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企业财力和盈利情况可有所区别
,

但有最高限度

的规定
,

资金来源主要由企业 或雇主 在工资总

额中提留
。

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推广设计一种专门为

部分退休人员 包括返聘的离退休职工和自雇经营

者 的老年保险
。 ’

个人缴纳保险费的老年人寿保险
、

医疗保险和

储蓄保险
,

由职工根据收入情况自愿参加
。

政府从

税收
、

利息等方面规定优惠办法
,

以示 鼓 励 和 支

持
。

保险公司对此项业务应单独核算 , 聚集的资金

主要购买政策容许的债券和经营高利率信贷业务
。

所得利润由管理机关监督并入基金
,

积累基金的一

部分可以购买国家债券
。

这种由个人交费的基金 ,
’

可相对减少财政负担
。

最近国务院对养老保险制度作了新的规定
,

指

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

平
,

处理好国家效益
、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

目前

利益和长远利益
,

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
。

这

为我们从事研究社会保险改革指明了指导思想和战

略方向
。

我们应以此为准绳
,

从宏观全局出发
,

会

同劳动
、

人事
、

工会及有关部门
,

共同商定具有中

国待色的社会保险体制和框架结构
,

制定有关法令

和实施绝则
,

制定法定养老金
、

企业补充养老金和

储蓄人寿保险相互补充的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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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

这方面有些共同性经验
,

值得我们借鉴
。

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

国家
,

党和国家一向关心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
,

全

国解放以后
,

很快公布了 年劳保 条 例 》
,

《 年劳保条例 》及该条例实施细则修正案
,

以

后又陆续公布了一些补充条例
,

对退休条件作了某

些放宽猫例如《 年退休暂行规定 》及 年国

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暂行办

法 》规定
,

对劳动人民在年老
、

疾病
、

伤残不能劳动时

的基本生活提供物质帮助
。

资金来源全部由政府统

筹
。

近年来
,

各地区动适应体制改革的需要
,

进行

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

取得了一

定成效
。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
,

我国老龄人口 占总人口

的比重是比较低的
,

但是我国老龄人口基数大
,

绝

对人数居世界首位
,

上升速度 也 很 快
,

每 年 为

肠
。

年
,

我国“ 岁以上的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

的比重已上升到 肠 年为 肠
,

预 计

年 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 万
。

据国家统计

局的数字
,

年离退休人口已达 万 人
,

到
。。 年可能达到 。。 万人以上

。

西方经济学家测算

到 年世界老龄人口将达到 亿
,

其中中国可能

接近 亿
。

这样
,

年代初所建立的由 政 府
“

包

干
”

的单一劳保福利制度
,

显然巳不能适应新的经

济结构和按劳付酬的分配要求
。

从上面介绍的西方

国家将社会保险
,

社会保障以及作为企业职责的职

工福利制度 企业保险
,

团体保险等 以及个人责

任的人寿保险互相配合
,

各就各位同时 平 行 的 办

法
,

似可作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

改革和创建新的

社会保险制度的起点
。

我国是经济和人口发展很不

平衡的大国
,

全民
、

集体
、

外资
、

个体多种经济并

存
。

事实上
,

我国经济已由单一的政府积累转变为

政府与社会共同积累
。

福利制度除由国家办理的社

会保险外
,

还应在国家统筹安排下建立企事业和行

业养老制度
,

并鼓励保险公司代表国家和人民意志

发展老年人寿保险
。

严格区别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

不同的保障范围
。

由政府办理的社会保险
,

只在劳

动者发生特殊困难
、

暂时或永久丧失劳以能力时
,

才对其本人或遗属给以最低生活的经济保证
。

我国

目前的经济情况
,

由国家财政支付的基本标准不能

太高
,

属于娠济性质
。

商业保险的保险基金积累是全

部由被保险人缴纳的保险费
,

包括储蓄和由企业提

供与收入关联的补充养老金
,

属于企业职工福利
,

《当代西方跨国公司 》

一 书 出 版

隋启炎教援著《当代西方跨国公司 》一

书
,

已由经济日报出版社 年 月出版
。

该书对西方跨国公司的定义
、

特征和组织管

理等进行了简明的阐述和分析
,

并以第一手

外文资料对美
、

日
、

欧跨国公司
、

跨国银行

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特征
、

发展状况
、

原

因
、

特点及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

列举

了美
、

日
、

欧跨国公司的典型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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