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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新农保一般化为跨期交付的特殊商品，以制度需求方———农民的消费决策行为为视角，实证分析了制

约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 Logistic 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表明，农民人均可储蓄收入是农民

参保决策的经济基础，但与经济因素相比，非经济因素在农民参保决策中的作用更为关键。这些非经济因素又

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如年龄、捆绑等，它们使不同群体形成了有差异的参保决策过

程; 另一类是认知方面的因素，如对干群关系认知、对村干部信任、对新农保的了解和满意度等，它们通过影响

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和预期，从而影响农民最终的参保决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增强农民参保积极性角度

提出完善新农保制度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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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 NＲSEI) as an inter－temporal commodit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romotion of NＲSE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who are the
consumers of this very commodity．Based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we find that the factor“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household”，rather than“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household”，is the economic base which deter-
mines farmers’participation decision．However，compared with the economic factors，the non－economic factors
play a more crucial role in farmers’decision－making system．These non－economic factors can be further divid-
ed into 2 categories．One contains factors that are connected with the design of the NＲSEI system，such as age，

closeness with parents，and so on; The other contains factors that are related to farmers’cognitive，such as their
trust for village leaders，satisfaction of NＲSEI and so on．Based on the conclusion from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farmers’enthusiasm about participating in NＲ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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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很强的社会福利性质，但农民缴费是享受社会福利的前提条件。2009 年

9 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在全国 10%的县( 市、区、旗)

进行新农保试点工作，计划到 2012 年底实现制度的全覆盖［1］。截至 2011 年底，全国已有 15 个省区市完成

新农保制度全覆盖目标［2］。新农保强调了政府主导下的自愿参保，农民个人强烈的养老保险需求是开展

该项工作最基本的社会支持条件，制度推行的顺利与否与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直接相关。然而，无论是新农

保还是之前的地方新农保实践以及过往的老农保，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农民参保率低的现象，进而影响了

制度功能的发挥。本文立足于农民参保的决策过程，通过探究各影响因素对农民参保决策的作用机理，力

求找到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的突破口，从而推动新农保制度进一步完善和长久的发展。
新农保具有很强的社会福利性质，但农民参保缴费是享受社会福利的前提条件，因此不少机构和学者

开始对农民参保意愿问题开展调查分析。这其中既有定性的研究［3］，也有定量研究［4］; 既有基于实地调查

基础的研究［5］，也有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历史比较以及逻辑推理为方法的研究［6］; 既有就某一因素对农民

参保影响的研究［7］，也有把诸多因素纳入模型之中进行系统的研究［8］。最初的研究多将农民的参保行为

视作经济理性的过程，普遍认为家庭收入等经济原因是制约农民参保的重要因素［9］。随着新农保制度的

推进，对农民参保意愿的研究逐步转向对农民参保决策行为的分析，对农民行为的设定也从完全理性转向

有限理性［10］。但是，新农保推行中农民参保行为和参保意愿是存在差别的［11］，而目前针对农民参保行为

进行以大规模农户问卷为基础的数量分析还是较少。并且从研究框架上看，过往的研究大多缺乏系统的

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也略显单一; 从研究方法上说，多数研究是从数量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何种

因素影响了农民的参保意愿，但对这些因素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程度以及作用途径并没有深入分析; 从

研究对象上看，现有研究一般是针对特定的地区、特定的养老保险模式，因而较难看出新农保作为一种特

殊商品，其消费者( 农民) 对商品异质性的不同反应。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乡村治理、参保认知等四个方面

探析农民的参保决策过程。本文从制度需求者———农民的角度出发，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一般化为跨

时期交付的商品，将农民的参保行为视为对跨期交付商品的消费，从而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框架对农民

参保行为进行解释。

二、研究对象、资料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所列的农村适龄参

保居民，即 16～60 周岁( 不含在校学生) 、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所用资料来自“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情况调研”课题组 2010 年 7—10 月在河南、河北、重庆、江苏四省展开的

入户问卷调查，最终将采集到的 917 名适龄参保农民列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就样本农民个人特征而言，男、女性被调查者各占 51．4%和 48．6%，基本平衡; 从年龄分布上来看，将 16

～60 岁的适龄参保群体按 15 年一个年龄段划分，被调查者以中年龄组( 30 岁以上，45 岁以下) 居多，占

39．7%，( 16，30) 岁年轻群体样本略少，约占 25%，但 3 个年龄段样本数分布基本均匀; 已婚农民占总样本的

83．4%; 81．4%的被调查者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党员占 7．5%。就样本的家庭特征而言，近 70%的农民

家庭承包地超过 0．2 hm2 ; 超过一半的样本农民子女不止一个，并且 65．1%的农民家中至少有一个儿子，但

同时 18%的样本农民没有子女，约 35%的农民家中没有儿子; 根据收入分组，中等收入组农民占 77．2%。
此外，为获得更多的一手资料，我们还与调研地县( 市)、乡( 镇) 级新农保经办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的工

作人员、乡村干部进行了非结构性访谈。这些工作使我们对影响农民参保意愿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三、农民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 一)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 是否参加新农保) 是一个二分变量。当农民参保时，变量赋值为 1; 未参保时，变

量赋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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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民参加新农保客观特征影响因素、赋值处理及可能影响方向

变量名称 变量尺度 处理与赋值 预期影响

个人特征

性别 虚拟变量 1=男; 0=女 +

年龄 岁 +

健康状况 1=健康; 2=一般; 3=差 +

受教育年数 年 －

是否曾外出打工 虚拟变量 1=是; 0=否 +

是否打算外出 虚拟变量 1=是; 0=否 +

政治面貌 虚拟变量 1=党员; 0=群众 +

家庭特征

家庭人均纯收入 元 /年 +

家庭人均可储蓄收入 元 /年 +

承包地面积 u －

子女数 人 －

儿子数 人 －

有无亲友就职政府部门 虚拟变量 1=有; 0=没有 +

u= 0．067 hm2。

表 2 客观特征变量 Logit 模型

个人特征变量 家庭特征变量 客观特征变量

性别 X1 －0．027 613 －0．028 918
( 0．858 4) ( 0．861 9)

年龄 X2 0．023 309 0．024 436
( 0．001 8) ＊＊＊ ( 0．010 1) ＊＊

健康状况 X3 0．094 847 0．119 793
( 0．579 4) ( 0．501 4)

受教育年数 X4 －0．118 216 －0．120 482
( 0．000 0) ＊＊＊ ( 0．000 0) ＊＊＊

外出打工经历 X5 －0．029 033 －0．159 604
( 0．885 1) ( 0．452 7)

外出打工打算 X6 －0．489 654 －0．431 602
( 0．023 4) * ( 0．051 9) *

政治面貌 X7 －0．561 334 －0．283 096
( 0．050 5) * ( 0．355 9)

人均纯收入 X8 1．06E－05 1．40E－05
( 0．178 6) ( 0．112 9)

人均可储蓄收入 X9 －1．41E－05 －1．73E－05
( 0．068 2) * ( 0．062 8) *

承包地面积 X10 0．162 308 0．199 404
( 0．000 0) ＊＊＊ ( 0．000 0) *

子女数 X11 0．529 809 0．129 299
( 0．000 0) ＊＊＊ ( 0．319 9)

儿子数 X12 0．058 627 0．032 833
( 0．673 7) ( 0．831 7)

是否有亲友在政府部门任职 X13 －0．015 811 0．227 782
( 0．926 8) ( 0．257 5)

C 1．147 998 －1．679 869 －0．712 120
( 0．163 4) ( 0．000 0) ＊＊＊ ( 0．430 3)

* 表示在 0．1( 10%) 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0．05( 5%) 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0．01( 1%) 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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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因素作为本研究的自变量，可以分为客观特征因素( 表 1) 和主观认知因素( 表

4) 两类，共计 23 个。为了更清晰的了解各类变量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本文采取分情境逐步回归的

方法，分别考察客观特征变量和主观认知变量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
( 二) 农民参保决策的客观特征因素分析

1．logistic初步估计及显著性检验 在对农民参保客观特征影响因素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首先对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分别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即单独考虑个体特征因素和家庭特征

因素对农民参保边际倾向的影响。接着，将两部分变量合并，综合考虑客观特征变量对农民参保边际倾

向的影响。所有分析过程由 Eviews5．1 完成。
从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看，在 0．1 的显著水平上，个体特征中的年龄、受教育年数、外出打工打算和

政治面貌四个变量对农民参保的边际倾向有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中的人均可储蓄收入、家庭承包地面

积、子女数影响显著。综合影响农民参保的各项客观特征变量，年龄、受教育年限、外出打工打算、人均

可储蓄收入、家庭承包地面积共 5 个变量对农民参保倾向影响显著。
2．对模型参数估计的修正和解释 Logit 模型虽然具有较高的估计效率，但由于自身缺陷不可避免的

存在异方差，从而不能很好的解释各因素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程度。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通过在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基础上设定因变量预测值的区间进而采用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法( WLS) 对农民参保决策

的边际倾向进行修正( 表 3) 。
表 3 客观特征变量 WLS 估计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t－检验 显著性

性别 X1 －0．012 936 0．035 636 －0．363 007 0．716 7
年龄 X2 0．004 628 0．002 035 2．274 388 0．023 2

健康状况 X3 0．033 066 0．038 193 0．865 767 0．386 9
受教育年限 X4 －0．024 977 0．006 274 －3．981 011 0．000 1

外出打工经历 X5 －0．042 645 0．045 553 －0．936 157 0．349 5
外出打工打算 X6 －0．085 161 0．047 589 －1．789 492 0．073 9

政治面貌 X7 －0．060 125 0．065 717 －0．914 906 0．360 5
人均纯收入 X8 3．22E－06 1．89E－06 1．705 831 0．088 4

人均可储蓄收入 X9 －4．20E－06 2．00E－06 －2．104 223 0．035 7
承包地面积 X10 0．041 461 0．006 040 6．864 265 0．000 0

子女数 X11 0．025 921 0．027 858 0．930 461 0．352 4
儿子数 X12 0．009 308 0．033 115 0．281 081 0．778 7

是否有亲友在政府部门任职 X13 0．062 630 0．043 113 1．452 690 0．146 7
C 0．371 525 0．193 510 1．919 926 0．055 2

结合以上对客观特征变量显著性检验结果得知，年龄( 0．010 1) 、受教育年限( 0．000 0) 、外出打工

打算( 0．051 9) 、人均可储蓄收入( 0．062 8) 、家庭承包地面积( 0．000 0) 等 5 个变量对农民参保倾向影响

显著，其参数值分别为0．004 628、－0．024 977、－0．085 161、－4．20E－06、0．041 461。这意味着:

其一，农民年龄每增长 10 岁，参保概率将会提高 4．6%，这与前面的假设符合，从调查结果的统计中

也可以得到印证。具体分析不同年龄段参保情况: 30 岁以下的适龄参保农民 229 人，其中 64 人参保，

165 人未参保，参保率 27．9%; 30～45 岁年龄段的农民中，参保与未参保人数分别为 183 人和 181 人，基

本持平; 而 45～59 岁的 324 名农民中，有 201 人参保、123 人未参保，参保率达 62．0%。从上述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新农保制度明显对 45 岁以上农民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其二，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保倾向越低。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参保可能性将降低 2．5%。从

对不同学历水平群体参保率的统计结果看，新农保参保率随学历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具有小学及以下学

历、初中学历、高中及以上学历三类群体参保率依次为 60．3%、49．6%和 28．5%，呈下行态势。
其三，外出打工打算对农民参保决策有显著影响，有外出打工打算降低了农民参保的可能性。从统

计结果看，有外出打工打算的 167 人中，57 人已参加新农保，参保率 34．1%; 无外出打工打算的 646 人

中，有 353 人参保，参保率达 54．6%; 另有 12 人不清楚将来是否会外出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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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预期农民参加新农保外在影响因素、赋值处理及可能影响方向

变量名称 变量尺度 处理与赋值 预期影响

村庄治理状况

对村干部威信评价 虚拟变量 1=较高; 2=一般; 3=较低; 4=说不清 +

对干群关系评价 虚拟变量 1=较融洽; 2=一般; 3=较紧张; 4=说不清 +

对村干部是否信任 虚拟变量 1=较高; 2=一般; 3=较低; 4=说不清 +

基层政府政策信任度 虚拟变量 1=较高; 2=一般; 3=较低; 4=说不清 +

对制度认知

是否知道入口补贴 虚拟变量 1=知道; 2=不知道 +

是否知道领取标准 虚拟变量 1=知道; 2=不知道 +

养老金是否够养老 虚拟变量 1=够; 2=不够; 3=不清楚 +

政府能否兑现养老金 虚拟变量 1=能; 2=不能; 3=不清楚 +

对保费管理是否放心 虚拟变量 1=放心; 2=不放心; 3=不清楚 +

对新农保试点满意度 定距变量 1=很满意; 2=较满意; 3=不满意; 4=不清楚 +

表 5 农民参保主观认知变量估计

变量 乡村治理认知 制度认知 主观认知

村干部威信 X14 －0．020 107 0．011 895
( 0．632 6) ( 0．818 3)

干群关系 X15 －0．101 618 －0．160 594
( 0．026 0) ＊＊ ( 0．006 1) ＊＊＊

对干部信任程度 X16 0．081 036 0．198 214
( 0．019 3) ＊＊ ( 0．000 3) ＊＊＊

对基层政府政策信任程度 X17 －0．009 174 －0．030 465
( 0．639 5) ( 0．183 4)

是否知道政府入口补贴 X18 0．157 965 0．127 912
( 0．045 5) ＊＊ ( 0．119 7)

是否知道养老金标准 X19 0．095 423 0．101 516
( 0．016 5) ＊＊ ( 0．015 5) ＊＊

养老金是否够养老 X20 0．396 239 0．360 488
( 0．012 6) ＊＊ ( 0．022 9) ＊＊

政府能否兑现 X21 0．135 854 0．014 775
( 0．354 4) ( 0．919 5)

对保费管理是否放心 X22 0．002 911 0．015 800
( 0．970 6) ( 0．841 7)

对新农保满意度 X23 －0．172 706 －0．192 065
( 0．000 0) ＊＊＊ ( 0．000 0) ＊＊＊

C 0．489 654 2．388 636 2．639 726
( 0．000 7) ( 0．000 3) ( 0．000 1)

* 表示在 0．1( 10%) 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0．05( 5%) 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0．01( 1%) 的水平下显著。

其四，家庭人均可储蓄收入( 0．062 8) 对农民参保决策有显著影响，它与农民参保倾向负相关。家

庭人均可储蓄收入每提高10 000元，农民参保可能性降低 4．2%。同时，比较家庭人均可储蓄收入和人

均纯收入对农民参保决策的边际倾向可以发现，前者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说明家庭可

储蓄收入，而非家庭纯收入，才是农民参保决策的关键性经济因素。从前文的描述性统计中也可以看

出，虽然未参保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9 000元，但人均可储蓄收入仅为3 500元。而有限的可储蓄收

入还要应对一些预期内或预期外的支出。在调查过程中，未参保农民经常提及“经济条件不允许”、“没

钱”等作为其不参保的理由，可见这些理由也并非简单搪塞，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收入的有限

性、多用途性与保费不能流动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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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家庭 承 包 地 面 积 ( 0．000 0 ) 与 农 民 参 保 倾 向 有 正 向 显 著 影 响，家 庭 承 包 地 面 积 每 增 加

0．067 hm2，参保可能性增加 4．1%。调查结果也显示，家庭承包地面积在 2．01 hm2 以下的 300 名农民

中，有 110 人参保，参保率为 36．7%; 612 名家庭承包地面积在 2．01 hm2 以上的农民中，有 335 人参保，

参保率为 54．7%，比前者高 18 个百分点。该结果相比前文土地作为传统保障方式的一种，与新农保形

成替代关系的假设相反。其可能的原因是源自近年来农民家庭收入结构的调整和土地比较收益的下

降。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

主要源泉。土地越多的农民，其家庭收入结构中的农业收入比重相对较大，整体收入水平较低，从而更

需要新农保弥补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欠缺。
( 三) 农民参保决策的主观认知因素分析

1．Logistic 初步估计及显著性检验 以同样方式对农民参保主观认知影响因素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

归分析。首先对农民对乡村治理情况的认知变量和对新农保制度认知变量分别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即单独考虑乡村治理因素和新农保制度认知因素对农民参保边际倾向的影响。接着，将两部分变量合

并，综合考虑主观认知变量对农民参保边际倾向的影响。所有分析过程由 Eviews5．1 完成。
表 5 显示，在 0．1 的显著水平上，对乡村治理状况认知变量中，对干群关系认知和对村干部信任程

度两变量通过检验。对制度的认知中，有是否知道政府入口补贴、是否知道养老金标准、养老金是否够

养老、对新农保试点满意程度 4 个变量通过检验。综合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主观认知变量，是否知道政

府入口补贴变量不再显著，只有对干群关系认知、对村干部信任程度、是否知道养老金标准、养老金是否

够养老、对新农保试点满意程度共 5 个变量对农民参保倾向影响显著。
2．对模型参数估计的修正和解释 同样，为了弥补 Logit 模型的缺陷，提高变量解释能力，现用 WLS

模型对农民参保决策的主观认知因素 Logit 估计结果进行修正( 表 6) 。
表 6 主观认知变量 WLS 估计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t－检验 显著性

村干部威信 X23 0．011 895 0．051 751 0．229 847 0．818 3

干群关系 X24 －0．160 594 0．055 772 －2．879 476 0．004 1

对村干部信任程度 X25 －0．198 214 0．044 220 4．482 415 0．000 0

对基层政府政策信任程度 X26 －0．030 465 0．022 874 －1．331 874 0．183 4

是否知道政府入口补贴 X27 0．127 912 0．082 097 －1．558 068 0．119 7

是否知道养老金标准 X28 0．101 516 0．041 844 －2．426 045 0．015 5

养老金是否够养老 X29 0．360 488 0．158 109 －2．279 994 0．022 9

政府能否兑现 X30 0．014 775 0．146 064 －0．101 156 0．919 5

对保费管理是否放心 X31 0．015 800 0．079 077 －0．199 809 0．841 7

对新农保满意度 X32 －0．192 065 0．038 564 －4．980 458 0．000 0

C 2．639 726 0．678 776 3．888 951 0．000 1

通过 WLS 显著性检验的变量与 Logit 模型中并无差异，仍是对干群关系认知( 0．004 1) 、对村干部

信任程度( 0．000 0) 、是否知道养老金标准( 0．015 5) 、养老金是否够养老( 0．022 9) 、对新农保试点满意

程度( 0．000 0) 5 个变量对农民参保倾向影响显著，其参数值分别为－0．160 594、－0．198 214、0．101 516、
0．360 488、－0．192 065。这意味着:

其一，干群关系的好坏、对干部的信任程度显著影响了农民的参保决策。模型结果表明，干群关系

融洽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农民的参保倾向提高 0．16 个百分点; 对村干部信任度每提高一个百

分点，将导致农民参保倾向提高 0．198 个百分点。反之，干群关系的恶化，对村干部信任度的降低都将

对农民的参保决策产生负面影响。乡村治理对农民参保的这种影响，从与农民的访谈中可以得到比数

字更直观的感受。比如，在干群关系较融洽、村民对干部较信任的村庄，村民觉得“上面的政策应该错

不了”、“村干部到处宣传也不容易，干吗不给人家一个面子?”，因而比较容易接受新农保，也比较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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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 反观乡村治理状况较差的村庄，村民对新农保以及其它许多政策都显得迟疑、冷淡，“如果真是好

事他们能想到我?”、“他们收了钱会不会就卷走了，之前某事就是如此”等就是这一心理的典型代表; 甚

至还有农民表示“干部不宣传的我可能会考虑参加，越是让参加我偏不参加”。
其二，是否知道养老金领取标准和养老金是否够养老是农民关心的重点，也是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

显著因素。调查中了解到，农民的参保决策过程也是理性决策的过程，对制度的充分了解，对新农保养

老功能的肯定将提高农民的参保倾向。但同时，对样本的统计结果也显示，只有 29 人对现行养老金领

取标准够养老持有肯定态度，仅占总样本的 3%。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现行新农保政策本着“保基本”的

原则，养老金标准确实偏低; 另一方面也源于农民对新农保制度本身并不了解，对养老金领取办法、标准

等相关规定等没有具体概念。仅有 30%的农民知道 60 岁后养老金领取标准，并且多数人只是大概了

解，并不清楚确切计算方法和标准。而新农保入口补贴的知晓度更低，仅为 5%，还包括了部分新农保

经办人员。
其三，对新农保制度的满意度对农民参保决策也有显著影响。由于以较小的数值代表了对新农保试

点的积极评价，因此参数－0．192 065表示对新农保满意度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农民参保倾向将提高 0．19%。
统计结果也表明，超过六成的农民对新农保试点表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在这一群体中参保率达 65．6%，

反观对新农保试点不太满意或无明确感受的群体中，参保率仅为 32%。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新农保试点地区 917 个样本为例，分析了现阶段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得

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第一，农民的参保意愿表现出较明显的年龄特征，年轻农民参保意愿较低。新农保作为养老保险的

一种，带有跨期交付的特性，对年长者来说贴现期相对较短，因而，年长者可能更倾向于参加新农保。根

据新农保政策的规定，距领取年龄不足 15 年的只需补齐应缴费用，即可在 60 岁后享受养老金待遇，而

60 岁以上老人则是可以直接领取待遇。因而从缴费年限上看，新农保政策对年纪较大、能在较短期内

领取到养老金的农民更具吸引力，特别是 45 岁以上农民。
这一现象的产生，除了与新农保制度设计密切相关外，也是在农民参保意识薄弱情况下单纯依靠养

老待遇吸引农民参保的宣传导向下的必然结果。如果长期忽视农民参保意识的培养，不扭转这种领取

者多、缴费者少的参保结构，势必会给新农保资金的运转造成巨大压力，从而影响制度的持续性。吸引

青年农民参保是新农保制度深入发展的关键，也是下一步工作的难点。为此，应该在政策制订中加大对

青年农民的奖扶、改善政策实施细节使之更适应青年农民的特点、在宣传发动中加强对青年农民的引

导。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细节规定上设置更为灵活的缴费方法和标准，使制度适应青年农民流动性较强、
缴费周期较长的特点，从而增加新农保制度对青年农民群体的吸引力，提高其主动参保积极性，确保新

农保制度长期持续发展。
第二，农民家庭收入的多用途性与保费不能流动的矛盾，而非家庭纯收入本身，才是影响农民参保意

愿的关键性经济因素。以人均可储蓄收入、家庭承包地面积等衡量的农民家庭收入水平、收入结构等经济

因素是农民参保决策的基础。然而新农保政策的“低门槛”以及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稳定增加，使得

经济能力并不构成限制农民参保的主要障碍。但是，“家庭经济紧张”仍是许多农民不愿参保的重要原因。
通过与农民的交流，我们能深切的感受到他们所说的“经济紧张”并非托词，而是指有限的收入必须合理分

配于生产经营性支出以及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医疗、教育、建房、人情开支等各类支出。现阶段影响农民参

保决策的经济因素更为突出地表现为收入及积蓄的多用途性与保险费不能流动之间的矛盾，在可储蓄收

入较为有限的情况下，农民更加注重的满足现有需求，而不是风险尚未到来的养老问题。
针对这一矛盾，一方面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多种途径，保证农民收入稳

定增长，另一方面要加快推动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减少农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一次性大额度支出。
同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尝试创新新农保保费管理模式，探索与农民需求更切合的保费管理方式。

第三，对新农保的预期极大地左右着农民的参保意愿。新农保跨期交付的特性决定了制度供给的

稳定性、持续性对农民参保意愿起到重要的影响。农民对制度可持续性的信心状况直接影响到其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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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养老保险的选择行为，现行制度的不稳定性会降低农民对新农保制度可持续性的预期，带来农民预期

制度风险的增大进而预期风险成本的增大。
鉴于此，从国家宏观层面应加强相关立法，以法律保障新农保制度运行的稳定性、规范性。从法律

上明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性质和地位，明确新农保的基金来源、保障标准、收支程序、监督机制等。有

了法律为依据，才能厘清各主体的权责，规范和协调人与人、人与事的关系，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

转变，使参保农民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
从乡村微观层面，应以新农保等惠农政策推进为契机，改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及状况。实证分析以

及调研见闻都表明，良好的村治状况有利于加快新农保制度的推广速率，并降低制度推行的成本，最典

型的代表就是河北青县。在青县，我们所调查的东马桥、辛集等四个村庄都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新农保的

宣传发动、参保收费工作，并且农民对制度的知晓度、配合度都相对较高。而这种高效率、低成本、高参

保率现象也不仅仅是调查村庄所特有的，据了解，青县各村庄规模、发展水平和实际状况各有不同，但其

新农保推行工作的成果并无明显差别。青县的成功范例正是源自其良好的村治模式为基础，而这基础

性功效也将能在农村的其他政策、工作开展过程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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