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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建设中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研究 

—以浙江省诸暨市为例 

周金铃  郑春瑞  袁媛 

（浙江农林大学 暨阳学院） 

【摘 要】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镇转移。由于我国特定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

产生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他们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但他们的权益却没有保障。如何维护农民工

权益，让他们充分享受养老保险带来的好处，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值得深思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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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镇农民工是随着我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产生和发展壮大的群体，是生活在城镇和农村之间的边缘人。随着

我国人口的不断老龄化，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中国，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得比较完备，但是对于农民工来说，养

老保险制度并不是很健全。并且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加快，许多农民已经不能或者较少地依靠土地生存、养老，因此，农民

工的养老保险制度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切实解决好农民工的养老问题也将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和推动经济的发展。为此，国家

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为确保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制度。国家人力资源和养老保险部公布《农

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该办法的出台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指导意见，确定了农民工参保的基

本框架。 

本次调查以诸暨市为例，通过对当地农民工的养老保险的调查，认清并分析存在的问题，对重点、难点问题提出解决方向，

推动农民工相关问题的改进，真正关心关注如何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将这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落实到实处。 

二、数据分析 

参与调查的男性有 32人（占总数的 32%），女性有 68人（占总数的 68%）；参与调查的农民工年龄在 20—30岁的有 10人（占

总数的 10%），其中包括 8名男性，2名女性；30—40岁的有 33人，其中包括 7名男性，26名女性；40—50岁的有 48人，其中

包括 12名男性，36名女性；50—60岁的有 9人，其中包括 5名男性，4名女性。这说明样本无论在性别还是年龄方面都是很具

有代表性的。在 20—30 岁农民工中有 70.0%的人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而在 30—40 岁和 40—50 岁年龄段各自参加社会养老保

险的人数只有 42.4%和 43.8%，样本总数中超过 50 岁的农民工都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可以看出受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周期较

长的影响，年龄太大的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受到了限制。而且 30—50岁年龄段参加社保的农民工人数比例也不高，养老保

险的覆盖率不高。 

1、方差分析 

利用方差分析“文化程度”、“工资水平”、“对保险制度了解的程度”、“个人的缴费能力”、“对保险的信任度”、“依靠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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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的观念程度”、“手续是否影响参保”、“缴费周期和退休年龄影响参保的程度”、“对保险制度发展的信心度”这些因素对农

民工是否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的显著性。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除“文化程度”和“对保险制度发展的信心度”之外的

所有因素的显著性 P值都小于 0.05，说明这些变量都在 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示，农民的工资水平高低、对保险制度

了解的程度的不同、个人缴费能力的高低、对保险信任度的高低、依靠子女养老的观念不同、对手续复杂或不复杂的认识不同

以及对缴费周期和退休年龄的敏感程度不同，都会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产生不同的影响。 

2、回归分析 

以“是否有参加社保”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资水平、工作稳定程度、对保险制度了解程度、依靠子女

养老的观念程度、缴费周期和退休年龄影响参保的程度、对保险制度发展的信心度、个人部分的缴费能力、手续是否影响参保、

对保险的信任度为自变量，用多重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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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给出了随变量的进入依次形成的 3个模型的拟合情况。可以发现 3个模型的调整 R方虽然一般，但是在依次递增。 

表 2给出了随变量的进入依次形成的 3个模型的方差分析结果。可以发现 P都为 0.000，所以，模型是非常显著的。 

表 3 给出了随着变量的进入依次形成的 3 个模型的自变量系数，可以发现第 3 个模型除了常量系数显著性不强，其它变量

的系数都是显著的。 

经过对数据的方差分析我们能得出各个变量（除“文化程度”和“对保险制度发展的信心度”之外）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社

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再采用逐步法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与农民工是否有参加养老保险最重要的因素，以及具

体的影响模型。根据分析，最终模型的表达式为： 

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0.382＋0.449个人部分的缴费能力-0.271手续是否影响参保＋0.243对保险的信任度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小组选取的样本，无论在性别还是年龄方面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总体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可以较好地反映

出诸暨市农民工对于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真实的看法，同时，根据以上的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较为有把握地得出以下结论。 

诸暨市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比例不高，仅为 42%；已经参保的农民工当中继续参保的为 64%，有 36%的参保过的农民

工没有继续参保，因此其续保率还是相对较低；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周期较长，年龄太大的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受到了限制，

而且 30—50岁年龄段参加社保的农民工人数比例也不高，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不高；诸暨市农民工教育水平较高的人都选择了投

保；诸暨市农民工都普遍希望政府能够增加对于养老保险的补贴；无论是否参保，诸暨市农民工对未来社保的发展抱有很大的

信心；个人部分的缴费能力在农民工是否参保的权衡中占有很大比例，且其影响是正向的；农民的工资水平高低、对保险制度

了解的程度的不同、个人缴费能力的高低、对保险信任度的高低、依靠子女养老的观念不同、对手续复杂或不复杂的认识不同

以及对缴费周期和退休年龄的敏感程度不同，都会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产生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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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根据研究结果以及诸暨市农民工先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 

一是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大多数的农民工投保意识薄弱，归根结底就是由于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二是适当增加农民工养老保险补助力度。从调查中不难看出，个人部分的缴费能力是农民工参不参保的重要依据之一，加

上农民工相对来说经济收入较低，个人承担缴纳养老保险的费用额的负担较重，因而我们认为政府可以适当减少工资收入低而

且年龄较大的农民工个人缴费比例，适当增加单位和政府的补助部分的比例。不能让养老保险仅停留在较高收入的群体，而忽

略真正需要养老保险来保障老年生活的低收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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