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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
推行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湖北省新农保的调查

张红梅,马暋强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暋要暋随着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农民的养老问题日趋严峻。为

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2009年我国开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推广工作。在对湖北省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推行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

分析农民的收入水平、对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筹资机制、运作方式等因素对湖北省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进而

研究了影响湖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对策。结果显示,湖北省农民的家庭收入水

平、务工务农类型、筹资方式选择、养老方式、耕地利用情况、农保基金运作方式等6个因素对农民参与新农保都

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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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农民老有所

养的问题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问题之

一。因此,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维

护农村社会稳定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

用。2009年8月,我国展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工作,并明确了各级财政对新农保的补助政策,体现

了制度的供给者给予的政策支持[1]。部分省市也拟

定了相关的试点办法,湖北省也于2009年下半年在

部分县(市、区)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并
在全省范围内逐步推开。

尽管在新农保制度下,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

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

助50%,但是新农保的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并未完

全展开。因此,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大部分地区还

是存在制度的缺失和地域差异,由于各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地区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也存

在差异,各地缴纳的费率各不相同,政府补贴也不能

及时到位,没能有效体现制度的公平性和互济性。
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较好,农民收入也相

对最高,新农保试点工作开展得比较好,农民自发参

与养老保险的意愿较为强烈;而我国大部分欠发达

地区的新农保试点工作开展得并不太理想。
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本文将以能集中反映中

国大部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状

况的湖北省为例,从农民参保者的角度出发,分析推

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因素,进而为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各地区的推行与试点

提供经验与借鉴。

暋暋一、调查对象及统计说明

2009—2010年,在湖北省内抽样选取了武汉、
孝感和随州市的36个行政村进行问卷调查,发放调

查问卷720份,收回有效问卷704份,问卷有效率

97.8%。调查以户为单位进行,被调查者主要以18
周岁至60周岁的农民为主。

有效样本中,男性有461人,占65.5%;女性有

243人,占34.5%。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5~
55岁之间,这部分农民群体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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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程度最大,占到调查人数的2/3。农户的受教育

程度一般分为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

及以上5个层次,小学程度以下的占32%,初中文化

程度的占42%,反映出湖北省农户的整体受教育程

度偏低。
表1显示,从农民的经营方式看,从事农作物耕

种的农民有28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40.3%;外出

打工的有212人,占30.1%;属于乡镇企业职工的

有91人,占12.9%,且主要是武汉市周边地区的农

户;土地被征用的农户只有7人,占1.0%。根据农

民的群体特征可将农民划分为纯农户和非农户2
类。纯农户即为主要从事农作物耕种的农民,其他

经营方式的农民属于非农户,纯农户是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推行的重点和困难点[2]。
表1暋被调查农户的类别构成

农户
类别

本地乡镇
企业职工

外出
打工

个体工
商户

农作物
耕种

土地被
征用

其
他

合
计

人数 91 212 51 284 7 59 704
比例/% 12.9 30.1 7.2 40.3 1.0 8.5 100

暋暋我们将农民的家庭年收入和基本生活支出结合

来看,农民的收入主要集中在2000~10000元之

间,相同收入段的支出水平相对较高,以致低收入水

平的农民入不敷出、生活困难(见图1)。

暋暋图1暋被调查农户的家庭年收入和家庭年基本生

活支出水平

表2显示,被调查的农民中,家庭养老是主要的

养老方式,占60.2%;而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

仅有30人,只占4.3%,绝大多数是靠子女赡养和

自己储蓄的方式来养老。大部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不太了解,完全不了解的有82人,占11.7%;
不很了解的有438人,占62.2%;甚至没听说过的

有9人,占1.3%。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了解程度的偏低制约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推

广与实施,也反映了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

过程中,新农保的宣传工作有所欠缺。
表2暋被调查农户的基本养老方式

养老
方式

土地
养老

自己
储蓄

子女
养老

参加
社保

参加商
业保险

政府
救济

合计

人数 32 194 424 30 15 9 704
比例/% 4.5 27.6 60.2 4.3 2.1 1.3 100

暋暋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的是以个人缴费、
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为主的筹资机制。在调查农民

参保意愿过程中发现,有65.2%的农民认可筹资过

程中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和集体补助;有13.3%的农

民希望能获取土地补偿金;有10.2%的农民选择了

实物抵养老金;还有少数农民认为可以通过减免土

地税和农业税让他们有能力去参加新农保;边远地

区的农民则希望有其他捐助措施来资助(见表3)。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因而他们参

与社会养老保险期望有补助和补贴。
表3暋被调查农户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期望

参保资金
来源期望

土地
补偿

实物抵
养老金

减免土地税
和农业税

其他捐
助措施

政府
补贴

合
计

人数 94 72 35 44 459 704
比例/% 13.3 10.2 5.0 6.3 65.2 100

暋暋此外,对农保基金运作方式选择的调查结果显

示,有37.5%的农民认为可以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管

理农保基金;有23.3%的农民认为应由政府管理农

保基金;有18.0%的农民认为农保基金由政府和商

业保险公司管理均可;有21.2%的农民表示对农保

基金运作方式不清楚。

暋暋二、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根据调查结果,从农民对新农保的需求角度分

析,将农民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作为被解释

变量,而将调查结果中的农民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
农户类别构成、筹资机制、了解程度、耕地利用方式和

运作模式选择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分析这些因素对

农民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度。用

Logistic回归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解释

变量选择向后筛选策略,即将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并
对回归方程进行检验,通过变量的不断检验,剔除检

验结果不显著的变量,直到回归系数检验显著为止。
根据调查内容,将解释变量分为4类:第一类是

农民个人特征变量;第二类是农民家庭特征变量;第
三类是农民对养老保险的认知程度;第四类是农民

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期望,包括对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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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筹资期望,运作方式选择等。被解释变量与解释

变量的选取与说明见表4。
表4暋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是否参保 1=参保;0=不参保
解释变量
性别 1=男;0=女
年龄 18~60岁

受教育程度
1=不识字;2=小学;3=初中;4=高中/中
专;5=大专及以上

家庭年
收入/元

1=1000 以 下;2=1000~6000;3=
6001~10000;4 = 10 001 ~ 20 000;
5=20000以上

家庭年基本生
活支出/元

1=1000 以 下;2=1000~6000;3=
6001~10000;4 = 10 001 ~ 20 000;
5=20000以上

耕地利用情况
1=耕地有偿转让;2=耕地无偿转让;3=土
地抛荒;4=自耕地;5=土地被征用

农户属性 1=纯农户;0=非农户

养老方式
1=子女养老;2=土地养老;3=自己储蓄;
4=政府救济;5=参加新农保;6=参加商业
养老保险

对养老保险的
了解程度

1=非常了解;2=比较了解;3=不太了解;
4=完全不了解;5=没听说过

农保基金运作
方式

1=政府管理和运作;2=商业保险机构运作;
3=以上都可以;4=不清楚

筹资机制期望
1=政府补贴;2=土地补偿费;3=实物抵养
老金;4=减免赋税;5=建立福利基金

暋暋将影响湖北省农民参与新农保的因素引入线性

函数Y 中,Y 的表达式为:
Y =毩0 +毬1X1 +毬2X2 +…+毬kXk +毰 (1)

其中,毩0 为截距,X1 到 Xk 分别是影响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的因素(自变量),毰为随机误差项。Y 为愿

意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概率,1-Y 代表不

愿意参与新农保的概率。从数学上看,函数Y 对Xi

的变化在Y=0或Y=1的附近是不敏感的,且非线

性的程度较高。因此,要引入一个Y 的函数毴(Y),

使得它在Y=0或Y=1附近时变化幅度较大,我们

对Y 进行Logistic变换,即:

毴(Y)=logit(Y)=ln(Y
1-Y

) (2)

ln(Y
1-Y

)是因变量Y 的对数差异比,用毴(Y)代替

式(1)中的Y,变换后的公式为:

ln(Y
1-Y

)=毩0 +毬1X1 +毬2X2 +…+毬kXk +毰 (3)

暋暋通过多元回归模型来识别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

响方向和影响程度,进一步构造检验统计量———

Wald统计量,Wald统计量近似服从于自由度等于

参数个数的卡方分布。通过 Wald统计检验来判断

自变量作用的显著性,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

度与影响效果[3]。

暋暋三、实证分析结果

对湖北省的704个样本农户采用SPSS13.0进行

了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因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

在多重共线性,有必要采用一些策略对解释变量引入

回归方程加以抵制和筛选。对于解释变量的筛选可

以采用向后筛选策略进行分析[4]。回归分析中,解释

变量的筛选过程经过6步,最后形成一些最终模型。
在此,选取了其中的3步并列出,即表2、表3和表4。

步骤1(表5)是将所有的变量引入模型中进行

回归分析,按照0.05的显著性水平为检验标准(即

Sig.值<0.05),性别、年龄、家庭年基本生活支出、
耕地利用方式4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SPSS在后

面的几步运行中会逐步剔除掉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的变量,在表6中显示的是步骤2,在这一步中,受
教育程度和家庭年生活支出没有在模型中出现,说
明已经被剔除掉了。

表5暋回归分析步骤之一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Wald值 自由度 P 值 发生比
发生比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性别 -0.256 0.188 1.851 1 0.174 0.774 0.536 1.119
年龄 0.002 0.008 0.090 1 0.764 1.002 0.987 1.018
受教育程度 -0.016 0.092 0.030 1 0.863 0.984 0.822 1.178
农民类别 0.400 0.177 5.098 1 0.024 1.491 1.054 2.110
家庭年收入 0.209 0.045 21.519 1 0.000 1.233 1.129 1.347
家庭年基本生活支出 -0.010 0.041 0.057 1 0.811 0.990 0.913 1.073
耕地利用方式 -0.223 0.083 7.292 1 0.007 0.800 0.680 0.941
对养老保险了解程度 0.061 0.117 0.273 1 0.601 1.063 0.845 1.337
养老方式 0.142 0.071 3.989 1 0.046 1.153 1.003 1.325
筹资期望 -0.129 0.071 9.344 1 0.067 0.879 0.765 1.009
运作方式 0.231 0.080 8.388 1 0.004 0.793 0.679 0.928
常数项 0.406 0.773 0.277 1 0.599 1.5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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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暋回归分析步骤之二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Wald值 自由度 P 值 发生比
发生比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性别 -0.253 0.187 1.824 1 0.177 0.777 0.538 1.121

年龄 0.003 0.008 0.104 1 0.747 1.003 0.987 1.018

农民类别 0.401 0.177 5.132 1 0.023 1.493 1.056 2.112

家庭年收入 0.205 0.041 25.306 1 0.000 1.227 1.133 1.329

耕地利用方式 -0.220 0.082 7.237 1 0.007 0.802 0.684 0.942

对养老保险了解程度 0.064 0.116 0.298 1 0.585 1.066 0.848 1.339

养老方式 0.142 0.071 4.001 1 0.045 1.153 1.003 1.325

筹资期望 -0.127 0.070 9.286 1 0.070 0.880 0.767 1.010

运作方式 0.234 0.079 8.700 1 0.003 0.791 0.677 0.924

常数项 0.311 0.682 0.208 1 0.648 1.365 — —

表7暋回归分析步骤之三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Wald值 自由度 P 值 发生比
发生比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农民类别 0.398 0.176 5.118 1 0.024 1.489 1.055 2.103

家庭年收入 0.188 0.039 23.880 1 0.000 1.207 1.119 1.302

耕地利用方式 -0.218 0.081 7.166 1 0.007 0.804 0.685 0.943

养老方式 0.154 0.070 4.818 1 0.028 1.167 1.017 1.340

筹资期望 -0.131 0.069 9.535 1 0.060 0.878 0.766 1.006

运作方式 0.233 0.079 8.628 1 0.003 0.793 0.679 0.926

常数项 0.519 0.496 1.094 1 0.296 1.680 — —

暋暋表5、表6和表7分别展示了分析过程中的第1
个、第3个和第6个模型,以及每个模型中各解释变

量的回归系数、标准差、Wald值、自由度、显著性水

平和B 指数的情况。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后第6
个模型是最终的方程,其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

假设检验,最终解释变量农民属性、农民收入水平、
养老方式、耕地利用情况、筹资方式选择、农保基金

运作方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构成最终的统计模型。
具体方程如下:

ln Y
1-( )Y =0.398X1 +0.188X2 -0.218X3 +

0.154X4 -0.131X5 +0.233X6

其中,由于常数项的t检验不显著,因此设其为零;

X1为农民的务工务农类型;X2为农民家庭年收入;

X3为农民耕地利用方式;X4为养老方式;X5为农民

的筹资方式选择;X6为运作方式。
下面用分类表来反映模型的拟合效果,表8显

示,在愿意参保的469人中,模型正确识别了441
人,错误识别了28人,预测准确率达94.0%,不愿

意参保的预测准确率比上一步有所下降,但是愿意

参保的预测准确率有所上升。因此,在引入变量后

最终模型总的预测准确率达69.7%,模型较为准确

地预测了农民的参保意愿。
表8暋模型预测评价表

观测值

预测值

不愿意参
保/人

愿意参
保/人

预测准
确率/%

不愿意参保/人 228 45 183 19.7
愿意参保/人 469 28 441 94.0

总体预测准确率69.7

暋暋表9是拟合优度检验统计量,即用 Hosmer灢
Lemeshow检验方程的拟合程度。表9显示,最后

一步的显著性为0.029,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上述分析中对湖北省新农保影响因素的拟合方

程与真实情况基本没有偏差,最终模型中的自变量

能有效地解释因变量。
表9暋拟合优度检验

步骤 卡方值 自由度 P 值

1 15.531 8 0.005
2 13.439 8 0.035
3 14.610 8 0.001
4 22.533 8 0.006
5 14.870 8 0.007
6 15.263 8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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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说明湖北省农民的家庭收

入水平、筹资方式选择、农保基金运作方式、耕地利

用情况、农民目前的养老方式和农民类别等6个因

素对农民参保与否都有着显著的影响。
首先,农民收入水平对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意

愿的影响最为强烈,这也是江浙等东部沿海地区农民

参与新农保的比例比湖北省参保率要高的原因之一。
其次,农民对筹资方式的选择也影响了他们参

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农民对政府补贴和

集体补助的期望值越大,他们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的积极性就越低。在湖北省部分农村进行调查的

过程中也发现,边远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农

民表示,没有政府补贴,他们没有能力去参加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而且当地没有此项业务,很多居民都没

有听说过,只有少数人购买过自己积累式的养老保

险。实际上,大多数人都还是很愿意参加此类保险,
认为每月缴纳保费20~50元比较合理,可以接受,
希望政府出资一部分,自己出资一部分。

再次,基金运作方式选择也与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大多数农民对于当前新农保

基金的管理存在质疑,认为农保基金应当委托除政

府外的其他机构来管理,可以由商业保险机构或其

他信托机构代为管理农保基金,一方面有利于基金

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有利于规避政府运作基金的

道德风险。
最后,农民耕地利用方式、经营类别和养老方式

影响了农民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外出

务工的农民受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他们

更愿意参与到养老保险中,土地被征用的农民亦是

如此。而务农的农民和土地自己耕种的农民仍然是

“靠天吃饭暠的养老思想,没有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

意识,他们的养老方式也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
其他变量因为影响不显著而被剔除。

根据上述调查分析结果,对湖北省新农保的推

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大政府补贴力度。虽然国务院在2009年

试点方案中提出,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养老金全额补

贴,补贴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55元,湖北省地方政

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

年30元,其中省级财政负担20元、试点县(市、区)
负担不低于10元。但是,各地试点工作还未完全展

开,补贴资金还未落实到位,补贴资金也较少,而农

民对政府补贴的需求较大,因此,亟需湖北省政府加

大政府补贴力度,切实保证资金到位。
(2)加强新农保的政策宣传与普及。湖北省很

多农民由于知识水平等的限制,对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还不够了解,没有养老意识,农民的养老方式

还是以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为主,他们的养老风险

意识还有待加强,要通过宣传推广加强他们对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因此,湖北省政府及相

关部门应加大养老保险知识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

农民了解并积极参与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当中。
(3)可以采用商业化运作方式管理新农保基金。

目前湖北省新农保基金的管理是纳入同级社会保障

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2条线管理,单独记账、核
算,按国家有关规定实现保值增值。当前的试点阶

段,湖北省是采用县级管理,随着试点范围的扩大和

新农保的推广,再逐步提高管理层次。因此,可以采

用政府管理、商业化运作的方式,委托商业保险公司

或信托公司进行基金的运作,而且湖北省的商业保

险公司众多,具备基金管理实力,有利于实现基金的

保值增值。
(4)及时调整各地新农保的实施方案。从2009

年湖北省第一批新农保试点开始,到2011年7月的

第三批新农保试点,迄今湖北省共有65个县(市、
区)纳入到国家新农保试点范围之内,占湖北省103
个县(市、区)的63%,覆盖了农业人口2983万人,
占全省农业人口的74%。但是,这些县(市、区)经
济发展水平不同,补贴数额也有所不同,武汉市的基

础养老金补贴标准提高到了每人每月100元,大冶

等地区提高到了60元[5],各地新农保的具体实施方

法也有所差异。国家及省农保部门应建立跟踪调查

研究机制,密切关注试点地区的实施状况,及时发现

问题,完善和修正各地新农保的实施方案。
(5)逐步推进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体化。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部分地区的农民进城

务工,农村人口存在着较大的流动性,因此,随着农

村人口的城市化趋势,应当尽快建立城乡社会养老

保险之间的制度衔接机制,构建城乡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的一体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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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InfluencingFactorsofNewTypeRuralSocial
EndowmentInsurance

———BasedonSurveyofNewTypeRuralSocialEndowment
InsuranceinHubeiProvince

ZHANGHong灢mei,MAQia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Withtheagingofruralpopulation,weakeningoftraditionalfamilysupportofoldpeople
andfunctionoflandguarantee,theproblemsofruralcaresfortheagedhasbecomemoreandmorese灢
vere.Inordertoworkouttheproblemofprovidingelderlywithasenseofsecurity,Chinabegantotry
andpopularizenewtyperuralsocialendowmentinsurancein2009.BasedoninvestigationinHubeiprov灢
ince,thispaperusesLogisticmultipleregressionmodeltoanalyzetheresultsoftheaboveinvestigation.
Throughimpactoffarmer暞sincome,extentofunderstandingsocialendowmentinsurance,wayoffinan灢
cingandoperatingmodelonfarmer暞swilllingnesstotakepartinthisinsurance,thispaperfurtherdis灢
cussesthemainfactorsandcountermeasureswhichinfluencetheexperimentalandpopularizedpension
systeminruralareas.Theresultshowsthatsixfactorsoffarmer暞sfamilyincome,typeoffarming,fi灢
nancingoptions,waysofendowmentinsurance,landuntilizationandoperatingoffundofruralsocialen灢
dowmentinsurancehavesignificantimpactonfarmer暞sparticipationinnewtyperuralpensionsystem,

buttheirimpactlevelisdifferent.
Keywords暋ruralareas;socialendowmentinsurance;influnencingfactor;financing;operat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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