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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

实践与思考

湖北省武汉市财政局课题组

湖北 省武汉市黄陂 区是 全国首

批、湖 北 省 13 个新 型农村 养老保

险（以 下 简 称 新农保）试 点 地 区之

一，自 2010 年 1 月以 来，试 点工作

进展 顺 利，并取 得了初 步成效。但

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逐步解决。

一、新农保试点的主要内容

界 定 参保对 象。参保对 象 为

本辖 区年满 16 周岁以 上（不 含在校

生），未参加 城镇 职 工社 会 养老保

险 的农村居 民，遵循本人自愿的原

则参加 新农保。

筹资 方式和征收 办 法。新农保

实行参保农民个人缴费、政府补贴

与集体补助相结 合的筹资模式。其

中，政府补贴一部分从进口 补（即对

正常缴费人员给予每人每年 30 元 补

贴，其中，省财政补贴 20 元，市、区

财政各补贴 5元），一部分从出口 补

（即在发 放 基础 养老金环节予以 补

贴，标 准是每人每月 100 元，其中，

中央财政负担 55 元，市、区 财政各

负担 22.5 元），参保农民 缴费和 集

体 补助 进入个人账户。新农保实行

按 年缴费，农村年满 16 周岁以 上 未

满 60 周岁的居民，根据自身经 济承

受能力，从 100 元、200 元、300 元、

40 0 元、500 元、60 0 元、700 元、

800 元、10 00 元 和 1200 元 9 个档次

自由选择缴费标 准，最低缴费年限

15 年；60 岁以 上 农村居民无需缴费

直接享受基础 养老金，但 其符合参

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

计发养老保险 待 遇的办 法。养

老保险待遇由基础 养老金与个人账

户养老金 两部分组成，由社会 经办

机 构按 月实行 社会化发 放，享受养

老保险待遇人员每年需进行 资格认

定。参保的农村适龄居民，在其缴

费达到规定标 准和年限（缴费满 15

年）的条件下，无论男女，凡年满 60

周岁均可 享受每人每月100 元的 基

础 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计发 办

法是个人账户积 累总额除以 139（与

现行 城镇 职 工基本 养老保险 个人

账 户养老金 计发 办 法相 同）。参保

人在领 取 养老金期间死亡的，个人

账户余额，除 政府补 贴 外，可依 法

继 承；政府补贴 余额 用于继续支付

其他参保人的养老金。

各 项 养老保险 制度的衔接。已

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被征

地 农民 养老保险、村主职干部基本

养老保险 的人员要 转入新农保。针

对参加新农保人员因各种原 因，需

转 为城镇 职 工基 本 养老保险 等情

形，均出台了转换及衔接的原则性意

见。

基金监管。为保持基金 的 安 全

性，基金 全 部纳 入财政专户管理，

单独 建账，专款专用。经 办机构 事

业 经费均纳入财政预 算安排，禁止

从基金中提取。参保农民 缴费由劳

动保障部门 经 办机构 核 定，由乡镇

财政所代 征 ，存入指 定金 融 机构，

然 后 转入新农保基金 财政专户。财

政、监察、审计部门 每年负责对新

农保基金收 支和管理情况 进行 审计

监督。

截 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黄 陂

全区参保人数 46.5万人，收 取保费

1.24 亿元，享受新农保养老保险待

遇人数 为 12.1 万 多名，发放养老金

7175万元，有力地解决了农村“老有

所养”的问题。

二、新农保试点存在的主要

问题

作为新生事物，新农保在试 点

过程中不 可避免 地 会出现 各 种问

题，主要表现在如 下方面：

一是 参保人个人账户养老金月

领取办 法尚 欠合理。目前新农保个

人账 户养老 金 计发 办 法与 现 行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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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职 工基本 养老保险 个人账 户养

老金 计发 系数相同，其月计发标 准

以 个人账 户积 累额 除 以 139 个月。

也 就 是说农村居 民 从 60 岁开始 领

取 养老金，在将近 72 岁时，所积 累

的 个人账户上 资金 会 全 部领 取 完

毕。此计发 办 法 与我国老年人平均

预 期 寿命逐年提高的现 实不 符。以

武汉市为例，目前全市老年人平均

预 期 寿命 近 80 岁，按 照 上 述计发

办法，制度设计中存在个人账户“空

账”的风 险，且个人账 户资金不足

时均由地 方财政保证 养老金 继 续

发放，将使得地 方财政压力逐年加

重，这是国家新农保政策亟待 解决

的问题之一。

二 是各 项 养老保障制度的衔接

与转换需进一步细 化。目前实际 工

作中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

关事业人员养老保险、被征地 农民

养老保障、村主职干部基本养老保

险、城镇“三无 人员”、农村五保户和

“城中村”人员养老保障等针对不同

人群的多个养老保障制度和办 法，

新农保仅规定了同上 述 不同养老制

度衔接的原 则性 意见，但 还 没有具

体可操作的实施细 则，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三是青壮年农民参保积 极性 不

高，激励机制尚待 完善。由于新农

保遵循自愿参保的原 则，加 上缺乏

缴费的激励机制，如对超过缴费年

限如 何激励没有明 文规定，致使青

壮年农民参保积 极性 不 高，这可能

影响到制度的可持续性。

三、建议与对策

针对新农保试点中存在的问题，

还需从如 下方面加 以 解决。

一是 为保持新农保制度的可持

续性，扩大参保覆 盖面，宜将新农

保由自愿参保改 为强制参保，并且

适时调整参保人个人账户养老金月

领取 办法。可考虑 60 岁人口 的余命

因素，采用较 为科 学、精准的 养老

金计发 月数，将现行 计发办法改 为

个人账 户储 存 额 /平均余 命月数。

对于超过平均余命的高龄老人，可

考虑发放一定额 度的分若干年龄段

（如 80-90 岁、90-100 岁、100 岁

以 上）的高龄养老津贴，与养老保

险 相衔接，作为弥补 高龄老人个人

账户“空账”的措施之一。

二 是 加 快 制定新农保与其他各

项养老保险 制度的衔接与转换的可

操作性 具体细 则。同时，要做好与

农村五保供养、被征地农民基本生

活保障、农村低保等制度的衔接工

作，防止出现顾 此 失彼的问题。

三是 完善制度设 计，对超过缴

费年限的给予适 当奖励，以 吸引青

壮年农民 踊跃参保，克服“道德 风

险”。同时，适 当增加 缴费档次，能

让高、中、低等不同收 入群体参保。

此 外，要抓紧研究制定激励乡村集

体经济组织对农民参保给予补助的

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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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在香港举行人民币国债发行仪式

11月30日，财政部在香港举行人民币国债发行仪

式，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曾荫权、财政部副部长李勇等

出席了仪 式。此次在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为 80亿

元，分别面向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发行，最长发行期限拓

展至 10年。

（本刊记者  摄影报道）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工作研究
	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践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