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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福建省 2007－2016 年的社会保障水平总体偏低，但增长速度超过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处于低水平高

增长的阶段。对其适度区间进行测算后进一步发现: 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并不适度，但其与适度区间下限值的差距

出现逐步缩小的现象。福建省应在继续加快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对社保的财力

支持;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 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 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以确保社保水平逐步提

高并处于适度区间，同时社会保障事业的长远发展应注意保持与 GDP 发展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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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在确保公民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安定、

促进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稳定器”。在整个社会保障制

度建设和完善的相关研究中，各国政府和学者都非

常关注社会保障水平问题。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全体公民在某一特定的时期所享有的

社会保障程度，其高低一般可以用社保总支出占

GDP 的比值来衡量。社保水平过低，则不能保障全

体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也不利于社会安定以及经

济持续发展; 通过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实践证

明，社会保障水平过高，又会加大财政和社会负担，

降低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率。因而，社保水平客观上

需要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是我国沿海地区山地最多、

平原最少的省份，经济发展的基础相对薄弱。据相

关统计数据显示，1978 年福建省的 GDP 只有 66. 37

亿元，在全国位居第 23，人均 GDP 在全国位居第

25。但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和不断发展，福建目前

已经成为了海西经济的主体，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

地位 得 到 不 断 提 升。2016 年 福 建 省 的 GDP 达 到

28 519. 15亿元，在全国位居第 10，人均 GDP 在全

国位居第 6。福建省在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社会保障水平如何，是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是否

“适度”? 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福建省社会保障支出情况

( 一) 社会保障支出的统计口径界定

对社保水平进行测定与研究首先需要准确确定

社保支出。基于我国社保体系是由社会保险、社会

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构成，因此，社保总

支出应为这四个部分的支出之和。但我国学者在研

究社保水平时，有关社保支出的具体统计口径往往

不一致。本文从资金来源角度，将福建省的社保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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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划分为财政性社保支出和缴费性社保支出两大块。

因为社会保险支出主要是由缴费的单位和个人来承

担的，而其他三部分的支出则主要是靠财政来承担

的。由于 2007 年政府预算科目进行了较大的改革，

为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将研究数据限定在 2007

年至 2016 年，财政性社保支出数据使用的是相关统

计年鉴财政支出中的 “社会保障和就业”，缴费性

社保支出数据则使用的是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 二) 福建省社保支出统计结果

基于上述统计口径，利用相关的统计资料，计

算整理出福建省 2007－2016 年社保支出情况，具体

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2007－2016 年福建省社保支出情况

Tab. 1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7 to 2016

年份

财政社

保支出

( 亿元)

缴费社

保支出

( 亿元)

社保

总支出

( 亿元)

人均社

保支出

( 元)

财政社保支出占社

保总支出之比

( %)

缴费社保支出占

社保总支出之比

( %)

2007 90. 57 235. 44 326. 01 902. 57 27. 78 72. 22

2008 109. 29 295. 23 404. 52 1 111. 62 27. 02 72. 98

2009 132. 85 344. 33 477. 18 1 301. 64 27. 84 72. 16

2010 148. 24 403. 26 551. 5 1 493. 37 26. 88 73. 12

2011 184. 92 499. 38 684. 3 1 839. 52 27. 02 72. 98

2012 205. 28 675. 27 880. 55 2 327. 03 23. 31 76. 69

2013 240. 66 813. 54 1 054. 20 2 793. 32 22. 83 77. 17

2014 258. 71 938. 21 1 196. 92 3 144. 82 21. 61 78. 39

2015 341. 77 1 085. 54 1 427. 31 3 717. 92 23. 95 76. 05

2016 348. 99 1 280. 15 1 629. 14 4 205. 32 21. 42 78. 58

资料来源: 《福建统计年鉴》 ( 2008－2017 年) 。

表 1 数据显示，2007－2016 年，福建省社保

总支出、人 均 社 保 支 出 均 呈 现 快 速 增 长 的 趋 势。

其中，社 保 总 支 出 2007 年 规 模 为 326. 01 亿 元，

2016 年达 到1 629. 14亿 元，期 间 增 长 了 近 4 倍;

人均社保支出 2007 年为 902. 57 元，2016 年达到

4 205. 32 元，期 间 增 长 了 3. 66 倍，这 与 福 建 省

重视并不 断 完 善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建 设 有 关。此 外，

数据还揭示，在福建省社保总支出中，财政性社

保支出占 比 不 到 三 成，并 且 呈 逐 步 下 降 的 态 势，

从 2007 年 占 比 27. 78% 降 低 到 2016 年 的

21. 42%。这说明 福 建 省 财 政 虽 然 逐 步 增 加 对 社

保的财力支持，但与缴费性社保支出相比，财政

在社保支出中承担的责任相对有限并出现弱化的

趋势。

二、福建省社会保障水平现状分析

( 一) 社会保障总水平分析

福建省的社保水平是使用福建省社保支出占地

区 GDP 的比值来衡量，利用 2007－2016 年福建省的

社保支出以及 GDP 数据，整理出该期间福建省社保

水平。为了比较分析，同时整理出同期全国的社保

水平，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由表 2 数据可见，2007

－2016 年期间，福建省社会保障水平出现逐步提高的

趋势，从 2007 年 3. 52%提高到 2016 年的 5. 71%，这

与全国社会保障水平的上升趋势保持一致，但上升

的幅度较全国的上升幅度小，福建省社会保障水平

上升 2. 19%，而同期全国上升了 4. 27%; 此外，福

建省的社会保障水平总体偏低，10 年间平均水平为

4. 43%，而同期全国社保平均水平约为 6. 68%，福建

省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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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7－2016 年福建省及全国的社会保障水平

Tab. 2 Social security of Fujian Province and China from 2007 to 2016

年份
福建省社保支出

( 亿元)

福建省 GDP
( 亿元)

全国社保支出

( 亿元)

全国 GDP
( 亿元)

福建省社保水平

( %)

全国社保水平

( %)

2007 326. 01 9 248. 53 13 334. 96 270 232. 3 3. 52 4. 93

2008 404. 52 10 823. 01 16 729. 39 319 515. 5 3. 74 5. 24

2009 477. 18 12 236. 53 19 909. 28 349 081. 4 3. 90 5. 70

2010 551. 50 14 737. 12 24 149. 52 413 030. 3 3. 74 5. 85

2011 684. 30 17 560. 18 29 762. 30 489 300. 6 3. 90 6. 08

2012 880. 55 19 701. 78 35 916. 82 540 367. 4 4. 47 6. 65

2013 1 054. 20 21 868. 49 42 406. 84 595 244. 4 4. 82 7. 12

2014 1 196. 92 24 055. 76 48 971. 55 643 974. 0 4. 98 7. 60

2015 1 427. 31 25 979. 82 58 006. 79 689 052. 1 5. 49 8. 42

2016 1 629. 14 28 519. 15 68 479. 85 744 127. 2 5. 71 9. 20

资料来源: 《福建统计年鉴》 ( 2008～2017 年) ; 《中国统计年鉴》 ( 2008－2017 年) 。

注: 我国在第三次经济普查后对 2013 及以前年度全国的 GDP 数据做了系统性修订，本文使用修订后的全国 GDP 数据。

( 二) 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分析

穆怀中等［1］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或

地区社保水平的发展主要是由经济因素影响和制约

的，二者的相关系数在 0. 9 以上。近 10 年，福建省

社会保障总水平虽有逐步提高，但总体水平较低，

其社会保障水平是否与福建的 GDP 发展相适应呢?

为此，还需要对福建省的社保水平状况做深入的分

析。在研究社保水平的发展是否与 GDP 发展相适应

问题上，杨翠迎等 ( 2004) ［2］则提出了社会保障水

平发展系数 ( CSS) 指标，并通过欧美许多国家的

社会保障实践验证了该指标的合理性，因此本文也

采用该指标进行相关分析。

CSS=
ＲSSL
ＲGDP

=ΔSSL
SSL

/Δ
GDP
GDP

( 1)

其中，CSS 为社保水平发展系数，代表社保水

平增长对 GDP 增长的反应程度，可以用来判断社保

水平是否与 GDP 增长相适应，ＲSSL 指社保支出增

长率，ＲGDP 指 GDP 增长率。一般认为: 当 0＜CSS

＜1 时，说明随着 GDP 的增长，社会保障支出上升，

但其增速慢于 GDP 的增速，社保水平的发展与 GDP

发展基本适应; 当 CSS= 1 时，表明二者处于最佳适

应状态; 当 CSS＞1 时，表明社保水平的增长速度超

过了 GDP 的增长速度，即社保水平增长超速，并且

数值越大，则超速越严重，这种状态不宜长期持续

下去，否则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

当 CSS≤0 时，则表明二者处于不适应状态。

利用表 2 数据，可以整理出福建省 2008－2016

年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见表 3。表 3 数据显示，

2008－2016 年福建省社保水平发展系数均为正，这

表明福建社保水平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同向。从具体

数值来分析，除 2010 年外，其他所有年份数值均大

于 1，其中最大值达到 2. 41。由此可以说明，近 10

年福建社保水平的增速都高于 GDP 的增速，呈现超

速现象。这符合社会保障在快速发展阶段的才会出

现的基本特点。

穆怀中［3］对欧美主要的 “福利型”以及 “自保

公助型”国家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的研究表明，当人

均 GDP 处于 4 000～10 000 美元时，社保水平的发展

相对于 GDP 的 增 速 而 言 很 快; 当 人 均 GDP 处 于

10 000～20 000 美元时，社保水平增度会变慢; 当人

均 GDP 大于 20 000 美元以后，社保水平会出现回落。

《福建统计年鉴》显示，2008－2016 年福建人均 GDP

为 29 755～73 951 元，如果按 1∶7 的汇率换算，则

相当于 4 250～10 564 美元，即从 2008 年到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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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均 GDP 基本处于 4 000 ～ 10 000 美元的水平。

因此，结合福建近 10 年人均 GDP 情况，福建省社

保水平的增速较 GDP 增速快，与穆怀中的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

表 3 2008－2016 年福建省社保水平发展系数

Tab. 3 CSS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6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福建省社保支出增长率 ( %) － 24. 08 17. 96 15. 57 24. 08 28. 68 19. 72 13. 54 19. 25 14. 14

福建省 GDP 增长率 ( %) － 17. 02 13. 06 20. 44 19. 16 12. 20 11. 00 10. 00 8. 00 9. 77

福建省社保水平发展系数 － 1. 41 1. 38 0. 76 1. 26 2. 35 1. 79 1. 35 2. 41 1. 45

注: 根据表 2 数据整理。

三、福建省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测定

根据穆怀中［4］的研究，社保水平不仅在量上有

“高” “低”之分，还在质上，有 “适度” “不适

度”之分。因此，在研究福建省的社会保障水平

时，还需要对其“质”即适度性进行测定和评价。

( 一) 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测算模型

在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测算中应用最广的模型是

由穆怀中根据人口结构理论以及 C－D 生产函数首先

提出的。根据他的测算模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

保水平是由该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负担系数以及劳

动生产要素投入分配系数决定的。即:

S=
Sa
G
=Sa
W
×W
G
=Q×H= 0. 75 ( Oa+Z+J+M) ( 2)

在测算模型中: S 代表社保水平，Sa 代表社保

支出总金额，G 代表 GDP ; W 代表工资收入总额;

Q 代表社会保障负担系数，指社保支出总金额占工

资收入总额的比重; H 代表劳动生产要素投入分配

的系数，指工资收入总额占 GDP 的比重。根据 C－D

生产函数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一般将 H 值界定

为 75%［4］。

由于社保支出总金额是由社会保险支出、救济

支出、福利支出以及优抚支出组成的，因此，穆怀

中将系数 Q 做进一步分解。国外的经验以及国内已

有的研究认为，养老、医疗两项保险支出占工资收

入总额的比重之和以不超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重为限。其中，Oa 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通

常用 60 岁或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

示; Z 为失业保险支出占工资收入之比; J 为工伤、

生育保险支出与工资收入之比; M 是救济、优抚、

福利支出占工资收入之比。

根据国外经验以及我国已经实施的保障政策，

测算模型中的 Z、J、M 三个变量的取值范围分别为

( 1%～1. 5%) ( 0. 016% ～1. 5%) ( 1% ～1. 5%) ［5－6］。

因此，社保水平是否 “适度”，具体可以用一个区

间来界定，即:

适度水平下限: S下 = 0. 75( Oa + 2. 016%)

适度水平上限: S上 = 0. 75( Oa + 4. 5%)

( 二) 测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测算模型以及现有的统计数据，可以

测算出福建省 2007－2016 年历年的社会保障适度水

平的下限值和上限值，具体结果如表 4。

通过分析表 4 的数据可以发现，2007－2016 年

间，随着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的变化，福建社

会保障适度水平的上下限值也随之变动。其下限值

分布在 7. 44% ～ 8. 47%之间; 上限值分布在 9. 3% ～

10. 34%之 间。而 福 建 实 际 的 社 保 水 平 则 维 持 在

3. 52～5. 71%之间，每年实际的社保水平均都没有

达到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下限值，这一测算结果说

明福建省近十年的社保水平并不适度。另外，进一

步分析发现，虽然福建省实际社保水平不适度，但

与适度下限的差距呈逐步缩小的趋势，二者差距从

2007 年的 4. 82%逐步缩小到 2016 年 2. 25%，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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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福建省社保水平正在逐步朝适度区间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 结论

上述研究表明，2007－2016 年间，随着经济的

快速发展，福建省的社保支出总额不断增长，这有

利于保障福建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促进经济发

展。但福建省社会保障水平总体偏低，未达到全国

的平均水平。通过对社保水平发展系数分析发现，

福建省历年社保水平的增速都超过 GDP 的增速，呈

现超速现象，这符合相关研究中社会保障快速发展

阶段的基本特征，但这种现象不宜长期持续下去，

否则会给福建的经济以及社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此外，通过对其适度水平区间的测算，发现福建省

实际的社保水平并不适度，但其与适度区间下限值

的差距出现逐步缩小的现象，福建省的社保水平正

在逐步朝适度区间发展。如何逐步提高福建省社会

保障水平，并使其处于适度区间，同时又要注重保

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这些都是福建省社会保障事

业长远发展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

( 二) 政策建议

1. 继续大力发展地区经济

要提高整个福建省的社保水平，经济的健康、

持续发展是根本前提。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重点振兴实体经济; 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积极扩大有效需求; 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深化改

革优化发展环境; 进一步提升福建省对外开放和区

域合作水平，包括大力推进福建海丝核心区建设，

加快自贸试验区、福州新区和平潭综合试验区建设，

加强闽台、闽港澳侨深度合作等。

2.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对社保的财

力支持

福建省现有的社保水平较低，因此在保障公民

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

功能还未能充分的发挥，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在

社保支出中承担的责任。可通过适当控制行政管理

经费等来逐步增加对社保的投入力度，具体可以逐

步增加社会保险补助方面的支出、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给付待遇、救助和优抚等方面的社保

开支。此外，可给予商业保险机构、社会慈善组织

适当的财政补贴，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事业。

3. 强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社会保险基金是缴费性社保支出的主要资金来

源，是参保人员的养命钱和保命钱。社会保险基金

能否保值并增值不仅直接影响到参保人员的自身利

益，也会影响社保水平的整体提高。在确保基金安

全的基础上，要加快建立基金投资运营制度，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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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7－2016 年福建省社会保障适度水平区间值

Tab. 4 Moderate range of social security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7 to 2016

年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适度下限 适度上限 实际社保水平
实际水平与适度

下限的差距

2007 9. 1 8. 34 10. 2 3. 52 －4. 82
2008 9. 19 8. 4 10. 27 3. 74 －4. 66

2009 9. 28 8. 47 10. 34 3. 9 －4. 57

2010 7. 9 7. 44 9. 3 3. 74 －3. 7

2011 8. 18 7. 67 9. 51 3. 9 －3. 77

2012 8. 24 7. 69 9. 56 4. 47 －3. 22

2013 8. 26 7. 71 9. 57 4. 82 －2. 89

2014 8. 37 7. 79 9. 65 4. 98 －2. 81

2015 8. 45 7. 85 9. 71 5. 49 －2. 36

2016 8. 6 7. 96 9. 83 5. 71 －2. 25

资料来源: 《福建统计年鉴》 ( 2008－2017 年) 。



基金投资渠道，探索新的基金投资运营方式，努力

实现保值增值并确保基金的长期平衡。

4. 着力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按国际标准，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 10%，

或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 7%，则标志着社会进

入 老 龄 化。而 福 建 省 2016 年 两 项 指 标 分 别 为

13. 73%和 8. 6%，已完全符合双重老龄化标准。老

龄化是影响福建省社保水平的重要因素，随着老年

人口比重的提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支出客观上

都会不断增加，这就必然会使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

上下限值进一步提高，给福建省社保水平的提高带

来巨大的挑战。因此，在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的同时，

必须重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考虑通过鼓励生

育、出台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来闽的措施等改善福

建人口年龄结构; 逐步实行延迟退休制度，合理利

用老年人才; 鼓励和扶持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等。

5. 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福建省社会保障水平要与逐步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相结合。在社会救助方面，要整合农村五保

供养以及城市 “三无”人员救助制度，完善低保标

准的确定和调整办法，继续推进精准扶贫等; 在社

会保险方面，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

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合理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待

遇; 逐步调整各项社会保险待遇; 统筹城乡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险的差距; 积

极完善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并

逐步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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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odera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in Fujian Province

WEI Suyu

(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In the years between 2007 and 2016，the social security of Fujian Province remained a rapid growth yet
with a generally low level． Compared with the moderate range，the current social security of Fujian is not moderate，

but the gap between it and the lower limit of the moderate range is narrowing． As its economy continues to accelerate，

Fujian Province should adjust its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further increase financial support for social security，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fund and
gradually perfect it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ensure a gradual improvement of its social security to the moderate range．
Meanwhile，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of Fujian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DP．
Key words: social security; CSS Index; mo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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