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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进程 

作者：许世坚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0年5月14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在农村相应地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占总人口约70%的农村人口目前或将来的养老保障问题，

也是整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最为薄弱的环节。随着老龄化浪的到来，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和紧迫。为了寻找合

适的解决途径，我国政府从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性地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试点探索已有20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可以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调查研究试点阶段 (1986年一1992年)。1986年，民政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在江苏沙洲县召开了“全

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会议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决定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社会保障工作。1991年1

月国务院决定由民政部负责开展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成为首批试点地区。 

第二阶段是推广经验，扩大试点阶段(1992年一199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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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确定了以县为基本单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则。在山东等地组织了较大规

模的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在试点的基础上正在逐步推开。至1995年底，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00多个县

(市、区、旗)开展了这项工作，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养老保险的地方性法规。全国参加社会养老

保险的农村人口己有近5000万人，积累保险基金32亿元，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些地区也初步形成了省、市、县、乡

上下贯通的管理体系。此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各地推广开来，参保人数不断上升，到1997年底，己有8200万

农民投保。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的操作程序比较规范，也逐步健全了管理制度，保险基金能够按规定要

求增值，开始走上正常运转的轨道。 

第三阶段是整顿与缓慢发展阶段(1998年底2003年)。1998年我国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决定将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业务管理由民政部门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以来，是否应当由国家出面举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国家主管部

门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影响了农会社会养老保险的正常进行。1998年开始把农村养老保险纳入当时正在开展的金融业

整顿中，1999年7月，国务院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决定对己有的业务实行清理

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向商业保险过渡。从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实际上处于整体萎缩滑坡

状态，这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导致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

养老保险基金经营不善而运行难度加大等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困境。 

第四阶段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探索试点阶段(2003年到今)。这一时期，由于东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快，经济

基础好，发展农村养老保险的需求强烈，地方政府也不遗余力。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一些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主

管部门和经办机构积极工作，在加大政府引导和支持力度、扩大覆盖范围、创新制度模式、建立调整增长机制、防范

基金风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目前，尽管全国性政策试点尚未开始，但这些地区在实践中走出的不同发

展模式，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以上几个发展阶段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多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是值得好好总结的，、虽然它也引起了激

烈的争论和批评，但既然能够顽强的发展下来，这足以说明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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