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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均衡视角下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基于对鄂、皖、桂、浙、鲁、冀、黔7省(区)的调查
田北海,李春芳

(华中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社会管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430070)

摘暋要暋基于在鄂、皖、桂、浙、鲁、冀、黔7个省(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调查,从供需均衡视角出发分

析了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供给与需求的契合度问题。研究发现,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3个方面

存在供需失衡,即:个人缴费负担偏重,筹资责任分担不尽合理;一次性缴费的规定与失地农民的较长缴费年限

期望存在较大出入;待遇水平偏低,不能满足失地农民多层次的需求。为促进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供需

均衡,建议拓宽筹资渠道,明确各方筹资责任;充分照顾失地农民的多层次需求,改进筹资模式,提高待遇水平;

提高失地农民收入,增强其缴费能力;引导失地农民形成合理的养老观,提升其制度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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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失地农民是指因法定原因被征用、征收土地的

无地或少地农村居民。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

程的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游离

于城市居民与农业劳动者之外的特殊人群。在中国

农村,土地是绝大多数农民“最后的保障暠。当失地

农民失去其“最后的保障暠时,其就业问题、养老保障

问题理所当然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
为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全国各地进

行了大量实践探索,并大致形成了3种典型的失地

农民养老保险模式:一是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或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1];二是为失地农民建立专门

的养老保险或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三是采取政府

加公司的运作模式,为失地农民建立储蓄式商业养

老保险[3]。学者们认为,上述3种模式均存在一定

的问题。其中,第一种模式的缺陷在于:如将失地农

民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可能存在养老保险待遇

水平偏低的问题[4];如将其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险

体系,则既可能给筹资主体带来缴费压力,也可能对

长期失衡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造成较大的支付压

力[5]。第二种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政府责任缺

失[6]、参保率较低[7]、保障水平及保障层次偏低[8]、

基金管理不善[9]等。第三种模式则存在覆盖面小、
保障水平低、监管机制缺乏[10]、可靠性差[5]等问题;
此外,该模式的保障效果可能会受制于失地农民保

险意识、缴费能力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保险公司

自身情况等因素的影响[11]。针对当前失地农民养

老保障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学术界形成的共识是,
按照低水平、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建

立适合失地农民特点的养老保险模式已成为总体趋

势[5]。基于上述认识,学者们从明确政府责任[12]、
建立多层次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10]、改进筹资模

式[13]、健全基金管理制度[14]、提高养老金水平[15]、
加强制度衔接[16]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现行制

度的对策建议。
总体而言,学术界较为客观地剖析了当前失地

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为合理解决

失地农民养老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性建议。但现有

研究仍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

研究主要从自上而下视角出发、从供给层面探讨失

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问题,少见失地农民养老

需求及制度供需对比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研

究多关注现行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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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及其改进措施,对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及

其需求满足现状的研究较少;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

研究虽不乏实证研究,但实地调研范围大多局限于

某一地区,系统的跨区域比较研究相对较少。
针对现有研究中尚存在的问题,本文尝试运用

课题组在浙江、山东、河北、湖北、安徽、广西和贵州

7省(区)收集的问卷调查和实地研究资料,将自上

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相结合,从供需均衡视

角出发,对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需求与制度

供给现状及其需求契合度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制度

供需均衡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暋暋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09年7月至2010年1月

在浙江、山东、河北、湖北、安徽、广西和贵州7个省

(区)所做的实地调查与问卷调查。
实地调查主要通过个案访谈的方式进行。在实

地调查过程中,课题组分别走访了浙江(杭州)、山东

(潍坊)、河北(遵化、沧州)、湖北(武汉、宜昌和黄

冈)、安徽(合肥、黄山和亳州)、广西(南宁、玉林)、贵
州(遵义)7个省(区)、13个城市的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部门,与其农村社会保险主管工作人员进行了

个案访谈,获取了各地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供需现状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文本资料。对于上述制

度与政策文本资料,课题组从典型模式和制度基本

框架2个方面进行了分类整理和比较分析。
问卷调查主要采取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进行。调

查对象为16岁以上、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村居民,不
包括在校学生。调查对象通过分段抽样的方法获

得,其具体抽样流程是:首先采用判断抽样方式在上

述7省抽取了23个城市、46个村;然后在各村内采

用系统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30个家庭户,并选择抽

样户中的户主作为调查对象。在问卷调查过程中,
课题组共发放1380份问卷,回收1027份有效问

卷,其中失地农民样本218个,非失地农民样本809
个。问卷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如下(见表1):

在性别方面,因课题组选择户主为调查对象,故
男性样本明显多于女性;在年龄方面,41~60周岁

的中年人较多,青年人和老年人较少;在文化程度方

面,被访者总体文化程度偏低,46.1%的失地农民仅

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在婚姻状况方面,大部分被

访者已婚,未婚、离婚或丧偶的较少;在身体健康状

况方面,被访者身体状况总体较好,身体状况“较差暠

或“非常差暠的失地农民(9.2%)相对少于普通农民

(13.5%)。
表1暋问卷调查样本个体特征

变量 类型

失地农民

频次
有效百

分比/%

普通农民

频次
有效百

分比/%

性别
男 145 66.5 553 71.4
女 73 33.5 221 28.6

年龄

曑40周岁 54 24.8 189 24.3
41~60周岁 111 50.9 461 59.3
曒61周岁 53 24.3 127 16.3

文化程度

未受过正式教育 29 13.4 84 10.9
小学 71 32.7 239 31.0
初中 89 41.0 353 45.7
高中/中专 20 9.2 85 11.0
大专及其以上 8 3.7 11 1.4

婚姻状况

已婚 191 87.6 688 89.8
未婚 16 7.3 32 4.2
离婚或丧偶 9 4.1 46 6.0

身体健

康状况

很好 81 37.5 277 35.9
比较好 70 32.4 214 27.7
一般 45 20.8 177 22.9
较差 15 6.9 92 11.9
非常差 5 2.3 12 1.6

暋注:部分变量的有效样本加总后不等于样本总量的原因是,部分样

本存在缺失值。

暋暋二、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
供给现状

暋暋1.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典型模式

调查发现,当前各地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可归纳为3类典型模式(见表2):
一是建立专门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或基本

生活保障制度,以河北省沧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广
西玉林市等为代表。该模式旨在为部分或全部失地

农民提供老年生活保障,其养老保险经费来源以个

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为辅。失地农民

达到规定年龄后即可获得相应的养老金待遇,部分

地区还为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提供额外生活补助。
二是将失地农民整体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以广西南宁市为代表。该模式按照城

乡统筹发展的原则,将城区范围内的失地农民整体

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符合条件的

还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等

待遇。
三是由失地农民自愿选择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或新型农村社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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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制度。如,湖北省武汉市规定,失地农民可自

愿选择上述3种保险模式,但不得重复参保。
表2暋各地区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典型模式

典型模式 实施地区

建立专门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
养老保险或生活保障制度

安徽省亳州市、合肥市、黄山
市;广西玉林市;贵州省遵义
市;山东省潍坊市;湖北省黄冈
市、宜昌市;河北省遵化市、沧
州市;浙江省

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广西南宁市

失地农民可自愿参加城镇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或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中
的任何一种

湖北省武汉市

暋暋2.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框架

(1)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安排。
在养老保险经费来源渠道方面(见表3),大多数地

区明确了养老保险经费来源以个人缴费为主,个人、
集体和政府三方共担责任的筹资原则。如,安徽省

黄山市明确规定,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由两

部分组成:一是参保失地农民的个人账户资金。二

是政府出资的被征地农民基础养老保险资金。其

中,失地农民个人账户资金具体又来源于失地农民

按选定缴费标准缴纳的个人账户资金和失地农民所

在村委会给予参保农民个人账户的补助资金。与上

述地区不同的是,安徽省合肥市失地农民养老保障

基金主要来源于个人缴费,即70%的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扣除抚养补助费、自谋职业补助费以外

的部分,基金的利息及其他增值收入,和其他可用于

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基金。只有在上述四项资金不

足支付时,政府才会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中

划入补助资金。
表3暋各地区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渠道

养老保险资金来源 实施地区

个人、集体、政府三方筹资

安徽省黄山市;山东省潍坊市;贵州省
遵义市;河北省遵化市、沧州市;浙江
省;湖北省武汉市、黄冈市、宜昌市;广
西南宁市、玉林市

个人为主、政府为辅 安徽省合肥市、亳州市

暋暋在个人缴费标准方面,典型的做法有(见表4):
一是自主选择缴费档次缴费。即:事先设定不同的

缴费档次(最低档为3600元,最高档为45700元),
由失地农民自主选择相应档次缴费,以安徽省亳州

市和黄山市为代表。二是按缴费基数一定比例缴

费。即:按上年度本省或本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当地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水平等指标确定缴费基

数,由失地农民按缴费基数的一定比例缴费,以湖北

省、广西南宁市、贵州遵义市为代表。三是以支定

收。即:先让失地农民选择养老金待遇水平,再根据

相应的公式计算出其缴费水平,并规定个人缴费比

例,以山东潍坊、河北遵化、河北沧州、广西玉林为代

表。此外,也有地区规定(如安徽省亳州市),参保时

已达到养老金领取年龄的失地农民,不用缴费就可

直接领取养老金。
在集体补贴方面,典型的做法有(见表4):一是

明确规定集体的筹资比例区间。如,广西南宁市明

确规定集体筹资比例不得高于30%;湖北省宜昌市

明确规定集体筹资比例为5%~20%;湖北省黄冈

市明确规定集体负担比例为15%~30%;河北省沧

州市明确规定集体筹资比例不低于40%。二是规

定有条件的村集体应给予适当补助,以安徽省黄山

市、河北省遵化市为代表。三是笼统规定集体的筹

资责 任,如 广 西 玉 林 市 规 定 个 人 和 集 体 缴 费 占

70%,贵 州 遵 义 市 规 定 个 人 和 集 体 缴 费 不 超 过

60%,但均未规定个人和集体各自如何分担缴费责

任。四是未提及集体缴费责任,如安徽省合肥市、亳
州市。

表4暋各地区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

筹资主体 缴费标准 实施地区

个人

自主选择缴费档次缴费 安徽省亳州市、黄山市

按缴费基数
一定比例缴费

湖北省武汉市、宜昌市、黄冈市;
广西南宁市;贵州省遵义市

以支定收
山东省潍坊市;广西玉林市;
河北省遵化市、沧州市

集体

规定集体筹资
比例区间

广西南宁市;湖北省宜昌市、黄
冈市;河北省沧州市

规定有条件的
集体适当补贴

安徽省黄山市;山东省潍坊市;
河北省遵化市

笼统规定集体的
筹资责任

广西玉林市;贵州省遵义市

未提及集体缴费责任 安徽省亳州市、合肥市

政府

按征地面积
给予补助

安徽省亳州市

规定政府筹资比例

贵州省遵义市;山东省潍坊市;
浙江省;广西南宁市、玉林市;河
北省遵化市、沧州市;湖北省武
汉市、宜昌市、黄冈市

无明确规定 安徽省合肥市、黄山市

暋暋在政府补助方面,典型的做法有(见表4):一是

按征地面积给予缴费补助。如,安徽省亳州市明确

规定,对于参保失地农民,政府按25元/m2的标准

给予缴费补助。二是明确规定政府筹资比例。如,
山东省潍坊市和贵州省遵义市分别规定政府筹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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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得低于30%、40%。三是未明确规定政府的筹

资责任。如安徽省合肥市规定,只有在失地农民个

人账户基金不足支付养老金时,政府才会从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中划入补助资金。
在个人缴费年限方面,现行制度安排主要有2

种类型(见表5):一是一次性缴费制,即要求达到参

保年龄的失地农民,一次性缴纳应由个人负担的养

老保险费。如,安徽的亳州、合肥、黄山,河北的沧

州,贵州的遵义,广西的南宁、玉林,湖北的武汉、黄
冈、宜昌。二是按年度缴费制,即要求参保失地农民

以年为单位缴纳养老保险费,如山东省潍坊市和河

北省遵化市。其中,山东潍坊市规定失地农民最低

缴费年限为15年;河北遵化市规定参保失地农民的

最低缴费年限是5年,最高缴费年限是18年。
表5暋各地区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年限规定

缴费年限 实施地区

一次性缴费制
安徽省亳州市、合肥市、黄山市;河北省沧州市;
广西南宁市、玉林市;贵州省遵义市;湖北省武
汉市、宜昌市、黄冈市

按年度缴费制 河北省遵化市;山东省潍坊市

暋暋(2)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给付模式安排

在养老金领取年龄方面,绝大多数地区均规定

男性达到60周岁、女性达到55周岁即可享受相应

保障待遇,仅有贵州省遵义市规定男女的法定领取

养老金年龄均为60周岁。
在待遇领取方式方面,综合各地相关政策规

定来看,凡是按规定参加当地失地农民社会养老

保险的,在达到法定领取待遇年龄的次月起,按月

享受养老保障待遇,实行社会化发放;参保的失地

农民凭相关凭证即可按月到指定金融机构领取养

老金。
在待遇水平方面,主要有缴费确定型、给付确定

型2种不同模式(见表6)。其中,缴费确定型以安

徽省亳州市、合肥市、黄山市、广西玉林市、河北省遵

化市为代表,主要根据参保失地农民个人账户存储

余额计算养老金发放标准。在实施给付确定型养老

金给付制度的调查区域中,有些地区是根据上年度

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以及本人指数化月平均工资等

参数来确定统筹账户养老金标准,如贵州省遵义市;
还有些地区是根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失地

农民养老金待遇水平,如山东省潍坊市。具体而言,
各地区养老金待遇标准的最低水平是80元/月,最
高水平是300元/月。

综上所述,调查地区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尚未统一,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失地农民专门的养

老保险或生活保障制度,部分地区采取了将失地农

民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做法,还有少

数地区允许失地农民自愿选择参加上述2种保险制

度或者新农保制度。就失地农民专门的养老保险或

生活保障制度而言,各地在筹资模式和给付模式方

面亦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供给的区域差异仍然存在,失地农民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多元模式并存状态仍未从根本上改变。
表6暋各地区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给付模式

给付模式 实施地区

缴费确定型
安徽省亳州市、合肥市、黄山市;广西玉林市;河北省
遵化市

给付确定型
贵州省遵义市;山东省潍坊市;河北省沧州市;
湖北省宜昌市、黄冈市;浙江省

暋暋三、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
需求分析

暋暋1.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模式的选择倾向

调查显示,与制度供给现状一样,失地农民参保

模式的选择倾向亦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在所有有效

样本中,最倾向选择“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或基本

生活保障制度暠的失地农民占38.4%,最倾向选择

“生活补助 +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暠的失地农民占

25.3%,最倾向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暠
的失地农民占19.7%;此外,还有16.7%的失地农

民最倾向选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暠。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见表7),不同地区失地农

民对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倾向存在着显著差异

(氈2=36.212,P=0.000)。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

失地农民对各项保障模式的偏好无明显差异,但选

择“新农保暠的比例最高;中部地区有40.7%的失地

农民最希望参加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或获得基本

生活保障,选择其他保险模式的均不足3成;西部地

区失地农民最希望参加“生活补助+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暠。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和城乡一体化程度均相对较高,农村集体经济的实

力较强,失地农民更注重自己的“农民暠身份,因而

更愿意以失地农民身份参加新农保;中西部地区

的“新农保暠试点工作推进相对较晚,农民对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的认知度和认可度还有待提升,因
而更加偏好专属于失地农民的“失地农民社会养

老保险或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暠或“生活补助+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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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暋不同地区失地农民对参保模式的选择倾向 %

调查
地区

参保模式选择

城镇职工/
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

保险

失地农民养老
保险/基本生活

保障

生活补助+
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

合计

东部 20.5 28.6 25.3 25.6 100.0
中部 18.4 19.4 40.7 21.5 100.0
西部 10.8 28.7 26.8 33.8 100.0
综合 17.7 23.7 33.8 24.8 100.0

暋暋2.失地农民理想的养老保险制度框架

(1)筹资模式的选择倾向。在经费来源渠道方

面,41.0%的失地农民认为在参加养老保险时“以土

地换保障,不应该缴费暠,42.4%的失地农民希望“要
缴费,但可适当减免暠,仅有15.6%的失地农民认为

“应该与其他群体同等缴费暠。上述数据表明,在农

村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太健全的当下,土地是农民的

“命根子暠,是农民最后的保障。因此,绝大多数失地

农民认为应该以土地换保障,不应该再缴费,或者缴

费时应适当减免。
在缴费标准方面,失地农民倾向于选择较低的个

人缴费水平。在问到“您认为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时的

个人缴费标准应该为多少?暠时,失地农民回答的均值

为1172元,众数为100元。均值和众数的差异表明,
多数失地农民认可100元的年缴费标准,但也有部分

失地农民能接受较高的个人缴费标准,失地农民对缴

费标准的选择倾向已呈现出分化态势。
在缴费年限方面,失地农民倾向于选择较长的

缴费年限。失地农民期望的缴费年限均值为13.15
年,高于普通农民均值11.01年。近半数(48.1%)
的失地农民对现行制度规定的15年期限持认可态

度,37.5%的失地农民赞同将个人缴费年限设为10
年。可见,相对未失地农民而言,失地农民更倾向于

选择较长的缴费年限。
(2)给付模式的选择倾向。就养老金领取年龄

而言,失地农民认可度最高的均是男性从60周岁、
女性从55周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失地农民认为理

想的领取养老金年龄均值分别为男性58.17岁、女
性54.18岁,分别低于普通农民的58.58岁、54.58
岁。可见,较之普通农民,失地农民更希望较早地获

得养老金。
就养老金领取方式而言,74.2%的失地农民最

倾向于按月领取养老金。可见,按月给付是绝大多

数失地农民最愿意接受的养老金给付方式。
就养老金待遇水平而言,失地农民理想的养老

金待遇水平均值为399.73元/月。其中,14.9%的

样本认为,理想的养老金待遇水平为每月500元;

11.3%的样本认为,理想的养老金待遇水平是每月

300元;10.3%的样本认为,理想的养老金水平是每

月1000元。此外,有近3成的失地农民能接受每

月不到100元的待遇水平。上述数据表明,失地农

民对养老金待遇水平的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化特征。

暋暋四、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供
给与需求的契合度分析

暋暋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供需对比显示,在
现行制度安排中,除养老金领取年龄和发放方式与

失地农民需求契合度较高外,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供给与需求在如下几个方面契合度较低:

1.筹资责任分担不甚合理,失地农民个人缴费

负担偏重

在筹资模式选择方面,从制度需求来看,绝大多

数失地农民希望个人免缴或少缴养老保险费,希望

主要由政府或村集体为其筹集养老保障基金。而从

制度供给来看,除少数地区明确规定集体应对失地

农民个人缴费给予补助、政府应对失地农民社会养

老保险账户给予补贴外,多数地区明确规定了个人

的缴费责任,却未明确集体、政府的筹资责任,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筹资过程中集体和政府的缺位。即便

是有些地方规定了政府应给予失地农民参保补贴,
但各地区均规定了政府补贴比例的最高上限。地方

政府在征地过程中获得了可观的土地开发收益,却
让失地农民用征地补偿费来缴纳个人养老保险费并

承担养老保险的主要筹资责任,其制度安排的合理

性有待商榷。
在个人缴费负担方面,失地农民认可度最高的

是100元/年的个人缴费标准,半数以上的失地农民

可接受的个人年缴费标准不超过500元。按个人缴

费15年计算,半数以上的失地农民可以承担的参保

费用总计不超过7500元。然而,一些地区要求失

地农民一次性缴纳3600~45700元的保险费。上

述制度安排至少在2个方面超出了失地农民的经济

承受能力或心理预期。其一,对于长期从事农业生

产的失地农民而言,失去土地同时意味着失去工作。
由于缺乏非农职业经验,他们很有可能无法在短期

内顺利找到新的工作并获得稳定收入,他们迫切需

要用有限的征地补偿款应付重新就业前的生产生活

及投资需要。也就是说,失地农民能够用于缴纳养

老保险费用的资金其实是极其有限的。其二,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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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浪潮冲击下,作为经济人,失地农民多希望通过

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难免存在“少缴多得暠的心

理。在他们眼里,土地既是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一种

社会保障,失去了土地却还要缴纳养老保险费显然

不符合他们的心理预期。

2.一次性缴费的规定与失地农民较长缴费年限

的期望存在出入

从制度需求来看,多数失地农民更愿意按年度

缴费,更愿意接受较长的缴费年限。从制度供给来

看,多数地区要求失地农民一次性缴纳应该由个人

承担的养老保险费,这项规定明显不符合失地农民

对于缴费年限的期望。对于失地农民而言,他们在

短期内只能依靠征地补偿金生活。一次性缴纳保险

费,固然有助于防止失地农民因不当消费而影响其

持续缴费能力,但势必会大大降低其当下的经济支

配能力。因此,多数失地农民不愿意甚至无力一次

性缴纳全部保险费。

3.待遇水平偏低,不能满足失地农民多层次的

需求

从制度需求来看,失地农民理想的养老金待遇均

值约为400元/月,近3成的失地农民希望养老金待

遇水平为每月500元或每月1000元。从制度供给方

面来看,失地农民的养老金标准仅为80~300元/月,
一些地方的失地农民养老金水平甚至仅相当于本地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可见,现行制度安排尚

不能满足失地农民多层次的养老金待遇水平需求。

暋暋五、促进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供需均衡的对策建议

暋暋1.拓宽筹资渠道,明确界定各方筹资责任

首先,要在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安排中

明确地方政府的筹资比例,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的

财政投入。其次,进一步明确界定村集体的筹资责

任。村集体获得了部分土地出让收益,有责任为失

地农民缴纳一定的养老保险费用。因此,建议通过

科学测算确立合适的集体筹资比例,既不能对集体

缴费不作强制规定,也不能要求集体缴费比例高于

政府,应确保村集体有能力从土地出让收益、集体其

他收入中列支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费。再次,要
适当引入社会筹资渠道。征地单位利用失地农民的

土地进行生产建设,他们在获取土地潜在收益的同

时应该适当承担失地农民的养老义务。因此,建议

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款,将其中一部分费用直接用于

充实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此外,应鼓励有

条件的征地单位及个人为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提

供资金捐赠。

2.充分照顾失地农民的多层次需求,改进筹资

模式,提高待遇水平

首先,综合城乡统筹发展趋势和充分尊重失地

农民需求的基本原则,应允许失地农民根据自身需

要及其经济状况自由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或农村新型社会保险中

的任意一种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做好相关制度之

间的衔接工作。其次,建议实行灵活多样的弹性缴

费制度。既允许有经济实力的失地农民一次性缴纳

养老保险费用,又允许有经济困难的失地农民按年

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既通过科学测算确定失地农民

的最低缴费水平,又鼓励失地农民根据自身经济状

况选择合理的缴费档次。再次,建议本着“多缴多

得暠的原则,对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的失地农民给予适

当补贴,以提高失地农民提高缴费档次的积极性。
最后,要兼顾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失地农民需

求,切实提高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水平,确
保失地农民在养老保障待遇方面至少与本地城镇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平均水平相当,而不是徘徊在城镇

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边缘,以体现社会公平。

3.提高失地农民经济收入,增强其缴费能力

首先,要适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落实征地补偿

金赔付工作,保障失地农民经济权益。一方面,相关

部门应科学测算土地价值,充分结合物价水平和经

济发展水平制定征地补偿标准;另一方面,应积极落

实征地补偿金的赔付工作,确保失地农民及时、足额

获得征地补偿。其次,要加大对失地农民就业、创业

的支持力度,帮助失地农民提升城市竞争能力。一

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失地农民就业、创业优惠政策,
鼓励失地农民积极就业、创业;另一方面,要加强失

地农民就业、创业培训与帮扶,帮助其提升就业、创
业竞争能力,保证其在失地后有稳定收入来源,增强

其养老保险缴费能力。

4.引导失地农民形成合理的养老观,提升其制

度认知水平

首先,要加强对失地农民养老风险的教育和宣

传,通过宣传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养老危机,增强失地

农民的养老风险与保障意识,引导其合理消费,积极

参保。其次,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细则的宣传,引导失地农民正确认识养老保险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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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义务的关系问题、个人缴费水平与养老金待遇的

关系问题,了解养老保险中个人缴费标准与养老金

待遇的测算方法,增强其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知度

与认可度,引导其结合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养老

预期合理选择参保模式与个人缴费档次,并积极缴

纳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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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Soci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sforLand灢expropriated
PeasantsfromthePerspectiveofSupply灢demandEquilibrium

———BasedonSocialSurveyin7ProvincesinChina

TIANBei灢hai,LIChun灢fang

(DepartmentofSociology/CenterforRuralSocialManagementResearch,

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Fromtheperspectiveofsupply灢demandequilibriumtheory,thepaperanalysesthefitness
degreebetweensupplyanddemandofsoci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sforland灢expropriatedpeas灢
antsbasedonsocialsurveyin7provincesinChina.Itfindsthatthesystemarrangementhaslowfitness
degreewithland灢expropriatedpeasants暞demandinthreedimensions.Firstly,thepersonalpaymentbur灢
denforland灢expropriatedpeasantssoundsheavierandtheresponsibility灢sharemechanismofmoney灢rai灢
singisnotrationalenough.Secondly,theruleofpaymentinfullcan暞tmatchland灢expropriatedpeas灢
ants暞expectationforpaymentbyinstallments.Finally,thepensiontreatmentlevelisnothighenoughto
satisfythemulti灢leveldemandsofland灢expropriatedpeasants.Inordertopromotesupply灢demandequi灢
libriumofsoci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forland灢expropriatedpeasants,itisnecessarytobroaden
themoney灢raisingchannelsforendowmentinsuranceandconfirmeachresponsibilities,toreformthe
money灢raisingmechanismandenhancethepensionstandardsoastofullymatchthemulti灢leveldemands
ofland灢expropriatedpeasants,toenhanceland灢expropriatedpeasants暞incomesoastostrengthentheir
paymentabilities,andtopromoteland灢expropriatedpeasants暞rationalitylevelofold灢agenursingconcept
soastoimprovetheirrecognitionlevelonsoci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s.

Keywords暋land灢expropriatedpeasants;soci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s;supply灢demandequi灢
librium;financingpattern;paymentpattern (责任编辑:刘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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