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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灵活就业
　　　　　　　人员参保的影响

李　锐　罗小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３)

摘要:２０１９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实施降低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下限,该方案的实

施是否能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而优化养老保险体系和维护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值得

研究.本文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灵

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缴费基数下限降低使得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的比例显著提升了６．５个百分点,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影响机制是缴

费基数下限降低缓解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负担,从而促进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且

该促进效应在较年轻以及每周工作时间较短的灵活就业人员中更加显著.为了进一步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本文提出了优化缴费基数的核定方式、设计更加灵活的缴费基数下限并对不同年龄群体采

取差异化的激励方式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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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积极促进有意愿、有缴费能力的灵活

就业人员以及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等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

调,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随着我国灵活就业的规模逐渐增大和

模式不断更新,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者就业的新形态,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问题

也受到广泛关注[１][２].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已超２亿人,占我国就业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城镇就业人

口的近二分之一,但是该群体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只有２０％左右② .虽然灵活就业人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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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但是据«２０２３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平均领取水平约为每月２２３元,不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１０％,甚至低

于我国的贫困线,无法保障灵活就业人员进入老年时期后基本生活.因此,研究如何有效推动灵活就

业人员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于完善我国当前养老保险体系,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选择参加一种基本养老保险,不强制其参加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在２０１９年之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以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６０％核

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根据２０１８年 CFPS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９»,灵活就业人

员的平均工资约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４８％,这意味着即使以缴费基数下限进行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也至少有一半左右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实际缴费率高于法定缴费率.此外,我国

大部分地区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２０％,且全部由个人承担,高于包括加拿

大、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内的 OECD国家中大部分的国家的缴费比例,也高于墨西哥、智利等发

展中国家的缴费比例[３].由此可知,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当前面临着较高的缴费门槛③ ,其收入又比较

企业职工更不稳定且更低[４],导致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负担较重,从而抑制其参加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２][５].

２０１９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以下简称“降费方案”)明确提出,职
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限和下限使用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进行核定④ .由于全口径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远低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在“降费方案”实施之前以城

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进行核定相比,“降费方案”实施之后缴费基数的上限和下限均有所

下降.本文以２０１９年“降费方案”的实施作为降低社保缴费基数下限的政策冲击,研究缴费基数下限

降低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并揭示抑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的原因,进而提出优化当前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制度的政策建议.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收入、就

业质量、定居意愿和社会保障等.现有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中的性别收入

差距更小[７][８],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灵活就业的质量[９],流入地公共服务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定居

意愿有影响[１０].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权益方面,灵活就业人员在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时面

临较大的缴费负担[１][２]、在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时存在逆向选择问题[１１]、在参加失业保险时对于

保费的支付意愿会随着保障水平和收入的增加而提升[１２]、职业伤害保障是当前灵活就业人员的迫切

需求,但存在制度短板[１３][１４].
第二类是关于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改革方面的文献,这类文献主要集中在缴费率变化的影响上.

对企业而言,社保缴费率提高会减少企业参保和社保缴费[１５]、提高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和降低企业

进入市场的概率[１６]、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能力[１７],而社保缴费率降低对企业的劳动力雇佣

具有积极影响[１８].对个人而言,社保缴费率对企业职工的参保概率影响不显著[１５],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的单位缴费比例降低,有利于提升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和增加劳动力供给[１８][１９].此外,也有少量

文献探讨了缴费基数变化带来的影响,如徐舒等研究发现,社保缴费基数降低不仅提升了社保覆盖

率,也促进了家庭消费[２０],杜鹏程等研究发现,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和投入产出均

有正向影响[２１].
第三类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基于微观精算模拟,

认为灵活就业人员在相同缴费水平下,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水平更高[２２];基于宏观精算

模拟,认为提升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与率将有利于基金可持续性[６][２３];基于当前制

度测算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负担,认为灵活就业人员面临着较大的缴费负担[１][２４];部分文献通过实

证研究发现,提高缴费门槛会降低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概率和缴费档次[２].
综上所述,虽然已有文献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和养老保险相关方面的问题已经展开了一些开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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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但是相关研究依然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之处.一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方

面的讨论还是比较有限,缺乏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动因的深入探究.二是关于养

老保险制度设计改革方面的文献主要关注缴费率变动带来的影响,对于缴费基数变动的影响关注较

少,且忽略了缴费基数变动对个体层面的影响.三是关于评估养老保险制度变革对灵活就业人员参

保选择影响的文献较少,在估计该影响时未能很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且主要考虑缴费对参保的影

响,没有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获得的收益进行充分的关注.基于此,本文拟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贡

献.首先,本文聚焦于灵活就业群体,探讨其参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从而拓展了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研究领域的分析视角,丰富了关于灵活就业群体基本养老保险方面的文献.其

次,本文通过研究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选择的影响,加深了对灵活就业群体的参保

行为特征的理解,为优化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提升参保激励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具体思路.最

后,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有效缓解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估计了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对灵活就业

人员参保选择的影响效应.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２００５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了城镇个体工商户和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和计发办法,具体为:缴费基数为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

均工资,缴费比例为２０％,其中８％记入个人账户,退休后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计发基本

养老金.根据各地方规定,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时,可在缴费基数的上限

和下限之间自愿选择缴费基数进行缴费,缴费基数的上限和下限通常分别为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

均工资的３００％和６０％.在２０１９年之前,大多数省份都是使用当地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

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上限和下限.直到２０１９年４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降费方案”中明确提出,
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在本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的６０％~３００％之间选择适当的缴费基数,缴费基数的核定才从基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

工资转为基于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国各省份均已落实以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

的办法.“降费方案”中虽然没有提及降低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的具体数值或

者比例,但是由于我国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之

间差异较大,缴费基数核定从只基于其中平均工资较高的一个群体的平均工资变化到这两个群

体的加权平均工资,缴费基数上限和下限必然降低.根据 CHFS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８年灵活就

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平均缴费为每年８５５６元,低于全国最低缴费门槛(８４７４４×６０％×
２０％＝１０１６９元)⑤ ,说明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水平偏低,所以相比于缴费基数上限的降低,缴费基数下

限的降低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影响可能更大,故本文主要关注缴费基数下限的变动.相比于按照

“降费方案”实施前的方式核定的缴费基数下限,各省份以“降费方案”实施后的方式核定的缴费基数

下限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进一步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门槛也随之降低.
(二)理论分析

１．“降费方案”对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负担的缓解作用

在２０１９年之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下限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的６０％,缴费比例为２０％.由于灵活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小于城镇非私营在岗职工

的平均工资的６０％,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工资低于缴费基数下限,进而导致这部分灵活

就业人员如果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实际缴费率高于２０％.现有文献对于个人缴费负担的界定

比较一致,即通过个人缴费后的剩余收入与生活需求进行比较,如果个人缴费后的剩余收入能够满足

的生活需求水平越高,则代表当前的制度对这个人的来说缴费负担越轻[１][２４].２０１９年“降费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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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使得以缴费基数下限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缴费额减小,缴费后的剩余收入增

加,能够满足的生活需求水平就随之提高,即减轻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负担.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假说,个体会通过调整自己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消费和储蓄,以实现生命周

期效用最大化[２５].灵活就业人员也是如此,当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负担较重时,参加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会使得他们缴费时期的消费受到约束,如果这种约束又使得缴费时期的消费偏离最优消费水

平,那么此时,缴费时期消费受到约束带来的效用损失可能大于老年时期养老金增加带来的效用增

加,灵活就业人员就会选择不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２６].“降费方案”的实施降低了缴费门槛,减轻

了缴费负担,缓解了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时期的消费约束,如果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带来的缴费期

的效用损失小于老年时期养老金增加带来的效用增加,此时选择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增大其终

生效用.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１.

H１:“降费方案”的实施通过减轻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负担,进而促进其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２．“降费方案”对灵活就业人员养老金净财富的影响

根据国发〔２００５〕３８号文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时,养老金计发办法与企业职

工一样,其养老金包括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为简化分析,本文对一个标准的灵活就业人员

做以下假设:标准人在开始缴费之后,直至开始领取养老保险,一直都以相同比例的缴费档次进行缴

费,且不断缴,此处的缴费档次是指缴费基数占当地平均工资的百分比(６０％~３００％).“降费方案”
的实施最直接的影响是在相同缴费档次下,实际缴费基数会降低,进一步地分析缴费基数降低对于养

老金净财富的影响[２７][２８].首先,使用变量a表示灵活就业人员在每年对应的年龄,灵活就业人员的

退休年龄为R,开始缴费年龄为t０,缴费基数为Ba,缴费年限为n,养老金收益率为r,计发月数为PV,

其所在地区的社会平均工资为 Wa.基于此,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金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PensionAR＝
∑R－１

a＝t０[(Ba×８％)×(１＋r)R－１－t０]
PV

(１)

PensionBR＝
１＋index

２ ×WR－１×n％ (２)

式(１)(２)中,PensionAR表示个体在退休第一年(a＝R)的个人账户养老金,PensionBR表示基础

养老金,index表示个人平均缴费指数,具体计算方式为:

index＝
∑R－１

a＝t０
Ba

Wa－１

PV
(３)

养老金净财富(netsocialsecuritywealth,NSSW)是指个体退休后获得的养老金精算现值扣除

养老金缴费精算现值[２９].在此假设个体最长寿命为 T,在a岁的存活概率为Pa,主观贴现率为δ,基
期的年龄为t.养老金净财富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NSSW＝∑
T

a＝R
(PensionAa＋PensionBa)×Pa×δa－t－ ∑

R－１

a＝t０
Ba×２０％×Pa×δa－t (４)

假设“降费方案”的实施只改变当地平均工资的计算口径,不会改变标准人的开始缴费年龄、退休

年龄、缴费档次、收益率、缴费年限和计发月数等所有其他参数.结合公式(１)~(４)可知,当地平均工

资的计算口径变化带来的缴费基数变动不仅会影响标准人的缴费,也会影响其养老金的领取水平.
因此,从理论上无法判定,采用两种不同口径的当地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的核定依据时,哪一种口

径下的养老金净财富更大,这需通过精算模拟才能确定.若以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

算缴费基数时,个体的养老金净财富更大,则提出研究假设 H２a;若以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核算缴费基数时,个体养老金净财富更小,则提出研究假设 H２b.
假设 H２a:“降费方案”增加了养老金净财富,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假设 H２b:“降费方案”减少了养老金净财富,抑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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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为评估“降费方案”实施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促进效果,以及考虑到双重差

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的使用条件,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２０年这６期数据.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劳动年龄范围内的灵活就业人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释义(十)»中将灵活就业定义为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所、保险福利和劳动关系

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灵

活就业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１)非正规部门就业,即劳动标准、生产组织管理及劳动关系运

作等均达不到一般企业标准的用工和就业形式.例如,家庭作坊式的就业.(２)自雇型就业,有个体

经营和合伙经营两种类型.(３)自主就业,如自由职业者、自由撰稿人、个体演员、模特、独立的中介服

务工作者等.(４)临时就业,如家庭小时工、街头小贩、其他类型的打零工者.国务院在«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中将灵活就业定义为: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

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基于已有文献和数据可获得性[３][４],本文中所研究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兼职、没
有合同、合同有期限、属于劳务派遣、自雇佣、雇主是个体工商户在内的就业者.

根据上述文件对灵活就业的定义,本文对劳动年龄范围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样本进行如下识别:
(１)年龄方面,保留所有在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的样本;(２)删除学生样本;(３)删除已经退休的样本;
(４)进一步筛选出兼职、没有合同、合同有期限、劳务派遣、自雇佣、雇主是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

的样本.通过对灵活就业人员的识别,最终获得灵活就业人员样本４０９２４个,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２０年样本量分别为２８７１、３６７９、４７９３、８３７３、１１７９２和９４１６个.其中出现１
期的样本量为１１２８５个、出现２期的样本量为１４０８２个、出现３期的样本量为９５６１个、出现４期的样

本量为４５２０个、出现５期的样本量为１２００个、出现６期的样本量为２７６个.
(二)控制组与处理组构建

由于“降费方案”中提及的缴费基数变动是针对全国所有省份,难以找到同时期不受该政策

影响的地区作为控制组,因此本文参考相关研究[３０][３１],从该政策的实施对不同灵活就业人员群

体影响的差异切入,根据“降费方案”实施前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等级来构建控制组和处理组.
“降费方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影响,本质是降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门槛.对于收入较低的

灵活就业人员而言,在缴费门槛降低之前他们可能不具备缴费能力,缴费能力不足是抑制该群

体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要因素[１][２６],所以缴费门槛降低对于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行为的冲击更大.而缴费门槛降低对高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行为的冲击则更小,因为在缴费

门槛降低之前他们就具备缴费能力,缴费能力不足并不是阻碍他们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重

要因素.
具体地,本文借鉴肖土胜等和 Vig的研究[３０][３１],根据“降费方案”实施前(２０１８年)灵活就业人员

的收入对样本进行三等分:收入最高三分之一的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中间三分之一的灵活就业人员和

收入最低三分之一的灵活就业人员.接着,本文将收入最高三分之一的灵活就业人员界定为控制组,
将收入最低三分之一的灵活就业人员界定为处理组.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考察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进行检验:

Participateit＝α＋β１Treati×Aftert＋β４Xit＋δi＋γt＋εit (５)
式(５)中,i表示灵活就业的个体;t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Participateit表示灵活就业的个体i在

t年时是否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使用CFPS中对受访者关于参加养老保险类型的提问结果进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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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若受访者参加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则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解释变量 Treati 和 Aftert 均是

指示变量.个体i属于处理组时,Treati 取值为１,个体i属于控制组时,Treati 取值为０.本文以“降
费方案”开始实施的２０１９年作为政策冲击时点,若样本期间处于２０１９年之后,Aftert 取值为１,否则

Aftert 取值为０.Xit为个体i在t年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年龄、性别(男性＝１)、受教育年限、
婚姻状况(未婚＝１、有配偶(在婚)＝２、同居＝３、离婚和丧偶＝４)、家庭人均年收入(万元)、家庭人均

净资产(万元)、家庭最高受教育水平(文盲＝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４、大专＝５、大学本科＝６、硕
士＝７、博士＝８)、家庭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家庭中年龄超过５５岁的女性人数与年龄超过６０岁的男

性人数之和).δi 为个体固定效应,γ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本文主要关注 Treati×Aftert

的回归系数β１,它衡量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促进

效应.
虽然各地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存在较大差异,可基于此直接研究缴费基数下限变

化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选择的影响,但是这种做法往往面临较大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降费方案”
的实施来衡量缴费基数下限的变化具有以下两方面优势.一是“降费方案”的实施确实降低了灵活就

业人员的缴费基数下限.“降费方案”核定缴费基数下限的社会平均工资口径从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改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０»,我国城镇私营企

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大约是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５９％,所以“降费方案”中关于缴费

基数上限和下限核定方式的改变,意味着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时,缴费基数下限会降

低.二是“降费方案”的实施对于灵活就业人员而言是外生的,实证结果更加可靠.
(四)描述性统计

表１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该结果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比例为２８％,
平均年龄为３７岁左右,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１年;另外,灵活就业人员中,男性多于女性,其占比为

６３％;在婚状态的占比最高,大约占到７９％;家庭人均年收入为１０万左右,家庭人均资产大约１２万,
平均家庭最高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上,平均每两个家庭赡养１个老人.若非特别说明,本文数据均来

源于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２０年CFPS.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是否参保 ６８５１ ０．２８ ０．４５ ０ １
年龄 ６９５４ ３７．４３ ９．７４ １６ ６０
性别 ６９５４ ０．６３ ０．４８ ０ １
个人受教育年限 ６６９３ １１．０９ ３．９４ ０ ２２

婚姻状况

在婚 ６９４１ ０．７９ ０．４１ ０ １
同居 ６９４１ ０．００ ０．０６ ０ １
离婚 ６９４１ ０．０３ ０．１８ ０ １
丧偶 ６９４１ ０．０１ ０．０９ ０ １

家庭人均收入(万元) ６７１９ ９．８７ ０．９３ ０．６９ １３．８２
家庭人均资产(万元) ６３２８ １１．７０ １．３８ ４．６１ １６．１４
家庭最高受教育水平 ６９５３ ４．４１ １．２６ １ ８
家庭赡养人数 ６９５３ ０．５７ ０．８０ ０ ５

四、实证结果

为了验证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首先,本文绘制灵活

就业人员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与率的时间趋势图,直观观察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选择的影响;之后,在控制固定效应和特征变量的情况下,使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缴费基数下限降低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促进效果.
(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与率的时间趋势

本文将通过CFPS数据识别出来的灵活就业人员样本分为控制组和处理组,分别计算两组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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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员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２０年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总体上,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的比例在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间有轻微下降,其中收入最高的三分之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比例下降

了近４％,收入最低的三分之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比例提升了２．４％.
处理组和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是使用 DID的重要前提,具体到本文而言,即处理组和控制

组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与率在２０１９年“降费方案”实施之前的趋势应该保持平行.本

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３２][３３],以政策实施前１年(２０１８年)为基期,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

验,估计结果如图１所示.图１展示了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回归系数及其９５％置信区间,其中,实线连

接的是回归系数的估计值,虚线是与估计系数对应的置信区间.由于多数样本仅出现两期,本文使用

２０１８年为基期,其余各年份的样本分别与２０１８年的样本进行匹配,最终形成５个２期平衡面板数据

并分别进行了２×２DID估计;本文在政策实施后只有一期可得数据,因此在本图中仅展示了２０２０年

的趋势,由于数据限制主要会对政策效果的估计产生影响,后文将会对这种影响进行说明.在２０２０
年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降费方案”实施显著促进了处理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而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处理组和控制组灵活

就业人员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变化趋势在“降费方案”实施之前不存在显著差异,一定程度上

满足平行趋势.

图１　平行趋势检验图

(二)基准结果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变动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影响,
结果如表２所示.列(１)结果显示 Treat×After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缴费基数下限降低会促

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平均而言,“降费方案”实施使得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相对

于高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增加６．５％.接着,本文添加了个体层面和家庭

层面的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又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列(２)(３)分别报告了具体估计结果,Treat×
After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目前能获得的最新数据是“降费方案”实施后一年的调查数据,故本文估计的是短期政策效果.
但是“降费方案”的政策效果可能随政策实施时间递增,所以本文对“降费方案”的政策效果可能存在

低估,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当一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因为缴费基数降低而参加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时,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通过信息传递缓解未参保灵活就业人员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促

进未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３４].其次,随着更多灵活就业人员的加入,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不断增强,这有利于增强参保人对

制度的信任,进一步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３５].最后,对于目前距离领取养老金

年龄小于１５年的灵活就业人员而言,其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将面临到达领取养老金年龄还不能领

取养老金或者需要进行趸缴,故“降费方案”对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的促进参保作用可能较小,但是随

着“降费方案”的实施,后续有更多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距离领取养老金年龄大于１５年时就受

到“降费方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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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降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影响

变量名 (１) (２) (３)

Treat ０．２５８０∗∗∗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８８９∗∗∗

(０．０２１８)

Treat×After ０．０６４６∗∗∗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５７７∗∗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６９１∗∗∗

(０．０２４１)

年龄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４４)

性别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１６２)
０．９９５∗∗∗

(０．０４４８)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９９)

婚姻状况
(控制组:未婚)

在婚 ０．０４９６∗∗

(０．０２３８)
０．１６５０∗

(０．０９１４)

同居 ０．０５９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６００
(０．１５３０)

离婚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１６０
(０．１２００)

丧偶 ０．０３４８
(０．０６４６)

０．８３２０∗∗∗

(０．１０３０)

家庭人均收入 ０．０６０８∗∗∗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５３６∗∗∗

(０．０１６９)

家庭人均资产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９５)

家庭最高受教育水平 ０．０４３６∗∗∗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１８２)

家庭赡养老人数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２７３)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常数项 ０．４２７０∗∗∗

(０．０１３１)
０．９４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０．６５２０∗∗∗

(０．２３２０)
样本量 ４５５６ ３９００ ３９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三)稳健性检验

１．安慰剂检验

为检验政策冲击的效果多大程度上受遗漏变量和随机因素的影响,相关文献中主要使用到的方

法包括两种,一种是通过将样本随机分入处理组[３６][３７],另一种是改变政策实施的时间[３８][３９].本文参

考已有相关文献,也使用这两种方式来验证本文的政策效应不是因为某些遗漏变量和随机因素所

导致.
本文参考洪金明等、赵仁杰和张家凯的做法[３６][３７],采取Bootstrap随机抽样方法,生成５００组随

机抽样生成的处理组样本,据此进行５００次回归,每次回归可获得一个 Treat×After的估计系数,最
后再绘制出估计系数的分布图⑥ .在随机处理的情况下,Treat×After的估计系数分布均在０附近,
所有估计系数的值均小于表２中 Treat×After的估计系数.该结果意味着,遗漏变量和随机因素对

“降费方案”促进参保的效果影响不大.“降费方案”真实的实施时间为２０１９年,结合数据特点,本文

借鉴任广乾等、焦豪等的做法[３８][３９],假定在２０１７年实施了“降费方案”,得到估计结果如表３列(１)所
示,Treat×After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虚假的政策冲击的效果不显著.此外,本文还假定在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１年实施了“降费方案”,每个假定年份下的估计结果如表３列(２)、列(３)和列(４)所
示,Treat×After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该结果进一步地证明,本文的政策效应不是因为某些遗漏变

量或者随机因素所导致.

２．重构控制组和处理组

前文分析中将灵活就业人员中收入最高的三分之一和灵活就业人员收入最低的三分之一界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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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组和处理组.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４０],改变控制组和处理组的构造

方法进行相关检验.第一种构造方法是保持处理组不变,仍选择收入最低的三分之一灵活就业人员

作为处理组,将控制组调整为收入位于中间三分之一的灵活就业人员,在此基础上设定虚拟变量

Treatg１－g２,对于该变量的取值,处理组样本取值为１,控制组样本取值为０.以此构造方式替换基准

的构造方式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４第(１)列所示,交互项Treatg１－g２×After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
明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于最低收入和中间收入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影响效果无显著差异.
　表３ 改变政策实施时点的安慰剂检验

变量名　　
(１) (２) (３) (４)

假定２０１７年实施 假定２０１５年实施 假定２０１３年实施 假定２０１１年实施

Treat×After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３３２)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２６９)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２２３)

常数项 １．８０６０
(１．１０６０)

０．３８９０
(０．３０３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７１１)

１．０５３０
(１．１３８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０３１ １４７３ ７３５ １７４２
R２ 值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２８０

　　注:表中列(１)结果是根据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CFPS数据所估计,列(２)结果是根据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CFPS数据所估计,列(３)结
果是根据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CFPS数据所估计,列(４)结果是根据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数据所估计.

类似地,第二种构造方法是保持处理组不变,仍选择收入最低的三分之一灵活就业人员作为处理

组,将控制组调整为收入位于中间三分之一和位于最高收入三分之一的灵活就业人员⑦ .交互项

Treatg１－g２３×Afte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的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下限降低

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比例.第三种构造方法是保持控制组不变,
仍选择收入最高的三分之一灵活就业人员作为控制组,将处理组调整为收入位于中间三分之一的灵

活就业人员.交互项Treatg２－g３×After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意味着相对于高收入的灵活就业人员,缴
费基数下限降低对中等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第四种构造

方法是保持控制组不变,仍选择收入最高的三分之一灵活就业人员作为控制组,将处理组调整为收入

位于中间三分之一和位于最低收入三分之一的灵活就业人员.交互项 Treatg１２－g３×After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高收入的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下限降低会显著提升中低收入灵活就业人

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除此之外,本文根据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组,
以此来构造控制组和处理组.根据“降费方案”实施前(２０１８年)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对样本分别进

行四等分、五等分和六等分,以上结果均显示,“降费方案”促进了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

３．户籍限制放开的影响

在２０２０年之前,大多数省份(直辖市)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都是有户籍限制

的,有本地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才可以参加,只有五个省份(直辖市)在２０２０年之前放开户籍限制,分
别是天津市(２０１６)、河南省(２０１８)、贵州省(２０１９)、四川省(２００７)和陕西省(２０１４).为避免放开户籍

限制政策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对缴费基数下降的影响产生混淆,本文在基

准模型中添加交互项 Treat×After×Huji,进行三重差分估计.其中,Huji是一个虚拟变量,２０２０年

之前取消户籍限制的省份(直辖市),Huji取值为０,其他省份 Huji取值为１.估计结果交互项

Treat×After×Huji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降费方案”对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加的

促进作用在户籍开放和未开放的省份(直辖市)差异并不明显,即户籍限制的放开与否并不会对本文

的基准结果产生较大影响⑥ .

４．省级统筹的影响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实施省级统筹的省市分别为９、１０、１０、１２、２７和３１个.２０１７和２０１８年实现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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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层次的１０个省市分别为:重庆、西藏、天津、上海、陕西、青海、黑龙江、广东省、福建和北京.由于

在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间是我国省级统筹推进的一个重要时期,而统筹层次提高可能会对灵活就业人员的

参保行为产生影响.为了排除统筹层次差异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选择的影响,本文在基准模型中添

加交互项 Treat×After×Provplan,进行三重差分估计.其中,对于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实施省级统筹

的１０个省市,Provplan取值为１,对于其他省市,Provplan取值为０.三重差分估计中,交互项

Treat×After×Provplan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说明“降费方案”对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的效应受统筹层次差异的影响不显著⑦ .

５．缴费比例的影响

在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期间,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有变动的省市只有上海

市.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比例与企业职工的总缴费比例一样,所以在２０１９年之前缴费比例为２８％,

２０１９及之后降为２４％.为了排除缴费比例降低对本文基准结论的威胁,本文在此剔除上海市的样本

进行重新估计.Treat×After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在没有缴费比例降低的省市,缴费基数

降低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正向影响仍显著存在.
在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期间,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不等于２０％的省市包

括浙江省和上海市.浙江省在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之前,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比例为１８％;上海市在

２０１９年前的缴费比例为２８％,２０１９年及之后缴费比例为２４％.为了排除缴费比例过高或者过低对

本文基准结论的影响,本文在此剔除浙江省和上海市的样本重新估计.结果显示,Treat×After的回

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缴费比例的差异并不会给缴费基数降低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促进效应带来显著影响.
(四)机制分析

前文通过考察“降费方案”实施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已经证明了缴费

基数下限降低会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从理论上分析了缴费负担和养老金净

财富是重要作用渠道.为了进一步验证该机制,本部分从缴费负担和养老金净财富方面出发,探究缴

费基数下限降低是否通过影响缴费负担和养老金净财富影响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选择.

１．缴费负担

２０１９年之后,所有省份缴费基数的核定中,社会平均工资都从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变成了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本文使用 CFPS２０２０年数据,分别测算以城镇非私营

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的缴费基数下,灵活就业人员的实

际缴费率随收入变动的分布.由于湖北省、广东省和辽宁省在２０２０年时在省内还分了缴费档次,故
将这几个省份剔除,西藏自治区在２０１６年缴费基数就是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所以也

将该省份剔除.
为了便于比较,假设所有灵活就业人员都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标准进行缴费,即以

社会平均工资的６０％作为缴费基数,２０％的缴费率进行缴费.图２展示了所有工资高于最低缴费

额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两种缴费基数核定方式(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全口径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下的实际缴费率之差.其中,实际缴费率之差的计算方式为:以城镇非私营

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核定的缴费基数下限作为缴费基数的实际缴费率,减去以全口径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的缴费基数下限作为缴费基数的实际缴费率.实际缴费率之差衡量的是

“降费方案”的实施对以缴费基数下限进行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缴费率的降低程度,该值越大

代表降低程度越大.横坐标值代表灵活就业人员的年收入.结果显示,低收入者因为缴费基数的

核定方式变动而导致的实际缴费率变化更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缴费基数核定从城镇非私营单

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到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转变对这群人的缴费负担减轻程度

更大.这说明缴费基数下限的下降,通过缓解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负担,促进了该群体参

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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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两种缴费基数下限核定方式下的实际缴费率之差

注: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全口径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微观数据来源于２０２０年CFPS.

２．养老金净财富

用于核定缴费基数的平均工资发生改变会对未来养老金净财富产生影响,但是缴费降低对于养

老金净财富的影响并不清楚,基于此,本文使用精算模型模拟不同情况下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金净财

富.首先,进行标准人假设:２００６年２５岁并且开始缴费,往后每年持续缴费,缴费档次也保持不变,
且直到退休都是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基数在社会平均工资(两种计算口径)的

６０％~３００％之间进行选择;缴费比例为２０％,其中８％记入个人账户,退休后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

计发办法计发基本养老金.本文基于以上假设、相关政策规定和式(１)~(４),估计出在不同缴费档次

和不同社会平均工资计算口径下,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金净财富,具体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不同缴费标准下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金净财富

缴费档次 性别 核定缴费基数的平均工资口径 　　养老金净财富

社会平均工资的６０％
男性

女性

全口径城镇就业人员 １９１０８８
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 ２７１０５８
全口径城镇就业人员 ２９９２６９
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 ４２３７７５

社会平均工资的８０％
男性

女性

全口径城镇就业人员 ２２２７８６
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 ３１５９２６
全口径城镇就业人员 ３４８６５３
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 ４９３４３０

社会平均工资的１００％

男性

女性

全口径城镇就业人员 ２５４４８５
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 ３６０７９５
全口径城镇就业人员 ３９８０３７
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 ５６３０８５

　　注:使用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下,养老金净财富计算过程中,养老金缴费和领取的社会平均工资都是
使用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如果一个标准男性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６０％为缴费基数进行缴费,相对于以城镇非私营单位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下的养老金净财富,以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

数下的养老金净财富降低了２９．５０％⑧ ,如果一个标准女性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６０％为缴费基数进行

缴费,则类似的下降幅度为２９．３８％.虽然以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下的养

老金净财富降低了,但是养老金净财富依然为正,即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依然是预

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以社会平均工资的８０％、１００％为缴费基数的情况下,也能得出与上述相似的结论.说明在除了

核定缴费基数的社会平均工资之外的其他参数(包括缴费比例、缴费档次等)都不变的情况下,用于核

定缴费基数的社会平均工资越低,养老金净财富越小.同时,“降费方案”中只提出核定缴费基数的社

会平均工资从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转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即意味着

核定缴费基数的社会平均工资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除此之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其他方面并没有变化.因此,“降费方案”实施使得缴费基数下限降低,会进一步引起基于最低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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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金净财富减少.另外,结果也显示,不管在哪种缴

费档次和社会平均工资计算口径下,女性的养老金净财富都要高于男性.
(五)异质性分析

１．年龄异质性

在我国灵活就业人员中男性是６０岁退休,女性５５岁退休.领取养老金除了要达到退休年龄之

外,缴费年限必须缴满１５年才有资格领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出于对缴费年限的考虑,那些距离退

休小于１５年时还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即男性大于４５岁,女性大于４０岁的

灵活就业人员,本文称之为“较年长的灵活就业人员”),他们因为缴费基数降低而选择参加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由于人们一定程度上是短视的,年龄较小的灵活就业人员对于养老

保险的参与和养老金是否充足的问题考虑较少,所以缴费降低对他们参保行为的影响可能比较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根据灵活就业人员是否距离退休小于１５年构造虚拟变量 C_age,其中男

性大于４５岁或女性大于４０岁时C_age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在基准回归中添加交互项 Treat×
After×C_age,估计结果如表５第(１)列所示.交互项 Treat×After×C_ag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距离退休大于１５年的灵活就业人员(本文称之为较年

轻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促进作用更大.相对于年轻的灵活就业人员,年长的灵活就业人员距离退休

年龄不足１５年,而在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是１５年,所以他们即使参加有条件参加,但
是可能也会受到退休时达不到领取资格而选择不参加.虽然部分地区的灵活就业人员在退休时如果

缴费年限还不足１５年,其也可以进行一次性趸缴,但是这需要他们一次性拿出较大的一笔钱,这时缴

费能力不足就会成为阻碍他们进行趸缴的重要因素.
　　表５ 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　　　　
(１) (２) (３)
年龄 性别 每周工作时长

Treat×After ０．１０８０∗∗∗

(０．０３１３)
０．１１５０∗∗

(０．０４４９)
０．４８５６∗

(０．２７９４)

Treat×After×C_age
０．０８９６∗

(０．０５４２)

Treat×After×Gender ０．０７８３
(０．０５４０)

Treat×After×Workhs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５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４２５０∗∗

(０．２１４０)
０．６２６０∗∗∗

(０．２１１０)
０．４３７
(０．３０９)

样本量 ３９００ ３９００ ５４４
　　注:列(３)的样本量较少的原因是工作时长变量(Workhs)缺失较多.

２．性别异质性

一方面,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要小于女

性[４１],且在我国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

计中,男性的退休年龄要高于女性,故女性领

取养老金的时间比男性更长,但是养老金的

计发月数并没有因此而存在性别差异,这就

意味着即使男性和女性面临相同的缴费基数

和缴费率,女性预期的领取时间会更长,对应

其养老金净财富也更大.若养老金净财富是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则
女性的参保激励应该大于男性.另一方面,
在灵活就业人员中,收入的性别差异依然存

在,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７].从机制分析部

分可知,“降费方案”中涉及的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收入较低的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负担缓解程度更大,
故女性对缴费基数下限降低的反应可能更大.基于此,为了从实证上验证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灵活

就业人员的参保影响在不同性别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在基准模型中添加交互项 Treat×After×
Gender进行三重差分估计,其中,Gender为虚拟变量,男性取值为１,女性取值为０.结果如表５第

(２)列所示,交互项 Treat×After×Gender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灵活就业人

员的参保影响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关于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促进作用在不同性别之间无显著差异,本文尝试

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根据机制分析可知,女性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能

够获得的养老金净财富更大,理论上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女性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激励作用可能更

强.然而,鉴于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计发办法较为复杂,这可能削弱了灵活就业人员对于养老金净

财富的感知度,进而使得尽管女性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金净财富较高,但是“降费方案”促进其参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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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效应并未显著高于男性.另一方面,虽然在灵活就业人员中,女性的平均工资低于男性,但是性

别间的工资差距相较于传统工薪就业中的性别工资差距有所减小[７].因此,缴费基数下限降低所有

带来的缴费负担缓解程度在性别之间的差异亦相对较小,这导致缴费负担缓解对参保行为的促进作

用在性别之间也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３．工作时长异质性

工作时间长度是影响劳动者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４２],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更是如此,例如,外卖骑

手、网约车司机等,他们的收入与接单量直接相关,而这些职业内部的工作效率差异又比较小,所以通

常情况下,工作时间越长,收入也就越高.结合机制分析的结论,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收入较低的灵

活就业人员缴费负担缓解程度更大,故而推测“降费方案”对工作时长较短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影响强

度可能更大.为检验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对每周工作时间长度不同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影响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添加交互项 Treat×After×Workhs进行估计,其中变量 Workhs
表示灵活就业人员每周工作的小时数.估计结果如表５第(３)列所示,交互项 Treat×After×
Workhs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说明相较于工作时间较长的灵活就业人员,“降费方案”对工作时间较

短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促进作用更大.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降费方案”的实施作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降低的政策冲击,研究了缴费基

数下限降低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选择的影响,利用CFPS数据在满足平行趋势检验的条件下进行双

重差分估计,结果表明,缴费基数下限降低促进了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具体

而言,缴费基数下限的核定方式从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转变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这使得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相对于高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

增加６．５％.通过安慰剂检验、改变控制组和处理组的构造方式验证了该结论的稳健性,并且排除了

各省份户籍限制是否放开、缴费比例是否存在差异以及是否实现省级统筹等政策因素对该结论的影

响.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缓解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负担,从而促进其参加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降低的促进参保效应在较为年轻的、每周工作时间较短的灵活就业

人员中更大,在不同性别之间差异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降低缴费基数下限对于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积极

作用,这对如何健全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和增强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此,本
文提出以下三方面建议.首先,应继续优化缴费基数下限的核定方式,确保用于核定缴费基数范围的

平均工资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全体就业人员(包括灵活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其次,针对低收

入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设计更为灵活的缴费档次或者缴费基数下限,例如,借鉴国际经验将他们的缴

费基数核定与最低工资挂钩,以减轻其缴费负担.最后,针对较为年长的灵活就业人员可适当调低其

最低缴费年限,针对较为年轻的灵活就业人员应加大政策内容、计发办法等的宣传力度,增加其对基

本养老保险的重视程度和养老金净财富的感知程度.

注释:

①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国令第７６５号第十二条,本文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的另一种基
本养老保险称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此处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本文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所指是同一制度.本文的“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国发〔２００５〕３８号、人社部规〔２０１６〕５号、人社部发〔２０１７〕７２号、国发〔２０１８〕１８号、国办发〔２０１９〕１３号等文件中的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所指是同一制度;与«２０２２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所
指是同一制度;与已有文献中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所指
是同一制度.

②«２０２１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２０２１年末,全国就业人员７４６５２万人中城镇就业人员有４６７７３
万人;«灵活就业群体生活状态调查报告(２０２２)»显示,灵活就业人员中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１８．９％.

③缴费门槛指最低缴费额,具体等于缴费基数下限×缴费比例.
④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
⑤平均缴费低于全国最低缴费门槛的解释:这是一个粗略计算,现实中灵活就业人员并不是按照全国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上

限和下限,各省份或者城市之间的缴费基数上限和下限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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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⑦因篇幅原因,具体结果略,感兴趣读者联系作者本人备索.
⑧养老金净财富降低幅度＝１－(以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下的养老金净财富/以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下的养老金净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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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theFloorofContributionBaseontheInformalWorkersParticipate
intheEarningsＧrelatedPensionScheme

LIRui　LUOXiaoling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４３００７３,China)

Abstract:TheimplementationoftheComprehensiveProgrammeforReducingSocialInsuranceConＧ
tributionRatesin２０１９reducedthefloorofthecontributionbase．VerifywhetheritcanpromoteinＧ
formalworkerstoparticipateintheEarningsＧRelatedPensionScheme(ERPS),whichisconducive
tooptimizingthesocialsecuritysystemandsafeguardingtherightsofinformalworkers．Basedon
thedateoftheChinaFamilyPanelSurvey(CFPS)from２０１０to２０２０,thepaperexaminestheimＧ
pactofreducingfloorofcontributionbaseontheinformalworkersparticipateintheERPSbyusing
the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method．TheresultshowsthatloweringfloorofcontributionbasesignifＧ
icantlyincreasestherateoflowＧincomeinformalworkersparticipateintheERPSby６．５percent,
whichisdemonstratedtoberobustthroughaseriesoftests．ThemainmechanismisthatthereducＧ
tionofthefloorofcontributionbasealleviatesthecontributionburdenoflowＧincomeinformal
workers,thuspromotingthemparticipateintheERPS．ThepromotioneffectismoresignificantaＧ
monginformalworkerswhoareyoungerandworkfewerhoursperweek．Inordertopromotethe
participationofinformalworkersinERPS,thispapersuggestsoptimizingtheapprovaloftheconＧ
tributionbase,designingamoreinformalcontributionbasefloor,andadoptingdifferentiatedincenＧ
tivesfordifferentagegroups．
Keywords:InformalWorkers;ContributionBase;ChoiceofPensionSchemes;EarningsＧrelated
Pension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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