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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城镇就业压力日渐增大，灵活就业形式随之发展起来，已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但同

时，灵活就业人员规模的不断扩大，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如何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

险覆盖面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灵活就业人员在参加养老保险时，存在参保率低、断保现象普遍、个人

缴费比例过高和转移续接困难等问题，本文从强化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意识、提升灵活就业人员自身参

保能力、调整缴费基数、比例及个人账户分配比例、完善补贴和激励政策、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信息化建设步伐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以期提高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对灵活从业群体的容纳性、

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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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in China’s cities and town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flexible employment forms have developed accordingly,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relieve employment press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number of 
flexible employees has brought a lot of challenges to the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How to expand 
the coverage of flexible employees’ pension insurance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When flexible employees participate in pension insurance, there are common problems such as 
low participation rate, common discontinuation of insurance, excessive personal payment ratio, 
and difficulty in transfer and connec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strengthening the awareness of 
flexible employees to participate in insurance and improving flexible employees themselv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participation, enhance the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insurance, adjust the payment base and the proportion of personal account allocation, improve 
subsidies and incentive polici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pension insurance information. 
The purpose is to improve the tolerance and adaptability of China’s urban employee pension in-
surance system to flexible employment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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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灵活就业人员在“互联网+”新业态形式下，作为日后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对其养老保险制度的完

善势在必行。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从政策层面已基本实现全覆盖，但在实际中仍有很多人被排除在外，

这类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大部分都属于灵活就业人员，为新型业态背景下的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具有高适应

性和灵活性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解决新型业态灵活就业人群养老保险问题，是实现社

会保障全覆盖的必经途径，在增强人民安全感和幸福感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1]。 

2. 概念界定 

2.1. 灵活就业人员 

灵活就业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所、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传统主流的就

业方式。灵活就业人员是指在劳动年龄范围内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灵活多样形式

实现就业或再就业的人员，包括：自雇型就业、自主就业、临时就业等人员。 

2.2. 参保意愿 

本文的研究范畴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意愿，重点在于关注不同收入，不同条件，不同观念

的灵活就业者对南昌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态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意愿即是指灵活就业人

员对待基本养老保险的倾向性、态度，也就是说他们是否愿意接受基本养老保险这种养老方式。分析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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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不同特点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需求，对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重要的积极

作用。  

3. 南昌市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现状 

3.1. 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现行政策介绍 

我国对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实行参保缴费制度，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从无到有并且不断细化。

江西省和南昌市根据国家政策的规定，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进行了大量的积极探索，深入

分析灵活就业人员的特点，制定了一些详细的措施。 

3.1.1.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条件  
16 周岁以上且女性不满 50 周岁、男性不满 60 周岁的人员，且无雇主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非全

日制就业人群以及其他灵活从业人员，即可通过个人完全承担保费的方式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3.1.2. 灵活就业参保人员缴费方式  
不同于企事业单位的按月度缴费方式，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自主选择缴费

周期，按月度、半年度或年度一次缴纳。  

3.1.3.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缴纳标准和记账办法 
灵活就业人员按全省上年度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缴费标准，本人自愿选择缴费标准的 60%、70%、

80%、90%、100%、150%、200%、250%、300%中的任意一个水平作为缴费基数。并按照养老保险费比

例 20%缴费即可。8%部分存入个人账户，12%部分存入统筹账户。 

3.2. 南昌市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意愿调查及访谈情况分析  

3.2.1. 调研基本情况 
本文针对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尽可能使调查对象覆盖不同发行时的灵活就业群体，不仅线下向洪

城大市场和“绳金塔”一条街南昌市个体户、小商贩发放问卷，还针对从事微商、代购、主播等新型网

络从业人员发放问卷，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113 份。问卷的调查对象主要是以“自雇”就业(个人或合伙开

店、餐饮或批发等)、临时就业(钟点工、小商小贩、其他打零工人员)、劳务服务(保洁、农民工、装修、

月嫂等)及新业态(网约配送员、海淘、主播)等形式就业的群体为主。在发放问卷的同时，选取具有代表

性的灵活就业人员进行访谈，深入了解这类人群在参加养老保险时的具体需求，由于问卷发放和访谈是

同步展开的，所以在文中将问卷结果与访谈内容放在一起来分析，不单独列出。 

3.2.2. 问卷基本信息统计 
本次调查问卷设计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为个人基本信息、政策认知程度及个人参保情况。本次回

收的 113 份问卷，经过整理后得到的数据统计结果如下： 
① 个人基本信息 
本次共有 113 人参与调查，总计 47 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样本人数的 41.60%。

在性别上，共有 27 名女性和 20 名男性参保，参保率分别是 44.26%，38.47%。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的参保

率差距不明显，均未达到一半水平。在年龄上，通过表 1 分析可以看出，参保群体的年龄大多集中在 36~45
周岁与 46~55 周岁之间，通过访谈得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这部分群体有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与缴费

能力，二是在此年龄段开始缴费能够缴足 15 年。在文化程度方面，初中水平人数居多为 34 人，但是参

保人数占比最高的是高中及以上水平的人群，因为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以及养老观念等会受到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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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水平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受教育水平于参保率呈正相关关系。在户籍上，南昌市户籍 49 人，非南昌市

户籍 64 人，参保率分别为 65.31%、23.44%。可以看出由于异地参保和工作不稳定等原因，外来人口参

保率低于本地户籍人口参保率。从工作类型角度分析，本次调查中自雇就业和临时就业人群参保率较高，

分别占比 75%、41.94%，因为从事这两类职业的人群大都是中青年个体户，经济承受能力强，且参保观

念较强。而劳务服务由于收入较低且参保意识薄弱，仅有 29.03%的人参保。新型网络就业虽然收入相对

较高，但是有受访者表示距离退休时间较长，暂时没有考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且有部分人选择购

买商业保险，所以这个群体参保率也较低。在收入上，灵活就业人员收入水平与参保率成正比。个人基

本信息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n survey subjects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项目 人数(人) 参保人数(人) 参保占比(%) 

 样本总体 113 47 41.60 

性别 男 
女 

52 
61 

20 
27 

38.46 
44.26 

年龄 

16~25 周岁 
26~35 周岁 
36~45 周岁 
46~55 周岁 
56~60 周岁 
60 周岁以上 

17 
25 
31 
31 
9 
0 

5 
9 

17 
15 
1 
0 

29.41 
36.00 
54.83 
48.39 
11.11 

0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专科及以上 

23 
34 
34 
22 

4 
16 
20 
7 

17.40 
47.06 
58.82 
31.82 

户籍所在地 南昌市 
非南昌市 

49 
64 

32 
15 

65.31 
23.44 

工作类型 

自雇就业 
临时就业 
劳务服务 

新型网络就业 

24 
31 
31 
27 

18 
13 
9 
7 

75.00 
41.94 
29.03 
25.93 

月平均收入 

2000 元以下 
2001~3000 元 
3001~4000 元 
4001~5000 元 
5001~6000 元 
6000 元以上 

3 
26 
27 
20 
22 
15 

0 
4 

14 
9 

13 
7 

0 
15.38 
51.85 
45.00 
59.09 
46.67 

 
② 政策认知程度 
对于政策的了解程度，有 67 人选择了“一般了解”，占比高达 59.29%；35 人选择了“较少了解”，

占比 30.97%；7 人选择了“完全不了解”，占比 6.19%；仅有 4 人选择了“完全了解”，占比 3.54%。 
由上可以看出，养老保险政策经过不断地普及与发展，越来越多的被大众所知悉，但同时应该看到，

人们只是了解养老保险的作用，对养老保险缺乏深入的了解。通过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

更加积极主动地了解养老保险相关政策，但是由于相关部门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政策普及性较差。灵

活就业人员参保意愿以及获取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渠道统计结果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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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Knowledge of Nanchang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by 
flexible employed persons 
图 1. 灵活就业人员对南昌市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知悉程度 

 

 
Figure 2. Channels for flexible employment to understand Nanchang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图 2. 灵活就业人员了解南昌市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渠道 

 
③ 个人参保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共有 47 人，占总人数的 41.59%，参加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的有 37 人，占总人数的 32.74%，购买商业保险的有 4 人，占总人数的 3.54%，未参加任何一项养老

保险的有 25 人，占总人数的 22.12%。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之间参保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参保方式也各不

相同，更有一部分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险。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员的具体参保情况如表 2 所示。 
 
Table 2. Participation of flexible employed persons 
表 2.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情况 

 项目 人数(人) 百分比(%) 

参保意愿 

完全愿意 
基本愿意 
不太愿意 
完全不愿意 

18 
77 
16 
2 

15.93 
68.14 
14.16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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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参保种类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商业养老保险 
都没参加 

47 
37 
4 

25 

41.59 
32.74 
3.54 
22.12 

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原因 

不了解参保政策、流程 
缴费基数高、负担不起 
工作不稳定、手续复杂 
等离退休 15 年时再参加 

养老待遇水平低、不如自己储蓄 
现在还年轻、暂时没有考虑 

已经购买了商业保险 
其他 

35 
35 
32 
7 
4 

18 
6 
4 

53.03 
53.03 
48.48 
10.61 
6.06 
27.27 
9.09 
6.06 

缴费档次 

新增档(月缴费 568 元) 
第一档(60%：月缴费金额 605 元) 
第二档(70%：月缴费金额 706 元) 
第三档(80%：月缴费金额 806 元) 
第四档(90%：月缴费金额 907 元) 
第五档(100%：月缴费金额 1008 元) 

第六档及以上(150%~300%：月缴费金额 1512~3024 元) 

6 
24 
9 
4 
1 
3 
0 

12.77 
51.06 
19.15 
8.51 
2.13 
6.38 

0 

缴费周期 
每月 
半年 
一年 

10 
16 
21 

21.28 
34.04 
44.68 

已参保时间 

2 年以内 
2~5 年 
6~8 年 

9~11 年 
12~14 年 
15 年以上 

3 
2 

17 
6 
0 
1 

6.38 
42.55 
36.17 
12.77 

0 
2.13 

是否中断缴费 是 
否 

16 
31 

34.04 
65.96 

中断缴费的原因 

缴费基数不断上涨，交不起了 
工作地点不稳定，缴费手续麻烦 

有些商业保险更加适合自己 
其他 

9 
5 
0 
2 

56.25 
31.25 

0 
12.50 

养老保险每月支出多少

能承受 

300 元以下  
300~400 元 
400~500 元 
500~600 元 
600 元以上 

3 
20 
12 
4 
8 

6.38 
42.55 
25.53 
8.51 
17.02 

希望的养老方式 
养老靠自己 
养老靠子女 
养老靠政府 

39 
5 
3 

82.98 
10.64 
6.38 

3.2.3. 灵活就业群体存在不同参保意愿的原因 
灵活就业群体存在不同参保意愿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根据问卷分析和访谈记录的梳理，提

炼了以下两个主要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收入水平。不同的收入水平产生了不同的个人参保意愿，不论制

度如何设计，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都是首要影响因素。第二个因素是养老观念。意识形态对个人的行为

产生影响，不同的养老理念会影响个人的收入分配，传统家庭观念较强的群体更希望养儿防老，而坚信

养老靠自己的群体会将部分收入用于缴纳社会保险，以换取老年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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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收入差异 
灵活就业群体所处的不同行业、选择的不同工作形态及个人工作技能的不同都会导致不同水平的收

入差异。以行业为例，新业态灵活就业群体如微商、网络主播等人群的收入明显要高于劳务服务、个体

户等传统行业灵活就业人员；即使是在同个行业内，不同的工作形态也会带来收入差异，同样是劳务类

工作，月嫂的收入就远远高于保洁和安保人员；同样的工作形态，由于个人的工作机会、技能、经验等

的不同也会带来收入差距。经济收入的高低影响了个人的参保意愿，导致不同人群选择不同的险种及缴

费档次。 
险种选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为 41.59%，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为 32.74%，参加商业养

老保险的人群占比 3.54%，未参加任何一项保险的人群占比 22.12%。一部分月平均收入低于 3000 元的灵

活就业人群，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另一部分则选择不参保；月平均收入在 3000 元到 6000 元之间

的灵活从业人群大多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选择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人群大多月均收入都高于

6000 元。部分受访者表示，“周边的亲戚朋友大多都参加了养老保险，但是等到退休后具体能不能拿到

养老金，或者能拿到多少还是未知数，目前手头宽裕就先交着，高档交不起就选个低档次的交”。 
缴费档次选择：根据问卷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人群都选择按最低档(60%为基数)交费，占到了总样

本数量的 51.6%，仅有 19.15%的灵活就业人员选择第二档(70%为基数)缴费，更高档次缴费的人群则是少

之又少。对访谈内容分析可以发现，即使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群也会选择较低的缴费基

数和档次，这是由于这部分人群收入水平较低，限制了他们选择更高档次的缴费基数，而且由于大部分

灵活就业群体对未来预期收入并不乐观，他们不愿意每月拿出上千元的收入来参加养老保险。而对于收

入较高的人群，他们更愿意选择中档缴费作为基础，另外再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作为额外补充。 
除了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之外，灵活就业群体的另一个特征是收入不稳定。收入不稳定对参保意愿的

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缴费周期和中断缴费。 
缴费周期：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人群中，选择按月度缴费的仅有 21.28%，选择半年缴费的占到

了总样本数的 34.04%，而绝大多数灵活就业群体还是选择以年度为单位缴费，这类人群占比达到了

44.68%。从以上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于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企业员工，灵活就业人员由于收入

的不稳定性，选择年度或半年度缴费能减轻缴费的压力。 
中断缴费：由于养老保险缴费基数逐年提高，灵活从业人群的缴费压力也不断增加，暂且不论未来

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如何，是否能够满足未来基本生活需要，当前的缴费压力已经对生活造成了影响，

部分人群已经因此断缴。部分受访者认为“我参保一直都是按最低档缴费，前几年还好，每个月交个 300
多元，也能负担的起，这几年开始缴费基数一年比一年高，我现在最低档每个月至少要交 600 多元，收

入又赶不上缴费上涨的速度，压力太大了”。 
② 养老观念  
在本次调查中，高达 82.98%的人倾向于选择“自己养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风险的不断增加，

人们独立性越发变强，以及对老龄化社会的认知越发清晰，更多的人会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有必要参

加养老保险。有 10.64%的人选择了“子女养老”，这类群体一般年龄较大，文化水平不高，不满足缴费

15 年条件，也缺乏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了解，而且他们一般子女数量多，为子女付出多，储蓄较

少，到老年更希望得到子女的陪伴，获得老年生活的幸福感。在调查中有 6.38%的人选择“政府养老”，

这类人群年龄较大且收入偏低，部分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受访者表示，会尽可能自己为养老储蓄，

但自己收入不高且养老金水平较低，担心生病时没有收入来源，希望政府能增加补贴，多一些生活上的

照料。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社会上大多数人更倾向于靠自己养老，有少部分人选择靠政

府或者子女养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思想的影响，存在情感需求，二是经济承受能力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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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靠自己养老的人中，所倾向的养老方式也不同，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选择合适的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的人宁愿自己储蓄，还有些人倾向于选择商业保险，这都是根据自身具

体情况作出的最佳选择。被访谈人员表示：“我个人认为在 30 多岁交养老保险比较合适，这个年龄收入

较稳定，水平较高，自己能够承担得起，而且等到退休的时候差不多交满了 15 年，达到了领取养老金的

条件。”灵活就业群体覆盖面广，构成复杂，不同人群的差异较大，对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意愿，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分析，不能以偏概全。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发现收入水平和养老观念是造成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意愿不同的两个主要

根本因素。参保能力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而参保行为又会被养老观念所影响。当经济承受能力较强时，

即收入状况良好的前提下，养老观念会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决策造成直接影响[2]。 

4. 存在的问题 

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庞大，养老保险覆盖率低，做好灵活就业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扩面工作艰巨，给

建设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接下来本文将对制度设计和参保主体两个角度进行分

析，探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对南昌市灵活就业群体覆盖率低的原因。 

4.1. 制度设计 

4.1.1. 高缴费基数和高缴费比例同时存在 
大部分灵活就业人员没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和工资收入，但是缴费基数却会随着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增长而不断上涨。灵活就业人员就业类型复杂，收入差距大，虽然在政策发展中，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范

围有所调整，但是固定缴费基数设置让许多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灵活就业者觉得难以承受，

而又让部分从事律师、会计师等收入较高工作的灵活就业者觉得较低，难以实现其所需要的保障力度。

同时，现行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是 24%，其中个人 8%，单位 16%；而灵活就业人员基本

养老保险缴纳比例是 20%，其中 8%进入个人账户，12%进入社会统筹基金，费用全部由个人承担。灵活

就业人员个人缴纳费用是“单位制”劳动关系下个人缴纳费用的 2.5 倍，这无疑加重了新业态从业人员

的经济负担。 

4.1.2. 缺乏有效的补贴和激励机制 
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不受单位影响，是没有强制力约束的自主行为。他们参保行为的产生和持续不

仅需要内在养老需求的驱动，还需依靠外在补贴和激励机制的吸引。参保补贴是指以个人名义足额缴纳

养老保险后，各地政府为鼓励和帮助一部分人群参保而在一定时间内对符合条件的人进行的经济性补偿

或优惠。从目前南昌市出台的补贴政策上看，存在补贴门槛过高，激励作用不明显的问题。比如南昌市

针对困难灵活就业群体出台的助保贷款和“4050”社保补贴政策，都忽视了其中占比最多的年轻群体。

他们的养老意识普遍不强，又缺乏优惠政策的吸引，使其参保率很难提高[3]。 

4.1.3.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不畅 
新业态新型雇佣关系的出现加强了产业的聚合相应，雇员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也面临着不同职

业身份的转变，面临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问题[4]。虽然南昌市已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但在实际操作层

面，由于各地社保政策不统一，管理办法不一致、经办机构效率低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

利益分割等原因，使得灵活就业人员在转移接续问题上仍存在很多困难，影响其参保积极性，长此以往，

新业态从业人员在复杂的转移接续手续面前“望而却步”，甚至放弃了自己应有的社会保障权益，出现

不转续的现象，不利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和可持续发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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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保主体 

4.2.1. 参保意识低 
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是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正规就业人群已经基本实现养老保

险全覆盖，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成为全民参保计划的关键人群。除了部分新业态从业者，大多数灵活就

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一般都较低，就业不稳定，再加上自身对政策不了解，对养老缺乏长远考虑，使得

参保率较低。该类人群的文化水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对养老保险的认识程度，较低的知识文化水平，

制约了他们对制度的理解程度。此外，工作时间和地点经常变动，也影响到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性，

这些特点都不同程度上增加了灵活就业人员自身的脆弱性，增强其参保的不适应性。对于新业态从业人

员，例如网络主播、微商等，该群体年龄较小，普遍存在“自己还不到考虑养老的年纪，现在参不参保

不重要”的想法，缺乏主动关注养老保险相关信息的意识，常游离于养老保险之外。当前最主要的问题

是灵活就业人员既无参保动力，又无参保能力，参保积极性不高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参保，部分人还

会因为个人经济问题“参而不缴”[6]。 

4.2.2. 经济承受能力弱 
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前提是拥有良好且稳定的经济收入，对于企业职工来说，稳定且持续的工

资收入，雇主承担大部分的缴费负担，都保证了企业职工参保的积极性和持续性。而由于职业特殊性，

灵活就业群体大多工资收入偏低且来源不稳定，并且灵活就业人员没有雇主分摊缴费负担，这意味着灵

活就业人员需要自行全额缴纳养老保险。这种较差的经济承受能力和较高的缴费负担导致灵活就业人员

难以按时足额地履行缴费义务，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养老保险缴费在灵活就业人员的支出中占比较大，能

左右他们的生活消费，甚至成为一种负担。低收入高负担使他们参保的意愿变的脆弱，极易动摇。当负

担过重，或受其他经济压力影响时，灵活就业人员很可能选择不参保或断保。 

5. 对策建议 

5.1. 调整缴费基数、比例及个人账户分配比例 

现行缴费基数的统计口径过窄，数据外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导致缴费基数虚高，从而对

该群体存在制度性挤出的问题。鉴于灵活就业人员这一群体的不稳定性，实行全面调查的难度较大，有

关部门可分阶段进行调查。如以 5 年为一个周期，分行业对灵活就业人员的人数、收入、社保等情况进

行调查统计。在建立相关数据体系的基础上，根据该群体实际工资水平，制定合理的缴费基数和档次，

以适应灵活就业群体的需要。同时适当降低该群体的缴费比例，合理调整其缴费在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

的分配比例。减少缴费，增加储蓄，从两方面入手，缩小与单位职工的差距，缓解其参保压力，吸引更

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比如可以将该类人群的缴费比例由 20%下调到 18%左右，在交满 15 年后再适当

提高计入个人账户的比例。 

5.2. 完善补贴和激励政策 

国家和政府应明确激励机制在制定及实施养老保险政策中的重要性，通过调整待遇记发的方式，对

于那些年限长、缴费多的投保人员，退休后增加一定的养老待遇，由此来增加投保人员多缴晚退的积极

性。国家还可以通过对养老待遇记发微调的方式来对养老待遇的保底政策作出调整，并且政府的相关部

门也可以承接养老保底制度的救济功能，使养老金保底政策得以更好地利用。还可以效仿已有的“4050”
补贴政策，为年轻的灵活就业者提供一定的缴费补贴。如对 25 岁以下以个人名义参保的年轻人，给予 3
年的缴费补贴，激励和引导年轻人群参保。这样一来，不仅年轻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积极性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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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促使已经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积极、踊跃的缴费。 

5.3. 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信息化建设步伐 

一方面，基础的养老保险业务办理机构要进行基础信息库的建设，这种信息库要以市为基础单位，

然后逐层增加最终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基础信息库，以实现全国性养老保险的信息共享，为灵活就业人员

参保、续保、转移等提供数据信息；另一方面，建立个人的养老保险信息网络技术平台，以实现个人的

参保、缴费、查询、转移等业务，这样即使参保人变更了城市也可以快速地进行信息查询。这样不但提

高了参保人员与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也有效地推进了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信息化的建设步伐。 

5.4. 强化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意识 

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借助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宣传灵活就业人员加入养老保险的重要意义，

并且将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内容以文字形式通过微信、微博这样的新的信息交流方式传递出去；另

一方面，要以街道、社区等为单位，设立养老保险宣传咨询站，并通过日常组织的宣传活动，让灵活就

业人员切实体会到养老保险政策能够带来的好处，从多角度给他们进行讲解，纠正灵活就业人员过去对

养老保险政策的错误认知，令他们从心理上接受养老保险政策，将参加养老保险变为自愿自觉的行动。

只有让灵活就业人员对养老保险政策的各项规定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知，真正了解该项政策在其年老退

休后的重要性，才能加强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意识[7]。 

5.5. 提升灵活就业人员自身参保能力 

灵活就业人员经济负担能力差这一自身特点，成为其参保过程中的主要障碍。要提高灵活就业人员

养老保险参保的积极性，首先就要改善其经济收入状况，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通过法律

手段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灵活就业人员劳动关系多变，常常存在劳动合同松散的情况，极其

容易造成被拖欠工资的状况，所以政府部门在进一步完善《劳动法》的同时，也应加强监管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拖欠灵活就业人员工资的现象，从劳动合同、劳动报酬等多方面对灵活就业人员予以保护，保

障其合法权益；二是加强对灵活就业人员技术、文化水平方面的培训，灵活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

低，缺乏应对高薪工作的技能，激烈的生存竞争令他们只能从事低收入高劳作的工作而无可奈何，所以

对他们进行培训，可以增强他们的市场竞争力，相应的收入水平就会随之提高；三是可以通过补助的形

式间接增加他们的收入，比如增加就业或者创业所享受的补贴，以间接的方式减少其经济负担，增加其

投保的积极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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