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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数据，我国农村地区老年

人比例高达23.81%，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民政部

2021年的数据显示，农村地区仍有2597.4万人领取低保，

其中老年人约39%。长期以来，为尽快破解我国农村养老

保障的种种现实困局，国家政府部门陆续出台制定了诸多

农村相关保障政策。国内现有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的参保率介于40%至90%，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平

均参保水平较低。理清促进或抑制劳动者参与养老保险的

意愿和农村居民参保缴费行为的影响因素，是中国乡村振

兴战略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国内对于农村居民参与

养老保险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欠缺系统性文献回

顾，本文聚焦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这一特定主题，系

统梳理了农村居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和行为研究，

提出五个维度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未来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一、国内研究回顾

迄今为止，国内诸多学者采取在一个省或地区开展

问卷调查，收集整理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方法，形

成了许多关于农村居民参与养老保险意愿和行为的影响

因素研究。一般来说，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的因

素并不是单个出现的，而是受到多维度因素的共同作用

（封铁英 & 董璇，2010；金刚，2014）。通过对国内研究

进行系统梳理，本文将其归纳为个体特征层面、家庭特

征层面、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层面、认知和观念层面以

及社会因素五个方面：

1. 个体特征层面

一般来说，个体的不同价值判断会显著影响其最终

决策，这与个体拥有的社会经验和理论知识有关，与个

体人口学特征差异密不可分（石绍宾等，2009）。性别

（涂爱仙，2015）、年龄、生活地域（高真真，2010）及

受教育程度情况、职业状态、健康状况、个人经济条件

（封铁英，2010；柳晨，2010）政治面貌、婚姻状况（邓

大松，刘国磊，2013）等个体特征对于参保行为具有显

著影响已经得到普遍证实，但具体的变量间关系并未达

到一致结论。刘柳（2015）在对多省的调查研究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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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参加新农保。

邓大松等（2013）的实证数据也证实了上述结论，他认

为可能是因为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因此女性对养

老计划会更看重，所以导致了女性对于养老保险的高积

极性。与上述结论相悖的是，王永礼等（2012）认为男

性比女性的参保可能性大，因为男性更容易包容和接受

新鲜事物，而且更倾向于选择自我养老保障。此外，柳

晨（2017）认为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与参保行为呈负相

关，年龄、文化程度与参保意愿呈现正向线性关系。但

是，马红鸽（2016）却发现农村居民年龄、受教育年限

和健康状况与农保的参与呈倒 u 型关系，56 岁的农村居

民参加新农保的比例最高。另一位学者张若瑾（2017）

关于受教育年限这一因素却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

个体的受教育年限与新农保的参与行为呈负相关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外出务工或经商的村民参保积极性较低，

这可能由于外出经商的居民个人经济条件较好，抑制了

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柳晨，2017）。

2. 家庭特征层面

家庭因素会成为限制农户决策和行为的现实条件，

从而影响农民的参保能力（亓昕，2010）。田北海和丁镇

（2011）发现农村居民家庭儿女数量越多，越有利于增

加农民参保意愿，提高农村参保率，他们认为子女众多

的农村居民能得到更多的经济支持，缴纳养老保险费用

带来的经济负担更小，从而促进参保积极性。石绍宾等

（2012）和罗微等（2010）学者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上述

结论。但与之相悖的是，高文书（2012）认为家庭规模

越大，家庭内部就有更坚实的基础互帮互助，因而能够

实现自我养老保障，从而降低农村居民对社会养老的需

求，对参保产生阻碍作用。刘柳（2015）和柳晨（2017）

的调研结果也不支持子女数与参保行为之间显著正关联

的结论（郑雄飞，黄一倬，2020），他们认为是家庭老

年人数量对参保意愿和行为选择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因

为实证研究表明家庭中老年人数量与家庭成员的参保行

为呈现正相关关系。此外，现有研究对于经济因素的影

响也未达到一致结论。柳晨（2017）认为家庭收入水平

与农民参保意愿呈现负相关关系，然而胡宏伟（2019）

等学者却发现家庭财富与农民参保意愿呈现不规则的

倒”U”型，中等富裕家庭的参与积极性最高。

3. 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层面

许多实证研究发现，对最新政策变化越了解，参与

新农保的意愿也随之变强（高真真等，2010；涂爱仙，

2015；陈晓丽，2010；刘柳，2013）。从政策实施层面来看，

村委会等乡镇政府在推进农村社保中起重要的作用（张若

瑾，2017），这可能是因为农民群体对基层服务人员（柳

晨，2017）和参保手续的满意与否和程度高低也会影响个

体意愿（郑雄飞，黄一倬，2020；陈晓丽，2010），如果

政府有关部门对这类制度宣传工作做得不到位，参保手续

复杂，基层人员服务态度不佳（穆怀中，闰琳琳，2012），

使得农民对保险经办有抵触心理，或是缺乏对新农村社

保政策的了解，则不利于农民做出参保选择（邓君蓉，

2008）。因此，加大政府宣传解释力、加强对农民的引

导、均有助于提高参保率（封铁英&董璇，2010；涂爱仙，

2015）。此外，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及农户对其原则的认

可度也会影响其参保意愿和行为，农户越认同缴费标准的

合理性和政策收益对于自身养老负担的减轻程度（柳晨，

2017），农户参与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就越高（封铁英&董

璇，2010）。总的来说，政策设计安排（例如有无补贴）、

基层政府政策实施质量（陈晓丽，2010；刘柳，2013）都

是农民群体关心的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刘柳在2013年

发现医疗保险对于养老保险有挤出效应（刘柳，2013）。

4. 认知和观念层面

从个体经济理性视角来看，农民是否参与社会养老

保险是对收益投入比进行考量的理性选择结果（邓大松

& 刘国磊，2013），诸多个体特征（例如风险偏好）在

这一过程中显著调节了个体意愿和行为选择。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需要农民长时期持续投入，且多数人

不能在短期内受益。农民只有对未来制度的收益持有乐

观预期时，才会持续投入，从而实现这一制度的良性循

环。所以农民对制度的未来预期是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

最关键因素（邓大松，刘国磊，2013；封铁英，董璇，

2010）。魏健和宋微（2007）也强调了成本约束和在多重

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参保收益的高度不确定是造成农

民参保积极性不足的关键原因。

个体的认知能力和养老责任等观念也是促使个体作

出决策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个体认知能力较强的个体在

面对农村养老保险参与时会考虑更加周到，但是认知能

力过强可能意味着个体有其他养老方式选择，则会降低

参保概率，张跃华和李彤（2021）发现个体的认知能力

都与是否参保呈现明显的”倒 U 型”关系，随着认知能

力得分增加，参保概率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此

外，倾向现代养老方式的农民参加新农保的可能性高于

倾向子女养老、土地养老等传统养老方式的农民，由此

可见养儿防老观念是村民参与新农保的阻碍因素之一

（罗微 & 董西明，2014；林淑周，2010）。胡宏伟等学者

（2019）还发现农户对养老的担心程度越高，越有意愿购

买保险（胡宏伟等，2019）。

5. 社会和心理层面

吴中宇（2011）着眼于社会影响因素，发现在参保

上具有明显的”邻里效应”。张川川和朱涵宇（2021）也

发现了同村居民参保的”同群效应”；值得一提的是，



217

农业科技管理: 2022年4卷4期
ISSN: 2661-3778(Print); 2661-3786(Online)

研究结果还表明男性的参保行为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

社会资本和同群效应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与信

任的作用密不可分。村域信任水平越高，同村居民之间

的信息交流越多和内部规范越完善，形成同群效应发挥

作用的重要渠道，农民就越可能缴费参保。除了横向人

际信任以外，纵向的制度和机构信任也在近年受到公共

管理学界的广泛关注。蒋瑛等（2020）学者在最新研究

中提出信任机制可以通过降低搜寻成本与信息共享机制

提高了农户养老保险购买，并且农户对于基层政府人员

的人格信任可以上升到制度信任，具有较高制度信任的

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参保（蒋瑛等，2022）。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个人特征、个

人认知和养老观念、家庭特征、收益预期、制度设计合

理性等因素是影响农民是否有参保意愿以及参保与否的

关键变量，但观察的样本不同、关注的变量不同得出的

结论也不尽相同。

二、研究展望

公平感知和政府信任在近一年开始受到公共管理领

域的广泛关注，大量跨领域研究一致地揭示了社会公平感

和政府信任对合作行为的正效应（张书维，2017），未来

研究可尝试聚焦公平感知和政府信任各层级变量深化其对

农民购置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其他金融产品的影响机制。

既有的实证研究使用的几乎都是截面，缺少同一地

区不同年份的纵观研究。未来可尝试探究农村养老保险

参与行为影响因素演进过程和规律，以期进一步完善发

展适合当地农村的养老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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