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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關鍵詞：人口老化、勞動結構、社會保障、

貧富差距、社會主義過渡、蒙地卡羅模擬分

析 

 

最近幾年中國大陸貧富差距的社會問題

日益嚴重，主要的表現不僅在經濟發展與社

會發展的不同步，其人口勞動力業別的非公

有化與年齡結構的老年化變遷更是牽動社會

穩定的關鍵因素。經濟發展如果沒有配套的

社會保障及國家財政制度的配合，社會抗議

甚至嚴重的社會動亂將會持續發生。本研究

的數據顯示，大陸的經濟越發展，非公有企

業對社會保障的比重日增，政府在社會保障

上的支出日減，而佔社會保障比例日增的非

公營企業的社會保障覆蓋率卻只有30％；與

此同時，日趨嚴重的人口結構老年化現象，

伴隨著社會保障財政劃分的「社會帳」與「個

人帳」區分，更對不同社會角色者與產生了

不同的社會效應，貧富差距因而更行擴大。 

 

本研究從人口學與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中

國大陸的人口年齡結構與勞動力結構在不同

地區、不同社會階層與不同勞動部門對社會

保障覆蓋度的影響。不同部門與地區的財政

負擔，加劇了大陸已經非常嚴重的社會貧富

差距現象。數據顯示，46％的基尼係數、三

千多萬的城鎮失業率、上億的農村剩餘勞動

力、不健全的退休制度加上制度性的腐敗現

象，已經使中國大陸的社會動亂程度達到拉

丁美洲獨裁國家的水準。而這些現象又都與

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有關。 

 

利用中國大陸 2000 年人口普查以及勞

動力結 構與社 會 保障的 資料， 採用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及蒙地卡羅模

擬分析方法，本研究發現中國大陸的人口結

構、貧富差距、社會保障與社會抗議事件確

實與城鄉、地理區位以及產業結構有關。「前

社會主義」的三大矛盾：心力、城鄉與工農

關係，於今同時出現在社會主義下的中國社

會。 

本研究發現：中國大陸的勞動力將在未

來數十年內大幅下降；老年人口將大幅增

加；退勞比也將大幅增加到48.1％；人口老

化程度最大的地區是東北的黑龍江（79.5

％），吉林（69.5％），遼寧（60.8％）；而最

低的則是河中地區的內蒙古（2.3％）；老化

現象的省際差異，不是因為生活水準或移民

因素，而是因為勞動力的結構因素造成的。 

由以上發現觀察，社會保障覆蓋率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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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地區性老化造成的；其中又以東北為

甚。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最近一段時間的上

訪、工人抗議與社會動亂現象多發生在東北

的原因。解決地區性人口老化之道在於提升

地區性的女性勞動力的移民比例；鼓勵退休

或普及教育對於提升勞動力比例並沒有效

果；相反的，「西部大開發」對原本退勞比較

低的西北、西南地區勞動力結構的改善並無

助益。 

 

二、 英文摘要:  

Keywords:  
Aging Population, Labor Force Structure,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 Social Inequality, 
Socialist Transition, Monte Carlo Simulation. 
 
This project contributes to the ongoing global 
debates on the coming crisis of China. Our 
focus is on China's financial dilemmas, as 
induced by its one-child family policy and the 
ensuing rapidly aging population. The sign of 
state incapacity is also compounded by the 
governmental policy of retreating from 
universal commitment to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urrently, less than 30 percent of 
China's workers can be covered by some kind 
of social security mechanism.  The rigid 
demarcation of "Individual Account" vs. 
"Social Account" further erodes the integrity of 
a sound universal protection system. 
 
The major intention of this investigate is to 
explore the extent to which China's social 
protection design has an impact on widening 
the gap between various regions, social strata, 
as well as industrial sectors.  Granted that 
China has a serious political corruption 

problem, social inequality is hypothesized and 
verified as the most troublesome issue in a 
so-called Socialist state.  The government 
reported that the Gini Coefficient among 
Chinese families has escalated to nearly 46 
percent, a level parallel to that in the Latin 
American dictatorship states.  Massive 
unemployment, lack of healthcare benefits, and 
an inadequate retirement system all contribute 
to the sources of Social disparity in China. 
 
The results of 2000 Census provide us with a 
new opportunity to examine the inequality 
issues in China.  Regional and sector 
differentials are focused in the investiga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EMs) may 
provide limited function as an appropriate 
analytical tool.  Due to the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the need to assess the What-If 
scenarios, Monte Carlo Simulation technique is 
used in this project.  Proposed as a World War 
II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approach has 
been used extensively in demographic analysis 
in 1970s, but it presented a first-time attempt to 
analyze China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 in this 
project.  
 
The major finding of this project is that the 
most direct and significant variable for the 
inter-regional aging gap is the work factor. It 
contributes to the lower coverage of the social 
protection and the consequential social protests 
in those are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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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言 

中國大陸貧富差距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日

益嚴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協調之外，人口

勞動力業別的非公有化與年齡結構的老年化

變遷更是牽動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一般而

言，經濟發展如果沒有配套的社會保障及國

家財政制度的配合，社會抗議甚至嚴重的社

會動亂將會持續發生。從中共歷年披露之社

會情勢可以知道，最近十年來大陸社會問題

有著以下階段性的特徵： 
z 1991─1993  社會運行機制

（計畫與市場體制間的矛盾）

問題嚴重 
z 1994─1996  通貨鵬漲問題、

收入差距問題最嚴重； 
z 1997─1998  下崗工人失業問

題成為社會問題的主軸； 
z 1999─2000 「農村、政治與社

會穩定」問題逐漸搬上了檯面 
z 2001-       「貧富差距」問

題再度被突出 
最近一年，又以高達 0.458 的基尼係數的貧
富差距；高達 10％的城鎮失業人口（3887
萬人）；農民收入問題；制度性腐敗問題，成

為社會問題的四大核心核心。一般公認，貧

富差距超過 0.4 的警戒線、城鄉失業大軍、
制度性的腐敗問題會影響社會穩定，這些都

是明顯的事實。而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捨

社會保障之外，別無他法。2002年三月黑龍
江大慶油田、遼寧省遼陽市工廠、北京汽車

廠及江西吉安等地，爆發大規模下崗工人示

威抗議活動，上萬名工人為了生計與社會保

障問題走上街頭，甚至要求罷免中共官員，

對社會穩定構成極大威脅，有可能危及中共

政權。最近的社會抗議事件則發生在上訪洪

峰再現、西安工人抗議事件及重慶萬州抗議

事件為烈。這些社會問題的發生，一般認為

來自經濟運作體制的矛盾；譬如市場經濟與

計畫經濟的「運行機制磨差」；經濟高度發展

後的社會亂象；海內外學者，則普遍對中國

大陸的社會保障制度表示懷疑或憂慮，同時

認為社會抗議事件與社會保障的覆蓋率息息

相關。 
 
四、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有三：1、非公營企業勞動力比例
的加大對社會保障覆蓋率的影響？2、人口依
賴比的加大對社會保障財政負擔造成的衝

擊？3、變遷中的社會保障制度對於社會動亂
與政權崩潰將產生何種影響？本研究的假設

與架構如下：1、勞動力單位別＋勞動力年齡
別組合之變化Æ社會保障財政支出組合之變

化 ( 以 上 採 用 Monte Carlo Simulation 
Technique) 2、Æ社會保障覆蓋率下降 Æ 貧
富差距加大Æ社會動亂可能性增加Æ政權崩

潰(以上採用 Regression Technique)。 
 
五、 文獻探討： 

日漸嚴重的貧富差距卻沒有產生崩潰式

的的社會動亂，原因除了經濟發展之外，社

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與保障措施真的比其

他國家作得更好？經濟變數之外，社會問題

的社會因素，譬如勞動力結構的變遷、人口

老化與人口依賴比的增大，是否會對社會保

障制度產生更大的衝擊，以致造成「擴大經

濟生產需求以創造社會穩定」的經濟學理論

在大陸失去憑藉？ 

 

    社會保障的概念從1880年的德國俾士

麥首相開始。西方世界的社會保障總偏重於

「私有化」的問題，總是在探討社會安全體

系的「市場意義」。中國大陸的社會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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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不同的背景。1949年以來經歷了三個階

段的變革。其間雖有社會主義與中國式社會

主義的爭論，但問題的本質卻仍然是一個財

政負擔的問題。在社會福利的財政支出方面

包括了醫療、退休與失業三大部門；在社會

福利的財政收入部分則包括了個人、企業與

國家三大塊。從社會保障支出的年度變化來

看：經濟越發展，非公有企業對社會保障的

比重日增，政府在社會保障上的支出日減。

而佔社會保障比例日增的非公營企業的社會

保障覆蓋率，卻明顯偏低。當政府的財政在

2001 年時已達 2473 億元人民幣赤字的窘況

下，中共一方面在加入 WTO 後想要勵行國企

改革、裁退冗員，以提升其競爭力；另一方

面又要靠政府的財政補貼來全面加大社會保

障的覆蓋率，以維持此起彼落的社會抗議，

這無異是極為困難的事。1998年以後，中共

開始將社會保障的財政劃分為「社會帳」與

「個人帳」，更對不同社會角色者與產生了不

同的社會效應，貧富差距因而更行擴大。 

 

在社會主義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向市場經

濟過渡的體制下，勞動力單位別的年度變

化，也可以看出「公營企業勞動力比例日減，

非公營企業的勞動力比例日增」的現象。其

中，國有企業的新增勞動力逐漸減少；非公

營職工卻逐漸增加。 

目前社會保障不足的危機還能在經濟繁

榮就業穩定的表象之下被隱藏起來。可是即

便中國大陸快速發展的經濟情勢不變，從人

口年齡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遷，尤其是人口

老化現象與「人口依賴比」的快速增加情勢

來看，無論是繼續保持國有企業的高社會保

障覆蓋率或是逐漸增加的非公有企業的低社

會保障覆蓋率，對於中國大陸的社會保障制

度都會是危在旦夕的重大衝擊。 

八十年代開始的「一胎化」人口措施，

目前已經開始出現人口老化的問題，對於社

會福利負擔的衝擊更大。人口學家認為中共

的人口政策有「急功近利」的短視現象，因

為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之所以快速，正是因

為人口轉型過程中幼齡人口減少，高齡人口

尚未老化時的「低依賴人口過渡假象」。當中

國大陸的經濟成長一旦受阻，財政危機遇上

了因人口結構產生的年齡與就業結構上的貧

富差距危機，加上原來已經非常嚴重的城鄉

差異、職業收入差異、東西地區差異，中國

大陸的社會危機可謂一觸即發。 

 

六、 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人口學與社會福利學的角度探

討影響中國大陸社會保障的三大變項： 

人口結構指標，包括：出生率、進出勞動市

場年齡、退休年齡、預期壽命；勞動力結構

指標，包括：勞動力年齡組、勞動力單位別

預估、失業率預估；財政收支指標，包括：

政府財政能力、企業財政能力、個人保險財

力。 

為了進行研究假設的驗證，當前社會科

學界普遍接受的相關分析典範，如迴歸分析

與 Structural Equation 固為本研究分析的

重要方法。但是鑑於中國大陸人口與勞動、

財政的資料已經逐漸豐富，且粗具連慣性，

本研究運用蒙地卡羅電腦模擬法(Monte 

Carlo Simulation Technique)，可以獲得

what-if型態的預測效果，亦可以使研究的

結論超越單純的「關係檢定」層面。譬如，

因為大陸就業結構資料不是完整而連續的，

吾人利用部分的可知資料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導出估算值，再採用差

異遞減法(Variance Reduction Method) 就

可以修正出較準確的結果。在人口結構的宏

觀模型下，Monte Carlo 技術將可以分析出，

當人口逐漸老化、勞動力逐漸非公營化、財

政支出逐漸惡化時，社會保障制度何時會崩

盤？在個人處境的微觀模型下，則可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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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當不同地區、不同年齡層、不同性別者

在不同的企業單位中，所受到的社會保障差

距會有多大？ 
 

七、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如圖一至圖四顯示： 

結論一：中國大陸的勞動力將大幅下降 

z China’s labor supply begins to decline around 

2010, after reaching a climax of 834 

million. 

z China’s elderly will increase from 88 million 

in 2000 to 289 million in 2040, abut 22.8%. 

z The R/W ratio drastically increase from 11.7 

% in 2000 to 48.1% in 2040, an increment of 

36.4 points. 

 

結論二： 

z 勞動力退勞比的地區性差異將從 2000

年的 2.0％大幅增加到 2004 年的 13.1

％； 

z 人口老化程度最大的地區是東北的黑龍

江（79.5％），吉林（69.5％），遼寧（60.8

％）；而最低的則是河中地區的內蒙古

（2.3％） 

結論三：省間勞動比與加速高齡化現象成反

比； 

結論四：老化現象的省際差異，不是因為生

活水準或移民因素，而是因為勞動力的結構

因素造成的。 

 

由以上研究結果觀察： 

1、社會保障覆蓋率低的因素是因為地區性

老化造成的；其中又以東北為甚。這就解

釋了為什麼最近一段時間的上訪、工人抗

議與暴動現象多發生在東北的原因； 

2、提升地區性的勞動力比例，才能減輕人口

老化的現象； 

3、提升女性勞動人口，才具有增加勞動力比

例的「誘因效果」；鼓勵退休或普及教育

對於提升勞動力比例並沒有效果； 

4、因此，鼓勵地區性的移民，尤其是對東北

地區女性的移民，才能解決社會保障覆蓋

率低的問題； 

5、相反的，「西部大開發」對原本退勞比較

低的西北、西南地區勞動力結構的改善並

無助益。 

 
     

八、 成果自評： 
 
本研究囿於計畫規模與時間經費限制，在文

獻探討、概念架構及研究方法與技術上有較

大的收穫。原始計畫中各省社會保障法規、

財政支出狀況、財政收支指標、政府財政能

力、企業財政能力、個人保險財力則因為經

費級時間因素而無法完成。在研究過程中，

精密的人口普查資料分析、蒙地卡羅技術與

電腦軟體的應用以及與社會抗議實際面的結

合和解釋上，有了較前人沒有發現過的具體

結果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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