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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财政饭的要缴养老金了

长期以来，这部分人及其单位不缴纳

养老保险，退休后养老吃的是“财政饭”。

而改革将改变这一局面：今后这些人群将

参照企业等城镇从业人员缴纳养老金，并

将发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从单位养

老转向社会化养老。

改革后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新的基本

养老金待遇分为两部分：一是基础养老金，

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 为确保改革顺利推

进，国务院改革决定还明确，机关事业单位

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应当为其

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此举将保障改革

人群的新养老金水平不低于现有水平。

根据改革决定，基本养老保险方面，单

位按工资总额的 20%缴费；个人按本人缴

费工资的 8%缴费， 本人缴费工资高于当

地职工平均工资 3 倍的部分不纳入缴费

基数，低于平均工资 60%的以 60%为基数

缴费，即“300%封顶、60%托底”。

比如，公务员小明除去津贴、补贴等，每

个月缴费工资是 5000元，改革前单位和个

人都不用缴费， 小明退休后照样有养老金。

改革后，小明每月要缴纳养老保险 400元。

职业年金方面，单位按本单位工资总

额的 8%缴费，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 4%

缴费。 这样，小明又要缴 200元，加上基本

养老保险的 400 元，一共缴 600 元，这笔

钱是从小明的月收入中扣除的，将进入小

明的养老金个人账户。连同单位缴费部分，

退休后按月发放。

力保待遇不降低

老中新三类人区别对待

改革后， 这 4000 万人的退休后待遇

咋样？ 决定明确，对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

后退休的人员，通过实行过渡性措施，保持

待遇水平不降低。 总的原则实际就是“老

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

———“老人” 是指改革前已退休的人

员，他们原待遇维持不变，并参加今后的待

遇调整。

———“新人”是指改革后新参加工作的

人员，他们将来退休时，基本养老金为基础

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之和。 这

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本一致。

———“中人”是指改革前参加工作、改

革后退休的人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

说，“逐步过渡”政策主要是两条：

一是他们在改革前的没有实行个人缴

费的工作年限确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将来

退休时在发给基本养老金的同时，再依据视

同缴费年限长短等因素发给过渡性养老金。

二是设定一定期限的过渡期，在过渡

期内实行养老待遇的新老计发办法对比，

“保低限高”，这样，基本可以保证原有的待

遇水平不降低。

“特别要指出的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待遇调整不再与同职级在职职工增长

工资直接挂钩，而是与企业退休人员以及

城乡老年居民基本养老待遇调整统筹考

虑。 ”这位负责人说。

养老金不再按级别

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一直以来，一些机关和事业单位往往

存在退休前突击提升职级、 职称的情况。

随着改革推进，这种情况可能有所改变。

这是因为，改革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金按照职工退休最后一个月工资一起发，

并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调整进行调整，

这是造成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

休待遇差距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改革

后，将按照本人历年缴费多少、缴费期长短

来计算养老金标准。

这意味着，小明即使退休前没有被提

拔，但由于他的缴费年限长，也可能比他的

上司领的退休金要多。 这也是一个重大变

革，有利于避免相互攀比，逐步建立起兼顾

各类人员的养老保障待遇调整机制。

此外，改革前机关事业单位必须实行全

国统一工资制度，由于工资结构不同，机关

事业单位按照基本工资配发的退休金与企

业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水平相当，但是加上按

照机关津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发的退

休生活补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就高于企

业基本养老金。 如今，这一因素不复存在。

更关键的是，同样年龄退休的，计发月

数相同，所以缴费越多，待遇水平越高；而

同样个人账户积累的，退休越晚，计发月数

越少，即除数越小，因而待遇水平越高———

这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意思。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4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决定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

起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同时决定，统一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次提高全

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 这一系列决定，是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统筹推

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养老保险制度的又一重大举措。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今后咋养老？

据人民网北京 1 月 14 日电 据中国

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发布《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决定》规定了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

法：本决定实施后参加工作、个人缴费年限

累计满 15年的人员， 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

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

户养老金组成。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

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

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

费每满 1年发给 1%。 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

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

数根据本人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见下图）。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胡乃军告诉记者，“计发月数” 是城镇居民

预期寿命减去退休年龄再乘以 12 得出来

的结果。 参保人员退休时的个人账户储存

额除以计发月数， 就是退休之后平均每个

月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数额。

“以某位60岁退休的人员为例，对应的计发

月数是139个月， 代表60岁时自己的个人账户

储存额除以139份， 退休后每个月可以领取一

份。”胡乃军说，“139个月之后，理论上个人账户储

存额就被领光了，但国家会为此兜底，继续支付。 ”

胡乃军指出， 如果参保人员在养老金

发放完毕前就死亡，个人账户上还有余额，

《社会保险法》规定可以继承，《决定》中也

有同样的规定； 而如果退休后的生存时间

超过了计发月数， 但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已

经发放完毕，这时统筹基金就会派上用场，

继续支付给参保人员。

据介绍，《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

表》已经发布 10 年，此前是针对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 现在将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容纳其中。

国务院公布养老金“并轨”方案

4000万“铁饭碗”告别“免缴费”时代

单位按工资总额 20%缴费

个人按缴费工资 8%�缴费

国务院日前决定全面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标志着养老金“双轨制” 的破冰，近

4000 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将和企业职工一样缴纳养老金。 曾经被许多人羡慕的“铁饭碗”被打破，那机关事业单

位人员今后咋养老呢？

公务员退休后个人账户养老金怎么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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