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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农保受到国家政府大力支持的同时，也承担着解决农村居民养老问题和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的责任

和义务。采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构建OLS回归模型分析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和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农保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和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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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the new rural insurance is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t also under-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to solve the pension problem of rural residents and ensure 
the basic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Using the 2017 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database, an 
OLS regress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new rural insurance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rural insuranc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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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养老主要是依靠土地和家庭进行养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农

村传统的养老保障模式正在受到严重冲击和逐渐削弱。近些年，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

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导致很多留守老人的晚年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在上述基础上，

我国在 2009 年决定在全国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目的是为了保障农村老年

人的基本生活。 
随着新农保政策的实施和全面推广，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新农保对农村居民生活的影响等问题虽

然逐渐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然而关于全面和系统地分析新农保政策实施效果的文献却不是很

多。因此，本文从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和心理状态两个方面出发衡量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效果，即探讨新

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为新农保政策的改善提供更加具

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 分析理论和研究假设 

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相关理论，本文提出两个研究假设。国内外很多学者通过研究得出新农

保农村居民的消费起到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Modigliani 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居民的消费行为受到预期收

入的影响。我国的新农保规定在年满 60 周岁以上的农村居民符合规定的每月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金，

而领取的养老金金额可以作为一个预期的收入，因此，新农保养老金通过提高农户的预期收入来刺激当

期的消费。姜萍(2020)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分析框架，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探讨新农保对农

村家庭的消费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1]。蒋姣和赵昕东(2020)
采用 2013 年和 2015 年 CHARLS 两期数据，运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法，探讨新农保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领取新农保会显著增加家庭总消费支出[2]。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一： 
假设一：新农保可以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 
关于新农保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文献较少。刘光辉(2021)学者认为不仅要关注新农保的经济性效

应，更要关注新农保给农村居民带来的幸福效应。他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探讨了新农保对农

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3]。张

川川(2014)同样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分析法探讨新农保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

的影响，得出新农保可以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提升的结论[4]。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二： 
假设二：新农保可以促进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3. 数据来源、变量设计与模型构建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带头执行，是我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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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面最早的综合性调查项目。第一，为了更好的探讨新农保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选取 18 岁及

以上的农村居民，剔除掉城市居民的样本，得到样本 6767 个(不包含各统计变量含有缺失值的样本)。第

二，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估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选取的研究对象为 60 周岁以上的

农村老年人，经过初步的数据处理和筛选得到有效样本 2249 个。 

3.2. 变量设计 

1) 自变量 
本章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是否参加新农保，选取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中“您目前是

否参加了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其回答为“参加了”和“没有参加”，为了方便后续进行分析，将回答

为“参加了”赋值为 1，将回答为“没有参加”赋值为 0。 
2) 因变量 
a) 消费 
通过文献梳理和借鉴王建英(2021)学者的观点[5]，本章把消费分为人均总消费以及消费结构，消费

结构分为三个层面六个种类，分别是：生存型消费(食品和住房)；发展型消费(教育和医疗)；享受型消费

(文化休闲娱乐和耐用消费品)。 
b) 主观幸福感 
通过梳理众多文献，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所选取的因变量来自于 2017年CGSS问卷中的“总的来说，

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把因变量主观幸福感设置为二分类变量，将回答为“不幸福”的定义为

0，将回答为“幸福”定义为 1。 
3) 控制变量 
通过梳理众多文献，本文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和地区作为控制变

量。 

3.3.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 OLS 回归模型分别对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和主观幸福感作用进行分析。研究工具采用

Stata 软件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建立 OLS 回归模型分别探讨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它的模型表示如下所示： 

0 1 2m m m mZ A A Policy A N D= + + +  

该式子中 A 是一个待估参数。 mZ 为被解释变量； mPolicy 代表是否参加新农保，即第 m 个农村居民

是否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情况； mN 为控制变量； mD 代表随机扰动项，即一些无法预测的因素对

农村居民消费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4. 实证分析 

1) 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由表 1 可以直观的看出，新农保制度对农村居民的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

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 0.047、0.069、0.016 和 0.033，并且它们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

都在 5%以上的统计水平上，这也说明新农保发挥了“保基本”和“可持续”原则。从下表可以看出，参

加新农保可以给农村居民带来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分别提升 4.7%、6.9%、4.6%
和 3.3%。从各项消费来看，新农保对农村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影响最大，可见新农保对家庭

消费升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其促进消费升级的作用力度有待提高。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1025


王欢欢 
 

 

DOI: 10.12677/aam.2022.111025 207 应用数学进展 
 

Table 1. OLS regression results of new rural pension program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the whole sample 
表 1. 全样本中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 OLS 回归结果 

变量 总消费 生存型消费 发展型消费 享受型消费 

新农保 
参加 = 1 

0.047** 
(0.024) 

0.069*** 
(0.026) 

0.046** 
(0.032) 

0.033** 
(0.040) 

性别 
男性 = 1 

−0.014* 
(0.022) 

0.011 
(0.025) 

−0.039* 
(0.030) 

−0.046* 
(0.038) 

年龄 
中年 = 1 

−0.135*** 
(0.018) 

−0.140*** 
0.020 

−0.019*** 
(0.023) 

−0.055* 
(0.031) 

受教育程度 
小学 = 1 

0.059*** 
(0.011) 

0.062*** 
0.013 

0.037** 
(0.015) 

0.096*** 
(0.018) 

婚姻状况 
结婚 = 1 

0.044* 
(0.019) 

−0.047* 
(0.021) 

0.021 
(0.024) 

0.018 
(0.035) 

家庭经济状况 
中收入家庭 = 1 

0.107*** 
0.021 

0.130*** 
(0.022) 

0.053** 
(0.027) 

0.203*** 
(0.032) 

地区 
西部 = 1 

−0.069*** 
(0.013) 

−0.091*** 
0.015 

−0.011*** 
(0.019) 

−0.076*** 
(0.022) 

常数 4.292*** 
(0.048) 

3.952*** 
0.053 

3.748*** 
(0.061) 

3.164*** 
(0.079) 

R-squared 0.176 0.209 0.044 0.186 

N 1821 1821 1821 182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P < 0.01、P < 0.05、P < 0.1。 

 
Table 2. OLS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ew rural pension program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elderly in the whole sample 
表 2. 全样本中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 OLS 回归分析 

变量 主观幸福感 

新农保 0.098** 
(0.021) 

男性 = 1 −0.022 
(0.019) 

年龄(中龄老年人 = 1) 0.041*** 
(0.014) 

受教育程度 0.016* 
(0.012) 

婚姻状况 0.022** 
(0.011) 

家庭经济状况 0.147*** 
(0.014) 

地区(西部 = 1) −0.015* 
(0.011) 

常数 0.650 

R-squared 0.080 

N 221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P < 0.01、P < 0.05、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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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农保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由表 2 可以直观的看出。参加新农保可以显著提升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其系数为 0.098，并且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参加新农保可以使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提升 9.8%。近些年来，由于受到人口老

龄化、劳动力“空心化”和传统养老观念淡薄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而“新农保”政

策为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了保障，能够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升幸福感和心理获得感。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采用 2017 年 CGSS 数据，采用 OLS 回归分析，探讨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和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得到如下结论： 
新农保制度对农村居民的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各项消费来看，新农保对农村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影响最大，可见新农保对家庭消费升级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其促进消费升级的作用力度有待提高。 
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近些年来，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

而“新农保”政策为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了保障，能够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升幸福感

和心理获得感[6]。 

5.2. 对策 

1) 加大新农保政策的宣传 
政府应该加强新农保政策宣传，详细为农村居民讲解新农保政策，并且宣传新农保带来的收益保障。

农村居民比较看重既得利益和眼前利益，对于自身目前的就业、医疗和买房看得尤为重要，不太会考虑

未来的养老需要，对于新农保的相关政策也不太了解和关注，因此，政府更应该加强新农保的宣传力度，

让农村居民了解新农保。 
2) 完善新农保的个人缴费激励机制 
完善新农保的个人缴费激励机制。农村居民缴纳较高比例的新农保费用积极性较低，可以在保障财

政补贴稳定的情况下，增加个人缴费补贴，减少财政补贴，提高农村居民缴费积极性，并可以保障农村

居民晚年生活，刺激农村居民消费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3) 突出新农保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根据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和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结论，提出突出新农保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促进

消费对政策的建议。在新农保制度设计时要注意区分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和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村居

民的影响。在政策制定时要体现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在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上向弱势群体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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