μ

１ ＋ ｎ ＋ μ （１）

在式（１） 中，第 ｔ 期总人口数为 Ｎｔ ＋ μＮｔ －１。老年期人口占比为 μ ／ （１ ＋ ｎ ＋ μ）。
本文假设：个体仅在成年期储蓄，在老年期不储蓄；成年人中个体之间不存在差异，均为同质化个

体；老年人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为异质化个体，个体之间的差异表现为健康差异。老年人个体健康情况

由 θ 表示，θ ∈ （０， １］。θ ＝ １，表示老年人个体健康情况与成年人个体相同。老年期人口整体健康分布

遵从 θ 的概率密度函数 ϕ（θ），其累计概率密度函数为 Φ（θ）。
本文假设 θ 的概率密度函数 ϕ（θ） 为韦伯分布。韦伯分布广泛应用于寿命检验与可靠性分析，其

概率密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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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累计分布函数为：

Ｈ（ｘ；ξ，γ） ＝ １ － ｅ － ｘ
ξ( )γ （３）

　 图 １　 韦伯分布概率密度函数

ξ为缩放因子，因为 θ∈（０，１］，所以令 ξ ＝ ０. ５。γ为形状

参数，见图１、图２，当 γ∈［３，４］ 时，韦伯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与累计分布函数近似于正态分布，此阶段的韦伯分布多用于

描述机器寿命后期磨损失效的情况。因此，老年人健康情况 θ
的概率密度函数 ϕ（θ） 为：

ϕ（θ） ＝ ２γ（２θ） γ－１ｅ －（２θ） γ
，θ ∈ （０，１］，γ ∈ ［３，４］ （４）

老年人健康情况 θ 的累计分布函数 Φ（θ）为：

Φ（θ） ＝ １ － ｅ －（２θ） γ
，θ ∈ （０，１］，γ ∈ ［３，４］ （５）

（一） 老年人退休决策因子 θ∗
ｔ

成年人个体不存在差异，假设成年人个体收入均为（１ －

　 图 ２　 韦伯分布累计分布函数

ｇ）（１ － φ）ｗ ｔ，其中：ｇ为个人所得税征收率，ｇ∈（０，１）；φ为养

老保险个人账户缴费率，φ ∈ （０，１）；ｗ ｔ 为成年人个体实际

收入。
第 ｔ 期老年人面临选择退休或继续工作：当老年人个体选

择退休时，他将获得退休金 Ｐ ｔ。老年人健康情况 θ 为百分比分

数。在本文中假设成年人个体健康情况相同，提供的劳动力相

同，成年人平均收入为 ｗ ｔ。进而老年人平均收入应为 θｗ ｔ。个人

所得税率为 ｇ，个人养老保险费率为 φ，则老年人选择继续工作

后获得考虑其健康情况的税后收入为（１ － ｇ）（１ － φ）θｗ ｔ。
依据老年人个体收入最大化的决策，可得老年人收入 Ｉｔ 的

选择为：
Ｉｔ ＝ ｍａｘ｛Ｐ ｔ，（１ － ｇ）（１ － φ）θｗ ｔ｝ （６）
当第 ｔ 期老年人选择退休或继续工作的收入相等时，有：
Ｐ ｔ ＝ （１ － ｇ）（１ － φ）θｗ ｔ （７）

⇒θ∗
ｔ ＝ １

（１ － ｇ）（１ － φ） ×
Ｐ ｔ

ｗ ｔ
（８）

由式（８） 可知，θ∗
ｔ 为老年人退休决策因子。当个体健康情况小于 θ∗

ｔ 时，个体会选择退休领取退休

金 Ｐ ｔ；当个体健康情况大于 θ∗
ｔ 时，个体选择继续工作获得收入（１ － ｇ）（１ － φ）θｗ ｔ。

（二） 家庭问题

对于第 ｔ 期成年人而言，成年人个体无法预知自身未来老年期的健康情况。因此，成年人个体对未

来老年期收入的期望值应基于老年人健康情况分布，可得：

Ｉｅｔ ＋１ ＝ Φ（θ∗
ｔ ＋１）Ｐ ｔ ＋１ ＋ （１ － ｇ）（１ － φ）ｗ ｔ ＋１∫１θ∗ｔ＋１θϕ（θ）ｄθ （９）

在式（９） 中，Ｉｅｔ ＋１ 为第 ｔ ＋ １ 期老年人收入期望值，Φ（θ∗
ｔ ＋１） 为第 ｔ ＋ １ 期老年人选择退休的累计概

率，∫１θ∗ｔ＋１θϕ（θ）ｄθ为第 ｔ ＋ １ 期选择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加权平均健康情况。为解决最优化问题，我们构建

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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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ｔ ＝ ｌｏｇｃ１ｔ ＋ μβｌｏｇｃ２，ｔ ＋１ （１０）
式（１０） 中，ｃ１ｔ 表示第 ｔ 期成年人消费，ｃ２，ｔ ＋１ 表示第 ｔ ＋ １ 期老年人消费，β 为折现因子。
约束条件为：

ｃ１ｔ ＋
μｃ２，ｔ ＋１
１ ＋ ｒｔ ＋１

＝ （１ － ｇ）（１ － φ）ｗ ｔ ＋
μＩｅｔ ＋１

１ ＋ ｒｔ ＋１
（１１）

式（１１） 中，第 ｔ 期成年人消费与第 ｔ ＋ １ 期老年人消费应等于第 ｔ 期成年人收入和第 ｔ ＋ １ 期老年

人期望收入的和，ｒｔ ＋１ 为无风险实际利率。
由式（１０） 与式（１１） 构建拉格朗日方程，分别对 ｃ１ｔ、ｃ２，ｔ ＋１ 求一阶导数，可得：

ｃ１ｔ ＝ １
１ ＋ μβ （１ － ｇ）（１ － φ）ｗ ｔ ＋

μＩｅｔ ＋１
１ ＋ ｒｔ ＋１

[ ] （１２）

ｃ２，ｔ ＋１ ＝
β（１ ＋ ｒｔ ＋１）

１ ＋ μβ （１ － ｇ）（１ － φ）ｗ ｔ ＋
μＩｅｔ ＋１

１ ＋ ｒｔ ＋１
[ ] （１３）

个人缴纳养老保险金和个人所得税被认为是社会储蓄。由式（１２） 可得最优第 ｔ 期总储蓄 ｓ１ｔ：

ｓ１ｔ ＝ ｗ ｔ － ｃ１ｔ ＝ （１ ＋ μβ） － （１ － ｇ）（１ － φ）
１ ＋ μβ ｗ ｔ －

μＩｅｔ ＋１
（１ ＋ μβ）（１ ＋ ｒｔ ＋１）

（１４）

由式（１２）、式（１３）、式（１４） 发现：第 ｔ 期成年人消费、第 ｔ ＋ １ 期老年人消费、第 ｔ 期成年人储蓄均

与第 ｔ ＋ １ 期老年人预期收入有关。
（三） 公司问题

本文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公司生产的产品是同质的。 因此生产这种产品的代表性企业的

生产函数使用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Ｙｔ ＝ ＡＫα

ｔ Ｌ１－α
ｔ ，０ ＜ α ＜ １ （１５）

式（１５） 中，Ｙｔ 为总产出，Ａ为全要素生产率，Ｋ ｔ 为总资本，Ｌｔ 为投入的总劳动，α为劳动力产出的弹

性系数。本文假设总资本均来自上一期储蓄，即：
Ｋ ｔ ＋１ ＝ Ｎｔｓｔ （１６）
总劳动 Ｌｔ 分别由雇佣的第 ｔ 期成年劳动力和第 ｔ 期选择继续工作的老年劳动力提供，即：
Ｌｔ ＝ Ｌｙ

ｔ ＋ Ｌｏ
ｔ （１７）

式（１７）中，Ｌｙ
ｔ 为第 ｔ 期成年劳动力提供的劳动，Ｌｏ

ｔ 为第 ｔ 期选择继续工作的老年劳动力提供的劳动。
本文假设第 ｔ 期一个成年劳动力提供一份劳动，即：
Ｌｙ
ｔ ＝ Ｎｔ （１８）

对于第 ｔ 期选择继续工作的老年劳动力提供的劳动，需考虑老年人健康情况分布，可得：

Ｌｏ
ｔ ＝ ｌθ∗ｔ ，ｔ∫１θ∗ｔ θϕ（θ）ｄθ （１９）

式（１９） 中，ｌθ∗ｔ ，ｔ 是第 ｔ 期选择继续工作的老年劳动力数量，它为：
ｌθ∗ｔ ，ｔ ＝ ［１ － Φ（θ∗

ｔ ）］μＮｔ －１ （２０）
式（２０） 中，［１ － Φ（θ∗

ｔ ）］ 为老年人选择继续工作的累计概率。
由此，公司利润 πｔ 为：

πｔ ＝ ＡＫα
ｔ Ｌｙ

ｔ ＋ ｌθ∗ｔ ，ｔ∫１θ∗ｔ θϕ（θ）ｄθ[ ]
１－α

－ （ｒｔ ＋ δ）Ｋｔ － （１ ＋ ｆ）ｗｔＬｙ
ｔ － （１ ＋ ｆ）ｗｔ ｌθ∗ｔ ，ｔ∫１θ∗ｔ θϕ（θ）ｄθ （２１）

式（２１） 中，δ 为折旧率，ｆ 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
为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分别对式（２１） 中 Ｋ ｔ、Ｌｙ

ｔ 、ｌθ∗ｔ ，ｔ 求一阶导数，得：

αＡ Ｋ ｔ

Ｌｔ

æ
è
ç

ö
ø
÷

α－１

－ δ ＝ ｒｔ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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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α）Ａ Ｋ ｔ

Ｌｔ

æ
è
ç

ö
ø
÷

α

＝ （１ ＋ ｆ）ｗ ｔ （２３）

（１ － α）Ａ Ｋ ｔ

Ｌｔ

æ
è
ç

ö
ø
÷

α∫１θ∗ｔ θϕ（θ）ｄθ ＝ （１ ＋ ｆ）ｗ ｔ∫１θ∗ｔ θϕ（θ）ｄθ （２４）

由式（２３） 和式（２４） 可得，最优总劳动 Ｌｔ 为：

Ｌｔ ＝ ［（１ － α）Ａ］
１
α ［（１ ＋ ｆ）ｗ ｔ］ － １

α Ｋ ｔ （２５）
（四） 政府问题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安排中分别由企业和个人缴纳养老保险金，设立了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

账户。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基本为现收现付制。 故此，本文假设养老保险分别由企业和个人缴纳，实
行现收现付制。

由式（１８）和式（２０）可知总劳动数量为：
Ｌｙ
ｔ ＋ ｌθ∗ｔ ，ｔ ＝ Ｎｔ ＋ ［１ － Φ（θ∗

ｔ ）］μＮｔ －１ （２６）
因此：

（１ ＋ η）（φ ＋ ｆ）Ｎｔ １ ＋ ［１ － Φ（θ∗
ｔ ）］ μ

１ ＋ ｎ∫
１

θ∗ｔ
θϕ（θ）ｄθ{ }ｗ ｔ ＝ Φ（θ∗

ｔ ）Ｐ ｔ μ
Ｎｔ

１ ＋ ｎ （２７）

式（２７） 中，等号左边为养老保险金缴纳总规模，等号右边为养老保险金领取总规模。η 为财政补

贴率，φ 为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率，ｆ 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１８］。
四、 动态均衡

本部分求解老年人退休决策因子 θ∗
ｔ ，并探究模型的稳态均衡情况。

（一） 退休决策因子的确定

根据式（２７）可得：

Ｐ ｔ

ｗ ｔ
＝

（１ ＋ η）（φ ＋ ｆ）（１ ＋ ｎ）｛１ ＋ ［１ － Φ（θ∗
ｔ ）］ μ

１ ＋ ｎ∫
１

θ∗ｔ
θϕ（θ）ｄθ｝

Φ（θ∗
ｔ ）μ

（２８）

将式（２８）代入式（８），得：

θ∗
ｔ ＝ １

（１ － ｇ）（１ － φ）

（１ ＋ η）（φ ＋ ｆ）（１ ＋ ｎ） １ ＋ ［１ － Φ（θ∗
ｔ ）］ μ

１ ＋ ｎ∫
１

θ∗ｔ
θϕ（θ）ｄθ{ }

Φ（θ∗
ｔ ）μ

（２９）

以下说明存在稳定的退休决策因子 θ∗，令：

Ｆ（θ∗
ｔ ） ＝

（１ ＋ η）（φ ＋ ｆ）（１ ＋ ｎ） １ ＋ ［１ － Φ（θ∗
ｔ ）］ μ

１ ＋ ｎ∫
１

θ∗ｔ
θϕ（θ）ｄθ{ }

（１ － ｇ）（１ － φ）Φ（θ∗
ｔ ）μ

－ θ∗
ｔ （３０）

首先证明 Ｆ（θ∗
ｔ ） 为单调递减函数：

因为 ｄ
ｄθ∗

ｔ
∫１θ∗ｔ θϕ（θ）ｄθ[ ] ＝ ｄ

ｄθ∗
ｔ

－ ∫θ
∗
ｔ

１
θϕ（θ）ｄθ[ ] ＝ － θ∗

ｔ ϕ（θ∗
ｔ ） ＜ ０，所以，∫１θ∗ｔ θϕ（θ）ｄθ 单调递减；又

因［１ － Φ（θ∗
ｔ ）］ 也单调递减，所以 Ｆ（θ∗

ｔ ） 为单调递减函数。
当 θ∗

ｔ →０ ＋ 时，ｌｉｍθ∗ｔ →０ ＋Ｆ（θ∗
ｔ ） ＝ ＋ ∞。

当 θ∗
ｔ ＝ １ 时，Ｆ（１） ＝ （１ ＋ η）（φ ＋ ｆ）（１ ＋ ｎ）

（１ － ｇ）（１ － φ）μ － １。

如果 Ｆ（１） ＜ ０，即（１ ＋ η）（φ ＋ ｆ）（１ ＋ ｎ）
（１ － ｇ）（１ － φ）μ － １ ＜ ０，则 Ｆ（θ∗

ｔ ） ＝ ０ 在 θ∗
ｔ ∈ （０，１］ 区间内有唯一

解。该解采用数值计算中的“二分法” 求得，本文应用 Ｒ 语言在 Ｒ Ｓｔｕｄｉｏ 平台进行编程求解。
（二） 长期稳态均衡的确定

人均资本 ｋｔ ＋１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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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ｔ ＋１ ＝
Ｋ ｔ ＋１

Ｎｔ ＋１
（３１）

由式（１４）、式（１６）、式（３１）整理可得：

ｋｔ ＋１ ＝ １
１ ＋ ｎ

（１ ＋ μβ） － （１ － ｇ）（１ － φ）
１ ＋ μβ ｗ ｔ －

μＩｅｔ ＋１
（１ ＋ μβ）（１ ＋ ｒｔ ＋１）

[ ] （３２）

由式（１７）、式（１８）、式（１９）、式（２０） 整理可得总劳动 Ｌｔ 为：

Ｌｔ ＝ Ｎｔ １ ＋ ［１ － Φ（θ∗
ｔ ）］ μ

１ ＋ ｎ∫
１

θ∗ｔ
θϕ（θ）ｄθ{ } （３３）

由式（２５）、式（３３）整理可得：

ｋｔ ＋１ ＝ １ ＋ ［１ － Φ（θ∗
ｔ ＋１）］

μ
１ ＋ ｎ∫

１

θ∗ｔ＋１
θϕ（θ）ｄθ{ }［（１ － α）Ａ］ － １

α ［（１ ＋ ｆ）ｗ ｔ ＋１］
１
α （３４）

由式（８）可得：
Ｐ ｔ ＋１ ＝ （１ － ｇ）（１ － φ）θ∗

ｔ ＋１ｗ ｔ ＋１ （３５）
成年人个体对未来老年期收入的期望值为：

Ｉｅｔ ＋１ ＝ Φ（θ∗
ｔ ＋１）Ｐ ｔ ＋１ ＋ （１ － ｇ）（１ － φ）ｗ ｔ ＋１∫１θ∗ｔ＋１θϕ（θ）ｄθ （３６）

由式（２２）、式（２３）整理可得：

ｒｔ ＋１ ＝ αＡ １ ＋ ｆ
（１ － α）Ａｗ ｔ ＋１[ ]

α－１
α

－ δ （３７）

最终由式（３２）、式（３４）、式（３５）、式（３６）、式（３７）整理可得：

ｗ ｔ ＝ Ψ１ｗ
１
α
ｔ ＋１ ＋

Ψ２ｗ ｔ ＋１

１ － δ ＋ Ψ３ｗ１－ １
α

ｔ ＋１

（３８）

Ψ１、Ψ２、Ψ３ 分别为：

Ψ１ ＝ （１ ＋ μβ）（１ ＋ ｎ）
（１ ＋ μβ） － （１ － ｇ）（１ － φ） １ ＋ ［１ － Φ（θ∗

ｔ＋１）］
μ

１ ＋ ｎ∫
１

θ∗
ｔ ＋１

θϕ（θ）ｄθ{ }［（１ － α）Ａ］ － １
α （１ ＋ ｆ）

１
α （３９）

Ψ２ ＝ μ
（１ ＋ μβ） － （１ － ｇ）（１ － φ） Φ（θ∗ｔ＋１）（１ － ｇ）（１ － φ）θ∗ｔ＋１ ＋ （１ － ｇ）（１ － φ）∫１θ∗

ｔ ＋１

θϕ（θ）ｄθ[ ] （４０）

Ψ３ ＝ αＡ １ ＋ ｆ
（１ － α）Ａ[ ]

α－１
α

（４１）

其中：Ψ１、Ψ２、Ψ３ 均大于 ０。
在式（３８） 中，当 ｗ ｔ ＝ ｗ ｔ ＋１ ＝ ｗ∗ 时，人均实际收入处于稳态，即：

ｗ∗ ＝ Ψ１ｗ∗ １
α ＋

Ψ２ｗ∗

１ － δ ＋ Ψ３ｗ∗１－ １
α

（４２）

令 ｕ ＝ ｗ∗ １
α －１，则：

１ ＝ Ψ１ｕ ＋
Ψ２ｕ

（１ － δ）ｕ ＋ Ψ３
（４３）

因 ｗ ＞ ０，则 ｕ ＞ ０，得：

ｕ ＝
－ （Ψ１Ψ３ － １ ＋ δ ＋ Ψ２） ＋ （Ψ１Ψ３ － １ ＋ δ ＋ Ψ２） ２ ＋ ４Ψ１Ψ３（１ － δ）

２Ψ１（１ － δ） （４４）

因此：

ｗ∗ ＝ － （Ψ１Ψ３ － １ ＋ δ ＋ Ψ２） ＋ （Ψ１Ψ３ － １ ＋ δ ＋ Ψ２） ２ ＋ ４Ψ１Ψ３（１ － δ）
２Ψ１（１ － δ）

[ ]
α

１－α

（４５）

为证明稳态状态是全局稳定的，本文进行以下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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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３８）改写为：

ｗ ｔ ＝ Ψ１ｗ
１
α
ｔ ＋１ ＋ Ψ２ｗ ｔ ＋１ [（１ － δ） ＋ Ψ３ｗ － １

α －１( )
ｔ ＋１ ]

－１
（４６）

可得：
ｄｗｔ

ｄｗｔ＋１
｜ ｗｔ ＝ｗｔ ＋１ ＝ｗ

∗ ＝ １
α Ψ１ｗ

１
α －１
ｔ＋１ ＋ Ψ２ [（１ － δ） ＋ Ψ３ｗ－ １

α －１( )
ｔ＋１ ]

－１

＋ Ψ２ｗｔ＋１ [（１ － δ） ＋ Ψ３ｗ－ １
α －１( )

ｔ＋１ ]
－２
Ψ３ｗ－ １

α
ｔ＋１ ｜ ｗｔ ＝ｗｔ＋１ ＝ｗ∗

＝ １
α － １( )Ψ１ｗ

１
α －１
ｔ ＋１ ＋ Ψ１ｗ

１
α －１
ｔ ＋１ ＋ Ψ２ [（１ － δ） ＋ Ψ３ｗ － １

α －１( )
ｔ ＋１ ]

－１

＋ Ψ２ｗ ｔ ＋１ [（１ － δ） ＋ Ψ３ｗ － １
α －１( )

ｔ ＋１ ]
－２
Ψ３ｗ － １

α
ｔ ＋１ ｜ ｗｔ ＝ ｗｔ＋１ ＝ ｗ∗ （４７）

由式（４３）可知：

１ ＝ Ψ１ｗ∗ １
α －１ ＋

Ψ２

１ － δ ＋ Ψ３ｗ∗１－ １
α

（４８）

并且：
１
α － １( )Ψ１ｗ∗ １

α －１ ＞ ０，Ψ２ｗ∗ [（１ － δ） ＋ Ψ３ｗ∗－ １
α －１( ) ]

－２
Ψ３ｗ∗－ １

α ＞ ０ （４９）

所以由式（４８）和式（４９）可知式（４７）：
ｄｗ ｔ

ｄｗ ｔ ＋１
｜ ｗｔ ＝ ｗｔ＋１ ＝ ｗ∗ ＞ １ （５０）

因此：
ｄｗ ｔ ＋１

ｄｗ ｔ
｜ ｗｔ ＝ ｗｔ＋１ ＝ ｗ∗ ＜ １ （５１）

由式（５１）可知，人均实际收入的稳态状态是全局稳定的。
因此，分别将式（３２）、式（３４）、式（３５）、式（３６）、式（３７）整理，可得人均资本的长期稳态条件：

ｋ ＝ １
１ ＋ ｎ

（１ ＋ μβ） － （１ － ｇ）（１ － φ）
１ ＋ μβ ｗ － μＩ（θ∗）

（１ ＋ μβ）（１ ＋ ｒ）[ ] （５２）

Ｉ（θ∗） ＝ Φ（θ∗）（１ － ｇ）（１ － φ）θ∗ｗ ＋ （１ － ｇ）（１ － φ）ｗ∫１θ∗θϕ（θ）ｄθ （５３）

ｒ ＝ αＡ １ ＋ ｆ
（１ － α）Ａｗ[ ]

α－１
α

－ δ （５４）

ｋ ＝ １ ＋ ［１ － Φ（θ∗）］ μ
１ ＋ ｎ∫

１

θ∗
θϕ（θ）ｄθ{ }［（１ － α）Ａ］ － １

α ［（１ ＋ ｆ）ｗ］
１
α （５５）

式（５２）、式（５３）、式（５４）表现了人均资本与成年人实际收入、老年期预计收入及成年期储蓄的关系，
并考虑了利率的影响。 式（５５）表现了人均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实际收入及劳动供给三者的关系。

（三） 福利差距

由式（１０）、式（１２）、式（１３）可得年轻期与老年期稳态效用函数：

Ｕｙ ＝ ｌｏｇ １
１ ＋ μβ （１ － ｇ）（１ － φ）ｗ ＋ μＩｅ

１ ＋ ｒ[ ]{ } （５６）

Ｕｏ ＝ μβｌｏｇ β（１ ＋ ｒ）
１ ＋ μβ （１ － ｇ）（１ － φ）ｗ ｔ ＋

μＩｅ
１ ＋ ｒ[ ]{ } （５７）

式（５６）为年轻期效用函数，式（５７）是老年期效用函数。

Ｕｙ ／ Ｕｏ ＝
ｌｏｇ １

１ ＋ μβ （１ － ｇ）（１ － φ）ｗ ＋ μＩｅ
１ ＋ ｒ[ ]{ }

μβｌｏｇ β（１ ＋ ｒ）
１ ＋ μβ （１ － ｇ）（１ － φ）ｗ ｔ ＋

μＩｅ
１ ＋ ｒ[ ]{ }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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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式（５８）反映年轻期与老年期的效用差距。
本文首先用数值计算中的“二分法” 求得退休决策因子 θ∗，然后应用式（４５） 计算出实际工资 ｗ，

再根据式（５２）、式（５３）、式（５４）、式（５５） 计算出人均资本 ｋ，最后应用式（５８） 计算出福利差距。所有计

算均应用 Ｒ 语言编程求解。
五、 参数校准及数值模拟

（一） 参数校准

第一，单期时间跨度。 本文模型中个体经历成年期和老年期，成年期开始时间为个体 １８ 岁，而根

据统计数据，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为 ５４ 岁，因此我们假设每期时间跨度为 ３６ 年。
第二，老年期个体平均生存时限与完整老年期时长之比 μ。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

《２０２１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２１ 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为 ７８. ２ 岁，即老年期

人口平均寿命取为 ７８. ２ 岁，因此 μ 为 ０. ６７。
第三，折现因子 β。 参考曹信邦和李远忠［１９］的研究，β ＝ ０． ９。
第四，全要素生产率 Ａ。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２０２３

年）》，２０２２ 年国民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为 １. ３５，即：Ａ ＝ １. ３５。
第五，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 α。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未来 １５ 年中国

经济增长潜力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及指标研究》 ［２０］，α ＝ ０. ５５。
第六，个人所得税征收率 ｇ。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３》数据：２０２２ 年个人所得税总收入 １４ ９２２. ８５ 亿

元，２０２２ 年全国年人均工资 １１. ４０ 万元，２０２２ 年劳动力人口为 ７. ６８６ ３ 亿人，故个人所得税征收率 ｇ
为 １. ７％。

第七，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缴费率 φ。 按照《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国发〔２００５〕３８ 号）的规定，个人账户缴费率 φ 为 ８％ 。

第八，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 ｆ。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９〕１３ 号）的规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 ｆ 为 １６％ 。

第九，财政补贴率 η。 根据《２０２２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

助为 １０ ５６３. ３２ 亿元。 根据《２０２２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２０２２ 年全国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收入为 ６８ ９３３ 亿元。 因此财政补贴率 η ＝１０ ５６３. ３２ ／ （６８ ９３３ －１０ ５６３. ３２） ＝１８. １０％。
第十，折旧率 δ。 参考 Ｄｅｎ Ｈａａｎ ｅｔ ａｌ． ［２］ 的研究，年折旧率为 ０. ０２５，所以整期折旧率 δ ＝ １ － （１ －

０. ０２５）３６ ＝０. ５９８。
第十一，每期人口增长率 ｎ。 ２０２２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０. ０６％，２０２３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０. １４８％。 本文取 ２０２３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整期人口增长率，即：ｎ ＝ （１ － ０. ００１ ４８）３６ － １ ＝
－５. １９％ ［１９ ２０］。

图 ３　 人口增长率与人口老龄化变动对退休决策因子 θ∗的影响

（二） 模拟与数值分析

１． 退休决策因子 θ∗

通过图３可知，人口增长率与退休决策因子 θ∗ 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即人口增长率的提高会使老年

人选择在更健康的情况下退休，因为更多人缴纳社保，导致当期领取的养老保险金增加。从图 ３ 还可

知，老年人老年期平均

生存时长与退休决策

因子 θ∗ 有显著的负向

关系。因为老年人寿命

的提升，其老年期选择

继续工作可获得更多

的收入。中国正处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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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个人养老保险缴费率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动对退休决策因子 θ∗ 的影响

口发展新时期，同时伴

随着人均可预期寿命

的提升，中国老年人的

退休决策因子 θ∗ 将会

不断下降，即老年人更

愿意在老年期选择工

作，由此为延迟退休政

策的推行提供空间。
通过图 ４ 可知，个人养老保险缴费率和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均与退休决策因子 θ∗ 有显著的正向

关系。从斜率上看，退休决策因子 θ∗ 对个人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动比对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动更敏

感，这是因为老年人选择继续工作则需继续缴纳养老保险，显著影响老年人选择继续工作的收入，进
而影响退休决策因子 θ∗。基于中国国情，减税降费已成为政策的指导方向，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已由

２０％ 降为 １６％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退休决策因子 θ∗ 会下降，更多老年人会选择继续工作。

图 ５　 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与财政养老保险补贴率变动对退休决策因子 θ∗的影响

通过图 ５ 可知，个
人所得税征收率对退休

决策因子 θ∗ 几乎无影

响，这符合税收中性原

则，说明个人所得税征

收率变动并不会大幅影

响老年人退休或继续工

作的选择。这种情况缘

于中国主要以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为财政税收收入主体，个人所得收入在扣除免征额和各项税前扣

除后，实际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很少。从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只占社会总工资的 １. ７％ 亦可得出

同样的结果。因此，在较低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下，个人所得税征收率变动对退休决策因子 θ∗ 的影响

非常有限。另外，从图 ５ 还可得知，财政养老保险补贴率与退休决策因子 θ∗ 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但
从斜率上看，相比财政养老保险补贴率的变动，退休决策因子 θ∗ 对图 ３ 和图 ４ 中的参数变动更加敏

感。当下养老保险主要由各级财政进行补贴来保证养老保险发放。面对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财
政养老保险补贴率有提高趋势。

图 ６　 人口增长率与人口老龄化变动对人均资本的影响

２． 人均资本

通过图 ６ 可知，人
口增长率与人均资本

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即
人口增长率的提高会

使人均资本下降。 老

龄化程度的提高，会使

人均资本上升，这是因

为：老龄化程度的增加导致退休决策因子 θ∗降低，更多老年人选择继续工作而非退休，使劳动供给提

高，实际工资水平降低；年轻人实际工资下降和式（３６）中年轻人对老年期预期收入下降，使得年轻人

增加当期储蓄进而导致当期人均资本提高。
通过图 ７ 可知，个人养老保险缴费率与人均资本呈正向关系。 当退休决策因子 θ∗因个人养老

保险缴费率提高而增加时，更多老年人会选择退休。 由此体现为当期劳动供给下降，进而引致实际

工资水平的提高。 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年轻人对老年期预期收入的增加，使得年轻人当期储蓄

和消费同时提高，进而推高当期人均资本。 从图 ７ 中可以看出，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与人均资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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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个人养老保险缴费率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动对人均资本的影响

显著的负向关系。 企

业养老保险缴费率的

提高导致退休决策因

子 θ∗ 上升，更多老年

人会选择退休。 从式

（２３） 中可以看出：劳
动供给减少会提高实

际工资，但企业养老

保险缴费率的提高会降低实际工资。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提高对实际工资减少的影

响大于对劳动供给减少的影响。 由式（５２）可以看出：一方面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提高会增加年轻

人对老年期的预期收入，所以年轻人会减少储蓄；另一方面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提高主要表现为实

际工资的减少，进而导致当期人均资本下降。

图 ８　 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与财政养老保险补贴率变动对人均资本的影响

由图 ８ 可知，个人

所得税征收率与人均

资本呈正向关系。 这

是因为在较低征收率

下个人所得税征收率

的变动对退休决策因

子 θ∗ 影响较小，故劳

动供给基本不变。 其

影响主要体现在年轻

人对老年期预期收入的下降，因此年轻人增加储蓄，进而当期人均资本上升。 财政养老保险补贴率对

人均资本影响比较微弱，因其在模型中只影响退休决策因子 θ∗，且对退休决策因子 θ∗的影响也比较

小，只有当财政养老保险补贴率极大时才会对人均资本有微弱的下降影响。

图９　 人口增长率对福利差距的影响
　

图１０　 人口老龄化对福利差距的影响

　
图１１　 个人养老保险缴费率对福利差距的影响

　
图 １２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福利差距的影响

　 　 ３． 福利差距

图 ９ 表示人口增长

率对福利差距的影响。
从图９ 中可以看出：伴随

人口增长率的提高，年轻

期与老年期的福利差距

增大。 图１０ 表示人口老

龄化对福利差距的影响。
从图 １０ 中可以看出：随
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年
轻期与老年期的福利差

距缩小。 图 １１ 表示个人

养老保险缴费率对福利

差距的影响。 从图 １１ 中

可以看出：随着个人养老

保险缴费率的提高，年轻

期与老年期的福利差距

缩小。 图１２ 表示企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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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个人所得税征收率对福利差距的影响
　

图１４　 财政养老保险补贴率对福利差距的影响

老保险缴费率对福利

差距的影响。 从图 １２
中可以看出：随着企业

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提

高，年轻期与老年期的

福利差距先缩小后扩

大。 图 １３ 表示个人

所得税征收率对福利

差距的影响。 从图 １３
中可以看出：随着个人所得税征收率的提高，年轻期与老年期的福利差距缩小。 图 １４ 表示财政养老

保险补贴率对福利差距的影响。 从图 １４ 中可以看出：财政养老保险补贴率对福利差距几乎无影响。
六、 结论

本文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老年人退休决策因子 θ∗。在年轻人为同质个体、老年人为异质个体的

假设下，老年人的退休决策基于其自身健康情况所带来的收入变化。基于此模式，推导出了年轻人根据老

年期预期收入和年轻期收入的最优储蓄消费函数。基于此模型，还推导出在企业利润最大化情况下的劳

动力供给和实际无风险利率。依据以上结论，构造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险给付模式函数，并推导出退

休决策因子 θ∗。当老年人健康情况在此 θ∗ 之下时，老年人将选择退休，反之老年人将选择继续工

作。本文探究了各关键参数量对退休决策因子 θ∗ 的影响，发现：个人所得税征收率对退休决策因子

θ∗ 几乎无影响；人口增长率、个人养老保险缴费率、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财政养老保险补贴率的

提高均对退休决策因子 θ∗ 产生正向影响，即这些参数的提高会使更多老年人选择退休；人口老龄

化程度的提高会使退休决策因子 θ∗ 降低，即更多老年人选择继续工作。
在求得退休决策因子 θ∗ 后，推导出了实际工资和人均资本的动态均衡。通过改变关键参数，本文

发现：人口老龄化、个人养老保险缴费率和个人所得税征收率的提高对人均资本的增长产生积极作

用；人口增长率、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提高对人均资本积累呈负向影响；财政养老保险补贴率对人

均资本积累基本无影响。
另外，在此退休决策模式下，本文还对比了年轻期福利与老年期福利差距，并通过改变关键参数

量来研究其变化。 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个人养老保险缴费率和个人所得税征收率的提高对缩

小年轻期与老年期福利差距有积极作用；人口增长率提高会增大年轻期与老年期福利差距；财政养老

保险补贴率对年轻期与老年期福利差距基本无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积极推动退休模式改革，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物

质条件的提高使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大量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年劳动力在现行固定退休年龄的制

度安排下被强制退休，这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应当尊重老年人选择退休或继续工作的意愿，逐步

实现弹性退休。 这一方面可以提高老年人收入，加强老年人消费能力，进而提升老年人福利，也可以

减轻养老保险给付压力，提升年轻人未来预期，促进年轻人消费，另一方面也会缩小年轻期与老年期

福利差距。
其次，通过强化结构性减税措施，在不增加低收入人群的税负条件下，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以

此弥补养老保险赤字问题。 在中国，非工资所得（如股息、利息、租金等）通常按 ２０％的税率缴纳个人

所得税，应积极将这些非工薪收入纳入综合所得之中，以此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 这虽然不

影响退休意愿，但可以提高人均资本积累，也对缩小年轻期与老年期福利差距有积极作用。 中国老龄

化有进一步加深趋势，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贴比例只会进一步提高，这加大了财政压力，提高高收入

人群的税负可以使财政补贴养老保险有稳定的税源基础。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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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提高个人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并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中国目前实行的 １６％的企业

养老保险缴费率有进一步下降空间。 个人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提高会使实际工资提高，增加了年轻人

储蓄，促进了年轻期和老年期的消费，人均资本得到提升。 适度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减轻企业

负担、缩小年轻期与老年期福利差距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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