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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平角度分析企业年金 EET模式

魏长升 孙 蔷

渊河海大学商学院 南京 211100冤

【摘要】企业年金的社会再分配属性要求其必须兼顾公平性。为此本文从公平角度出发研究 EET税收模式，从企业和

个人两个方面分析 EET模式对社会公平的影响，并提出解决企业年金 EET模式负面影响的相应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企业年金 EET模式 社会公平

EET模式是在补充养老保险业务购买阶段、资金运用阶

段免税，在养老金领取阶段征税的一种企业年金税收模式。其

因高效率性，受到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学者的推崇。目前，我国

企业年金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企

业年金规模较小、覆盖面较窄，且多覆盖于国有大型企业及高

薪人士，既难以充分发挥其作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第二支柱的

作用，又不利于社会公平。基于以上情况，我国在选择税收优

惠模式时需要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性。

一、企业年金 EET模式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来看，企业建立企业年金有利于吸

引和留住人才，增强其人力资本。基于 EET模式，企业年金中

企业缴款部分可以享受相应税收优惠，建立年金成本较低；而

员工因参与企业年金使其当期货币性收入降低，从而拉低个

人所得税税率，既可以获得延迟交税的优惠，又可以增加退休

后的养老保障，不但增加了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还增强了企

业员工的凝聚力。但是，目前我国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企业大

多是优势行业和大型企业，如电力、邮电、石油、国有商业银行

等，且多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地区、行业及不同规模企业间

表现出极大的不公平性，从而加剧了中小企业的弱势地位。从

个人角度来看，企业年金的不公平性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与企业年金计划者和未参

与企业年金计划者之间的不公平。二是高收入

者和低收入者间的不公平。

二、EET模式下个体所获税收优惠比较

1. 相关变量的假设。淤缴费额（CW）：假

设雇员甲、乙两人年缴费额分别为 1 000元（低

收入者）和 10 000元（高收入者）。于适用的比

例税率（t，t'）：假设甲在职期间工资收入适用

税率（t）为 10%，乙在职期间工资收入适用税率

为 40%。一般情况下，退休后收入降低使得使

用的所得税税率降低，故假设甲和乙退休时税

率同比例下降，即甲退休时适用税率（t'）为

5%，乙退休时适用税率为 20%。盂储蓄账户的利息率（i）和企

业年金收益率（r）均为 10%。榆工作年限（n）为 20年。虞 储蓄

账户净提取额（Ns）和企业年金净提取额（Np）计算公式为：

Ns=CW（1-t）（1+i）n；Np=CW（1+r）n（1-t'）。由公式可见，对

个人而言，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主要来自延期纳税。由于我国

个人所得税采取累进税率制，通常退休后，个人收入会存在不

同程度的降低，导致适用税率下降，即 t'< t，从而增加个人可

支配收入。

2. 不同个体所获税收优惠的具体比较。从表 1可以看出，

参与企业年金者可获得延迟交税的优惠利得，比未参与企业

年金者获得收益更多。

比较玉和域可见，在 EET模式下，高收入者通过企业年

金获得的税收优惠额度为 13 455元，比直接发放多增值33.

33%，远大于低收入者的税收优惠额度 336.37元和增值百分

比 5.56%，显然高收入者的税收优惠收益更多。

比较玉和芋可见，在同一税率水平、不同缴费额情况下，

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增值百分比是相同的，从这一相对值

来看，不能说明高收入者税收优惠获益更大，但是从绝对值来

看，高收入者获得的税收优惠金额是低收入者的 10倍。

缴费额

税额

实际存款额

提款时价值

退休时税率

提款时税额

净提款额

税收优惠额

增值百分比

直接发放

1 000

100

900

6 054.75

企业年金

1 000

1 000

6 727.5

5.00%

336.37

6 391.12

336.37

5.56%

直接发放

10 000

4 000

6 000

40 365

企业年金

10 000

10 000

67 275

20.00%

13 455

53 820

13 455

33.33%

直接发放

10 000

1 000

9 000

60 547.5

企业年金

10 000

10 000

67 275

5.00%

3 363.75

63 911.25

3 363.75

5.56%

直接发放

1 000

400

600

4 036.5

企业年金

1 000

1 000

6 727.5

20.00%

1 345.5

5 382

1 345.5

33.33%

玉税率为10% 域税率为40% 芋税率为10% 郁税率为40%

不同个体获得税收优惠情况 单位院元

注院增值百分比是税收优惠额与直接发放的提款价值之比遥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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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玉和郁可见，在不同税率水平、相同缴费额情况下，

虽然高税率情况下员工的净提取额小于低税率情况，但是从

增值百分比和税收优惠额度来看，高收入者获得的税收优惠

收益大于低收入者。即使高收入者的税率下降比例小于低收

入者，即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适用税率均只下降 1%，高收入

者的增值百分比（1.67%）仍大于低收入者（1.11%）。一般情况

下，由于高收入者在退休前后收入差距较大，其适用税率的

下降空间一般都大于低收入者。

三、EET模式下个体的企业年金替代差异分析

1. 影响因素。企业年金替代率是指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

职工退休后每年领取的税后企业年金额与本人退休前一年

税后工资的比例，它反映了参加企业年金对职工退休后生活

水平的影响程度。

影响企业年金替代率的变量见表 2：

2. 模型构建。

（1）前提假设。假设 1：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职工参保后

缴费不间断。假设 2：职工在职时按年度且每年年末缴纳企业

年金保险费，退休后按年度且年初定额领取企业年金。假设

3：企业年金领取阶段计算所得税时不考虑尚未领取部分的运

营效益。

（2）模型推导。

淤企业年金缴费总额在退休前终值 FVI。

FVI=CW0（1+g）a-1+CW0（1+g）a-2（1+r）+CW0（1+g）a-3

（1+r）2+…+CW0（1+g）0（1+r）a-1=CW0 （1+g）a-1-x

（1+r）x

于企业年金领取总额在退休前现值 PVE。由于参保人员

是按年定额领取年金，所以 PVE=Q （1+r）-x。

盂领取过程中共缴纳所得税 T。T=PVE伊tb。

榆企业年金替代率 P。由 FVI=PVE-T得：

CW0 （1+g）a-1-x（1+r）x=Q （1+r）-x（1-tb）（1）

P=Q/Wa （2）

Wa=W0（1+g）a-1（1-ta） （3）

得出 P=

由式（4）可见，企业年金替代率与投资收益率、缴费率及

退休前一年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成正相关，与工资增长率、退

休后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成反相关，且 ta-tb越大，企业年金

替代率越高。一般情况下，高收入者的缴费率大于低收入者，

且高收入者的工资增长率与低收入者差异不大。在税率以外

的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由于高收入者退休前后工资收入

差距较大，其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一般存在更大的下降空间

和趋向，所以高收入者的退休前后税率差 ta-tb大于低收入者

的税率差，使得高收入者的年金替代率高于低收入者。未参与

企业年金者的缴费率为 0，则其年金替代率为 0。因此，高收入

者的年金替代率>低收入者的年金替代率>未参与企业年金

者的年金替代率。

综上所述，在 EET模式下，参与者可以获取未参与者享

受不到的税收优惠; 不同收入水平群体从企业年金税收政策

中获取的税收优惠水平差异较大，高收入群体获取的税收利

得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

四、建议措施

为了充分发挥 EET模式的高效率优势，同时最大限度制

约其不公平的负面影响，须完善与之配套的限制规定。本文在

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如下配套规定：

第一，将所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纳入企业年金

的范畴，保障每个职工的权益；对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年金参

与者设定一定的工资年限限定，如工作满 1年的职工才有资

格享受税收优惠，以防频繁流动的风险。

第二，覆盖面规定。对企业年金最低覆盖比例进行限定，

如规定企业年金最低覆盖率为全体有资格参与人员的 75%，

否则企业无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并且逐年进行覆盖面测试，

保证随企业规模变化，年金覆盖率始终合规。

第三，提前支取年金的规定。提前支取年金一方面会造成

不合理避税，另一方面背离企业年金的初衷。因此，须对提前

支取进行严格规定，如规定年金参与者只在符合标准的“经济

困难”时期可提前支取限额内的金额，并且在提前支取后 12

月内不得再次申请。

最后一点，最高税前扣除额度规定。即除了明确优惠扣除

率，还要确定最高优惠额度。实际操作中，以可税前扣除的缴

费以工资总额乘以优惠扣除率和最高优惠额度两者中较小者

为上限，超出部分由企业和个人按规纳税。

主要参考文献

1.宋清.企业年金税收优惠 EET模式浅析.保险职业学校

学报渊双月刊冤袁2010曰5

2.刘军丽.我国企业年金制度野公平性冶问题探讨.生产力

研究袁2011曰12

3.张思峰.社会保障精算理论与应用.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

2006

4.邓大松.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研究.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

2003

x=a-1

x=0蒡C （1+g）a-1-x（1+r）x1-tb

x=b-1

x=0蒡 （1+r）-x（1+g）a-11-ta

（4）

x=a-1

x=0
蒡

x=b-1

x=0
蒡

x=b-1

x=0蒡

x=a-1

x=0蒡

一级影响因素 二级影响因素

参加工作第一年工资渊W0冤

缴款年限渊a冤

退休后存活年限渊b)

退休后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渊tb冤

企业年金运营收益率渊r冤

缴费率渊C冤

工资增长率渊g冤

退休前一年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渊ta冤

企业
年金
替代
率

退休前一年的
税后工资额渊Wa冤

退休后企业年
金每年税后领
取额渊Q冤

表 2 企业年金替代率的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