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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东民：以低代价建立农村千元养老年金制度 

    

  这一措施同时是反哺、扶植农业，安定农民生活，支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农民养老负担减轻，未来

老年生活保障前景更加清晰，又会释放农民购买力  

  农村医疗保障要面对9亿农民，养老保障仅涉及9000万人口；建立小康水平的农村养老保障，比有成效地提高农村

医疗保障水平，问题也容易得多。而农村养老保障除保障老年人生活的直接作用外，对解除农民“养儿防老”顾虑，巩

固与加强农村人口控制等具有深远影响。因此，探索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同时，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应尽快提上议事日

程。  

  给农民小康水平的保障  

  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然也要采取与城市不同的模式。 

  近年，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已经率先在全国实施，其做法是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年600元，相当于每人每月50

元。这一制度受到了普遍欢迎，对西部地区更是影响很大，被视为是对老年人生活的有力保障。  

  事实上，除去东部以及城市郊区一些富裕农村，就目前农村一般情况而论，在农村，主要是自给自足、衣食住行已

经在温饱水平以上的养老物质基础之上(土地、劳动、子女孝敬、储蓄等)，社会另给予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千元养老

年金”，已经能较好地满足农村老人的需要。“每年千元养老年金”相当于在解决吃饭问题的基础上，每月另给农村老

人80多元“零用”生活费，就目前农村一般水平而言，这已不是温饱水平的保障，而是小康水平的保障。以后，随着社

会经济发展，还可以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事实上，建立这一保障制度，还不需要由政府单独出资。  

  早日引导农民  

  做养老保障储蓄  

  如果比较我国农村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消除物价指数影响后，可以发现，目前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已基本相当于

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这说明，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已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目前，我国城市商业养老

保险多由中青年人加入，已很难把以前没做积累的年龄大的人纳入进来；企业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统筹，起步晚，也存在

种种问题。从城市的经验教训看，尽早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早日引导农民做储蓄积累，是非常必要的。  

  近年笔者在农村工作调研中看到，农民已经认识到社会保障事业的意义，愿意为有效的保障制度付出比以往(原来

民政部门的农村养老保险等)更高的投保费用。建立政府与农民共同解决有关问题的模式，已经有了良好的现实基础。

较快建立这一制度，也将对进一步统筹解决目前棘手的城市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必须进一步推行)无法转移的问题，提供

可以运作的平台。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以农村年龄结构推算，18~59岁农民年平均出资70元左右，占农民家庭平均收入不足1%(家庭

规模3.77人，人均3500元纯收入，按第五次普查数据，平均一家约1.5个18~59岁人口计算)，则农民出资400亿元，政府

年支出600亿元左右，基本相当于公务员加薪财政支出的一半，就可以建立农村“千元养老年金制度”。  

  在具体实施中，政府投入部分中央与地方财政可以分摊(地方政府内部也可以视情况在省、县、乡级政府分摊)，分

摊中，东、中、西部分摊的比例可以不同，对西部，中央财政分摊比例应更大，以平均50%计算，中央财政支出300亿元

左右即可以实现这一保障。2006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预计超过3.5万亿元，财政支出600亿元只占1.4%。从中央财政投

入需要300亿元看，正相当于“十一五”期间中央对农村合作医疗每年的投入。  

  今后随着农村老龄化发展，虽然农村老人会不断增加，但国民经济及城市化会更快地发展，政府的保障能力只会越

来越强。  

  筹集保障资金方式  



  这里要强调，个人出资部分应保证农民能广泛加入进来。为此，除保障条件要有吸引力外，作为国家农村社会保障

制度建设，国家应要求18岁以上农村人口都要加入。而采用税收方式，将容易保证资金到位。  

  按18岁以上农村人口平均每人缴纳70元计算，农民60岁以前缴纳总额不足3000元，60岁以后可以得到每年1000元的

养老金，这对农民是有吸引力的。农民资金的到位不会有大的问题。  

  针对农民对今后物价走势的疑虑，还可以采用实物与现金相结合的保障方式。例如，“基本口粮加生活费”方式，

对其中基本口粮部分国家实行保值。如果物价上升，农民可以从国家领取与承诺的基本口粮数量相当的、以当年价格计

的现金。由于国内外粮价基本接轨，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一体化趋势下，基本口粮是政府支付风险较小的保值方式，毋庸

置疑，基本口粮也是政府，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任何时期对农村老人都应该有保障能力的一种最基本的保障水平。  

  对农村占大多数的50岁以下农民讲，到他们60岁时，其养老保障水平肯定要远超过这样的“千元养老年金”保障水

平。所以，目前这种保障，只是过渡性的，是在国家与农民经济实力还有限的情况下，出台的可以令国家与农民都愿意

接受的一种保障水平，这一水平今后在运作过程中肯定还要不断完善，不断提高。  

  “千元养老年金制度”的惊喜  

  总体上看，“千元养老年金制度”是可以给农民惊喜的。这不是温饱水平，而是小康水平的保障。因为农民在这一

保障之外，依然可以得到目前所有的，并且不断提高的其他收入。  

  以上措施不仅有利于早日引导农民在社会保障方面储蓄积累，有利于保障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也对转变农民“养儿

防老”的生育观念，进一步推动或稳定计划生育成果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措施同时是反哺、扶植农业，安定农民生活，

支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农民养老负担减轻，未来老年生活保障前景更加清晰，又会释放农民购买力，对

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这类措施收益最大的将是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农村老人，因此对消除贫困，减少

生态环境压力等也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可以预期，其政策收益将远大于国家为此的有限付出，也将大于这些资金在几乎任何其他方面的投入效果。(作者

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资源经济学室主任)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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