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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问题研究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

影响因素研究
*

穆怀中 闫琳琳

【内容摘要】农民的现实情况及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顺利推进的

关键因素。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县彰武县 2363 个样本的问卷调查结果为基础，综合运用描述统

计、交叉列联表卡方检验和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特征层面、政策信任层面、政策推广

实施层面分析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农保”试点政策存在制度缺位。
“新农保”试点政策吸引中低收入水平、中低学历程度、健康水平低、参保回报时间短的人群。政策了

解程度、参保手续便捷、经办人员服务态度等因素对农民参保决策有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建立有效的

个人账户参保激励机制、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宣传服务意识、保证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建立多种养老

保障制度之间的联动机制来促进“新农保”政策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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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我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而农村养

老保险制度则发展滞后、覆盖面和给付水平较低。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虽然全国一些地区开展

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但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乐章，2004)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处于停滞状态。
2006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在 2020 年左右要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

体系。根据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务院决定从 2009 年 9 月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试点( 简称“新农保”) 工作①，并规定 2009 年试点覆盖面为全国 10% 的县( 市、区、旗) ，以后逐步

扩大试点并在全国普遍实施，2020 年之前要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到 2011 年年初，人

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 2011 年新农保试点范围扩大到 40%的县。
与“新农保”试点逐步铺开相对应的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急剧转型。快速的城市化引发了大规

模年轻劳动力的迁移和土地不断发展的商品化过程，城乡二元体制不断弱化，在面对旧的依靠中国土

地养老模式的农村老年群体，发展新的覆盖农村居民的制度化养老保险制度是大势所趋。“新农保”
制度要实现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就必须系统研究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这样才

能有针对性的做好“新农保”制度实施推进的相关工作，真正建立农村养老保障的长效机制。本研究

将立足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理论框架，着眼于解决“新农保”制度推进难题，为完善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重要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由于“新农保”试点工作自 2009 年逐步在全国展开，受制度覆盖面以及制度推广进度的影响，目

前关于“新农保”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比较有限。现有关于农民参保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多数

主要考察了个体特征、政策了解程度等因素。张红梅、杨明媚、马强( 2009) 根据 12 个省区的调研结果

发现农民参保意愿受农民收入水平、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熊波、林丛( 2009 ) 以武汉市

江夏区为例，发现性别、年龄、子女数、年净收入等因素对养老模式的选择影响显著; 张朝华( 2010 ) 研

究结果表明农户户主受教育年限和家庭纯收入对广东部分地区农户参保意愿影响显著; 郝金磊、贾金

荣( 2011) 发现西部地区农民参保受年龄、健康状况、个人年收入、家庭劳动力数及是否了解新农保等

因素的影响; 高真真、杨杰、吴平( 2010) 研究发现年龄、2009 年出台“新农保”政策知晓情况、2010 年出

台制度对接政策知晓情况是影响成都城郊农户参与意愿的显著因素; 罗遐、舒仁美( 2011) 研究发现影

响安徽省当涂县农民参加新农保的主要因素是参保者的年龄、是否供养老人、对政策的了解程度; 肖

应钊等( 2011) 以山东省为例，发现子女个数、期望养老方式、考虑家庭是否参保、参加商业养老保险以

及总体评价等因素对农民参保意愿具有较强影响。综上，在“新农保”参保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研究内

容正不断丰富，在研究角度上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此研究主题正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经过文献梳理，现有研究已证实了农民参保决策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和

效用最大化理论，农民是否选择将“新农保”养老金作为自身退休期的消费配置，是根据个体特征做出

的自身一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行为。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因素会

使农民所拥有的社会经验、价值判断、经济支撑能力不尽相同，会对农民一生中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选

择产生现实的约束和影响。参保决策还是基于所生存的社会环境进行判断和选择的结果，不同地区

的经济特征、地域特征会对农民参保决策产生外在影响。信任是农民可能采取的对自身有利的合作

性策略的一种稳定性的期望，是农民参保理性选择的结果。另外，制度信任可以增加农民对“新农保”

①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发( 2009) 32 号． http: / /www． gov． cn /
zwgk /2009 － 09 /04 /content_1409216．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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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望值，农民对“新农保”制度长期实施和未来收益信任程度越高，就会促进农民参保以及“新农

保”的持续投资。最后，作为一项惠及广大农民的“新农保”制度，能否得到农民的支持和参与，关键在

于农民是否了解这一制度安排，是否认同政策设计的操作流程。政策设计及具体实施情况充当了重

要的信息流通载体，在接受政策推广实施的具体情况的同时，农民获取了“新农保”政策设计、操作流

程等信息，而对这些信息的认同程度直接影响着农民的参保决策。
依据文献回顾和上述讨论，初步构建了“新农保”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假设。“新农保”参保

决策受个体特征层面、所在地区特征层面、政策信任层面和政策推广实施层面的影响。考虑到本文的

研究样本均来自于辽宁阜新市彰武县，各样本所在地特征高度相近。因此，本文从个体特征层面、政
策信任层面和政策推广实施层面三个维度选择指标，运用交叉列联表卡方检验和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

方法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 1) 个体特征层面。主要从农民的个体特征层面来考察其对农民参保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将收入

水平、户口类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及健康状况纳入分析的框架。假设认为，收入水平越高，越有能力

参保; 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保的积极性越高; 农民的户口类别限制选择参加“新农保”; 由于养老保险的

逆向选择效应，年纪越大，身体状况越差的农民越愿意参保。
( 2) 政策信任层面。意识是影响人们决策的重要因素，农民对“新农保”信任程度直接影响他们

的参保意愿和行为。将农民对政策的信任度、村干部的信任度、“新农保”补贴的信任度纳入分析框

架，假设农民依据意识层面的“新农保”的信任程度来决定是否参加“新农保”。
( 3) 政策推广实施层面。“新农保”政策推广实施情况的指标选取政策宣传推广效果、办理手续

简便程度、经办人员服务态度三个指标。假设认为政策了解程度越高、参保手续办理简便的认同度越

高、经办人员服务态度的满意程度越高，都会促进农民选择参加“新农保”的行为决策。简而言之，农

民对政策推广实施的认同度和满意度越高，选择参保的比率越大。

3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新农保”的试点县彰武县农民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国务院 2009 年 9 月 1 日发布了《国

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发［2009］32 号) ，辽宁省政府成立试点工

作小组，出台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实施意见》( 辽政发〔2009〕
31 号) 省委、省政府决定在有省重点扶持困难县的 9 个市中每个市选择一个县，并获国务院批复。辽

宁省 2009 年 12 月正式批复义县、彰武、建平、清原、建昌、西丰、桓仁、康平等 8 个县作为国家首批试点

地区的实施方案，270 万农业人口纳入保障范围，其中 60 岁以上的农村居民为 37. 8 万人，占全省同口

径人数的 11. 8%，并通过试点完善之后逐步推开。
彰武作为“新农保”试点县之一，地处辽宁省西北部，科尔沁沙地南部，总面积 3641 平方公里。彰

武县辖 8 个镇、12 个乡、4 个民族乡、16 个社区居委会、246 个村委会。总人口 42 万，其中农村 36 万，

城镇 6 万，农业人口 34 万。总户数 12． 8 万户，其中农村 9． 5 万户，城镇 3． 3 万户。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2010 年暑期在彰武县开展的农民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实施情况问卷调查。该调查以简单随机抽样方法，

在彰武县 24 个乡镇各完成 100 份问卷，共计 24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363 份，有效回收率 98． 46%。

4 辽宁省彰武县农民“新农保”参保决策的现状和差异

截止到 2010 年 8 月，阜新彰武县“新农保”应参保人数为 279045 人，实际选择参保的人数为

94319 人，参保率为 33． 80%，领取“新农保”待遇人数为 43292 人，制度抚养比为 45． 90%。从微观调

研数据得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农民选择参保的比例为 51． 30%①。不同性别、年龄组、学历、经济状

① 资料来源: 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典型调查数据，辽宁大学，201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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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制度信任程度、政策设计认同度的农民参保决策存在着显著差异( 卡方检验值相伴概率均小于 0． 1) 。
( 1) 男尊女卑———性别差异。
农民参保率反映出明显的性别差异。表 1 显示: 被访农民中，男性农民的参保比例( 55． 77% ) 高

于女性农民的参保比例( 45． 16% ) 。女性农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往往以家庭主要支柱( 通常是家庭

中的男性) 为主，忽视自我保障。如果考虑到女性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女性参保率低，将

直接可能影响到未来女性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

表 1 彰武县农民参保决策的个体特征差别

Table 1 Differences of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by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指标
已参保 未参保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卡方检验

性别分组
男 754 55． 77 598 44． 23
女 448 45． 16 544 54． 84

＊＊

年龄分组
45 岁以下 611 44． 83 752 55． 17
46 ～ 60 岁 553 60． 04 368 39． 96

＊＊

户口类型

农业户 1176 52． 57 1061 47． 43
非农业户 26 25． 00 78 75． 00
无户口 0 0． 00 1 100． 00

＊＊

学历

小学以下 45 65． 22 24 34． 78
小学 255 58． 35 182 41． 65
初中 744 50． 99 715 49． 01
高中 124 45． 26 150 54． 74
大专以上 35 33． 02 71 66． 98

＊＊

健康状况

良好 825 49． 19 852 50． 81
一般 288 56． 25 224 43． 75
较差 86 59． 31 59 40． 69

＊＊

婚姻状况

未婚 36 30． 00 84 70． 00
已婚 1135 52． 40 1031 47． 60
丧偶 20 58． 82 14 41． 18
离婚 4 26． 67 11 73． 33
其他 2 66． 67 1 33． 33

＊＊

经济状况

较高水平 18 38． 30 29 61． 70
中等水平 773 50． 66 753 49． 34
较低水平 410 53． 39 358 46． 61

*

资料来源: 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调研数据，2010 年 8 月。

( 2) 年龄分界———年龄组差异。
不同年龄组的农民在选择参加新农保时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 越接近养老金领取年龄距回报时

间越短的农民参保率越高，而作为制度缴费主体的年轻农民参保率却偏低。通过问卷调查发现，45 ～
60 岁农民群体选择参加“新农保”比例高达 60． 04%，45 岁以下农民群体选择参加“新农保”的比率仅

为 44． 83% ( 见表 1) 。这与辽宁省新农保试点经办机构统计数据基本吻合。农民在参保缴费中出现

的“年龄组偏好”现象，主要是由于制度参保缺乏有效激励机制、农民对新农保政策信任度不高、适龄

老人享受养老金需要子女参保的捆绑式缴费等原因造成的。首先，新农保政策规定只要农民缴费满

15 年，就可在达到 60 岁年龄时享受养老金待遇，缺乏缴费期增加的有效激励，导致一些年轻人宁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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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岁左右时参保而引发“年龄分界”。其次，由于农民缴费意愿偏低，制度未来收益不明确，政策宣

传、引导不到位等原因，导致农民不愿提前参保而引发“年龄分界”。最后，新农保政策规定: 适龄老人

享受养老金待遇，则子女必须参保缴费。这种代际之间的捆绑缴费不仅违背了自愿的原则，也客观上

引起年轻农民参保的逆激励效应，影响了年轻农民的参保意愿，造成了捆绑式缴费连带引发的“年龄

分界”。这种“年龄分界”造成了覆盖面低，个人账户积累少，难以有效抵御农村老龄化危机以及建立

农村养老保障的长效机制。
( 3) 逆向选择———学历、经济状况差异

不同学历程 度 的 农 民 参 保 决 策 存 在 着 显 著 差 异: 学 历 程 度 为 小 学 以 下 的 被 访 者 参 保 率 为

65． 22%，而大专以上的被访者参保率仅为 33. 02%，参保率与学历高低成反比。同时，我们依据被访

者自评将经济水平划分为较高水平、中等水平和较低水平三个层次。其中较高经济水平的被访者参

保率为 38． 30%，经济水平较低的被访者参保率为 53． 39%。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经济水平的农民

参保决策也存在着显著差异，经济水平高的农民参保率反而低。学历高、经济状况良好的人群是自我

保障能力较强的人群，这类人群对“新农保”的需求并不强烈。从这种现象可以看出: 一是目前“新农

保”制度缴费水平尚未成为农民的经济负担。二是目前“新农保”制度缺少对高学历、高经济水平人群

的吸引力。目前“新农保”试点政策的缴费水平低，对应的给付水平过低，不足以满足高经济水平农民

参保需求，形成了参保的“逆向选择”。现行新农保制度的缴费层次与给付水平未符合高学历、高经济

水平人群的需求，说明目前的“新农保”存在着制度缺位的现象。

表 2 彰武县农民参保决策的政策信任程度差别

Table 2 Differences of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by Policy Confidence

指标
已参保 未参保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卡方检验

“新农保”政策

信任度

非常信任 217 56． 66 166 43． 34
比较信任 712 53． 82 611 46． 18
一般 201 41． 79 280 58． 21
不太信任 64 48． 85 67 51． 15
不信任 6 28． 57 15 71． 43

＊＊

村干部信任度

非常信任 204 54． 40 171 45． 60
信任 600 52． 26 548 47． 74
一般 249 49． 70 252 50． 30
不信任 118 50． 21 117 49． 79
很不信任 31 38． 27 50 61． 73

*

“新农保”补贴

信心

非常有信心 133 62． 44 80 37． 56
有信心 622 53． 39 543 46． 61
一般 236 42． 91 314 57． 09
不太有信心 152 51． 70 142 48． 30
没有信心 52 46． 43 60 53． 57

＊＊

资料来源: 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调研数据，2010 年 8 月。

( 4) 信而相从———政策信任程度差异

依据政策信任度、村干部信任度、“新农保”补贴信心三个指标来测量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信

任程度，分析结果表明农民的参保决策体现为政策信任程度的差异。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政策信任度

越高，参保率越高，反之，参保率越低。对政策非常信任的群体参保率为 56． 66%，而不信任的群体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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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率仅为 28． 57%。同样的情形出现在村干部信任度和“新农保”补贴信心上，非常信任村干部的群

体参保率为 54． 4%，而很不信任村干部的群体参保率仅为 38． 27% ; 对“新农保”补贴非常有信心的群

体参保率为 62． 44%，而对“新农保”补贴没有信心的群体参保率仅为 46． 43%。综合三个测量农民对

政策信任程度的指标，可以看到农民对“新农保”政策、基层政府官员信任度越高，其选择参保的比率

也越高( 见表 2) 。
( 5) 躬行实践———政策推广实施差异

依据“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办理手续简便程度、经办人员服务态度三个指标测量“新农保”政

策推广实施情况。交叉列联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新农保”了解程度越高、办理手续越简便、经办人员

服务态度越好，农民的参保率明显偏高。政策了解的多寡使农民的参保决策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新

农保”办理过程中的手续便捷和经办人服务态度两方面，手续便捷与否、服务态度好坏都使得农民参

保率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参保手续非常便捷的农民“新农保”参保率为 68． 13%，而参保手续非常繁

琐的农民“新农保”参保率仅为 47． 06%。经办人员服务态度非常好的地区，农民“新农保”参保率为

63． 98% ; 而经办人员服务态度差的地区，农民“新农保”参保率为 56． 00%。结果表明:“新农保”政策

了解程度越高，参保手续越便捷，经办人员服务态度越好，则农民“新农保”参保率越高( 见表 3) 。

表 3 彰武县农民参保决策的政策推广实施因素差别

Table 3 Differences of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by Policy Implementation

指标
已参保 未参保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卡方检验

“新农保”

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55 55． 00 45 45． 00
比较了解 184 66． 67 92 33． 33
一般 386 55． 06 315 44． 94
不太了解 485 48． 02 525 51． 98
非常不了解 88 34． 92 164 65． 08

＊＊

办理手续

简便程度

非常简便 171 68． 13 80 31． 87
简便 523 59． 36 358 40． 64
一般 402 41． 79 560 58． 21
不简便 66 45． 52 79 54． 48
非常繁琐 40 47． 06 45 52． 94

＊＊

经办人员

服务态度

非常不满意 70 56． 00 55 44． 00
不满意 36 42． 86 48 57． 14
一般 297 38． 98 465 61． 02
满意 644 58． 18 463 41． 82
非常满意 151 63． 98 85 36． 02

＊＊

资料来源: 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调研数据，2010 年 8 月。

5 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上述结果是建立在对农民参保决策影响因素各自独立分析的基础之上，为去除各变量之间的交

叉和叠加影响，我们用 Logistic 回归的方法( 谢勇、李放，2009; 余建英、何旭宏，2003) 来考察各变量特

征的边际影响。根据 Logistic 回归分析数据的处理要求对自变量进行了转换; 被访者参保作为 1，被访

者未参保作为 0。如果令二项分类因变量 y = 1 的概率为 π，则未参保的概率为( 1 － π) 。这时，则有:

ln π
1 － π

= logit( π) = β0 + β1x1 +… + βp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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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前文假设和交叉列联分析结果，将个体特征、政策信任、制度推广实施情况的具体指标

作为回归分析的自变量，尝试构建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模型Ⅰ。在剔除不显著自变量后得到最

终影响因素模型Ⅱ，实证分析结果如下( 见表 4) :

( 1) 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首选影响项是农业户口。农业户口选择参保的发生比是非农业户口

3． 094倍，农民由于其户口原因对国家推及的关乎农民的社会保障政策认同度较高，归结原因在于农

民极高的群体自我认同。
( 2) 解释变量中的性别因素明显对参保决策产生影响，男性农民参保发生比更高。男性农民较之

女性农民，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从工作性质出发，男性农民更需要社会保险来构筑他们的“安全网”;

同时也由于女性农民受传统男尊女卑等观念的影响，自身倾向于家庭支柱参保放弃自身参保。

表 4 彰武县农民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的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

Table 4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 回 归 结 果

自 变 量

模型Ⅰ 模型Ⅱ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显著水平 发生比率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显著水平 发生比率

个体

特征

层面

性别

男性 /女性 0． 467 0． 092 0． 000 1． 595 0． 451 0． 091 0． 000 1． 569
年龄

45 － 60 岁组 /45 岁以下组 0． 561 0． 093 0． 000 1． 752 0． 572 0． 092 0． 000 1． 772
户口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1． 147 0． 254 0． 000 3． 150 1． 130 0． 249 0． 000 3． 094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以上 0． 582 0． 128 0． 000 1． 790 0． 590 0． 127 0． 000 1． 804
健康状况

非良好 /良好 0． 284 0． 103 0． 006 1． 328 0． 290 0． 102 0． 004 1． 337
经济水平

较高水平 /其他 － 0． 398 0． 322 0． 217 0． 672 － － － －

政策

信任

层面

政策信任度

信任 /不信任 － 0． 027 0． 198 0． 892 0． 973 － － － －
村干部信任度

信任 /不信任 0． 119 0． 137 0． 383 1． 127 － － － －
“新农保”补贴信心

有信心 /无信心 － 0． 121 0． 131 0． 357 0． 886 － － － －

政策

推广

实施

层面

政策了解程度

了解 /不了解 0． 511 0． 094 0． 000 1． 667 0． 502 0． 093 0． 000 1． 653
经办人服务态度

服务态度 0． 558 0． 095 0． 000 1． 747 0． 549 0． 094 0． 000 1． 732
办理手续便捷程度

便捷 /不便捷 0． 558 0． 093 0． 000 1． 748 0． 569 0． 093 0． 000 1． 766
常量 － 2． 914 0． 340 0． 000 0． 054 － 2． 920 0． 282 0． 000 0． 054

资料来源: 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调研数据，2010 年 8 月。

注: 模型Ⅰ的 Hosmer 和 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卡方值为 3． 145，相伴概率为 0． 925。模型Ⅱ的 Hosmer 和 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卡方值为 4． 551，相伴概率为 0． 804。

( 3) 农民 45 ～ 60 岁年龄组参保发生比是 45 岁以下年龄组参保发生比的 1． 772 倍，农民 45 ～ 60
岁年龄组 Wald 值为 38． 558，在此模型中为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最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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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来新农保政策规定缴费满 15 年，就可在达到 60 岁年龄时享受养老金待遇，缺乏缴费期增加的有

效激励，导致一些年轻人宁愿在 45 岁左右时参保引发参保的逆向选择，导致“新农保”参保人群出现

“年龄分界”。另外一方面也由于年轻人因个人短视效应以及对新农保政策出台不信任而产生的观望

态度。
( 4) 健康因素构成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之一。农民身体健康状况非良好的参保发生比是身

体状况良好的 1． 337 倍。由于个人发生风险的异质性，健康状况的不同形成了高风险人群和低风险

人群。农村老年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生活来源，健康因素将直接影响步入

老年之后的劳动收入所得问题，因此这类人群更倾向于加入“新农保”来获得养老金，降低老年时期对

家庭养老支持的依赖，减轻家庭负担。
( 5) 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参保发生比是高中以上学历的 1． 804 倍。一般而言，高学

历农民群体其生活水平相对较高，这类人群参保意愿较低，这说明当前“新农保”制度设计存在着“缺

位”现象。“新农保”基金来源包括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个人缴费标准设为 100 元、200
元、300 元、400 元、500 元，由参保人自愿选择。集体补助由村委会确定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政府

补贴按照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政府财政补助，国家和省 80%，市、县两级 20%，其中市级至少

10%。市、县两级政府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 30 元; 个人账户记入个

人养老金账户，终身记入。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 139，与现行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相同。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

成，支付终身( 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55 元) 。当前“新农保”制度设计基础养老金为统一水平，

高档次缴费仅反映在个人账户养老金水平，未能实现缴费档次与补贴的挂钩，因此农民多数选择低缴

费水平。这样对高文化程度的农民来说，经济水平较高，而且“新农保”低水平缴费给付远远不能满足

其养老资金需求，且依靠自身可以实现自我养老保障。因此，当前“新农保”制度设计缺乏对高学历人

群的吸引力。
( 6) 一般来说，经济因素被认为是影响“新农保”参保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在此模型中并未体现

出经济因素对参保决策的影响。同时在调查中问及被访者“新农保”缴费对生活有没有影响时，

47． 86%的被访者认为“没压力，没影响”; 其次是 40． 05% 的被访者认为“压力不大，生活水平影响较

小”，而认为对生活有影响的比例仅为 12． 09%。“新农保”政策在阜新彰武县这一贫困县调研中近九

成被访者表示缴费压力不大，这说明“新农保”缴费水平处于农户可承担范围内。在“新农保”试点普

及过程中，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主要因素。
( 7) “新农保”制度推广实施因素对农民参保决策具有明显的影响。政策了解程度高低、经办人

员服务态度好坏、办理手续便捷与否直接关系着参保决策。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高的农民参保

发生比是了解程度低的农民的 1． 653 倍; 认为“新农保”办理手续便捷的农民参保发生比是认为办理

手续不便捷的 1． 766 倍; 认为经办人员服务态度好的农民参保发生比是认为服务态度不好的 1． 732
倍。这就要求“新农保”普及工作重视新农保政策宣传、经办人员服务态度等问题，经办人员及村干部

需要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向缺少社会保障福利覆盖且不了解社会保障政策这样一个群体宣传“新农

保”相关政策。
回归分析的结果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新农保”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模型以及各变量特征的

边际影响。与前面提出的 3 个假设相对应，政策信任各因素在农民参保决策模型并未有直接影响，这

与前面提出的第二个假设存在差异; 同时，经济水平变量在农民参保决策模型中是不显著的，这与一

假设中部分理论推断结果存在差异。户口类别、性别、年龄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等个人特征因素和

政策了解程度、经办人员服务态度、办理手续便捷程度等政策推广实施因素在农民参保决策模型中影



1 期 穆怀中 闫琳琳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81

响显著。

6 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阜新彰武县新农保试点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影响因

素，其中既包括被访者个人特征，也包括其政策推广实施因素。
综合来看，“新农保”试点政策存在制度缺位。现行“新农保”政策吸引中低收入水平、中低学历

程度、健康水平低、参保回报时间短的人群。而且由于给付水平过低，缺乏参保缴费年限激励等原因，

对高收入、高学历人群的参保吸引力不足。现行“新农保”试点政策设计尚未能满足不同特征农民群

体的参保需求，存在着制度缺位。另外，研究发现政策了解程度、参保手续便捷程度、经办人员服务态

度等对农民参保决策有正向影响。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建立有效的参保激励机制。调整新农保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改变现有不分缴费年限长短，领

取基础养老金没有差别的政策设计。可以设定连续缴费超过 15 年的农民，每增加一年缴费，其基础

养老金按一定比例上浮。同时，可建立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相挂钩的机制，对连续缴费超过 15 年

的农民建立财政对个人账户的弹性补贴激励机制，并对对选择较高档次的个人账户进行较高补贴。
但随着档次的提高，个人账户补贴提升幅度应累退式降低，以达到兼顾个人账户的再分配和缩小收入

差距的效应。
二是要培养高素质的专职经办人员队伍，提升宣传服务意识。由于农民对新农保政策认知度低，

不清楚新农保政策与老农保政策的区别，这造成了政策信任度不高。因此，要通过多种媒体方式宣传

新农保的参保条件、参保程序、给付水平、缴费标准等信息，切实提高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认知水平

( 郭瑜，2010) 。充分发挥村级干部的政策宣传优势，通过认真解读新农保政策，向村民普及新农保知

识。培养专职经办人员队伍，主抓经办人员的宣传能力和业务素质，提高政策宣传意识，简化“新农

保”业务办理流程，使其成为新农保稳步运行的基层代言人。
三要保证“新农保”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增强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信任度。受传统观念的影

响和生存环境的限制，农民更重视短期养老收益。要加大力度落实“新农保”补贴政策，尤其是农民看

得见的近期福利，比如政府和集体的补贴力度和增长率，养老金发放的水平和效率等。因此，要加强

新农保个人账户监管，做实基础工作，确保各项财政补贴政策的有效落实，保证参保老年农民养老金

的顺利发放，切实提高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信任程度。
四是建立多种养老保障制度之间的联动机制，实现“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对接，“新农

保”与“老农保”的对接。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实行两种不同的养老制度，城镇居民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

险制度; 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则参加“新农保”。为解决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的问题，必须解

决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对接，可采取不同缴费档次享受不同给付水平，其参保条件、计发办法、调整机

制、补贴采取统一标准，这是直接关系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长期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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