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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村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

占农村人口的7.36%，超过城镇的6.29%的水平。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将达

17.39%（城镇为13.1%）。我国现在农民养老仍以家庭养老为主，农村社会保障基础相当薄弱，建设步伐大大落后于

城镇，无法保证未来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我们要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借鉴发达国家农民养老保险的成功经验，

以尽快构建适合国情的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消除农村人口老年化可能存在的社会风险。 

    一、 德国、日本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比较 

    （一）德国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1．农民养老保险是专门的、相对独立的强制保险。二战后，德国养老保险制度才覆盖到自立的农民。现行养老

保险体系是按职业工种设立的，它由两大系统（雇员养老保险体系和独立经营者养老保险体系）和六个子系统（工

人、职员和煤矿工人属于雇员养老保险体系，而手工业者、农民和自由职业者则属于独立经营者养老保险体系）构

成。可见，德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与“福利国家”一元化社会保障体系迥然不同，它把农民从“公民”队伍中剥

离出来，设立专门的、相对独立的农民养老保险系统，农民以农业劳动者的具体身份获取相应的权益。现行的农民养

老保险是根据1957年7月颁布的《农民老年救济法》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法定强制保险，所有农民都须参加。 

    2．投保对象、资金来源。根据法律，农民养老保险的法定投保人为农场主、 配偶及共同劳作的家属。缴费额以

法律形式确定，采用统一标准等额上缴，不与收入挂钩。一个农场主只交一份保费，其他投保者的保险费由所在农场

主承担，保费为农场主的一半。农民养老金主要有两个资金来源：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和国家的补助金。其中绝大部

分是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大约只有1/3来自国家的补贴，且是保费不足的部分才由政府予以补助。这说明在德国，

农民养老首先而且根本上是个人的义务，然后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国家只起辅助的、补充的作用。而“福利国

家”养老保险制度遵循的都是“福利”的原则，国家担负着重要责任，社会保障支出中政府拨款所占比例相当高，财

政负担较重，如芬兰1997年社会保障支出中，政府负担79.8%（欧盟平均72.9%）。 

    3．养老金的给付。农民享受养老金需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年龄条件，规定男女分别年满65岁和60岁；第

二，缴款条件，按规定必须交满180个月保险费者方有资格享受标准养老金待遇；第三，附加条件，要求农民必须在 

50 岁以后就开始通过继承、出售或长期租让等方式转移他的农业企业，脱离农业劳动成为农业退休者。养老金支付

主要是现金支付，也有实物支付。农民享受的养老金待遇为：月养老金等于养老金基值（前一年一名未婚投保人基于

40年投保期限所测得的养老金值除以40）乘以级数（由缴纳保险费的养老金的月数乘以一个因子）。如早于法定年龄

65岁领取养老金，则领取的养老金要打折扣。 

    4．机构设置。政府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主要职能是对农民养老保险实行统一立法和管理监督，微观运作由各州

专门的农民养老保险机构具体负责，实行自治管理。目前，德国有13家农村养老保险机构，并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农

村养老保险机构总联合会。它们均是具有自治特征的法人，但受到国家的管理监督。农村养老保险机构的自治机关为

名誉性的会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在选举委员会成员时，独立的从业者和雇主都有相应的代表参加。 

    (二)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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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农民养老保险与德国不同的、具有特色的是建立了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以满足不同层次农民的需要。具

体包括： 

    1.国民养老金。20世纪30年代先有农村医疗保险，为维护农民的利益，1959年首次颁布了《国民养老金法》，将

原来未纳入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广大农民、个体经营者等强制纳入到国民养老金体系中。1985年，修改《国民养老金

法》，规定从1986年4月起，工薪阶层及其配偶也必须参加国民养老保险，将国民养老保险作为全体国民共同加入的

基础养老保险，原则上要求在日本国内居住的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居民必须参加。对在国家及企事业单位供职的人则

另外再实施厚生养老金制度，形成了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基础养老金制度。 

    国民养老金的内容是：国民养老金以日本政府为保险人，被保险人共分三类：第一类为2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

的农民、个体经营者等；第二类为厚生养老金保险的被保人（加入该养老保险每月应交纳的保费为月工资的13.58%，

由企业和职工本人各交纳一半）；第三类为厚生养老金保险被保险人抚养的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配偶。缴费按不同的

参保对象实行分类缴纳，其中第一类被保险者实行每月定额交纳（1.33万日元/月），凡属于生活受保护的低收入

者，申请经审批后，可免缴，但退休后其免缴期间的养老金水平仅为原来的1/3。国民养老金保险的资金来源是政府

的基础养老金拨款和被保险人的保险费，一般是国库负担1/3，2/3是由第一、二类被保险者交纳的保险费。凡加入25

年以上且65岁以上的参保者可领取养老金，即“国民养老金”。如加入40年，到65岁退休后，可得退休金6.07万日元

（最高水平）。 

    2.实行“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1991年开始实行的该制度作为基础养老金的补充，目的是缓解第一类与其他各

类养老保险参保者的差距，向不满足于第一层的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养老保险。主要特点是：2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

的第一类被保险者，均可任意参加。加入者每月须交纳“附加保险费”，年满65岁后，除获得基础养老金外，还可获

得附加养老金。凡被豁免交纳基础养老金保险和加入“农民养老金基金”者，则不得加入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 

    3.实行“农民养老金基金”制度。1971年实行的该制度，也是作为国民养老金的重要补充，特点是：一是自愿

性，是否加入“农民养老金基金”，完全尊重农民的个人意愿，由其自愿提出个人申请。二是加入者必须具备一定的

条件，60周岁以下，是国民养老保险的第一号保险者（不含豁免者），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时间不少于60天。三是按

加入者是否有资格享受财政补助其交纳的保险费，分为“普通保险费”和“特别保险费”。符合条件者（加入“农民

养老金基金”20年，年农业收入在900万日元以下及1947年1月2日后出生三条件），享受保险费的国家补助，补助的

比例依据参保者的年龄和参保年限而规定不同的比例，65岁后，除获得“农民老龄养老金”外，还获得“特别附加养

老金”。不符合条件者，个人交纳一定的普通保险费，65岁后，除了“基础养老金”外，再得到一定数额的“农民老

龄养老金”。 

    4.建立特殊群体的“基础养老金”制度。为老年人、残疾人、保险者遗属设立“老龄基础养老金”、“残疾人基

础养老金”、“遗属基础养老金”。 

    二、 德、 日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对我们的启示 

    我国未来依靠家庭和土地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存在巨大的风险，而指望通过商业保险途径解决更没有现实性，建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唯一的选择。我国应借鉴德、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成功经验，建立新型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又

便于与城市社会保障衔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具有中国特色 

    德国和日本同属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两国的农民养老保险各具特色。我国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

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他国不可能一样，对他国的农民养老保险不能实行“拿来

主义”。在各地生产力水平地区差异大、老年人比重大的情况下，我国只能先实行广覆盖、低水平的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再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财力可能，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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