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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文章基于南充市 230户农户的调查样本, 对四川南充市农户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意愿

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欠发达地区的农户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整体参与意愿不强, 且参与意

愿与参与行为相差甚远。特别是农户对利益的心理预期, 对制度及管理者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过度自

信及从众心理等因素对参与意愿有重要影响。文章认为, 增加农户的收入和提高农户对社会养老保险

的认知程度是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条件, 政府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

的农户的心理需求与参与意愿, 制定更为合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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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230 rural families in Nanchong, this article looks at those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social insurance in rural area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armers in under- developed

area are far less interested than those in developed areas in social insurance. Som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farmers� expectation of the benefit, their overconfidence bias in their health and their conformity to others�
behavior all have impact on their desire for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insurance. The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and to strength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insurance. It also

propos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sychological features of farmers in different

areas and the different needings of people in different areas so as to make clearer and more realistic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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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引言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农户在政府的组织下, 个人支付一定的劳动所得, 集体给予一定补助,

国家给予政策扶持, 进行储蓄积累。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 从国家和社会取得帮助, 享受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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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它是由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筹资, 向

农户提供物质帮助, 保障所有农户基本生活需要的一项重要的社会经济政策, 同时也是全国社会

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具有社会基础性和社会福利性。因此, 主体行为意愿对其制度拟定

和有效推行有其重要影响。

农户作为农村养老保险参与的主体, 他们的参与意愿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养老保险实施的效

果
[ 1]
, 因此, 农户的参与意愿应当成为制度设计或改革的重要依据。在现行制度下, 农户究竟愿

不愿意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哪些因素将影响农户的参与意愿? 本文根据对四川南充市 230户

农户的问卷调查, 侧重从农户心理因素的角度, 对农户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意愿作一实证分

析, 重点探讨影响其参与意愿的因素, 为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二、实证分析

(一) 样本统计描述

在230份有效问卷中, 男性占54�3%, 女性占45�7%, 性别比为 100�84。从年龄结构看, 调

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43 岁, 最大 78 岁, 最小 19 岁, 其中 40~ 60 岁年龄段人数最多, 占

55�22%。从文化程度分布看, 小学占 64�8% , 初中占 30%, 高中 (中专) 以上占 5�2%。从家
庭月收入看, 400元以下 22人, 400~ 800元 105 人, 800~ 1200元 81人, 1200~ 1600元 16人,

1600元以上6人, 分别占样本的9�57%、45�65%、35�22%、6�95%、2�61%。

图 1 � 农户的参与意愿及参与情况

调查发现, 愿意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为 157人, 占 68�26%, 不愿意参加的人数为

73人, 占 31�74%。可见有相当一部分农户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参加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如图
1所示, 明确表示自己已经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只有 26 人, 占调查样本的 11�3% , 比参

与意愿的比例低出近 57个百分点, 这种参与行为与参与意愿的大相径庭可能与农户的收入水平、

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二) 农户参与意愿的心理因素分析

每个农户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 影响其参与意愿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 如性别、年龄、文

化程度、经济状况、对养老保险知识的认知程度及其利益的心理预期等等。研究结果表明, 在一

般因素中, 家庭月收入、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知程度、年龄与参与意愿呈显著相关, 而性别、文

化程度对参与意愿影响不大。而农户对养老保险利益的心理预期, 制度及管理者的信任度和满意

度, 过度自信及从众心理等心理因素也对参与意愿有重大影响。

在被调查的 230个农户中, 有 73人不愿意参加农村养老保险, 占 31�74%。这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 农户对制度信息的心理接受程度还存在一些认知偏差。笔者认为从农户心理角度看, 影响

其参与意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农户对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能够带来的利益心理预期和权衡

经济效益是投资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是决策的主要依据
[ 2]
。农户作为理性人, 他们在进行投

资决策时, 往往会看自己的投入是否能够得到最大回报, 这一过程是通过心理预期来实现的。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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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认为, 在一个现实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经济体系中, 投资者的决策, 只能依据基本判断作

决策, 但随着社会分工细化和市场经济深化, 人们的经济决策对于预期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增

强。即人们对于一笔投资, 通过心理账户安排, 来考虑资产以何种形式持有和如何进行投资, 以

避免各种可能的损失和获得可能的最大利益。因此, 预期就成了投资决策的重要心理判断因素。

农户在做出养老保险投资决策前, 他们会设法收集各种相关信息, 加深对养老保险的认知程度,

进而对养老保险能带来的现实利益进行预期, 并权衡心理账户中个人储蓄养老、商业保险和社会

养老保险哪一种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养老保障。如果现行农村养老保险不能维持其老年基本生活

需要, 则他们一般不参与。

( 2) 农户最迫切的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

现的需求。在特定的时刻, 人的一切需求如果都未得到满足, 那么最主要的需求就比其他需求的

满足更为迫切。只有排在前面的需求得到满足, 才能产生更高一级的需求, 而且只有当前的需求

得到充分满足后, 后面的需求才显得重要。养老保险属于安全需求的范畴, 安全需求是生理需求

实现后的需求。(见图 2)

图 2 � 农户最迫切的消费需求

图 2显示, 农户最迫切的消费需求前四位依次是子女教育、修建住房、医疗保险、生产投

资, 分别占30�43%、26�1%、20�87%、16�52% , 而文化娱乐、养老保险、其他所占的比重之和

为6�08%。可见, 农户的消费意愿首先考虑最基本生活需要, 如衣食住行、生活必需品的购买、

生产资料的购买、子女教育等, 而养老保险、文化娱乐等还没有列入其消费计划。可见保险对于

低收入农户来说, 是一种奢侈品。这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完全相符合的。

( 3) 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满意度

一般来说, 如果一项制度的设计和实施能够给农户带来实惠, 那么农户大多都会愿意配合。

但如果制度经常变动, 不能真正给农户带来实惠, 那么他们就会不予理睬或持观望的态度 (见表

1)。

表 1� 你对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吗
频数 ( N= 230) 百分比 ( % )

不满意 199 86�52

较满意 31 13�48

如表 1所示, 在被调查的 230户中, 只有 31户表示较满意, 占 13�48% , 而表示不满意的有

199户, 占86�52%。可见, 不少农户对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心存疑虑和缺乏信心。原因

有二: 一是制度本身设计的不合理, 在现行制度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较低, 大多数地

区农户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 2元/月的投保档次, 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 如

果农户在缴费 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 每月可以领取 4�7元, 15年后每月可以领取 9�9元
[3]
。

这点钱对农户养老没有任何意义; 且制度也不稳定, 缺乏法律保障; 加之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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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投资的实际回报率低。二是制度实施不规范。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存在保费管理经营和发

放不规范、政府扶持难以兑现、村干部与村民享受不同养老保险待遇等一系列问题。�基本方案�
要求: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筹资上应坚持 �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支持�
的原则

[ 4]
; 同一投保单位、投保对象平等享受集体补助。但笔者实地调查结果是, 农户基本承担

了所有的保费, 财政支持和集体补助微乎其微, 而且补贴对象大多集中在村干部身上, 制度执行

中的不公平性, 与国家制度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它直接导致农户对制度不信任, 不愿意参加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

( 4) 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者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政府信誉通过农户的心理预期对其是否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决策有重要影响
[5]
。政府信誉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农户对管理者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如果农户对政府信任度高, 就愿意在有经

济能力时支持和配合保险制度的实施。

如表 2所示, 在不愿意参加养老保险的被调查者中, 有 19�18%表示 �担心缴纳的保费被挪
用� 是其不愿参加的原因。这说明, 农户对养老保险管理者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还普遍较低。调查

发现, 不少乡镇缺乏专门的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机构, 存在县乡二级主管机构衔接较差、管理混乱

和缺乏监管等问题; 农户很难得到集体补贴或财政支持, 最关键的问题是不能按期领取养老保

险
[ 6]
。这些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户对养老保险管理者的信任度, 导致农户不愿参加 (见表 2)。

表 2 � 不愿意参加养老保险的原因
调查项 选项 人数 (人) 比例 ( % )

你为什么不愿意 经济条件不允许 26 35�62

参加农村社会养 周围人没有参加 18 24�66

老保险? 担心缴纳的保费被挪用 14 19�18

不能维持自己养老需要 7 9�59

其他因素 8 10�95

( 5) 从众心理

行为经济学已经证实, 人们普遍具有从众心理 ( conformity) , 当决策者行动时, 常常会考虑

他人的判断和行为, 即使是理性人也会在环境压力下加入多数人的行为行列, 表现为盲目模仿,

攀比、追随的倾向。如表 2所示, 有 24�66%的农户把 �周围人没有参加� 作为自己不愿参加的
原因。可见农户的从众心理也是制约农户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其投资决策易受社会环境的影

响。如果农户发现自己周围很少有人参加养老保险, 他们一般也不会参加。

( 6) 过度自信及侥幸心理

在不确定的条件下, 投资者的判断与决策过程总会受到认知、情绪、意志和偏好等各种客观

因素的影响, 导致过度自信和反应偏差, 这是 �投资者心态� 模型的重要表现形式 [7]
。调查显

示, 有 17�83%的被调查者并不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在深度访谈中发现, 除了极少部分被调查

者有收入保障外, 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对自己的养老存在过度自信 ( over- confidence) 或侥幸心

理。

特别是轻、壮年农户更倾向于把身体好作为能够抵御未来风险的重要资本, 而低估运气和机

会在其中的作用。调查中, 多数年轻农户表示 �自己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或其他投资来保障自

己的老年生活�, 有的认为 �自己很健康, 即使老了挣不到多少钱, 也可以通过劳动来解决这个

问题�。这种过度自信的心态对其参与意愿有重要影响。部分人存在侥幸心理。他们认为 �没有
必要买养老保险, 只要有土地, 只要不生病, 自己就能够过完余后的日子�。

( 7) 农户的谨慎态度及贴现心理

调查发现, 农户对支出表现为风险厌恶, 特别在其处境不太乐观时, 他们更倾向于把结余的

钱存入银行, 以备不时之需。对于购买养老保险, 不少农户觉得仍然存在风险, 担心这笔投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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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期望效用, 从而产生风险厌恶。

购买养老保险属于期权行为, 作为一个理性的 �经济人�, 农户对自己的决策行为能否及时
贴现将会非常在意。即使知道购买养老保险是一笔只赚不赔的买卖, 农户也会因为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贴现而缺耐心
[ 8]
。

这说明, 农户不愿意将钱投入到要隔一定年限才能贴现的养老保险中, 特别是消费相对较高

的轻壮年者, 更看重短期利益, 贴现心理更为急切。所以谨慎态度及贴现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农户的参与意愿。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农户心理预期是其是否愿意参与养老保险的重要影响因素。农户在投资决策前, 会对

该投资可能带来的效益进行估计, 比较各种可能选择的机会成本, 他们会对养老保险制度的风

险、收益及其发展趋势有一个心理预期, 并期望在规避风险的同时获得最大的效用和满足。另

外, 他们对制度及管理者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过度自信、从众心理及贴现心理等心理因素也都在

不同程度影响其参与意愿。在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中, 要真正考虑农户的这些心理和需求。在实

施的过程中, 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搞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经营和监督,

真正树立服务的观念, 以增强农户对其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要采取配套的保障措施, 降低农户自

身承担各种风险的成本, 从而降低农户对未来风险发生的预期, 使他们更多参加到养老保险中

来。

(二) 农户对其养老保险的整体参与意识还有待提高。调研发现, 仍有 31�74%的农户明确
表示自己不愿意参加养老保险投资, 这表明他们对制度还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需要政府在完善现

有制度的同时, 不断健全组织管理机构, 不断加大对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 引导农户正确认识养

老风险, 改变侥幸心理和观望等待态度, 这样才能真正调动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切实搞

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三) 农户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相差甚远。调查数据显示, 虽然有 68�26%的人愿意参加,

但真正已经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的只占 11�3%, 相差近 57个百分点。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

绝大多数农户收入还较低, 他们首先会考虑子女教育、修建住房、生活必需品等最基本最迫切的

消费; 虽然他们愿意参与, 但却没有支付能力。因此, 增加农户的收入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农户

的参与意识和有效需求。

(四) 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福利性较弱、公平性较差。由于集体经济薄弱, 降低了

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支持度。且不少地方集体经济的补贴对象主要集中在乡干部, 农户很难享

受到补贴, 其福利性、公平性、社会性微乎其微, 这也是农户的整体参与意识不强的重要原因。

如何完善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 使其具有福利性和公平性, 将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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