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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城乡流动加速、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和农村居民思想转变，传统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

保障功能日渐弱化。在此背景下，依托政府投入为主的新农保政策在农村迅速推广开来。然而，在农村

养老方式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与背景下，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投入的新农保政策瓶颈凸显。本文在认真研

读大量参考文献以及收集有关的信息资料的基础上，根据2018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状况中的农村

问卷及数据(CHIP)，利用15,020个样本，归纳分析了样本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参与行为，并在此基础上

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的研究方法实证研究了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得出相关结论，

并提出完善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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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labor mobi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ad-
vancement of land system refor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thinking, the tradi-
tional family pension and land pension security functions have gradually weakened. In this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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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the new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olicy, which relies mainly on government investment, has 
been rapidly promoted in rural areas.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adual diversification of ru-
ral elderly care methods, the bottleneck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olicy relying solely on 
government financial investment has become prominent. On the basis of carefully studying a large 
number of references and collect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rural residents in pension insurance based on the 2018 rural ques-
tionnaire and data (CHIP) 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
dents, using 15,020 samples. On this basi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research method is used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s’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beha-
vior, draw relevant conclusions and propose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implementa-
tion of rural pension insuranc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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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众多且经济发展相对城市而言还有一定差距，基于此，加快农村地

区的发展就显得极为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务必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是要解决好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问题[1]。我国长期以来形成

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使得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主要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一直处于养老保险政策之外。

鉴于“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被提上日程。2009 年，我国开始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目的就是进一步

完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使农村居民真正享受到参保对老年生活带来的有益之处。 
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例如激励机制不够健全，农村居

民的参保意愿比较低；待遇水平较低，基础养老金水平不高；政府的补贴力度较小，这些问题都不利于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居民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农村地区

的养老问题如果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会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这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地区的差

距，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基于此，本文以“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为题目，通过搜集相关资料、数据，

归纳分析样本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参与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的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农

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得出相关结论，并提出完善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相关建议[2]。 

2. 数据来源、研究假设和模型设定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在 2019 年 3 月组织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

状况》中的农村住户数据。该调查项目致力于收入分配、贫困及劳动力劳动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追

踪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与贫困的变动特征，并深入探讨其内在的影响因素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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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制。该调查数据包含了详细的个人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户口、婚姻、教育、政治面貌、民族、

宗教信仰和从事职业等[3]。也包括了家庭信息，比如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等。本文所需的变量在该

调查中均有详实的记录。问卷中关于个人是否参加居民养老保险对几乎所有的个人进行了调查，因此本

文研究将从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分析影响个人参保行为的因素。 

2.2. 研究假设 

2.2.1. 个人层面研究假设 
个人层面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行业、职业七个方面。年

龄方面，由于不同年龄段对养老保险的需求程度不同，在购买养老保险的意识上也有一定差别，随着年

龄的逐渐增加，养老的紧迫感也越来越强，对养老保险的参与度越高，因此推测年龄与养老保险参与度

呈正相关。在性别中，由于农村居民受传统观念影响更深，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作用突出，在是否购买

商业养老保险的决策中与女性群体有差异，因此推测性别会显著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4]。在政治面

貌方面，由于不同群体对养老保险的理解程度不同，在购买养老保险的意识上也有一定差别，因此推测

政治面貌与养老保险参与度显著相关。在受教育程度中，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事

物的认识和理解，文化程度越高，理解事物的能力越强，越能意识到在年老时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作用，

因此推测文化水平与养老保险参与度正相关。在身体健康状况方面，由于养老保险是缴费期届满后，按

月领取养老金，因此身体健康的人更容易购买养老保险作为保障，所以健康状况与养老保险参与度有正

向影响。在行业与职业方面，当人们处于不同的职业与行业中，对于养老保险的认同感不同时，所以推

测行业与职业与养老保险参与度显著相关。研究假设见表 1： 
 

Table 1. Personal level research assumptions 
表 1. 个人层面研究假设 

假设 预期作用方向 

H1 年龄与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显著正相关 

H2 性别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有显著影响 

H3 政治面貌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有显著影响 

H4 受教育程度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显著正相关 

H5 身体健康状况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显著正相关 

H6 行业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有显著影响 

H7 职业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有显著影响 

2.2.2. 家庭层面研究假设 
家庭层面中主要包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两方面。在婚姻状况中，由于已婚相较于其他未婚等状况

而言，前者和配偶两个人的收入更多，在收入这一前提下，更容易作出参与决策，因此婚姻状况与养老

保险显著相关。在家庭年收入方面，养老保险是一种投资行为，投资需要成本投入，所以收入水平的高

低影响人们对养老保险的购买。其次，商业养老保险属于更高层次的需求，只有人们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后才会追求高层次的需求，因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才更可能通过参加养老保险进行养老[5]。
因此推测家庭年收入水平与养老保险参与度显著正相关。研究假设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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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Family level research assumptions 
表 2. 家庭层面研究假设 

假设 预期作用方向 

H8 婚姻状况与养老保险显著相关 

H9 家庭年收入水平与养老保险参与度显著正相关 

2.3. 变量定义及模型构建 

2.3.1. 变量定义 
本文根据前人研究及实际情况选取两个层面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即包括个

人层面、家庭层面，因变量为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对自变量、因变量进行变量定义及赋值，见表 3： 
 
Table 3.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assignment 
表 3. 变量定义及赋值 

维度 指标 赋值 

因变量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0 = 未参加；1 = 参加 

自变量  

个人层面 

年龄 1 = 30 岁以下；2 = 31~40 岁；3 = 41~50 岁；4 = 51~60 岁；5 = 60 岁以上 

性别 1 = 男；0 = 女 

政治面貌 1 = 中共党员；2 = 民主党派；3 = 群众；4 = 其他 

受教育程度 1 = 未上过学；2 = 小学；3 = 初中；4 = 高中；5 = 职高/技校；6 = 中专；

7 = 大专；8 = 大学本科；9 = 研究生 

身体健康状况 1 = 非常好；2 = 好；3 = 一般；4 = 不好；5 = 非常不好 

行业 

1 = 农、林、牧、渔业；2 = 采矿业；3 = 制造业；4 = 电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5 = 建筑业；6 = 批发和零售业；7 = 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8 = 住宿和餐饮业；9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 = 金融业；11 = 房地产业；12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3 = 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14 =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15 = 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16 = 教育；17 = 卫生和社会工作、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18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9 =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20 = 
国际组织 

职业 

1 =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单位负责人；2 = 专业技术人员；3 = 办事人

员和有关人员；4 = 商业、服务业人员；5 = 农林牧渔和水利业生产人员；

6 =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7 = 军人；8 = 不便分类的其

他从业人员 

家庭层面 
婚姻状况 1 = 初婚；2 = 离异再婚；3 = 丧偶再婚；4 = 同居；5 = 分居；6 = 离异；

7 = 丧偶；8 = 未婚；9 = 其他 

家庭年收入 1 = 1 万以下；2 = 1~5 万(含 5 万)；3 = 5~10 万(含 10 万)；4 = 10 万以上 

数据来源：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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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模型构建 
由于在农村养老保险参与度的研究中，将因变量参与度分为了两类，即 y = 0 表示未参加，y = 1 表

示参加，因此构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建立 Logit (P)与 X 的线性回归模型，回归模型如下： 

( ) 0 1 1 1 2Logit P β β β β= + + + + n nX X X  

式中，Logit (P)即 ln
1

=
−
p

p
，P 原指一个事件发生概率与不发生概率之间的比值，在本文中指农村居民参 

与养老保险的概率值， 0β 为模型常数项， 1X ~ nX 为各项影响因素， 1β ~ βn 为模型的回归系数，即各项

影响因素的影响方向和作用程度。 

3. 家庭非农就业对中老龄成员养老行为的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3.1.1. 个人层面 
在年龄方面，如表 4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年龄在 30 岁以下的人最多，占比 27%；60 岁以

上的人数最少，占比 8.4%。在性别方面，男性人数较多，占 64.4%，比女性高了 28.8 个百分点。在政治

面貌方面，群众占比达到了 91%。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农村人口的总体教育程度不高，初中毕业、小学

及以下人口有 11,661 人，占总调查对象的 77.6%，教育程度达到高中毕业及以上人数占比为 23.4%。在

身体健康状况中，农村受访者的身体健康状况整体良好，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的占比为 39.1%，身体状

况好的占比 42.3%，一般和不好的人数仅占到为 18.4%。目前，我国对农村地区的基础建设及医疗补贴较

为完善，使农村人口得到更好的医疗帮助，减轻农村居民经济负担[6]。在行业方面，本次调查对象中农

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的占比较高，分别为：15.3%、20.2%、21.2%。在职业方面，国家机关/党群

组织/企业单位负责人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占比较高，分别达到了 28.7%、23.6%。 
 
Table 4. Individual level statistical table 
表 4. 个人层面统计表 

项目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年龄 

1 = 30 岁以下 4054 27.0 

2 = 31~40 岁 3160 21.0 

3 = 41~50 岁 3763 25.1 

4 = 51~60 岁 2774 18.5 

5 = 60 岁以上 1269 8.4 

性别 
女 5350 35.6 

男 9670 64.4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1214 8.1 

民主党派 46 0.3 

群众 13667 91.0 

其他 9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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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852 5.7 

小学 2931 19.5 

初中 7878 52.5 

高中 1666 11.1 

职高/技校 414 2.8 

中专 413 2.7 

大专 841 5.6 

研究生 25 0.2 

身体健康状况 

非常好 5877 39.1 

好 6348 42.3 

一般 2300 15.3 

不好 459 3.1 

非常不好 36 0.2 

行业 

农、林、牧、渔业 2300 15.3 

采矿业 191 1.3 

制造业 3030 20.2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18 1.5 

建筑业 3187 21.2 

批发和零售业 1340 8.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37 5.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78 1.9 

金融业 101 0.7 

房地产业 245 1.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25 1.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3 0.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126 0.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654 11.0 

教育 312 2.1 

卫生和社会工作、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316 2.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16 4.1 

国际组织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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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职业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单位负责人 4312 28.7 

专业技术人员 1708 11.4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563 10.4 

商业、服务业人员 2825 18.8 

农林牧渔和水利业生产人员 1043 6.9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3551 23.6 

军人 18 0.1 

数据来源：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状况调查。 

3.1.2. 家庭层面 
在婚姻状况方面，如表 5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初婚人数占比最多有 14,081 人，占比 93.7%，离异

人口占比仅为 1.7%。在家庭年收入中，年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家庭偏多，年收入 1~5 万的家庭最多，占

比 61.8%，家庭年收入不足 1 万元的有 2666 人，占比 17.7%，家庭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的仅有 235 个。这

是由于目前农村地区的经济来源不多，除了依靠种植果树农作物等收入之外，还有外出打工，经营生意

等其他收入[7]。 
 
Table 5. Household level statistics 
表 5. 家庭层面统计表 

项目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婚姻状况 

初婚 14,081 93.7 

离异再婚 311 2.1 

丧偶再婚 78 0.5 

同居 59 0.4 

分居 18 0.1 

离异 249 1.7 

丧偶 199 1.3 

其他 25 0.2 

家庭年收入 

1 万以下 2666 17.7 

1~5 万(含 5 万) 9284 61.8 

5~10 万(含 10 万) 2835 18.9 

10 万以上 235 1.6 

数据来源：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状况调查。 

3.2.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研究变量之间是否相关的统计分析方法。由于相关性分析要求变量为连续数值[8]。因此，

本文主要对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两方面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各维度变量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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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6 中可以看出，健康状况与养老保险参与情况相关系数为 0.080，且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

表明健康状况对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有影响[9]。此外，通过下表可以看出，农村商业保险参与度与各变量

之间相关关系表明各个变量之间有相关性，不是孤立存在的。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6. 相关性分析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养老保险参

与情况 行业 职业 收入 

性别 1         

年龄 0.084** 1        

婚姻状况 0.014 0.085** 1       

政治面貌 −0.108** −0.139** 0.004       

受教育程度 0.028** −0.293** −0.051** 1      

健康状况 0.016* 0.308** 0.053** −0.135** 1     

养老保险参

与情况 
0.009 0.264** −0.004 −0.066** 0.080** 1    

行业 −0.002 −0.040** −0.006 0.189** −0.023** 0.032** 1   

职业 −0.021** −0.012 −0.005 −0.040** −0.023** 0.006 −0.233
** 1  

收入 0.168** −0.217** −0.048** 0.150** −0.179** 0.005 0.058** −0.019* 1 

注：*：显著性水平 p < 0.05；**：显著性水平 p < 0.01；***：显著性水平 p < 0.001。 

3.3.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3.3.1. 模型检验 
1) 拟合度检验 
运用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方式来进行拟合度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7，概率 p 值为 0.786，大于

0.05，说明实时数据情况与模型拟合结果一致，模型拟合情况良好。 
 
Table 7. Hosmer and Lemeshow tests 
表 7.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4.730 8 0.786 

 
2) 总体显著性检验 
总体显著性检验主要针对步骤、模块及系数进行综合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8，检验自由度为 52，显

著性为 0.000，显著性水平小于 0.01，即该模型整体验证显著。 

3.3.2. 回归结果 
为了调查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把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作为因变量，利用 SPSS 的

二元 Logistic 回归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9。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4146


马成燕 
 

 

DOI: 10.12677/ar.2023.104146 1123 老龄化研究 
 

Table 8. Comprehensive test of model coefficients 
表 8. 模型系数综合检验 

 卡方 df 显著性 

步驟 1430.048 52 0.000 

块 1430.048 52 0.000 

模型 1430.048 52 0.000 

 
Table 9.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表 9. 模型回归结果 

维度 变量 类别 回归系数(β) Exp(B) 

个人层面 

年龄 

1 = 30 岁以下 −1.976 0.139 

2 = 31~40 岁 −1.187 0.305 

3 = 41~50 岁 −0.471 0.624 

4 = 51~60 岁 −0.133 0.875 

性别 女 0.121 1.129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0.420 1.521 

民主党派 0.208 1.232 

群众 −0.091 0.913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0.038 0.963 

小学 −0.476 0.621 

初中 −0.581 0.559 

高中 −0.421 0.656 

职高/技校 −0.497 0.609 

中专 −0.430 0.651 

大专 −0.320 0.726 

身体健康状况 

非常好 0.496 1.642 

好 0.573 1.773 

一般 0.558 1.747 

不好 0.813 2.254 

行业 

农、林、牧、渔业 21.635 2487711365.838 

采矿业 21.948 3404402713.367 

制造业 21.798 2929381409.815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1.852 3092583885.148 

建筑业 21.856 3102641067.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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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个人层面 

行业 

批发和零售业 21.669 2573900451.73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917 3298865139.74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1.599 2401636357.841 

金融业 22.480 5794258057.187 

房地产业 21.836 3042645629.78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1.672 2582760914.24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2.214 4442320035.46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21.828 3018582314.786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1.928 3337000883.247 

教育 21.945 3392187705.883 

卫生和社会工作、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22.272 4705362333.855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2.204 4394950612.917 

职业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单位负责人 −0.116 0.891 

专业技术人员 0.166 1.181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0.164 1.179 

商业、服务业人员 −0.026 0.974 

农林牧渔和水利业生产人员 0.298 1.347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0.072 1.075 

家庭层面 

婚姻状况 

初婚 −0.133 0.876 

离异再婚 −0.494 0.610 

丧偶再婚 −0.559 0.572 

同居 0.119 1.127 

分居 −0.661 0.516 

离异 −0.532 0.587 

丧偶 −0.412 0.662 

家庭年收入 

1 万以下 −0.533 0.587 

1~5 万(含 5 万) −0.397 0.672 

5~10 万(含 10 万) −0.158 0.854 

注：此处输入为 1%~10%的显著性水平。 
 

实证结果表明：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行业、职业、婚姻状况、家

庭年收入等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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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层面回归结果分析 
年龄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分析，实证结果与假设 1 不一致。从调查对象入手进一步分析原因，当前

农村地区越来越多年轻人返乡就业创业，而年轻人未体会到养老的紧迫感，养老观念较弱，养老保险参

与度不高[10]。性别因素在 1%的水平上通过著性检验，说明性别 = 0 是指女性，反映出女性对于商业养

老保险参与度是男性的 1.129，假设 2 得到验证。通过进一步的了解得出，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加关注保

险信息[11]，并且据数据显示女性比男性的平均寿命更长，所以可能会更加长远的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

政治面貌通过显著性分析，说明受访者的政治面貌对于养老保险参与有一定影响。教育状况没有通过显

著性分析，实证结果与假设 4 不一致。通过了解可能是由于农村居民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12]，样本数据

中文化程度在小学初中及以下的人数占的 77.6%，所以教育程度对养老保险参与度的影响不显著。身体

状况对农村养老保险参与度的影响显著，结果与假设 5 一致。行业与职业也通过了显著性分析，说明行

业与职业对农村养老保险参与度的影响显著，结果与假设 6、7 一致。 
2) 家庭层面回归结果分析 
在家庭层面中，家庭的收入水平是决定是否参与商业养老保险重要的因素[13]。部分居民的经济水平

较低，以目前的收入水平只能用来应对普通的家庭支出，在经济能力范围内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自己

购买养老保险的需求。如果家庭年收入充足，那这部分人可以通过购买养老保险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老

年生活[14]。婚姻状况这一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测，结果与假设 8 不一致，这是因为调查样本中婚姻状

况为已婚的占 93.7%，所以造成婚姻状况对是否参与养老保险影响效果不显著。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阅读和整理相关文献以及对烟台市农村居民群体特征的现实情况，选取并构建了影响农村

居民参与养老保险因素的指标体系[15]，基于 15,020 份调查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及二元 Logistic
模型对 9 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影响农村居民参与养老保险的显著因素。结论如下：性别、政治面

貌、身体健康状况、行业与职业以及收入水平对于农村居民参与养老保险的行为有显著影响。 

4.2. 对策建议 

4.2.1. 针对农村居民的对策建议 
第一，收入是影响个人购买养老保险的重要因素[16]。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只有在满足最

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只有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才能更好

地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 
第二，在农村举办的保险知识讲座的方式，设置有奖问答环节，开展保险知识普及和教育，吸引农

村居民参与其中，引导居民正确认识商业养老保险，将养老保险这种养老方式传递给农村居民[17]，以此

来提高居民风险意识教育，在青壮年时期为未来养老做打算，消除农村居民对养老保险的不信任，让他

们意识到养老保险是改善老年生活的重要方式。 

4.2.2. 针对政府的对策建议 
当地政府要通过行政监督的方式加强对养老金的监管，建立监管机构[18]，对养老金的征收、支付等

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制定严格的监管规则，确保一切活动都按规定进行。其次，当地政府要通过内外

部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养老金的监督和管理[19]。内部监管主要指内部审计机构，外部监管主要指会

计师事务所以及风险评估公司，通过这两个机构，使养老金的运作在阳光下进行。最后，要不断提高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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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经办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对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实时有效监督[20]。通过以上三种途径，

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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