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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以2018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为基础，围绕社会互动与社会信任对

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展开分析。实证分析的结论是：第一，随着农村居民之间社会互

动频率的增加，农民会更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互动呈现显著的积极影响；其次，社会信任程度

的提高对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言意义突出，因为它有利于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就基本养老保

险的回报和保障的预期价值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对其的预期。因此，为了尽快建成覆盖全

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以此来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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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a binary Logit regression model, based on the 2018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trust on rural residents’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he empirical analysis concludes that, firstly, as the frequency 
of social interaction among rural residents increases, farmers will be mo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show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secondly, 
the increase in social trust is of outstanding significance for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as it facilitates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mong different groups, which, in 
terms of the expected value of the returns and guarantees of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to a certain 
extent raised farmers’ expectations of it. Therefore, in order to build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ov-
ering the whole popul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government can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s a way to encourage farmer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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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当前中国社会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和人口高龄化趋势的严重程度正在日益加剧，逐步建立健全适

合中国实际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既是当前促进当代中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的一项紧迫的需

要，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幸福晚年健康生存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根据七普调查结果显示，60 岁及以上人

口数为 2.64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1 亿，占 13.50% [1]。“十四五”

规划纲要提出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要提高到 95%，以期早日建成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

2020 年年末，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达 54,244 万人[2]。但正如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

功成教授所指出的：“我国仍有相当部分群体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因此本文将通过探讨社会互动和

社会信任对其参保行为的影响，以期能对提高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提出相关建议，以及为完善我

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出一份力。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的青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造成了空巢老人的增

多，加之由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导致无论是在财力上还是精力上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在不断弱化。在 2009
年，我国为能更好地在制度层面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给农村老人提供更完善的养老服务，中央出

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不断在研究探讨的热

门话题。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探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可以有效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建设新中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3]。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

提升农民的生活幸福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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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文献中，有关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多从个人、家庭、政策等方面进行探

讨。政策宣传与实施程度、接触工作人员办事态度、处理手续的便利性等因素对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有很大的影响[5]。家庭赡养率和投保人的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6]。农村老人的抚养比、物价上涨

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等因素是影响其参保率的重要原因[7]。农民自我评估的健康水平愈低愈倾向于参加

保险；对自己的老年生活不怎么担忧者的参保意愿愈高；预计将在家里度过晚年的农民不太可能参加保

险，而那些经济上比较贫穷的人比经济上比较好的人更不可能参加保险[8]。农民的加入保险的意愿与其

职业关系密切，且与性别、年龄和子女数目等特定变量呈负相关关系，而地域因素对参保意愿的影响较

大[9]。个人缴费负担的增加，会导致居民在“退出制度”上做出抉择，另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

与城镇职工的待遇差距存在很大的差异，也会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参保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10]。 
社会互动是两个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基于他们之间的信息传递[11]。社会

互动范式认为，社会互动通过内生和外生互动影响金融投资选择，内生互动有积极作用，外生互动的影

响则视具体情况再分析[12]。从社会互动的角度，国外学者对影响商业保险投保意愿及投保行为的因素进

行了研究[13] [14]。社会互动对农民参与农村养老保险具有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通过弱关系实现[15]。
社会互动使得居民了解商业医疗保险，提高其主观满意度，具有“跟进”作用，对居民选择商业医疗保

险具有重要的正面作用[16]。根据以往的研究分析，可以将农民的参保行为看作金融决策。根据社会互动

的范式，可以认为社会互动程度愈高的居民，愈能从外界获得更多的资讯，愈能降低其取得资讯的费用，

愈能增进其与身边人的交往与互动。据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H1：社会互动水平越高的农民，参与农民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大。 
普特南强调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成本和误解的机会，进而使合作变得更加容易。目前大部分

研究表明，社会信任促进了居民对共同活动的参与。社会信任可以促进社区居民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

增加其对商业医疗保险收益的期望，进而影响到居民是否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信用是影响社会资本的一

个重要因素，它能提高居民对保险公司未来收入的期望，进而促使他们选择商业医疗保险[17]。农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还在逐步完善中，社会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除农民的部分疑虑，增加他们的参保可

能性。据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H2：社会信任度越高，农民参加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就越大。 
过去关于农村居民参与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的因素的研究，多是从经济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和制度层面

的分析，关于社会因素的研究还较少。由此，本文以 2018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为基础，建立相关模型，

通过探讨社会互动与信任对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旨在丰富中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的研究，为完善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供相关建议。 

3. 数据来源与变量界定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实施的 201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

“CGSS2018”)。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了有关的变量，对于“不知道”、“不适用”或缺少观察数据

的样本，本文将其删除，最后得出了 5389 个样本，其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 3616 人，占 67.1%。

选取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下：1) 性别：男性 46.13%，女性 53.87%；2) 婚姻状况：未婚 9.32%，其余 90.68%；

3) 年龄：60 岁及以上 22.3%；4) 自评健康状况：健康 79.55%，不健康 20.45%；5) 区域分布：东部 35.16%，

中部 38.82%，西部 26.02%；6)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45.93%，初中 32.6%，高中 13.71%，大学及以

上 7.76%；7) 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者 90.68%，未参保者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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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量界定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是否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主要是根据受访者对“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

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问题进行反映。当被调查者的答案是“参与了”，赋值为“1”；“没有参与”，

赋值为“0”。 

3.2.2.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社会互动和社会信任。本次研究对象是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的影

响因素，社会互动变量用问题“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牌

等)的频繁程度”来测量，将回答选项设定为 1~7 的连续变量，数值越高，互动频率越低。社会信任变量

根据问题“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来反映，回答选项设定

为 1~5 的连续变量，数值越高，社会信任度越高。 

3.3.3. 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的研究设计，本文选取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个人收

入状况和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作为控制变量。 
上述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Variables and assignment 
表 1. 变量及赋值 

变量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基本养老保险 参与 = 1；未参与 = 0 0.67 0.47 

解释变量 
社会信任 1~5，数值越高，信任程度越高 3.50 1.02 

社会互动(与邻居互动频率) 1~7，数值越高，互动频率越低 3.72 2.131 

控制变量 

年龄 连续变量(周岁) 46.92 13.50 

性别 男 = 1；女 = 2 1.54 0.50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0；初中 = 1；高中 = 2； 
大学及以上 = 3 

0.83 0.93 

收入状况 指上年度个人收入，作对数处理 7.68 4.02 

健康状况 1~5，数值越大，越健康 3.57 1.11 

婚姻状况 其他 = 0；未婚 = 1 0.09 0.29 

地区 东部 = 1；中部 = 2；西部 = 3   

基本医疗保险 参与 = 1；未参与 = 0 0.91 0.29 

3.3. 模型构建 

为了实证分析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农民是否了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是非连续型的二分类变量，适宜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用于结果估计。假设农民参加了基本养老保

险的概率为 ip ；则农民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概率为1 ip− ；则具体地非线性函数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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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对上式进行对数转化，得到 Logit 模型的线性表达式： 

1
ln

1
ni

i ii
i

p
Y

p
uxα β

=

 
= = + − 

+∑                               (2) 

上述公式(1)和(2)中，其中 α为常数项， 1 2, , , ix x x 为影响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相关因素，

( )1,2, ,i i nβ =  为变量的回归系数，n 为解释变量的个数，u 表示随机误差，即可能对农民参保行为产生

影响的其他潜在因素。 

4. 实证分析 

模型 1 只反映了控制变量的影响，模型 2 主要反映社会信任变量的影响，模型 3 则是反映了社会互

动变量的相应影响，模型 4 是一个完全模型。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和模型 4 的回归结果见表 2。 
 

Table 2. Logit regression results of social interaction, social trust and farmers’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表 2. 社会互动、社会信任与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 Logit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社会信任 
 0.065**  0.063** 

 (2.105)  (2.043) 

社会互动 
  −0.021** −0.02** 

  (−1.374) (−1.273) 

性别 
0.071 0.072 0.065 0.067 

(1.034) (1.057) (0.956) (0.981) 

受教育程度 
0.286*** 0.281*** 0.292*** 0.287*** 

(6.889) (6.768) (6.993) (6.867) 

健康状况 
0.008 0.004 0.006 0.002 

(0.244) (0.128) (0.177) (0.078)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情况 
2.206*** 2.198*** 2.195*** 2.189*** 

(18.798) (18.726) (18.670) (18.614) 

婚姻状况 
−0.486*** −0.491*** −0.475*** −0.480*** 

(−4.055) (−4.092) (−3.955) (−4.003) 

年龄 
0.048*** 0.047*** 0.048*** 0.047*** 

(14.949) (14.537) (14.861) (14.474) 

个人收入 
0.024*** 0.025*** 0.025*** 0.025*** 

(2.946) (2.995) (3.012) (3.054) 

N 5389 5389 5389 5389 

LR chi2 868.34 872.75 870.22 874.36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0.1272 0.1278 0.1275 0.1281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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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型 1 的回归分析，发现除了性别、健康等因素之外，其它因素对农村居民的参保行为均有显

著的影响。其中的影响分别体现为：1) 年龄。农民随着年龄的增长，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且会产生明显的效果。2) 受教育程度。回归分析发现，文化程度愈高的农户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可能

性愈大，且影响显著。3) 婚姻情况。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与未婚农民相比，已婚的农民参与基本养老保

险的几率较大，且影响显著。4) 经济状况。农民个人收入愈高，经济状况愈好，愈有可能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5) 社会医疗保险。相较于没有参保的农民来看，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农民更愿意参加社会养老保

险。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农民通过参加社会医疗保险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保障意识，并且也

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制度和物质保障，因此这一部分群体也更愿意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以增强保障。 

4.1. 社会信任对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 

模型 2 的回归结果表明，社会信任对我国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行为有明显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农民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其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就越大，本文的研究假设 1 得到验证。农村社

区主要是以血缘和地缘搭建起的熟人社会，并且农村社区的环境异质性相对较低，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

上增强居民社会信任基础。首先，这种普遍信任的不断加强，会通过提高农民对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预期

收益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宣传力度不足的缺陷，从而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对农民参加社会养老

保险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其次，提高社会信任度有利于增强群体间的可信度。农民的个体参保行为也

要建立在他们掌握和认同相关制度的基础之上，社会信任程度越高的农民更有可能在主观上相信和认同

他人传递的信息，所以社会信任度越高的居民通过了解和信任他人传递的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相关内容，

会更有可能发生参保行为。 

4.2. 社会互动对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 

模型 3 的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互动变量(同邻居间的互动)对我国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行为有显著影

响，具体表现为农民同邻居间的互动频率越高，其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就越大，本文的研究假设

2 得到验证。社会互动对个体投资选择的影响体现在内生性互动和情景性互动两个方面[18]。内生性互动

指的是个人和参照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的选择既受参照群体的影响，也影响受参照群体成员的选

择；相反，情境性互动侧重于参考群体对个人的单向影响，它可以是积极的或消极的。就本文的相关研

究而言，内生性互动对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首先，目前我国的农民社会

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还较低，基本上是处于县级或市级统筹。因此，农民和邻居之间的互动可以增加农

民对基本养老保险知识获取的机会，通过与邻居间的互动可以了解到有关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内容，

比如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参保条件以及缴费信息等。其次，具有类似社会特征的人倾向于追

随对方，因此二者的行为方式也会逐渐趋向于相同。农民愿意做出与自己本身社会经济状况相似的邻居

相同的选择，并且这种相同的选择行为会随着与领居间的互动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即居民与邻居间的互

动频率越高，其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就越可能发生。 

5. 稳健性检验 

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通常采用替换核心变量或替换模型，以提高研究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了一种

新的模型来验证该研究的可靠性，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农民是否参加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是非连续

型的二分类变量，所以采用了原模型 Logit、Probit 和 OLS 三种模型再次对其进行了回归，其结果如表

3 所示。回归分析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的预测值与原始预测值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所以作者认为，本文

通过构建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是相对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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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of Logit regression, Probit regression and OLS regression 
表 3. Logit 回归、Probit 回归与 OLS 回归的结果对比 

变量 Logit Probit OLS 

社会信任 
0.063** 0.037** 0.012** 

(2.038)** (1.995)** (2.031)** 

社会互动 
−0.020** −0.012** −0.003** 

(−1.270) (−1.292) (−1.174) 

性别 
0.067 0.040 0.014 

(0.985) (0.980) (1.134) 

受教育程度 
0.287*** 0.168*** 0.052*** 

(6.863) (6.810) (6.854) 

健康状况 
0.002 0.002 −0.000 

(0.070) (0.117) (−0.050) 

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情况 

2.189*** 1.321*** 0.455*** 

(18.608) (19.412) (22.324) 

婚姻状况 
−0.480*** −0.300*** −0.108*** 

(−3.996) (−4.097) (−4.563) 

年龄 
0.047*** 0.028*** 0.009*** 

(14.470) (14.586) (15.106) 

个人收入 
0.025*** 0.015*** 0.005*** 

(3.054) (3.054) (3.354) 

N 5389 5389 5389 

6. 异质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社会信任和社会互动对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在不同地区的样本中，社会

信任和社会互动对农民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因此本文通过控制地区进一步对样

本数据进行异质性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OLS regression results for sub-regional samples 
表 4. 分区域样本 OLS 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社会信任 
0.010* 0.016* −0.007 

(1.081) (1.695) (−0.616) 

社会互动 
0.001 −0.014*** −0.005* 

(0.238) (−2.943) (−0.864) 

性别 
0.050** −0.030 0.031 

(2.434) (−1.418)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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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受教育程度 
0.078*** 0.055*** −0.008 

(6.501) (4.060) (−0.520) 

健康状况 
0.005 0.022** −0.023** 

(0.547) (2.344) (−2.254) 

社会医疗保险 
参保情况 

0.569*** 0.389*** 0.345*** 

(18.087) (11.383) (8.426) 

婚姻状况 
−0.074** −0.142*** −0.167*** 

(−2.158) (−3.085) (−3.813) 

年龄 
0.008*** 0.011*** 0.008*** 

(7.935) (11.377) (7.516) 

个人收入 
0.008*** −0.004* 0.012*** 

(3.002) (−1.760) (3.926) 

N 1895 2092 1402 

注：东部地区：北京市、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河北省、江苏省、辽宁省、山东省、上海市、

天津市、浙江省、深圳市；中部地区：安徽省、河南省、黑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吉林省江西省、宁夏回族自

治区；西部地区：甘肃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陕西省、四川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云南省、重庆市。 

 
在表 4 中，将总样本按地区分别划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由于各

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一，这也会影响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表 4 的回归结果表明：

第一，当控制变量不变时，东部、中部地区的社会信任对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行为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这与本论文的假设 1 一致。这也可以解释为：相对于西部，东部和中部更容易通过增加社会信

任程度来推动农民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其次，从社会互动效应对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投保人的影响上，

以中部为最大，西部次之，与本研究假设 2 一样，而东部则无明显影响。 

7. 结论与建议 

7.1. 主要结论 

覆盖全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覆盖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非经济因素入

手，采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以 CGSS2018 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围绕社会互动与社会信任对农村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展开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 社会信任对农民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一方面，社会信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农民对基本养老保险回报和

保障的期望，同时也使其更有信心参与到社会养老保险中去。另一方面，社会信任可以促进农户之间的

资讯交流，而信任度愈高，其接受资讯与意见的可能性愈大。2) 社会互动对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行为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农民与邻居之间的互动频率愈高，就越容易做出和他人相同的选择，从而提高农民

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3) 在控制变量上。年龄愈大的、受教育程度愈高的和个人收入状况愈好的农民

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可能性更大；有配偶的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可能性更大。社会保障项目方面显

示，已经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农民其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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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相关建议 

本文从非经济因素出发对影响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因素做出了相关解释，从而也为促进农

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提供了可行的有关建议。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基本养老保险的全民覆盖，大力推

进农民积极参与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来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根据本文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实际情况，为

了早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的全民覆盖目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提高社会信任度。社会信任程度的提高，

可以促进居民间进行信息交流，从而减少居民搜索社会养老保险相关信息的成本，促进农民积极参与基

本养老保险；二是居民之间要提高互动频率。居民间的社会互动频率越高，就越可能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三是针对以上两点，政府应该制定相应措施，利用农民的社会关系优势来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以此来刺

激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四是要不断完善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水平。为了

有效的抵当居民步入晚年生活后的相关风险，基本养老保险作为一项有特色的制度设计应运而生，但在

该项制度的不断推行和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一项制度其本身的完善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农民

的进一步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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