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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促进经济协调发展，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和回归分析方法，

研究了中国社会养老支出地区差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表明，社会养老支出存在地区差异的

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而社会养老支出地区差异又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最后提出扩大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社会养老保障的转移支付等政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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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养老支出

都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社会养老支出与经济发

展的地区差异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保障研究的重点。

林治芬研究了全国各地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现

状，发现有些省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实力相

一致，有些省份却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１］。许晓茵、

韩丽妙运用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社会

保障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后发现，养老金支

付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２］。

董拥军、邱长溶基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２９个省的面板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中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

济增长存在负向关系，他们认为这一负相关关系来

自于中国省际之间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实力、经济

发展水平的严重不协调［３］。柯卉兵对社会保障财政

支出的地区差异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发现，社会

保障财政支出存在显著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４］。国外学者对社会保障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开展得较早。凯恩斯认为社

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

面，社会保障支出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推动

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会拉动社会保

障支出的增长［５］。Ｓｉｎｇｈ和 Ｓａｈｎｉ采用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

检验对１９５０～１９８１年印度的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

发展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和经

济发展存在溢出和反馈双重效应［６］。Ｈａｎｓｓｏｎ和

Ｈｅｒｒｅｎｋｅｓｏｎ研究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发展的

相关性并不十分显著［７］，而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Ｂｅｌｌｅｔｔｉｎｉ

和Ｇｅｒｏｎｉ通过实证分析后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和经

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对于二者到底是正

相关还是负相关尚无定论［８９］。

本文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加权

最小二乘法和回归分析的方法，描述两者的相互关

系，最后提出促进二者和谐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各地区社会养老保障

支出和经济发展差异

　　本文主要采用各地区人均养老保障支出和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两项指标分别反映中国各地区社会养

老保障支出和经济发展差异状况，并且这两项指标



的数值分别用ＩＯＬＤ和ＩＧＤＰ表示。根据《中国劳动和社

会保障统计年鉴》（２００８）和《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出２００７年中国社会养

老保障支出和经济发展地区差异状况（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７年中国各地区社会养老保障支出和经济发展差异

指标 最大值／元 最小值／元 极差／元 极值比／倍 平均值／元 标准差／元 变异系数

ＩＯＬＤ ２２６２８．４ ８８７３．４ １３７５５．０ ２．５５ １２２７４．０ ２６９８．１ ０．２２

ＩＧＤＰ ６６３６７．０ ６９１５．０ ５９４５２．０ ９．６０ ２１９７３．４ １３９８７．１ ０．６４

　　从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０７年中国各地区不论是经

济发展水平还是人均社会养老保障支出，都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首先看人均社会养老保障支出，最大

值和最小值相差１３７５５元，最大值是最小值的２．５５

倍，标准差为２６９８．１元，这说明各地区人均社会养

老保障支出波动较大，差异也较大。其次看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５９４５２元，最大

值是最小值的９．６倍，标准差为１３９８７．１元，这说

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最后看变异系

数，各地区人均社会养老保障支出的离散程度为

０．２２，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离散程度为０．６４，说

明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差距更大，更需要引起有

关部门的重视。

二、社会养老保障支出地区差异

与经济发展实证分析

　　社会养老保障支出受制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

平，也能推动经济的增长［１０］。由此可知，社会养老

支出的地区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两者密

切相关。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距大，经济发

达地区人均社会养老支出多，老年人老有所养，老年

消费有保障，这样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

济欠发达地区社会养老支出少，老年人消费水平低，

从而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这样又加剧了地区经济发

展的不平衡。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统计

年鉴》（２００８）和《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８）的数据（表

２），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和回归分析的方法，描述

两者之间相关关系。

（一）建立模型并求解

将表２中的数据代入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中，

结果为

ＩＯＬＤ＝１０６９１．７８＋０．０７２００６ＩＧＤＰ （１）

式中：该模型的拟合度Ｒ２为０．４３９３３７；该模型的杜

宾瓦特森检验的数值为２．０２３３３９；该模型的各要

素都通过Ｔ检验。

ＩＧＤＰ＝－１．７７７．８７３＋１．９３５０８２ＩＯＬＤ （２）

式中：该模型的拟合度Ｒ２为０．１３９３３７；该模型的杜

宾瓦特森检验的数值为１．２７３０１１；该模型的各要

素都通过Ｔ检验。

由于该模型拟合度较低，该模型可能存在异方

差性，因此必须对该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性进行检

验。针对异方差性检验的方法很多，为了相互对照，

本文选取两种方法：其一是图示检验法，也就是相

关图分析法。方差为随机变量的离散程度，可以观

察到离散程度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二是

帕克检验法。帕克检验法是通过建立残差序列对解

释变量的辅助回归模型，判断随机项的误差和解释

变量之间是否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以此判断模型是

否存在异方差性。

表２ ２００７年中国各地区人均社会养老保障支出和经济发展水平 元

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人均ＩＯＬＤ

１５９８５．６７

１２７４０．４０

１２５４６．００

１２８０８．０７

１２１５６．７２

１０４９５．４７

９６９５．６０

９５９４．３２

１４７３６．７６

１２６９７．０１

１４５６８．４９

人均ＩＧＤＰ

５８２０４

４６１２２

１９８７７

１６９４５

２５３９３

２５７２９

１９３８３

１８４７８

６６３６７

３３９２８

３７４１１

地区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人均ＩＯＬＤ

１０５７１．６８

１２５３１．７５

８８７３．３９

１５７３２．９７

１０５５８．４４

１０３４６．０６

９８２４．５７

１４９１２．０４

１０３１０．８４

１０８９１．７５

１０３５４．３２

人均ＩＧＤＰ

１２０４５

２５９０８

１２６３３

２７８０７

１６０１２

１６２０６

１４４９２

３３１５１

１２５５５

１４５５５

１４６６０

地区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人均ＩＯＬＤ

１０６７１．６２

１０９３０．５０

１１０１８．９２

２２６２８．３８

１１４６４．９８

１１７６２．９９

１４２１９．５４

１３４４４．９７

１１４１９．４２

人均ＩＧＤＰ

１２８９３

６９１５

１０５４０

１２１０９

１４６０７

１０３４６

１４２５７

１４６４９

１６９９９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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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图示检验法

由图１（ｂ）可以看出，参差随着ＩＯＬＤ变量的增加，

其分散程度也增大，这是随机项存在异方差的初步

经验证据。而图１（ａ）的参差随着 ＩＧＤＰ变量的增加，

其分散程度基本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随机项很可

能并未出现异方差。

图１　图示检验法
２．帕克检验法

将表２中的数据代入帕克检验的基本公式得：

ｌｎｒ２＝１４．３８１０９－０．０６３０１８ｌｎ（ＩＧＤＰ） （３）

式中：ｒ２为参差的平方。

ｌｎｒ２＝－２９．０１７６８＋４．９３９３７４ｌｎ（ＩＯＬＤ） （４）

式（３）都未通过Ｔ检验和Ｐ检验，而式（４）通过

了Ｔ检验以及Ｐ检验，帕克检验再一次证实了图示

检验法所得出的结论。这说明参差的平方和 ＩＯＬＤ之

间存在相关关系，而和ＩＧＤＰ并不存在相关关系。

为了消除异方差，本文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

模型进行估计。由式（４）得到参差结构为

ｒ２＝ｅ－２９．０１７６８（ＩＯＬＤ）
４．９３９３７４ （５）

式中：ｅ为常数。

因此，本文选择的权数变量为：权重 Ｗ ＝

（ＩＯＬＤ）
（－２．４６９６８７）（Ｅｖｉｅｗ的权值为总体标准差的倒

数），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得到：

ＩＧＤＰ＝－１７５８７．５８＋３．２５１０４６ＩＯＬＤ （６）

式中：该模型的拟合度Ｒ２为０．４６９０５２；该模型的杜

宾瓦特森检验的数值为１．６８５６８２；该模型的各要

素都通过Ｔ检验。

由加权最小二乘法得到的模型经过异方差检

验，已经消除了异方差，并且模型的拟合度都有了很

大的提高。

（二）实证结果分析

从式（１）、式（６）可以得出，人均社会养老保障

支出地区差异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显著的相

互正相关关系。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１％，则

人均养老保障支出相差０．０７２％，可见，各地区人均

社会养老保障支出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其根

本原因在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同时，

人均社会养老保障支出对人均 ＧＤＰ增长的带动作

用更强，两地区人均社会养老保障支出额相差１元，

将加剧两地区经济发展３．２５元的差距，因此社会养

老保障支出地区差异又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地区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障支

出多，社会养老支出反过来又拉动发达地区经济的

发展；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障支出少，不

利于推动其经济的发展。这两方面相互作用，使得

社会养老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和地区经济发展都呈

剪刀差的态势，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地区差距

越来越大。

三、社会养老保障支出与经济

和谐发展的路径

　　上文实证分析表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决定

了人均社会养老保障支出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反

过来，人均社会养老保障支出地区差异也拉大了经

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因此，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

府一定要高度重视，掌握并处理好二者关系。如果

中央没有处理好各地区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有可能

出现“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大—社会养老保障支出地

区差异加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

的恶性循环。

（一）大力发展经济

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保障老年人平等

的养老权利，最主要的途径还是大力发展经济。只

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有充裕的财力让更多的老年人

享受社会养老保障，才会有更多的钱用于社会养老

保障事业的发展。现在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成为“未富先老”的国家。国家统计局公布，２００８年

末中国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近１．６亿，占总人口的比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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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达１２％强。要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必须大力

发展经济，让国家富裕起来，投入更多的财力、人力、

物力解决这些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社会养老保障支

出增加了，也会通过促进劳动力再生产、刺激消费等

途径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

（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中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基本上保障的是

一部分人，人数众多的农民被排斥在外。国家统计

局公布，２００８年末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５４．３％，

农民被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拒之门外，严重影响了经

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加快建立和完善中国农村的社

会养老保障制度，实现农民老有所养，是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

求。２００７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５．１万亿元人民币，

这为农村实施普惠制养老保障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农村实施普惠制养老金制度，也就是中央

财政加大对农村养老的转移支付，在保障老年人权

利，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同时，也缩小了城乡差

距，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了，反过

来也会增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支出，加快农村社会

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

（三）扩大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

政府通过扩大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

养老保障统筹层次，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理顺中央和

地方的关系，也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平衡地区间社

会养老保障水平。同时，缩小社会养老支出地区差

异、促进社会养老保障地区均等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是尽快实行社会养老保障的全国统筹，或者实行经

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转

移支付，这既能发挥社会养老保障互助互济的功能，

又能提高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抗风险的能力，保持社

会的稳定［１１］。全国确定统一缴费标准收取社会养

老保障基金，然后根据各地的消费水平确定社会养

老保障支出水平，对社会统筹账户实行全国范围内

的统收统支，这样就能避免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

平衡而形成的养老金差异，达到全国均衡发展的和

谐社会目标。

（四）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社会养老

和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从表２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地区的人均社会养

老保障支出差异非常大，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均社会

养老保障支出低。为了不让欠发达地区陷入社会养

老保障支出与经济发展恶性循环的怪圈，中央必须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社会养老保障支出的转移支付力

度，促进社会养老保障支出地区均等化，努力实现社

会养老保障支出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地区经济

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经严重影响到社

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央政府要加大对欠

发达地区的财政投入，大力支持欠发达地区经济的

发展，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地区发展与平衡，缩

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也

将带动欠发达地区社会养老保障支出的增加，使欠

发达地区的老年人也平等地享受社会养老保障。

四、结　语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占有

重要地位，是国家实施的旨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促进

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项基本政策措施。因此，全

面认识并把握社会养老保障支出与经济发展二者之

间的关系，实现二者协调发展、良性循环，促进全国

各地区社会养老保障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协

调，使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惠及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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