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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_E5_AE_B6_c26_646627.htm 热点分析 在农村，家庭养老是

绝大多数家庭唯一的养老模式，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根

深蒂固。虽然两个老人居住和一个老年人独自居住的情形也

存在，但他们都需要子女经常去照顾他们，从物质上和精神

上给予相应的支持。虽然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养老模式仍然是

以家庭养老为主，并且这种以“土地养老”、“养儿防老”

为主要方式的家庭养老也有其深厚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心理基

础，但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的家庭养老方式

面临着种种挑战。 首先，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程度

高于城市，农民的养老压力逐渐加大，养老的经济负担和养

老服务负担将更加沉重。按目前的政策规定，一个农村家庭

最多只能有两个孩子，这样将会使得家庭供养资源减少，而

子女养老的人均负担却是成倍增长。将来，一对夫妻要赡养

四个老人，抚养一个或两个小孩将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

显然，在这样的家庭人口结构下，一旦老人生病后，庞大的

医药、护理和营养费用负担极重，他们要面临着经济和时间

的双重压力。过于沉重的养老负担会严重削弱农村家庭自身

的经济积累能力、扩大再生产能力、子女教育能力，乃至大

大弱化中国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 其次，国家对农村养老行

为规范和调整力度减弱，不良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对一些农

村人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加之国家法律对老年人权利保障不

够，使得有些老人在家庭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传统的家庭

养老是建筑在传统道德基础上的行为，虽然法律明文规定子



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但老人生活质量的好与差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供养人的自身素质和精神文明程度。因此，在农村家

庭养老的模式中，有的老人能生活幸福，安度晚年；有的老

人只能维持温饱；有的老人却受到虐待。这就反映了农村家

庭养老形式还不能为老人晚年生活质量提供完全的保障。对

一些家庭养老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农村基层组织除了调解外

，很少用法律手段去解决，即使依法判决了，又由于相当一

部分农民法律意识差，法律文书的执行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老人的生活质量依然得不到保证。 最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

带来的生育率下降，家庭规模缩小，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弱

化，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也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

济供养之外还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精神苦闷等问题。

再加上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越来越快，空巢老人增多，大量农

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迫于岗位竞争压力，使他们根本无暇

顾及在农村的父母。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所不能解决的。鉴于此，许多地

方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已开始逐步探索多元化、多渠道的方

式，为农村养老提供可靠保障。 对策链接 我国农村新型养老

保险制度的发展方向与重点： （一）加快建立社会统筹的基

本保障制度框架 面向未来的城乡发展格局，适应未来社会发

展需要，要考虑统筹城乡资源分配、财政分配、社会就业和

各项政策发展，建立统一的国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此前

提下设计和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基本制度框架，特别是建立农

保可转换为城保的通道和机制，对早期农村养老制度保障制

度进行根本性改革。 一是要建立基本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的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制定城乡社会保险关系



转移、衔接办法。以规范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制度框

架，保障农民的养老金能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有效流转，

能在不同的保障方式之间进行有效接转，能随着时间的推移

实现资源保值增值为目的，制度模式由原来的完全个人账户

模式改革为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调剂金账户相结合的模式，

改变过去完全靠个人账户积累、没有待遇调整、待遇一经领

取终生不变、难以长期保障参保人员基本生活等问题。 二是

公共财政要全过程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降低农

民参保门槛，提高保障水平。公共财政要加大对工作体系的

投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不再提取管理服务费，人

员和工作经费应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尽快解决原制度从保险

费中提取管理费，用于人员和工作经费的问题。同时要以多

种方式建立农民参保补贴制度。在面向农民的筹资上，要降

低门槛，坚持政府组织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以政府投资

为主，低水平起步，建立农民的最基本养老保障制度。 三是

坚持政府统一管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农村

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建立动态缴费增长机制，缴费标准随着

预期领取的养老金标准的变化而调整，实行动态缴费。参保

人员预期领取的最低养老金水平可与农村低保水平衔接。加

强基金监管，拓宽投资渠道，确保基金安全增值，制定基金

管理运营办法，完善养老金计发办法等。 （二）推进保障形

式和补偿保障模式的创新，将农村养老保险与其他社会保障

相结合，提高保障能力和效果 一是要提高农民个人积累参保

率、覆盖率，扩大社会保障面。要适合各地的社会经济条件

，使个人筹资方案得到农民的认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降

低服务的成本，提高服务的效果。各地区根据本地的社会经



济特点，探索适宜的补偿和奖励模式，不断完善实施方案。

在筹集资金上，允许一次性交纳的模式，也可采取分期定额

缴纳的模式，采取以农村资产权力抵押融资的模式，或者采

取个人不缴纳，年老后进行倒扣个人应出资部分的模式等。

目前要以多种方式建立困难农民参保补贴制度。 二是要积极

改进保险资金享受的办法，支持低成本的社会化养老保险服

务事业发展，强化对养老服务的规范和管理。促进农民对社

会养老服务的综合利用，盘活养老金资源，降低农民养老经

济负担。特别是要发展集中公共养老服务，推进服务规模化

、专业化发展，提高养老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和价

格，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参与式发展的机制，更加方便农民

，减少农民享受的成本，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新型农村

养老保险的好处，让制度受到农民的欢迎。在资金的使用和

养老服务的具体提供上，如允许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地区差

异性，可以采取定期发放现金的方式，也可采取发放购物券

的方式，还可采取发放实物的方式，以及提供住宿、发放资

金到中介养老机构等。 （三）加快解决重点人群的养老保障

问题，着力提高保障水平 一是解决农村独生子女政策实施问

题，扩大实施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奖励扶助政策范围。二是解

决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通过制度建立基本保障，加快建立

逐步积累制度。首先鼓励其参加所在城市的城镇养老保险，

最好能够参加所在城市的养老保险；另外，也鼓励参加本地

的农村养老保险。三是解决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问题，建

立灵活的保险方式。四是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

在征地环节一次性建立基本保障，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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