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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农村养老保险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与城镇的经济发展水

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社会保障制度也有所不同。多年

来，根据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各地区都在积极探

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如农村养

老保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这里只对近年来在

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的养老保险制度做一介绍。

一、农村养老保险的概念

（一）概念。

农村养老保险，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特

殊概念 ，是指在政府政策引导下农民自愿参加，以富

裕农村地区的基层社区为依托，以农村人口为对象而

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为保障农村人口老年基本生

活需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社

会政策。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对于促进和完善农

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计划生育和转变农民的传

统观念，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 。

（二）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迎接白发浪潮到来的需要 。目前，中国拥有世

界上人数最多老年人口，其中 75%在农村。在未来几十

年内，中国人口的绝对数决定着中国将经历世界人口

史上最大规模的老龄人口快速增长期，因此，不论是农

村老年人的总数或是比重，将会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和非农

业生产劳动部门的转移而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然而，受

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速度极

不平衡，即农村老年人供养的经济基础还远远不能适

应农村人口结构快速变化。根据世界各国经验，一个国

家必须在进入老龄社会前二、三十年建立起相适应养

老制度，以迎接白发浪潮的到来，否则将会给社会经济

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带来巨大的压力。

2、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结构变化的需要。国家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实施初见成效，正在不断涌现的

“四、二、一”型家庭结构（即：一对夫妇及双方的父母和

一个独生子女），将难以承担老年人的供养需求，中国

千百年来的家庭养老模式将会受到越来越猛烈的冲

击。

3、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使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乡镇企业

的迅猛发展，原有的社会保障措施已不能适应改革的

需求。另一方面，部分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人均收入

逐步提高，个人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适时建

立养老保险制度也是提高农民自我保障意识，引导正

确消费的需要。

4、稳定农村社会的需要。党和国家一贯十分重视

农业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曾多次强调农业是国民经

济发展的基础，农业发展的状况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改革开放的前途大业。因此，妥善解决好农

村养老保险问题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保证农业快速

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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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

1991 年初，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在经济较发达的部

分农村地区，相继开展了建立县级农村养老制度的试

点工作。四年多来，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断补充和完

善，推动了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开展。

（一）目标与原则

现阶段要在有条件的地区，采取农民自愿和政府

组织引导相结合的办法，以低标准起步，保障老年人的

基本生活为目的，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养

老保险水平，最终在农村建立以自我保障为主体与集

体、国家扶持相结合的养老制度。资金的筹集以个人交

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建立参加保险的个人基金帐

户。养老金的支付则根据个人积累的保险费总额确定。

（二）实施范围

国家体改委、民政部、劳动部《关于城镇和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分工的通知》（民办发[1991]9 号）文件规

定：“凡非城镇户口且不由国家供应商品粮的公民（含

乡镇企业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负责”。按以

上规定，民政部门在农村开展的养老保险对象实际上

已覆盖了开展养老保险地区农村中不论务工 、务农或

经商等各类社会成员均参加统一的养老保险。参加养

老保险的年龄以参加劳动并获得收入为起点，一 般为

18 岁至 60 岁。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则不分职业和性别 ，

一般为 60 周岁。

（三 ）基金筹集

目前开展的农村养老保险的资金筹集方式，是以

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适当扶持的办法。

即个人缴费一般不低于保险费的 50%的基础上 ，由乡

（镇）、村或乡镇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经济条件确定

补助数额。国家扶持主要是对乡镇企业职工的补助部

分，允许税前列支。

1、考虑到农村家庭收入的不平衡性，保险费的交

缴标准实行多档次，保险对象可根据其经济承受能力

自行选择参保档次，按全年、半年、季或月交纳。

2、考虑到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性，对保险对象作出

了可视经济收入情况采取预缴和补缴的有关规定，即

经济条件好时提前预缴；遇到天灾人祸时，可暂时停

缴，恢复后继续交费的办法。

3、建立个人养老保险基金帐户，个人交纳的保险

费和集体（乡镇企业）的补助记在个人名下，用于个人

老年生活的保障。

（四）养老金的给付

1、养老金的领取一般从年满 60 周岁开始至死亡

为止 。给付不足 10 年死亡的，保证给付 10 年。剩余年

限的养老金，由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领取。对未到

领取养老金年龄以前死亡的，除按有关规定支付一定

的丧葬费外，其余部分退还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

人。

2、领取标准，根据个人积累的资金总额和预期的

平均领取年限确定，按月或按季领取。在此基础上，对

早逝者和长寿者进行适当调剂，以体现互助性。

（五）管理体制和办法

1、在管理体制上，坚持由民政部门负责实施。实行

政事分开的原则，即具体业务则由养老保险机构经办。

2、在保险基金的管理上，以县为单位统一核算、统

一管理。保值增值主要是购买国家发行的债券和存入

银行，国家和银行以偿还债务支付本息的形式返还资

金。

三、农村养老保险的改革方向

（一）现在农村开展的“个人储蓄积累”式养老保

险，不仅使农民的保障意识发生了变化，并正在逐步引

导农村的消费，搞得好，还可以积累相当一笔资金，促

进国家的经济建设。

（二）农村养老保险的实施必须强调以下两点：一

是要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即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必须

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

相适应，根据群众意愿的组织进行，反对强迫的做法。

二是对收缴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要确保安全和到期兑

现。同时也不能承诺高于银行存款同期利息收入或国

家发行的债券利息收入的增值保证。

（三）实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并不改变仍由家庭

养老为主的传统模式，因此，不论是否已开展农村养老

保险制度的所有地区，仍要注意宣传中华民族尊老、敬

老、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发挥家庭养老的功能。

（四）在保障形式上，实行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政

策、“五保”政策相结合的办法。在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

同时，重视充分发挥多种保障形式的整体作用。

四、财政对农村养老保险的管理

财政部门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农村养老保险工作

的开展。这是财政部门的职责所决定的，即从国家社会

保障体系的建立和改革角度出发，从宏观管理入手，积

极有效地参与。其主要理由是：

（一）现在农村开展的养老保险是有关部门根据国

务院的授权组织进行的，各省、地（市）、县人民政府也

为此专门下发了有关政策性等文件，对农村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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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实施，各级人民政府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基金收

缴、支付、营运的管理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如

果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农业经济的

发展。因此，财政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参与农村养老保

险工作的管理。

（三）财政部门是全国财务、会计主管部门。因此，

农村养老保险的财务、会计工作也是财政部门工作的

组成部分。当前的任务是 ：

1、尽快制定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及其经办机构的

财务、会计制度，以规范养老保险金的收缴、支付和营

运，规范经办机构管理费的提取和使用，保证养老基

金的安全和到期兑现。

2、制定合理的财税政策，引导富裕起来的农民积

极参加养老保险，促进农村养老保险的健康发展。

3、在农村养老保险实施过程中，根据地方的经济

发展情况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及承受能力，合理确定养

老保险基金的收缴比例和支付标准。

4、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结余，大部分要购卖国家

债券。不得挪用、挤占农民的“养命钱”，以确保其安

全，力争保值增值。

5、加强日常的指导、监督、检查工作。发现问题，

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责任编辑  郑维桢

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对外商投资企业年度

报表审计调帐的方法

张青松

注册会计师在对外商投资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

时，对会计误差的调帐方法，归纳起来讲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方法是：帐簿记录和会计报表均不调整，在
审计报告中揭示会计误差。在这种方法下，注册会计师

在对会计误差用工作底稿记录的同时，还要求企业于

被审年度次年，用调整以前年度经济事项的方式，进行

帐务处理，此外注册会计师还将结合次年的年报审计

工作核实会计误差的调整情况。如 1995 年 3 月某注册

会计师在对一 企业 1994 年度审计中发现，多提固定资

产折旧 18 000 元。此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一方面在审

计报告中以保留意见形式说明多提折旧情况；另一方

面则要求该企业在 1995 年 3 月份作如下分录：借记

“累计折旧”科目 18 000 元，贷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科目 18 000 元，同时将调整数纳入 3 月份报表相关项

目（资产负债表“累计折旧”项目和 利润表“以前年度

损益调整”项目）中反映。

第二种方法是：调整会计报表、不调整帐簿记录。

在这种方法下，注册会计师要求企业对会计误差所影

响的年度会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而不调整被审年度

的帐簿记录，只是在审计完成月度用调整以前年度经

济事项的方式，通过编制会计凭证、登记帐簿进行调

整，以达到审计完成月度末帐表一致。以 上例说明具体

做法：注册会计师要求企业：一是对 1994 年末资产负

债表的“累计折旧”“未分配利润”等项目和 1994 年度

利润表的“管理费用”“本年利润”等项目进行调整；二

是于 1995 年 3 月份作以下两笔会计分录：（1）借记“累

计折旧”科目 18 000 元，贷记“管理费用”科目 18 000

元；（2）借记“管理费用”科目 18 000 元，贷记“未分配利

润”科目 18 000 元，此时“管理费用”科目调整数不纳入

1995 年 3 月份利润表“管理费用”项目内。

第三种方法是：会计报表帐簿记录同时调整。在这

种方法下，注册会计师对审计工作中发现的会计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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