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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年农民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持续发展的后备动力, 其养老意愿决定投保行为, 而现在的投

保行为又影响将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因此本文在对 481 位青年农民社会养老意愿现状调查的

基础上, 就其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持续发展的有利和不利方面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改善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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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ng peasants are mothball momentum about the sustaining development of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Their intentions determine the behavior of part icipating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 and their behavior

at present will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 in the future�So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ous and disadvantageous about 481 young peasants� social providing old_age will on the sustaining

development, and put forwards improving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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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我国应对老年化浪潮,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 也是一

项长期的、面向未来的发展政策。青年农民正是几十年后老龄化的主力军, 因此他们是我国保险

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对象。如果这部分人并不了解社会养老甚至给予排斥, 那么目前我国的社

会养老保险政策就可能在十几年、几十年后无法持续甚至完全中断。基于此, 我们对青年农民的

社会养老意愿进行了调查, 以了解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方法

1�调查对象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 14~ 34岁为青年人口, 我国国家统计局在人口普查时把 15

~ 34岁的人作为青年人口。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把 44岁以下划分为青年人口, 但根据我国人口寿

命的实际情况, 本次调查以 15岁及以上, 35岁及以下的农民作为青年农民, 这也符合我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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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发展目的。因为目前我国规定 60岁才能领取到社会养老金, 假设 15~ 35岁的农民现在开

始投保, 那么他们开始拿养老金的时间段为 2030~ 2050年, 这个阶段正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和

现代化实现的关键时期, 也是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的重要时期, 他们现在的参保行为将对那个

阶段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对这个年龄段的农民进行研究对社会保障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

义。

2�资料收集方法
本次研究是由重庆大学的学生利用寒假回家的时间, 对全国 (上海、西藏除外) 上百个县进

行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料收集时除由农民自己填写外, 还采用问答和访谈的方式进行。本次

共发放问卷1850份, 有效收回 1757份, 其中符合我们界定的青年农民的有 481人。

二、调查结果分析

1�青年农民样本的基本构成情况
( 1) 地区结构: 西部地区有 244人, 中部地区有 87人, 东部地区 148人, 2人未填写, 所占

的百分比分别为 50�7%, 18�1% , 30�8%和 0�4%。
(2) 性别结构: 男性有 256 人, 女性有 188 人, 其中 37人未填写, 比重分别为 53�2% ,

39�1%和 7�7%。
( 3) 学历状况: 文盲有 9人, 小学 47人, 初中 161人, 高中或中专 163人, 大专及以上 93

人, 分别占样本的 1�9%, 9�8% , 33�5% , 33�9%和 19�3%。有 8人未填, 占 1�7%。
(4) 婚姻状况: 除去未选的 25 人, 未婚有 227人, 占 47�2%, 已婚无子女 52 人, 比例为

10�8%, 已婚有子女 177人, 占 36�8%。
2�青年农民社会养老意愿现状分析
调查显示, 青年农民的社会养老意愿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 1) 在出资比例合理的前提下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意愿较强

青年农民在回答如果政府、村集体和个人三方各出资 1�3 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是否愿意
时, 如图 1所示, 比较愿意的占 38�0% , 非常愿意的占 26�4%, 愿意出更少一点的占 17�7% ,

不愿意的只有 16%。这说明青年农民开始接受社会养老保险这一新生制度, 他们的养老观念开

始有所改变, 只要在保险金的出资比例上符合他们的承受能力和需求, 他们还是愿意加入这一新

的体系中。而对 60 岁以上老年农民的调查显示, 他们中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的比例分别为

18�2%和 30�3%, 总共是 48�5%, 远远小于青年的 64�4%, 而且老年人不愿意的有 24�8%, 青

年只有16% , 说明青年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社会养老保险, 并且从愿意出更少一点的人中可以发

现, 只要政府提高个人账户中的国家和集体资助的部分, 投保人数还会有较大的增加。

图 1 � 青年农民与老年农民投保意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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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老时用土地换取最低生活保障意愿增强

调查显示, 当问到年老不能劳动时是否愿意交出土地换取城市人的最低生活保障, 有

33�1%的人选择愿意, 还有 22�2%的人表示说不准, 7�9%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最低生活保障, 如

表1所示。如果让这部分不知道的人了解, 让说不准的人下定决心, 那么愿意换取的人数将还会

大幅上升。土地一直是农民心中最珍贵的东西, 是他们生存的重要来源, 自古以来农民只要拥有

一块土地, 似乎老年的生活就有了保障。现在农民愿意用土地来换取保障, 反映了青年农民对土

地养老的依赖性减弱, 依赖其他方式养老的愿望正在增强。
表 1 � 年老时您愿意用土地换取最低生活保障吗

项目 愿意 不太愿意 不愿意 说不准 不知道什么是最低生活保障 缺失

频数 159 61 103 107 38 13

百分比 ( % ) 33�1 12�7 21�5 22�2 7�9 2�6

( 3) 愿投低档保金的人数偏多, 保金额增加投保人数递减

以往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研究中, 不少学者提过农民普遍愿意选择投低档保金来试探观望,

即选择2元档的居多。这反映了青年农民虽有参加保险的意愿倾向, 但在实际的投保行为中却显

得非常谨慎, 我们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现象。图 2可知, 选择 10元以下的有 196人, 占到了样

本的 40�7%, 11~ 20元的为 151人, 占 31�4% , 而 21~ 30元、31~ 40元及40元以上这三个选项

总共才127人, 所占比例为 26�5% , 而且随着保金增加愿参保的人数递减。

图 2� 青年农民能够接受的保金额分布图

调查还显示, 农民因经济困难而无法缴纳稍高的保险额并不是主要原因, 因为青年农民年

收入在 1000元以内的只占 17�9%, 4001~ 6000元段的有 89人, 占 18�5%, 8000元以上的有 85

人, 为总样本的 17�7%。这说明近来农民收入提高, 特别对青年农民来说, 由于文化素质的提

高以及就业形式的多样化, 收入大大增加。但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 有 85人收入在 8000元以

上, 但却只有 18人愿意投 40元以上的保金, 只占该收入人数的 1/ 5左右。我们分别取收入和愿

意投保的金额的均值各为 3823�5元和 29�49 元, 投保额只占收入的 0�77%, 这反映出青年农民

的投保意愿除了受经济影响外, 越来越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

( 4) 对养老院等社会养老形式接受度低

养老院是养老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对养老院的接受程度也是让人们认可社会养老保险观

念的一个关键点。在国外人们并不认为去养老院是没面子的事, 对追求独立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宁

愿选择去养老院生活。但在我国养老院被视为孤独和可怜的场所, 不用说年纪大的人, 即使是青

年人对养老院的接受度也很低。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 绝大部分不愿意去养老院, 占 43�5% ,

而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的总共才 26%, 详细情况见表 2。作为生长在新环境中、开放度高的青年

农民一代, 对社会养老机构存在如此大的偏见还是对农村养老社会化造成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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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当您年老不能劳动时, 是否愿意到养老院

接受度 不愿意 比较愿意 非常愿意 说不准 缺失

频数 209 87 38 141 6

百分比 ( % ) 43�5 18�1 7�9 29�3 1�2

3�青年农民养老意愿成因分析及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持续发展的影响
由上述分析可知, 青年农民对社会养老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情, 既想加入又存戒心, 这使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持续发展的希望和挑战同在。究其原因主要有:

( 1) 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持续发展有了前提

以往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 但近几年土地负担越来越重, 土地流转价格越来越低
[ 1]
, 种植

农作物投入成本大但收入价格却低, 这就导致了土地的保障功能持续下降, 促使农民愿意用土地

换取最低生活保障。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问及农民所在的村仅靠土地能否对老年

生活起到保障作用时, 只有 8�3%的人认为能起到保障作用, 39�3%的人认为基本能, 而选择不

能的却高达51�6%, 见表 3。正是因为土地越来越不能有效的保证生活, 农民就愿意以土地换取

最低生活保障来养老。

表 3� 土地能否起到保障老年生活的作用
选项 能 基本能 不能 缺失

频数 40 189 248 4

百分比 ( % ) 8�3 39�3 51�6 0�8

青年农民是一个活跃的群体, 他们不再把种地作为唯一的谋生途径, 如表 4所示, 青年农民

收入来源中, 主要靠种地很少有其他收入的只占 19�3%, 而主要靠打工收入很少有种地收入的

占了 28�7%。这说明青年农民积极谋求其他生存方式, 外出打工越来越成为主要收入来源, 收入

的多样化更加削弱了他们对土地的依赖, 使土地养老保障功能进一步弱化, 形成对传统土地养老

方式的冲击, 促使青年农民接受社会养老, 这样就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持续发展有了前提。

表 4 � 收入来源统计表

收入来源
主要靠种地

很少有其他收入

种地和其他收入

各占一半

主要靠打工

很少有种地收入
其他 缺失

频数 青年 93 185 138 53 12

老年 183 137 60 89 10

百分比 ( % ) 青年 19�3 38�5 28�7 11�0 2�5

老年 38�2 28�6 12�5 18�6 2�1

( 2) 青年农民对现行养老模式的不满增加了养老保险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青年农民对本村60岁以上老人的生活现状只有1�5%感到非常满意, 而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

占到了55�1% , 参见表 5。这说明青年农民对老年人的现行养老模式并不乐观, 因此他们预期自

己未来如果按传统方式养老可能也不会很好, 而且有 17�9%的人对自己年老不能劳动时的经济
来源表示担心, 46�6%比较担心, 因此青年农民在出资比例合理时, 投保人数就会增多, 以此来

做为现行养老方式的补充。
表 5 � 对 60岁以上老年人生活现状满意度分布表

满意度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说不准 缺失

频数 7 139 190 75 64 6

百分比 ( % ) 1�5 28�9 39�5 19�6 13�3 1�2

( 3) 政府信誉不高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持续发展的制约点

政府信誉度不高是青年农民在选择养老方式上左右摇摆, 不愿投高额保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农民担心政府挪用保金, 更怕政府政策突变以至本金都难以收回。政府在短短不到 10年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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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农村养老体系建立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转变, 从最初的积极支持到现在的决定对已有的业务

实行清理整顿, 停止接受新业务, 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向商业保险过渡
[ 2]
, 使青年农民对政府的

信任感大打折扣, 不敢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个无法给予安全感的账户中。48�1%青年农民担心
所缴纳的费用不能保证今后老年基本生活费。之所以投保人数少是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不愿投

高保, 而投入少以后领取的养老金就会少, 领取的越少就越不敢投, 对政府也就越不信任。这种

恶性循环阻碍了养老保险的持续发展。

( 4) 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减少了养老保险持续发展的动力

家庭养老是我国除土地养老外的又一传统养老观, 有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孝观念在传

统社会里被绝对化、宗教化, 家庭养老观就理念化了
[ 3]
。特别在比较落后的农村, 家庭养老的观

念更加根深蒂固。尽管访问的是农村中的青年群体, 高中或中专以上的占到了 53�2% , 理应是

受过新思想新教育的, 但却有 43�5%的人不愿去养老院, 在这些人中, 有 32�5%是因为习惯住
家里, 子女可以照顾, 说明农民还是喜欢家庭养老的方式。

这也反映出农村社会养老宣传还远远不够。城市居民对社会养老的认可也是从传统的家庭养

老转变过来的, 之所以能建立广泛的社会养老体系, 宣传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而我们的调查资料

也显示, 青年农民知道社会养老保险的只有 17�3% , 54�5%是只知道一点但不清楚, 还有 27�2%
的人是完全不知道。正因为宣传不到位, 农民对这一新事物了解的少, 不知道社会养老的好处,

对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一直停留在无儿无女收留所的认识上, 因此对社会养老就存在一定的抵

触情绪, 不利于养老体系的持续建立。

三、结论及建议

本调查表明, 客观条件作用于农民本身, 最后还是通过他们的意愿起作用, 因此青年农民的

养老意愿是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青年农民对社会养老是一种矛盾的想

法, 而收入的多样化、土地保障的弱化、传统的养老观念以及政府的行为都是影响青年农民社会

养老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此, 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青年农民的社会养老意愿, 促进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持续发展。

1�提高政府和集体的出资比例, 强化青年农民的投保意愿

既然政府和集体各出 1/ 3, 就可提高青年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那么要使社会养老制度可持续

发展成为可能, 增加养老保险中的政府出资比例, 增强社会养老账户中政府和集体的吸引力以逐

步实现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来强化青年农民的投保意愿就显得非常重要。

政府应多渠道筹集资金, 深挖集体出资的潜力, 并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 只要参保就将

给予农民自己投保数额相应的金额存入到其个人账户中, 这样农民自己投的多补助的也越多, 从

而不但可以增加社会部分的吸引力, 补充农村养老保险养老账户互济性
[ 4]
的缺陷, 还可以改变保

额一直居低不高的现状, 刺激农民投高保。

对于集体经济较好的地区要强制性规定村集体给予农民一定数额的资助, 资助的额度要随集

体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对于集体经济差的地区, 国家要给予更多的支助, 提高保金的增值率,

从而真正实现集体和国家的实质性补助, 提高青年农民的参保热情。

2�提供发展多种收入途径的有利环境, 促进传统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化

国家应利用土地养老功能的弱化让农民开始思考并接受新的养老方式, 为青年农民创造发展

多种收入的有利条件, 如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渠道和相应的培训, 一方面可以使青年

农民受到城市生活的潜移默化而从观念上接受社会养老这一方式,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感受到城里

人享受社会保障的好处而自愿加入, 同时扩大收入来源, 进一步增强投保的经济实力, 促使他们

摆脱对土地的依赖, 实现城乡统筹的社会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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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行三种保险多重结合逐步过渡到社会养老, 不断改变青年农民的养老观念

家庭养老观念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目前多种现实情况的制约下, 我们建议实行家

庭、土地和社会养老三者的有机结合, 使社会养老保险的最终实现有一个缓冲期, 逐步弱化传统

养老, 过渡到主导性的社会养老。

在这个缓冲期内加大社会养老机构的投入和改善, 重要的是加强社会养老的宣传力度, 增强

青年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了解, 使之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接受。这样就能慢慢削弱传统观念

的影响, 提高他们对社会养老形式的接受程度, 真正做到持续发展。同时还可以消除青年农民不

敢投高保等矛盾心理, 使他们从内心完全相信并接受这一社会养老方式, 主动提高投保档次。

4�提高政府信誉, 增强农民投保信心

政府信誉的建立与改善能增强农民投保的安全感, 从而增强青年农民的社会养老意愿, 提高

参保的金额。因此政府应采取措施提高自身的信誉度。

( 1) 保证政策的稳定性, 改变目前投保政策经常变更的现状。尽快实行政策法律化, 使一切

都有法可依, 避免随意变动给农民带来的担心, 消除青年农民的疑虑心理, 提高投保的信心。同

时建立一个合理的投保体制, 用制度保障社会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 2) 加大保金运用的规范化管理。设立独立于政府的专业社会保障金融机构来管理保金, 使

其和政府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是加强保金运用规范化, 提高政府信誉的重要途径。改变现行的由

县农保机构收取并运营保险金所导致的监督与管理不分的体制, 由专业的金融人士组成的智囊团

把资金创新性的运用到投资收益率高的领域, 一方面可以避免保金的无故流失, 另一方面又可提

高其利用水平, 增加收益率。如果收益提高, 农民拿的养老金增加, 就可增加投保比例和金额。

( 3) 建立多角度的监督机制, 实行内外同时监督。外部以群众监督和以检察院为主的权威监

督为主, 内部在社会保障金融机构内设立审计制度, 每月公布资金的运用情况供群众了解, 真正

实现保金的规范和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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