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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市某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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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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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宣威市某村自 2011 年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

问题。本文通过到该村发放调查问卷，收集相关数据加以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制度运行现状进行分析，

发现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不断完善该村城乡居民的养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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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村基本情况及制度运行概况 

1.1某村基本情况介绍 

在对该村的村委会工作人员进行访问时了解到某村属于山区，距离镇政府 15公里，国土面积 8.5平方公里。有农户 636户，

乡村人口 2058 人，其中农业人口 2047 人，劳动カ 1153 人，从事第一产业人数 910 人。2018 年全村总收入为 1330.55 万元，

人均纯收人为 6500元（数据来源于某村村委会)。 

1.2某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概况 

截至 2018 年，某村共有符合参保条件的 939 人参保，其中正常人员 914 人，残疾人、五保户共 25 人，在对村委会的工作

人员访问中得知该村绝大部分居民都参加了城居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该村有着广泛的覆盖率，参保人数逐步増加。 

近三年来某村参保情况如下，2016年保费收入为 119100元，发放待遇人数为 346人，发放待遇 311400元；2017年保费收

入为 119100元，发放待遇人数为 355人，发放待遇 362100元；2018年保费收入为 121500元，发放待遇人数为 363，发放待遇

365135元。由数据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 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人领取了养老金，基本生活有了更多的保障（数据来源于某村村

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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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概况 

2.1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通过到某村进行纸质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并结合网上问卷发放的方法进行，纸质问卷调查形式主要针对老年人

和文盲等特殊群体，网络问卷用于能熟练应用手机并且能够理解问卷内容的群众，并回收问卷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以确保数

据分析的精确度与科学性。 

问卷调查时间为 10天，共发放问卷 220份，回收问卷 210份，有效问卷 210份，问卷回收率为 95%，回收问卷有效率为 100%。 

2.2调查范围及概况 

调查对象为该村符合参保条件的居民。调查的内容涉及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对政策有关内容的认识了解程度和养老金

领取等有关内容，通过多角度更全面地了解该村城居保的运行现状。 

2.3调查结果概况 

在性别结构方面，调查总数为 210 人，其中男性 112 人，占比为 53.33% ；女性 98 人，占调查人数的 46.67%,其中有 152

人参加了城居保，占比为 72.38%，未参加人数为 58人，占比为 27.61%。 

在年龄结构方面，16-30岁有(52人(29.52%)，31-45岁有 59人(28.1%)，46-59 岁有 66 人(31.43%)，60 岁以上有 23 人

（10.95%)，其中 46-59岁的被调查人数最多，占调查总数的 31.34%。 

在文化程度方面，知识水平为文盲的有 30人，占比为 14.29% ；小学有 39人，占比为 18.57% ；初中有 53人，占比为 25.24% ；

高中或专科有 59人，占比为 28.1% ；本科及以上有 29人，占比为 13.81%。 

3 某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3.1政策宣传不到位，居民对政策知晓度低 

在调查中了解到通过村内的公示了解城居保的人数最多，有 139人（66.19%)；其次是邻里街坊的介绍有 115人（54.76% )，

最后是网络途径了解有 91人（43.33% )，居民的信息了解渠道并非单一，但对政策了解程度却偏低。目前该乡政府并没有设立

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对政策进行专题说明，且居民从网络、村委会和他人告知所获取到的信息零散，三者没有对同一政策进行相

互的补充和说明，宣传方式间没有建立起联系性。此外，居民对政策的理解与接受度也受文化程度的影响，对政策完全不了解

或不了解的居民合计人数如下，文化程度为文盲的有 20人，小学的有 9人，初中的有 16人，高中或专科的有 13人，本科及以

上的有 4人，居民对政策的了解与接受度会受到文化水平的影响，近而影响到居民的参保率与投保档次。 

3.2居民投保档次低 

该村在缴纳保险费时设置了 12个档次，在被调查的参加了城居保的 152个居民中，在投保档次选择时选择投保 100元的有

84人（55.26% )，选择 200元的有 20人（13.15% )，选择 300元的有 19人（12.50%)，居民在选择参保档次时绝大部分选择低

档次保费，投保档次低。联系居民年收入及其投保档次情况来看，村里低收入人群集中在 100-200 元的缴费档次很正常，但是

经济条件稍好的年收入在 10000元以上的人群占到样本量的 85/210=40.5%，有 49人集中在 100-200元的缴费档次，说明政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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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释放出应有的吸引力，原因可能在于政策保障水平不高，也可能跟本次调查中相対高收人人群的年齢分布有关，85人中有 52

人在 45岁以下，正值壮年、年富力强，他们或许更加看重未来养老的自我依仗，而社会养老的观念于这些人群而言可能处于不

甚重要的地位。 

3.3养老金发放金额有限，难以发挥养老保障功能 

此次调查中 60 岁以上的人口为 23 人，且已经领取了养老金，每月领到的养老金为 103 元，在看待养老金对基本生活的帮

助作用时，有 2人认为领取的养老金帮助“相当大，解决了养老问题”，其余的认为养老金帮助“不太大，但缓解了养老压力”

或是“帮助不大”，居民对城居保的保障水平并不乐观。居民对参保的看法也受养老金的影响，在调查居民未参保的原因中养老

金的影响因素占有一定比重。居民未参加城居保的大部分原因是对政策不了解，看以后城居保的实施情况再决定，但是出于养

老金太少，保障功能不足的原因而未投保的人也占了一定比重，占比为 21.73%,可看出养老金的数额对参保率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也影响到了城居保的覆盖范围。 

3.4居民对政策的满意度低，参保积极性弱 

居民在对城居保政策做出评价时大部分居民对城居保的评价并不理想，在待遇水平、保障程度、缴费标准方面大部分居民

给出的评价为一般或是不满意，而城居保的缴费年限及领取条件决定了人们参保后不能立即领到钱，回报时间长，这可能影响

到居民对城居保的满意度。此外，目前养老金通过银行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而该村距离乡政府有 15公里，对于老年人来说养

老金的领取存在一定的不便，间接地影响着居民的满意度。另ー方面通过调查了解到居民对参保后能不能及时领取到养老金、

待遇水平、政策及物价的变化也有所顾虑，在参保时也会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对未来问题的不确定也使居民持观望态度，加

之对政策的不了解以及传统的家庭养老思想，间接地影响到居民的参保积极性。 

4 对策建议 

4.1加大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宣传カ度，扩宽宣传渠道 

提高居民对城居保的认识水平，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政府方面，市政府应开设官方的养老保险微信公众号，及时公布实时

信息，并完善新媒体宣传（如网络宣传专题)、増加养老手册的印发数量，加大人、财、物三方的投入预算，保证政策宣传工作

的有效开展。基层机构方面，村委会可通过村里的广播定期播放相关的养老政策，召开村民大会进行知识讲座，进ー步普及养

老知识，并到居民的家里进行工作探访。了解居民对养老保险的看法，有助于后续エ作的开展；此外基层工作人员应该提高自

身对养老保险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好政策的宣传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群众。 

4.2种植经济作物，提高居民收入 

该村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来源之一为纯粹农务收入，进行土地种植的人数多，经验丰富，对当地的气候变化及土地的性质也

比较了解，因此可以因地制宜种植经济作物（如土豆），发展产业链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从而提高居民的参保能力与参保积极

性。另ー方面政府应针对该村的实际情况发展扶贫产业，改善当地的交通道路情况，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设施，从而

提高居民的经济收入，让居民有更高的投保能力，増加保费收入。 

4.3建立多元养老模式，提高养老质量 

投保档次低，保费收入少，基金的保值增值压カ大，在这ー背景下养老基金的发放数额受到很大限制，短期内想要増加养

老金额，仅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养老是无法实现的，需要发展多方共同参与的多元养老模式。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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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与土地养老，这两种养老模式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可以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与其相结合，这样不仅缓解了城居保的基

金圧力，还可以提升养老质量。此外，鼓励有经济基础的居民购买商业保险，满足居民的养老需求，提高居民的养老质量。 

4.4适当提高补贴カ度，鼓励居民多缴多得 

城居保政策鼓励多缴多得，当居民选择投保档次时应公示不同的缴费档次所能获得的补贴，当地政府应在经济能力范围内

适当地提高补贴カ度，从而提高居民的参保积极性与参保动机；对已领取养老金的居民进行探访，了解居民对城居保的不满之

处，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居民对政策的满意度。此外加大对城居保的政策宣传，让居民更好地了解城居保，减少他们的

疑虑，从而提高参保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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