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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

战略。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金体系造成

直接冲击，全国养老金转移支付“南金北

调”已成为国家按时发放养老金的重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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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养老金转移支付看全国各地经济人口发展状况

当前，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金体系造成直接冲击，全国

养老金转移支付“南金北调”已成为国家按时发放养老金的重要调节工具之一。各地区域发展不平

衡，养老金可持续性与地方经济和人口状况形成正比关系。

一、人口老龄化加剧 养老金商业化改革迫在眉睫

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14.2%。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

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标准，2021

年，我国已经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

图表 1：历年我国老龄化率走势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数据显示，全国每5-6人中就有一位老人，人口老龄化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影响之大不局限于

经济，更直接冲击着养老金。财政部去年7月就表示，我国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总体平稳，但确

实也有个别地方出现了养老金当期收不抵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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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精算报告2019-2050》显示，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可能会在2028年出现当期赤字，并且可能会在2035年出现结余耗尽的情况。尽管财政对第一支柱的

补贴力度逐年增加，但长期来看很难持续。同时，如果仅依靠基本养老保险，老年生活水平也难以

保障。据测算，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退休前收入的替代率仅为30%至40%。而在欧盟

为60%至70%。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商业化改革迫在眉睫，第二和第三支柱亟待快速均衡发展。

二、广东省为全国养老金转移支付贡献最多 东三省受益最大

为弥补全国养老金亏空，解决迫在眉睫的难题。我国建立了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用于

均衡地区间的基金负担，成为财政转移支付之后的又一大区域调节工具。据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中

央财政预算，公布了全国养老基金的统筹调剂资金上交下拨的情况。2022年，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收

入将达2175.03亿元，来自于全国21个省份的上缴。上缴统筹调剂资金之后，用于弥补那些养老基

金有序缺口的省份。养老金全国统筹划拨，将有效地缓解地方养老金的不平衡的问题，保证养老金

的按时足额发放。

图表 2：2022 年养老金全国调剂

来源：财政部，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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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看，我国养老基金结余比较多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广东、北京等经济发达的地区，而北方

部分省份养老基金出现了当期收不抵支的情况，基金运行压力比较大。广东省不但是我国经济第一

大省，也是对全国养老金贡献最大的省份，2022年上缴全国统筹调剂资金为885.11亿元，占全国总

金额的40.7%。排在第二位是北京市向全国上缴323.26亿元，第三位为江苏省上缴178.86亿元。其

后分别为浙江省、四川省、安徽省、上海市、福建省、云南省等。其中，广东、北京、江苏三省市

上缴合计占65%左右。在过去三年来，广东省已经累计为全国转移了2000多亿元的养老金。

全国共有11个省份（含兵团）获得养老金转移支付倾斜，除了湖北省外，其他均位于北方。湖

北连续三年获得养老金转移支付倾斜，这主要是疫情冲击所致。在后疫情时代，随着经济的恢复反

弹，人口回流，湖北有望成为净贡献省。从整体来看，在养老金转移支付中，东北三省最为受益，

在2175亿元养老金转移支付的总盘中，辽宁、黑龙江、吉林分别获得821.58亿元、819.9亿元、237.6

亿元，合计达86%。在过去三年中，东北三省一直是中央养老金调剂的最大受益者。东三省是我国

最早遭受“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区域，也是年轻劳动力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三、养老金可持续性与地方经济人口情况成正比

目前，各地靠养老金的历史结余，许多省份尚未面临“穿底”风险。但历史结余总有耗尽的时

候，未来养老金将要靠哪些省份来支撑？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广东以1.23万亿元的总储备

位居全国第一，超过江苏省的3倍。在广东之后，北京、江苏、四川、浙江跻身前五。而养老金“底

子”相对较薄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宁夏、辽宁、西藏、青海、黑龙江。其中，宁夏、西藏是因为经济、

人口体量较少，与其总人口、退休人口规模相比，养老金整体仍是有富余的。黑龙江、辽宁、青海、

吉林、天津等省份养老金结余都低于400亿元，而黑龙江省也是全国唯一耗尽了所有历史结余的省

份，黑龙江省养老金已经多年收不抵支，目前累计结余为-368.9亿元，背后反映出黑龙江经济和人

口形势都相当严峻。2021年全国人口过半省份常驻人口减少，多数为北方省份，东北三省最为突出，

其中年黑龙江省2021年人口出生率为3.59‰，死亡率为8.7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11‰，65岁

及以上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16.8%。这一比例已经低于日韩等低生育地区水平。而其常驻人

口在过去10年减少646万人的基础上，2021年再次减少了46万人，养老金未来趋势越发堪忧。

相比于历史结余，养老金可支付月数更能准确衡量各地养老金可持续水平。养老金可持续性最

好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广东、北京、西藏、云南、安徽。而养老金可支付月数存在一定风险的五个省

份分别是内蒙古、吉林、青海、辽宁、黑龙江，可支付月份都不足4个月。养老金可持续性与经济

发达程度成正比，与老龄化率成反比，同时还受到全国人口大流动的影响。此外，城镇职工养老金

可负担程度，还与各地的城镇化率、产业发达程度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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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经济发达、老龄化率低、人口尤其是年轻劳动力不断涌入，这就让广东处在全国养老金

金字塔顶部。与广东省相比，长三角地区的江浙沪地区则面临经济与老龄化，最大的短板在于人口

结构。据统计数据，江浙沪人口出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江苏自然人口更是在2021年出现了首次

负增长，而广东则位居全国前列。江苏、上海老龄化率已攀升到17%左右，浙江也突破14%，而广东

仅为9%。同时，云南、西藏等地异军突起，跻身可持续全国前五省份，则是低老龄化的贡献。近年

来，北方部分省份面临经济增长动力放缓的困境，同时面临“少子化+老龄化+人口流失”三重困境，

养老金形式十分严峻。

目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面对养老金“亏空”的风险，国家出台多项

举措。其一，实施渐进式退休，未来退休年龄可能延迟到65岁。其二，采取财政补贴，划拨国资充

实养老金，正在成为主流。目前全国已有93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向养老基金划拨了1.68万亿

元的国有资产，预计每年带来200亿元左右的分红，虽然对于平衡养老金收支缺口仍作用有限，但

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未来就有无限可能。其三，对养老金全国统筹，实施“南金北调”。养老金之

所以要进行国家层面调剂，主要是因为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不同，人口形势和流动趋势格局不

一。沿海地区发展离不开北方的能源和粮食的供应支持，养老金也不乏其他省份务工人员的缴纳，

立足于大国一盘棋的思维和全国统一大市场，既要看到东部地区的贡献，也不能忽视西部和北部省

份对稳定全国经济基本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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