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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机制探讨

刘小毛

【摘 要】：江西作为欠发地区之一，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通过分析财政、集

体、个人三方面的筹资能力，了解资金筹措的瓶颈所在，提出拓宽江西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的渠道：

一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缴费档次；二是提升财政投入比例；三是努力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

值；四是以税收支持新农保基金的筹集；五是建立新农保捐赠基金和发行社会保障彩票；六是探索新农保与其他养

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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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西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机制现状

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江西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实施办法》，办法规定：2009

年在全省范围内的新建县、于都县、永丰县、万载县、乐安县、新余市渝水区、婺源县、修水县、鹰潭市月湖区、浮梁县、芦

溪县等 11 个县（区）进行试点。

1.个人缴费。办法规定：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 100 元、200 元、300

元、400 元、500 元等五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根据江西农村居民平均生活水平，原则上按 100 元缴费

起步。

2.集体补助。办法规定，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

社会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员缴费提供资助。从中可见，集体补助要根据村集体的经济状况来定，可补也可以不补。

3.政府补贴。对符合领取养老金条件的参保人员，中央财政负责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55元。省财政对参

保人员缴费每人每年补助 24 元，县（市、区）财政补助 6元。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由省、县（市、区）政府为其代缴全部最低

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100 元。其中省财政负担 80%，县（市、区）负担 20%。

二、江西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筹措与瓶颈分析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10 年江西省 11 个试点县 16～59 周岁参保人数达 211.38 万，参保率 79.17%
[1]
。省财政在 2010 年已

拨付 5161 万元，补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其中 3.3 万农村重度残疾人由省财政代缴养老保险费。

1.财政对新农保的支付能力。根据规定，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 60 岁以上的参保农民按每人每月 55 元的基础养老金给予

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 50%的补助。据测算，2008 年中央财政对中国农村人口基础养老金的补贴数为 535 亿元左右，2008

年中央财政收入为 32680.56 亿元，这样中央财政对全国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补贴数额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1.64%
[2]
。中国持续

二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自 2000 年以来，都是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中央政府完全能能力承担建设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的重任。2009 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 6.8 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为 35896 亿元，同比增加 3216 亿元，增长 9.8%；

地方本级收入 32581 亿元，同比增加 3931 亿元，增长 13.7%。而在江西省，从 2007-2009 年连续三年 GDP 实现 13%以上增长，

2009 年全省生产总值达 7589.2 亿元，全年财政总收入达 92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7%，财政收入较快增长为大力实施新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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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支持。省级财政为农村参保人员每人每年补助 24元，完全能够承受。县（市、区）财政对农村参保人员

每人补助 6 元，也有支付能力。

2.村级集体的补助能力。由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废除农业税和规范农村行政收费之后，绝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

实力薄弱，对新农保实行补贴比较困难。加上，集体补助也不是硬性规定，有条件的村集体就补，没有条件的村集体可以不补。

3.农民个人缴费能力。2009 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 5075 元，比上年增长 8.0%，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45.6%，比上年下

降 3.8 个百分点。最低档次的个人缴费标准（100 元/年）占 2009 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1.97%，这一比例也低于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的 8%个人缴费比例，除农村特别困难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大多数农民能够承担。最高档次的个人缴费标准

（500 元/年）占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 9.85%，相对来说，这一比例偏高，参保农民投保这一档次的人数很少。

4.新农保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新农保资金的保值增值困难，不仅仅是江西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按江西省的实施

办法，新农保基金以县级为统筹单位，实行预决算制度。县级农保机构在指定银行设立农保基金专户，专账专管，专账专用。

对新农保基金的运营，江西严格执行“下管一级、存银行、买国债”的规定，基本保证了基金的安全。但是基金的投资渠道太

单一，主要是存入银行，如 2007-2009 年全省的基金额中超过 85%存入银行，另外一小部分购买长期国债和一些大型企业的债券，

导致新农保基金的收益低下，甚至出现负增长。在现实管理中，基金的运营安全与基金的保值增值似乎始终是一对矛盾，提高

新农保基金的运营安全性，就要影响其保值增值。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去破解这一难题，在确保基金的安全下，尽可能地提高

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三、拓宽江西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的渠道分析

1.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缴费档次。根据江西省的实施办法，年满 60 岁的农民至少可以领取到 55 元的基础养老金。

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高，可以选择较高档次的缴费标准，村级集体经济对农民的集体补助也能确保到位，因而个

人账户便有更多的积累，参保农民 60 岁后，能够领取到的个人账户金加基础养老金总额也较高，从而保障能力也就较强。而欠

发达地区，农民收入较低，只有选择最低档次的缴费标准，村财政也较薄弱，使得能够进入个人账户的金额就少，60 岁后能够

领到的钱便不多了，保障水平就较弱。

2.提升财政投入比例。国际经验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离不开公共财政的支持。目前，全世界有 162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中 70 个国家或地区包含全部农村人口。德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 2/3 源于参保农民的保险税和政

府补贴，日本实行城乡一体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础养老金按照责任共担原则，国家至少负担 1/3，并列入政府财政预算
[3]
。

波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由国家组建，国家财政出 2/3，农民交纳的只占 1/3.中央财政应当向中西部地区以及相对贫困地区倾斜，

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对参保农民的参保费直接给予适当的补助。省级财政在确保支农资金的前提下，新增财力要

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倾斜，建立各级财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专项资金。2008 年，江西省农村低保人数由 100 万增加到 150

万人，月人均财政补差标准 50 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为不低于月人均 70 元，而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 55元，不及农村

低保的月人均水平，很难谈得上保障生活。为此，一方面中央财政、省级财政要不断提高基础养老金的标准，切实保障农村老

年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特别要对农村无子女户、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的参保费给予补助。

3.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突破以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为唯一投向的限制，在确保基金的安全运营下，探

寻有效的投资渠道，让基金逐步进入金融市场，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料，允许社会保障基金

投资的国家，其保险基金的投资比例一般为：公司股票 60%，公司债券 17%，政府债券 6%，短期贷款 3%，抵押贷款 11%，房地产

投资 3%
[4]
。根据江西省的实际情况，建议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向可适当调整：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的比例为 60%左右，各类债

券的比例 10%左右，证券、股票投资 20%左右，其他投资不超过 10%。近年来，各地处于快速发展期，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

快，政府的城投公司在资金缺乏时，往往会以高于银行利率向外借款，因此可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将其作为部分养老金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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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渠道。各地的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特别是地方政府大量建设城市经济适用房、安置房、廉租房等，将少量的新农保基金投入

房地产建设，可以以较少的风险获得较高的收益。

4.以税收支持新农保基金的筹集。国外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税收。中国目前实行的新农保制度，突出了个人缴费和国

家财政补贴，仅在全国 10%的县（市、区）试点，要在 2020 年之前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还任重道远。国家应该开征有

关的税收或完善有关的税收制度，以根本解决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缺乏的问题。一是开征社会保险税，实现收入法制化、规范化、

公开化，提高征缴率，纳入预算管理；二是增设遗产税、赠予税等新税种，对非劳动所得收入进行调节，把这些收入的一部分

作为财政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三是对基金收益实行免税。对基金运营实行免税是国际惯例，中国对农村养老保

险基金的运营免税还没有相关规定，需要尽早出台有关的政策；四是土地转让政策支持。土地资产逐步成为中国重要资金来源

和融资手段。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计算，1999 年以来，中国土地出让总收入已达 6.9 万亿元人民币。地方财政可从土地

转让所产生的税费，如土地转让费、土地补偿费、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返还一定的比例注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五是对村级集体经济补助新农保给予税前列支。

5.建立新农保捐赠基金和发行社会保障彩票。鼓励国内外企业、单位、社会各界人士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捐赠现金或实物资

产，形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特殊基金，以促进新农保制度的健康发展。

6.探索新农保与其他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办法。要探索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形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衔接，实现全

国统一的新农保转移接续。做好新农保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衔接，充分调动农民工和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允许农民

工建立双养老账户，同时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打通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与新农保相互转移的通道，建立城乡衔接、跟踪一

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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