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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四川省泸州市的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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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参保率是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通过综合运用描述统计、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从社区、个体特征、家庭、政策知晓和评价层面分析居民是否参保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调查地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保率不高且未来参保意愿不强，是否参保受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户籍、自

我评价家庭经济状况、认为是否有必要加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和是否知晓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据此

提出应着力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宣传力度、针对贫困群体建立养老救助制度并实现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

度无缝衔接以提高城乡居民参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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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为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发展，2014 年 2 月 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即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作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主要覆盖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在制度的建

立和推进过程中，为充分尊重城乡居民的意愿，该制度并未要求强制参保，而是强调自愿参保。在自愿参保的前提下，参保率

是城乡居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居民参保率如何？居民是否参保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如果参保率不高，应合理引

导以进一步提高居民参保率？为分析上述三个问题，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对四川省 A市两个区县进行了研究，以期为调

查地区完善该制度确保其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2 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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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自行设计的入户调查问卷，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逐一入户询问收集资料。调查对象为 16 周岁以上、非在校学生、

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没有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城乡居民。

调查对象的选取，采用立意和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抽取。具体如下：首先，采用立意抽样，根据经济水平和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程度，在泸州市开展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地区抽取了 A 区和 B 区。其次，在该区县中采用多阶

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具体方法为在区县中根据经济水平将所有乡镇分为三个等级组：经济发达组、经济中等发达组和

经济欠发达组，在每个组内随机抽取 1 个乡镇；在每个乡镇，按经济水平的高、中、低分别抽取 1 个街道或行政村；在每个街

道或村随机抽取 25 名调查对象进行调查。本研究共调查了 6个乡镇 18 个行政村中的 703 名城乡居民。

2.2 模型选择

本次研究重点分析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为控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采用多因素分析。因变量为“是否参加养老保

险”，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设定为 1，未参保赋值为 0，由于模型因变量的取值范围仅限于 0或 1，故采用二元 Logistic 建立参保

率影响因素模型。公式为：

其中，P表示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1-P 表示未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α表示回归常数，βi表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Xi

表示各解释变量，ε表示随机误差项。

在文献研究和单因素卡方分析基础上，自变量的选取主要包括：

①社区特征：区县；

②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户籍、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自我评价健康状况；

③家庭因素：家庭人口数、家庭中是否有 60 岁及以上老人、家庭收入最主要来源、自我评价家庭经济状况；

④对制度的了解和评价状况：是否知晓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认为是否有必要加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3 研究结果

3.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在 703 名调查对象中，户籍中以农村户籍为主，年龄最主要分布在 45 岁及以上人群，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婚姻状

况以已婚为主。具体分布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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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调查对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参保率

所谓参保率是指受调查居民知晓我国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占调查总人数的比例，包括其本已参保该制度、但是对该制

度完全不了解、经由调查员解释清楚后确认参保的人员。在 703 名调查对象中，289 名调查对象已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制度的参保率为 41.1%。

3.3 参保调查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原因

本次发现，调查的参保对象最主要的参保原因是认为参加能够带来好处而自愿参加，占 76.8%；其次为村里要求必须参加，

占 11.4%，其他原因详见表 2。

3.4 调查对象未参保的原因及未来参保意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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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14 名未参保的调查对象中，未参保的最主要原因主要是因经济困难而交不起费，占 38.9%，其次依次为对政策不了解和

想等年龄大些再参加，分别占 16.2%和 13.3%，其他原因见表 3。

对于未来是否参保，其中 46.1%的未参保调查对象表示不参加，持观望态度的占 31.2%，而明确表示参保的仅占 22.7%。

3.5 调查地区居民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研究调查地区居民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为因变量，拟

合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采用 forward：conditional 法），模型拟合结果参见表 4。由模型拟合结果分析可知，在控制了

其他因素后，相对于 16～30岁人群，其他年龄组人群参保概率更高，分别是其 3.313、5.697、5.534 倍；女性的参保概率是男

性的 1.498 倍；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参保概率是文盲的 1.799 倍；城镇户籍人口的参保概率是农村户籍的 2.119 倍；自我评价家

庭经济状况为好的参保概率是评价为一般的 5.587 倍，是评价为差的 10.753 倍；知晓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参保概率是不知晓

人群的 2.482 倍；认为有必要加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概率是持“无所谓”态度的 4.219 倍，是认为没有必要加入的 43.47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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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与建议

4.1 调查地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保率不高，未来参保意愿不强烈

本次调查发现，调查地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保率仅为 41.1%，参保率距离制度的目标实现仍然有很大提高空间。

在未参保人群中，对于未来的参保意愿，明确表示参保的仅占 22.7%，46.1%的未参保调查对象表示不参加，持观望态度的

占 31.2%，说明未参保人群未来参保意愿不强烈，这对进一步提高参保率提出了较大的挑战。

4.2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户籍、自我评价家庭经济状况、认为是否有必要加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否知晓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制度是城乡居民是否参保的重要影响因素

回归拟合发现，在个体特征中，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是调查地区城乡居民参保的影响因素。在年龄中，相对于 16～30 岁

人群，其他年龄组人群参保概率更高，其原因是相对于 16～30 岁人群，其他年龄组人群自身和家庭养老负担明显加重，因此更

倾向于加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来缓解养老压力，这也是城乡居民理性预期的选择。这个结果也说明了目前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制度出现了逆向选择现状，但该逆向选择不会对目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带来较大的风险，因为该制度采用统账结合模式，

其中社会统筹部分主要来自财政，不涉及通过代际收入转移来是基金平衡的问题。在性别中，女性的参保概率是男性的 1.498

倍，其原因可能是男性外出务工的比例更高，因此造成了不知晓该制度而没有参保或在工作地已经加入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而不符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条件；文化程度中，参保概率实际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分布，即文化程度为小学的

对象参保概率最高，文盲、初中、高中或中专及以上人群参保概率低。造成上述现象原因应是分层的：文化程度中小学文化较

文盲高，原因主要是小学文化的城乡居民获取制度信息较多、思想相对开放、对制度预期较好而参保率更高；初中、高中或中

专及以上人群参保率较小学文化低，与前述性别差异的原因一致。在户籍中，城镇户籍人口的参保概率是农村户籍的 2.119 倍，

其原因是城镇户籍人员因无土地保障而对养老保险保障需求大、思想相对开放而对制度预期较好，参保率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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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因素中，主要影响因素为自我评价家庭经济状况，自我评价家庭经济状况为好的参保概率是评价为一般的 5.587 倍，

是评价为差的 10.753 倍，由此可见，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参保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在分析未参保原因时，因经济困难而

交不起费即是首要原因，占调查对象的 38.9%，这一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结论。

对制度的了解和评价状况也是重要影响因素，知晓制度、越认为有必要加入制度的城乡居民参保率越高。

针对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大养老保险制度宣传力度以改善城乡居民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知晓情况和养老保险意识从而实现参保率

的提高。在宣传主体中，建议构建以乡镇和区县人民政府、基层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为主体，参保居民、村社干部、大学生志愿

者为补充的宣传体系。在宣传方法上，针对城乡居民中老年多、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特征，宣传时应以实际的鲜活案例宣传为

主、知识普及为辅，以提高宣传效果。在宣传时间选择上，应建立集中与常态宣传相结合的方法，结合调查地区属于我国劳务

输出地区特点，集中宣传主要选择在春节前后和秋季农作物收割前后，抓住赶集、聚会等进行集中宣传以提高宣传效率。

二是应针对贫困群体建立养老救助制度并实现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无缝衔接。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未满 60 岁周

岁的人员，必须按年缴纳养老保险费，累计缴满 15 年，按当前最低的 100 元/年保险费计算，15 年即为 1500 元。对于部分贫困

家庭而言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从而导致其未参保，进而无法享受国家普惠式的养老保险金（即基础养老金部分），这根本无法

改善其本身已经较为贫困的家庭，也有违于制度的公平性（越贫困的人得不到养老保险金）。在调查地区当前的制度中，仅提

出“对重度残疾人、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指独生子女三级以上残疾或死亡且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夫妻，各区县人

民政府按 100 元/年·人的标准为其代缴养老保险费，所需资金由各区县财政自行负担”，贫困人口暂时没有纳入其中。笔者认

为，可以设计一个由财政投入、社会捐赠、提取福利彩票公益金的资金来源的城乡居民养老救助制度，对象即覆盖到城乡居民

中的经济困难群体。针对这部分经济困难群体，其养老保险费根据其经济苦难程度从城乡居民养老救助制度中予以部分或全部

解决，从而改善由于经济困难而无法参保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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