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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思考 

李长通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8000多万

据预测,到下一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老龄人口将上升到总人口的23%左右,到那时候我国将成

龄型国家,给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带来一系列的矛盾。随之而来的赡养矛盾也会日益突出,如不未雨

会的发展,影响社会文明和社会稳定。因此,农村社会养老已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社

局、迫在眉睫的战略任务。 

  一、家庭养老现状及老人心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家庭养老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1995年,针对农村的养老问题,我们在富平县进行过一次百户家庭养老现状调查,结果表明农

子女孝敬老人或基本能履行赡养义务的占44%,在赡养问题上争争吵吵、有分歧、有矛盾的或尽赡养义务

36%,不尽赡养义务的占17%,因赡养问题引起纠纷、告状诉讼的3%。以上情况说明,几千年遗留下

家庭保障体系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家庭

为副的农村养老现状,逐步地要发展到以社会养老和靠自身的积累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补充的社

据调查,出现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1.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

与父母分家另立门户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一方面有利于培养其独立创业意识,另一方面也使赡养

薄。2.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不再是维系家庭的主要生产对象,一些青壮年从

年在外打工, 甚至“乐不思蜀”,也给身在农村的老年父母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996年笔

时,对官北乡青山等三个村,以“你认为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是

关注的是养老问题,其次是医疗问题。3.随着人类寿命延长,独生子女通婚,造成一对夫妇,上养四

子的家庭单元结构(亦称4—2—1结构),使家庭经济上难以负担,生活照料、精神抚慰更难以顾及。

  市场经济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带来了农村老人心态的变化。由于年老多病,贡献愈来愈小

随之受到削弱。经济支配权利十分有限 (有支配权的仅占17%,无支配权的占46%),加之,医疗费用的上

力之间的矛盾,因而老人在家中得不到应有尊重,甚至受到岐视或虐待。很多老人自卑感增加,自

了”,“活着是多余的”。他们看不到自身的价值,感叹晚年的凄苦,失去生活信心,消沉忧郁,性情孤癖

无人养,病了无人医,不能动弹,无人侍候。 

  二、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势在必行、功在千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国家为解决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问题而建立的一种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的社会保险,是根据国家宪法和有关法规,由政府组织的非盈利性质的社会福利事业。 

  为顺应历史的发展,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农民的养老问题,1991年,民政部在国内外调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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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同年在山东牟平县组织试点,随后在全国逐步推广,至此一个上为国家分

养老保障体制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下,在全国各地开始启动。到目前,全

覆盖面占应投保人数的20%,积累保费一百多亿元。我市的这项工作起步于1992年,1993年减轻农

农保工作,在基层干部思想上出现了误区;1994年机构改革,又受到了冲击;1995年、1996年自然灾

影响。尽管这项工作举步艰难,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截止1997年6月底,全市已有15万人

2500万元,出现了保费六个县超百万、四个县超三百万的良好势头。从我市当前发展的形势看,虽

传力度不够、投保覆盖面仅占440万农民的3%,但我们深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和政策的深入人心

群众欢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理由:(1)在建立市场经济进程中,保障

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维系机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

体制,市场经济必然会出现竞争,竞争中又必然会出现社会弱者,加之机构改革、精减冗员,社会失

加,这就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来保持社会公平,调控的手段主要是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如果在推行市

中,社会保障工作跟不上,特别是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后顾之忧解除不了,就可能由于分配差距拉大、犯罪因素

增加而影响社会稳定;由于道德下滑而制约经济发展、延缓社会进步等。(2)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

发展经济,实现小康,首先要控制人口增长,要长期实施计划生育国策,首先要妥善解决好农民的养

识到农村养老保险的积极作用,计划生育工作就会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3)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经营出现风险甚至倒闭这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职工的退休养

成为长期从事乡镇企业生产的农民的一大心病。农村养老保险为企业职工的晚年生活提供了可靠的保

提高乡企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还可以调节人际关系,体现社会主

明,它代表了亿万农民的心声,所以说农村养老保险不但是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且是一

子孙的千秋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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