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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参保率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能否增进农民养老保障水平的关键。基于激励机制设计和计量经济学相关理论，

利用江苏、四川、陕西、河北和吉林 5 省的农户调研数据，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农民参保行为变迁及其影

响因素，探讨提高农民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的有效办法。结果表明：近年来农民新农保参保率从 74.6% 下降

到了 72.1%，且存在一定区域差异，而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和不参加任何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比例则有所上升。

农民新农保参保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新满足新农保参保条件的农民参保率远低于年满 59 岁即将不再满足新农保参

保条件农民的参保率。农民年龄与参保行为呈倒 U 型曲线关系；家庭抚养比和参保行为间有负相关关系；新农保

“长缴多得”政策对参保行为有正向激励作用。因此，政府可以在参保时间和激励强度方面根据激励相容的原则

出台更多有效的激励政策鼓励农民早参保，同时结合精准扶贫战略和其他涉农政策补充与完善针对弱势群体的补

贴救助政策，做到应保尽保。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居民；参保行为；影响因素；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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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Program in rural China: Particip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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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ticipation in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Program (NRSPP) is essential for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e in that participation rate by using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five rural provinces. It analyzes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by using the Fixed-Effects model, and explores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to increase NRSPP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ticipation in the NRSPP has dropped from 
74.6% to 72.1%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disparate participation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Furthermore, the proportion 
of farmers who either participate in other pension plans, or do not participate at all, is on the rise. Decline in the 
participation rate may be due to older people being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the NRSPP than younger people.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which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NRSPP. The family dependency ratio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particip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increasing returns for contributors who pay in longer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participation.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more effective and longer-term incentives for the NRSPP. Likewise, to 
cover all eligible rural residen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pplement and improve existing policies, while also ensuring 
that new policies align with previous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and agricultural policies.
Key words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program; rural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of the NRSPP; determinants;  
Fix-Effect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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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农村老

年人养老保障问题日益突出，为应对上述挑战，国

家开始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根据国家统计

局的数据，从 2000 年到 2015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6.96% 提高到了 10.47% [1]。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2050 年我国 60 岁及以

上人口比例将达到 33.9% [2]。有研究指出，我国农

村地区常住人口的老年人数量更多，老龄化程度更

高，但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水平却远远落后于

城市 [3-4]。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主

要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社会养老保障

较弱，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和社会经济发展，农

村传统养老模式不断弱化，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面

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5-7]。为应对上述挑战，我国于

2009 年开始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并逐步在全

国推广。到 2012 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覆盖

全国所有省、地市和 2 853 个县，实现了制度全覆

盖 [8]。在 2014 年又进一步决定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两项制度合并实施，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文中统一使用“新农保”替代）。现阶段新农

保的主要目标是在 2020 年前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

覆盖 [9-10]，而农民是否参保是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

的关键，因此研究农民的参保行为对提高新农保参

保率和增进农民养老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提高农民新农保参保比例近年来获得了政

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人社部“十三五”

规划报告，2015 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为

82% [10]，但新农保参保率的准确信息仍然缺乏。尽

管在新农保政策实施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就农村居

民参保情况进行研究 [11-12]，但样本大多集中于个别

省份甚至是单个区县，不同研究得出的农村居民参

保率介于 40%~90% 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尽管有

部分研究使用全国代表性大样本调研数据 [13-14]，但

这些截面调查数据只能给出新农保试点阶段（2012
年前）的参保率，难以了解和把握新农保政策试点

和全国推广后农村居民参保行为的变化，也很难从

个体、家庭和政策等不同层面系统分析农民参保行

为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本文将使用作者新收集的江苏、四

川、陕西、河北和吉林 5 省 25 县 50 乡 101 村 2 028
户 9 396 名农村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新农保

在实现制度全覆盖后（2012—2016 年）农民参保行

为的动态变迁，在此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

讨不同层面因素对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并探索和

总结提高农民参保率和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的可行

有效办法，为完善新农保制度设计和实施方案提供

科学依据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 2012 年和 2016 年中国

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农村发展长期

跟踪调查。在这两次调研中收集了 2012—2016 年

间样本农户家庭成员的参保情况、个人特征、家庭

特征及其所在地区的新农保政策等信息。

该调查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农

户，首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条件将全

国（除北京、天津、上海和台湾外）分为五大区

域，并在每个区域中根据各省人均工业总产值排序

随机选取一个样本省。选用人均工业总产值作为排

序指标是因为相关研究 [15] 指出它能很好地预测各

个地区的生活标准和发展潜力，同时相比农民人均

纯收入等其他综合性指标有更高的可信度。根据上

述程序选出江苏省代表东部沿海地区（浙江、山东、

福建和广东）；四川省代表西南地区（重庆、贵州、

云南、广西和西藏）；陕西省代表西北地区（甘肃、

宁夏、青海和新疆）；河北省代表中部地区（山西、

内蒙古、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吉林

省代表东北地区（辽宁和黑龙江）。其次根据样本

省内各县人均工业总产值将各样本省所有县进行降

序排列，平均等分为 5 组，每组随机选取 1 个县作

为样本县。按照相同的方法将每个样本县各乡镇按

照人均工业总产值分为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在每

个组中随机抽取 1 个乡镇作为样本乡镇。在每个样

本乡镇中将村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分为高收入组和

低收入组，在每个组中随机抽取 1 个村作为样本村。

最后运用随机数表在每个样本村根据农户花名册

随机抽取 20 户开展问卷调查。最终调查了 5 省 25
县 50 乡 101 村 2 028 户 9 396 名农村居民（在吉林

省做第一轮调查时恰好有两个样本村合并后又分开

了，所以将两村的信息一起收集，因此吉林多调查

了一个村。由于样本家庭调研期间分家的原因，最

后总样本是 2 028 户）。

在上述样本中根据我国新农保政策对参保人员

资格认定的要求，选出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

生和现役军人），非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和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农村居

民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由于政策规定新农保实施

时已年满 60 周岁的老人不用缴费，可以直接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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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养老保险，因此本文在分析时剔除了这部分样

本。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每年都有年满 60 岁不

再需要缴费的样本，也有新满足参保缴费条件的 16
岁以及刚结束学业和退伍的样本，因此每年的参保

样本数量存在细微差异。2012 年符合新农保参保条

件的样本居民数为 4 626 名，而 2013 年至 2016 年

间符合新农保参保条件的样本农村居民数则分别为

4 531，4 405，4 293 和 4 180 名。

1.2  变量选择

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保行为

及其影响因素，所以在调研中首先收集了 2012—

2016 年间样本农村居民的参保信息，并在分析时将

2012—2016 年间每年是否参加新农保作为因变量。

参考常芳等 [13] 的研究并结合本研究实际情况，在

调查中还收集了农村居民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

样本地区的新农保政策等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构

建本研究的自变量。在个人特征层面，主要收集了

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是否有婚史和是否参与

非农就业等信息。在家庭层面，收集人均耕地面积

和家庭抚养比（家庭中非劳动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

例）等信息。在新农保政策层面，收集了是否有“长

缴多得”激励政策，政府对最低档缴费（多为 100 元）

的补贴金额和基础养老金金额等信息。这些和参保

相关的政策是否对农民参保行为有激励作用也是本

研究关注的重点。上述主要变量的说明和描述性统

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说明及其主要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Table 1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variables

变量
类型

变量名称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个人
层面

是否参保（1= 是 ；0= 否） 0.75 0.44 0.75 0.43 0.74 0.44 0.73 0.44 0.72 0.45

年龄（岁） 39.93 12.09 40.08 11.97 40.19 11.78 40.25 11.62 40.57 11.36

性别（1= 男 ；0= 女）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1 0.50 0.51 0.50

受教育年限（年） 7.48 3.61 7.64 3.57 7. 78 3.58 7.96 3.56 8.07 3.51

是否有婚史（1= 是 ；0= 否） 0.87 0.34 0.87 0.33 0.88 0.32 0.88 0.32 0.87 0.33

是否有非农工作（1= 是 ；0= 否） 0.53 0.50 0. 56 0.50 0.57 0.49 0.60 0.49 0.61 0.49

家庭
层面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hm2） 0.08 0.13 0.08 0.14 0.08 0.21 0.16 0.37 0.15 0.36

家庭抚养比（%） 19.89 21.36 21.02 21.70 22.29 22.65 39.07 41.60 44.27 45.81

政策
层面

是否有“ 长缴多得”政策（1= 是；0= 否） 0.52 0.51 0.52 0.51 0. 56 0.51 0.56 0.51 0. 56 0.51

最低档养老金政府补贴金额（元） 31.60 6.24 31.60 6.24 33.20 6.90 33.60 7.00 33.60 7.00

基础养老金（元） 66.72 15.03 82.12 25.37 88.80 22.83 89.60 21.93 89.60 21.93

注 ：每年符合参保条件的样本数不完全相同，2012—2016 年家庭层面的样本农户数分别为 1 786, 1 785, 1 772, 1 766 和 1 765 户 ；由于政策
的具体实施在县一级，因此政策层面的样本数为 25 个县。

1.3  模型选择

为识别农村居民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以及

新农保政策相关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参保行为的影

响，本文构建分析模型为 ：

　　Yit=α+β1INDit+β2HOUit+β3POLit+
　　　 β4Xi+β5Zt+vi+εit                                               （1）

式中 ：i=1，2，…，n，代表第 i 个样本农村居民 ；

t=2012，…，2016，代表不同年份。Yit 表示样本农

民 i 第 t 年是否参保，其中参保赋值 1，不参保赋值

0。INDit 表示样本农民 i 第 t 年的个人特征 ；HOUit

表示样本农民 i 第 t 年的家庭特征 ；POLit 表示样本

农民 i 所在地区第 t 年的新农保政策。Xi 表示样本

农民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Zt 表示年度虚变量以及

年度虚变量和地区虚变量的交叉项 ；vi 表示样本农

民随时间不变且难以观测的特征，εit 为随机扰动项，

β1、β2、β3、β4 和 β5 为待估计参数向量。

在使用样本调查数据估计实证模型（1）时，

由于式（1）中的误差项包括个体层面难以观测的

特征 vi 和随机扰动项 εit 两个部分，如果 vi 同时与

样本农户是否参保和其他特征之间存在相关，仅使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将会带来估计偏误。在本研究中，

样本农民随时间不变且难以观测的因素 vi（如个人

的风险偏好等）不仅和样本农民新农保参保行为相

关，还与样本农民的个人和家庭特征间存在相关，

因此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是有偏的。为了克服

上述估计偏误，本文在样本农民层面使用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分析。

使用农民个体层面固定效应模型消除普通最小

二乘法估计偏误的原理为通过实证分析模型的变换

消除 vi，对式（1）在个体层面计算组内均值得到式

（2）；用式（1）减去式（2），可以得到式（3）；在

式（3）中已把导致估计偏误的 vi 消除，从而有效

减少样本农民随时间不变且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

导致的估计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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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ave=α+β1INDiave+β2HOUiave+β3POLiave+
        β4Xi+β5Zave +vi+εiave                                                                   （2）

Yit-Yiave=β1(INDit-INDiave)+β2(HOUit-HOUiave)+ 
                β3(POLit-POLiave)+ β5(Zt-Zave)+(εit-εiave)        （3） 

2  结果和分析

2.1  农民新农保参保行为变化

根据调查数据，样本地区距离 2020 年前基本

实现新农保法定人员全覆盖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且不同地区参保率存在较大差异。从新农保制度全

覆盖的角度看，5 个样本省在 2012 年都已经实现

了制度全覆盖，与国家统计数据一致。从法定人员

全覆盖的角度看，最近 5 年样本地区新农保参保率

基本稳定但有小幅下降，新农保参保率从 2012 年

的 74.56% 小幅下降到 2016 年的 72.13%，且这一下

降趋势在不同样本省间都基本类似（表 2）。从区域

分布角度看，陕西省的参保率最高，连续 5 年均在

86% 以上，而四川省和吉林省在 2012—2016 年间

的参保率均低于 64%。

表 2　农村各样本地区的新农保参保率（%）
Table 2　The participation rate in NRSPP among sample individuals in rural China (%)

年份 江苏省 四川省 陕西省 吉林省 河北省 综合五省 样本数

2012 69.17 63.24 87.36 63.79 86.19 74.56 4 626

2013 69.51 63.65 87.57 63.56 86.67 74.91 4 531

2014 68.97 62.96 86.46 61.74 84.72 73.76 4 405

2015 66.43 62.30 86.14 60.27 84.28 72.84 4 293

2016 64.98 60.37 86.27 59.69 83.84 72.13 4 180

注 ：样本包括各年份各地符合参保条件的 16~59 岁的农民。

2.2  新农保参保率变化的原因探析

为了探究导致样本地区农民参保率下降的原

因，本文对收集的 16~59 岁符合任何社会养老参保

条件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信息做了进一步

分析。从调查数据看，2012—2016 年农村居民参

加除新农保外其他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表 3），确实存在部分没有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

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这部分农村居民参

加的社会养老保险主要是农村失地农民养老保险、

农民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国企职工养

老保险。这一现象也客观反映了我国快速城市化和

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城市扩张带来的失地农民和农

民工进入企业或其它部门工作后农村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需求和供给的多样化趋势。但即使考虑到农村

居民参与其它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后，2012—2016
年仍有 22%~24% 的农村居民未参加任何社会养老

保险，且其比例仍然有微幅上升，说明这部分没有

参加任何社会养老保险的人群需要更多关注。

表 3　农民参加各类社会养老保险比例（%）
Table 3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sample individuals in various social pension scheme (%)

各种社会养老保险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新农保 69.45 68.93 67.02 65.54 63.59 

其他社会养老保险 8.22 9.34 10.89 12.07 12.19 

　　失地、农民工、城镇职工和国企职工养老保险 7.99 9.10 10.62 11.80 11.92 

　　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养老保险 0.22 0.24 0.27 0.27 0.27 

没有参加任何社会养老保险 22.33 21.73 22.09 22.39 24.21 

总样本数 a 4 966 4 924 4 848 4 771 4 741

注 ：a 总样本包括所调查样本中 16~59 岁的全部农民。

为分析导致农民新农保参保率有所下降的可能

原因，本文将样本分为 2012—2016 年间都满足新

农保参保条件的样本，新满足新农保参保条件的样

本和年满 59 岁即将不再满足新农保参保条件的样

本（表 4）。通过对比发现，2012—2016 年全都符

合参保条件的样本参保行为较稳定，基本没有变化，

说明一旦农民满足新农保参保条件并参保后，退保

的可能性非常小。通过对年满 59 岁即将不满足新

农保参保条件样本农民的分析可知，这一群体的参

保率较高，平均都在 78% 以上。而新满足新农保参

保条件的样本，参保率均低于 44%，远低于年满 59
岁即将不再满足新农保参保条件样本的参保率。

2.3  农民新农保参保行为单因素相关分析

从个人特征看，年龄、教育程度、是否有婚

史和当年是否有非农工作与农民的参保行为显著相

关。相对于年龄在 45 岁以下的农民，45 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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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参保比例更高。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其参保

可能性要低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有婚史的农民

参保比例要高于没有婚史的样本农民。而当年未参

加非农工作农民参保比例要高于当年有非农工作的

农民。在家庭层面，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家庭抚养

比例与农民新农保参保行为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表 5）。从新农保政策角度看，“长缴多得”的激

励机制、新农保最低档缴费补贴金额和基础养老金

金额与农民参保行为间的关系较为复杂，需要更进

一步研究。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新农保政

策实施过程中相应政策有一定变化，如全国基础养

老金最低标准是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

时调整，具体实施办法则由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因

此各地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在不同年份并不完全相

同。但这些政策的变化也为进一步探究这些政策和

农民新农保参保行为间的因果关系提供很好的机会。

2.4  农民新农保参保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分析农民新农保参保行为影响因素及其作

用机制，有必要在相关分析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多

变量回归分析。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

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识别个人、家庭特征和新农保

政策等不同层面因素对农民新农保参保行为的影响

（表 6）。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年

龄和参保行为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倒 U 型曲线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参保可能性有所上升。由于

到了 60 岁后可以领取养老金，因此对于那些在实

施新农保时年龄已经超过 45 岁的农民而言，年龄

越接近 60 岁，每年参保的可能性越低，因为这些

农民可选择到 60 岁时一次性补缴。上述发现说明

只需缴费 15 年便可领取养老金且允许补缴等新农

表 4　不同参保阶段样本的 “新农保” 参保率（%）
Table 4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sample individuals in NRSPP in rural China by year (%)

不同参保阶段样本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第一年符合参保条件 a 39.76 37.18 15.38 43.55 0d

5 年一直符合参保条件 b 72.77 74.00 74.20 73.99 73.88

最后一年符合参保条件 c 86.13 90.48 84.83 93.13 78.18

总样本 74.56 74.91 73.76 72.84 72.13

注 ：a）样本包括每年刚符合参保条件的 16 岁农民以及刚完成学业的学生和退伍的军人。b）样本包括处于中间年份即非刚加入也非即将退
出参保的样本，即 2012—2016 年全都符合参保条件的农民。c）样本包括每年即将退出参保条件的 59 岁的农民。d）调研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当年新符合参保条件的毕业生要在 9 月毕业后才有资格参保，还有部分样本在 4 月还未满 16 周岁，因此调查时该部分样本参保信息没有收
集，仅收集到符合条件的 2 个样本且都没有参保。

表 5　不同类型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保率
Table 5　The participation rate in NRSPP by individual, family and policy characteristics 

变量 分类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比例（%） T 值 比例（%） T 值 比例（%） T 值 比例（%） T 值 比例（%） T 值

年龄
≥ 45 岁 85.77

14.65***
86.93

15.95***
86.11

16.16***
85.82

16.89***
84.79

16.55***
<45 岁 67.05 66.59 64.98 63.35 62.36

性别
男 73.49

1.67*
73.86

1.62
72.96

1.21
72.33

0.76
71.49

0.93
女 75.63 75.95 74.56 73.36 72.78

受教育
年限

≤ 9 年 76.45
6.53***

76.90
6.61***

76.35
8.02***

75.72
8.40***

75.02
8.05***

>9 年 65.47 65.94 63.02 61.75 61.47

是否有
婚史

是 78.03
-14.25***

78.26
-14.03***

77.03
-13.69***

76.12
-13.39***

75.41
-12.68***

否 51.57 51.58 49.62 48.63 49.43

是否有
非农工作

是 70.47
6.77***

71.29
6.31***

70.30
6.07***

69.09
6.77***

68.78
6.01***

否 79.11 79.43 78.41 78.42 77.28

家庭人均
耕地面积

≤平均值 73.79
-0.30

74.23
-0.14

73.34
0.43

72.71
-0.31

71.97
-0.44

> 平均值 74.24 74.45 72.66 73.22 72.70

家庭
抚养比

≤ 100 74.50
-1.57

74.86
-1.45

73.75
-0.26

72.96
0.97

72.46
2.45**

>100 92.86 92.31 76.92 69.17 63.33

是否有‘长缴
多得’政策

是 75.61
-1.75***

75.75
-1.39

72.66
1.86***

71.33
2.48**

70.40
2.78***

否 73.36 73.95 75.14 74.71 74.28

最低档养老金
政府补贴金额

=30 74.71
0.87

75.01
0.59

76.69
8.43***

75.90
7.95***

75.47
8.54***

>30 72.59 73.56 63.28 63.44 61.80

基础
养老金

=55 70.17
-6.64***

61.38
-11.11***

58.33
-5.75***

65.12
-1.63

64.29
-1.62

>55 78.65 78.60 74.69 73.00 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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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政策确实影响了符合参保条件农民的参保行为。

特别地，对于年轻人而言，由于仅需参保缴费 15
年就满足领取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要求，因此在刚

满足新农保参保条件（且年龄远小于 45 岁）时可

能不会选择马上参保，这一发现也和前期的一些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 [13, 16]。 

表 6　农村居民参加新农保影响因素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Table 6　Fixed effects estimates of determining factors on 

participation in NRSPP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年龄   0.007 7*** 0.004 6

年龄 × 年龄 -0.000 1*** 0.000 0

是否有婚史   0.014 0 0.013 9

是否有非农工作   0.007 8 0.004 9

人均耕地面积 -0.005 6 0.012 1

家庭抚养比 -0.000 2* 0.000 1

是否有‘长缴多得’政策   0.028 2** 0.011 7

最低档养老金补贴金额   0.000 4 0.001 2

基础养老金 -0.000 2 0.000 2

年份虚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虚变量 × 省份虚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617 9*** 0.146 9

注 ：***、** 和 * 分别代表的是置信区间在 1%、5% 和 10% 上的
显著性水平。样本数为 21 527。

家庭抚养比与参保行为呈负相关关系。这可能

是因为较重的经济负担迫使农民更关注目前的生活

而无暇考虑未来的养老问题。意味着在家庭养老和

儿童养育负担较大的情况下，服务于未来自己养老

的新农保投入和目前较高家庭抚养比导致的支出压

力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17-18]。

研究发现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确实有利于提高

农民新农保参保比例。新农保制度设计中的“长缴

多得”政策，也就是参保和缴纳保费超过最低缴费

年限（15 年）后，参保人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适度

提高有助于增加农民新农保参保率。这说明将基础

养老金发放标准和参保年限挂钩能对满足参保条件

的农村居民提前参保起到一定激励效果。研究还发

现政府对参保缴费最低档的补贴金额和基础养老金

发放金额对农民的参保行为影响不大。

3  结论和政策启示

3.1  结论

近年来农民新农保参保率有所下降且存在一定

区域差异，而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和不参加任何

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比例则有所上升。新农保要在

2020 年之前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的目标还需更

多努力，并且不同地区间实现难度也有所不同。与

此同时退出新农保转而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的农

民面临转移接续等问题，而不参加任何社会养老保

险的农民则有可能在年老时面临社会养老保障缺乏

的风险。

农民新农保参保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新满足新

农保参保条件的样本农民参保率远低于年满 59 岁

即将不再满足新农保参保条件样本农民的参保率，

且农民年龄与参保行为呈倒 U 型曲线关系。年轻农

民参保比例较低不仅影响个体未来养老保障，还可

能会引发养老金缺口等问题，导致未来养老形势更

加严峻。因此，鼓励年轻人早参保对新农保政策的

有效实施和提高农民养老保障水平有重要意义。

家庭抚养比和参保行为间有负相关关系，新农

保“长缴多得”政策对参保行为有正向激励作用。

农村居民的参保行为确实受多种因素影响，经济负

担较重的家庭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参保而在未

来面临较重的养老压力，从而陷入未来缺乏社会养

老保障的不利处境中，因此政府应该帮助经济状况

较差的家庭和个人提高其参保比例。符合激励相容

原则的一些政策，如“长缴多得”政策对农民参保

行为有显著的激励效果，但最低档养老金补贴金额

和基础养老金金额等政策对促进农民参保效果不

大，因此需要在之后的新农保政策设计中更多考虑

激励相容机制。

3.2  政策启示

1）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新农保参保率，

抓好不同社会养老保险间的转移接续工作，提高农

村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对于参保率低的区域，政

府相关部门和村集体组织需加强对农民的政策宣传

教育，也可以通过政府间交流的方式推进不同区域

间的经验分享和学习。随着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

人员比例的增加，政府也应该完善新农保和其他社

会养老保险之间的转移接续与制度衔接，保障农村

居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2）政府应该根据激励相容原则制定相关激励

政策鼓励农村居民参保。年轻人早参保有利于提高

新农保参保率，对新农保法定人员全覆盖目标的实

现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助于缓解未来养老金缺口，

实现新农保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可以在参保时间和

激励强度方面根据激励相容的原则出台更多有效的

激励政策鼓励和吸引年轻农民积极参保和早参保。

3）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家庭抚养负担重、经

济压力大的家庭和个人，结合精准扶贫战略制定有

针对性的措施，确保人人能够享有基本社会养老服

务。政府部门需要统筹其他涉农政策，在新农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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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施过程中就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低保户、残

疾和因病致贫等农户的补贴和救助标准进行完善，

做到应保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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