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在社会保障方面出台优惠政策。全

力实施以危房改造、农村低保、农村

重大疾病救助、贫困村卫生所建设等

为重点的 10项民心工程，加大扶贫救

助力度，县民政、残联等职能部门积

极参与，使重点村中每年有 5400 多人

享受农村低保，有 136 名贫困重大疾

病患者得到救助，有 50名贫困和残疾

家庭大学生享受学费救助，有 300 间

贫困户危房得到修缮，为 13 个重点村

建起了标准化村级卫生所。

龙头带动社会化。为使农民手中

产品卖得出、多增收、产业健康发展，

平泉县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建立完整

的产业链条，动员部门、乡镇、企业一

起上，实行全社会办龙头企业，满足

食用菌产业的菌种供应、产品收购、产

品加工和产品销售等发展需求。目前，

全县农产品加工企业已达到 113家，

其中省级农业重点龙头企业 6家，市

级 23家，发展农民合作专业组织 80

家和经纪人队伍 5000 多人。几年来，

该县先后投入 1500万元，共扶持扶

贫企业 10家，其中有 3 家农业龙头企

业被省扶贫办确定为省级扶贫龙头企

业。这些企业都采取了“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对广大

贫困农户产前提供品种，产中技术指

导，产后保护价收购产品，有效发挥了

产品收购、销售的“蓄水池”作用，稳

定了市场价格，有效带动了产业发展，

企业与农户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双向

受益。到 2006年末，10 家扶贫企业带

动 2万多贫困户从事主导产业生产和经

营，增加收入 5000 多万元。

全 民 培 训知 识 化。200 4 年以

来，平泉县以实行全民素质工程为切

入 点，整合农口相关部门培训资金

375万元用于农村劳动力培训。围绕

食用菌、畜牧业、设施菜等主导产业

发展，每年培训农村实用技术人员

10万人次左右，每户基本都有一名劳

动力掌握 1—2 项实用技术，基本达

到了“培训一人、脱贫一户、兴业一家”

的目的。同 时强化村干部的专业培

训。2005年以来，共举行 8 期村干部

培训班，培训重点村的村干部 280人

次。与此同时，组织他们在县内外产

业发展好的村进行参观，开拓视野，

更新观念，增强做好重点村扶贫工作

的战斗力和领导能力。

（作者单位 ：河北省平泉县财政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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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崔永超

我国农村开展社会养老保险已

有 10 多年，到目前为止，在部分地区

已经为农村老年人口提供了一定的保

障，但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管

理制度不健全的影响，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逐步

完善。

一是缺乏“社会性”。按照 1995

年制定的《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本

方案》规定，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资金的筹集 坚持以“个人缴纳为

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扶持”

的原 则。目前来看，在 经济较为发

达，农民收入较高，集体经济实力也

较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开展

得不错。但毕竟我国仍有许多地区农

村经济不发达，集体无力对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给予补助，绝大多数参保

农民的保费都基本或完全是由农民

自己 缴纳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

乏社会保险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

基本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社会养

老保险有名无实。

二是覆盖面窄，发展不均衡。我

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仍比较

窄，目前参保农民还只占农村适龄人

口的 25% ，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另外，

各地区发展不均衡。如山东省烟台市

开展县级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比较早，

到目前已有 98% 的适龄农民参保，参

保农民每年交一次费，从最初 20—30

元到现在几百元，目前该市的农村养

老保险基金积累已达到 16个亿，已

经有 10多万农民在领取养老金，人均

每月 80 多元。对农民来说，口粮基本

自给，如果每月有 80 元零花钱，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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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生活基本没有问题。但在一些经

济相对落后地区，情况恰恰相反。如

平阴县的农民多数都选择了保费最低

的 2元 /月的投保档次，按民政部《 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计算表》计

算，农民缴费 10 年后，每月可以领取

养老金 4.7 元，15年后每月可以领取

9.9 元，若再考虑管理费增加和银行利

率下调或通货膨胀等因素，农民领取

的钱可能会更少，根本无法满足农民

养老的需要。

三是养老基金管理不规范，投资

渠道单一，缺乏适 当的保值增值措

施。现有基金管理办法是在 1996 年

以前的金融政策、基金运营环境下制

定的，保险基金以县为单位管理，没

有合法的运营主渠道，管理层次低

且分散，缺乏专业人才和严格的管理

制度。加之将社会保障基金征缴、管

理、使用集于一身，有悖于国际上将

征、管、用分离的通行做法，致使社

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

性难以得到保障，难以达到保值增值

要求。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

增值渠道主要是存入银行或 购买政

府债券，但收益率都非常低。在物价

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实现当

初农民投保时国家承诺的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金12.9% 的利率，则养老金

不仅不能保值和增值，反而会贬值。

四是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具

有国家社会养老保险效力的法规，只

有民政部门在 1991年 2 月印发的《 县

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基本法案

（试行）》和农业部印发的《 乡镇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办法》等极少数法规，

对不同 地 区 无针对 性，可操作性不

强。至今尚无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致

使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处

理具体问题时缺乏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从

成年型转向老年型，而且将向高度老

年型发展，广大农村尤其如此。而且，

随着农村耕地面积的减少，加之农村

青壮劳力大批外出务工，农村传统的

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在农村建立

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显得尤为迫切。

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的支持力度，建立 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建立起农民、集体和政府

共同投入、风险共担的机制。从政府

的角度来讲，财政补贴政策是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工作实施 成功的关键因

素，因此，应选择“个人缴费、集体补

助、财政支持”的三方共同缴费的农

村保障模式，而且，目前采取该模式

已具备了条件。首先，按照目前 我国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规划，一部

分市县已经具备了组织农民参保的经

济条件，未来 5年大部分市县也都将

具备相应条件。根据有些专家对欧洲

13 个国家的调查和研究，他们 把养

老保险覆盖到农村时，农业的 G D P

占 15% 以下，现在我国早已达到，并

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

的新阶段，虽然在全国普遍开展农村

养老保险有一定困难，但不少地方已

经具备这些条件。其次，从目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 我国县市财政收入水平

看，政府完全有能力对农民的养老保

险进行补贴。以一个 60万人口、财政

收入 5亿元的中等规模县为例，适龄

参保对象约为30万人，仍按每人年缴

费 600 元的标准，财政投入每人补贴

10% ，共需补贴资金 180 0万元，仅占

财政收入的 3.6% 。

2. 突出 重 点，在首先保障 被征

地农民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全面覆盖。

按照国际惯例，建立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也要遵循“优先次序”。一般先

推 出面向城市企业劳动者的社会保

险 制度，之后在工业化发展高级阶

段、城市人口占绝对多数、农业人口

所占比例极低的情况下，国家不仅不

需要吸收农业积累发展，而且可以利

用工业积累以财政等方式支持农业、

农村发展与改善农民生活，这时才推

出真正意义的面向农业从业者的社

会保险制度与推进“国民皆保障”。

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工业 剩余

反哺农业高级阶段的主要措施，而且

优先在农业雇佣劳 动者中建立，然

后才扩展到全体农民。

3.提高养老基金运作效率，实现

保值增值。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

的管理运作可采用投资运作与行政管

理相分离的模式，由政府管辖的农村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基金的行政

管理，保证政策的执行力度；由商业

投资机构进行投资运作，通过市场化

运作使基金获得有效的保值增值。同

时，对基金实行专业化管理，逐步进

入市场；提高基金投资运营层次，设

立全国统一的基金专业管理机构；建

立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管

理体制。

4. 尽快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的法律地位。现行制度的不稳定

性带来制度风险的增大会影响到农

民购买养老保险的信心。长期以来，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直是依靠

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进行引导，强

调农民自愿原则，政策并不具备法律

效力。因此，应尽快在民政部、农业

部原有法 规的基础上制定出针对各

省具体情况的省级法规，从法律上明

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性质、对象

和标准；规范参保者的权利、义务

和管理者的职责。

（作者单位 ：山东经济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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