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西部开发网——通行证： 用户名： 密码： 登录 | 注册 帮助？ 论坛 | 博客 | 图库

举报信 

再告作者 

举报信 

再告作者 

杂志介绍 机构设置 

联系我们 期刊证书 
 

  

中国学术类 

科学发展 | 热点聚焦 | 西部论坛 | 财政金融 | 区域经济 | 领导决策 | 哲学美学   

经济论坛 | 经营管理 | 公共管理 | 文史纵横 | 党史党建 | 教育探索 | 和谐社会   

环境能源 | 信息科技 | 影视传媒 | 心理健康 | 博硕园地 | 他山之石 | 法制建设   

新西部 > 公共管理 > 正文 

甘肃省农村养老保险现状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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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年来，甘肃省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减弱，养老保险覆盖面不断降低，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基本趋于停滞。

目前甘肃省急需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问题，具体包括解决养老保险金的筹集问题、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保小不保老

问题”、农村特殊群体的养老保险问题，以及养老保险金的保值增值和管理问题。但是，基于甘肃省的现实省情，不可能

一次性完成农村养老保险的全面制度建设，因此进行甘肃省养老保险建设的现实可行路径是从完善当前五保户老人供养工

作开始，逐步过渡到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全面建设。  

  [关键词] 农村养老保险；  五保户供养；  甘肃省  

  一、甘肃农村养老保险现状分析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试点探索。1986年，民政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正式提出在经济发达地区发展社

区型养老保险，1991年6月原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基本方

案》）。[1]1993年开始，根据国务院和甘肃省政府关于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要求，甘肃省先后在敦煌市和

西固区等部分县（市）开展了试点工作。到1995年时，甘肃省民政厅发布了《关于稳步推进我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

见》（以下简称《工作意见》），全省已有4地（市）16个县（市、区）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并且已有8万多农

民参加养老保险，积累保险金350多万元。[2]1995年至1998年间，是甘肃省农村养老保险工作迅速发展的几年，农民参保

的积极性较高，但是到了2000年参保人数急剧下降，到2006年为止，甘肃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然

而与此停滞状态相对应的，却是急需解决我省农民养老问题的紧迫性：  

首先，尽快解决农村养老保险问题，其最基本也是决定性的原因就在于客观省情。据资料显示，甘肃省贫困人口尚有500

万人，农村贫困面仍然高达27%，城镇化水平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目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仅能照顾到极少数

特困户和五保户老人，而大部分农村老人老无所养，老无所依。  

其次，一方面甘肃省为解决农民的脱贫问题，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土地收益不断下降导致收入不

断下降的窘况，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打工者的行列，大量的青壮年劳力流向城市，这都使得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

的速度不断加快，家庭养老的实际能力在弱化，[3]尤其是很多农村本来就很贫困，更使得许多老人生活在贫困中，根本

无法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  

二、建立甘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亟需解决的问题  

1、必须解决农村养老资金筹集来源以及农村养老账户的设置、管理问题  

养老资金的筹集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工作意见》依照《基本方案》的原则，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资金筹集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与政策支持”的原则，在此基础上，还规定国家予以政策扶持，

主要是通过“乡镇企业职工及其他人员的集体补助应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税前列支体现”，[4]集体补助主要从乡镇企

业利润和集体积累中支付。[5]这样的规定虽然体现了国家、集体与个人责任相结合的原则，但它已经从制度上把我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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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没有乡镇企业或者乡镇企业发展不景气的农村地区排除在了集体补助之外。如此一来，集体无力或不愿为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给与补助，甘肃省对于集体补助的数额以及不给与补助的惩罚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政府也并未承

担直接财政支持的责任。农民养老金“以个人缴纳为主”变成了“完全由个人缴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演变成了

一种强制性储蓄或鼓励性储蓄。[6]  

2、必须解决现实存在的“保小不保老”问题，并且从养老金的现实支付和对农村老人的供养中让农民体会到参保的实效  

现在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存在着“保小不保老”的严重倾向，《基本方案》规定参保年龄为20周岁至60周岁，这一规

定使得制度实行时年龄超过60周岁的老年人无法参保。[7]从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员结构来看，也主要以中青年人为

主。同时，早期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有的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少，时间短，退休后养老金

很低，根本起不到保障基本生活的作用。这使得在实际生活中，真正需要现实保护的大量的老年人由于超出参保年龄无法

从养老保险中得到赡养，而一些参保时间较短的老人也得不到保障，这势必会在农民心中造成该保的老人都享受不到应有

权利的印象，影响到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3、着重解决农村特殊群体，即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  

（1）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甘肃省也有大量农民失去耕地、失去基本

生活保障，而在解决被征地农民的保障问题时，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对失地农民来讲，失去了土地，

也就失去其基本生活保障，微不足道的安置费难以保证失地农民重新置业，更不要说以其作为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的终极

资源，被征地农民是一个比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更为弱势的群体。因此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将被征地农民作为

重点群体之一，以青壮年劳动力为重点促进就业对象、老龄群体为重点保障对象，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问

题。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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