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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研究运用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Logit模型来分析社会信任、社会互动

对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通过本次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以及社会互动对我国农村居民

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有着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其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同时，与邻居的互动频率越高，其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反而越小。因此，立足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需要充分发挥养老保险的作用，在提高居民参保率的同时也要努力构建更高保障水平的养老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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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sample survey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 2018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on rural residents’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by establishing Logit model. Through this study, it is found that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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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have a significant indigenous impact on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rural residents in 
pension insurance in China.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social trust of rural residents, the greater the 
possibility of participation in pension insur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higher the frequency of in-
teraction with neighbors is, the less likely they are to participate in pension insuranc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we ne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pension insur-
ance, and while improving the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rate, we should also strive to build a higher 
level of security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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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加速，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我国总人口已达 14117.8 万人[1]。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这一数值还将继续上

涨。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预测，到 2030 年我国高龄老人将占人口总数的

25% [2]。而养老保险作为保障老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险种，研究、发展养老保险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十三五”时期，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依旧存在相关政

策不完善、机制不健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这就对“十四五”时期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努力构建覆盖全民的、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险制度[3]。同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也明确指出了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

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综述 
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提高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对完善我国

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维系农村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有学者研究发现，性别、民族、年龄、受教育程

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养老责任认知、社会保险参与以及个人的年收入均会对社会养老

保险的参与与否产生重要影响。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均会对其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行为产生

显著影响[4] [5] [6]；在政治参与方面，政治参与程度越高的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也就越大[7]；在

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方面，有配偶的居民会更倾向于参加养老保险，居民的身体状况越好，也会更加倾

向于参加养老保险[8]；在养老责任认知方面，持现代养老观念的居民会更加倾向于参加养老保险[9]；已

经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更大，同时在个人年收入方面，较之收入高的居民，

收入低的居民更倾向于参加养老保险[10]。 
同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者，都有提出社会信任和社会互动会对个人金融决策行为产生影响。

社会信任对个人相关金融决策行为的影响表现在可以令社会资本降低交易成本，这样就会增加投资者对

其投资产品未来收益的期望值，进而增加个人的金融投资行为[11]。社会互动则是通过内生互动和外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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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两个方面来对个人金融决策行为产生影响。社会互动是个人的金融投资行为会受到与其有交流、互动

的其他群体或个人行为的影响[12]。投资者与周围人群交流所获得的愉悦感会促使其做出与周围人群相仿

的决策行为[13]。从养老保险参与方面来说，如果居民的社会互动越多，那么其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就会

更强[14]。在社会信任方面，社会信任可以降低居民搜寻信息的成本，所以，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

那么其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就会越大[15]。同时，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越高，其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也会提

升[16]。 
(二)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文献分析，本文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 1：社会信任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有影响，并且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农村居民参加养

老保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假设 2：社会互动可以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 

3. 数据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执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它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

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本次研究所使用到的数据是个人层次的数据。2018 年该项目在全国

范围内抽取了 100 个县级单位以及 5 大都市，一共调查了 480 个村/居委会，每一个村/居委会中再各抽取

25 个家庭，每个家庭中抽取 1 位家庭成员来完成问卷，最后得到 12787 份有效样本，调查数据具有全国

代表性。 
(二) 数据处理 
在原有的 12787 份样本中，先筛选出本研究所需要的农村户籍样本，再选出本研究所需要变量，将

选出的这些变量删去缺失值，最后的到 6383 份有效样本。其中参加了养老保险项目的比例为 68.93%。 
选取的变量的描述统计如下：性别方面，男性的比例为 46.28%，女性为 53.72%；民族方面，汉族的

比例为 90.43%，少数民族为 9.57%；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的比例为 52.2%，初中的比例为 29.26%，

高中的比例为 11.93%，大学及以上的比例为 6.61%；政治面貌方面，党员的比例为 4.64%，非党员的比

例 为 95.36%；健康程度方面，很不健康的比例为 4.7%，比较不健康的比例为 18.97%，一般的比例为

20.32%，比较健康的 36.63%，很健康的比例为 19.38%；养老责任认知方面，持传统观念的人的比例为

61.16%，持现代观念的人为 38.84%；社会医疗保险参与方面，没有参加的比例为 9.18%，参加的比例为

90.82%；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方面，没有参加的比例为 31.07%，参加的比例为 68.93%；婚姻状况方面，

有配偶的比例为 92.04%，没有配偶的比例为 7.96%。 
(三) 变量设计 
如表 1 所示，本次研究将社会信任和社会互动作为自变量。首先以“普遍信任”来作为社会信任测

量的指标，采用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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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反映居民

的普遍信任程度，回答选项设定为 1~5 的连续变量，“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

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依次赋值为 1、2、3、4、5，数值越高，普遍信任度越高。其

次，基于社会互动理论，以“与邻居互动的频率”来作为社会互动的测量指标，采用的问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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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回答选项设定为

1~7 的连续变量，“几乎每天”、“一周 1~2 次”、“一月几次”、“大约一个月 1 次”、“一年几次”

“一年 1 次或更少”、“从来不”依次赋值为 1、2、3、4、5、6、7，数值越高，社会互动频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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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因变量的选取上，本研究选择“是否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因变量，通过“您目前是否参

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这一问题来测量因变量，同时对问题回答进行赋值：

“参加 = 1，没有参加 = 0”。 
在控制变量选取上，由于性别、民族、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养老责任的认知、社会医疗保险的参

与情况、受教育程度、年龄、健康状况、个人的年收入均会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情况产生影响，因此

将以上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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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 赋值 

因变量 社会养老保险 虚拟变量 参加 = 1，没有参加 = 0 

自变量 
社会信任 连续变量 1~5，数值越大，社会信任越高 

社会互动 连续变量 1~7，数值越大，社会互动频率越低 

控制变量 

性别 虚拟变量 男 = 1，女 = 0 

民族 虚拟变量 汉族 = 1，少数民族 = 0 

政治面貌 虚拟变量 党员 = 1，非党员 = 0 

婚姻状况 虚拟变量 没有配偶 = 1，有配偶 = 0 

养老责任认知 虚拟变量 现代观念 = 1，传统观念 = 0 

社会医疗保险 虚拟变量 参加 = 1，没有参加 = 0 

受教育程度 分类变量 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高中 = 3，大学及以上 = 4 

年龄 连续变量 按实际年龄整数取值 

健康状况 连续变量 1~5，数值越大，越健康 

个人年收入 连续变量 作对数处理 

 
(四) 模型构建 
本研究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为因变量，先构建出 4 个 Logit 模型，模型 1 作为基准模型仅纳入控

制变量；模型 2 和模型 3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社会信任变量与社会互动变量，分别考察社会信任、

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模型 4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一起加入社会信任和社会互动

两个变量。 

4. 实证分析 

(一) 社会信任、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分析 
模型 1 作为基准模型只表示控制变量的影响；模型 2 表示社会信任变量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

为的影响；模型 3 表示社会互动变量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模型 4 表示社会信任和社会

互动两个变量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模型 1、模型 2、模型 3、模型 4 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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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Logit regression results of social trust, social interaction and rural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pension insurance 
表 2. 社会信任、社会互动与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与的 Logit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性别(女) −0.088 −0.089 −0.079 −0.081 

 (−1.404) (−1.417) (−1.262) (−1.279) 

民族(少数民族) 0.084 0.090 0.089 0.094 

 (0.852) (0.908) (0.901) (0.954) 

政治面貌(非党员) 0.412** 0.401** 0.411** 0.400** 

 (2.554) (2.483) (2.546) (2.480) 

婚姻状况(有配偶) −0.564*** −0.568*** −0.547*** −0.551*** 

 (−4.896) (−4.925) (−4.737) (−4.769) 

养老责任认知(传统) −0.011 −0.008 −0.010 −0.008 

 (−0.176) (−0.129) (−0.170) (−0.125) 

社会医疗保险(没参加) 2.041*** 2.035*** 2.026*** 2.021*** 

 (19.851) (19.783) (19.671) (19.613) 

受教育程度 0.221*** 0.218*** 0.231*** 0.228*** 

 (5.489) (5.403) (5.700) (5.609) 

年龄 0.037*** 0.036*** 0.036*** 0.036*** 

 (14.576) (14.129) (14.473) (14.049) 

健康状况 0.002 −0.002 −0.002 −0.005 

 (0.059) (−0.060) (−0.064) (−0.172) 

个人年收入 0.026*** 0.026*** 0.026*** 0.027*** 

 (3.321) (3.358) (3.418) (3.449) 

社会信任  0.057*  0.054* 

  (1.956)  (1.850) 

社会互动   −0.033** −0.032** 

   (−2.385) (−2.299) 

N 6379 6379 6379 6379 

LR chi2 907.12 910.93 912.79 916.21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2 0.1148 0.1152 0.1155 0.1159 

注：*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下同；括号内为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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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变量中，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医疗保险的参与情况、受教育程度、

年龄、个人年收入都会显著的影响到农村居民是否选择参加养老保险。1) 政治面貌：与中共党员相比较，

非党员人群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较小；2) 婚姻状况：与有配偶的农村居民相比较，没有配偶的农村居

民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更小；3) 医疗保险参与情况：与已经参加了医疗保险的农村居民相比较，没有

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会更小；4) 受教育程度：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越低，那

么其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小；5) 年龄：年龄越小的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6) 个人年收入：个人年收入越低，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模型 2 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变量显著的影响了我国农村居民是否选择参加养老保险。农村居民

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那么其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参加养老保险对于

他们来说是一种投资行为，既然是投资行为，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这种行为是存着一定的风险的。社会信

任程度高的农村居民也会愿意承当更大的风险，这样他们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从另一个角

度分析，社会信任程度高的农村居民会更容易相信和认可他人传递的信息，更愿意接受别人给予自己的

建议，这样就会信任别人传递给他的养老保险相关信息，这样其也就更容易参加养老保险。此时假设 1
得到验证，即社会信任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有影响，并且社会信任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参加养

老保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模型 3 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互动变量显著影响了我国农村居民是否选择参加养老保险。与邻居的互

动频率越高，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反而越小。与邻居进行互动、交流能够使得农村居民快速获取大量

养老保险相关信息。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相关信息，个人在主观会难以消化这些信息，甚至会对这些信息

产生怀疑的态度，所以会降低其参保的可能性。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对于那些和邻居互动频率低的农村

居民，他们对“社会互济”抱有更低的期待，这样他们会认为老年生活会面临更大的风险，这样就需要

参加养老保险来降低这种风险，所以与邻居互动频率低的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反而更大。此

时假设 2 得到验证，即社会互动可以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并且社会互动的频率越高，

其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反而越小。 
模型 4 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信任与社会互动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社会信任反映了农民社会关系结构

的特征与质量，而社会互动则是反映了农民社会关系的结构。信任是在互动中产生的，信任又强化了互

动，互动建立在信任的准则之上。 
(二) 稳健性检验 
在研究社会信任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之间的关系时，如果某些关键变量被忽略

或遗漏，则可能导致回归结果产生内生性误差。本研究采取更换模型的方法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因为因变量为虚拟变量，所以用 probit 模型和 OLS 模型代替原来的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三种模型

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omparison of Logit regression, probit regression and OLS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Logit 回归与 probit 回归和 OLS 回归的结果对比 

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Logit 模型 probit 模型 OLS 模型 

社会互动 −0.032** −0.020** −0.006** 

 (−2.299) (−2.386)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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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社会信任 0.054* 0.032* 0.010* 

 (1.850) (1.871) (1.909) 

性别 −0.081 −0.047 −0.015 

 (−1.279) (−1.274) (−1.307) 

民族 0.094 0.055 0.019 

 (0.954) (0.930) (1.057) 

受教育程度 0.228*** 0.132*** 0.041*** 

 (5.609) (5.477) (5.493) 

政治面貌 0.400** 0.226** 0.062** 

 (2.480) (2.474) (2.356) 

健康状况 −0.005 −0.003 −0.002 

 (−0.172) (−0.177) (−0.372) 

养老责任认知 −0.008 −0.001 −0.001 

 (−0.125) (−0.025) (−0.097) 

社会医疗保险 2.021*** 1.226*** 0.431*** 

 (19.613) (20.153) (22.983) 

婚姻状况 −0.551*** −0.351*** −0.129*** 

 (−4.769) (−4.979) (−5.707) 

年龄 0.036*** 0.020*** 0.006*** 

 (14.049) (14.048) (14.534) 

个人年收入 0.027*** 0.016*** 0.005*** 

 (3.449) (3.403) (3.687) 

N 6379 6379 6379 

注：*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下同；括号内为参照组。 

 
模型 5、模型 6、模型 7 分别为原模型、probit 模型、OLS 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通过对模型 6 和模

型 7 与原模型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互动变量的系数都为负，且对于农村居民参保行为在 5%的水

平上呈现出显著影响；社会信任变量的系数都为正，且对于农村居民参保行为在 10%的水平上呈现出显

著影响；回归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同时，不同模型控制变量的系数正负、显著程度也都与原 Logit 模型

的回归结果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原 Logit 模型的研究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5. 结论与建议 

(一) 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 Logit 回归模型分析社会信任、社会互动对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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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社会信任变量对我国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有着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越

高，其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为社会信任能够促进居民之间的信息交流，社会信任度越高，

就会更愿意接受别人给予自己的信息和建议，就会更愿意参加养老保险。同时，社会互动变量对我国农

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也有着显著影响。与邻居的互动频率越高，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反而越小。

与邻居互动越多，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大量信息从而对所获的信息产生怀疑态度，降低其参保的可能

性。 
(二) 建议 
根据本次研究的结果，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是较为理想的，但仍有部分居民没有参

加养老保险，这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要做到养老保险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覆盖。构建全面覆盖的养

老保险制度，这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在农村加强对社会养老保险

的宣传，提高农村居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识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可以给予农村居民更大的财政补贴，

以此来提高农村居民的参保率。在今后我们要充分发挥养老保险的作用，在提高居民参保率的同时也要

努力构建更高保障水平的养老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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