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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比较高，且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成为影响

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不同于城镇居民，我国农村地区的居民在养老方面的社会

保障制度缺乏，并没有较为完善的退休金和养老保险制度等。尽管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事业的发

展，但是在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的今天，农村养老保障仍陷入困境。主要体现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能

满足农村养老需求，农村养老保障资金不能适应人口老龄化加剧现状，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城

乡养老保障体系公平性不足。本文以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为指导，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积极探索解

决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实践路径，这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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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big agricultural country, the rural population accounts for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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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population is accelerating. The pension problem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has become an im-
portant concern to affect and restric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Differ-
ent from urban residents, residents in rural areas of our country lack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pension, and there is no perfect pension and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Although China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but i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today, rural old-age security is still in trouble.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rural old-age security system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rural old-age 
security, the rural old-age security fund can not adapt to the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ru-
ral family pension function is gradually weakened, and the urban and rural old-age security sys-
tem is not fair enough.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s social security thought,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actively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ural old-age security in China,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alizing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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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概述 

1.1. 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的产生背景 

马克思所处的年代是资本主义早期，因此他关于社会保障的思想大多都是基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

实际所提出的。其实马克思关于社会保障的思想有着深刻的背景。首先，从社会根源来看，第一次工业

革命后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从整体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

中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

要多，还要大。”[1]与此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人们拥有更好的社会保障提供了条件，这是马克思

社会保障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其次，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逐渐沦为机器的附属品。工人阶级

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却越来越贫穷。资本家为了压榨工人阶级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导致工

人阶级基本生活需要难以保障。因此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便是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之

间的矛盾日益深化；最后，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也是十分丰富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的社会保障思想、19 世纪前期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保障思想等都为其思想提供了借鉴。 

1.2. 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批判。马克思

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对象并未面向普通大众，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确定

社会保障的涵盖范围，这种社会保障充其量是资产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此外，资本主

义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于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它本身就是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而不是资产阶级对

工人的救济。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最终目的就是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自身的统治。二是对社会

主义社会保障的构想。和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适应、

广泛性的特点。从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来看，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资金来自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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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从最终目的来看，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并非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

是为了满足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需要。除此之外，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基本要求作出了阐

述，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保障的水平要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因为只有社会保障处于一个适度

的水平，才能够兼顾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2.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主要困境及成因 

2.1.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能满足农村养老需要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养老以家庭养老为主，国家也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政

策，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一系列的养老方式。但是，当前我国在农村地区推行养老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出

现了一些新问题。农村地区养老保障主要参考的是民政部 1992 年出台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

案(试行)》，该方案推出的时间已久，其背景、内容及适应性与当今相比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外，各地区在制定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时绝大多数都是以政府的政策性法规为参照。我国早已进入老龄

化社会，当前的养老保障制度早就不能满足农村地区养老基数大、程度深、范围广的现实需要。随着社

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经济得到高质量发展，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得到提高，而农村地区养老保障水平远低

于消费水平。这归根到底是因为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这一制度始于 1958 年实施的户口登记条

例，这种以城市和农村身份作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阻碍了农村人口自由地向城市迁移。二元户籍制度

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差距过大，并且目前养老保障制度的重心仍然偏向城市。恰恰相反，在农

村地区，农民并不存在退休概念，对于失独老人，其养老保障主要是低水平的养老保险，起不到真正的

保障作用。除此以外，农村地区相比于城市经济欠发达，政府财力有限，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也难以提高。 

2.2. 农村养老保障资金不能适应人口老龄化加剧现状 

1992 出台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确定的缴费原则是：“坚持资金以个人缴纳为主，

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支持。”[2]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大部分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根本无法将政

策的内容落实到位。并且在这些地区的农民本身收入来源单一且有限，其最低生活需求本就难以得到保

障，所以一些鼓励性的养老保障就应运而生，但这种保障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并且其在资金筹备方面也

面临挑战。加上人们对一些新型的养老保障方式持怀疑态度，因此往往也只会缴纳最低档次的保障服务，

这就造成资金少、周转周期长，最终获得相关保障的时效性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 60 周岁

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 2.64 亿，约占总人口比重的 18.7%。此外，预计本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的总数

量将达到 4.87 亿，老龄化水平将上升至 34.1%，到那时我国将成为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之一。与此

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出现城乡倒置的现象，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反而低于经济不发

达的农村地区。从国家层面来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有限，对于农村养老保障

的资金投入便会受到一定限制。从公民个人层面来看，现行农村养老制度保障范围有限，而市场上的商

业保险利率不稳定，大部分农民不能承受其潜在的风险和压力会选择放弃投保。其结果是农民能享受到

的养老金额数量有限，对于农民的养老而言保障性不够突出。 

2.3. 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 

家庭养老是我国一种历史悠久的养老方式，它以家庭为单位，由子女承担老人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

面的赡养。自古以来，家庭对于个人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3]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文中论述到家庭的存在：生活在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所依存的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生产的制

约，其中一方面就是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4]恩格斯在这里肯定家庭对于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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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方社会结构中，家庭作为一种自然的保障功能，为家庭成员承担了养老、救济等多层次的保障，在

整个社会保障中处于核心地位。在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时期家庭养老更是发挥了其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

中的重要性。然而，现阶段我国家庭养老的功能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反而存在弱化的趋势。[5]一是

城乡二元结构在空间上的分隔使得家庭养老的主要载体与对象发生分离，大部分农村青壮年人口往城市

迁移，原来的家庭结构越来越小，原本承担赡养义务的子女严重缺位，家庭在养老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渐

淡化；二是老年人自身养老能力有限。不同于刚建立新家庭时的身体状况良好，老年人年事已高，经济

收入低且不稳定，自身养老能力低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养老保障困境的产生；三是传统养老观念

遭到城市文化的冲击。主要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严重威胁了传统的孝悌伦

理思想，造成农村地区孝文化淡漠，不赡养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等违背传统孝道的现象时有发生。 

2.4. 城乡养老保障体系公平性不足 

我国政府在养老保障制度中起主导作用。一直以来，政府在城乡养老保障的资金投入方面都存在差

别，农村地区养老保障基本都是由农民本人承担，虽然政府也有出台一些政策为农村养老提供保障，但

是其财政投入相比于农村地区的实际是远不够的，这主要还是农村地区经济落后，难以支撑养老保障体

系的运转。马克思在其社会保障思想中着重强调了公平的重要性，但是目前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

市和农村之间两级分化越来越明显，这也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在城乡运行中的不平等。除此之外，我国幅

员辽阔，不同地区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存在差别，这主要是受历史条件、公共政策、资源配置等各种因素

的影响。 

3. 改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困境的实践路径 

3.1. 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中所倡导的公平性在当今社会依旧没有过时，坚持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中公平

正义的价值取向是十分必要的。针对目前我国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存在差异的现状，我们应以实现社会公

平为主要目标。首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水平较低，能够给予当地财政

的支持有限，因而有关部门在开展养老保障的过程中难免会不能达到农村地区养老保障全覆盖。这就需

要以城带乡，让城市经济带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地区社会保障的具体内

容、保障范围、待遇水平上与城市趋于一致；其次，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这就需要坚持公平

正义的原则，统筹城乡发展，注重顶层设计。只有设计公平正义的制度，才能实现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

的双重目标。此外，对于农村社会保障的重点也需要特别突出。在顶层制度设计过程中，要从当前农村

社会保障的现实问题出发，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因地制宜地开展社会保障工作，从而确保社

会保障工作的有序进行[6]；最后，要提高农村养老保障的管理效率。事实上，社会保障管理的效率高低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保障水平的发挥，所以现阶段需要提高农村地区社会保障的管理效率，防止有

关部门相互扯皮推诿，影响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正常运行。 

3.2. 构建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 

当前，国家在农村地区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有所效果，但是还不够显著。其所能保障的范围、

额度都是有限的，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需要以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为根本，积

极探索多层次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构建。然而，在我国农村地区，即便是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衰退，

但是人们通过社会养老保险进行自我养老的意识还不够明确，导致多层次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建构困难

重重。一方面，各地基层政府以及村委会应通过电视、广播等老年人常用的新闻媒介来宣传新型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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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制度，让人们了解养老保险的基本内容、保障范畴等相关信息，从而对养老保险作出新的认知，

强化自我养老意识。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应鼓励农民应保尽保，及时投保，并且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选

择合适的养老保险档次，提高整体的养老保障水平；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必须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利用

各种媒体渠道宣传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知识，帮助农民树立养老保障的法律意识。构建不同标准、多层

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如，东部沿海地区以政府社会保障为主、社会商业养老保险为辅。中西部

地区在坚持政府社会保障的基础之上，国家对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个人给予一定补助。 

3.3. 优化家庭养老保障的功能 

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还不够完善，因而个人养老能力显然不足，所以仍然主要依赖于家庭

养老的模式。但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青壮年人口流向城市，城市化在某种意义上对

传统养老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为了解决农村地区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的困境，充分发挥家庭在农

村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第一，政府有关部门应大力宣传孝文化。在城市化中农

村年轻人容易受到多元化的城市文化的影响，背弃“家庭至上”的传统理念，过分追求自我。宣传部门

应积极发挥作用，大力弘扬我国爱老、敬老的优良传统，重塑孝文化。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组织各种

以孝为主题的文化活动，讲述爱老敬老的事迹，尤其是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选取典型事迹，从而唤起

人们深层次的精神共鸣。与此同时，还需要在青少年中开展以养老敬老为主题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

培养年轻一代担当起赡养长辈的责任意识。第二，充分发挥社区对于农村养老保障的作用，通过及时走

访农村地区，给予家庭特别困难的老人提供养老保障。社区承担着地缘管理者的重要角色，是国家和村

民相联系的纽带，有责任为家庭养老保障的功能作出补充，为村民提供良好的社区服务，协助提高国家

的社会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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