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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一、立项背景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0 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 18.7%，老龄化进程加快，其中，乡村

60、65 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 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 7.99、6.61 个百分点。

但是，农村老人没有享受到社会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带来的便利，农村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

首先，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广大农村地区缺乏发展生

气，留下的妇人儿童和老人经济来源有限，部分老人养老没有经济来源，缺乏保障。其次，

我国城乡居保仍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基层相关服务机构仍存在工作不到位的情况，农村

社会保障制度仍在加紧健全，社会保障不到位，无法满足农村居民的养老需求，我国农村

老人容易产生悲观、孤独等消极情绪。 

就农村养老保险的积极影响及不足，不同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研究发现，现行

养老保险制度实行有效，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1、2】，还能增加居民的经济获得感

【3】、福利

水平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4】、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5】，新农保带来的溢出效应，使得家长能

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在后一辈上
【6、7】。潘妩等研究还发现，如果养老保险能满足老人的基

本生活需要，其满意度会更高
【8】。另一方面城乡居民保险仍存在养老金水平低的特点，只

能起到基本的保障作用，很难获得参保居民持续的满意度
【4、9、10】。针对城乡居保的补贴也

存在着补贴水平不均等、补贴责任分担不合理、补贴效能不充分、补贴标准确定和调整机

制不健全等问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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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积极性和意愿分析，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自己的研究。

都闪闪利用 Logistic 模型分析河南省的调查数据发现，家庭收入、子女数量、对政策的了

解程度均会明显正向影响缴费档次
【9】；金刚和柳清瑞 利用代际交叠模型分析得到居民对政

策信任程度和政府补贴水平会显著影响农民的缴费档次
【12】；张宁等 假设时间偏好对居民

参保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年龄、性别、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参保积极性的影响
【13】；

郑雄飞等从公共品消费决策的角度出发，探究了公平感在居民选择养老保险时存在显著影

响
【14】；徐瑶瑶等利用频率分析和二元 Logistic 模型分析西安的调查数据发现，受教育程度

及对未来养老问题的担忧程度也会显著正向影响参保意愿
【15】；朱越悦和谭涛通过代际支持

理论研究新疆建设兵团的数据发现，子女对居民参保决策存在显著影响
【16】。 

不同研究结果也有相悖的地方，例如，徐瑶瑶、都闪闪的研究则认为性别对居民参保

决策无显著影响
【9、15】；潘妩研究发现职业对居民参保有显著影响，认为非农职业自身流动

性强，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转移难，容易造成保费损失，加上职工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更

高，其参保意愿不强，
【8】但是徐瑶瑶等研究认为职业对参保意愿无显著影响

【15】。 

学术界就居民参保因素分析众说纷纭，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但是大体上是从三个方

面去研究的，包括“有关收入的层面、有关对城乡居保的认识层面、有关政府及相关机构

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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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意义 

截至 2021 年 3 月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0.07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超过 90%。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保”）对于巩固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

水平具有积极意义。完善城乡居保相关制度，让城乡居保更好地服务与广大农村居民，是

新发展阶段，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城乡居保能提升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城乡居保通过提供一定水平的经济保障，进而

降低老年人生活的不确定性，提高居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农村居民作为城乡居保制度的主

要受益对象，只有切实了解农村居民对城乡居保的需求和意见，才能确定城乡居保在现实

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基层部门推进有关城乡居保服务提供现实材料依据。因此，调查农

村居民对城乡居保需求和参保意愿是科学完善城乡居保制度及其服务的基础型工作。 

城乡居保在 2012 年实现全国覆盖，城乡居保通过提供一定水平的经济保障，降低老年

人生活的不确定性，能提高居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农村居民作为城乡居保的直接对象，只

有切实了解农村居民对城乡居保的需求和看法，才能确定城乡居保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对基层部门推进有关城乡居保服务提供现实材料依据。因此，调查农村居民对城乡居

保的参保决策是科学完善城乡居保及其服务的基础型工作。 

三、可行性分析 

（1）已有大量研究就“城乡居保带来的影响、影响居民参保积极性的因素”做了分析，

为小组成员认识城乡居保并开展调查提供了便利，为小队研究“部分农村居民为什么不参

保城乡居保”提供了大量信息支撑。 

（2）小队成员大部分来自农村，调研方便；负责人在暑假社会实践中曾担任队长，有

一定的农村调研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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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员的特点及优势 

刘坤：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曾在学科老师的指导下，尝试研究过“农业补贴政策——

大豆补贴政策改革”和“农村集市演变”问题，并初步完成了相关论文，有一定学术研究

的经历。性格活泼，曾有过社会调查的经验，关心农村问题，希望利用自己所学发现农村

问题，并为解决农村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晨曦：人文发展学院，对“三农”问题兴趣强烈，平时亦积极关注“三农”问题，

对农村基本情况有一定了解。会一些乐器，性格积极乐观，容易吸引人，可以在调研中和

农村居民积极交流。 

胡见：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理论学习认真，就微观经济模型掌握水平较高，善于将理

论与现实结合。平时学习认真，喜欢观察现实问题，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农村的普

及情况深感兴趣。 

（4）指导老师优势 

   龙文进：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农林经济管理和社会学学士学位、农林经济管理硕士

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农村发展，尤其是与农村劳动力、贫困等方面的主题。

参与了多项与劳动力、贫困等相关的研究项目，担任多个国内外期刊和项目的评审人，有

丰富的学术研究经验。 

 

 

 

实施计划及方案 

一、进度安排 

时间 规划 

2022．01-2022.02 阅读文献、整理分析，分析微观数据:查阅有关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的文献，利用现有微观数据库分析现有农村养老保险参与

情况，归纳影响农村居民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意愿的因

素。 

2022.01－2022.02 问卷提纲与问卷设计:根据阅读文献和数据分析的结果，结合本

次调查的研究目标，设计调查问卷提纲与调查问卷，进行预调研

以不断完善问卷。 

2022.01－2022.02 调查问卷的发放:主要通过线下实地调研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 

2022.02－2022.08 数据处理与分析:处理调查数据、建立模型，研究对于农村居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意愿的因素，对部分农村居民不参保

的原因进行分析。 

2022.08-2022.11 撰写实验报告、成果总结: 

根据每个阶段所获得的成果先进行阶段性总结与报告，并通过小

组讨论修改完善，最后对阶段性成果报告进行总结归纳，得出项

目的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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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案 

（一）研究目标 

项目研究目标是通过分析未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的特征，总结这部分农

民不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原因，从而为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农村的覆盖

提供政策建议。 

（二）研究内容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标，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 利用现有微观数据库（北大中国健康养老追踪调查等）分析现有农村养老保险参与

情况，分析未参保人员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 

2. 利用案例深入解析为什么有些农村居民不愿意参加养老保险。 

3. 综合大样本数据和案例分析，提出改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农村的覆盖的政策

建议。 

（三）研究方法 

1.文献综述法：通过分类阅读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方面的发展态势文献（包括

文字、视频等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理论价值和资料价值的材料）、书籍等，归纳总结其研究

内容要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得出一般性结论，并提出问题。 

2.统计分析法：利用公开微观数据库，比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农民和非参

保农民在年龄、性别、教育、子女、家庭经济条件、健康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差异。 

3.案例分析：a. 小队计划采取调查统计的方法研究监利县两村落的问题，走访家乡

两村落居民，利用问卷，采集农户对城乡居保的参保情况及参保意愿，调查城乡居保给

农户生活带来的变化；b. 通过走访，实地调查城乡居保的参保过程及城乡居保的保险责

任，调查城乡居保相关服务机构的信息。统计调查数据，总结两村落城乡居保普及情况，

总结农户对城乡居保的意见，分析参保现状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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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路线图 

 

 

 

 

 

 

 

 

 

 

 

 

 

 

 

 

 

 

 

 

   

 

  

预期提交成果 

包括但不局限于：项目总结报告 1篇、待发表学术论文 1篇。 

 

计划完成相关学术报告和待发表论文各一篇 

 

 

 

经费预算 

调研差旅费        3500元 

问卷费        800元 

文献资料费    500元 

其他          200元 

                                                       总计：5000元 

 

 



 8 

指导教师意见 

 

    在农村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和农村养老问题突出的情况下，研究未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的农民特征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小组成员对项目有一定的研究基础，

并作了初步的研究设计，研究方案能够比较好的回答研究主题。同意小组申请该项目。 

 

 

 

 

 

签字 （盖章）  

                                                  2021  年  12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