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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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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民从开始到现在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陈旧的思想“养儿防老、防老养儿；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

的水儿”。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在做怪，我国农村农民的思想被这一根无形的枷锁束缚着，一绑就是几千年，

压得农民几乎喘不过气来。虽然这一根无形的枷锁很沉、很重，但是农民们还是一代一代的继承着老一辈的

“光荣传统”，因为他们害怕老了以后没有人给他们养老送终。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从中国

共产党十四大报告中提到“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要坚持城乡有别，允许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

农村养老保险，逐步解决农村居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问题”，到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建

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这一声春雷像晴空霹雳一样，雳开了农民陈

旧的思想，也吹醒了农民的春梦。通过生活中种种残酷的事实，农民已经认识到靠儿子靠不住，只有依靠自

己和党的好政策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一、我国养老现状及困境 

 

    （一）封建、落后的思想导致社会前进步伐缓慢。 

 

    我国农村农民虽然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漫长的道路，但是思想还是很

陈旧，就像是山上的花岗石一样一点都没有改变，生儿子养老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农民的思想里。农民

的思想是如果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出嫁以后，家里面就剩下两个老人生活，平时没有亲人在身边照顾的确很

孤独，他们都希望自己身边儿孙满堂，哪怕平时闹一点、忙一点他们心理很充实。哪怕是违反《计划生育条

例》也要生一个儿子，等老了以后，不管儿子孝顺如何老了总是有人养老送终。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情况也的

确如此，女儿大了总是要出嫁，出嫁以后呆在别人的家里，就是有孝心也是偶尔回家一趟，不可能仍然天天

住在娘家照顾两位老人。当两位老人去世一位的时候另一位是很孤独的，特别是单身老人有病的时候，常常

连吃饭这样的基本生活都不能够自理，哪一种处境谁敢想象和切身去体会。当然现实生活中儿子多了也不是

一件好事儿，子女之间经常会相互依靠和依赖，导致父母的赡养费不能够落实，特别是贫困山区农村经济条

件差，当有一个儿子拿不出赡养费的时候（不管什么情况），只要有一、两个月没有给的时候，这一种情况

经常就会出现。所以现在农村流行一句顺口溜“一个老人可以养活十个孩子，但是十个孩子养活不了一个老

人”。虽然父母拿不到赡养费，但是父母亲总是以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把种种情况掩盖着，一般都不会运用

法律的手段将自己的子女们诉讼于公堂之上。有的子女把父母亲逼急了将他们诉讼于公堂，当官司打赢以

后，赡养费法院也很难落实，自古以来就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一说，法院有时候对老百姓也没有很好的办

法给以落实，这个时候只会激发、增加父子、母子之间的矛盾。农村的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残酷的现实经常出

现在我们的身边，人们只能够从道德方面给予指责，对现实状况还是没有什么根本改变。子女孝顺一要有孝

心；二要子女自己家庭经济条件不错；二者缺一不可。子女有孝心但是他连自己家庭的生活都照顾不过来的

时候，他也是心有入而力不足，现实生活就是这么残酷。 

 

    （二）我国农村养老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数的70%以上，人口增长总量通过计划生育等种种行政手段

加以控制，总体上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但是我国现在已经步入了一个老龄社会时代，老龄人占人口总量的

30%左右，走在路上一看人群中十个有2、3个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山区尤为突出，山区农村现在在家里除了

16岁以下的青少年，其余的全部是老年人，年轻人全部出门打工留下老人孩子。庞大的老年人群、过快的老

龄化速度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社会的安定团结。老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再过两代人老龄人将达到50%左右，那时人群中除了老人孩子其余部分所占的比重大约在30%左

右。我国虽然通过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也带来了一些现实的问题。我国农村

居民一至两代人以后一个家庭最多有五口人（这是父母建在的），可以想想那个时候一个年轻人的负担有多

重，那时他一个人将肩负三至五个人的经济负担；更不要说结婚以后女方父母加过来的负担，也就是说一对

年轻人需要肩负至少五至七人的负担（含他们自己），那不是一般年轻人所能负担的起的担子，那个重担会

把几乎所有年轻人压垮，这个时候就需要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只有国家做坚强的后盾，老年人才会有一个依

靠，社会才会安定团结。 

 

    （三）步入老龄化社会条件不够成熟。 

 

    我国绝大部分农村经济条件相当落后，生活条件很差，特别是贫困山区农村经济生活条件相当恶劣。农



村居民群体是弱势群体，也是我国最贫困群体，造成贫困原因很多，如接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技能少，缺

少谋生竞争技能，农村老龄群体多数在农村以种植、养殖业为主，收入低下，在正常年景下只能够勉强维持

生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民根本还没有为自己进入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虽然我国在

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的时候就开始了农村养老保险工作，但那个时候每个家庭一年只缴纳24元保险费，平均一

个家庭只缴纳一个人一个月2元的保险费，这一种养老模式称之为“农民自己交钱养老养活自己”。这种情

况下缴费也只运行了三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停止了。当时养老保险工作如果继续实行（贫困山

区），现在我国的农村养老压力也应该小很多。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迎来了党的十七大春风，我国重新启动

了农村社会新型养老保险工作，农村新型养老保险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使劳动者晚年生活得到保障。新

型养老金每人每年缴纳100元，国家补助30元，如果从20岁开始缴纳到60岁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取142元养老

金；如果每年缴纳500元，国家补助50元，到领取时每个月可以领取263元养老金。农民晚年每个月如果平均

有180元左右的固定收入来源，自己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适当种一些粮食，那么农民生活就有了基本保障，

从而给国家和社会减轻很多压力。 

 

    （四）我国农村贫困山区基层组织征收应参加养老保险群体缴费时面临的困难。 

 

    一是弱势群体（重度残疾、五保低保、特困），自己没有经济来源，必须由国家给以缴纳其应该缴纳的

费用。 

 

    二是外出打工人员无法按时征收其应该缴纳的养老金。 

 

    三是年轻人外出打工后，在家里的留守老人无钱缴纳全家应该缴纳的养老金。 

 

    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效方法 

 

    （一）继续发扬我国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政府应该充分挥发新闻媒体的宣传、传媒作用。利用新闻媒体进一步对现实生活中美德、公德、道德方

面好的典型事件进行宣传，积极引导农民解放思想，改变思想作风，积极主动的担负起养老重任，让老人有

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心态，生活没有顾虑。 

 

    （二）继续加强子女缴费强制执行制。 

 

    由于我国农村享受养老保险金的人口庞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又刚刚起步，农村养老金的缺口很大，起

步阶段完全依靠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必须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方式，将享受养老金待遇与其子

女缴费结合起来，一方面缓解国家在农村养老保险起步时候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针对当前农村社会养老方

面出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苗头，可以通过这一个缴费行为，引导和树立社会养老新行为、新风尚。当前我国

农民（特别是贫困山区农民）思想意识还很落后，一部分农民在现实中思想境界还没有达到自觉缴费的时

候，养老保险强制收取一个能缓解国家资金压力，二能强迫少数农民快速转变思想，接纳并使养老保险试点

顺利进行。而且可以使中国孝文化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与农村养老保险结合起来。 

 

    （三）继续加大农村养老保险宣传工作，引导农民积极主动地参入到养老保险行动中来。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迫在眉睫，各级政府

及管理部门应该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宣传力度，多做农民群众的思想工作，积极引导农民主动加入养老保

险队伍中来，要转变农民的思想意识，使农民的思想意识由“要我保”转变为“我要保”。从而完成农民自

己的原始积累，解决自己的老年保障问题。 

 

    （四）继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应继续加大对农村各项社会保障资金发放力度，做到农村人员应保尽保，

应该救济、救助的对象要全部纳入救助范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主要是五保、中等以上残疾、生活困

难的家庭、缺少劳力收入低的及无生活来源的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政府必须保证这一部分人群的最低

生活保障。 

 

    （五）继续完善社会保障补助机制。 

 

    农村群众养老成为农民晚年最关心的问题，如何彻底解决9—10亿农民的养老国家和农村集体是包不下

来的。必须三方面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主要以农民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补贴三方

面相结合的方法。先以个人缴费为主完成预先性的原始积累，缴费标准高，缴费年限长，领取标准就高；缴

费标准低，缴费年限短，领取标准就低；在个人缴纳为主的基础上，集体可以根据自己经济状况给予适当的

补助，集体经济强的可以多补助一些资金；集体经济较弱的村可以少补助一些资金；无集体经济的村可以不

补助。现实很多农村集体经济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特别是贫困山区农村），集体补助就成了纸上谈兵一

句空话；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贴力度，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养老金补贴标准，以

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求。通过三方面相结合，不断强化农民的自我保障意识，逐步建立以个人资金缴费为主

的社会保险机制，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六）继续落实惠农政策，加大惠农资金投入力度，扶持农民增收。 

 

    国家应继续加大惠农补贴资金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农村公益福利事业（像修路、水利工程、天然林保

护等），改善农村农民居住环境和生存条件。进一步加大惠农资金补贴力度，提高各种粮食补贴标准，扶持

农民增收。 

 

    （七）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各项规章制度。 



 

    政府和农村养老保险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各项业务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把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管好用好，用出效益，对国家和农民负责。收取保费后应建立养老保险基金总账、分人

建立农民个人养老保险档案，基金实行县、乡（镇）、村三级管理，投保人到领取年龄后按照有关程序领取

养老金。 

 

    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项得人心、顺民意的公益事业，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广大

农村基层干部、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愿望。新农保解除了农民的养老之忧，切实保障农民年老后的基本生

活，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缓解了养老高峰期的压力，促进了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贯彻执

行，对加快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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