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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村居民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中的

影响因素——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
*1

张寅凯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为解决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存在的缴费激励性不强的问题，通过简单随机抽样对武汉市江夏区农

村居民进行了调查，最终得出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意识影响较大的因素为年龄、婚姻状况、文化与观念、子女

数量、商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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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自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来，由于其广阔的覆盖面及与城乡居民

生活的高度关联性，迅速成为了我国社会保障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

但学术界针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研究才开展不久，存在许多方面的不足之处，能够查到的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相关文献资料也相对不够充足。从现有的调查来看，部分居民对该制度的了解程度极其有限。参保虽然为自愿性质，但是大

部分农村在开展工作初期为强制性参加，易使人产生反感情绪。还有一些已经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农村居民对自

己参加了何种保险、今后享受的待遇状况及相关管理制度的理解程度与实际规定存在较大程度的偏差。在人口老龄化风险的背

景下，如何激励广大人民多缴费是社会保障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而解决这个困境的一个有效方法便是在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缴费意愿后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激励机制。研究农村居民在这一制度中的缴费意愿，对于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尤为重大的意义。

农村居民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收入水平是影响养老保险缴费意愿

的最主要因素，个人条件、文化、政策宣传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保也有较大影响。因此影响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意愿的

因素是非常多且复杂的，对我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从不同角度加以激励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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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区隶属于湖北省武汉市，户籍人口 64 万，常住人口 85 万。2014 年，江夏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14450 元，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218814 人。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课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意愿可持续性及激励机制研究”。调查对象是江夏区的农村居民。

调查问题涉及个人基本信息、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缴费情况和意愿、个人的开放性建议等。发放问卷前，我

们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与具体政策的变化，将问卷进行了重新修改，细化了对调查对象收入的调查范围，便于我们进一步探究

影响农村居民缴纳养老保险的因素。在发放问卷时，注意保持调查对象性别平衡与年龄正态分布。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

法，受条件限制，共发放问卷 300 份，全部回收，问卷回收率良好。经过整理，其中有效问卷共 238 份。

本次调查中，调查对象年龄总体集中在 35 岁～ 50 岁之间，大致符合正态分布，男女比例为 2：3。

3 影响农村居民缴纳养老保险的因素

通过调查，发现以下因素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存在较大的影响。

3.1 年龄

在不同的年龄段，农村居民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意愿和续缴意愿是不同的。但具体影响程度则无法通过简单的推断得

出。因此通过将年龄和参保意愿、续缴意愿分别进行交叉分析，得出实证结果如下：18 ～ 35 岁的群体中，非常愿意参保的人

数占 28.6%，比较愿意的占 46.4%，一般愿意的占 21.4%，不大愿意的占 3.6%；36 ～ 49 岁的群体中，非常愿意参保的人数占

27.8%，比较愿意的占 38.4%，一般愿意的占 27.2%，不大愿意的占 6.6%；50 ～ 60 岁的群体中，非常愿意参保的人数占 16.1%，

比较愿意的占 35.5%，一般愿意的占 41.9%，不大愿意的占 6.5%。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随着被调查群体年龄的增加，选择“非

常愿意”与“比较愿意”的人数明显下降。年龄越大，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意愿越弱。年轻群体的缴费意愿更高。老年农村

居民缴费年限较年轻居民长，参与积极性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而年轻群体由于并未经历老年群体的长期缴费过程，缴费积

极性较高。再加上年轻群体与老年群体文化程度、思想观念上的差异，二者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方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

异。

3.2 婚姻状况

被调查者中，84.4% 为已婚者。在参保意愿方面，整体来看，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有较强的参保意愿（“比较愿意”及以

上），但从有较强意愿的这部分群体内部看，未婚群体选择“非常愿意”的人数占该群体总人数的比重远大于已婚群体选择这

一选项的人数所占群体人数的比重。由于婚姻使得个人生活变为夫妻双方的生活，养老风险的防范已经不需要完全依靠单人，

配偶的收入水平、子女等因素都将对个人参保产生“挤出效应”，降低其参保意愿。

3.3 文化程度

本处的文化程度主要以个人学历情况为主要衡量指标，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学历越高，其受教育程度越深。不同受教育程

度的人，在价值观念和个人素质方面呈现出明显差异。文化程度对农村居民的参保意愿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根据调查，我们发

现：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缴费意愿较强及以上的人数占该群体的 51.61%，初中缴费意愿较强及以上的人数占该群体的 67.05%，

高中缴费意愿较强及以上的人数占该群体的 68.82%，大学本科及以上缴费意愿较强及以上的人数占该群体的 77.5%。受教育程

度较高的群体，养老防范意识较强，参保意愿越强。

3.4 “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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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养老观念认为“养儿防老”是应对老年风险的主要途径，即为个人年轻时抚养子女，年老后依靠子女赡养为主的养

老方式。这种方式可以理解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年老群体，大部分都认同这一观点。因此，假设认同这一观点的群体

参保意愿较不认同这一观点的群体参保意愿低。

从研究的结果来看，认同养儿防老观念的农村居民中，47.15% 的这部分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意愿一般及以下，而在不认同养

儿防老观念的农村居民中，仅有 19.13% 参保意愿一般及以下。因此，对“养儿防老”观念较为认同的群体，养老保险的缴费意

识则较为薄弱。他们对子女的依赖性较强，认为子女可以替代养老保险的作用，自身不需要再另外花钱交养老保险。这与我们

之前的假设相符合。如何在观念上突破我国的传统养老思想，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养老，是政府和每一个公民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3.5 子女数量

家庭子女数量是影响城乡居民参保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家庭子女数量越多，父母的养老压力越小，参保

意识较弱。根据调查，拥有 3 个子女的家庭非常愿意参保意愿比率为 12.5%，而 2 个子女的家庭的比率为 22.7%，1 个子女的

家庭的比率为 29.3%，没有子女的家庭的相应比率为 26.8%，虽然并不是严格的递减，但总体呈现负相关趋势。这说明，家庭子

女数越多，“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也越深刻，家庭养老压力越小越不愿意参保。养老压力大的家庭，参保意愿也较为强烈，

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居民对养老保险的保障作用的认同感与信任感。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防范老年的养老风险，有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

3.6 个人年收入

关于年收入与农村居民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意愿的关系，一开始的假设是：正如个人年收入越高，缴费和负担能力

越强，相应的，个人年收入与农村居民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意愿也呈正相关关系。然而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个人年收

入与居民农村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意愿没有相关关系。原因大致如下：第一，缴费意愿不等同于缴费能力。低收入农

村居民群体虽然经济负担能力较弱，但其也有缴费的意愿。不能把二者等同考虑。第二，低收入农村居民群体的缴费意愿甚至

略高于中高收入群体。抛开现实的负担能力而言，低收入农村居民群体更需要实际的保障。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

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可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低收入农村居民群体更需要

的是底部两个层次的需求得以满足，而中高收入群体底部两层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更需要精神方面的需求。从这一角度加以理

解即不难对此调查结果做出解释。

3.7 商业保险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较西方

发达国家低，难以兼顾面上的全覆盖和水平上的全面保障。因此，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仍处于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需要

其他的保障制度加以完善。商业保险能够弥补社会保险中存在的不足，是社会保险的补充和多层次保险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根据调查，我们发现：第一，商业养老保险对社会养老保险具有较强的替代作用。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村居民群体并且在参加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表现出较强意愿的占 56.8%，而未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村居民群体在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表现出较强意愿的占

72.7%。这体现了商业养老保险由于替代性较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居民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而转投商业养老保

险。这也暴露出我国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弊端；第二，虽然商业养老保险对社会养老保险具有一定的补

充作用，但并非所有群体都有能力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调查中仅有 40% 左右的农村居民购买了商业养老保险，大多数农村居民

仍需依靠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保险依然是我国农村居民养老的首选。

4 结论



4

综上所述，总体上影响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意愿的因素有：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养儿防老”传统观念、子女

数量、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其中，已婚农村居民、赞同“养儿防老”观念的农村居民、购买了商业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缴费

意愿较低；缴费意愿和年龄、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和子女数量呈负相关。

长期以来，由于受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形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二元化格局。事实上，针对不同户籍

身份实施不同标准的制度安排，由于违背了社会保障的制度统一原则，往往不但不能有效促进社会公平，反而人为地重新扩大

了社会不平等。各级政府在全面推进全覆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应采取积极举措财政等方面激励地方政府提升养老金水平

和一体化制度建设，缩小城乡居民社会保险水平差距，从而使得这一制度更加具有普惠性和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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