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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之本，也是社会稳定之基。基于对CSS2021数据分析我国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

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一方面，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家庭总收入、婚姻状况对于农业户

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非常有限。参保情况影响社会保障满意度，参保

的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比未参保要高。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公平感、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评价、

社会保障认知与社会状况评价对于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均呈现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对策建议：

一是加强社会保障政策宣传力度，鼓励更多农业户籍人口参保；二是引导农业户籍人口树立理性的政策

预期；三是了解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需求，提供更为精准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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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secur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Based on the 
data of CSS2021,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of agricultural registered pop-
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inds that: on the one hand, education years, polit-
ical outlook, total family income and marital statu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of agricultural registered population, but this impact is very limited. The participation 
in insurance affects the satisfa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registered pop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uninsured popu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nse of social security fairness, the evalu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provided by the gov-
ernment, the cognition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evaluation of social status all have significant ef-
fects on the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registered population. Based on this,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irst, strengthening the propaganda of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and encouraging more agricultural registered population to participate in insur-
ance; The second is to guide the agricultural registered population to establish rational policy ex-
pectations; The third is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security needs of the agricultural registered pop-
ulation and provide more accurate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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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保障工作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社会保障覆盖面是否广泛以

及社会保障水平是否能够满足广大老百姓的需求等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都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1]。习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指出：中国已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社会保障总体水平不高，社会

保障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2]。当前中国已经跨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

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关注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

能够反映当前农村地区社会保障的实施效果，对社会保障的完善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国内学者从 2007 年开始逐渐关注社会保障领域的满意度研究，近几年研究呈增长趋势。纪江明的研

究表明，我国不同城市的社会保障公众满意度存在较大差异，并对造成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的

分析[3]。有学者从基本公共服务的视角出发，通过对陕西省汉中市下辖两县一区的农民群体进行问卷调

查，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其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家庭年纯收入、土地流转、社会秩序

与公平以及对村委会的信任度等因素对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4]。陈静等研究发

现，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是个体福利预期与政策感知绩效之间的纵向差减、农民工社保与市民社保之

间的横向差减，以及政策知晓程度综合作用的结果[5]。陈巧玲等对沈阳市 1196 个样本数据进行基本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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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满意度的调查，结果表明：整体满意度一般，在此基础上利用 logistics 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影响

因素[6]。胡扬名等通过对 31 个省区市的调查发现，影响养老保险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 4 个，分别是个体

层面、家庭方面、地貌方面以及参保情况[7]。 
综合上述文献回归可发现，一是研究对象大部分聚焦于农民工、农民、城市居民等，研究不同群体

的社会保障满意度；二是聚焦于社会保障的某一方面，如医疗保险满意度、养老保险满意度等；三是研

究范围大多数基于局部地区的调查数据，缺乏较大范围乃至全国的数据。由此，本文采用 CSS2021 的样

本数据，对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样本代表片面性

等不足；同时，农业户籍人口包括农民、农民工等，范围扩大了一些，也可弥补研究对象单一性的问题。 
另外，根据期望不一致理论，顾客满意度取决于对产品或服务的感知与预期比较的结果[8]。农业户

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农业户籍人口对社会保障的感知质量，二是

农业户籍人口对社会保障的期待程度。社会保障满意度是这两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同农业户籍

人口的社会保障感知及期望程度可以视为其参保情况及社会认知。因此，本文主要从农业户籍人口的参

保情况及其社会认知对其社会保障满意度进行解释。 

2.1. 参保情况与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 

探寻农业户籍人口参保情况与其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关系，已有部分学者探讨了其中的相关关系。如

孙莉莉等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参与状况、家庭支持状况、健康状况、社会地位、公平感对城市居民的社会

保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保障项目参与状况和公平感是表层直接因素[9]。也有学者研究发现，

参加社会保险项目群体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比未参保群体更高[10]。岳经纶等基于 2017 年广州市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公众态度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制度了解度与感知价值对参保者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

用[11]。诸多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参保情况对其社会保障满意度密切相关，据此提出以下研究

假设。 
研究假设 1a：相比未参保农业户籍人口，参加了社会保障项目的农业户籍人口社会保障满意度更高。 

2.2. 社会认知与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满意度研究相对忽略居民的社会认知。众所周知，社会保障满意度作为一种主

观认知，体现出个人对于社会保障系统的评价。本文认为农业户籍人口对于社会保障满意度的评价既与

其参保情况相关，也离不开其对社会的总体看法，社会保障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水平。有学者表明新农保的政策满意度主要受政策信任程度、政策了解程度及缴费给付水平三个变

量的影响[12]。此外，公众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基于其主观感知和对政府所持的心理认可状态

[13]。因此，当公众对社会保障有较高满意度，说明政府行为与公众期待相契合，反之亦然。同时，社会

保障作为公共服务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的正确认知也是影响社会保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综上所述，本

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2a：社会保障公平感对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 2b：对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评价对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 2c：社会保障认知对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 2d：社会状况评价对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3. 数据、变量和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采用的是 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的大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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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2021 共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 10,136 个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在该数

据库中，能够提取到与笔者研究有关的农业户籍居民社保参保情况、满意度及控制变量相关的问题与数

据。由于本研究调查对象为农业户籍人口，按照这一要求共有 6594 名调查对象符合要求。另外由于缺失

值的影响，最终依据 4639 个样本进行分析，采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 Stata17.0 版。 

3.2. 变量选取 

3.2.1. 因变量：社会保障满意度 
本文选取社会保障满意度为核心因变量。因此，选取 CSS2021 问卷中的问题“总的来说的社会保障

状况”满意程度的主观认知，问卷选项用 1 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 分表示非常满意。限于个体的认知能

力，该项指标反映的是其对客观社会保障状况的主观感知，因不同群体机会不同，主观感知也存在差异。 

3.2.2. 自变量：参保情况与社会认知 
解释变量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居民参加社会保障情况，选取 CSS2021 问卷中的问题“您目前有没有参加下列社会保障”，包

括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四类。将其操作化为二分变量，“有”赋值为 1，
“没有”、“不知道有没有”赋值为 0，参保情况是由上述四类参保情况汇总生成的一组虚拟变量。 

二是主观社会认知。第一，社会保障公平感。选取问卷中的问题“您觉得当前社会生活中养老等社

会保障待遇的公平程度如何？”，“很不公平”赋值为 1，“不太公平”赋值为 2，“比较公平”赋值为

3，“非常公平”赋值为 4。第二，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评价。选取问卷中的问题“您认为政府为群众提供

社会保障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很不好”赋值为 1，“不太好”赋值为 2，“比较好”赋值为 3，“非

常好”赋值为 4。第三，社会保障认知。选取问卷中的问题“您是否同意现在的社会保障水平太低，起

不到保障的作用的观点”，“很不同意”赋值为 1，“不太同意”赋值为 2，“比较同意”赋值为 3，“非

常同意”赋值为 4。第四，社会状况评价。选取问卷中的问题“总体来说，您对现在社会的评价”，1 分

表示非常不好，10 分表示非常好。 

3.2.3. 控制变量 
本文还对其他影响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控制，具体包括年龄、性别、教育年限、政治

面貌、全家总收入、工作状况、婚姻状况。其中部分变量做了二分简化处理：政治面貌区为“党员”和

“非党员”(包括共青团员、民主党派、群众)；婚姻区分为“在婚”(包括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和“未

在婚”(包括未婚、离婚、丧偶、同居)。另外，工作状况区分为三个类别：非农(包括只从事非农工作和

以非农工作为主)；务农(包括只务农和以务农为主)；无业(包括失业和其他未工作类型)。所有变量描述统

计信息详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N = 4369)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N = 4369)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社会保障满意度 1 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 分表示非常满意 6.96 2.42 

自变量 

参保情况 有 = 1，没有 = 0 0.17 0.38 

社会保障公平感 很不公平 = 1，不太公平 = 2，比较公平 = 3，
非常公平 = 4 

2.81 0.82 

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评价 很不好 = 1，不太好 = 2，比较好 = 3， 
非常好 = 4 

2.98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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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自变量 
社会保障认知 很不同意 = 1，不太同意 = 2，比较同意 = 3，

非常同意 = 4 
2.69 0.89 

社会状况评价 1 分表示非常不好，10 分表示非常好 7.88 1.65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 1，女 = 2 1.55 0.50 

年龄 连续型变量 45.14 14.50 

受教育年限 
未上学 = 0，小学 = 6，初中 = 9， 

高中中专职高 = 12，大学专科 = 15， 
大学本科 = 16，研究生 = 19 

8.95 4.07 

政治面貌 党员 = 1，非党员 = 0 0.08 0.27 

家庭总收入 连续性变量(取对数) 10.81 1.10 

工作状况 非农 = 1，务农 = 2，无业 = 3 1.17 0.70 

婚姻状况 在婚 = 1，未在婚 = 0 0.81 0.39 

3.3. 模型构建 

本文在统计方法上，农业户籍人口对社会保障总体状况满意度主要采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OLS)进行

分析，根据研究假设，构建的基本模型如下所示： 

1 1 2 2 3 3Satisfaction i iX X X Xα β β β β ε+ + += + + +�  

其中 Satisfaction 代表被解释变量，为连续定距变量，α 代表回归常数，i 代表指标数量， 1β 代表回归系

数，表示在其他解释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1X 每变化一单位对 Satisfaction 的平均影响，ε 代表随机误

差值。 

4. 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在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所有方差膨胀系数(VIF)平均值远小于 10。
这证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也不存在模型过度拟合的情况，可进行 OLS 回归分析。 

为了考察农业户籍人口社会保障满意度影响因素，针对农业户籍人口社会保障满意度构建了三种模

型，其中模型 1 是以个体控制变量为主的基准模型，模型 2 加入了农业户籍人口的参保情况，模型 3 加

入社会保障公平感、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评价、社会保障认知、社会状况评价等主观社会认知变量，结果

详见表 2。由表 2 可知，模型的判定系数 R 方从模型 1 的 1.5%上升到模型 3 的 38.67%，表明模型解释力

不断提高。 
具体来看，在模型 1 中，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家庭总收入、婚姻状况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

他变量在统计上均不显著。控制其他变量后，农业户籍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而其社会保障满

意度降低 0.026 个单位，这表明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递减。这可能

与学历高的群体对社会保障要求也就更高有关，而期望值与现实情况会存在差异。相对于非党员农业户

籍人口，党员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高 0.769 个单位。相对于未在婚农业户籍人口，在婚农业

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低 0.468 个单位。在家庭总收入这个变量中，收入每增加 1 个单位，农业户

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提高 0.146 个单位。原因在于收入水平高的群体其个人和家庭有较好的经济保

障，生活的安全感更高，而收入水平低的群体更需要社会保障，会对社会保障有更高的期待。而年龄、

性别与工作状况对于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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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 2 中，农业户籍人口的参保情况对其社会保障满意度影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相较于

没有参保的农业户籍人口，参保的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高 0.499 个单位，研究假设 1a 成立。

此外，模型 2 与模型 1 相比，受教育年限这一变量对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显著性增加。 
在模型 3 中，主观社会认知因素能够解释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 36.59%的因素，其中社会

保障公平感、政府提高社会保障评价、社会保障认知、社会状况评价对于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

度具有正向影响。具体来看，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公平感每提升 1 个等级，则其社会保障满意度提

升 0.593 个等级；农业户籍人口对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评价每提高 1 个单位，则其社会保障满意度提高

0.641 个单位；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认知每提升 1 个等级，则其社会保障满意度降低 0.325 个等级：

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状况评价每提高 1 个单位，则其社会保障满意度提高 0.533 个单位，研究假设 2a、
2b、2c 与 2d 均被统计结果所支持。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分类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个体层面 

年龄 0.006 (0.004 ) 0.007 (0.003) 0.004 (0.003) 

性别 −0.046 (0.0733) −0.0186 (0.733) −0.039 (0.058) 

受教育年限 −0.026* (0.011) −0.032** (0.011) 0.011 (0.009) 

政治面貌 0.788*** (0.138) 0.769*** (0.137) 0.214 (0.109) 

家庭总收入对数 0.146*** (0.036) 0.133*** (0.036) 0.097** (0.028) 

工作状况 −0.021 (0.051) −0.0001 (0.051) −0.049(0.0402) 

婚姻状况 −0.468** (0.104) −0.486*** (0.103) −0.211* (0.082) 

参保情况 参保情况  0.499*** (0.096) 0.274** (0.076) 

主观社会认知 

社会保障公平感   0.593*** (0.039) 

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评价   0.641*** (0.048) 

社会保障认知   −0.325*** (0.033) 

社会状况评价   0.533*** (0.019) 

常数 5.829** (0.4796) 5.809*** (0.478) −1.037* (0.428) 

N 4639 4639 4639 

R2 0.0151 0.0208 0.3867 

注：显著性*p < 0.05，**p < 0.01，***p < 0.001。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CSS2021 问卷调查数据，以农业户籍人口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因

素，统计分析发现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受到参保情况与社会认知的双重影响，这种影响对农

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存在差异，具体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家庭总收入、婚姻状况对于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显著

影响，但是这种影响非常有限。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农业户籍人口社会保障满意度越低。相较于非党员农

业户籍人口，党员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满意度显著更高。相对于未在婚农业户籍人口，在婚农业户籍人

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显著更低。在经济因素中，低收入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显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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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参保情况影响社会保障满意度，参保的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比未参保的高，即参保

情况与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正向作用，影响程度较强。三是农业户籍人口主观社会认知对于社会保障满

意度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其中，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公平感对其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农业户籍人口对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评价对其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户籍人口社会保

障认知对其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户籍人口社会状况评价对其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社会保障政策宣传力度，鼓励更多农业户籍人口参保。诸多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充分证明，

参保情况对其社会保障满意度呈正向影响关系，这表明更多人参保有利于提高其社会保障满意度。 
二是引导农业户籍人口树立理性的政策预期。本文发现受教育年限与其社会保障满意度呈负相关关

系，可能是由于对社会保障过高的期待与实际效果比较产生的心理落差造成的，因此有必要进行政策宣

传，树立正确的社会保障观念。 
三是了解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需求，提供更为精准的社会保障，是提升其社会保障满意度的重

要渠道。这要求政府通过多方式、多渠道了解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需求，提供农业户籍人口最需要的社

会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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