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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杜 会 保 险 制 度 分 析

李格平 部培德

一
、

美国杜会保险制度起源简论

美国社会保险制度诞生于大萧 条 时 期 的

年
。

与其它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

美国是最迟实施社

会保险计划的国家
。

而早在 世纪 年代
,

傅斯麦

时期的德国就首次采用了这种计划
。

作为对大萧时

代的反映
,

美国社会保险制度一开始就较他国为逊

色 保险税的税负较轻
,

每位雇员每年纳税的最高

额度为 美元 , 保险范围较窄
,

仅限于对老年退休

和失业等提供保险
,

且保险的给付水平较低
。

但就

政府支出的角度看
,

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
,

美

国社会保险既是最成功的政府支出计划
,

又是最受

人欢迎的政府支出计划
。

不过自 年代以来
,

情况

迥然不同
,

社会保险成了最招致指责和麻烦的政府

支出计划
,

有关于此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作专论
。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

全面而又精辟地分析美国

社会保险制度绝非易事
,

这也不是本文之奢望
。

本

文仅试就美国社会保险制度对公平与效率之影响及

其危机与出路作一简要的论析
,

在进行这一论析之

前
,

需明确以下几点

其一
,

美国社会保险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

杂的系统
,

这一点可从社会保险金的计算上略见一

斑
。

一般而论
,

影响社会保险给付金的因素有 ①

投保者的工作年限与交纳社会保险税的年限 , ②投

保者的工资收入额与所缴税款的多少 ③投保者的

退休年龄
,

早于 岁退休者的给付将相应减少 , ④

投保者退休收入之外的其他工资收入
,

投保者在退

休时每获一美元额外工资收入
,

则社会保险金的发

放就相应减少 美分
。

此外
,

尚有其他需考虑的因

素
。

例如
,

最低的社会保险金发放额度一般为每月

美元
。

投保者即使每获取这一最低额度的 保 险

金亦必须符合一定条件
。

这一条件是 投保者或是

其配偶所纳社会保险税的期限达 个季度
。

其二
,

鉴于美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复杂性
,

美国

国内外对社会保险之概念的界定亦很不一致
。

总之

有宽窄之分
,

前者包括的范围涉及老年退休
、

伤残

和医疗
、

失业等 , 后者仅指老年退休保险
。

本文所

指社会保险就是狭义而言的
。

其三
,

社会保险制度的设计并非是要使之成为

投保者的唯一收入来源
。

退休者还被指望从先前的

储蓄
、

私人退休基金或其他家庭成员等方面获取收

入
。

当然
,

这些期望并不排斥这样一种情况 某些

退休者因只能主要依靠社会保险过活
,

而处于贫困

状态
。

其四
,

政府支付的社会保险金不属应税收入
,

这极大地增加了投保者的实际购买力
。

考虑到各种

税收优惠和其他保险等因素
,

小额度的社会保险支

付可取代较大额度的工资收入
。

因而对社会保险制

度的分析应包括社会保险对应税收入的替代作用分

析
。

二
、

美国杜会保险制度对公平和效率的

影晌

社会保险制度时公平的影响

就投保者个人间比较而言
,

社会保险制度基本

符合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原则
。

这主要表现在 在

一定时期内
,

获得同等工资收入的投保者
,

交纳等

额的社会保险税
,

因而领取同等的社会保险金 , 而

高工资收人的投保者则应交纳较多的社会保险税
,

但他们领取的社会保险金的相对份额却较小
。

所以

就表面看
,

社会保险是公平的
,

这也是大多数人赞

许该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

但是
,

如果深入地考察美国社会保险制度
,

则上

述表面化的公平就随之而消失
。

原因有以下几点

①社会保险制度导致了世代间的不平等
。

投保

者往往是先缴社会保险税
,

而在以后再领取社会保

险金
,

而先前的所付和以后的所得间存在着较大差

异
。

美国社会保险的历史和现状都表明
,

投保者所

获取的社会保险金往往多于其 以 前
“

贡献
”

的税

款
。

因而
,

每代人都通过将更大的税负转移给下代

人的办法
,

来获取其较付出为多的保险金
。

这样
,

未来几代人为了取得保险金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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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社会保险制度造成了家庭间的不平等
。

社会

保险制度是根据个人的工资收人来征税的
,

但又是

依照家庭为单位来支付保险金的
。

这样
,

与单职工

家庭相 比
,

双职工家庭尽管交纳了双倍的社会保险

税
,

但并未因此而取得双倍社会保险金
。

可见
,

该

制度实质上是鼓励单职工家庭的产生
,

而抑制双职

工家庭的婚姻
,

这损害了纵向公平原则
。

社会保险制度对效率的影响

美国社会保险制度对效率的影响基本上是消极

的
,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①社会保险制度抑制了劳动积极性
,

在一定时

期内会减少劳动供给
。

原因是 首先
,

社会保险税

减少了来自劳动的税后所得
,

从而也减少了投保者

的绅收入 , 其次
,

由于退休者达到一定年龄后可获

得较为可观的退休金
,

因此当退休者达到规定的年

龄后就不愿继续工作
,

否则他们将 继 续 交 税
,

再

次
,

对短期失业者而论
,

交纳社会保险税对其寻找

就业机会是一种负担和限制
。

②社会保险制度改变了个人的储蓄决策与储蓄

行为
。

社会保险税一方面减少了投保者 的 工 资 收

入
,

另一方面却使他们获得了在老年后可获得较多

退休金的承诺
,

因而与没有社会保险制度的情形相

比
,

投保者的私人储蓄会相应减少
,

其实质是
,

个

人以社会保险对未来退休金的承诺来取代个人为养

老而进行的储蓄
。

从美国的实际情况看
,

社会保险

制度发放的保险金并非是真正的储蓄
,

故经济中的

个人储蓄总量因社会保险制度而减少
,

这在客观上

妨碍了投资及经济的增长
。

三
、

美国杜会保险制度的危机与出路

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
,

美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

着事实上的危机
,

这种危机并非是单一的
。

它导源

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人 口结构的老龄化
。

社会保险制度的短期危机与出路

所谓社会保险制度的短期危机是指由经济波动

引起的
、

社会保险制度周期性的入不敷出现象
。

美

国 年代末
、

年代初和 年代末
、

年代初的经

历表明 在经济衰退时期
,

一方面通货膨胀会使社

会保险金徒增
,

原因是保险金与消费指 数 的 指 数

化 , 另一方面
,

由于失业增加
,

外加通货膨胀的影

响
,

工人实际收入下降
,

他们为获取社会保险金而

提前退休 , 与此同时
,

社会保险税亦因经济衰退而

收缩
。

因而经济衰退对社会保险制度的压力是多方

面的
。

只要经济不走向复苏
,

社会保险的收支状况

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

甚至有恶化的危险
。

为避免这

种危险
,

就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
。

从理论上讲
,

延缓或摆脱美国社会保险制度之

短期危机的办法大致有以下几点

①统一社会保险制度下的多种基金预算
。

从广

义的角度讲
,

美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基本上由老年退

休基金
、

医疗保险基金和伤残保险基金等构成
。

事

实上
,

并非每一个基金都面临着资金枯竭间题
,

这

也就存在着在帐户上进行相互调剂的可能性
。

这一

措施的优点是
,

基本保持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原有结

构
。

其劣处是
,

削弱了各种社会保险税与各种保险金

的对应关系 但这终究不是治本之策
,

某些基金的预

算盈余
,

在数量上并不很大
,

在时间上也不会长久
。

②动用普通预算收入
。

将来自所得税
、

营业税和其他税种的部分收入

用于弥补社会保险制度的资金不足
,

亦可使该制度

摆脱当前的财政困境
。

但这一方法的可行与否直接

取决于普通预算的收支状况
。

在政府普通预算巳经

出现巨额赤字的情况下
,

动用普通预算收入来扩充

社会保险资金的可能性不大
。

原因是
,

这会增加普

通预算赤字
,

从而迫使政府举债
。

此外
,

这种普通

的筹资方法也削弱了社会保险税与各种保险金之间

的紧密联系
。

③调整保险金指数化制度
。

社会保险金的发放是按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增长

而自动增加
。

因住房价格是影响消费品价格指数的

主要因素之一
,

而老年人一般并不购买新住宅
,

所

以此类商品价格的上涨并不影响老年人的购买力
。

从这一意义上讲
,

原有消费品价格指数夸大了退休

者实际承受的通货膨胀率
。

为与退休者的实际生活

费用相一致
,

应采用新的价格指数
,

以减慢社会保

险金的发放速度
。

④增加社会保险税
。

增加社会保险收入的最后

方法是增加税收
,

提高税率
。

此法的优点就在于保

持社会保险税与保险金支出间的对应关系
,

从这一

意义上讲
,

使投保者在短期内承受较大的税收负担

是值得的
。

然而
,

此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 目前美

国社会保险税率巳经很高
,

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

用低税率的情况下
,

提高此税率的希望极为渺茫
。

社会保险制度的长期危机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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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
护。⋯
里

。。
,由百目

。
,

如果说上述短期危机属宏观经济问题
,

则社会

保险制度面临的长期危机则是一个人口问题
,

它以

人口变化为特征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美国出现了

生育高峰
,

随着这批人口年龄的增长
,

整个社会结

构也出现了变化
,

他们给教育住房等方面带来了一

系列问题
。

特别是再过 年左右
,

这批人将同时到

达退休年龄
。

因此在本世纪末
、

下世纪初
,

一方面

有大批人员退休
,

另一方面却只有数量较少的工人

进入劳动者行列
。

同时
,

由于战后出生人口所拥有

的儿童数量较少
,

所以全社会的人口结构呈老龄化

趋势
,

而人口寿命的延长又加剧了 这 种 趋 势
。

于

是
,

社会保险制度又面临新的危机 在未来
,

为保

证退休者能领到一定的保险金
,

较少的纳税人将承

担更重的税负
。

到下世纪初
,

纳税人为社会保险所

承担的税负将是 年代纳税者所负担的 倍左右
。

整个经济将为此而过度负税
。

为对付社会保险制度的这种长期危机
,

目前就

需采取 种 种 的切 实的政策措施
。

笔者认为
,

美国

政府为此而进行的政策选择可包括

①扩大税收基础
。

因社会保险税的课征对象仅

限于工资收入
,

再者该税在分配上具有累退性
,

因

而有限的纳税基础必然导致高税率
。

为以原有或是

更低的税率获得较多的收入
,

就需扩大税基
,

使之包

括利息收入与投资收入等
,

或是将税基转向消费
,

也可将税基转向增值额
。

不过
,

这会改变社会保险

的基本格局
。

可以设想
,

如果几乎是人人交税
,

且

对所交税款的数额与年限无严格的记录与限制
,

则

专门性的社会保险金蜕变为一般性的福利计划
。

②削减各种保险金
。

首先是全面削减各种保险

金
,

如同等地削减每位退休者的退休金
。

不过
,

这

对贫困者是一个打击
,

对那些具有额外收入的退休

者来说却影响不大
。

其次
,

提高退休年龄
,

这是削

减保险金的最便易的办法
。

将退休年 龄 规 定 为

岁源于伸斯麦时代的德国
,

当时人的寿命较葱 而

当今人的寿命在不断延长
,

就此而论退休年龄应与

人的寿命
‘

指数化
, 。

再次
,

加强对保险金领取者

的资格检查
,

为确定对退休者应否发放退休金
,

政

府可对投保者的生活状况作全面的核实
,

如果他们

巳有足够的生活手段
,

则可将其排除在领取保险金

者之外
。

⑧建立经营性的社会保险基金
。

’

进免社会保险

制度长期危机的另一可能性办法是
,

按私人退休基

金的管理办法来建立社会保险基金
。

即在未来几年

内增加税收
,

部分地将税收用于支付目前 的保 险

金
,

其余部分用于对私人和公共证券的投资
,

从而

建立一个仅为当代人服务的年金保险制度
。

其中存

在的问题是 处于社会保险制度转换期的那代人将

承受双重税负
,

一方面他们要为父辈提供保险金 ,

另一方面又要着手为自己建立年金保险计划
。

鉴于

美国在短期内全无增税可能
,

因而美国政府在近期

内还不可能采用这一方法
。

总之
,

美国社会保险制度既是一 个 必 要 的制

度
,

又是一个缺乏效率的制度
。

而既要保存它
,

又

要改善它
,

将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

这一抉择的最终

走向如何 人们将拭目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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