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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

樊慧霞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形成

了一个新的边缘群体——失地农民。农民失去了土地就失去

了生活保障，而新的替代选择——社会保障制度却尚未健

全。尽管各级政府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非常重视，在

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一

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从全国情况看，中西部地区除个别

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外，基本未建立起完善的失地农民的

社会保障机制。总体上，我国绝大多数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制度仍然处于缺失状态，如何构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

度是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可持续生计——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新

理念。“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

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的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正在逐步丧失维持

生计的土地，同时农民也失去了重要的社会资本、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也因为新的市场标准而变得更加渺小。因此，农民

失去的土地越多，可持续生计问题就越突出，社会保障制度

的构建也就越迫切。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国法定征地补偿

制度不足以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养老等持续生计问题，需

要把“可持续生计”的理念引入到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

构建中，使失地农民获得谋生的能力，保障他们持续生存、

发展的权利。

（二）标本兼治——构建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保障制度

联动机制。破解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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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老有所养”。另一方面，建立专门针对失地农民的就业

保障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保障难题，这是实现失地

农民自我保障的重要途径之一。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难题

根本在于帮助他们建立全新的就业观念，鼓励他们积极参

加就业培训，提高劳动技能，通过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机

会。要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

就业待遇；要重点加强失地农民的就业技能培训，提高他

们的就业竞争力；要采取税收优惠、小额贷款的一系列措

施鼓励失地农民自谋职业、自主创业。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和

就业保障制度联动机制效用的发挥，实现“标本兼治”，彻底

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

（三）主辅配合——构建政府保障为主、商业保障为辅

的社会保障模式。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

的社会保障问题不能单纯地依靠政府来解决，也需要市场

的介入，共同建立起以政府保障为主商业保障为辅、“主辅

配合”的社会保障机制。要充分考虑我国农民社会保障意

识较差的现实情况，一方面，农民由于思想的局限性，不愿

意放弃眼前既得利益而去追求暂时还看不见的东西，不愿拿

出一部分补偿款去购买保险。而另一方面，农民的理财能力

较差，加之货币化安置又存在一些弊端，不利于农民正确合

理地自我保障。所以，政府在制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方面的

相关制度和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在对失地农

民进行政府保障的同时，大力鼓励他们购买商业性养老保

险和基本医疗保险。针对农民不愿意从自己腰包里拿钱的

普遍想法，可以在土地收益中留出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购

买商业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资金。另外，还有一种值

得探索的途径就是把养老保险基金交给实力和信誉都不错

的商业保险公司托管，商业保险公司为每一位农民建立个人

账户，并保证该基金有一定的收益率。通过政策手段和市场

手段相结合的运用，能切实提高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和自我

保障的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其社会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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