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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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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笔者就甘肃省农村养老保险

问题（以临洮县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临洮县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以及存在的诸如缺少法律的保障、

政府财政支持小、保障水平低等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能更好的指导农村养老保险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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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洮，故称狄道，位于甘肃中部，定西市西部，

洮河下游，是古丝绸之路要道，陇上历史的文化名

城。全县辖１２镇６乡，３２４个行政村，２００８年年

末常住人口５４．０７万人，其中农村人口４８．２１万

人，农村人口占常住人口的８９．１６％，是一个典型

的农业县。目前临洮县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还存

在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农村的健康发展。

１　临洮县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

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剧，农村养老问题变得

日益突出和紧迫，本文就甘肃省农村养老问题，以

临洮县为例，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临洮县洮阳镇

卧龙村刘三社中１３０多户家庭采用随机调查，入

户访问的形式，调查３０户，被访者为家中主要经

济决策人，调查时间是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至２０１０

年３月３０日。

１．１　问卷资料分析概述

此次抽样调查发放问卷３０份，收回３０份，有

效性１００％。从被访者的性别及年龄构成看，调查

对象为２５－５５周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象，其

中男性２０人，女性１０人。从教育文化程度分布

看，这次调查的调查对象所受教育程度较低，小学

和初中文化的人均为１０人，占调查总数的６６．７％，

小学以下和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均为５人，占总数的

３３．３％，而大专和大专以上的人基本没有。

从被调查人所从事的职业来看，这次调查的调查

对象中务农的最多，占调查总数的８６．７％，工人

占总数的６．７％，个体工商户占和村干部各占

３．３％。

１．２　人群经济特征描述

１．２．１　调查对象个人及家庭现金收入支出分析

　 调查显示，２００９年临洮县洮阳镇卧龙村刘三

社３０户农户的现金收入来源中有１１户主要来自

家庭经营收入，有６户来自外出打工收入，有１２

户来自家庭经营及外出打工收入，只有１户来自

家庭经营收入及转移性收入。

调查对象现金结余使用去向中，最大的一部

分用于子女教育，占到３３．３％，用于娱乐的支

出则最小，占到３．２％。具体去向分析如图１

所示。

图１　被访者现金结余使用去向分析

　　从被调查者２００９年家庭平均每月现金收入

来看，农民的收入高低不同，总体来说收入较低，

１０００元以下的占 ６０％，１０００ 元以上的只占

４０％，具体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抽样调查对象家庭平均每月现金收入段上的户数及比例 （单位：元）

１００以下 １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 ５００－８００ ８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以上 总计

户数 ２ ２ ４ ３ ７ ５ ２ ５ ３０

比例（％） ６．７ ６．７ １３．３ １０ ２３．３ １６．７ ６．７ １６．７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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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的不同，导致支出的不同，除了基本的生

活费，农民的支出也不是很高，支出在３００－５００

元的相对较多，占到总户数的４３．３％，在１００元

以下的占到１６．７％，支出在１５００元以上的占比

为６．７％，具体如表２所示。

表２　抽样调查对象家庭平均每月现金支出段上的户数及比例 （单位：元）

１００以下 １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 ５００－８００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以上 总计

户数 ５ ６ １３ ２ ２ ２ ３０

比例（％） １６．７ ２０．０ ４３．３ ６．７ ６．７ ６．７ １００

１．２．２　调查对象投保意愿分析　抽样调查对象

中，已经参加了农村社保的有１２户，还未参加的

有１８户，在还未参加者中，有４４．４％的农户打算

参加。

在没有集体补助情况下，愿意参加农村社保

的１８户，不愿意参加的７户，持无所谓态度的５

户；分别占总数的６０％、２３．３％、１６．７％。

农户存在如此巨大的养老需求而农村社保的

养老覆盖面却一再萎缩，除了与农保方案本身的

模式有关之外，还存在诸如对政策不了解，对政府

行为的不够信任等原因。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农

民收入水平不高，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前，还

不具备为将来筹划的经济能力。

调查对象认可的解决养老问题的方式主要有

养儿防老、自己储蓄养老、参加养老保险和等老了

再想办法这四种，所占比例分别是 ２５．９％、

２９．６％、３７％、７．５％。由此可知，３７％的农民希望

能够采取参加养老保险的形式解决自己的养老问

题，这说明，通过十几年的农村社保的实践，保险

的意识已经慢慢地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已经成为

农民最为认可的养老方式之一。

因家庭条件不同，调查对象认可的“目前农村

老年人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要的每月现金金额”也

是不相同的，有５０％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维持老

人基本生活所需现金为５０－１００元即可，有２０％

的认为应在１５０－２００元，有３０％的认为最少要

在３００元或３００元以上。

由于农民收入的有限和农民对政策的不了

解，使得农民在投保时，认为缴费缴的越少越好，

有９３．３％的农民认可的月缴保费在３０－５０元，

仅有６．７％的人认为在８０元左右即可。

２　临洮县农村养老保险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少法律的保障

临洮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是在

１９９２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

本方案》（以下简称《基本方案》）的基础上修改而

成的，这些办法普遍缺乏法律规定性。法律制度

的欠缺不仅造成农村养老保险自身管理体制不规

范，如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困难，保险资金来源

不稳定，使农村养老保险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而

且使农村养老保险容易受体制外因素的干扰，由

于缺乏正式的法律文件，使农村养老保险因得不

到法律的保护，易受政府社团或其他营利性组织

的干扰，防碍了农村养老保险的正常运行。

２．２　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小

现阶段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筹集是以个

人储蓄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仅从政策上加以

扶持，实质是一种强迫储蓄模式基金，不与政府财

政挂钩，根本谈不上国家保障，在实际运行过程

中，集体补助几乎落空，政府扶持缺乏强制性，国

家和集体的责任义务不明确，最终使保障变为一

种“个人储蓄保险”。同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相

比，《基本方案》只是农民的自我保障。

２．３　广大农民参保意识不强，对社保政策不了解

由于受传统落后的农业观念影响，广大农民

思想观念陈旧，“集粮防荒，养儿防老”的思想还普

遍存在，很多农民认为只要耕者有其田，加之现在

不缴农（牧）业税，国家还有相应的粮食补助，他们

普遍认为只要自己能动，就能从土地上找饭吃，不

能动时，儿女也能凭借所承包的土地来奉养自己

的晚年。在调查中，有２５．９％的农民群众认为解

决养老的最好方式是“养儿防老”，认为生、老、病、

死有子女管，何必还要拿那么多钱去参加养老保

险。因此，老人们不愿意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由于社保政策宣传力度不够，绝大部分的农民文

化素质不高，他们对于缴纳养老保险费是否真能

使他们老有所养持怀疑态度，而农民养老保险又

采取自愿原则，导致农民养老保险的贯彻执行举

步维艰。

２．４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低下

在临洮，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８９．１６％，而从

当地统计数据看，农民参保的人数很少，此次调查

中，没有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占调查总数

的６０％，说明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还很

低；在保障水平方面，原有农村养老保险一般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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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县的统筹范围内进行，一些农村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很低，而且缴纳的保费很低，无法满足年老

时的生活需要。《基本方案》规定农村基本养老保

险的月交费标准设置有２－２０元１０个档次。即

使按照最高标准２０元每月来算，足额缴纳４０ａ，

按照领取１０ａ来计算，每月可领取养老金８０元。

在农民养老金制度缺乏通货膨胀和工资、物价指

数调整机制的状况下，４０ａ后每月８０元的保障金

能提供的保障让人怀疑，更不用说档次更低的保

费了。因此无法激起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２．５　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

农业基础薄弱，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发展缓慢

使农民在农业方面收入难以提高。所以相当部分

的农民目前达不到投保的收入水平。２００９年临

洮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２５８６元。农民的现

金收入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和购置生产资料进行

再生产后所剩无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水平不

高，直接制约了农民对养老保障的需求，有的农民

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问题，对未来养老保障的

考虑几乎为零，所以用于长远打算的养老保险更

是无暇顾及。

３　解决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的对策

３．１　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工作

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立法体例上，应

形成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基本法为统率，以国务院制定的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条例为主体，以有立法权

的地方人大及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为补充的完整法律体系，这样政府才能依法行政；

同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完善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通过法律进一步强化《甘肃省被征地

农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的实施。

３．２　加大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扶持力度

政府应有区别的对待收入水平不同地区的农

民补贴水平，适当增加对贫困地区农民的补贴份

额。根据各地农民收入状况，提高农民个人的缴

费标准，国家和集体的补贴应与个人缴费呈同方

向变化；对于收入过低者，经申请可以免除其缴纳

保费的义务。农村社会保险基金筹集中集体补助

部分，应采取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充分挖

掘农村集体的各种资源，适用不同的补助方式，以

确保集体补助能够到位。建议地方财政预算每年

要确定一定的比例，充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

而且要随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

３．３　提高农民养老保障水平

要提高农民养老保障水平，在农村广泛开展

补充性养老保障，逐步提高农村整体保障水平。

建立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政府保障层

次：财政与政策支持，如提高财政补贴在养老保险

中的比例，扩建农村老年人公寓；集体保障层次：

传统的或新型的经济组织给予补助；自我保障层

次：家庭保障，体现为成年子女对老年人“反哺”个

人储蓄，以青壮年时的个人储蓄养老，土地保障还

可以发挥其有益补充作用。逐渐从以家庭养老为

主体的保障模式过渡到以社会养老保险为主体的

保障模式。

３．４　加大宣传工作的力度，提高广大农民对农村

养老保险的认识

　　建立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势在必行，相关部门

应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形式多样的方式，合

理、有效、广泛地宣传农村社保的政策，提高农民

的养老保险意识，使农民真正意识到社会保险是

养老的可靠保障，从而自觉、积极参保，使农村养

老保险真正进入农村的千家万户。

３．５　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顺利

实施

　　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

的关键。一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各级政府要加

大扶贫力度，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开发优质高效的农产品。二要大力发展

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发展农产品加工特

别是精深加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建立有利于农民增收的产业体系和利益

机制。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全面发展特色农

业；继续大力发展“高原夏菜”产业和中“藏”药材

产业，继续扩大出口名贵药材的种植规模。以此

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使农民除了维持生活之外

还有节余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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