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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探析 

. 郭亮 

摘要：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的 70%,在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功

能进一步削弱的形势下,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贵阳市作为西

部十省市中一个省会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适中,研究其养老保险制度,对于研究我国西部落后地区医疗社会

保险制度及实施状况具有特殊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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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贵阳市农村养老保险面临的现状 

  

  我国各地区的社会保险制度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经济水平和社会传统的不同造成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地

区差异化,但就各地的社会保险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以促进

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贵阳市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面临的现状如何?现从三个方面来做一个简要分

析。  

  1.贵阳市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贵阳市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是人均耕地少,地貌复杂,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下降速度慢,人均产值低。贵

阳市 2004年年末总人口 350.8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185.78万人,占全市人口数的 53%。全市土地总面积

804667公顷,其中耕地 28897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5.91%,全市每个农业人口占有土地 6.9亩,不足全国平

均值的一半,农业人口人均耕地 2.55亩,为全国平均值的三分之二,且多属高原丘陵,不利机械化操作。据统计

资料显示,2004年全市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31.77亿元,占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即 GDP)443.63亿元的 7.2%,

不难看出农村的人均产值不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相对较差。 

  

  2.贵阳市农村居民经济收入现状 

  

  贵阳市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总的来说是收入偏低,保障水平偏低,城乡差距大。据统计资料显示,全市农

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 3509元,仅占城市居民可支配人均收入的 31.25%,不足三分之一,可见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之大。全市农村居民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达 0.44。2008年贵阳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为 200元/人月,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最高的两城区为 140元/人月由此可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

活水平的差异。  

  3.贵阳市农村养老现状  

  贵阳市农村居民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辅之以少数集体养老、储蓄养老、征地补偿养老、房屋出租养

老、困难救助和低保养老。贵阳市农村目前社会养老模式仍以家庭养老为主,占 63.1%以上;农村经济的相对

落后,长期以来农民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绝大多数边远地区的农民根本谈不上存钱,当农民进入老年,

靠储蓄积累养老的为 16.2%;参加城镇职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乡镇企业为数不多,这一人群属于养老无保

障之列。随着农村社会老龄化的到来,农民养老问题逐步凸现,已到了必须研究解决、刻不容缓的地步。  

  二、贵阳市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结合贵阳市农村的现状,要建立贵阳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面对和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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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根源。长期以来优先发展工业的思路决定

了城乡发展的差异,贵阳市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大体各占一半,但 2007年第一产业增加值还不到第二产、第

三产增加值的 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纯收入的 3.2倍,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人均 200

元/月,是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人均 70元/月的 2.8倍。 

  2.农业产业结构的差异 

  

  解决“三农”问题的落脚点是提高农民收入,而关键在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以农为主,多种经营。尽管

近几年我市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这一目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但农、林、牧、

渔、服务业的结构不均衡,贵阳市的地形地貌又不适合大型机械的使用,就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而言不

能形成规模,集约化、机械化、产业化程度低,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很难得到大幅度提高;二是种植面结构不

合理,围绕省会中心城市服务的多种经济农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3.不同区域的差异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由于贵阳市城市规划、地理等方面的因素,贵阳市不同区域的农村各方面差异都较大。在建立健全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时候,对处于不同区域农村应该区别对待。不同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贵阳市经济目前

呈放射状,由城市中心向边远农村逐渐减弱,经济区域差异十分明显。 

4.资金筹集方面存在的问题 

  

  按照目前国家制定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指导性政策框架,基金主要依靠参保农民的缴费,农村养老保险

需求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如果考虑到城市化、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等多种因素,考虑到今天为自己的晚年

生活投保的人在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多年后进入老年期时的经济、社会背景,现在交纳的数额很少的养老保

险金,就会出现养老保险养不了老,保不了险的情况。如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不进行补助,其差异性和不

公平性是显而异见的,直接影响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如果要让绝大部分农民参与到社会养老保险中,政府的财

政补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财政支出的加大,会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农村这一块。 

  

  三、解决贵阳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矛盾的建议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  

  笔者认为,要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抓住发展经济这个主线。政府应结合贵阳市农村的实际情况,

让城镇带动农村发展,从政策、经济、财政上全面扶持,即使暂时减缓城镇的经济发展,也要千方百计先促进

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农村的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提高了,特别是偏远、困难地区的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

缴费承受能力才能提高,农民退休后的养老待遇才能增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才能健康发展,农村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才能持续。反过来,随着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的份额逐渐减少,又能有力

的促进城镇经济发展,使城镇能全面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2.完善农村社会保险的地方性法律体系 

  

  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为保证农村社会稳定,根据贵阳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本着社会公平的原则,对农村老年群体实施的社会保障,是作为调节社会分配手段而建立的。其次,加快农村

社会养老保障立法步伐,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项措施都有法可依,便于操作并提高制度的稳定性。最后,应

建立健全养老保险法律的监督机制,以确保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支付、运营的规范性,防范社会保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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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风险,并通过合理运作使其不断增值,以更好的满足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建设的需要。 

  

  3.构建多层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财政制度  

  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是构建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基金的筹集应以个人为主、集体为辅、

国家支持为原则。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初期,各级地方财政更应根据不同的对象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

财政在为参保农民提供资金扶持时,按照农民交费的标准进行补助,并坚持多交多补、少交少补、不交不补的

补助原则;在养老金领取时,实行“多交费,多受益”的原则,这有利于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根据目

前贵阳市的情况,对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应由个人、集体和财政共同承担,财政的支持力度应该大一些。在特

别贫困的地区,可由中央财政进行扶贫支持,以更好地体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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