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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中的性别政策评述

王 震

内容提要 :

姜性在劳务市场中的不利地位以 及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
,

造成女性养老保险的覆盖

率和受益水平都低于 男性
,

从而导致老年女性的贫困发生 率高于男性
。

针对这种情况
,

西方发达国

家和一 些发展中国 家形成了一整套有利 于女性的养老保险政策
。

这些政策主要有四 类
:

基于 引致

性权利 的女性养老保险政策
;
养老保险的家庭照料补贴

; 针对非正规就 业女性的养老保 险政策
; 社

会
“
安全 网

”

政策
。

本文对此进行扼要的评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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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仅在劳务市场 中的表现弱于男性
,

而且

在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与受益水平上也低于男性
。

这

种状况导致老年女性的贫困发生率高于男性
。

针对

女性所处的这种 困境
,

西方发 达国家 的养老保险体

系逐渐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政策措施来保护女性的养

老保险权益
,

以减轻老年女性贫困
。

一些发展 中国

家也实施 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
。

根据这些政策的历

史和逻辑发展脉络
,

本文对养老保 险中的性别政策

进行评述
,

以期对中国养老保险体 系中的性别政策

设计提供参考
。

一
、

养老保险中的性别差异

养老保险中的性别差异来源于两个方面
:

一是

男性和女性在劳务市场中的相对地位和面临的不同

条件
; 二是养老保 险的资格条件 和受益结构 ( B er

-

t r a n o u ,

2 0 0 1 )
。

S e h a lk w y k 邑 W o r o n i u k ( 1 9 9 5 ) 总结 了劳务市

场 中影响女性社会保险的特征
:

第一
,

女性的劳务市

场参与率低于男性
。

第二
,

所从事 的职业具有 明显

的
“
女性化

”
特征 ; 进人非正规就业的比例高于男性

。

第三
,

因为生育和哺育以及家庭照料责任
,

女性 的职

业生涯经常会中断
,

其有效就业年 限低于男性
。

第

四
,

女性所从事的无酬劳动多于男性
。

第五
,

女性在

劳务市场上 的工资报酬水平低于男性
。

这些特征
,

通过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映射到女

性 的养老金受益水平上
。

一般而言
,

越是与缴费和

就业年限联系紧密 的养老保险设计
,

越不利于养老

金受益上的性别平等 ( iG
n n ,

et al
. ,

2 0 01 )
。

按照世

界银行的说法
, “

女性在任何以收人和就业为基础的

老年保障安 排 中都处于 不利 地位
”

( W or ld aB kn
,

1 99 4)
。

而当前大多数国家的主体养老保险制度
,

不

论是基金积累制还是现收现付制
,

都或多或少与被

保险人的就业年限与缴费贡献相联系
。

E d w a r d S ( 2 0 0 0 )对智利养老保险改革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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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I(20 0 4)以及 D W P (20 05 )对英 国养老金受益的

性别差异的研究以及 o Jh s no
n (1 9 9) 9对美 国的研究

都显示
,

给定女性在劳务市场 中的参与率
、

就业时间

和收人水平
,

在养老金受益水平上
,

女性低于男性
。

在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上
,

女性也低 于男性
。

在

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养老保险的早期
,

由于女性劳务

市场参与率低
,

所以女性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也低
; 这

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 战之后
,

特别是 上世 纪 60 和

70 年代之后
,

随着女性 劳务市场参与率 的提 高
,

女

性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也逐步提高
。

即使如此
,

到 目

前为止
,

西方发达 国家女性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仍低

于男性 ( D W P
,

20 05 )
。

而在一些发展 中国家
,

非正

规就业群体 庞大
,

而女性 所 占比例 又远 高于 男性

(I L O
,

20 02 )
。

非正规就业 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缺乏

有效的社会保险覆盖
。

这意味着在未被养老保险覆

盖的人群中
,

女性所 占比例高于男性 ( I L O
,

1 9 9 9 )
。

在生理特征上
,

女性 的预期 寿命又高于男性
。

测算显示
,

在 2 0 0 2 年世界范围内的男性预期寿命为

62 岁
,

女 性预 期寿命为 “ 岁
,

女性 比男性高出 4

岁 ; 在 2 0 2 5 年世界范围内男性的预期寿命为 67 岁
,

女性的预期寿命为 71 岁 ; 在 2 0 5 0 年这两个数字分

别为 7 4 岁和 7 9 岁
,

女性仍然 比男性高 出 5 岁 ( U
.

S
·

C e n s u s B u r e a u ,

2 0 0 2 )
。

上述条件 的一个逻辑结

果是老年女性更容易陷人贫 困当中
,

老年女性 的脆

弱性高于男性
。

P e t r o v i。 ( 2 0 0 8 ) 对 欧盟 1 5 个 国家

65 岁以上老年人 陷人贫 困的风 险 (概率 )进行 了估

算
,

发现在所有这 15 个 国家 中 65 岁 以上的女性 陷

人贫困的风险都高于男性
。

例如在法国
、

德国和英

国
,

男性陷人贫困的风险分别为 14 %
、

10 %和 21 %
,

而女性则分别为 17 %
、

18 %和 27 %
。

二
、

基于引致性权利 的女性养老保险政策

l、JJJJ” es、,1冷d侧们引门
.

j仙俩,é宝J偶习浦韶1诵习弓满翎月,翔jJ

引致性养老金权利 ( d e r i v e d p e n s i o n r i g h t s ) 并

不来源于受益人 自己对养老保险的缴费贡献和就业

经历
,

而是建立在受益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家庭关

系上 ( e h o i
,

2 0 0 6 )
。

I L O ( 2 0 0 1 ) 在对女性养老保险

的论述中指出
,

女性之所 以能够获得引致性养老金

权利
,

主要基于如下假设
:

第一
, “
男主外

,

女主内
”

的

家庭分工模式
,

男性收入是家庭收人的主要来源
;
第

二
,

在家庭关系中
,

女性依赖于男性
;
第三

,

女性的劳

务市场参与率不足
,

不能根据 自己 的就业经历参加

养老保险
; 即使参加了养老保险

,

也由于就业中断等

原因
,

导致养老金不足
。

引致性养老金权利属于家

庭层面的养老金补偿
,

其背后的一个含义是女性 的

一 1 2 4 一

养老金
“
不足

”
是家庭作为

“

单一
”

决策单位的理性选

择 ;女性 的家庭照料是对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贡献
,

应

该通过家庭 内部 的性别再分配转移
,

由男性来对之

进行补偿
。

1
.

遗属养老金
。

基于引致性权利 的女性养老保

险政策中实施最早
、

也是当前实施最为广泛的政策

措施是遗属养老金 ( s u r v i v o r p e n s i o n b e n e f i t s )
。

遗

属养老金所应对 的是家庭中男性去世而导致的家庭

收人锐减 的风 险 ( I L O
,

2 0 0 1 )
。

一般而 言
,

当丈夫

去世后
,

妻子可 以获得丈夫养老金 的某一 比例或者

全部
。

德国早在 19 1 1 年就引人 了寡妇与孤儿养老

金
;
英国则在 1 9 2 5 年《寡妇

、

孤儿和老年缴费养老金

法案 》中引人了寡妇和孤儿的遗属养老金
。

当前世

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 中国家的养老保

险体系中
,

都有关于遗属养老金 的条款
。

例如在美

国
,

获得遗属养老金 的资格是去世一方是社会保险

的被保险人
;遗属养老金的数额等于去世一方的基

本养老金
。

2
.

配偶联合 年金
。

配偶联合年金 ( jio nt an
n ul

-

it e s )要求将配偶双方 的养老金捆绑在一起
,

由双方

共同领取
。

给定女性养老金受益水平低于男性
,

配

偶联合年金实际上是男性对女性养老金 的家庭 内部

补偿
。

W o r ld B a n k ( 2 0 0 4 ) 对配偶联合年金 的分析

认为
,

女性因为生育哺育等家庭照料责任导致参与

劳务市场的时间较短
,

不能获得足够的养老金
;丈夫

应该对此给予补偿
。

以智利为例
,

在完全积 累制养

老保险体 系下
,

除 了 10 % 的缴费 费率外
,

还有 .2

55 %的费率用于残疾和遗属养老金以及配偶联合年

金 (包括管理费用 )
。

遗属养老金和配偶联合年金捆

绑在一起
,

对参保人是强制性的
。

配偶联合年金对

于减小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养老金差异具有显著的作

用
。

J
a m e s , e t a l

.

( 2 0 0 3 )对阿根廷和智利的研究表

明
,

配偶联合年金将养老金的性别 比由 30 % 一 40 %

提高到了 60 % 一 80 %
。

3
.

养老金分割
。

二战之后
,

特别是上世纪 60 年
代以来

,

在发达国家出现了篱婚率大幅上升的现象
。

对于离婚女性而言
,

特别是那些没有获得 自己 的养

老金资格 的离婚女性而言
,

这种状况是非常不利的
。

而遗属养老金和配偶联合年金仅保障了已婚和婚姻

稳定女性的养老金不足 问题
,

不能有效应对单身和

离婚女性的养老保险问题 (W
o r l d B a n k

,

2 0 0 4 )
。

为

此
,

一些国家引人了
“

养老金分割
”
( p e n s i o n 一 s p li t

-

it gn ) 政策
:

在双方离婚 时
,

将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双

方养老金资格相加
,

然后再平均分配
。

如果给定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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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养老金资格低于男性
,

那么这也是一种家庭 内

部的男性 向女性的养老金再分配
。

其得以建立的假

设是
,

男性应该补偿在婚姻期间女性由于家庭照料

而损失的养老金
。

加拿大和德 国在上世纪 70 年代

就引人了
“

养老金分割
”
的政策

,

以保护离婚女性的

养老金权益
。

最近
,

爱尔兰
、

南非
、

瑞士等国也引人

了这种政策 (I L O
,

2 0 01 )
。

2 0 01 年德国的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中
,

养老金分剧 已经不再限于离婚女性
:

自

2 0 0 1 年 12 月份之后结婚的夫妇
,

都 可以选择进行

养老金分割 ( R a s n e r ,

2 0 0 5 )
。

C h o i ( 2 0 0 6 )对 O E C D 国家基 于引致性权利 的

女性养老保险政策进行 了研究
,

指 出这一政策对保

障承担家务劳动的老年 女性 的收人起到 了重要作

用 ;
但是

,

引致性养老金权利政策对应的是传统家庭

分工模式
,

女性 主要从事家务劳动
。

在女性的劳务

市场参与率不断提 高的趋势下
,

基于引致性权利的

女性养老金在保障老年女性收人方面的作用将越来

越小
。

I L O ( 2 0 0 1 ) 则认 为
,

虽然引致性 养老金权利

是对女性的一种补偿
,

但它是建立在女性对男性的
“

依赖
”
关系基础上 的

,

形成了对女性的一种
“
间接歧

视
” 。

此外
,

W e r d i n g ( 2 0 0 8 ) 的研 究指 出
,

遗 属养老

金不能有效激励那些具有参与劳务市场能力的已婚

女性
,

降低 了经济效率
。

三
、

养老保险中的家庭照料补贴

二战之后
,

随着女性劳务市场参 与率的不断提

高
,

越来越多的女性基于 自身的就业经历参加 了养

老保险
。

但是女性的就业经历会因为生育
、

哺育等

家庭照料责任被中断
。

在就业收人关联的养老保险

制度中
,

女性的这种就业 中断以及较低的收人水平

被映射到养老保险受益水平上
,

从而导致女性 的养

老金水平低于男性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一些国家

在养老保险中引人 了
“

家庭照料补贴
” ,

对女性 因为

生育
、

哺育等家庭照料导致的养老金损失进行补贴
。

这一政策背后的逻辑在于
,

女性因为生育
、

哺育等家

庭照料责任导致了就业 中断和较低的收人
;
就业 和

收人方面的这些不利 因素
,

通过养老金计发公式映

射到养老金 受益水平 上
,

造成 女性 的养老金不足
。

而女性的家庭照料 责任是对社会做 出的贡献
,

由此

导致的女性养老金损失应该得到社会的补偿
。

1
.

家庭照料补贴
。

对女性养老金的家庭照料补

贴 ( c
ar in g c r ed it )一般有两种方式

:

一种是直接对女

性的生育哺育等家庭照料时间进行补贴
,

如德国
、

瑞

典
、

瑞士等 国家
。

另一种方式是英国和爱尔兰的
“

家

庭责任保护
”

条款
。

德 国养老保 险体系 中的家庭 照

料补贴条款规定
,

1 9 9 2 年之前 出生的孩子
,

母 亲可

以按照当时年平均收人 75 %的费率得到一年补贴
;

1 9 9 2 年之后 出生 的孩子
,

母 亲可 以获得 三年 的补

贴
。

这一补贴还可以用来帮助那些就业年限较低的

女性达到最低缴费年限 ( R a s n e : ,

2 0 0 5 )
。

2
.

家庭责任保护
。

1 9 7 8 年英 国在养老保 险体

系中引人 了
“

家庭责任保 护
”
( h o m e : e s p o n s ib i l i t i e s

p or t “ ct io n, H R )P 条款
,

以保护长期担负家庭照料责

任的人的 国家 基本养老 金 ( B a s i c S t a t e P e n s io n )
。

家庭责任保护不是一种
“
补贴

” ,

而是对获得全部基

本国家养老金所需缴费年 限的扣减
,

即获得家庭责

任保护的女性可以降低其达到国家基本养老金所需

的有效缴费年限
。

在英国
,

只要 自己最小的孩子未

满 16 岁
,

而且在缴税年份 ( at x y e
ar ) 得到孩子津贴

( C h i ld B e n e f i t )
,

就有资格 申请家庭责任保护
; 即使

女性 回到 了劳务 市场
,

也可 以得 到家庭 责任保 护

( D W P
,

20 0 5 )
。

英 国女性 获得全部 国家基本养老

金的有效缴费年限是 39 年
,

如果一名女性处于家庭

责任保护下
,

那么可 以根据她所获得的家庭责任保

护降低有效缴费年限
,

例如只需要 30 年就可以获得

全部 国家基本养老金
。

根据英 国 2 0 0 7 年养老金法

案 ( p e n s i o n A e t 2 0 0 7 )
,

家 庭 责任 保 护条 款 将在

2 0 1 0 年 4 月份后被新的每周国家保险补贴 ( w e
ek ly

n a t i o n a l i n s u r a n e e e r e d i t ) 代替
。

孩子未满 1 2 岁 的

母亲
,

如果得到 了孩子津贴 ( c h i l d b e n e f i t )
,

就可 以

获得按周计发的国家保险补贴
。

实行新的每周计发

的国家保险补贴后
,

如果母亲照料孩子不足一个税

收年度
,

也可以按周获得 国家保险补贴
。

IL O ( 2 。。1) 对家庭照料补贴的评论指出
,

在养

老保险体系中对女性进行 家庭照料补贴
,

提高了女

性的养老金受益水平
; 相 比于基于引致性权利的养

老金补贴
,

家庭照料补贴是社会对女性生育哺育等

家庭照料的承认
,

促进了养老保险中的性别平等
。

四
、

非正规就业与女性养老保险

非正规就业不仅出现在发展 中国家
,

一些发达

国家和转型国家
,

包括一些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也

出现了大量的非正规就业人口 ( B a r r i e n t o s 衣 B a r r i
-

e n t o s ,

2 0 0 2 ; G i n n e k e n ,

2 0 0 3 )
。

非正规 就业 的一

个重要特征是
,

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险覆盖 ( K as e n et
,

2 0 0 0 )
。

而根据 I L O ( 2 0 0 2 ) 的数据
,

相 比于男性
,

女

性更多地进人 了非正规就业 中
。

因此
,

如何从政策

上应对这一问题
,

提高非 正规就业女性养老保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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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
,

是当前各 国养老保险体系所面临的一个 主

要挑战
。

1
.

鼓 励 性 参保 或 非 强 制 性 参保
。

iG
n
en ke

n

( 1 9 9 9) 认为
,

对于非正规就业群体而言
,

由于过低的

收人水平
,

包括养老保险在 内的正规社会保障的受

益并不是他们当前最迫切的需要
。

此外
,

他们就业

方式也非常灵活飞 在这种情况下
,

将其纳人正规 养

老保险体系中
,

需要针对他们的就业和收人特征
,

采

取鼓励性参保或非强制性参保 ( e n e o u r a g i n g v o l u n -

t a r y p a r t ic i p a t i o n ) 这种灵活的参保方式和较低 的缴

费费率
。

例如
,

智利对于农业部门工人参加养老保

险
,

就根据每年的农业收成状况
,

采取了非常灵活 的

缴费方式
。

如果某一年的收成好
,

那 么农业工人可

以提高本年度的缴费费率
;而在收成不好的年份

,

则

可以降低或者延迟缴费
。

H u 邑 s t e w a r t ( 2 0 0 9 )认

为
,

这种灵活的缴费政策可 以扩展到其他具有类似

就业方式和收人模式的行业中
。

鼓励非正规就业人

员参加正规养老保险的另一个措施是在特定情况下

的允许退出条款
。

非正规就业人员属于最脆弱的群

体之一
,

他们可 能会遇到失去 收人
、

紧急事件等问

题
,

导致其没有能力继续参保
。

针对这种状况
,

一些

国家在其养老保险条款 中规定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

退保的条款
。

例如
,

澳大利亚养 老保 险基金就允许

参保人在遇 到 自身收人 和经济困难 时
,

可 以退保
。

但是
,

允许退保的条款会给整个 养老保险体系带来
“

漏出
”
( l e a k a g e )风险

,

导致基金损失
。

2
.

强制性或半强制性参保
。

强制性或半强制性

参保 ( e o m p u l s o r y o r s e m i一 e o m p u l s o r y p a r t i e i p a -

it on ) 的理论基础来 自于行为经济学
:

个人在面临决

策困境时 (做出决策的约束条件过多
,

导致决策成本

过高 )
,

倾向于不做出决策
。

O E C D ( 2 0 0 4) 的养老保

险与金融教育项 目对此进行了分析
。

对于大多数建

立了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 国家来说
,

自我雇佣人员

参保一般建立在 自愿基础上
。

但是
,

近年来一些 国

家针对非正规就业人员
,

特别是 自我雇佣人员养老

保险覆盖率较低的情况
,

开始实行非正规就业人员

的强制参保措施
。

例如
,

智利 1 9 8 0 年养老保险改革

后
,

自我雇佣人员和在非正规部 门就业的人员 自愿

参保
。

在这一规定下
,

大量在非正规部 门就业 的人

员和 自我雇佣人员选择不参保
。

一些估计显示智利

三分之一的劳动人 口 没有被养老保险覆盖
,

其中包

括 大 约 12 0 万 非 正 规 部 门就 业 的 人 员 ( H er al d

T r ib u n e ,

2 0 0 8 )
。

为 了应 对 这 种情 况
,

智 利 政 府

2 0 0 6 年 向国会提出的养老保险改革提案提 出强制

一 1 2 6 一

自我雇佣人员在改革后 的 7 年之 内加人个人退休账

户体系
。

O E C D 一些国家
,

例如意大利
、

英 国和新西

兰
,

则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引人了
“
自动注册 ( a ut o e n -

or lm en t)
”

机制
,

并将其扩展到非正规部 门就业 人

员
。 “
自动注册

”
机制 的一个特点是它是可选择的

:

所有有资格参加者
,

包括非正规就业人员
,

都自动参

加养老保险
,

但是参加者也可以选择退出
。

这种
“

自

动注册
”
机制也被称为

“

半强制或软强制的 ,’( H u &

tS e w ar t
,

20 09 )
。

在英 国
,

三分之二的 自我雇佣者

没有养老储蓄
,

因此英国政府决定 自 2 0 1 2 年开始实

施国民养老保险储蓄计划 ( N a t i o n a l P e n s io n s a v i n g

S e h e m e ,

N P S S ) ; 这一计 划对 自我雇佣 人员而言
,

是 自动注册的
,

如果不想参加
,

可以选择退出
。

3
.

非正规养老保障计划鼓励或强制非正规就业

人 员参加正规的社会养老保险体 系
,

首先需要一个

运作成熟
、

资金较为充裕 的社会养老保 险体 系
。

而

一些低收人的发展中国家
,

正规的社会保 障体系能

力有限
,

不能有效覆盖大量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 口

( B e n d a 一 B e e km a n n & R e n a t e ,

一9 9 9 )
。

在这种情

况下
,

就需要采取正规社会保 障之外 的其他措施保

障非正规就业人 口 的老年生活
。

K a s e n t e ( 2 0 0 0 ) 总

结了非正规养老保障计划 ( i n f o r m a l o ld 一 a g e S e e u -

irt y p la sn ) 的一些 主要形式
,

例如建立在互助基础

上的储蓄协会
、

建立在共 同基金基 础上 的 自我帮助

组织
、

消费和储蓄协会 以及合作社等
。

印度 自我雇

佣女性协会 ( S EW A ) 银行在 2 0 0 6 年推出了小额养

老金计划 ( M i e r o P e n s i o n S e h e m e )
,

为非正规就业

女性提供了一定 的养老保障
。

凡是在 S E W A 银行

拥有储蓄账户年龄在 18 一 55 岁的女性都有资格加

人这一小额养老金计划
;
实行低费率和灵活缴费方

式
,

成员每月缴费 50 卢 比
,

并且可以 每年一次更改

缴费数额
;
参加者在年满 58 岁时

,

可以一次性取 出

自己的账户余额
,

也可 以转换 为年金领取
。

小额养

老金计划实行一年多来
,

已经有 4 万多女性参加
,

包

括小摊贩
、

家庭佣人
、

建筑工人
、

拾荒者等
。

孟加拉
国刁、额信贷银行格莱氓银待

( G ar m e e 。 B a n k ) 也在

2 0 0 0 年推 出 了相似的小额养老金储蓄 账户计划

( B a r u a ,

2 0 0 6 )
。

非正规性的养 老保险计 划对 于保

障非正规就业人员
,

特别是女性 的老年收人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
。

但是
,

由于这种养老保险计划覆盖范

围小
,

资金来源不充裕
,

而且面临着成员无力缴纳保

费的风险
,

其可持续性和保障水平都受到一定的限

制 ( K a s e n t e
,

2 0 0 0 )
。

因此
,

这种非正规 的养老保险

计划只能是一种补充和过渡性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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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保险的 宣传教育 ( R i s k a n d i n s u r a n e e

de cu at io )n
。

风险和保险方面 的宣传教育对非正规

就业人员参保的作 用一直以来是一个被忽视 的措

施
,

但是根据 S t e w a r t ( 2 0 0 6 ) 以及亚洲银行 ( A D B
,

2 0 0 6) 的相关研究
,

风险和保险方面的宣传教育对提

高养老保险的知晓率和覆盖率
,

包括提高非正规就

业人员的覆盖率具有显著作用
。

产

五
、

老年贫困女性的
“
安全网

” :

养老金补贴和养老救助

从养老保障的角度来说
,

还需要一个
“
安全 网

”

来保障老年女性的收人不足问题
。

这一点在世界银

行关于养老保险的
“
五支柱模式

”

中得到了体现
。

世

界银行关于养老保险的
“

五支柱模式
”

中的
“

零支柱
”

( Z er o p ill a r ) 即是建立一个 由政府财政支持的
、

针对

老年贫困人 口的最低养老保 障制度
,

以减轻老年人

口 的贫 困 问题
,

’

为她们提供老年 生活 保 障 ( H ol z -

m a n n , e t a l一 2 0 0 8 )
。

在老年贫 困人 口 中
,

女性所

占比例高于男性
,

那么这一
“
安全网

”
政策对女性更

加有利
。

S m e e d i n g ( 2 0 0 1 )认 为
,

针对 老年贫 困的
“

安 全

网
”
政策主要包括两个类型

:

一是
“

嵌人
”
到养老保险

体系中的养老金补贴 条款和最低养老金保障条款
;

二是与养老保险体系相分离的养老救助政策
。

一般

而言
, “
安全网

”

政策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 的公共

财政 ;
其受益方式主要有两种

:

一种是普享型 的 ( u -

n i v e r s a l o r f l a t 一 r a t e )
,

另一种是基于收人调查或家

计调查型 的 ( i n e o m e 一 t e s t e d o r m e a n s 一 t e s t e d )
。

普享型补贴或救助向所有达到资格条件的居 民提供

相同的补贴或救助
; 而基于收人调查型的补贴或救

助
,

则按照申请人的收人状况提供不 同的补贴或救

助
。

1
.

养老金补贴
。

英国 2 0 0 2 年养老金补贴法案

( P e n s io n C r e d i t A e t 2 0 0 2 )决定于 2 0 0 3 年引人养老

金补贴 ( p e n s i o n e r e d i t )
,

以减轻老年贫困的发生率
。

这一补贴是在已有养老保险体系的基础上设立 的
,

其目的是对养老金不足者提供补贴
。

养老金补贴的

获得是基于收人调查型 的
,

年满 60 岁以 上的人 口
、

收入在某一水平线之下者都 有资格获得养老金 补

贴
。

养老金补贴实施 以来
,

已经成为英 国减轻老年

贫困的主要政策手段
。

从 2 0 0 3 年到 2 0 0 5 年
,

就有

大约 33 。 万老年人接受 了养老金补贴
,

其中大约三

分之二 ( 2 1 8 万 )是老年女性 ( D W P
,

2 0 0 5 )
。

2
.

最低 养老金 保 障
。

最低 养老 金保障 ( m i in
-

m u m p e n s i o n g u a r a n t e e ) 与养老金补贴具有相 同的

含义
,

即对于那些正常养老金收人达不到标准线的

老年 人 口 进 行 补贴
。

例 如瑞典 的保障性 养 老金

( g u a r a n t e e p e n s i o n )
,

对达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 口
,

如果其正常养老金收人达不到最低养老金水平
,

那

么就可以获得保障性养老金
。

墨西哥和智利 的最低

保障性养老金则规定
,

申请人的资格 是达 到最低缴

费年限 (智利 20 年
,

墨西哥 1 2 5。 周 )且 家庭或个人

收人低于最低养老金标准
,

那么就可以获得最低保

障性养老金
。

即使在一些建立 了普享型养老保险体

系的国家
,

如丹麦和加拿大
,

如果退休后养老金收人

低于最低标准
,

也可以再获得一个普享 型的补充养

老金 ( u n i v e r s a l p e n s i o n s u p p l e m e n t )
。

这里 的普享

型补充养老金也具有最低保障性养老金的性质
。

3
.

养老救助
。

养老救助 ( o ld一 a g e a s s i s t a n C e )

属于社会救助系统
,

它和养老保险体系一般是分离

的
,

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的公共财政
。

养老救助

的 目标是减轻老年贫困
。

美国的老年补充收人补贴

( O ld一 a g e s u p p l e m e n t a l i n e o m e b e n e f i t ) 属于独立

于养老保险体系的社会救助系统
。

老年补充收入补

贴是基于收人调查型 ( m e a n s一 t e s t e d )
,

6 5 岁 以上的

低收人者都有资格 申请
,

其最高限额为每月 6 23 美

元
。

老年补充收入补贴从政府公共财政 中支出
,

不

从社保基金中支出
。

六
、

简评

养老保 险中的性别差异
,

一是来 自男性和女性

在劳务市场 中的差异
,

二是来 自养老保险的制度设

计
。

给定女性在劳务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

任何 与就

业和收人相关联的养老保险设计都对女性不利
。

那

么一些 国家在其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中就会提供对

女性进行补偿和保护的条款
。

这些养老保险中有关

性别的政策 已经形成 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

既包

括了家庭补偿和社会补偿
,

又包括了针对就业特征

的政策和
“

安全网
”
政策

。

针对 已经被养老保险覆盖的女性而言
,

由于其

就业 中断和较低 的收人水平导致的养老金不足
,

可

以使用基于引致性权利 的养老保险政策进行家庭 内

部补偿
,

同时使用家庭照料补贴对女性进行社会补

偿
。

没有被养老保险覆 盖的女性
,

一部分未参与劳

务市场
,

主要进行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和家庭照料
,

则

可以使用基于引致性权利的养老保险政策对之进行

家庭内部补偿
;对于参与劳务市场

,

但是进人非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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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的女性
,

则可 以使用有关非正规就业的养老保

险政策
,

尽量为她们提供养老保障
。

最后
,

对于那些

仍然落人贫困中的老年女性
,

则为之提供养老金补

贴或养老救助
,

以维持其老年生活
。

当前
,

在 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中
,

针对女性的政

策措施还没有进人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当中
。

可以预

计
,

如果没有对女性养老保险的针对性政策设计
,

老

年女性将更容易陷人贫困之中
。

其他 国家的发展历

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

对其他国家解决女性养老保

险问题的政策回顾
,

可以为中国下一步从政 策设计

上应对女性养老保险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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