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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生育率?
———基于预期寿命延长和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视角

王博娟　 黄志国　 陈孝伟∗

　 　 摘要: 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预期寿命增长和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对生育率具有

重要影响ꎬ本文通过建立内生生育率的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和参数校准对此进

行了研究ꎬ并分析了二者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影响ꎮ 研究表明:预期寿命增长

对生育率的影响受代表性消费者子代偏好程度的影响ꎬ当子代偏好程度较低时ꎬ预
期寿命增长有助于提高生育率ꎬ反之则可能降低生育率ꎻ养老保险缴费率提高则始

终会降低生育率ꎮ 通过影响内生生育率ꎬ预期寿命增长几乎必然会使未来劳均产

出上升ꎬ居民福利水平上升ꎻ养老保险缴费率提高则会使下期劳均产出下降ꎬ在可

行费率范围内也会使居民福利水平下降ꎮ 在人口老龄化难以逆转的时代背景下ꎬ
本文的研究为预期寿命和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如何影响生育率提供了理论基础ꎬ
为生育率促进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模型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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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育率水平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未来的劳动人口水平ꎬ对一个国家的存续和发展至关重

要ꎮ 生育率的长期低迷将带来年轻劳动力不足、社会养老与医疗保障支付能力透支ꎬ引发一

系列社会、经济问题ꎮ 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自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以来即进入下降通

道ꎬ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ꎬ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 １.３ꎬ学术界将少子化定义

为“生育率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水平”ꎬ并将总和生育率低于 １.５ 的国家定义为超少子化国家

(王伟ꎬ２０１９)ꎬ由此我国已处于超少子化阶段ꎮ 为减缓少子化进程ꎬ我国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多次

调整计划生育政策ꎬ放开生育限制ꎬ但效果有限ꎬ２０２３ 年人口出生率更是降至千分之六点四ꎬ
创历史新低ꎮ 在影响生育率的诸多因素中ꎬ有一个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长期为学界所忽

视:人口老龄化ꎮ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ꎬ我国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１８.７％ꎬ６５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１３.５％ꎬ根据联合国 １９５６ 年发布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划定

的标准ꎬ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ꎮ 人口老龄化对生育率存在多个方面的影响ꎬ本文关注其中

两个方面:预期寿命延长和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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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之一ꎬ这一点毋庸赘言ꎮ 而预期寿命延长对代

表性消费者的生育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代表性消费者老年期的生存概率发生变化ꎬ则其

必须调整自身的跨期决策ꎬ否则其老年期的平均消费将发生变化ꎬ从而影响终生效用ꎮ 因

此ꎬ为平滑一生的消费ꎬ代表性消费者会调整青壮年期的行为模式ꎬ在内生生育率条件下ꎬ预
期寿命变化将最终影响代表性消费者的生育决策ꎮ

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是人口老龄化最直接的可能后果ꎮ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ꎬ
政府极可能会对现行的养老保险缴费率进行调整ꎬ而养老保险缴费率对代表性消费者的内

生生育决策存在重要影响:一方面ꎬ养老保险缴费率影响代表性消费者青壮年期的可支配收

入ꎬ而可支配收入对生育决策具有重要影响ꎻ另一方面ꎬ养老保险缴费率影响代表性消费者

老年期的养老金收入ꎬ养老金收入是其老年期消费的重要来源ꎬ理性的代表性消费者会根据

老年期的预期消费调整跨期决策ꎬ从而影响代表性消费者青壮年期的生育决策ꎮ 因此ꎬ从代

表性消费者跨期决策的角度ꎬ养老保险缴费率对生育率存在重要影响ꎮ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ꎬ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影响家庭生育决策ꎬ最终影响社会产出与福利ꎮ

社会产出与福利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未来产出ꎬ它代表未来世代利益ꎻ二是当期代表性

消费者的期望终生效用ꎬ它代表当期劳动者的利益ꎮ 如前所述ꎬ通过影响青壮年期的决策和

老年期的期望消费ꎬ人口老龄化可以影响代表性消费者的期望终生效用ꎻ以代表性消费者期

望终生效用为媒介ꎬ人口老龄化又影响着社会的生育率和储蓄水平ꎬ而生育率和储蓄水平又

决定了社会未来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本ꎬ从而决定了未来产出ꎻ养老保险缴费率决定了当期老

年人的退休金水平ꎬ而退休金是其消费的重要资金来源ꎬ从而人口老龄化又影响着当期的社

会福利水平ꎮ 因此ꎬ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产出、当前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和社会福利水平存

在重要影响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上升ꎬ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ꎬ

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达 ７７.９３ 岁ꎮ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ꎬ政府必须也必然会对现行的养

老保险缴费率进行调整ꎮ 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ꎬ我国家庭的生育决策已从外生变为内生ꎮ
生育率是改善人口结构最直接的手段ꎬ但我国的生育率现状不容乐观ꎬ因此ꎬ从预期寿命和

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角度研究老龄化对生育率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ꎮ 人口老龄化从微观的角

度会影响代表性家庭的生育决策ꎬ从宏观的角度最终会影响社会的产出与福利ꎮ 故而ꎬ从预

期寿命延长和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的角度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产出与福利的影响不仅是

人口老龄化微观影响研究的自然延伸ꎬ亦是人口老龄化宏观影响研究的必要内容ꎮ 人口老

龄化危机将使我国的人口结构趋于恶化ꎬ人口结构的恶化不仅会带来劳动力市场失衡、人口

红利消失ꎬ还会带来养老、医疗保障基金的支付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ꎮ 在此背景下ꎬ从预

期寿命和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角度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生育率以及社会产出与福利的影响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本文的研究表明:子代偏好程度是平均预期寿命影响代表性消费者生育率的重要中介

因素ꎬ决定着平均预期寿命对生育率的影响方向ꎻ养老保险缴费率上升对生育率存在负向影

响ꎻ在可行的范围内ꎬ平均预期寿命与下期劳均产出、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呈正相关ꎬ养老

保险缴费率与下期劳均产出、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负相关ꎮ 故政府应当尽量避免利用提

高养老保险缴费率来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偿付能力ꎬ这样只会使生育率、经济增长和居民福

利水平下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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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可归纳如下:(１)在分析预期寿命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时ꎬ充分考虑

了子代偏好程度的作用ꎬ丰富了现有文献研究生育率决策依据的维度ꎮ (２)基于理论分析ꎬ
讨论了预期寿命变化对生育率影响方向的临界条件ꎬ从养老保险缴费率对代表性消费者终

生效用的临界条件出发ꎬ求解了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动力方程ꎮ (３)以内生生育率为中介变

量ꎬ分析了预期寿命和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ꎬ其中关于居

民福利水平的讨论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ꎮ 本文的研究为预期寿命延长和养老保险缴费率

调整对生育率的影响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数值依据ꎬ为生育率促进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

考ꎮ
文章余下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ꎬ以对本文的研究脉络进行梳理ꎻ第三

部分为模型构建ꎬ以构建一个包含内生生育率的一般均衡 ＯＬＧ 模型ꎻ第四部分为均衡分析ꎬ
以对模型进行求解并对均衡解进行分析ꎻ第五部分为参数校准ꎬ以对相关结论进行数值模拟

检验与进一步讨论ꎻ最后给出结论与对应政策建议ꎮ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预期寿命对生育率的影响ꎻ养老保险缴费率与

生育率决策ꎻ预期寿命或老龄化程度、养老保险缴费率对社会产出与福利的影响ꎮ
研究预期寿命对生育率影响的代表性文献包括:Ｈｉｒａｚａｗａ 等(２０１０)认为如果政府在两

期消费者间进行再分配ꎬ则人口老龄化会使代表性消费者提高生育率ꎮ Ｍｉｚｕｎｏ 和 Ｙａｋｉｔａ
(２０１３)认为当预期寿命延长时ꎬ代表性消费者会因退休年龄相应延迟而提高自身的生育水

平ꎮ 可以看出ꎬ学界对老龄化程度或预期寿命对生育率影响的研究比较有限ꎬ现有的研究虽

将养老保险或退休年龄的影响考虑进去ꎬ但子代偏好程度的影响却未能体现ꎬ代际利他动机

是代表性消费者进行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ꎬ缺失这个因素可能会导致结论出现偏倚ꎮ
研究养老保险对生育率影响的文献主要包括: Ｂｏｌｄｒｉｎ 等(２０１５)实证检验认为政府提供

的养老保险投入增加会显著降低生育率ꎮ 何亚丽等(２０１６)研究了社会保险投入对生育率的

影响ꎬ认为社会保险投入增加会降低生育率ꎮ 康传坤和孙根紧 (２０１８)、陈欢和张跃华

(２０１９)则考虑了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对生育率的影响ꎬ实证检验发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会使

居民生育意愿下降ꎮ 景鹏和郑伟(２０１９ａ)认为养老保险基金补充的方式会影响代表性家庭

的生育决策ꎮ Ｃｉｐｒｉａｎｉ 和 Ｐａｓｃｕｃｃｉ(２０２０)研究了预期寿命延长、社会养老保险费变化和退休

年龄变化对均衡的养老金、劳均资本及生育率的影响ꎬ但并未对生育率的影响进行细致的分

析ꎬ亦未就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ꎮ 可以看出ꎬ学界比较关注

养老保险对生育率影响的议题ꎬ在讨论该议题时往往会与教育投入、养老保障的偿付能力补

充等问题相联系ꎬ单纯考虑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对生育率影响的文献比较有限ꎮ
研究人口老龄化程度对社会产出与福利影响的代表性文献包括:汪伟(２０１２)认为统账

结合制的养老保障制度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并促进经济增长ꎮ Ｋａｇａｎｏｖｉｃｈ 和 Ｚｉｌｃｈａ(２０１２)认
为完全积累制的养老保障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ꎮ Ｆａｎｔｉ 和 Ｇｏｒｉ(２０１３)认为养老保障系统中

生育的相对权重对经济的稳定有重要影响ꎮ 廖朴(２０１６)发现养老保险制度总体上增加了居

民的福利ꎬ但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的福利效应相反ꎮ 刘成坤和赵昕东(２０１８)基于空间杜宾

模型ꎬ通过实证检验认为人口老龄化目前尚不足以影响经济增长ꎮ 景鹏和郑伟(２０１９ｂ)发
现ꎬ若给定生产性财政支出内部结构比ꎬ养老保险缴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倒 Ｕ 型关系ꎮ 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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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等(２０１９) 认为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以有效提升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ꎮ 张熠等

(２０２０)探讨了少子化伴随人力资本进步背景下ꎬ养老保障体系最优的代际再分配水平ꎬ认为

在人力资本进步条件下ꎬ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制度更能促进代际公平ꎬ增加老年人的福利ꎮ
谢雪燕和朱晓阳(２０２０)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创新效应大于劳动力效应ꎬ因此老龄化目前

不会阻碍经济增长ꎮ 可以看出ꎬ学界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讨论非常丰富ꎬ讨论的维度

和深度也比较广泛和深入ꎬ但以生育率为中介变量的讨论仍稍显不足ꎬ且关于人口老龄化对

居民福利水平的讨论比较有限ꎬ以生育率为中介变量、以预期寿命延长或养老保险缴费率变

化为影响因素的文献更加有限ꎮ
总结已有文献可以看出ꎬ现有文献在老龄化对生育率决策影响的研究上存在如下不足:

(１)极少有文献关注预期寿命延长对代表性消费者生育决策的影响这一议题ꎬ仅有的几篇文

献对子代偏好程度在其中的作用讨论也不足ꎮ (２)在研究养老保险对生育率影响的议题上ꎬ
从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视角切入的文献比较有限ꎮ (３)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

文献虽然比较丰富ꎬ但以生育率为中介变量的文献比较有限ꎮ (４)研究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

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虽然比较丰富ꎬ但以生育率为中介变量的文献亦比较有限ꎮ (５)学者

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出了很多贡献ꎬ但就人口老龄化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关注

不足ꎮ

三、模型构建

(一)基本假设

代表性消费者的一生分为两期:青壮年期和老年期ꎮ 代表性消费者在青壮年期的生存

概率为 １ꎬ在老年期以一定的概率死亡ꎬ该概率亦代表了其预期寿命ꎮ 代表性消费者整个生

命周期的总收入由四部分构成:青壮年期的工资收入、青壮年期由父辈死亡得到的遗产、老
年期的养老金、老年期储蓄的总资本收益ꎮ 代表性消费者在青壮年期工作并获得工资收入ꎬ
工资收入加上分得的遗产构成总财富ꎮ 社会中存在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体系ꎬ总财富首

先用于缴纳养老保险费ꎬ代表性消费者基于费后的可支配收入进行储蓄、子代数量和消费决

策ꎬ三者构成一组自由度为二的决策变量ꎮ
社会中生产和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ꎬ进行生产的代表性厂商是完全竞争厂商ꎬ其

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函数ꎮ 代表性消费者在青壮年期进入劳动力市

场ꎬ无弹性地提供一单位劳动ꎮ 社会中的资本在每一期完全折旧ꎬ新的资本完全由储蓄转化

而来ꎮ 此外ꎬ社会中存在着外生的技术进步ꎮ
(二)代表性消费者

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由三部分构成:代表性消费者青壮年期的消费、老年期的消费

和抚育子代的投入ꎮ 代表性消费者在 ｔ 时期进行决策ꎬ因此青壮年期的消费带来的效用是

即时的ꎬ老年期的消费带来的效用则受到时间偏好因子和预期生存概率的影响ꎬ抚育子代的

投入受到子代偏好程度的影响ꎬ故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可表示为:
Ｕａ

ｔ ＝ ｌｎ ｃｙｔ ＋β ｐｔ＋１ ｌｎ ｃｏｔ＋１＋ψｌｎ(ｂｔηｔ＋１) (１)
(１)式中:ｃｙｔ 为 ｔ 时期代表性消费者在青壮年期的消费ꎬβ 为时间偏好因子ꎬｐｔ＋１为 ｔ＋１ 期代表

性消费者进入老年期的生存概率ꎬｃｏｔ＋１为代表性消费者老年期的消费ꎬｂｔ为代表性消费者对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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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代的抚育支出ꎬηｔ＋１为代表性消费者的生育子代数量ꎬψ 为子代偏好程度参数ꎮ
代表性消费者整个生命周期的总收入由四部分构成:青壮年期的工资收入、青壮年期由

父辈死亡得到的遗产、老年期由年轻人支付的养老保险费、老年期储蓄的总资本收益ꎮ 而支

出由五部分构成:对子女的抚育教育成本、青壮年期的消费、青壮年期的储蓄、青壮年期支付

的养老保险费和老年期的消费ꎮ
在青壮年期ꎬ代表性消费者仅有工资收入和遗产ꎬ支出为储蓄、消费和抚育子女的支出ꎬ

即代表性消费者青壮年期的预算约束为:
ｃｙｔ ＋ｓｔ ＝(１－τｔ)ｗ ｔ－ｂｔηｔ＋１＋(１－ｐｔ) ｓｔ－１ｒｔ / ηｔ (２)

(２)式中:ｓｔ为第 ｔ 期代表性消费者的储蓄ꎬｗ ｔ为工资水平ꎬτｔ为养老保险缴费比例ꎬηｔ为第 ｔ－１
期青壮年的生育率ꎬｒｔ为总资本收益率ꎬ从而(１－ｐｔ) ｓｔ－１ ｒｔ / ηｔ表示代表性消费者在父代死亡时

分得的遗产ꎮ
代表性消费者以工资的固定比例支付每个子女的抚育成本ꎬ即每个子女的抚育成本ｂｔ可

表示为:
ｂｔ ＝μｗ ｔ (３)

(３)式中:μ 为工资中用于每个子女抚育成本的固定比例ꎮ
在老年期ꎬ代表性消费者以一定的概率存活ꎮ 收入包括: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支付的养

老金、以储蓄进行投资获得的总投资收益ꎻ主要的支出则是消费ꎮ 故代表性消费者老年期的

预算约束为:
ｐｔ＋１ｃｏｔ＋１ ＝ ｐｔ＋１ｒｔ＋１ｓｔ＋ηｔ＋１τｔ＋１ｗ ｔ＋１ (４)

(４)式中:ｒｔ＋１为第 ｔ＋１ 期的总资本收益率ꎬｗ ｔ＋１为第 ｔ＋１ 期的工资水平ꎬτｔ＋１为 ｔ＋１ 时期的养老

保险缴费率ꎮ
(三)社会生产条件

社会生产中存在人力资本ꎬ子代的人力资本累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父代的人力资本

水平和父代对子代的抚育成本支出ꎬ子代的人力资本累积函数可表示为:
ｈｔ＋１ ＝ｈ１－λ

ｔ ｂλ
ｔ (５)

(５)式中:ｈｔ＋１为 ｔ＋１ 时期代表性消费者子代的人力资本水平ꎬｈｔ为代表性消费者的人力资本

水平ꎬλ 为抚育成本转化为人力资本的转化因子ꎮ
劳动力与人力资本一起构成社会中的总人力资本ꎬ即:

Ｈｔ＋１ ＝Ｌｔηｔ＋１ｈｔ＋１ (６)
社会中上期代表性消费者的储蓄构成本期的投资ꎬ即新增物质资本:

Ｉｔ ＝Ｌｔｓｔ (７)
(７)式中:Ｌｔ表示 ｔ 期的代表性消费者人口总数ꎮ

社会中的物质资本在每期完全折旧ꎬ因此新增物质资本构成社会中的总物质资本ꎬ即:
Ｋ ｔ＋１ ＝ Ｉｔ (８)

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形式ꎬ即:
Ｙｔ＋１ ＝Ａｔ＋１Ｋα

ｔ＋１Ｈ１－α
ｔ＋１ (９)

(９)式中:Ａｔ＋１为外生的技术进步ꎬＹｔ＋１为社会总产出ꎬα 为资本产出弹性ꎮ
联立(５)—(９)式可求得 ｔ＋１ 时期的总产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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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ｔ＋１ ＝Ａｔ＋１ｓｔ α(ｈ１－λ
ｔ μλｗλ

ｔ ) １－αη１－α
ｔ＋１ Ｌｔ (１０)

从而 ｔ＋１ 时期的劳均产出为:
ｙｔ＋１ ＝Ａｔ＋１ｓｔ α(ｈ１－λ

ｔ μλｗλ
ｔ ) １－αη１－α

ｔ＋１ (１１)
对应 ｔ＋１ 期的工资水平可表示为:

ｗ ｔ＋１ ＝(１－α)Ａｔ＋１ｓｔ α(ｈ１－λ
ｔ μλｗλ

ｔ ) １－αη－α
ｔ＋１ (１２)

ｔ＋１ 时期的总资本收益率可表示为:
ｒｔ＋１ ＝α Ａｔ＋１ｓｔ α

－１(ｈ１－λ
ｔ μλｗλ

ｔ ) １－αη１－α
ｔ＋１ (１３)

四、均衡分析

联立(１)—(４)式、(１１)—(１３)式ꎬ基于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则ꎬ已知消费、储蓄

和生育子代数量构成一组自由度为二的决策变量ꎬ以储蓄和生育子代数量为自由决策变量

可求得代表性消费者的均衡储蓄和生育率如(１４)、(１５)式所示:

ｓｔ ＝
αβｐｔ＋１[(１－ｐｔ) ｓｔ－１ｒｔ / ηｔ＋(１－τｔ)ｗ ｔ]

１＋βｐｔ＋１＋ψ
　 　 　 　 　 　 　 (１４)

ηｔ＋１ ＝
[(１－α)βｐｔ＋１＋ψ][(１－ｐｔ) ｓｔ－１ｒｔ / ηｔ＋(１－τｔ)ｗ ｔ]

μｗ ｔ(１＋βｐｔ＋１＋ψ)
(１５)

(一)预期寿命、养老保险缴费率对生育率的影响

基于(１５)式可求得均衡生育率对预期寿命变化的弹性为:

εη
ｐ ＝

∂ｌｎηｔ＋１

∂ｌｎｐｔ＋１
＝

(１－α－αψ)βｐｔ＋１

[(１－α)βｐｔ＋１＋ψ](１＋βｐｔ＋１＋ψ)
(１６)

由(１６)式可以看出ꎬ预期寿命对生育率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ꎬ而是取决于子代偏

好程度和资本产出弹性等因素的影响ꎮ 其中ꎬ资本产出弹性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ꎬ而子代

偏好程度可以由政府的政策或宣传所影响ꎬ对政府制定生育干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ꎬ因此有

必要进行进一步分析ꎮ 令 εη
ｐ ＝ ０ 可求得临界的子代偏好程度为ψ∗ ＝ １－α

α
ꎬ其满足:

εη
ｐ <０ꎬ ψ>ψ∗

εη
ｐ >０ꎬ ψ<ψ∗{ (１７)

(１７)式表明ꎬ给定资本产出弹性ꎬ预期寿命对生育率的影响取决于子代偏好程度ꎬ若子

代偏好程度高于特定水平ψ∗ ＝ １－α
α

ꎬ则预期寿命的上升会导致代表性消费者降低自身的生

育水平ꎻ而若子代偏好程度低于特定水平ψ∗ ＝ １－α
α

ꎬ则预期寿命的上升会导致代表性消费者

提高自身的生育水平ꎮ 这意味着ꎬ政府通过政策调整和宣传从而影响代际利他信念ꎬ可以左

右预期寿命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ꎮ 如果政府希望在老龄化的进程中使代表性消费者提高生

育率ꎬ反而不应当实施提高子代偏好程度的政策和宣传措施ꎬ这样只会使得老龄化程度加剧

时ꎬ代表性消费者降低生育数量ꎮ
其原因可能在于: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由青壮年期的消费、老年期的消费和子代的

数量三部分构成ꎬ当代表性消费者的子代偏好程度低于特定水平ψ∗时ꎬ子代数量本身不再

构成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的主要来源ꎬ此时代表性消费者主要基于消费的跨期决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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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生育子女数量ꎮ 由于社会中存在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ꎬ故其老年期的消费受到其子女

数量和人力资本的影响ꎬ由于每个子女的抚育支出是固定的ꎬ因此子女数量是决定性因素ꎮ
子女数量的增加对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存在两方面的影响ꎬ一方面ꎬ代表性消费者青壮

年期的消费会因子女数量增长而下降ꎻ另一方面ꎬ其老年期的养老金和总投资收益会因子女

数量增长而增加ꎬ从而老年期的消费会增加ꎮ 当预期寿命上升时ꎬ代表性消费者为平滑一生

的消费ꎬ须增加老年期的总消费ꎬ即提高老年期的收入来源ꎬ而增加子女数量可以使养老金

增加ꎬ均衡的结果是:子女数量增长带来的老年期消费增加引致的效用增量超过了青壮年期

消费减少引致的效用减少ꎬ从而使代表性消费者选择提高自身的生育水平ꎻ但当代表性消费

者的子代偏好程度高于特定水平ψ∗时ꎬ子代数量本身带来的效用足够高ꎬ因为在均衡水平

下ꎬ预期寿命出现正扰动即当代表性消费者的预期寿命增加时ꎬ代表性消费者平滑一生消费

的动力不足ꎬ从而不会为了增加老年期的消费水平而增加自身的生育水平ꎬ更倾向于注重青

壮年期的效用变化ꎬ而青壮年期的效用水平会因子代数量上升而降低ꎬ故而当代表性消费者

预期寿命上升时ꎬ代表性消费者反而会降低其自身的生育水平ꎮ
这意味着当不存在老龄化问题时ꎬ政府推进旨在提高子代偏好的政策会自然地提高生

育率水平ꎻ但当存在老龄化问题时ꎬ尤其是当代表性消费者的子代偏好程度较高时ꎬ逻辑将

发生变化ꎬ旨在提高子代偏好的政策反而会降低生育率水平ꎮ 模型表明ꎬ提高生育率水平的

关键因素是养老保障机制是否与子代具有强力的纽带以及是否能够在代表性消费者老年期

提供足够的生活支持ꎮ
基于(１５)式可求得代表性消费者均衡生育水平对当期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的弹性为:

εη
τ ＝

∂ｌｎηｔ＋１

∂ｌｎ τｔ
＝ －

ｗ ｔτｔ

(１－ｐｔ) ｓｔ－１ｒｔ / ηｔ＋(１－τｔ)ｗ ｔ
<０ (１８)

由(１８)式可以看出ꎬ当期养老保险缴费率对生育率存在负向影响ꎬ即当期养老保险缴费

率的上升会使得代表性消费者降低自身的生育率水平ꎮ 而生育率对养老保险缴费率是富有

弹性还是缺乏弹性ꎬ取决于(１－ｐｔ) ｓｔ－１ ｒｔ / ηｔ＋(１－２τｔ)ｗ ｔ 的符号ꎬ等价于判断[(１－ｐｔ) ｓｔ－１ ｒｔ /
ηｔ＋ｗ ｔ] / ２－τｔ ｗ ｔ 的符号ꎬ即养老保险缴费与分得遗产和工资均值的相对大小:如果养老保险

缴费等于分得遗产和工资的均值ꎬ则生育率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弹性绝对值等于 １ꎻ如果养

老保险缴费大于分得遗产和工资的均值ꎬ则生育率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弹性绝对值大于 １ꎻ
如果养老保险缴费小于分得遗产和工资的均值ꎬ则生育率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弹性绝对值

小于 １ꎮ 其原因在于:当代表性消费者青壮年期的预算约束中ꎬ养老保险缴费和抚育子代的

支出均是代表性消费者的支出项ꎬ当代表性消费者收入一定时ꎬ二者显然负相关ꎬ增加养老

保险缴费就必然会导致抚育子代的总支出减少ꎬ而由于每个子代的抚育支出一定ꎬ因此代表

性消费者必然降低自身的生育水平ꎮ 而如果分得遗产和工资的均值刚好等于养老保险缴

费ꎬ当养老保险缴费率发生微小变动时ꎬ代表性消费者的生育水平及养老保险缴费都和工资

线性相关ꎬ从而弹性为 １ꎮ 如果分得遗产和工资的均值不足以覆盖养老保险缴费ꎬ当养老保

险缴费率发生微小变动时ꎬ代表性消费者的生育水平仍和工资线性相关ꎬ但与养老保险缴费

并非线性相关ꎬ工资对养老保险缴费的弹性高于 １ꎬ从而生育率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弹性大

于 １ꎮ 类似地ꎬ如果分得遗产和工资的均值超过养老保险缴费ꎬ当养老保险缴费率发生微小

变动时ꎬ工资对养老保险缴费的弹性低于 １ꎬ从而生育率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弹性小于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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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期寿命和养老保险缴费率对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的影响

通过影响代表性消费者的生育率和储蓄水平ꎬ预期寿命延长和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对

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亦具有重要影响ꎮ 以 ｔ＋１ 期的劳均产出为经济增长的代理指标ꎬ
以 ｔ 期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为居民福利的代理指标ꎬ以下分析预期寿命变化和养老保

险缴费率调整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影响ꎮ
联立(１１)、(１４)式ꎬ可求得 ｔ＋１ 期的劳均产出为:

ｙｔ＋１ ＝Ａｔ＋１(ｈ１－λ
ｔ μλｗλ

ｔ )１－α

(１－ｐｔ)ｓｔ－１ｒｔ
ηｔ

＋(１－τｔ)ｗ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βｐｔ＋１＋ψ
(αβｐｔ＋１)α (１－α)βｐｔ＋１＋ψ

μ ｗ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α

(１９)

基于(１９)式可求得 ｔ＋１ 期劳均产出对预期寿命变化的弹性为:

εｙ
ｐ ＝

∂ｌｎ ｙｔ＋１

∂ｌｎ ｐｔ＋１
＝ －

βｐｔ＋１

１＋βｐｔ＋１＋ψ
＋α＋

(１－α) ２βｐｔ＋１

(１－α)βｐｔ＋１＋ψ
(２０)

由于
(１－α) ２βｐｔ＋１

(１－α)βｐｔ＋１＋ψ
＋α－

βｐｔ＋１

１＋βｐｔ＋１＋ψ
＝

(１－α)βｐｔ＋１＋αψ(１＋ψ)
(１＋βｐｔ＋１＋ψ)[(１－α)βｐｔ＋１＋ψ]

>０ꎬ故 εｙ
ｐ>０ 恒成立ꎬ即

预期寿命的延长总是会使得下期的劳均产出上升ꎮ 这意味着从劳均产出的角度来看ꎬ预期

寿命上升并不会阻碍经济增长ꎬ反而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ꎮ 这一机制的实现有赖于预期寿

命的延长会导致代表性消费者增加自身的储蓄ꎬ虽然在特定子代偏好程度水平上会降低生

育水平ꎬ但储蓄增加对劳均产出的边际影响总是超过生育水平变化对劳均产出的边际影响ꎬ
从而总体来看ꎬ预期寿命延长总是会使下期劳均产出上升ꎮ

此外还注意到ꎬ
∂εｙ

ｐ

∂ψ
＝ αψ＋α－１
(１＋βｐｔ＋１＋ψ)[(１－α)βｐｔ＋１＋ψ]

ꎬ若 ψ<ψ∗ꎬ则
∂εｙ

ｐ

∂ψ
<０ꎮ 即当代表性消

费者代际利他倾向小于某一水平时ꎬ随着代际利他倾向的上升ꎬ预期寿命延长虽仍然使ｔ＋１
期的劳均产出上升ꎬ但劳均产出对平均预期寿命的弹性下降了ꎮ 而当代表性消费者代际利

他倾向下降时ꎬ预期寿命延长不但会使 ｔ＋１ 期的劳均产出上升ꎬ而且会使 ｔ＋１ 期的劳均产出

对预期寿命变化的弹性上升ꎮ 因此ꎬ政府若希望通过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生育率ꎬ则应注

意不能只着眼于生育偏好宣传ꎬ意图使我国居民的生育观念回到“多子多福”的陈旧思想上

去ꎬ而应当注意配合养老保险政策ꎬ使居民在经济学的理性人条件下进行生育和跨期消费决

策ꎬ唯有这样才不至于带来经济增长的停滞ꎮ
基于(１９)式可求得 ｔ＋１ 期劳均产出对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的弹性为:

εｙ
τ ＝

∂ｌｎ ｙｔ＋１

∂ｌｎ τｔ
＝

－τｔｗ ｔ

(１－ｐｔ) ｓｔ－１ｒｔ
ηｔ

＋(１－τｔ)ｗ ｔ

(２１)

由(２１)式可以看出ꎬ提高 ｔ 期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将降低 ｔ＋１ 期的劳均产出ꎬ而(１８)式表

明ꎬ提高 ｔ 期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将降低代表性消费者的生育水平ꎮ 这意味着ꎬ在老龄化趋势

加剧的情况下ꎬ政府若为了提高养老保险的支付能力而提高当期的养老保险缴费率ꎬ则不但

会使少子化趋势加剧ꎬ而且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停滞ꎮ 因而ꎬ无论是从人口发展还是从经济增

长角度ꎬ政府都应当避免养老保险缴费率的上调ꎬ并考虑采取其他的手段来补充养老保险的

支付能力ꎮ
令Ｃ１ ＝[(１－ｐｔ)ｓｔ－１ｒｔ / ηｔ＋(１－τｔ)ｗｔ]ꎬＣ２ ＝ １＋βｐｔ＋１＋ψꎬ则ｃｙｔ ＝Ｃ１ / Ｃ２ꎬ令Ｃ３ ＝α＋(１－α)τｔ＋１ / ｐｔ＋１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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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４ ＝Ａｔ＋１(ｈｔｂλｔ )１－αꎬＣ５ ＝(１－α)βｐｔ＋１＋ψꎬＣ６ ＝αβｐｔ＋１ꎬ则ｃｏｔ＋１ ＝Ｃ３Ｃ４Ｃ１－α
５ Ｃα

６Ｃ１ / Ｃ２ꎬ令Ｃ７ ＝Ｃ３Ｃ４Ｃα
６ Ｃ１ꎬ

故而:
Ｕ∗

ｔ ＝ ｌｎＣ１－ｌｎＣ２＋βｐｔ＋１(ｌｎＣ７＋ｌｎＣ５－ｌｎＣ２)＋ψ(ｌｎＣ５＋ｌｎＣ１－ｌｎＣ２)
＝ (１＋ψ)ｌｎＣ１－Ｃ２ ｌｎＣ２＋(ψ＋βｐｔ＋１)ｌｎＣ５－βｐｔ＋１ ｌｎＣ７ (２２)

由(２２)式难以求出预期寿命延长对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影响方式的解析式ꎬ相应的

分析结果须由数值方法给出ꎮ
假设 ｔ＋１ 期的养老保险缴费率由 ｔ 期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决定ꎬ不妨设τｔ＋１ ＝ ｆ(τｔ)ꎬ则基于

(２２)式可求得 ｔ 期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对 ｔ 期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的影响为:

φＵ
τ ＝

∂Ｕｔ

∂τｔ
＝

－(１＋ψ＋βｐｔ＋１)ｗ ｔ

(１－τｔ)ｗ ｔ＋
(１－ｐｔ) ｓｔ－１ｒｔ

ηｔ

＋
(１－α)βｐｔ＋１τ′ｔ＋１

(１－α)τｔ＋１＋α ｐｔ＋１
(２３)

(２３)式中:τ′ｔ＋１ ＝
∂ｆ(τｔ)
∂τｔ

ꎮ 令φＵ
τ ＝ ０ 可求得τ′ｔ＋１的临界值为:

τ′∗ｔ＋１ ＝
(１－α)τｔ＋１＋α ｐｔ＋１

(１－α)βｐｔ＋１

(１＋ψ＋βｐｔ＋１)ｗ ｔ

(１－τｔ)ｗ ｔ＋
(１－ｐｔ) ｓｔ－１ｒｔ

ηｔ

(２４)

(２４)式表明ꎬ若τ′ｔ＋１≤τ′∗ｔ＋１ꎬ即若 ｔ＋１ 期的养老保险缴费率与 ｔ 期的养老保险缴费率负相

关ꎬ或者 ｔ＋１ 期的养老保险缴费率与 ｔ 期的养老保险缴费率无关ꎬ或者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增

长速度低于τ′∗ｔ＋１时ꎬ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只会降低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ꎻ当养老保险缴

费率的增长速度为τ′∗ｔ＋１时ꎬ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将不会影响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ꎻ当养

老保险缴费率的增长速度高于τ′∗ｔ＋１时ꎬ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会使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上

升ꎮ
ｔ＋１ 期的养老保险缴费率与 ｔ 期的养老保险缴费率负相关或无关使代表性消费者的终

生效用下降是显然的ꎬｔ 期的养老保险缴费的增加会缩减代表性消费者青壮年期的可支配收

入ꎬ使得青壮年期的消费减少ꎬ如果这些消费减少无法在老年期在养老金上得到补偿ꎬ则必

然会降低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ꎮ (２４)式表明要保证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不下降ꎬ
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增长速度必须满足一定的水平ꎬ在给定水平以下ꎬ代表性消费者的福利水

平仍无法得到保持ꎮ (１８)式表明ꎬ提高 ｔ 期的养老保险缴费会降低代表性消费者的生育水

平ꎬ由于代表性消费者总是在既定的预期下进行生育和跨期决策ꎬ因此为保证代表性消费者

终生效用并提高当期的生育水平ꎬ政府有必要对养老保险缴费的变化提供一定程度的承诺ꎬ
如保持当期缴费率不变ꎬ或保证养老金随时间变化会实现某种水平的增长等ꎮ

五、参数校准

(一)参数设定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ꎬ职工现行退休年龄是:男性 ６０ 周岁ꎬ女干部 ５５ 周岁ꎬ女工人 ５０ 周

岁ꎬ但我国存在大量乡村就业人口和农民工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０»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ꎬ其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在 ３７.３４％~７６.３０％之间ꎬ且其实际退休年龄平均高于 ６０ 岁ꎮ
因此ꎬ本文以 ６０ 岁为平均退休年龄ꎬ此亦与汪伟和王文鹏(２０２１)、郭凯明和颜色(２０１６)等
的设定吻合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ꎬ我国居民的平均工作年限为 ４０.１ 年ꎮ 因此ꎬ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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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０－２０ 岁为少年期ꎬ以 ２０－６０ 岁为中年期ꎬ以 ６０－１００ 岁为老年期ꎬ此设定亦与«中国人身

保险业经验生命表(２０１０－２０１３)»规定我国人口的极限寿命为 １０５ 岁基本吻合ꎮ 本文数值

模拟须从 ｔ－１ 时期开始ꎬｔ＋１ 时期结束ꎮ 由于所涉及的统计数据多始于 １９７８ 年ꎬ因此ꎬ选择

１９７８ 年为 ｔ－１ 期的代表性时点ꎬ且基于每期 ４０ 年的设定ꎬ以 ２０１８ 年为 ｔ 期的代表性时点ꎬ
２０５８ 年为 ｔ＋１ 期的代表性时点ꎮ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０»公布的数据ꎬ我国 １９７８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６１５.００ 元ꎮ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ꎬ我国 ２０１８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８２ ４１３.００元ꎮ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 ＧＤＰ 平减指数ꎬ可求得以 １９７８ 年为基期的 ２０１８ 年累积

ＧＤＰ 平减指数为 ６７４.８４、平均工资为 １２ ２１２.２３ 元ꎬ此亦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０»«中国

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计算得到的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在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年间增长

１８.７ 倍相吻合ꎮ 因此ꎬ将 １９７８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平均工资ｗ ｔ－１、ｗ ｔ分别设为 ６１５.００ 元、１２ ２１２.２３
元ꎮ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①ꎬ我国 １９７８ 年的储蓄率为 ３９. ２８％ꎬ２０１８ 年的储蓄率为

４４.９４％ꎮ 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０»«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ꎬ我国 １９７８ 年的平均可支配收

入为 １７１.００ 元ꎬ２０１８ 年的可支配收入为 ２８ ２２８.００ 元ꎬ从而可求得 １９７８ 年价格为基期的实

际可支配收入为４ １８２.９２元ꎬ基于 １９７８ 年的实际可支配收入计算得到当年的储蓄ｓｔ－１为６７.１７
元ꎬ基于 ２０１８ 年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可计算得到当年的储蓄ｓｔ为 １ ８７９.７９ 元ꎮ

根据模型设定ꎬｎｔ衡量的是平均每个 ｔ－１ 期处于青壮年期的代表性消费者子代的数量ꎮ
根据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１９８２ 年的 １‰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估计ꎬ我国 １９８０ 年的

总和生育率为 ２.３１ꎬ即 １９８０ 年平均每个代表性消费者的子代数量亦即 ｔ 时期的生育率为ｎｔ ＝
２.３１ / ２＝ １.１５５ꎮ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ꎬ２０２０ 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１.３ꎬ故
设定 ｔ＋１ 时期的生育率基准值为 ｎｔ＋１ ＝ １.３ / ２＝ ０.６５ꎮ 根据“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子女

教育成本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２０２２»ꎬ我国家庭的平均教育支出占到家

庭收入的 ３０％ꎬ因此设定每个子女的抚育成本 ｂｔ ＝ ４ １８２.９２×２×０.３ / １.３＝ １ ９３０.５８ 元ꎮ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２０１８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ꎬ我国人口

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７７ 岁ꎬ根据模型假设极限寿命为 １００ 岁的设定ꎬ可计算 ｔ 期的条件预期生

存概率为ｐｔ ＝ ７７ / １００＝ ０.７７ꎮ 根据«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的预期ꎬ到 ２０５０ 年中国

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可以达到 ８５ 岁ꎮ 而根据 ＷＨＯ«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８»报告ꎬ平均

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为日本的 ８４.２ 岁ꎬ因此预期 ８５ 岁的目标可以达到ꎬ可设定 ｔ＋１ 期人口

老龄化程度基准值为ｐｔ＋１ ＝ ８５ / １００＝ ０.８５ꎮ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的决定»ꎬ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的缴费比例为 ２０％ꎬ因此可设定τｔ ＝ ０.２ꎮ 根

据 １９８６ 年«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ꎬ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为

１５％ꎬ个人缴费比例为 ３％ꎬ全部进入统筹账户ꎬ故可设定τｔ－１ ＝ ０.１８ꎮ 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

发布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ꎬ我国企业社保缴费率降至 １６％ꎬ考虑到养老费率并

不轻易变动ꎬ可设定控制变量分析中的τｔ＋１ ＝ ０.１６ꎮ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ꎬ世界各主要国

家的雇主缴费率和个人缴费率范围为 τ∈[０ꎬ０.３２６８]ꎬ为排除极值情况ꎬ本文在数值模拟中

设定 τ∈[０.０１ꎬ０.３２６８]ꎮ
上述可观测参数基准值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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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可观测参数基准值
变量 ｔ－１ 期值 ｔ 期值 ｔ＋１ 期值 来源

平均储蓄 ｓ ６７.１７ １ ８７９.７９ －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０»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
世界银行官方网站公开数据栏目

平均工资 ｗ ６１５ １２ ２１２.２３ －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０»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
世界银行官方网站公开数据栏目

子女抚育成本 ｂ － １ ９３０.５８ －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２０２２»

标准化总和生育率 ｎ － １.１５５ ０.６５ 原国家卫计委 １９８２ 的 １‰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预期生存概率 ｐ － ０.７７ ０.８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
ＷＨＯ«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８»

养老保险缴费率 τ ０.１８ ０.２０ ０.１６
«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
«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

尹向飞和欧阳峣 (２０１９) 估计出我国 １９９６—２０１６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

１.６４％ꎬ故令Ａｔ ＝ １.０１６４４０ ＝ １.９１６８ꎮ 根据王开科和曾五一(２０２０)的估计ꎬ我国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 年

的资本回报率在 ７.２８％~１３.０５％之间ꎬ据此求几何平均值可计算得到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 年间我国

的平均资本回报率为 １１.２０％ꎬ从而求得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年间的累积总资本收益率为 ６９.８５ 倍ꎮ
赵志耘等(２００６)计算出我国 １９７８—２００４ 年间的平均资本产出弹性为 α ＝ ０.５６ꎬ与贾俊雪等

(２０２１)、汪伟和王文鹏(２０２１)、郭凯明和颜色(２０１６)等采用的 α ＝ ０.５ 基本一致ꎮ 郭凯明和

龚六堂(２０１２)将时间偏好因子设为 β ＝ ０.５５ꎬ本文沿用此设定ꎮ 基于当前的生育率水平和

(１５)式可校准得到子代偏好程度 ψ ＝ ０.０６７４ꎬ基于此及(１９)式可校准得到抚育成本转化为

人力资本的转化因子 λ＝ ０.９０３５ꎮ
上述不可观测参数取值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可观测参数表
常量 值 来源

时间偏好因子 β ０.５５ 郭凯明和龚六堂(２０１２)
资本产出弹性 α ０.５６ 赵志耘等(２００６)
总资本收益率ｒｔ ６９.８５ 王开科和曾五一(２０２０)
全要素生产率Ａｔ １.９１６８ 尹向飞和欧阳峣(２０１９)
子代偏好程度 ψ ０.０６７４ 参数校准

抚育成本转化为人力资本的转化因子 λ ０.９０３５ 参数校准

(二)当前预期寿命和养老保险缴费率水平下的临界值校准

在理论模型分析中ꎬ由(２３)式可知ꎬ存在某个临界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增长速度τ′ｔ＋１ ＝

∂ｆ(τｔ)
∂τｔ

＝ ０ 使得养老保险缴费率对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影响为零ꎬ以下在当前的经济状

态、生产条件、预期寿命和养老保险缴费率水平下对该值进行校准ꎮ
求解(２４)式的微分方程得到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动力方程为:

τｔ＋１ ＝ ｅ
τｔ

１
βｐｔ＋１

(１＋ψ＋βｐｔ＋１)ｗｔ

(１－τｔ)ｗｔ＋
(１－ｐｔ) ｓｔ－１ｒｔ

ηｔ －
α ｐｔ＋１

１－α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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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各参数和校准值ꎬ可求得临界下期养老保险缴费率水平τ∗
ｔ＋１ ＝ １.０１２４ꎬ从而基于(２４)

式得到临界下期养老保险缴费率水平下ꎬ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增长速度为 ７.３９９ 倍ꎮ 可以看出

该值远高于当前的养老保险缴费率水平ꎬ甚至是一种不可行水平ꎬ故而ꎬ可以认为在可行的

养老保险缴费率水平下ꎬ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都将会使得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下降ꎮ
(三)不同预期寿命和养老保险缴费率下的生育率、效用和劳均产出水平

理论分析表明ꎬ通过影响生育率水平ꎬ不同预期寿命和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劳均产出和代

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亦存在影响ꎬ故以下基于当前的经济状态、生产条件ꎬ以及设定的预

期寿命和养老保险缴费率范围对此进行模拟ꎬ不同预期寿命和养老保险缴费率下的生育率、
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和劳均产出水平模拟结果如图 １①ꎮ

图 １　 不同预期寿命和养老保险缴费率下的生育率、效用和劳均产出水平

由图 １ 可以看出ꎬ在给定的参数组合和可行的养老保险缴费率、预期生存概率水平下ꎬ
养老保险缴费率与代表性消费者的生育子女数量、下期劳均产出和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

始终负相关ꎬ预期生存概率与三者则始终正相关ꎮ 因而在当前的经济状态和生产条件下ꎬ预期

寿命延长并非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ꎬ它不但能够使得生育率自然回归ꎬ实现老龄化的自我修

复ꎬ而且还能带来下期劳均产出的上升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ꎮ 但相应的ꎬ政府应当尽量避免

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ꎬ养老保险缴费率的上升不但会使代表性消费者降低自身的生育水平ꎬ而
且会使经济增长停滞、居民福利水平下降ꎬ因而ꎬ解决养老保险偿付能力应当借助其他手段ꎮ

(四)关键参数敏感性分析

作为关键参数的资本产出弹性和子代偏好程度对经济系统而言是不可观测的变量ꎬ只
能依靠估计和参数校准得出ꎮ 上文对不同预期寿命和养老保险缴费率下的生育率、代表性

消费者的终生效用和劳均产出水平的模拟是基于相关文献得到的资本产出弹性和子代偏好

程度估计值ꎬ但引用文献的过时或不准确会造成模拟结果出现偏差ꎮ 为缓解这种偏差ꎬ以下

采用遍历各参数可行值的方式进行敏感性分析ꎬ一来可甄别经济系统的演变路径是否发生

变化ꎬ二来也可观察在不同的估计参数下模型结果是否稳健ꎬ从而保证理论模型的稳健性ꎮ
平均预期寿命变化的影响对资本产出弹性 α 的敏感性如图 ２ 所示ꎬ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的

影响对资本产出弹性 α 的敏感性如图 ３ 所示ꎬ平均预期寿命变化的影响对子代偏好程度 ψ
的敏感性如图 ４ 所示ꎬ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的影响对子代偏好程度 ψ 的敏感性如图 ５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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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２ 可以看出ꎬ资本产出弹性 α 在可行范围内变化时ꎬ平均预期寿命变化对代表性消

费者生育子女数量、下期劳均产出和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水平影响的趋势并不改变ꎬ在 α
的可行范围内ꎬ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始终对三者存在正向影响ꎮ 给定平均预期寿命不变ꎬ资本产

出弹性 α 与代表性消费者生育子女数量、下期劳均产出和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水平负相关ꎮ

图 ２　 平均预期寿命变化的影响对资本产出弹性 α的敏感性
(注:横轴为预期生存概率ꎬ纵轴为模拟值ꎮ)

由图 ３ 可以看出ꎬ资本产出弹性 α 在可行范围内变化时ꎬ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对代表性

消费者生育子女数量、下期劳均产出和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水平影响的趋势并不改变ꎬ在
α 的可行范围内ꎬ养老保险缴费率上升始终对三者存在负向影响ꎮ 给定养老保险缴费率水

平不变ꎬ资本产出弹性 α 与代表性消费者生育子女数量、下期劳均产出和代表性消费者终生

效用水平负相关ꎮ

图 ３　 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的影响对资本产出弹性 α的敏感性
(注:横轴为养老保险缴费率ꎬ纵轴为模拟值ꎮ)

　 　 由图 ４ 可以看出ꎬ子代偏好程度 ψ 在可行范围内变化时ꎬ平均预期寿命变化对代表性消

费者生育子女数量影响的趋势发生了变化ꎬ但对下期劳均产出和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水

平影响的趋势并不改变ꎮ 在较低的 ψ 水平下ꎬ平均预期寿命与代表性消费者的生育子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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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正相关ꎬ但在较高的 ψ 水平下ꎬ二者变为负相关ꎻ在可行的 ψ 范围内ꎬ平均预期寿命与下期

劳均产出始终正相关ꎬ与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始终负相关ꎮ 给定平均预期寿命水平ꎬ子代

偏好程度与代表性消费者生育子女数量和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水平正相关ꎬ但与下期劳

均产出呈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关系ꎮ

图 ４　 平均预期寿命变化的影响对子代偏好程度 ψ的敏感性
(注:横轴为预期生存概率ꎬ纵轴为模拟值ꎮ)

由图 ５ 可以看出ꎬ子代偏好程度 ψ 在可行范围内变化时ꎬ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对代表性

消费者生育子女数量、下期劳均产出和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水平影响的趋势并不改变ꎬ在
ψ 的可行范围内ꎬ养老保险缴费率上升始终对三者存在负向影响ꎮ 给定养老保险缴费率水

平ꎬ子代偏好程度与代表性消费者生育子女数量和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水平正相关ꎬ但与

下期劳均产出呈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关系ꎮ

图 ５　 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的影响对子代偏好程度 ψ的敏感性
(注:横轴为养老保险缴费率ꎬ纵轴为模拟值ꎮ)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目前正处于老龄化与少子化双双加速的人口结构变化期ꎬ但老龄化与少子化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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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关系却并未受到充分重视ꎬ其中老龄化对少子化的影响对人口结构变化具有重要理论意

义ꎮ 老龄化存在各个方面的原因和后果ꎬ其中预期寿命变化是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之一ꎬ
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是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可能后果之一ꎬ二者对生育率的影响较全面地代

表了老龄化对少子化的影响范围ꎮ 基于该出发点ꎬ本文建立了一般均衡的世代交叠模型讨

论了预期寿命延长和养老保险缴费率对生育率的影响ꎬ并基于对生育率的影响ꎬ进一步讨论

了二者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ꎮ
研究表明:子代偏好程度是平均预期寿命影响代表性消费者生育率的重要因素ꎬ若子代

偏好程度小于特定水平ꎬ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将使代表性消费者的生育率上升ꎬ反之ꎬ则使生

育率下降ꎮ 当前我国居民的子代偏好程度远低于平均预期寿命上升使生育率下降的临界水

平ꎬ故只要政府不采取强有力措施改变居民的生育理念ꎬ当前的经济状态和生产条件将带来

生育率的自然回归ꎮ 而养老保险缴费率对生育率始终存在负向影响ꎬ即当期养老保险缴费

率的上升会使得代表性消费者降低自身的生育率水平ꎬ但生育率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弹性

受到所得遗产和工资的均值与养老保险缴费率相对大小的影响ꎬ如果养老保险缴费大于分

得遗产和工资的均值ꎬ则生育率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弹性绝对值大于 １ꎻ如果养老保险缴费

小于分得遗产和工资的均值ꎬ则生育率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弹性绝对值小于 １ꎮ 平均预期寿

命与下期劳均产出始终呈正相关ꎬ但下期劳均产出对平均预期寿命的弹性受到子代偏好程

度的影响ꎮ 在可行的范围内ꎬ平均预期寿命与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亦始终呈正相关ꎬ故平

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增长ꎬ反而可以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ꎮ 养老保险缴费

率与下期劳均产出始终呈负相关ꎬ下期劳均产出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弹性受到所得遗产与

养老保险缴费率的相对大小的影响ꎮ 养老保险缴费率与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相关关系

取决于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增长速度ꎬ但在可行的范围内ꎬ养老保险缴费率与代表性消费者终

生效用负相关ꎮ
因此ꎬ若政府希望在老龄化的进程中使代表性消费者提高生育率ꎬ反而不应当实施提高

子代偏好程度的政策和宣传措施或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水平ꎬ这样只会使得老龄化加剧的

同时代表性消费者降低生育数量ꎮ 政府的政策重心应该着眼于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机

制ꎬ并对养老保险缴费的变化提供一定程度的承诺ꎬ如保持当期缴费率不变ꎬ或保证养老金

随时间变化会实现某种水平的增长等ꎮ 此外ꎬ为保持生育率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弹性ꎬ政府

有必要采取措施控制居民终生财富中所得遗产的比例ꎬ如适时施行遗产税等制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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