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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因变量,采用二元Logit回归方法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养

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对农民工选择参加何种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也进行

了分析。结果发现,年龄、平均每年工作时间、所在单位是否为职工参保和家里是否有人参保4个因素对农民工

是否参保产生显著影响;而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儿子数、所在单位是否为职工参保,以及对制度的满意

度这些因素对农民工选择社会养老保险的种类影响显著。

关键词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影响因素;二元Logit回归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5)01-0039-09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5.01.006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新闻

发言人尹成基指出,2012年底,全国农民工参加基

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人数分别为4543
万人、4996万人、2702万人、7173万人[1]。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

示,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6261万人,基本养老保

险的参保率仅为17.3%[2]。可见,虽然随着我国农

民工社会保险政策的不断完善,农民工的参保率有

所上升,但整体来看,当前参保比例还是偏低。根据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主要存在

以下问题,比如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3],参保

率低、覆盖面窄和退保率高[4],以及转移接续困难[5]

等。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过低的问题,学者

们大多从外部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原

因: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企业的消极抵制、转移接

续政策的不完善,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不能转走其

缴纳的全部养老保险费等[6-8]。也有许多学者从内

部因素主要是农民工参保意愿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

了关注。如姚建平从社会人口特征、制度性特征和

其他养老措施探讨农民工是否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

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制度性特征影响最显著,社会人

口特征的贡献较小,其他养老措施对农民工参保意

愿也产生一些影响[9]。雍岚等研究农民工社会养老

保险支付意愿和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子女数量对农民工社会养老保

险支付意愿产生很大影响;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对

其支付能力也有一定的影响[10]。杨翠迎等从政府、
企业和农民工3个层次研究农民工参保行为的主要

因素,认为政府在改善农民养老保障的态度上是比

较积极的[4]。另有学者对农民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

行为进行了研究,如史清华认为年龄、性别、受教育

程度以及是否在村、组里担任干部对农民的参保行

为产生显著影响[11]。乐章认为家庭子女数量和家

庭人均收入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2]。赵德余等从

社区的角度对农民参保行为进行研究,认为农民参

保不仅是受个人选择的影响,而且还受自然环境、社
会经济与政治民主情况的影响[13]。在国外虽然没

有农民工这个概念,但是不少国外学者对移民养老

系统的研究对研究中国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比如Leers等把劳动力分为流动和不

可流动两种,分析了老龄化的长期和短期效应[14]。

Casarieo等认为移民有利于养老金系统的稳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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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关于农民工养

老保险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对农民工养老保险

实际参保行为的实证研究成果不多。当前研究多集

中于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问题,即养老保险的政策

本身的不合理之处、政策的实施效果和所遭遇的实

际问题等,较少涉及政策的目标群体即农民工本人

的参保行为。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实地调查从分析

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行为出发,分析农民工为什

么参加养老保险和参加何种养老保险,以其行为逻

辑为关照,解释面临各种约束和限制的农民工的养

老保险参与问题,全面了解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

为的影响因素,依此提出进一步完善当前农民工养

老保险的参保政策、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的

建议。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的形式开展实地调查,本
次调查于2013年2月至3月进行。调查对象为

16~69岁之间的农民工,调查地点为武汉市和南宁

市,共发放问卷130份,在南宁市发放50份,武汉市

发放80份,共 回 收 有 效 问 卷129份,回 收 率 为

99.2%。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 变量值 百分比/%

性别
男 58.1

女 41.9

年龄

19岁以下 7.0

20~29岁 41.8

30~39岁 21.7

40~49岁 13.2

50~59岁 11.6

60~69岁 4.7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5.5

初中 53.5

高中/中专/技校 26.4

大学专科 2.3

大学本科及以上 2.3

职业

餐饮 17.8

建筑 30.1

服装 1.6

保洁 10.9

超市员工 14.0

工厂员工 13.2

其他 12.4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是社会学家科尔曼提出

的“理性选择理论”:对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有不

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

度地获取效益。农民工对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以

及对社会养老保险种类的选择是基于效用最大化和

自身利益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是他们综合个人因

素、家庭因素、企业因素和对制度的认知等状况而做

出的理性行为。
假设一:农民工是否参保受个人因素、家庭因

素、企业因素的影响,各因素的具体变量见表2。
假设二:农民工对于参保种类的选择受个人因

素、家庭因素、企业因素和对制度的认知因素的影

响,各因素的具体变量见表2。

2.研究方法

(1)本文研究的是多元变量对一个二分因变量

的回归分析问题,即利用多项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

制度了解等因素变量,对农户是否参保的行为进行

回归分析,来验证研究假设一,故本文建立起Logit
回归模型,即

logit(P)=α+∑βiXi+ε (1)

根据Logit变换的定义,有:
logit(P)=ln[p/(1-p)] (2)

在式(1)和式(2)中,p表示农民工参保的概率,

1-p表示不参保的概率,P=p/(1-p )为事件发

生比,简称为odds,Xi表示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

因素,βi 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ε表示随机误差

项,α为常数项。
(2)为了验证第二个假设,本研究采用相关分析

及其检验方法,因为大多数进行相关分析的变量为

定类变量,故本研究选择λ系数,并对其进行卡方

检验。

3.具体变量及其赋值情况

本次研究旨在分析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因

素,有2个因变量,农民工是否参保和选择参保的种

类,因变 量 皆 为 定 类 变 量。自 变 量 包 括 个 人 因

素、家庭因素、企业因素和对制度的认知这4个

方面的因素。表2为本次研究的具体变量及其

赋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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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具体变量及其赋值情况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的赋值及处理 变量尺度

因变量
是否参保 是=1;否=0 定类变量

参保种类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1;城镇居民养老保险=2;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3 定类变量

自变量

个人因素

性别 男=1;女=2 定类变量

年龄 定距变量

婚姻状况 未婚=1;已婚=2;离婚=3;丧偶=4 定类变量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技校=3;大学专科=4;大学本科及以上=5 定序变量

职业范围 餐饮=1;建筑=2;服装=3;保洁=4;超市员工=5;工厂员工=6;其他=7 定类变量

月均收入
1000元以下=1;1000~2000元=2;2001~3000元=3;3001~4000元=4;
4001~5000元=5;5001以上=6

定序变量

平均一年在城
市工作时间 2个月及以下=1;2~4个月=2;4~6个月=3;6个月及以上=4 定类变量

从第一次参加工作开始
换过的工作数量

定距变量

城市数量 定距变量

留乡意愿 城市=1;家乡/农村=2 定类变量

家庭因素
家庭儿子数量 定距变量

家庭年收入 2万及以下=1;3~4万=2;5~6万=3;7~8万=4;8万以上=5 定序变量

家庭承包田地数 定距变量

企业因素 所在单位是否为职工参保 是=1;否=0 定类变量

对制度的
认知因素

制度的了解程度 农民工选择对制度了解内容的个数 定距变量

制度的信任程度 非常信任=1;比较信任=2;一般=3;比较不信任=4;非常不信任=5 定序变量

制度的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1;比较满意=2;一般=3;比较不满意=4;非常不满意=5 定序变量

  三、结果分析

  1.农民工是否参保行为回归分析

根据传统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解释,本研究选

择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状况、职
业、个人月均收入、平均一年在城市工作时间、从第

一次在城市工作到现在换过多少份工作、换过多少

个城市、留乡意愿、家庭儿子数量、上年家庭年收入、
家庭田地、所在单位是否为职工参保、家里是否有人

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共15个变量作为自变量,以农民

工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为因变量进行二元Logit
回归分析。其中农民工是否参保是二分变量,是为

1,否为0。其方程表示为:Logit(P)=ln[p/(1-
p)]=7.438+0.169×X1+4.746×X2+5.038×
X3-4.905×X4,其中X1变量是年龄,X2变量是每

年工作时间(3~4个月),X3变量是家里有人参加养

老保险,X4变量是所在单位为职工参保。结果见表

3。模型Chi-square值为111.835,sig值为0.000。
(1)年龄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年龄是影

响农民工参保行为的重要变量,从表3分析结果来

看,显著性水平为0.002,以变量模型的发生比为

准,年龄与农民工的参保行为存在正相关,即年龄越

大,农民工参保率越高,年龄每增加1岁,农民工参

保的可能性会高出18.4%。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年

轻人宁愿在45岁左右参保,不考虑在较为年轻时参

保,这是年轻人用短期的目光看养老问题,再加上对

养老保险政策的不信任,导致他们对社会养老保险

持观望态度。
(2)每年平均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

响。从表3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每年工作时间对农

民工的参保行为有影响,平均一年工作时间为3~4
个月对农民工是否参保影响显著,显著性水平为

0.044,其参保的概率是每年工作时间为9个月的农

民工的115.169倍。其余的工作时间虽然对是否参

保影响不显著,但可以看出基本的影响趋势,农民工

的参保率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呈现先增加后下降

的趋势。
(3)家里是否有人参保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

响。家里是否有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民工的参

保行为产生极为显著的影响,显著度为0.006,由表

3模型的发生比看出,家里有人参保的农民工参保

的概率是家里没人参保的农民工的154.133倍。家

里有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在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有一定的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农民工参加社会养

老保险的意愿就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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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农民工是否参保的二元Logit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名称 变量值 B S.E. Wald sig. Exp(B)
性别 -0.499 1.155 0.186 0.666 0.607

个人

因素

年龄 0.169 0.054 9.744 0.002 1.184
婚姻状况 0.371 0.946

未婚 1.943 4.125 0.222 0.638 6.978
已婚 1.315 3.893 0.114 0.736 3.724
离婚 0.858 4.714 0.033 0.856 2.358

受教育程度 0.752 0.945
小学及以下 -17.190 19331.133 0.000 0.999 0.000
初中 -15.814 19331.133 0.000 0.999 0.000
高中/中专/技校 -15.852 19331.133 0.000 0.999 0.000
大学专科 3.950 26992.274 0.000 1.000 51.937

职业 6.538 0.366
餐饮 1.667 1.708 0.953 0.329 5.295
建筑 0.270 1.507 0.032 0.858 1.310
服装 -37.277 28400.507 0.000 0.999 0.000
保洁 -0.006 2.111 0.000 0.998 0.994
超市员工 0.680 2.133 0.102 0.750 1.975
工厂员工 -2.876 2.188 1.727 0.189 0.056

个人月均收入 8.701 0.122
1000以下 -1.324 9.771 0.018 0.892 0.266
1000~2000 6.075 9.461 0.412 0.521 434.898
2001~3000 5.164 9.484 0.296 0.586 174.866
3001~4000 3.674 9.388 0.153 0.696 39.404
4001~5000 8.411 9.669 0.757 0.384 4494.804

工作时间 5.496 0.240
2个月及以下 -44.030 30214.688 0.000 0.999 0.000
3~4个月 4.746 2.356 4.057 0.044 115.169
5~6个月 7.696 4.317 3.177 0.075 2199.158
7~8个月 1.510 1.111 1.847 0.174 4.526

换工作次数 0.032 0.101 0.098 0.754 1.032
换城市次数 0.028 0.258 0.012 0.913 1.028
留乡意愿 定居城市 0.267 0.990 0.073 0.787 1.306

家庭

因素

家庭儿子数 -0.056 0.647 0.008 0.931 0.945
家庭年收入 2.727 0.605

2万及以下 0.919 3.757 0.060 0.807 2.506
3~4万 -0.764 3.645 0.044 0.834 0.466
5~6万 0.616 3.678 0.028 0.867 1.851
7~8万 -1.098 3.840 0.082 0.775 0.333

家庭土地面积 -0.096 0.131 0.541 0.462 0.908
家里是否有人参保 5.038 1.836 7.530 0.006 154.133

企业

因素

单位是否为职工参保 -4.905 1.449 11.456 0.001 0.007
Constant 7.438 19331.135 0.000 1.000 1699.096
Model       Chi-square=111.835     Sig=0.000     NagelkerkeRsequare=0.781

 注:表中的土地面积以666.7m2为一个计算单位。

  (4)所在单位是否为职工参保对农民工参保行

为的影响。所在单位是否为职工参保对农民工参保

行为影响显著,显著水平达到0.001,表3模型的发

生比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所在单位为职

工参保时农民工参保的可能性是单位没有为职工参

保的0.007倍。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企业为职工参

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民工因为工资水平的

原因,无力承担相对高额的养老保险费,所以选择不

参保。

2.农民工选择社会养老保险种类的影响因素

分析

农民工可以选择参加3种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工选择参加社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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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的种类受到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采

用相关分析的方法研究农民工参加何种社会养老保

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将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企业

因素和对制度的认知因素四大方面进行分析。
(1)个人因素对农民工选择参保种类的影响。

个人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月
收入、流动性、留乡意愿。本研究发现,年龄、受教育

程度和职业对农民工选择何种参保种类产生显著

影响。

①年龄与农民工参保种类的相关分析。表4结

果显示,年龄对农民工选择社会养老保险种类产生

显著影响,P=0.020,λ=0.394,年龄与农民工参保

种类的相关强度较高。由表4可以看出,年龄为16
~19岁的农民工倾向于选择新农保,占66.7%,笔
者分析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参保主要是父母帮他们

缴纳,所以选择参加新农保的农民工较多。而年龄

为20~49岁的农民工大多数有工作,他们倾向于选

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比例都大于新农保和城

镇居民养老保险,而年龄大于50岁的农民工因为年

龄比较大,没有工作单位,他们倾向于选择新农保和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表4 年龄与农民工参保种类的相关分析 %

参加养老保险种类

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
养老保险

新农保

年龄
分组

16~19岁 33.3 0.0 66.7

20~29岁 66.7 5.6 27.7

30~39岁 70.6 0.0 29.4

40~49岁 53.8 7.7 38.5

50~59岁 0.0 16.7 83.3

60~69岁 0.0 0.0 100.0

相关及显著性检验 λ=0.394 χ2=21.228 df=10.000 P=0.020

  ②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参保种类的相关分析。
受教育程度同样也对农民工选择社会养老保险种类

产生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P=0.009。表5结果显

示,λ=0.177,说明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参保种类的

相关强度较低。由表5看出,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

以下的农民工全部选择参加新农保,占100%。受

教育程度为初中和高中/中专/技校的农民工倾向于

选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分 别 占55.6%和

64.3%。可见,受教育程度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农民工对3种社会养老保险种类的看法,从而形成

选择不同社会养老保险种类的参保行为。

表5 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参保种类的相关分析 %

参加养老保险种类

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
养老保险

新农保

受教
育程
度

小学及以下 0.0 0.0 100

初中 55.6 11.1 33.3

高中/中专/技校 64.3 0.0 35.7

大学专科 50.0 0.0 50.0

大学本科及以上 100.0 0.0 0.0

相关及显著性检验 λ=0.177 χ2=20.366  df=8 P=0.009

  ③职业与农民工参保种类的相关分析。职业也

是影响农民工选择参保种类的重要因素,由表6可

以看出,职业对农民工选择参保种类产生显著影响,

λ=0.545,说明职业与农民工选择参保种类产生中

等强度相关,P=0.000。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职
业为餐饮业、超市员工和工厂员工倾向于选择参加

城镇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比 例 分 别 为 64.3%、

100.0%和60.0%;职业为建筑和保洁的倾向于选

择参加新农保,比例分别为76.9%和88.9%;参加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农民工较少,主要为从事餐饮

业和建筑业的,其比例分别为7.1%和15.4%。工

作较为正式和稳定的农民工较倾向于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比如超市的员工、从事餐饮方面工作

的农民工以及工厂员工。相对来说,工作不太正式

和稳定的农民工,他们较倾向于选择参加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比如建筑、保洁行业。由于农民工特

殊的身份,他们徘徊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所以参加城

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很少。
表6 职业与农民工参保种类的相关分析 %

参加养老保险种类

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养
老保险

新农保

职业
范围

餐饮 64.3 7.1 28.6

建筑 7.7 15.4 76.9

保洁 11.1 0.0 88.9

超市员工 100.0 0.0 0.0

工厂员工 60.0 0.0 40.0

相关及显著性检验 λ=0.545 χ2=35.018 df=10 P=0.000

  ④性别、月均收入、流动性、留乡意愿与农民工

参保种类的相关分析。本文通过卡方检验的方法分

析性别、月均收入、留乡意愿、平均一年在外工作时

间、换过工作数、换过城市数与农民工参保种类的相

关性。表7显示,月收入、留乡意愿、平均一年在外

工作时间、换过工作数、换过城市数对农民工参保种

类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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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性别、月收入、流动性、留乡意愿与

农民工参保种类的相关分析

λ χ2 df sig
性别与参保种类 0.177 5.116 2 0.77
个人月收入与参保种类 0.152 6.913 10 0.734
留乡意愿与参保种类 0.212 4.779 2 0.092
平均一年在外工作时间与参保种类 0.030 2.008 6 0.919
从第一次工作开始换过的工作次数
与参保种类 0.121 4.026 6 0.673

从第一次工作开始换过的城市数与
参保种类 0.182 3.814 4 0.432

  (2)家庭因素对农民工选择参保种类的影响。
家庭因素包括儿子数,家庭年收入、家庭田地面积和

家里是否有人参加养老保险。其中家庭儿子数对农

民工选择参保种类产生显著影响,家庭年收入、家庭

田地面积、家里是否有人参保对农民工参保种类的

选择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①家庭儿子数与农民工选择参保种类相关分

析。表8显示,P=0.008,家庭儿子数对农民工选

择参保种类产生显著影响。但λ=0.091,家庭儿子

数与农民工参保种类的选择相关强度不高。没有儿

子的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占62.5%,而选择参加新农保的占37.5%。有

1个儿子的农民工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和参 加 新 农 保 的 比 例 相 近,分 别 为 43.8% 和

50.0%,同样有2个儿子的农民工选择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参加新农保的比例相近,分别为

50.0%和43.8%,可见,家庭儿子数对农民工参保

种类的选择没有很大的影响。
表8 家庭儿子数与农民工选择参保种类相关分析

%

参加养老保险种类

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
养老保险

新农保

儿子数

0 62.5 0.0 37.5

1 43.8 6.2 50.0

2 50.0 6.2 43.8

3 0.0 100.0 0.0

相关及显著性检验 λ=0.091 χ2=17.379 df=6 P=0.008

  ②家庭年收入、家庭田地面积、家里是否有人参

保与农民工选择参保种类相关分析。表9显示,家
庭年收入、家庭田地面积、家里是否有人参保对农民

工参保种类的选择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家庭层面对

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种类选择的影响已经慢慢

减弱。

表9 家庭年收入、家庭田地面积、家里是否有人

参保与农民工选择参保种类相关分析

λ χ2 df sig
家庭年收入与参保种类 0.152 7.164 8 0.519
家庭田地面积与参保种类 0.258 10.601 6 0.102
家里是否有人参保与参保种类 0.091 5.384 2 0.068

  (3)企业因素对农民工选择参保种类的影响。
表10显示,农民工所在单位是否为职工参保对农民

工参保种类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为

P=0.000,λ=0.758。所在单位为职工参保的农民

工其倾向于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占

93.8%,其余的6.2%的农民工选择参加新农保。
而在 所 在 单 位 没 有 为 职 工 参 保 的 农 民 工 中,有

81.8%的农民工选择参加新农保,12.1%的农民工

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只有6.1%的农民工

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表10 农民工所在单位是否为职工参保

与农民工选择参保种类相关分析 %

参加养老保险种类

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
养老保险

新农保

所在单位是否 否 6.1 12.1 81.8

为职工参保 是 93.8 0.0 6.2

相关及显著性检验 λ=0.758 χ2=50.048 df=2 P=0.000

  (4)对制度的认知对农民工选择参保种类的影

响。农民工对制度的认知包括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的了解程度、信任程度和满意程度。

①农民工对制度的了解程度。表11显示,农民

工对制度了解的内容主要是缴费额度和缴费年限,
比例分别占87.0%和75.4%;其次34.8%的农民

工了解参保对象;33.3%的农民工了解待遇领取;只
有少部分农民工了解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和办理流

程,比例分别为27.5%和26.1%;最后对于养老保

险的转移接续只有15.9%的农民工关注。可见大

多数农民工是在对制度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参保。
表11 参保农民工对制度的了解

了解的内容 n 比例/%

缴费比例 19 27.5

缴费额度 60 87.0

参保对象 24 34.8

办理流程 18 26.1

待遇领取 23 33.3

缴费年限 52 75.4

转移接续 11 15.9

 注:此题为多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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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2显示,农民工对制度的了解程度对选择参

保种类没有产生显著影响,P=0.615,λ=0.121,农
民工对制度的了解程度与选择参保种类相关强度

较弱。
表12 农民工对制度的了解程度

与选择参保种类相关分析 %
参加养老保险种类

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
养老保险

新农保

了
解
程
度

1 30.8 15.4 53.8
2 53.8 0.0 46.2
3 44.4 5.6 50.0
4 50.0 8.3 41.7
5 66.7 0.0 33.3
6 100.0 0.0 0.0

相关及显著性检验 λ=0.121 χ2=8.145 df=10 P=0.615

 注:了解程度是农民工对制度了解的内容的个数。

②农民工对制度的信任程度。由表13看出,农
民工对制度的信任程度对选择参保种类没有产生显

著影响,P=0.645>0.05,λ=0.152,相关强度

不大。
表13 农民工对制度的信任度

与选择参保种类相关分析 %
参加养老保险种类

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
养老保险

新农保

农民 非常信任 33.3 0.0 66.7
工对 比较信任 53.7 9.8 36.5
制度 一般 41.2 0.0 58.8
的信 比较不信任 33.3 0.0 66.7
任度 非常不信任 100.0 0.0 0.0

相关及显著性检验 λ=0.152 χ2=0.654 df=8 P=0.645

  ③农民工对制度的满意程度。由表14看出,农
民工对制度的满意度对其参保种类的选择产生显著

影响,P=0.048,λ=0.182。农民工对制度非常满

意和比较满意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

民工最多占58.3%,参加新农保的农民工较少,占
33.4%。对制度不满意的农民工中,参加新农保较

表14 农民工对制度的满意度

与选择参保种类相关分析 %
参加养老保险种类

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
养老保险

新农保

农民 非常满意 0.0 50.0 50.0
工对 比较满意 58.3 8.3 33.4
制度 一般 42.9 0 57.1
的满 比较不满意 33.3 0 66.7
意度 非常不满意 0 0 0

相关及显著性检验 λ=0.182 χ2=12.692 df=6 P=0.048

多占66.7%,而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较少,
占33.3%。

  四、结论与建议

  1.结 论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问

卷调查,分析农民工参保行为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由
此探讨农民工的参保行为。本研究发现,年龄、平均

每年工作时间、所在单位是否为职工参保和家里是

否有人参保4个变量对农民工是否参保的参保行为

产生显著影响,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设一。同时,年
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儿子数和企业是否为职

工参保以及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满意度对

农民工选择参保种类影响很大,部分验证了研究假

设二。具体结论如下:
(1)农民工参保率较低,参保率只有53.49%。

而对于参保种类的选择,大多数农民工选择参加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参加城镇居民养老

保险的农民工较少。
(2)在个人因素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中,年

龄的影响较为显著。新生代的农民工与年龄较大的

农民工由于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认识和了解不一

样,加上对自身养老问题的认识不同,从而产生不同

的参保行为,即年龄越大,农民工参保率越高。每年

工作时间对农民工是否参保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

不大,每年工作3~4个月对农民工是否参保影响显

著。而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对农民工参保种类的

选择影响很大。
(3)就家庭因素而言,家里是否有人参保对于农

民工是否参保影响很大。家里有人参保使农民工对

社会养老保险有一定的认识和信任,那么农民工的

参保意愿就更高。家庭儿子数对农民工参保种类的

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
(4)企业是否为职工参保对于农民工选择是否

参保以及参保种类产生影响。企业若为农民工参

保,农民工就不会因为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认识的

缺乏而选择不参保。
(5)在影响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制度认知因素中,

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参保

种类的选择影响较大。而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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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了解程度和信任程度对农民工参保种类的选择

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2.建 议

农民工的参保行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要提高

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应主要从政府和企业出发,
采取相应的措施,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
提高制度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并增加农民工的收入,
让农民工愿意并有经济能力参加自己中意的养老保

险制度,以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养老保险权益。
(1)提供合理的参保制度。首先,政府应提供一

个设计合理的农民工认可并愿意参加的养老保险制

度,农民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能缴得起费用,退休时

能领到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养老金。要从根本上杜

绝农民工退保的问题,必须解决好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间的转移接续问题,农民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与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农保三者能顺利转移接续,个
人账户与社会统筹部分的资金应随本人转移,同时

缴费年限合并累加计算。虽然国家已于2014年2
月出台了《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但是

该办法还是没有解决统筹账户中养老金的异地转移

问题,从城乡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时,缴
费年限只能折算,考虑到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大,未来

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会

越来越多,所以该暂行办法还是未能完全保障农民

工的合法权益,未来要继续解决好统筹账户养老金

的转移接续问题,并且要注意程序简单明了。
其次,政府在推行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时,为了提

高农民工的参保热情,让更多的农民工参保、更好地

享受养老保障权益,需考虑如何提高农民工对社会

养老保险政策的了解和信任,应大力宣传社会养老

保险政策,多开展相关的讲座和培训,让农民工对各

种养老保险政策内容有个大致的了解,并能理性地

参保。
(2)保证企业能为所有员工参保。从本文的分

析结果来看,若企业为员工参保,那么农民工参保的

概率会高很多。虽然国家已颁布《社会保险法》,但
还是存在部分企业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所以除

了通过法律强制外,还应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措

施调动用工单位为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加强对

企业主的宣传和教育,使他们明确自身所担负的

责任。

(3)努力提高年轻农民工的养老意识和参保能

力。年龄对农民工选择是否参保产生显著影响,年
纪较大农民工参保率更高,年轻农民工养老意识淡

薄,积累的收入也不多,这就既需要对年轻农民工进

行宣传教育,提高其养老意识,也要提高年轻农民工

的收入。为此,政府要多开展对农民工的劳动技能

培训;社会要多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年轻农民工

自己也要学会一技之长,用自己的技术、劳务获取收

入,提高自己的养老保险缴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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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MigrantWorkers’BehaviorofTakingPartin
SocialPensionInsuranceandItsInfluencingFactors

———BasingonInvestigationinWuhanCityandNanningCity

WANGCui-qin,WEICui-na
(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ResearchCenter

forRuralSocialConstruction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Takingwhethermigrantworkersparticipateinsocialpensioninsuranceasthedependent
variable,thispaperusesthebinarylogisticregressionmethodtomakeanalysisoffactorsaffectingmi-
grantworkers’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socialpensioninsurance.Alsoitanalyzestheinfluencingfac-
torsofmigrantworkers’choiceofsocialpensioninsurancetypebymeansofcorrelationanalysis.Ac-
cordingtotheanalysisresult,age,theaveragetimemigrantworkersworkeveryyear,whetherthecom-
panypaysinsuranceforworkers,andfamilymembers’participationininsurancearethefourfactors
whichhavesignificantinfluenceonwhethermigrantworkersparticipateinpensioninsurance;andfac-
torsincludingage,educationlevel,occupation,numberofsonsinfamily,whetherthecompanypaysin-
suranceforworkers,andsatisfactionofinstitutioninfluencemigrantworkers’choiceofsocialpension
insurancetypesignificantly.

Keywords migrantworkers;socialpensioninsurance;behavioroftakingpartinsocialpensionin-
surance;influencingfactors;binaryLogit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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