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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从宏观经济发展指标和农民家庭缴费能力两个方面对浙江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

济可行性进行分析后认为 , 浙江省总体上来说已经具备率先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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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analy ze s the economic feasibility to establish an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in the coun-

try side of China in terms of macr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inancia l sta te s of rural families and ho lds that Zhe-

jiang P rovince ha s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to take the lead in establishing an o ld-age insurance sy stem in the

count 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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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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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于

1992年 1月在全国公布实施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开始在全国推广 。到 2003年底 ,全国农村养老保

险累计参保人数近 6 000万人 ,约占全国乡村劳动人口的 12.8%,全国农保基金积累总额约 230亿元 ,

近 140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

浙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始于 1991年。1992年 4月省人民政府确定在杭州 、宁波 、嘉兴三地

的 14个县(市 、区)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试点 , 1993年 5月 ,浙江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 ,并于 1995年 1月印发了“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到 2003年底 ,全省农村养老保险累计参保人数达 470万人 ,农保基金积累额约为 22亿元 。

但是 ,由于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案本身存在的制度缺陷和实际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严重

问题 ,其效果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并不理想。实际上 ,自 1998年起 ,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

作已经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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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顿

状态 。1999年 7月 ,国务院国发[ 1999] 14号文件提出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

条件 ,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 ,停止接受新业务 ,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向商业保险过渡。

与此同时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在国内理论界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

下两个方面:一是现行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能否真正担当起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功能;二是

根据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农村是否普遍具备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的条件。关于前一个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 ,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失为一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国情的解决农村老年经济保障的重要方式 ,应当在现有基础上 ,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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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而不应全盘否定其积极作用 。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这一制度持否定态度 ,认为我国现行的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平衡 ,不是一个能够担负起农村跨世纪

社会养老责任的制度 ,需要更有效的制度来取而代之 ,有的人甚至认为 ,现行方案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和

实践上的错误。关于后一个问题 ,有人认为 ,由于我国资金有限 ,而城市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又具有

明显优势 ,而且福利国家的困境对政府的警示作用使国家不敢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太多 ,因此现阶

段我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区保障作为替代。

还有人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 ,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

这项工作的条件 。也有人认为 ,从农业 GDP 的比重和农业劳动力的比例这两项指标的国际比较来看 ,

我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新时期政府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手段 。它不仅对推动农村经济发

展 、促进社会稳定 、扩大国内市场需求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于我国迎接人口老

龄化的挑战 、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 ,根据

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能否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建立什么模式的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不仅在实践中还处于探索阶段 ,在理论上也还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问题 。浙江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农民收入较高 、城市化进程较快的一个地区 ,统筹城乡发展和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也就更为迫切。因此 ,关于浙江当前是否具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条

件的研究 ,对于在我省乃至我国沿海富裕地区率先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有重大的社会

现实意义 。

二 、国外一些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的经济条件分析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牵涉到国家经济 、政治 、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 ,其目标模式及

实施时机既取决于国家所处的经济 、政治 、社会的发展水平 ,也取决于政府对经济 、政治 、社会等多种目

标的权衡 ,因此 ,不同的国家对实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和时机的选择是不相同的。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一般都要滞后于城镇。德国在 1889年就颁布了

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险法 ,建立了针对雇佣工人的养老年金保险计划 ,但直到 1957年才把社会养老保

险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农民 ,其间相隔了 68年 。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也都相隔了

几十年的时间。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来看 ,这些国家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普遍呈现出以

下一些特点:第一 ,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发展的第一个飞跃 ,即结束了靠农业为工业提供剩余的阶段 ,进入

了工业化发展靠自身积累且反哺农业的时期 ,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高 。如日本是 1971年建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 ,同年日本的人均 GDP 为 3 802美元。其他一些国家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时的人均 GDP 值也普遍都在 2 000美元以上 。第二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降低 ,农业

GDP 的比重较低 ,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 ,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如日本在 20世纪 50年代初的农

业GDP 比重约为 25%,农业劳动力份额为 50%。1971年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 ,农业 GDP 的

比重下降到 8%,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到 15%。农业生产增长率 1951—1961 年平均为 3.6%,1961—

1970年平均为 3%, 1971年比上年下降 6%。

三 、从主要经济指标看浙江农村建立新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可行性

浙江是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2002 年 ,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7 796 亿

元 ,人均 GDP 值为 16 838元 ,已经超过人均 2 000美元 ,比全国人均 GDP 值 8 184元高出整整 1倍 。

2003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已达 9 200 亿元 ,人均 GDP 达 19 730元 ,按现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 ,已

达 2 370美元 。从 GDP 的构成来看 , 2002 年浙江农业 GDP 的比重为 8.9%,比全国农业 GDP 的比

重 15.4%低 6个百分点 ,2003年浙江农业 GDP 的比重为 7.8%。从农业劳动力份额来看 ,2002年 ,

浙江农业劳动力份额为 33%,比全国农业劳动力份额 50%低了 17 个百分点 , 2003 年浙江农业劳动

力份额进一步下降到 28%。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指标来看 ,2002年 ,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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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40元 ,比同一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 475元高出整整 1倍 ,比西部 12省(区 、市)农民人均

纯收入 18 20元高出 1.7倍 。2003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超过 5 千元 ,达到 5 431元 。从全

省范围来看 ,浙东北杭州 、宁波 、嘉兴 、湖州 、绍兴和浙西南温州 、台州等市各项经济指标更高一些 ,但

除个别地区外 ,全省各地经济发展普遍呈现较高水平 。从以上经济指标来看 ,浙江省建立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条件已基本具备 。
表 1　与日本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971年)时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项目 浙江省(2003) 日本(1971)

人均 GDP(US＄) 2370 3802

农业GDP比重(%) 7.8 8

农业劳动力份额(%) 33 15

表 2　浙江省各市 2002年人均 GDP 和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项目 杭州市 宁波市 嘉兴市 湖州市 绍兴市 舟山市 温州市 金华市 衢州市 台州市 丽水市

人均 GDP 28150 27541 21268 16454 21414 14910 14357 15169 8214 15620 7434

农民人均纯收入 5242 5764 5532 5052 5690 4659 5091 4157 3595 4970 2920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03

四 、浙江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交费能力分析

按照民政部 1992年印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 、领取计算表》(民办函[ 1992] 41 号 、民社险函

[ 1992] 1号和 3号)以及 1994年印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金计发办法》(试行),参加农村养老保

险者从开始交费到保险对象开始领取养老金止为积累期 ,个人积累总额为其各次交费(含集体补助)的

本息总和 ,计息方法为年内以单利计息 ,逐年以复利计息 ,计息利率则以规定的基金增值要求为个人基

金账户积累的计息利率。这个计算表和计发办法虽然很详细 ,但已不适合作为目前农村建立新型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可行性分析的依据。主要问题是:第一 ,这个计算表是在假定交费时间 、交费标准和基金

增值率都不变且各次交费的计息期为整年的条件下做出的测算 ,而在实际工作中 ,交费时间 、交费金额

和基金增值状况都是经常变动的 ,各次交费的计息期也不一定是整年。第二 ,计算表依据的 8.8%和

12%的年利率已经远远脱离当前的经济现实 ,也不符合对未来利率走向的基本预期 。第三 ,这个计算办

法仅仅考虑了利率的影响 ,而忽略了死亡率这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因此 ,本文采用庹国柱 、王国军对保

险费率的计算结果(见表 3)。
表 3　60岁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保险费率

开始交费年龄
费率(预定利率为 2.5%) 费率(预定利率为 6.0%)

趸缴 年缴 趸缴 年缴
20 5.3167 0.1907 0.9566 0.0608

30 6.8527 0.2778 1.7260 0.1204

40 8.8574 0.3816 3.1241 0.2629

50 11.6120 0.5704 5.7443 0.7530

资料来源:庹国柱 ,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M] .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 2002.415。

下面我们就利用上表的计算对浙江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交费能力进行分析。根据统计结果得出

2002年浙江省农村居民收入和支出状况如下表所示:
表 4　2002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 元

人均
总收入

人均
纯收入

人均
总支出

人均生活
消费支出

人均
净收入

家庭规模 家庭
净收入

6152 4940 5175 3693 977 3.59 3507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03

假设农村居民家庭的适保人口平均为每户 2人 ,我们以家庭净收入除以家庭适保人口即为每一适

保人口可以支付的养老保险费的最高限额。同时 ,以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作为保险金额 ,乘以预定

利率下的保险费率 ,即可得出应缴的保险费值 。考虑到我国农村的具体情况以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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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制度“广覆盖 、低保障”的原则 ,可以参考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 ,以 2002年农村居民最低人均消费支出

为 2400元作为标准 。下面对现年 50岁的农民投保 、60岁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投保人员缴费能力进行分

析。具体设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预定利率为 2.5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增长率为 5 %,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年递增 3%;另一种情况是预定利率为 6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增长率为 8 %,人

均生活消费支出年递增 6.5%。计算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　50岁投保 、60岁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农民缴费能力计算表 元

利率 2.5%、收入递增 5%、消费递增 3% 利率 6%、收入递增 8%、消费递增 6.5%

支付限额 保险金额 保险费率 保险费 支付限额 保险金额 保险费率 保险费

2857 3225 0.5074 1635 3787 4505 0.7530 3392

从上表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种情况下支付限额与保险费的差额为 1 222元 ,第二种情况支付

限额与保险费的差额为 395元 ,说明即使在投保年龄较大(50岁)、缴费时间较短(10年)的情况下 ,也已

经具备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基本能力。再考虑到浙江乡镇集体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实际情况 ,实际上

浙江省总体上已经具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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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中国沿边毗邻国家虽然大多数面积不大 ,但民族 、宗教问题复杂 ,也会对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将产生重要影响 ,

这也是多年来中国沿边开放相对落后的原因之一。由此看来 , 仅仅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不够的。正如董藩

教授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多民族大国来说 , 在研究经济发展时如果不能充分考虑社会稳

定 、民族团结 、国家安全 、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等问题 , 显然是不科学的。” ①

正是基于这一大局考虑 ,董藩教授注重从各个方面论证了构建缘西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带的战略模式。但是 ,真正要

实施这一战略构想的话 ,民族 、宗教问题是需要好好理顺的。虽然这不是该书的主题 , 但毕竟是相关的主要问题 ,所以希

望作者今后能与民族学 、人类学 、宗教学领域的学者加强合作 , 努力为未来必然会推进的西部沿边国际经济合作提供理

论支撑。

总而言之 ,构建“缘西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带”的战略模式虽然提了出来 ,并且进行了系统论证 , 但还有许多很重要的

内容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进程中 ,沿边省份与相邻国家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问题 , 尚需深入

研究与具体设计;而基于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的双方政策磨合问题 ,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问题等 , 都还有待于论述

清楚。对于这些问题 ,虽然根据《构建缘西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带》一书的结构安排和篇幅无法进行细致阐述 , 但希望作者

今后继续做出努力 ,以求圆满地填充在构建缘西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带这一重大课题上还留有的学术空间。

(责任编辑　丁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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