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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经济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向运华

　　摘要: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对社会保障项目、社会保障管理及社会保障政策提出了挑战, 同时对社会

保障体系有促进作用。我国虽然尚未完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但社会保障体系已显出困境, 必须进行相应

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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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知识经济的内涵及特征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主要基础的经济, 是建立在知识和

信息的生产、分配和有效运用基础之上的一种经济形态。相

对于以往的劳力经济 (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劳力的占有)、资

源经济 (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 , 知识

经济具有以下特征:

(1)产业结构和公司结构的深刻变化。依靠知识和人力

资源的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迅速增加, 正在取代产值和就业

增长缓慢的传统产业。

(2)网络经济的出现。网络经济正在改变人们购物的方

式, 改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和交货及交付方式。

(3)知识增值。随着商品和服务的知识密集度的提高, 知

识在增值。对许多公司而言, 知识作为无形资产的价值已大

大超过有形资产如机器设备的价值。

(4)低通货膨胀。原因是计算机和通讯产品不断降价, 商

品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 新技术对服务业的影响日增, 工会

及行业工会的作用下降。某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 各种通货

膨胀危险都将彻底消失。爱尔兰中央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

称, 像电子货币等支付手段的出现将大大减少货币发行银行

的货币量。这会对迄今为止人们已习以为常的通货膨胀模式

产生重大影响: 凡是私人信贷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货币发

行银行的资金的地方, 中央银行不再能根据自己的愿望扩大

流动资金。爱尔兰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们认为, 这对通货膨

胀来说将是最后的致命一击。尽管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

度, 但金融市场已经夺得货币发行银行的许多权力, 以致经

济学家、政治家和分析家们认为, 告别持久的货币贬值的时

代已成定局。①

(5)剧烈的社会变化。快速的技术更新和经济结构的变

化在许多国家演变成了剧烈的社会变化, 如失业、收入差距

的扩大。从事传统工业的工人、老人以及贫困家庭受到沉重

的打击。

(6) 组织方面, 是紧密合作伙伴关系、并行关系、网络结

构。就世界范围而言, 知识经济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

任何国家都将成为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 在共同发展中相互影响, 在相互影响中共同发展。

(7)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本质是创新。知识经济的成败

取决于创新的速度和方向。

(8)收入分配方面固定工资制变为利润合理分享制。因

为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变成了以知识为基础, 并以知识为增长

驱动力, 以先进技术和最新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力就成了决

定性的生产要素。知识经济的产品也不像传统制造业那样以

普通的劳动量来计算价值, 而且, 知识经济蕴含着高风险, 利

润分享制更能激励人。

(9)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高技术的指导思想

是科学、合理、综合、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 同时开发尚未利

用的富有自然资源来取代已近耗竭的稀缺自然资源。

二、知识经济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

1. 知识经济对社会保障项目的挑战

这里仅以讨论社会保险为例。

(1) 养老保险。知识经济时代, 人们生活质量提高, 加上

医疗水平提高, 医疗方式改变 (如远程医疗、网上会诊等) , 人

们的预期寿命将延长。1955 年全球人口平均寿命仅 48 岁,

1995 年为 65 岁, 到 2025 年将增至 73 岁。例如在法国,1950

年仅有 200 位百岁老人, 到 2025 年预计将有 15 万百岁老

人。②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将增加养老保险的支付压力。

(2)医疗保险。尽管从知识的角度推行“脑死亡法”可以

节约许多抢救费用, 但知识经济时代许多人的健康状况将会

有所下降, 这将增加医疗费用。世界知识经济对就业和从业

者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总体来说是对智能要求提高了, 对

体能要求下降了。筑波是举世闻名的科技城, 也是日本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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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象征。近年来发现, 筑波的不少科研人员身患沉疴, 一些

人痛不欲生, 有人甚至凄然自尽。原来这是一种“反应综合

症”(因其集中发生于筑波城, 故称之为“筑波病”)。据筑波一

权威组织公布, 在被其调查的 1 万名科研人员中, 有 42.5%

的人长期处于精神不佳状态。另据日本企业界对高科技人员

的调查统计, 因精神紧张患胃溃疡、高血压、心脏病、神经官

能症的人 5 年内也翻了一番。美国心理健康资料中心的统计

结果则表明, 患有“高科技综合症”的人中, 有 85.6% 的人伴

有超生理强度疲惫性疾病, 其中又以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

诸症最为突出。③21 世纪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比例将增高,

心血管疾病、癌肿、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将成为主要死亡原

因。④

(3)失业保险。知识经济时代就业市场将存在突出的结

构性失业。知识经济对人才的素质和智力提出了远高于以往

的要求, 但现实是知识型人才比较缺乏。生产力的发展使得

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从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传统工业产业

将有大量工人失业, 不利于环保的产业也将有大量工人失

业, 但是多数失业者又无法胜任知识工作的岗位。据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以制造业为案例的资料, 在过去的 10

年中, 技术工人就业数量增加了 10%, 而熟练工的就业数量

则下降了 70%。掌握一定高技术技能的高工资就业人数增加

了 20%, 中等工资就业者下降了 20%。中学以下文化程度就

业者的失业率为 10.5%, 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者失业率仅

为 3.8% 。⑤马来西亚官方称, 到 2000 年前马来西亚至少会短

缺 7000 名工程师、3 万名助理工程师。从事简单劳动的失业

职工不断增多造成一些亚洲国家的失业率上升到了近 10 年

来的最高点。⑥另外, 知识经济的高风险性也许会造成较多的

企业破产, 也会增加失业保险的压力。

(4)工伤及职业病保险。部分高科技项目蕴含着超常的

风险。知识经济将造成一定程度的风险集中, 而且会产生一

些新的风险, 比如电脑、移动电话的辐射等。

2. 知识经济对社会保障管理的挑战

知识经济具有网络化的特征, 如何适应网络化的要求,

是许多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考虑的问题。出于适应知识

经济网络化、人员加速流动的要求和提高效率的考虑, 网络

化是社会保障的必然选择, 但是网络安全又将成为一个令人

头疼的问题。如果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系统和支付系统被入

侵, 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另外还可能会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产生, 比如现行的按

工资比例缴费的方式, 就需要根据知识经济时代工资非固定

化的新特点作出调整。

3. 知识经济对社会保障政策的挑战

其一, 知识经济时代贫富差距扩大, 但同时高收入阶层

面临高风险, 这样我们就必须重新权衡社会保障的公平与效

率问题, 为高收入阶层提供相应的保障。

其二, 许多国家在发展知识经济的过程中都会面临资金

短缺的窘境, 财政负担社会保障费用与国家扶持发展知识经

济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近 10 年来, 美国企业用于职工教育

和培训的开支每年递增 5%,1997 年此项开支已高达 500 亿

美元以上。⑦

其三, 现在的农村地带在将来会涌现出大量的小城镇,

那里也许会成为人们向往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现行的将城镇

与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割裂的做法, 将难以为继。

其四,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组织方面的网络结构、随着产

业转移而大量出现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间的人员流动, 将对

国家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带来考验。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保障体系的促进

1. 经济发展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基本条件和直接支持

在知识经济时代, 经济学原理发生了变化: 其一, 工业经

济以物质为基础, 主要生产要素是能源、原材料以及劳动力

等。因为物质是稀缺的, 所以遵循“稀缺原理”, 经济增长服从

“增长函数”。知识经济以知识为基础, 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

核心。而知识是相对丰富和可以共享的。其二, 工业经济遵循

收益递减原理, 知识经济则相反, 表现为收益递增, 即知识的

投入递增, 会带来收益递增。其三, 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

是“周期性”, 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则是“持续性”, 经

济周期被技术创新弱化了。⑧美国学者西尔维亚·纳萨尔撰

文指出,“低失业= 高通胀”、“赤字不断下降= 经济增长放

慢”、“货币量迅速增加= 通货膨胀加剧”等经济原则 (或者称

为经济规律、经济法则)似乎已经站不住脚了。⑨

在知识经济开始替代工业经济的发达国家, 如美国, 近

年来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1997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

为3.9% , 创 9 年来最高纪录。自 1993 年以来, 美国工业生产

增长的 45% 是由信息产业带动的。βκ美国 1993 年制定、实施

了综合性的国家技术政策, 以便“技术对持续经济增长、就业

机会创造、生活质量和国防的贡献最大化”。美国“新经济”政

策为其经济发展带来了“三高三低”的良性发展态势。三高:

(1) 经济增长率高,1997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高达 3.7% 。 (2)

综合竞争力提高, 美国已连续几年高居世界各国国际竞争力

的首位。(3)企业利润高, 全球 50 家最盈利企业中, 美国占 31

家。三低: (1)失业率低,1997 年 9 月失业率为 4.9%, 接近充

分就业。 (2) 通货膨胀率低,1997 年第 3 季度降至 1.4%, 为

30 年来最低。 (3) 财政赤字降低, 联邦政府赤字 1992 年为

2094 亿美元,1996 年为 1073 亿美元,1997 年为 226 亿美

元, 是 1997 年以来最低的, 仅占国内生产总值 0.3% 。βλ

经济的发展可以直接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提供必要

的条件, 还可以提供许多直接支持。比如, 低通货膨胀率对于

稳定社会保障财务具有直接的意义; 企业重视人力资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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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质普遍提高, 可以避免以往存在的许多问题, 像懒汉现

象、企业拖欠社会保险费等, 而且民间的、自愿的服务、救济、

捐赠将会增加; 环境保护和科学防灾的加强, 将使社会救济

支出下降; 知识经济的创新体系将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

善, 等等。

2. 产业转移会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产业的国际转移或者说国际产业转移, 是全球经济一体

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国际产业转移是指发生

在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 即某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

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现象。这种产业转移往往是从劳动密集

型产业的转移开始, 进而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往

往是从相对发达的国家转移到欠发达国家, 再由欠发达国家

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样逐层推进。这种国际产业转移

的浪潮已经成为当代并且必将成为 21 世纪不同发展水平国

家之间经济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

到来, 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度、广度、构成、模式等日益受到知

识这个新的经济增长源的影响, 而知识通过对产业转移的影

响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全球经济一体化, 这也是知识经

济具有的巨大的溢出效应在这一领域的体现。

知识经济推进了产业层次的梯度转移, 即由劳动密集型

产业转移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与一二十

年前西方国家开始转移生产时相比较, 近年来西方国家公司

转移的生产项目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从最初的转移劳动密集

型和污染较高的产业到转移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含量较高的

产业。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把汽车和家用电器等资本含量高

的产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生产。1996 年, 日本制造商在海

外生产的彩色电视机数量首次超过本土的产量。日本兴业银

行预计,1998 年, 日本厂商在海外生产的彩电占到 80%。同

时, 发达国家的厂商们也不像过去那徉只是转移产品生产的

最后一道总装工序, 而是转移体现生产技术水平的零部件的

生产。如丰田汽车公司已计划把它在东南亚生产的汽车零部

件从目前的 12 种增加到 100 种。βµ

产业从较发达国家转移到欠发达国家, 从劳动密集型转

移到资本、技术密集型, 对应的是高收入群向低收入群的转

移和对欠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 (打个比方: 目前产

生了“人才高消费”, 企业的一般岗位都要大学本科毕业生,

大学生涌向一般岗位会造成该岗位待遇的提升)。这种转移

将使社会保障制度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 这对社会保障制度

的完善, 尤其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无疑

具有积极的作用。

3. 知识经济虽然带来结构性失业, 但也提供大量服务业

就业机会

知识经济将使劳动力结构发生巨变, 前已述及, 将造成

结构性失业。但是另一方面, 由于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 新型

产业群如电脑、通讯、航空航天等产业迅速崛起, 同时也带动

与其相关的服务性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将为社会提

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作为西方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率先

步入知识经济的大门, 较好地解决了社会失业问题, 其失业

率已从 1992 年的 7.4% 下降到目前的 4.8%, 为 24 年来的最

低水平。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新型产业的增多和相关服务

产业的兴起, 为社会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据统计资料表明,

微软公司每增加一名雇员, 就可以给其他行业增加 6～ 7 个

工作岗位, 而波音公司每增加一名雇员, 只能新增 3～ 4 个工

作岗位。βν美国近几年的新增就业机会全部是服务业创造的,

1998 年 290 万个,1997 年 320 万个。βο从 1970 年起, 美、日、

英、法等国信息产业就业人数超过总劳动力的 30%, 这几国

的信息人员 1950 年后每 5 年增加约 2.8% 。βπ

澳大利亚技术科学和工程院发表了由格雷格·蒂伽特

教授等编写的题为《为未来而工作》的报告, 其中关于技术变

革对就业和失业的影响问题, 有两个结论: βθ (1) 大量采用先

进技术的企业一般都可以保持产值、利润和就业的高增长

率; (2) 尽管人们担心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失业率会持续

上升, 但在发达国家的情况是, 采用新技术并不一定就必然

导致失业率持续上升。一方面, 由于不断采用新技术, 制造业

尤其是服务业的工作岗位确实在减少, 但另一方面, 由于政

策得当, 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经济活动和新兴产业又在不

断地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许多发达国家

正处于低通胀、低失业率并存的高速发展期。1973 年以前, 澳

大利亚的失业率平均比美国低 3 个百分点, 而到了 1997 年

则比美国高了 4 个百分点。原因是, 过去 25 年来, 面对世界

知识经济的大潮, 政府的束手无策和缺乏管理能力造成澳大

利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报告预测, 今后几十年, 发达国

家仍可能是高就业高增长的发展局面。

4. 社会保障危机并不可怕

很多人为社会保障支付危机苦恼, 再考虑到福利国家的

懒汉现象造成劳动生产率降低, 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快垮了。

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知识经济的出现, 解答

了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个难题, 即在资源增量很

少、存量不多的情况下, 经济何以能够长期持续增长。这对于

我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社会保障危机, 从观

念更新和制度保证上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保障危机的产生, 除了人口老化等不可准确预期的

因素以外, 通常是由于社会保障本身的制度设计不合理、运

作效率低及经济发展速度不稳定、通货膨胀严重等造成的。

知识经济的创新体系不仅可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通货膨胀

降低 (为社会保障提供经济基础, 并且有利于社会保障基金

的保值增值) , 还可以促进社会保障制度设计趋向合理, 提高

运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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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经济的来临与我
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困境

1. 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现状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尤其是高新技术支持产业发展的经

济。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已

开始, 至今已初具规模。βρ国家先后在上海、北京、南京、武汉、

西安等知识密集的大城市建立了高新技术开发区, 有力地促

进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些高新技术开发区大致有

三种类型: 一是充分利用原有的设备和人才优势, 在原有的

基础上划定区域范围, 实行优惠政策, 进行集中管理, 如北

京、武汉等地; 二是选择适当地域, 按照高新技术产业的特

点, 统一规划, 集中建设经营, 如南京、上海等地; 三是在已规

划好的经济特区或经济技术开发区中, 划定部分区域为高新

技术开发区, 如深圳、南通等地。

1980 年至 1995 年, 我国高技术产业每年以 24.17% 的

速度增长, 比全国工业平均增长率 21.19% 高出近 3 个百分

点。1995 年高技术产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13.05%, 占全

部职工人数的 8.4% 。我国陆续建成 52 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1996 年实现收入 2300 亿元, 全员劳动生产率 17 万元。

民营科技发展迅速,1996 年达 5 万家, 从业人员 200 万, 全年

实现收入 3700 亿元。βσ但必须承认, 过去一个时期, 由于组

织协调不力, 各地区、部门各自为政, 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

面一哄而上, 造成技术力量分散, 投资浪费, 形成高新技术产

业的粗放式发展。目前世界市场以 8 大类高技术为核心的 50

种宏观技术 (宏观技术是指向世界市场提供民航机、战斗机、

反应堆、新技术等高技术产品的知识和生产能力总和) 为保

证的科学密集型产品——知识经济产品市场约为 3 万亿美

元, 占世界产品和服务贸易市场的 30%。其中, 美国占 7000

亿美元, 日本占 4000 亿美元, 德国占 5000 亿美元, 而中国

只占 30 亿美元。βτ

知识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科技成果的转化。科技成

果的转化既是科技活动, 又是经济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 必须依靠市场机制、竞争机制来推进科技成果的

转化。可是目前我国的技术市场还很不完善, 每年的成交额

仅 100 多亿元,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不到 1%。技术转让

的成交率也很低, 远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这其中一个重要

的原因在于经费不足。

2. 面临知识经济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困境

这里主要分析三个方面:

(1)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不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

以失业保险为例: 我国 1998 年再就业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通

过多种途径使 609 万名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 但年末城镇

登记失业率仍为 3.1%, χκ1999 年城镇登记失业率达 3.5% 左

右。χλ如果考虑到隐性失业等因素, 实际情况还要严重:1998

年底我国劳动力供给达到 13700 万, 而劳动力需求只有

7000 万, 城乡一体化后的不充分就业率达 21.7% 。χµ

表 1 的资料使我们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产生更多的忧

虑:

表 1

农业经济 工业经济后期 知识经济

劳动力结构

　　农业 50% 以上 10～ 20% 10% 以下

　　工业 15～ 20% 30% 以上 20% 以下

　　高技术产业 10～ 15% 10～ 15% 40% 以上

　　估计寿命 36 岁 60～ 70 岁 70 多岁

　　业余时间 3 年 12 年 19 年

人口增长率 高 低 极低

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 低 较高 很高

　　资料来源: 吴季松:《21 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29

页,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

(2)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制明显表现出滞后性。地域差

别 (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经济成分差别 (所有制差别、组织

形式差别)、行业差别是现行社会保障体制中突出存在的问

题, 这些差别在知识经济到来时势必表现出捉襟见肘的弊

端。另外, 贫富差距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

制度在这方面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表 2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情况表 (元)

最低
收入

低
收入

中等
偏下

中等
收入

中等
偏上

高
收入

最高
收入

全国
平均

1986 496 632 734 850 994 1 161 1 478 910

1987 596 733 852 991 1 150 1 652 1 734 1 012

1988 683 848 991 1 161 1 373 1 618 2 093 1 192

1989 780 982 1 146 1 352 1 595 1 891 2 494 1 388

1990 960 1 077 1 267 1 489 1 756 2 027 2 676 1 523

1991 1 006 1 240 1 439 1 671 1 951 2 283 2 957 1 713

1992 1 127 1 409 1 665 1 977 2 300 2 767 3 663 2 032

1993 1 360 1 719 2 042 2 454 2 986 3 627 4 906 2 583

1994 1 735 2 238 2 721 3 304 4 079 5 007 6 839 3 502

1995 2 172 2 778 3 364 4 074 4 598 6 336 8 231 4 288

　　资料来源: 王潼:《我国基尼系数的变迁和城市社会保障问题》,

载《中国软科学》,1998 (5)。

由表 2 可见: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 城镇

居民人均收入逐年增加。从 1986 年到 1995 年, 全国平均的

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增长速度为 18.2%, 各收入组的年均

增速也都高于 17%, 远远高于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

10%。但是,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逐渐加大: 最高收

入组居民的收入增长最快,1986 年至 1995 年 10 年间, 其平

均增速达 20.1%, 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增长最慢, 其年

均增速只有 17.3%; 在 1986 年, 最高收入组居民的人均收入

是最低收入组的 3 倍, 而到 1995 年, 这一比例已达 3.8 倍,

同期最高收入和高收入组居民人均收入与最低收入和低收

入组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 也由 2.3 倍变为 2.9 倍。相应地,

我国城镇基尼系数也呈升势,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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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国城镇基尼系数表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基尼系
数 (% ) 19.2 19.1 21.1 21.8 20.4 20.3 22.1 22.7 25.8 25.1 25.1

　　资料来源: 同表 2。

由表 3 可见,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以

后, 社会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有所增加。

(3)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操作方面的落后性不能适应知

识经济高效率的要求。目前,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操作方式

和水平都比较落后, 造成了诸如费用收缴难、基金运用不力

等问题, 显然与知识经济的高效率不相适应。

五、知识经济时代我国社会保障改革思路

这里提出的改革思路, 并非改革的全面思路, 而是主要

针对知识经济的要求。

(1)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民营高科技企

业、社会化的科研机构、中小企业乃至于个体户, 是当前我国

迎接知识经济、解决就业压力的重要力量和渠道, 但是现有

的社会保障体系要么没有将其纳入, 要么保障不充分, 所以

这个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要首先予以解决。其次, 考虑到目

前的贫富差距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其对发展知识经济的

影响前已述及, 如不及时解决, 不仅影响社会保障制度本身,

而且会阻碍知识经济的发展) , 要缩小地区间社会保障水平

差距,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2)推迟青年就业年龄, 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适当推迟

就业年龄, 可以使新就业人口的峰期与经济增长周期相适

应, 减轻就业压力。与此相应, 逐步加大职业教育比重和培

训, 可以增强就业的竞争力。除了就业前培训、下岗后培训,

还应注重日常培训, 预防失业。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1999 年

4 月 21 日发布的《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结果表明,

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已意识到知识经济的挑战, 自 1997 年以

来,80% 的企业经营者参加过培训, 但其中 75% 是一个月以

内的短期培训。χν到 1997 年底, 全国有技工学校 4395 所, 当

年毕业生 69.9 万人, 同时培训其他各类人员 137 万人; 就业

训练中心 2700 所, 经劳动部门批准的社会办培训机构 2 万

多所, 年培训能力约为 500 多万人。χο但是,1998 年我国城镇

新就业压力为: 下岗未就业 450 万人, 登记失业 560 万人, 企

业新下岗 300 万人, 城镇净增加新劳动力 322 万人, 中央政

府机关 2 万人分流, 农转非 300 万人, 共 1934 万人。而 1999

年城镇新增就业压力为 2394 万人。χπ可见, 培训能力远远不

够 (培训质量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3)根据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实际情况, 在条件具备时

推迟退休年龄。这样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保险支

付压力和年轻人的供款压力。

(4)成立社区性的救助组织, 不仅可以满足社区公益需

要, 而且可以解决劳动力就业 (特别是下岗人员就业) 与收入

分配问题, 作为失业保险、社会救济的有力补充。

(5)加快社会保障管理创新, 创建新型激励机制。包括取

消某些社会保障项目中工作年限的规定, 并改革按月缴费的

方式, 以适应知识经济条件下固定工资制变为利润分享制新

特点的要求。

(6)建立基于身份证号码的社会保障号码, 实施网络化

管理, 提高社会保障工作的效率, 并加强监督。适应人员流动

的要求, 实现缴费和发放的社会化 (包括异地缴费和发放)。

同时, 注重网络安全。

(7)完善风险投资体制, 为社会保障基金的运用开辟新

的渠道。风险投资问题目前已有许多论著, 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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