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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退休费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虚拟处理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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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退休费的处理是我 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尚未解决的 问题之一

。

文章在对 已有的退休费处理方

法 回顾和分析基础上
，

提 出 了将退休费作为一种特殊的养老保险进行虚拟处理的 方 法
。

其核心 思想是将

退休费作为雇主虚拟社会交款计入劳动报酬
，

同时作为未备基金雇员社会福利计入 经常转移
，

从 而将退

休费的 处理纳入到 ��� 的核算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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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的提出

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中
，

遇到许多难于处理的问

题
，

退休费的核算是其中之一
。 ���目前我国行政和事业单位实

行的职工退休制度始于 ����年国务院颁发的 《国务院关于
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

、

退

职的暂行办法 》�国发��������� 号文件�
。

职工达到规定年龄

之后退休
，

从单位领取退休费直至逝世
。

退休费根据职工的

工龄长短
�

按照退休前基本工资的一定比例计发
。

职工退休

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养老保障制度
，

它不是按照市场化

方式进行运作的
，

而 ��� 中对养老保障的核算方法是基于

市场化运作的假设而编制的
，

因此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向 ���转轨的过程中
，

找不到对退休费进行处理的现成方

法
，

所以退休费成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之

一
。

根据王绍辉的计算
，

����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应计

提而未计提的退休费总额为 ��� 亿元
，

占当年 ���的 ��
，
���

如此规模的一笔流量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不同处理
，

会影响

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准确性和国内生产总值内部结构的变

动
。

� 理论界提出的三种退休费核茸处班方法

�
�

� 把单位直接支付 的 离退休费作为 当期劳动 者报酬 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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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速度等因素的影响
，

测算出其替代速率 ��’ 。

但限于篇幅
，

本文只将其作为外生变量引人
，

对于具体如何计算
，

不进行

详细讨论
，

只提供上述思路
。

另外
，

各种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临界值为环境对其最大

承受量与环境中的当前存储量之差与其 自然净化率的乘积
。

对于此 �个参数
，

均可通过核算或测算得出
，

也不讨论
。

��� 权重 的确 定

对于上式���和式���中权重 ���
，

叫
’

的确定
，

笔者认为可

通过多种方法获取
，

如德尔菲法
、

层次分析法 ����� 以及 比

重法等等
。

但笔者倾向于用层次分析法
，

因为它能较好地利

用专家的经验
，

同时又比较客观
。

由于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

权重的方法 已经非常成熟
，

本文不再进行详细阐述
。

业污染排放
、

污染治理
、

环境形象
、

遵守法规等方面的信息
。

并通过法律的方式将其固定下来
，

从而为绿色 ���核算提

供扎实的微观基础
。

第三
，

构建科学完整的环境
、

资源统计指标体系
，

加强环

境
、

资源实物量的核算
，

并逐步建立资源
、

环境定期普查制度
。

第四
，

推进绿色 ���核算�从相对量角度 �的试点工作
，

以获取相应的核算经验
。

绿色 ���作为一项新的核算制度
，

其实施必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
，

通过在一些地区开展试点

工作
，
可 以检验绿色 ���的核算理论的可行性

，

并总结经

验
，

修改和完善绿色 ���的核算理论框架
，

为向全国推行绿

色 ���核算投好
“
问路

”
石

。

� 我一核茸姆色 ��� 的制度趁设

����尹��目

为了使绿色 ���核算工作在我国顺利地推进
，

相应的

制度建设不可或缺
。

这些制度从各个方面为绿色 ���的实

施扫清障碍
。

第一加大对绿色 ���核算 目的的宣传
，

改革现行政府

官员绩效考核制度
，

为推行绿色 ���消除观念上的障碍
。

第二
，
开展企业环境会计和企业环境审计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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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娜分来处理
，

与经常转移不发生关 系

这样处理的理由为
�

职工在职时创造的价值并未全部支

付给职工
�

其中的一部分被储存起来
，

等职工退休后 以退休

费的形式交还给职工
。

在职工人数和工资水平不变的前提

下
，

每一期储存起来的劳动报酬和支付的退休费大致相等
，

因此可以用支付的退休费的数额代替储存起来的劳动报酬

的数额
，

直接计人当期劳动者报酬
。

��� 把退休费立接作为经常转移 处理
，

与劳动者报酬不发

生关 系

这样处理的理由为
�

当期支付的离退休费不是当期生产

所得
，

不应当计人当期的劳动者报酬
。

离退休费从本质上讲
，

是单位对离退休人员支付的生活补助
，

属于经常转移的性

质
，

因为单位对离退休人员支付离退休费时
，

并没有从离退

休人员那里获得任何货物
、

服务或资产作为回报
。

因此
，

在国

民经济核算中退休费应当作经常转移来处理
，

与劳动者报酬

不发生关系
。

对于第二种方法
，

许宪春作了更加全面且富有

启发的分析
�“
从离退休费本身的含义来看

，

既然他们是对离

退休人员的支付
，

而这些离退休人员已经不再是本单位的劳

动者
，

就不应当作为当期劳动者报酬的构成部分来处理
。

但

是
，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

离退休人员之所以能够从他们原来

工作的单位获得离退休费
，

是因为这些离退休人员在他们工

作的时候
，

单位并役有把他们所创造的价值中应当分配给他

们的部分全部支付给他们
，

所以
，

离退休费实际上是应付劳

动者报酬的延期支付
。 ”

��� ��� 所推荐的方法
，

也称为应拟处理方法

虚拟处理方法是把单位直接支付的离退休费首先作为

劳动者报酬的构成部分来处理
，

然后很设得到这笔收人的居

民又以经常转移的形式支付给原单位
，

最后原单位再以经常

转移的形式支付给实际得到这笔收人的居民
。

第三种方法是

���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未备基金的社会保险计划提出的

虚拟处理方法
。

对于第三种方法
，

许宪春认为有两个缺陷
�
一

是其隐含的不同时期退休人员的规模大致不变的假设与中

国实际不符
，

二是实际操作中需要进行大量的虚拟计算
，

可

操作性较差
。

针对许宪春指出的第一个缺陷
，

王绍辉的论文

�下简称王文尸提供了一个在市场化运作的前提下将退休费

作为延期支付的工资计人劳动者报酬的技术路线图
。
王文中

提出的方法可以看作是第三种方法的一种改进
。

班 � 经常转移的组成

所所得
、

财产产 所得税 �����

其其其他经常税 �����

等等经常悦悦 班主实际社会橄峨�������

社社会傲欲和和 班员杜会级欲�����
，，

社社会福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

自自自雇和非受脚者的社会橄狱 加�����

盛盛盛拟社会徽欲 ������

现现现金社会保障福利 �巧����

私私私营基金社会保眯福利 ������

未未未备基金的雇员社会保险福利 �石����

现现现金社会搜助福利������

其其他经常转移移 非人寿保险费净饭 �����

非非非人寿保险索赔 �����

一一一般政府间的经常转移 �����

国国国际间的经常合作 �����

其其其他经常转移�����

� 对退休盆盛拟处理的再思考

�
�

� 退休费应计入劳动报酬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
，

劳动报酬的支付是交换性分配活

动
，

是增加值的组成部分
，

属于收人初次分配的范畴 �而经常

转移是非交换性分配活动
，

是初次分配的收人在机构单位之

间的转移
，

属于收人二次分配的范畴
。
因此

，

如果退休费计人

劳动者报酬
，

在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的层次会使当期增加值

增加相应数颊
，

在国民经济总体层次则会使 ���增加相应

的数额
。

由于它会直接影响 ���的大小
，
因此明确退休金是

否计入劳动报酬是解决退休费核算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

我们

可 以在 ���框架下通过类似数学的反证法来确认退休费计

人劳动报酬的理由
�

首先假设退休费只是经常转移而与劳动

报酬无关
，

那么退休费应该归人经常转移的那个项 目呢�

�������对经常转移所包括的项目概括在表 �中氏

从表 �可以看出
，

退休费不应归人所得
、

财产等经常税

或其他经常转移
，

只能归人社会缴款和社会福利项 目下的某

个小项
。

由于社会缴款������
、

�����
、

�����
、

�����都和劳

动报酬有关
，

因此退休费不能归人社会缴款
，

只能归人社会

福利 �又 由于社会福利中的其他三项�����
、
�石��

、

�����都

与劳动报酬有关
，

因此退休费只能归入现金社会援助福利

������
。

按照 �������周的界定
， “
现金社会援助福利

，

是由

政府单位或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为满足同社会保险福

利一样的需要而对住户提供的经常转移
，

但它并不是在将社

会缴款与社会保险福利挂钩的社会保险计划下实施的
” ，

其

中的
“
同社会保险福利一样的需要

”
是指�������������中

所列举的包括退休在内的六种情况
。

如果退休费是现金社会

援助福利的话
，

那么它就应该发放给所有符合上述六种情况

且没有参加社会保险计划的人
，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

退休费

只发放给特定对象�本单位的退休职工�
。

这说明退休费和一

般的现金社会援助福利具有本质区别
。

退休费之所以只发给

退休职工而不发给所有�符合六种情况�的人
，

是和退休职工

曾经在其工作单位的劳动有直接关系的
。

由此可以看出
，

假

定退休费和劳动者报酬不发生关系是错误的
，

退休费必须和

劳动者报酬发生关系
。

也就是说
，

退休费必须计人劳动者报

酬
。

�� 退休费不 能直接作为 当期劳动报酬的构成部分

退休费作为对退休人员的支付
，

其性质不是当期劳动报

酬
。

上述第一种处理方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一种近似计

算法
，

但是从严格的理论角度上讲是不能成立的
。

�� 将退休费折算为劳动报酬在实际操作上不 可行

从理论上讲
，

退休费应该在其被生产出来时作为当期劳

动报酬的组成部分计人 ���
，

在职工退休后作为转移支付以

退休费的形式发放给职工
。

但由于实际的退休费发放制度中

只是在职工退休后发放退休费而没有在其在职时明确计提

出相应的劳动报酬
，

于是就出现了在职时期的劳动报川和退

休后领取的退休费之间的折算问题
。

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

看
，

这个问题一方面表现为如何将当期退休费折算为在职时

期的劳动报酬 �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如何将未来将要支付的退

休费折算为当期劳动报酬
。

王绍辉建议的方法就是这种折算

的一个尝试
，

他的方法从理论角度来说是合理的
，

但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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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含了诸如未来的通货膨胀率
、

未来的工资增长速度
、

职工预期寿命等不确定因素
，

因此缺乏现实的可行性
。

��� 退休费不是单纯的劳动报酬的延期 支付

根据现行的退休费发放制度
，

职工退休后按月领取退休

费直至去世
。

由于职工实际寿命不同
，

他们领取的退休费数

额也不同
。

假设有三位职工甲
、

乙
、

丙
，

三人年龄相同
，

在职期

间的工资相同
，

在职期间积累的应领未领的劳动报酬为每人

�� 万元�设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为零�
。

由于他们的年龄和

工资相同
，

所以他们退休后领取的退休费也相同
，

假设为每

人每月 �千元
。

假定职工甲在退休一年之后去世
，

他领取的

退休费总额只有 �
�

�万元
，

其应得的劳动报酬并未全部支付

给他或他的家人
。

职工乙退休二十年后去世
，

他所领取的退

休费刚好等于其在职期间创造的
、

未领取的劳动报酬
。

职工

丙退休三十年后去世
，

他所领取的退休费超过了其在职期间

创造的价值
。
可见

，

退休职工实际领取的退休费总额
，

与其在

在职时期创造的
、

当期没有领取的价值总额没有必然的联

系
。

从退休者个人角度来看
，

退休费和延期支付的劳动报酬

之间井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
。

另外
，

在考虑到利息率因

素之后
，

退休职工实际领取的退休费有可能超出其在职时期

积累的劳动报酬数额
。

例如一个职工在职时期每月积累的劳

动报酬是 ��� 元
，

工作 �� 年后退休
，

假设年利率 ��
，

那么在

职时期每个月积累的劳动报酬的本息和是 �����
�

��刃�����

元
。

而该职工实际领取的退休费可能多于这个数额
，

多出的

部分就应看作是社会福利而不是劳动报酬了
。

综合以上分析

可 以看出
，

把退休费当作延期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在理论上是

不严密的
。

�� 退休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养老保险计划

����������对
“
雇主的虚拟社会缴款

”
的论述对于本文的

分析具有指导意义
，

引述如下
�“
�����段�一些雇主从其 自己

的资源中向其雇员
、

以前的雇员或被赌养人直接提供社会福

利
，

而又未涉及保险企业或 自主养恤基金
，

也没有为此 目的

建立专门基金或独立准备金
。

这种情况下
，

可 以认为现有的

雇员受到了旨在防备各种特定需要或情况的保护
，

即使没有

为此作出支付
。
这样

，

为该交款虚拟计算的价值原则上应当

以同“ 种类 的保险精算—它决定保险企业 收取 的保费

额—为基础
。

��
�

��段�实践中要确定这类虚拟缴款有多大

也许是困难的
。
企业可 以根据支付给类似的基金的社保计划

的交救 自己估计
，

以便计算其未来可能的负债
，

而且有 了这

种估计数时
，

就可使用它
。

否则
，

唯一可行的替代办法是利用

企业在统一核算期内支付的未备基金的社会福利作为缴纳

虚拟缴款所需 的虚拟报酬 的估计数
。

尽管显然有许多理

由—如企业劳动力的组成或年龄结构的变动—证明所

需虑拟墩欲的价值可能偏离同一时期实际支付的未备基金

的社会福利
，

但当期实际支付的福利金额可能是该缴款和对

应的虚拟报酬的最可行估计数
。

�����段�所涉及的两个步骤

可 以概括如下
�

���在收人形成账户中
，

记录雇主将价值相当

于估算的社会缴款�称为虚拟社会缴款�的金额
，

作为报酬的

一部分付给了现有的雇员
。

该社会缴款是雇员有权获得未备

基金的社会福利所必需的 �
向在收人二次分配账户中

�

记录

雇员将同等金额的虚拟社会缴款�作为经常转移�付还给雇

主
，

就像雇员将其支付给独立的社会保险计
一

划一样
。 ”

�������对未备基金的雇员社会保险福利的界定是
�

“
由管理未备基金社会保险计划的雇主提供给其雇员

，

雇员

婚养的人 口及其遗属的社会福利
。
无论是现金的还是实物的

所有未备基金福利都记录在收人二次分配帐户中
。

这些福利

主要包括
�

���… …伪�… …�口支付给以前雇员及其遗属的养老

金或抚恤金 �’
· ·

…���… …���… … ” 。
可以把实行退休制度的行

政
、

事业单位看作上述的雇主
，

那么退休费就可 以看作是未

备基金的雇员社会保险福利
。
于是退休制度可以被定性为一

种养老保险计划
。

由于它不是一个实际的养老保险计划
，
因

此需要把退休费作为雇主的虚拟社会缴款进行处理
，

经过这

样的处理之后
，

前面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可 以解决
。

退休费在

收人形成帐户中计人雇员报酬
，

从而解决了退休费和劳动报

酬的关系问题
。

在收人二次分配帐户中计人社会缴款和社会

福利项 目
，

从而解决了退休费和延期支付的劳动报酬之间不

能严格对应的矛盾
。

��� 核算期应该确定在退休费领取时期

前述王绍辉的方法将退休费的核算期定在职工在职时

期
，

而许宪春介绍的第三种方法中隐含了核算期定在职工在

职时期的假设
。

这就必然遇到如何将未来将要支付的退休费

折算为当前的劳动报酬的问题
，

由于这种折算要面对许多不

确定因素
，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大的难度
。
虽然当期领取

的退休费不是当期生产所得
，

不应直接计人当期劳动报酬
，

但是由于折算的困难
，

结合上述 �������段对雇主虚拟社会

缴款的估计的论述
，

我们认为应该将核算期确定在退休费领

取时期
，

将当期领取的退休费作为虚拟社会缴款计人当期劳

动报酬
。

综合上述分析
，

我们提出一种处理退休费的新思路
�
将

退休制度当作一种特殊类型的未备基金的社会保险计划来

处理
，

把虚拟社会缴款和社会福利放在同一核算期
，

即通休

费的发放时期进行登录
。

具体步骤是
�

其一
，

在收人初次分斑
帐户中通过虚拟处理把退休费以总额计入雇员报日下的脸
主虚拟社会缴款项 目 �其二

，

在收人二次分配帐户中把当翻

领取的退休费计人退休职工的未备基金雇员社会福利
。

这 种 处 理 方 法 在 理 论 上 比 较 完备
、

比较合理
，

与

�������的精神一致 �在实际操作上避免了将未来翻取的退

休费折算为其生产期的劳动报酬的大量运算
，

具有更强的可

操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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