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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离开农村来到

城市务工。农民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同时也把城市先进的发展经验带到农村，起着城

乡间连接纽带的作用。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数量巨大的农民工养老问题如果处

理不妥，就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隐患，并将严重影响经济运行和城市化进程。

长期以来，河北省在农民工的养老保障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将农民工养

老保险分作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两部分，由农民工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养

老保险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面临的问题。但是农民工的

参保率依然很低，参保积极性不高。养老保障工作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

长期缺乏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政策是制约劳动力流动的一大难题，《城镇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向整体化的社会保障

制度又迈出了一大步。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绪论，主要是河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和农民工

养老保险相关理论的概述以及相关概念界定，同时介绍了主要研究方法和文章的创新及

不足之处。

第二章通过对河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策概述，对调查问卷收集资料的系统分析

研究，从河北省农民工的年龄构成、收入、支出及参加养老保险的情况等各个角度进行

分析，指出了当前河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介绍国内几个典型省市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并进一步阐述各种模式

的优劣以及对河北省的借鉴意义。

第四章重点针对河北省在农民工养老保险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对应意见和建

议。最后，在前面各章的基础上总结全文并提出应探索新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在现

有分类参保的基础上，推广组合配套的养老保险。

关键词：河北农民工养老保险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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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farmers leave gradually,rural migrant workers to cities．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migrant workers，but also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to link between the role．With Claim's aging population,

the number of peasant worker's social old—age insurance problems if the huge negligent

treatment，will become a social unrest，and will seriously affect economic operation and

urballization．

Long’term since，hebei province in workers old—age security has made positive and

beneficial exploration，migrant workers make endowment insurance of endo、)17I!nent insuraIlCe

and urban enterprises and the rural old-age insurance two parts by migrant workers for their

own choice of endowment insurance，which,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migrant workers attend

endowment insurance are faced with the problem．But the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ng

insurance rate is still lOW,ginseng enthusiasm is not high．The old-age security work fkes

new challenges and requirements．

The long。standing lack of national unity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is restricted by

transferring the problem of labor flow,the town enterprise worker is basic endo、)l，1]nent

insurance relation transferring the interim regulations 011 the integrative means China to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The first chapter in hebei province，mainly is the

introduction of endowment insurance of migrant problem research background，purpose，

significance and migrant workers related theory of endowment insuranee and relevant

concepts，summary and introduced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innovation and

deficiencies．

The second chapter of hebei province through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the questionnaire data collection system analysis，from the age of migrant

workers，hebei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nd attend endowment insurance situation and SO on,

analyzes the current workers in hebei province of endowment insurance problem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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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0nS．

The third chapter domestic several typical provinces rural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is

designed,and the different modes of step of hebei province as well as the reference．

The fourth chapter in hebei province o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in

various problems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inions and Suggestio璐．Finally,in front of

the chapters based on summing up the new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put in the current

endowment insurance mode，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ginseng，promotion of

combination of endowment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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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论

(一)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选题背景

20世纪后期，我国所有制形式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其他经济形式为补充的多种

所有制并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走向计划和市场共同调节，家庭承包的责任制代替了

大锅饭形式的人民公社生产。户籍管理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逐步开始改革，1984年，

国务院下发《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鼓励农民走出固定的生活模式，走

向城市，开创新的生存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宏观发展环境进一步放宽。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国民

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发展达到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国民生活水平达到小

康，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中国已基本实现了“三步走"战略

的前两个目标，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加剧了传统农村现状的改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城市化进

程加快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田间地头，到城市谋生，形成了当前社会一个数量庞大

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大规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一股不可或缺的建设力量。

农民工的出现并迅速走向大规模化(表1)，是社会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

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极大的促进了城乡之间交流，对

经济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化格局导致城乡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二元化。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却无法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政策，从就业到生活、

子女教育、养老等都处于无保障状态。这部分人员收入主要靠务工或者到城市经商，就

农民工整体而言，传统的农村以土地为家庭保障的做法也不适合他们，有部分人虽然还

保留有耕地，但是，迫不得已他们才去种地，耕地只是实现了最低生活保障功能。随着

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土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功能在被不断削弱，一部分人失去了

耕种的技能而更不愿意种地。总体来看，农民工这一数量巨大的群体实际是被排除在整

个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



表1： 2004--2008年我国农村每年外出务工人数(万人)

年 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外出务工农民人数 10000 12000 19800 22600 22542

数据来源：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啊．stats．gov．cn／．

随着我国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已成未来社会

发展的重大隐患。如果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人群老年的生活没有保障，首先会影响到农村

的建设和发展，不利于农村的稳定。以后大量的生活无依靠的老年农民工停留在城市里

面，也会给城市的治安和稳定带来威胁，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

2． 研究意义

笔者之所以选择“河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研究"这个题目。首要原因是因为农

民工在城市中生活工作，对养老保险政策要求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河北大批农民工跟

随着经济大潮从乡村流动到城市，直接面临着先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条件下各种新型社

会风险。因此，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以及推行失业保险等

必要的社会政策，对于保护我省大量的农民工权益和维护全社会稳定而言都很重要。

如从风险发生的概率来看。失业、工伤、大病等社会风险并不是每个农民工所必然

经历的。不同行业农民工所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有所差异。但年老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

的必然过程，无论人们目前是否已经明确意识到，如何养老的问题是每个人最终必然面

对解决的问题。因此，目前在世界各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过程当中，健全的养老保险制

度往往是各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支柱性的制度安排，而它的成效也往往会影响到整个国家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成败。

养老保险制度不同与其他社会政策，它从缴费初到领取养老金待遇，中问往往要间

隔三四十年之久。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能够越早建立，农民工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养老保

险金缴费时间越长。相对养老金水平就会越高，随之农民工的老年生活就会有更大保障。

根据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这一特有性质，积极研究如何建立并有效实施河北省农民工

养老保险政策，就是确保河北大量农民工将来老年生活所需要的合理选择。同时，这也

是给农民工更加稳定的生活预期和保障养老，也是进一步扩大内需、提升消费水平的战

略措施，符合农民工的长远利益以及根本利益。

其次，促使我选择“河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研究”作为论文选题另一个重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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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公平、公正以及正义的重大的政策问题。从长远

角度看，更是关系到全社会劳动者能否都实现姥有所养’’的关键社会道德问题。农民
工养老保险问题与其他的社会政策问题相比较，研究城市化进程申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

具有更重大、更深远的意义。正如调研报告《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当中指出的，“农

民工虽然眼下吃的是所谓‘青春饭’，似乎养老问题也显得并不尖锐，但却会把沉重的

养老包袱留给未来几十年后的各级政府、社会和每一个家庭山”。不管是从保证社会公平，

亦还是从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挑战，减轻未来政府和社会、家庭的赡养压力出发，我们

国家和各级政府都理应认真对待农民工老年生活保障问题。对此提前作出制度安排，尽

快为他们建立起完善的养老保险，立足于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要求，积极为整

个农民工群体构建合理健全的养老保险体制是未雨绸缪的选择。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建

设事关长远并且事关重大。

河北省大量农民工老年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势必会给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带来很多不安定因素和隐患。因此，建立科学、有效、合理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不

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研究现状和概念界定 ：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的研究概况

众所周知，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在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同步的。在我们国家存在如

此数量庞大的农民工阶层西方国家是没有的，对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问题在国外文献中

几乎是无从参考。因为农民工是我国出现的一类特殊阶层，国外学者很少有涉及此方面

研究。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其他的一些理论研究，如：养老保险的历程、弱势群体的救助

以及有关社会公正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怎样筹资养老保险方面的理论，本文都可以借鉴研

究。

最早的现代养老保险制度起源于德国。1889年，第一部关于养老保险的法律制度

《养老、残疾、死亡保险法》在德国诞生，在世界上具有深远影响。

二战后，《贝弗里奇报告》宣布实施，“福利国家”在英国建立。大约在20世纪40

年代，《社会保障法》先后在英、美、瑞典等国实施。工业化国家陆续建立和完善现收

现付形式的养老保险计划。至此以后，因为养老保险的广覆盖力、强保障性等特点，为

①国务院研究室日发布：t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06．4



世界上很多年老退休人群提供了可靠的支援，包括资金和物质方面。国外的一些理论强

一。调要政府发挥公共管理方面职能，政府不仅要实行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还应该提供其

他政策来支持和补助弱势群体。美国政府就很积极的完善这方面法律，关于如何保护弱

势群体利益，推进社会公平，由公共机构承担、执行保护弱势群体的责任。需建立起保

护弱势群体计划，以政策和法律为依据。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要求雇主和工会等机构

主动采取措施，消除雇佣就业方面的偏见和不公正。还有一部分理论认为要通过私人机

构或者一些民间组织来扶助弱势群体。

世界各国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有三种模式，可概括为投保资助型(也叫传统型)

养老保险、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险(也称公积金模式)和国家统筹型养老保险。对

于大部分国家而言，21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模式是第三种多层次国家统筹养老保险模

式。如今，对于筹资模式问题在国外学者中讨论非常激烈，很多经济学家利用萨缪尔森

(1958)的叠代模型来对现收现付和完全积累制度的优劣进行分析和论证。萨缪尔森提

出在一个不存在生产和投资(即纯粹储蓄型)的经济中，人口增长可以决定基本养老保

险的基金增长，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现收现付体制下的养老保险体系n】。20世纪后期，

欧美国家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现收现付制的弊端开始显现，就是收入和支出不对等。

有些经济学家开始呼吁以部分积累制来代替这种模式。这些关于养老保险的理论观点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相关理论的发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2)国内的研究概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理论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研究探

讨非常活跃。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观点：

观点一：将农民工养老保险归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张启春(2003)认为，扩大改

革户籍制度及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范围，将农民工养老保险归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乜1。林

毓铭(2003)认为，将农民工列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根据目前城乡地区社会保障资源

配置情况和现实的可能性来讲，都是比较理性的一种可选制度啪。李海霞(2004)认为，

农民工应该享受与城镇职工相同待遇，还有同工、同酬等，直接将农民工列入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体系。哪

观点--：将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列入农村养老保险体系中。杨立雄(2004)认为，

农民工和城镇职工一起享受养老保险在现阶段中国不太切合实际，从我国基本国情出

发，不适合构建新的农民工养老保障体系。只有加快改革，努力完善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才能彻底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并最终推进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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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三：建立新型独立的农民工群体过渡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李迎生(2001)，

认为，现阶段，相对独立的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制度应该推出。不管是城市企业职工，

还是农民，或是农民工，应分别实施保障制度，做到相对独立，以便走向“三元社会保

障模式"嗍。桂世勋(2005)认为，现阶段应该在全国强制推行城镇农民工和城镇从业

人员养老保险统一模式、缴费基数和享受标准有别，还有在城乡流动中便于衔接关系的

农民工过渡性的基本养老保险方案。啪贵州大学副教授罗敏(2006)，不能将农民工列

入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因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成本高，风险大。他主张单独建立

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伽

观点四：应该细化农民工概念，分类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及社会保障制度。华迎

放(2005)认为，应该根据不同就业情况的农民工群体来选择不同模式农民工社会保障

制度。工作地点和就业关系相对稳定的农民工适用当前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频繁更

换工作、流动性强的部分农民工实行过渡性的政策，并相应的减少收费，对个人账户记

入本人的社会保障权益。∞3卢海元(2005)表示，应该从农民工的一些自身特点，比如：

收入较低，就业不固定，流动性较大等特点出发，建立农民工个人账户，以构建缴费门

槛低，方式灵活，可以随人的转移而转移的具有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n町。 ．．，

观点五：暂不解决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问题。陈平(2002)认为，中国是个拥有

13亿之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区域发展的情况不平衡，对于建立养老保险体系，是短

期的经济动机，也是错误的战略目标，在财政上是无法支持的，属于“洋跃进"；并且

是自损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一种短视政策。n订郑功成(2002)认为，应先为农民工建

立更紧要的保障制度，如：工伤保障制度，疾病保险制度和相应的社会救助方面的制度

112]
o

以上五种观点是现在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比较主流的研究方向。以上的观点表现了

不同学者从自身不同视角，结合自身研究状况与工作实践，提出了不同想法和意见。几

种观点各有各的优点和特色。针对不同的省份、地区，具有不同的针对性及指导性。但

不适用于全国范围内开展，不具有普遍性，另外操作性不强。因此，农民工养老保险制

度的建立，应该联系各地的实际情况，在各地进行实践，以此加快统一立法，并加快全

国统筹，建立一个又能适应于全国普遍性，又能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要求，又适合农民

工实际情况的养老保险体系。

2． 相关概念的界定

(1)农民工的界定和特点

S



目前在学术界对农民工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人们常会把农村流动人口当做农

民工，把二者混为一谈。陆学艺认为，二者从概念上讲有很大的区别，农村流动人口在

城市中从事职业不尽相同，有很多甚至成了雇主，当然大部分人还是成为农民工。有许

多人就在本村本地从事非农活动，虽然他们不是流动人口，却属于农民工的范畴n31。李

培林将流动人口中的流动理解为三层含义：在地域上，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的地区(一

般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在职业上，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工商服务等)转移。从收入标

准看，由较低收入的人群向职业化的高收入人群流动n钔。刘怀廉认为，从农民工求职谋

生的地理分布划分，可以分为在乡镇打工的和在城市打工的，在乡镇打工一般都是农闲

就近出去干活挣钱，农忙又接着回家种地。而另外一些，就是“进城务工农民"，他们

是农民工中的一个典型群体，就是我们说的城市中的农民工n射。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认识和界定农民工，应该从以下层面去看：农民工大部分

时间从事农业劳动以外的生产活动，并以此为个人主要收入。农民工的户口仍然是农业

户口，在生产关系中处于被雇佣地位。为了更详细的说明问题，本文所说的“农民工”

定义为“进城务工农民’’，取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

农民工从事非农劳动却具有农民的身份，长期居住在城市，依赖工资收入生活却具

有农村户籍，这些人已经成为城市社会中的特殊群体。现阶段，我国农民工主要具有以

下特点：

身份和地位边缘化。农民工长期在城市谋生，法定的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虽然他

们已经不靠农业劳动做养家糊口的主要生活来源。在城市中生活劳动得不到和城市人的

平等对待。因此，农民工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居民，亦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居民，事

实上他们处于边缘状态。

流动性强。农民工和用人单位之间很少有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的，大多数是哪里有活

去哪里，工作地点不固定大多数只能处在不断双向流动中。能在城市找到工作就向城市

流动，找不到就向家乡流动，在农村和城市间游走。他们还频繁的在各个区域间活动，

奔走于各个城市之间，寻找被雇佣的机会。

收入不稳定。一般情况下，农民工不会从事一项工作时间超过5年，劳动关系和工

作场所的不固定导致了农民工经常暂时性失业，收入中断。这就是农民工和城市工人间

的最大区别，也成为农民工最显著的特征。

经济承受能力差。因为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和综合的文化素质水平相对不高，导致他

们只能做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工种，收入水平落后于城市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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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年轻化，不愿意返回农村。从农村进城务工和经商的人群中， 30岁以下人口

。，：占农民工总数的51．4％，在50岁以下的占到了被调查总数的7905。有一半的被调查者表

示要留在所工作城市，不愿意返回农村生活。圆

(2)养老保险概念

养老保险是最基本也是最高层次的保险，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养老保险的概念虽然提出时间较长，但在理论界尚没有统一的定论。对养老保险的定义，

目前在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养老保险是国家根据劳动者的体质和劳动力资源的综合状况来确定年龄。当劳动者

在达到这个年龄时，作为其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解除劳动义务，完全或基本退出工作

岗位或生产劳动时，由国家或社会保障给予一定的物质帮助，保障劳动者的晚年生活，

使其老有所养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n叼

养老保险是指依据国家的法律规定和一些法规，在劳动者到了国家限定的解除劳动

义务的年龄，或者是由于年龄原因失去劳动能力时，为保障这个群体的基本生活而建立

的一种福利性的社会保障制度。n力

养老保险指劳动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从政府和社会得到一定的补偿、服务和

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n羽

从上述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养老保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市场经济

正常运行的客观需要，其涵义主要包括：主体⋯国家或政府，客体一一符合一定条件的

老年人，内容一一国家或政府为了保障老年人退出劳动领域后的基本生活，为符合条件

的老年人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其本质是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结合以上观点，养老保险是国家或政府根据劳动力资源状况、人口预期寿命、劳动

者的健康状况。制定法定退休年龄等退休条件，然后依法强制实施的专门面向劳动者并

通过企业、个人征收养老保险费而形成养老基金，对符合退休条件的劳动者，由国家或

政府提供相应的经济支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三) 相关理论综述

1．福利经济学

在社会保障制度理论基础中，福利经济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产生于20世纪

20年代。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在英国出版，成为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

国河北省统计局网站调查统计数据



忐。《福利经济学》系统的陈述了福利的经济概念及其在政府政策中的应用，从理论上

‘

论述了国家福利的必要性以及政府的相关措施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西方经济学又一

，个里程碑。庇古因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庇古论述了两个

．主要论点：一个是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福利越大；另一个是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

社会福利越大。用他的话来说“福利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影响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

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方式。’’他主张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和“国民收入再分配"

。’

两矛·}方式来增加社会福利。他认为，国民收入增加，人民所得的普遍福利增加，关键取

决jj二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合理配置，因此，必须给劳动者提供合理的劳动

条件，并在劳动者遭遇疾病、伤残、失业、年老等情况而不能通过劳动获得收入时，能

够得到适当的物质帮助。而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增加居民普遍福利，主要是采取向
●

-钏叟夕、人群征收累计所得税和遗产税，同时向劳动者增加失业补助，向穷人增加社会救

渗，以求达到更加平均的收入分配结果，增加整个社会群体的福利。在理论分析的基础

上；庇古提出了一系列实施社会保障的原则与措施，主要包括：

福利措施应当以不损害资本增值和资本积累为宗旨，否则会减少国民收入和社会福

利：同时，富人那里的货币转移，“自愿转移”比“强制转移"好。

庇古认为，将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转移，如一些社会保险

或社会服务措施；二是间接转移，如政府对穷人必需品的生产部门、垄断性的公用事业、
’

工，，L的住宅建筑等进行补贴，以降低这些商品的销售价格，使穷人受益。

庇古反对实行无条件的普遍补贴制度，他认为救济有工作能力而不工作的人会减少

b4民恻‘富，因而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所以在实行补贴时

应附有以下条件，即先确定受补贴人没有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否则会使

’

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

庇古认为，在不损害国民收入总量的前提下，实行诸如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保障

措施。改进社会文教卫生事业、改善劳动者及其子女的文化和健康状况，也是增加社会

经济福利的途径。

．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提出后，希克斯(Hicks)、卡尔多(Kaldor)、伯格森(Borgson)、

。萨缨窍逊(Samuelson)等一些经济学家针对庇古的理论提出了补充观点，并在理论上

。{乍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套新的福利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运用“补偿原理"、“序数

’影j『j：!艳”、 “社会福利函数"、“累托最优”等分析工具，来说明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

t筝I．，4rJ．-搔?通过个人福利的最大化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以此实现社会福利的极大



化。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当资源得到最适度配置时，经济就是最有效率的，因而才能达

到最大社会福利，所以最大福利的内容是经济效率，而不是收入的均等分配。当一国的

经济福利总和增加时，整个社会的福利保障水平也会随之提高。

2．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

‘

20世纪30年代，古典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大危机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束手

无策。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M．Keyen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
’

论》一书的出版，引起了理论界的强烈反响，该书中的理论被誉为“凯恩斯革命”。凯

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相应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成为各国制定经

济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理论参考。凯恩斯认为，政府和国家应当承担起私人和市

场无法承担的老年救济、失业保障等社会责任，国家参与的社会保障是一种调节收入再

． 分配工具，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缓解贫困，缓和社会矛盾。其主要观点包括：国家应指导、

． 鼓励和支持全社会成员多消费，以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繁荣；实行投资社会化，以

刺激投资需求；政府应采取赤字财政政策，通过举债的办法来筹集资金；实行通货膨胀

政策；政府应积极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主张通过社会保障、消除贫困、实行累进税、兴

办社会福利事业等办法重新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的理论不谋而

合，二者都是以“政府积极干预经济”作为政策核心，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为挽救资本

主义危机和建立福利国家奠定了社会经济政策基础。新政的核心内容，就是由联邦政府

·．． 大力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和公共工程，通过救济措施和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同时，

1935年美国通过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典《社会保障法》，根据这项法律，联邦政府成立了

社会保险署，并规定社会保险包括养老金、失业保险、老年保险和对盲人、需瞻养儿童

及其遭遇不幸者的救济，标志着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

3． 改良的社会福利思想

，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

问题日益突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

方国家出现各种社会改良主义思想。改良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合理的，但存在

一些弊病，如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失业和由此造成的贫困等，这些弊病是由于某

政策失误而造成的，因而可以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只需改变分配方

就能够消除，通过实行渐进改革，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在各种改良主义思

中，最有代表性的有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瑞典的“福利社会主义”、德国的新历

学派理论，他们宣扬的“福利国家理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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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他们的主要观点是：

逐步通过陶家把私人企业国有化，把私有财产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

对非劳动收入和遗产征收累进税率，以实现租金和利息从私人向国家的强制性、无

偿性转移： ．‘

国家应谚对那些在为公众利益而实行的改革中受损人员给予补偿，改善劳动者的住

房条件，增加教育投资，维持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主张通过国家的力量，逐步调整其社会政策，改进社会福利，来实现改良的“社会

主义”。’ ．．．

4。 贝薜里奇报告

1942年!j．月，以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为主席的社会保险和联合事业

部委员会提出了⋯个题为《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

《贝弗里奇报告》强调有政府统一管理社会保障项目，建议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来

实现社会保障措施。报告认为，社会保障计划要以三个前提条件为基础：第一，对15

岁以下儿童或者接受全日制教育的16岁以下儿童，给予支付儿童津贴：第二，提供给

全社会以预防和治疗疾病以及恢复劳动能力为目的的综合性保健和康复服务；第三，维

持雇佣，并避免大量失业。《贝弗里奇报告》一再强调，社会保障计划“不是一个交换

条件和随便绐^提供好处的计划，也不是通过提供好处使受益人从此可以卸去个人责任

的计划．而是一个以劳动和捐款为条件，保障人们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收入，以便使他们

可以劳动和继续保持劳动能力的计划"。《贝弗里奇报告》是一份较为完整的现代福利

国家蓝图：也被称为西方社会保障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贝弗里奇本人也因此获得“福利

国家之父”l||，．1稍’号。

《贝弗j乎．奇报告》确立了战后英国福利体系重建的4条基本原则：普遍性原则。社

会保障应该包括全体居民及其各种不同的社会保障需要，即应当体现“普遍和全面”的

原则。满足罱低需要原则。社会保障应以保证居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并防止贫

困。充分就业原四Ⅱ。贝弗里奇认为，一个没有维持充分就业以防止大规模失业的社会保

障计划是不能每上满意的。他一再强调，社会保障必须与充分就业联系起来。统一的原

则。政府通过圈P愎A、再分配形式组织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不分贫富按统一的标准

缴纳保险费，拯j统一的标准发放津贴或者救济和统一社会福利的行政管理。

5。 马克辱主义社会保障思想

马宪霉之二j：硅会保障问题有许多科学的论述，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阐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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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品分配原理时概括了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马克思指出，社会产品在分配给劳动者

．个人时，应首先扣除：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用

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这些扣隐在经济上是必要的，剩

下的社会产品是作为消费资料的，但在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必须扣除：和生产没有关

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为丧失劳动能力

的人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建立社会保障后备基金的必要性，他指出“劳动产

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

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

列宁明确提出了社会保障的原则，他指出“工人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这种保险是

根据下列原则建立的：工人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失业而失掉工资时国家保险都要给工人

以保障：保险要包括一切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对一切保险者都要补助全部工资的原则

予以补助，同时一切保险费都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各种保险都由统一的保险组织办理，

这种组织应该按区域或被保险者完全自理的原则建立"。这实质上是说举办社会保障是

一项政府行为，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任何个人或团体都难以而且无法替代。‘j

总的来看，福利经济学、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改良的社会福利思想、贝弗里奇

报告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等，被认为是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或福利经济制度原

理。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或福利经济制度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些理论，或是受这些理

论部分的指导和启发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虽然各国因国情差异而选择的福利经济制度模

式会有所侧重，但不同模式的福利经济制度都具有保障全体公民基本生活、国家为主或

参与实施、减少并力求消除社会贫困和提高全体公民福利，尽可能促进社会收入公平等

一系列功能特征。这对研究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四) 研究主要内容和方法

本文研究主题为河北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对河北地区农民工的

现实状况做详细了解，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借鉴国内先进发展经验，提出河北省农民工

养老保险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分析原因，然后给出相对应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绪论主要说明研究背景、相关理论概述及研究目的、意义

和方法。第二章通过对调查资料分析研究，对河北地区农民工的现实状况进行分析，得



出河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方面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

析。第三章介绍国内典型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并一步阐述各种做法的优劣以

及对河北省的借鉴意义。第四章重点针对河北省在农民工养老保险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

提出对应的意见和建议。最后，结论在前面各章的基础上概括的总结了全文。由文章的

整体思路，本文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文献研究法

广泛查阅农民工养老保险方面理论专著和文献，把握理论界研究现状，查看河北省

社会保障厅和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信息及政策，利用网络收集相关信息。

2． 发放调查问卷和访谈

通过与企业负责人、农民工和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同志谈话和交流，并发放调查问

卷。系统掌握农民工参保比例等情况，了解到三方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看法和意见。

3．对比分析法

对实践研究方面，通过对国内典型做法优点和不足的评述及对比分析，为解决河北

农民工养老保险提供参考和借鉴。

(五)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本文创新之处是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典型地区发展模式，对河北省农民

工养老保险现状进行理论分析，同时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由于多种原因，收集到的数据资料不是很全面，对各个典型地区的政策分析也有待

深入，这些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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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jL省农民工养老保险现状及问题分析
—．蒜丧 ～

(一) 河北农民工养老保险概况

河北省环首都北京和北方经济中心天津，是我国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

分。2010年9月全省常住人口达到713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4007万人，人均耕

地不足1．4亩。据河北省就业局相关资料显示，河北省共有700万-i000万农村富余劳

动力，在外务工人员总计626万，其中在省外务工人数达到326万。

随着河北省老年人口数量呈逐年递增，中高龄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将会成为未来河

北省所面临的主要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

表2： 河北省人口年龄构成

其中各年龄段所占比例
年份 人数(人)

0--14 15一-64 65以上

2005 6851 17．70 74．10 8．20

2006 6898 16．60 74．90 8．50

2007 6943 16．75 74．39 8．86

2008 6985 16．05 75．20 8．74

2009 7137 16．84 74．10 9．06

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网站2005-2009年统计年鉴整理得来

为了切实保障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利益，河北省在农民工的养老保障方面做出了

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将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分作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

两部分，由农民工自己选择合适自己的养老保险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工参加

养老保险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从政策的制定角度看，河北省养老保险制度已具备一定的框架基础。从1987年开

始，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按照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面共同承担的原则，初步建立了面

向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制度。1992年颁布的《河北省农村养老保险实施方案》规定，

农村养老保险按照个人缴纳为主，以国家政策支持和集体适当赞助相结合的原则，建立

个人养老保险账户，在个别地区做为试点，渐进的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随着经济的飞跃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导致农民工的数量急剧增加，养老

保障工作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由此，依据《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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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决定》，本着覆盖面广泛、水平相当、结构合理和基金平衡的原则，河北省于2006

年9月下发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意见》，把包括了农民工在内

的一些弱势群体作为参保的重点对象，扩大了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意见》的出台，在

政策上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提供了依据。

河北省农民工数量在2006年达到440万人，而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所占比例不到

10％n引，远远不及医疗保险和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比例。2006--2008年河北省重点解

决农民工跨统筹地区转移以及回乡务农时的养老保险权益保障问题。并规定：农民工缴

费年限累计满15年以上，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可按城镇企业职工保险办法享

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对与用人单位已经建立了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用人单位可以

为其直接办理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手续。即便如此，仍然只是一少部分人参保。到

2007年5月底，全省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总数达到19．4万人。以上这些数据与2004

年河北劳动与社会保障厅对全省11个市2 672名农民工问卷调查结果的数据相对比确

实有了一定的改善乜叫。占大多数的农民工认为，今年在北京打工可能明年就要去深圳了，

工作不稳定，上了保险换个地方就没了，买保险没啥用处还花钱。这充分表明了养老保

险在农民工心目中的现状，也反映了农民工的养老保障已经发展成社会经济运行中一个

急需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二) 河北省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现状调查分析

为了更够全面的掌握河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具体情况，本人走访了河北负责相关

工作的同志，并广泛查阅资料，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以及和农民工面谈等各种方式，对河

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现实发展状况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09年12月30日，河北省本

籍农民工数量已达440万，其中参加养老保险的在40万左右，占农民工总数的10％，

远远落后于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训。

2010年3叫月，笔者借助朋友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帮助，对部分农民工进行

了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是建筑行业)，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填写完整的有效问卷

265份。限于笔者个人力量有限，此次调查问卷只针对河北籍农民工进行。通过对走访

情况的归纳，以及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河北省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发展存在较多问题，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参保意识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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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运行时间不短，相关的法规也比较多。但是农民工还

是对这方面的政策不是很了解。有的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在他们看来，和城里人一样能

享受到养老保障非常的遥远。被调查的许多人表示，能拿到全额的劳动报酬，老板不拖

欠工资就很满足了，没敢去奢望参加养老保险。

从我回收的调查问卷统计，男性占63．5％，女性占36．5％。其中年龄小于25岁的占24．8％，

在26至35岁之间的占31．3％，在36至45岁之间的占36．1％，46到55岁之间的占7．1％，

56岁以上的只占0．7％；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29．7％，有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1％，

农民工有高中文化水平的有29．3％，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1．0％。



图3：河北农民工教育程度状况

由于接受调查的大部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不高，年龄较轻，缺少相应的法律意识和

维权观念。虽然调查的有一部分上规模的企业，但是仍然有25％的农民工没有和单位签

订劳动合同，36．3％不清楚单位有责任给员工缴纳养老保险，34．1％的农民工对参加养老

保险持无所谓态度。没有考虑或者以后不准备参加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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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河北省农民工是否知道缴纳养老保险

从总体情况来看，虽然河北省农民工参保情况比前些年的有所进展，但广大农民工



在主动迫切要求参加养老保险的意识不强，积极性很差，在思想上不够重视，对参加养

老保险了解甚少，观念还是非常淡薄。

2． 参保率低

从全国情况来看，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2007年的公报显示。2007年底全

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184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429万凹1。2009年2

月5日，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的部门资料，截止2008年底，有2416万

农民工参加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汹1。由此推断，全国两个亿多农民工中只有10％左右的

人有可能被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享受到“老有所养"的社会保障，即便是这个比

例，也不是稳定的数值，很多农民工最终选择了退保。

从河北省的情况来看，按照农民工总人数与参保人数推算，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

比例应该也19％左右。从笔者组织的问卷调查情况来看，接受调查的农民工月收入在700

元以下的占2％，收入在700一1500元之间的60．1％。收入在1500--2000元之间的占27．1％，

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占10．8％．支出情况：每个月支出在400元以下的农民工人数占

13％，支出在400一700之间的占35％。月支出700一1000元的占38％，每月支出在1000

元以上的占13％。

图6：河北省农民工月收入情况



农民工整体的收入水平不高，但是家里面的各项开支加起来不少。因此参加养老保

险石是酋了p-乙．玎J!j选择。此次调查统计显示，有19％的已经参加养老保险，有50％的农民工

翅参加，但是没有接触过养老保险的介绍和宣传，有43％的农民工虽然了解一些相关的

信息：，但是不会主动向单位争取参加参加养老保险的权利。7％的农民工认为没有参加养

老保险的必要。大部分人都有着拿不到钱的顾虑。

图8：河北省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情况

! 整{书翻t季。河北省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情况和全国总体水平相当，在参保比例上仍

丝。键了’j：交低姻L匕率。



图9：河北省农民工对参加养老保险今后的打算

3。’退保率高

‘近年来关于农民工的退保报道很多，退保浪潮一次比一次高。综合相关的数据分析，

近两年的农民工退保率还在逐年攀升，至2010年有所停止回落。有资料显示，在广州
●

的天河区社保站，农民工集体办理退保手续，高峰时期一天达500人以上。广州在2007

年有450万人参加养老保险，有90万农民工在同一年办理退保手续，退保人数占将近

‘'20‘络。～年之内就把8个多亿的企业缴费转交给了当地社保嗍。农民工社会保险本身是

～项对农民工有利的社会制度，非但没有受到投保人的欢迎，反而被一再拒绝，缺乏参

保热情的农民工主动的退掉了自己的养老前景，退掉了自己将来的生活保障。人力资源
‘●●

‘

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底统计数据，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仅为17％∞钔。如此多的

，， 问题显示，这--N度本身必然必然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
●

·
· ．就此次调查的统计结果，在一个城市工作一年以下的占16％，在同一个城市工作l

一?年有52％，23％的农民工在同一个城市工作3—5年，在一个城市打工时间超过5年

{!{jI[旨9。5％。

表3：河北省农民工在同一城市及同一单位工作时间

}．‘ 1年以下 卜3年 3-5年 5年以上

同一城市 16％ 52％ 23％ 10％

‘

同一单位 16％ 52％ 21％ 11％

土!于农民工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持续时间较短，工作地点不稳定，农民工的高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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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参保情况的短期性特征。根据这次调查问卷，农民工离开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

新的城市工作时，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够再中重会这个城市工作，为了方便、安全起见，

81％的农民工选择了退保，这些都真实充分的显示了河北省农民工退保率居高不下的事

实。

4．转移困难

由于缺少全困统一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法，各个省、市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不进一致，
：

导致政出多门，区域问难以衔接。单位与单位间政策不统一，信息沟通不顺畅，农民工

社会保险关系很难转移接续。不同省份之间流动比较困难，手续也比较繁杂。从此次所

做的调查问卷统司。结果看，有占调查总数74％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关系在离开一个城市到

另一个统筹区域外的城市去工作的时候不能够顺利的转移。各地区间的政策冲突可见一

斑。进而导致农民工离开一个城市时候就办理退保，引发高退保率。

2()jo年j恩1 H实施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出

台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较高的退保率，显示着中国向整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又迈出了一

大步。功．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所有人员，

其基本养老僻险关系可在跨省就业时随同转移；在转移个人账户储存额的同时，还可以

转移部分监位绵唠：参保人员在各地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

对农民工一视同乞。随着办法在各地的逐步推广，参保人员没有了后顾之忧，将会提高

参加养老僻睑的乡雠率。

(三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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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E尝靠民工养老保险问题产生的原因



由调查问卷分析的情况来看，河北省农民工在参加养老保险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需要

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式制度的缺陷和农民工自身的观念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导

致的结果。主要的因素有下面五个： 一

1． 法律法规不统一

国家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立法。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持，在河北省

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推行中，难以用法律的武器去约束企业来承担自己对农民工应尽的养

老保险缴费义务，也没有办法通过司法手段强制企业来缴纳自身所应该付出的部分。国

务院于1999年颁布了《社会保障费征缴暂行条例》，为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提供了一

定的法律支持。做为法律依据，条例并没有规定企业对职工承担的费用中职工的明确范

围，这也成为一部分企业逃避责任的一个很好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职

工的规定也很不明确，在使得各个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很不完整，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地方政府文件的层次较低也约束了河北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推行，政

府间、部门间的文件规定互相打架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大多数时候很少有专门系统的关

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规定，都是在设计其他制度的时候顺带的提到了农民工。所以在实

践中很难能执行。河北省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正是因缺少可以明确依据的全国性的法律指

导，地方的法律法规的不统一，不协调。在具体的推行过程中受阻较大。

2． 制度设计不合理

河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策虽然在逐步完善中，但是还存在不合理之处，主要表

现为：

(1)统筹基金转移困难。农民工跨统筹区域转移养老保险关系时，由于社会统筹

资金不能自由转移，接收地不愿意接受接管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在农民工从一个统筹区

域到另一个统筹区域工作生活的时候，养老保险不能跟着一起转移，损害了农民工的正

当权益。

(2)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条件苛刻。河北省《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实施意见》规定，农民工不但要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养老保险的缴费要15年以

上，且退休前在当地不间断的缴费满5年。这不符合农民工的流动性特点，所以导致大

量的退保现象的出现。

(3)没有高效的监督机制。近年来，河北省虽然做出一些行政规定来规范农民工

参加养老保险，但是实际的执行监督很少，又没有具体的资金支持。很多雇主和企业没

有压力，不能够主动的去缴纳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金。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和处罚手段，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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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大多数企业都不主动的去承担这部分费用。

3． 企业责任的不落实

河北省的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北京和天津，留守省内的大都在石家庄或者自己所在的

辖市打工，大多数的人集中在建筑、餐饮等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企业的相对利润不是很

高，为了争取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想法设法在降低成本，减少开支。大多数的企业不

愿意提到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认为这会增加成本，会给企业未来的发展带来不安全的因

素。面对农民工养老保险时，普遍表现的不积极，并且通过不签劳动合同，瞒报职工人

数等各种方式逃避缴纳农民工的养老保险。

4． 政府管理不到位

河北有些地方的政府也存在消极对待农民工养老保险现象，如果农民工参加养老保

险，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地方政府也要拿出一部分财政收入

来支付自己应该承担的部分费用。这样不但会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还会影响本区域对

企业吸引力，有的政府为了拉项目，招商引资，吸引企业到自己的地盘投资建厂，对农

民工的养老保险也是抱着能拖就拖的态度，表现不积极。根据专家的调查研究，如果农

民工享受完和城镇职工一样的养老保险制度，河北省的企业要增加20％-30％的成本。乜53

部分地方政府的消极对待导致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监督的松散，没有形成足够有强度、

力度的检查和处罚手段，不能够给不积极对待的企业以警示和震慑。

5． 农民工自身维权不积极

从河北农民工自身认识来看，长期的城乡差别使得农民工不敢奢望有和城市人一样

的养老保障，了解到相关的政策后，大多数人表现的首先是怀疑能不能真的拿到钱。农

村历史以来的小农经济发展导致家庭养老的观念根深蒂固，靠儿女养老送终是普遍的认

识，使得人们不去关注社会养老保险相关的政策，即使了解到也不是很感兴趣。农民工

的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对未来缺乏明确的规划和预见，使得他们面对养老保险的时候

十分的冷淡。农民工的年轻化趋势、知识的不足等因素让多数人觉得养老是很遥远的事

情，到时候自然会有办法的思想使得他们现在不去关注养老保险，而且对现在实行的养

老制度充满怀疑，怕以后拿不到钱。多数的农民工不会长期呆在一个地方工作，流动性

很强，收入不高又不稳定导致一种思想就是，投保不如拿现金来的踏实，很多人在离开

一个城市的时候都选择了退保，拿着现金离开。



三、 国内典型模式分析及借鉴
一-．： ，

国家对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规定，但没有具体的统一可行的实施

细则。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形成了

一些既定的养老保险模式，主要模式有独立型养老保险模式、纳入型养老保险模式、综

合型养老保险模式、双低型养老保险模式和农保型养老保险模式及免费型养老保险模式

六种。

(一) 独立型养老保险模式

独立型模式，既不属于农民工其他社会保险的范畴，又不同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而是指单独为农民工建立养老保险的一种模式。如北京、青岛等城市是此类模式的代表。

1． 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方针政策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于2001年9月1日印发《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

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企事业单位在录用农民工时，应当以劳动合同的形式明确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用人单位必须要及时的给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

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养老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共同缴纳，用人单位

为每一位农民工每月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为本市上一年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的19％，农民

工本人以上一年本市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2001年按7％的比例缴纳养老保险费，

个人缴费的比例随着企业职工缴费比例进行统一调整，最终达到8％。用人单位为每一

位农民工每月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3％进入个人帐户，加上农民工个人缴费的部分，个

人帐户是缴费基数的11％。

农民工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养老年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方能领取

基本养老金。在达到国家规定养老年龄前死亡，其个人账户存储额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可

以继承。

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终止、解除劳动关系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重新就业的，可以接

续养老保险关系，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接转其缴费记录。接续时，只接续养老保险关系，

不转移养老保险基金；跨统筹区域就业的，可以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及个人账户；回农村

的，可以保留养老保险关系，将其个人账户封存，作为其接续养老保险关系的依据，待

在本市重新就业后，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

基本养老金暂按享受一次性养老待遇处理，其待遇由两部分组成：个少，帐户部分。



个人账户存储额及利息一次性全额支付给本人。统筹部分。按其累计缴费年限，累计缴

费满12个月(第1个缴费年度)，发给1个月相应缴费年度的本市职工最低工资的平均

数，以后累计缴费年限每满一年(按满12个月计)，以此为基数，增发O．1个月相应缴

费年度的本市职工最低工资的平均数，并计算到月，保留一位小数。鉴于农民工务工的

不稳定性，2001年11月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又出台补充规定，即未达到养老年龄

的参保农民工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时，可一次性支取养老金，并终止其养老保险关

系。若再参加本市养老保险时，按新参加人员办理。

2． 北京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优劣分析

北京市的独立参保模式，是一种观念和制度上的创新举措，使农民工在养老保险方

面受益匪浅，体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重视程度。与国家政策相比较，北京市

的农民工缴费标准有所下降，减轻了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经济负担。此模式既操作简单

又贴合实际，赋予了农民工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利。通过对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养老保险

制度上的一致性，保障了农民工享受养老保障的正当权利。体现了公平、公正和平等竞

争的社会机制，能够充分的活跃就业市场，完善人才机制。

此模式虽然相对实用，但也有很多不足。由于农民工养老保险是独立的，不利于与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及农民工其他社会保险制度的衔接统一。而农民工养老保险实行非强

制性原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工参保率。其次，劳动用工单位和农民工解除劳动关

系但是农民工的年纪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纪时，能够一次性的取出养老保险金，不能够

更深入的解决农民工解养老问题。独立型养老保险模式只是地方性法规，只在当地具有

效力，缺乏权威性。因此虽然规定了不同地区养老保险转移的政策，但具体实施起来还

是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工按照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标准缴费，有可能会超出农民工的承

受能力。但是在养老保险的享受方面，与城镇职工还有一些差距，仍有一定程度的政策

歧视。其次，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而各地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又不够健全，存在参

保容易、转移或迁入难、真正享受养老保险难的情况。而且在转移或终止养老保险时，

只能提取个人账户的累积部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也是对农民工一种间接的“剥削"。

再者，农民工的工作变动非常频繁，无形中也增加了社保机构的工作量，增加了政府管

理成本。

(二) 综合型养老保险模式

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和其他保险一起打包缴纳管理，做为一个整体考虑，



就是综合型养老模式的做法。养老保险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不能够独立出来。上

。． 海、成都、大连等城市的农民工实行的就是这种养老保险政策。 ．一： ；

1． 上海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

上海市于2002年9月实行《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并于2005

年颁布了《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办法在全国首次明确的

界定了外来从业人员，并规定农民工和本市户口的城市职工享受不同待遇的养老保险。

用人单位缴纳综合保险费的基数，为其使用外来从业人员的总人数乘以上年度全市

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缴纳综合保险费的基数，为上年度全市

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用人单位和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按照缴费基数12．5％的比例，

缴纳综合保险费。其中，外地施工企业的缴费比例为5．5％。用人单位和无单位的外来

从业人员连续缴费满一年的，外来从业人员可以获得一份老年补贴凭证，其额度为本人

实际缴费基数的7％。外来从业人员在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时，可以凭老年

补贴凭证一次性兑现老年补贴。综合保险金由外来人员就业管理机构支付。综合保险金。

也可以根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并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标准，委托保险公司支付和运

做。

2． 上海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优劣分析

上海的模式将农民工的多种保险统一管理、有机结合起来，符合农民工对社会保障，

多样化的的需求。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的责任，促使企业主动的承担农民工养老保险费

用。农民工个人承担部分比例相对比较低，适应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能极大提高农

民工的参保积极性，提高参保率，真正的切合农民工的实际做好服务。由政府监管，商

业保险公司负责运营，能很好的解决资金方面的问题，也为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自由转移

提供了方便。

上海综合型模式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综合保险的独立性不利于和其他基本社保的

连续，以后转为基本社保缴费也很困难。完全独立于整个社会保障的体系之外。综合保

险中的老年补贴没有体现真正意义的养老保险，与无息存款无异。若缴费时间短的话，

则得不到老年补贴。商业化的运作可以暂时的解决资金的问题，不利于整个保障体系的

发展，只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

(三) 双低型养老保险模式

双低型养老保险模式就是针对农民工的特点制定的“低标准准入、低标准享受”，



将养老保险做为社会保险五大类其中之一，“五费合征”的模式，实行将农民工纳入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范畴之内。杭州市就是实施这类模式的代表。

1． 杭州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6年11月印发《杭州市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低标准缴

费低标准享受试行办法》， 即所谓的“双低办法”。

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农民工和其所在企业共同缴纳，农民工的缴费基数按本人上年度

月平均工资计算；新参加工作、重新就业和新进用人单位的职工，当年职工个人缴费基

数按用人单位确定的月工资收入确定；上年月平均工资低于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

按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60％核定缴费基数。农民工个人的缴费比例为8％，所在单位的缴

费比例为20％；申请按“双低办法"参保缴费的农民工的缴费比例为5％，所在单位缴费

比例为14％。缴费资金实行“统账结合"的方法，个人缴费部分划入个人账户，企业缴

纳部分全部划入社会统筹账户。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累计缴费满15年的农民工，可

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累计缴费不满15年的，可以一次性领取个人账户部分。

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以向外地转移，基金只转移其个人账户部分，不能实现转移

的，可以将其基本养老账户封存在参保地，以便以后接续，也可以选择一次性领取其个

人账户积累部分。

2． 杭州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优劣分析

杭州市的双低型模式将农民工养老保险做为社会五大类保险之一纳入到现行的城

镇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内，便于政府部门的管理监督；在缴费时实行“五险合征”的方法，

更好的保障了农民工的权益。在该模式下，允许农民工自愿申请“双低办法”缴费，充

分考虑到了农民工的经济能力，同时也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体现了人性化管理的模式。

该模式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我国地方上制定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中的具体实施

措施各有差异，此办法利于各地之间的顺利转移。如在同一个企业里面一些职工申请“双

低办法"参加养老保险而另外一些没有申请，导致企业的缴费金额会不相同，很有可能

会出现刻意的降低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低标准准入、低标准享受"，缴费和城镇职业相

比很少，享受内容差异不大。此种缴费与支出的巨大反差会给政府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

留下债务隐患。

(四) 农保型养老保险模式

农保型养老保险模式是根据企业员工的户籍所在地分类的，将城市户口的员工纳入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而将农业户口的员工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该模式开创了“一厂

两制”的新形式，解决了一些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山西、云南等地参保政策就是这

类模式的体现。

1． 山西省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

山西省劳动保障厅2005年4月下发了《做好乡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通

知》，此办法中的“一厂两制”的参保模式属全国首创。此办法解决了该省80％左右农

民工的参保问题，还对企业实行了税前列支、保费免营业税、利息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等

社会养老保险缴纳优惠政策。山西省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主要内容为：“一企双保’’。

山西省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的主要内容为：乡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按户籍分类

参保，即城市户口的职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农业户口的职工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农业户口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企业须按本企业农业户口职工工资总额的10％缴费，

职工按本人工资收入的5％缴费，由企业按月代扣代缴。建立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个人帐

户，职工个人缴费部分，全部计入本人帐户；企业缴纳的10％，其中6％划入个人帐户，
。·’

4％纳入专项调剂基金，即实行个人帐户11％、调剂金4％的“大帐户、小调剂’’的新制度。

专项调剂基金实行省级统筹、分级管理。养老金领取方面，无论男女，凡职工年满60

周岁的，经审核批准，按月领取养老金，月领取额为本人个人帐户累计储存额的1／160。

特殊情况下，经批准职工最多可提前或推迟1--5年领取养老金。每提前一年减发1．5％

的养老金，每推迟一年增发1．5％的养老金，职工不满领取养老金年龄或领取不足10年

去世的，由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一次性领取个人帐户余额。参保人如患大病或绝症

难以支付医疗费的，经证明，可以从其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借支部分医疗费用乃至全部

积累额或余额。此外，农业户口职工已参加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继续执行原办

法；已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按新规定续缴；已参加商业保险的不能代替社会养老保

险，仍须按本规定参保。

2． 山西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优劣分析

山西省的农保型模式给予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诸多政策倾斜，采取了更加

适合农民工的一些新制度。在养老金领取方面制度相当灵活，并不限制年龄以及累计缴

费年限，较适合流动人口。

然而，此类模式是安户籍所在地分类参保的，农民工需参保农村养老保险。农村社会

保障发展的落后现状难以保障农民工的切实利益。因此，保障水平低，难以维护农民工

的基本保障权益。其次，该模式未考虑到农村养老保险与城镇养老保险的衔接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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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民工纳入农村养老保险体系，意味着农民工还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不利于城市化

一进程的推进j不符合当前的实际需求。

(五) 免费型养老保险模式

免费型养老保险模式是指由用人单位统一缴纳养老保险费，即“零缴费、零负担’’。

珍模式实现农民工农民工零缴费，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缴费标准，兼顾农民工

和企蝴：两糟利益，宁波市是这类模式的代表。

主， 宁波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

宁波市政府于2007年10月出台并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就是目前实行

的免嫠型养老保险模式。此暂行办法采取“五险合一’’的社保形式，“五险"是指养老

倪险王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此项费用统一由用人单位缴费，

农民工个，』、不缴费。该办法规定如下：

·。}、L是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建立劳动

‘

关系的钳来务工人员，都要参加五项社会保险。其中，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由统筹地政府

按不低．下当地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原则确定，缴费比例为13％，其中8％记入个人账户。

农民工享受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到达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

及以上，并且到达国家规定退休年龄前的最后5年应在本市工作且连续缴费。月养老金

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退休时上年度在

岗职工目平均工资和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基数的平均值为依据，缴费每满1年发给1％；
●● ●

个，、账户养老会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国家规定的计发月数。用公式表示：月养

．老待遇=(参保人员核准享受养老待遇时本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指数化月平

均缴赞基数J．÷2×缴费年限×1％+个人账户储存额÷国家规定的养老金计发月数。农民

．I本^，雾求并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也可以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等其4出社会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规定标准缴费。农民工因工作单位变更在本市

同⋯统筹区域内流动的，其养老保险关系可以续接，缴费年限和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

算?在挺市虿闸统筹区域之间流动的，其养老保险关系包括缴费年限和个人账户储存额

⋯罚：轵j移。农民工在解除(终止)劳动关系离开宁波市行政区域时，要求将养老保险关系

事!埘卸鲁．绥本人申请、转入地同意，其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储存额予以转移；养老

{殛睑士茅暂万具备转移条件，本人愿意保留个人账户的，由养老保险机构保留其个人账

_：辨老伢陟若系不具备转移条件，本人又不愿意保留个人账户，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



．累计缴费满12个月及以上的，其个人账户储存额由养老保险机构一次性发给本人，同

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2． 宁波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优劣分析

宁波市的农民工养老保险采取“五险合一”的缴费方式，由用人单位统一缴纳，个

‘人不缴纳，由此减轻了农民工的负担，提高了农民工的参保率，维护了农民工的权益。

同时降低了缴费比例和缴费标准，企业也从中受益。其次，农民工可自由选择参保类型，

既可选择免费型也可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使参保形式多样化，参保方式灵活化，符

‘合农民工就业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实现了养老保险模式的有机统一结合。

不足的地方在于，由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和标准都比较低，相应的，农民

．工所得到的补助和待遇也不高，单纯的依靠退休金在城市生存下去难度很大。

。

(六) 国内典型模式对河北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通过这六种典型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在中央政

策的引导下，全国各地都积极探索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结合当地的实际创造出了

·．不少好方法，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本人认为浙江的“双低办法”相对完善，也比较贴合当地的实际，对河北建设农民

工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宁波的“免费型”模式适合在经济相对发

达的省会城市石家庄及保定等地区推广和学习。

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想切实解决好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但综

台各种政策的合理性和可实施性来看，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民工的养老问题，但

是还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国范围内流动的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河北省应结合上述模式的优劣进一步的探索适合省情、民情的养老保险制度，为与全国

． 性的养老保险法律和制度接轨做好准备。



四： 完善河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如何更好解决河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不能仅停留在学术探讨的层面。怎么样

在实践中构建一个符合河北发展的农民工养老保险体系，既要放眼未来的发展，紧贴现

实情况，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经济发展的大局相协调。更要充分的以河北省农

民工的具体特点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切实的为农民工办实

事，真正的保护他们的权益。

(一) 完善河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应遵循的原则

河北农民工问题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错综复杂，要全面衡量考虑更个相关因素，

并结合农民工自舅的特点，才能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制定出切合河北实际发展状况的农

民工的养老保险政策，具体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 分类分层原则

经过改革开放的这些年历程，河北省农民工的整体分类也不像开始进城务工时期那

么单一，内部分化越来越明显，层次渐渐分明。河北的农民工目前可以分为三类：

(】)城市化的，这部分农民工特点是长期生活在城市中，有比较稳定的人际圈子

和生活来源，生活习惯城市化，很少回乡村。

(2)流动就业的，这部分农民工特点是工作关系不固定，哪里有活去哪里，出来

到城市工作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多挣钱，对前途没有明确的规划。不确定以后会去

哪罩。 ，

(3)打短工的，这部分农民工在农闲的时候到城市打工，基本属于业余农民工，

挣钱为主要打工目的，在一个地方干活的时间也不长，一般是季节性比较强。

每种农民工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化的需求，要推行针对不同类别的农民工养老保

险政策，待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合并运营，能够真正的保护农民工的利益，体现出

社会制度自勺优越性。．

2。 灵活变通原则

由于农民ient'高度流动性，要求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一定要相应的灵活。坚持分类

分层原则下。加强城乡之间、本地和异地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充分

考虑农民二[和企业的具体情况，建立有针对性，符合农民工具体利益的养老保险制度。

随着201 0年j擘；j乒施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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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要设计与办法相配套的具体操作措施，确保个人账户能够在全国顺利的转移，使

政策真正的落到实处。使得各地的统筹机构能够很好的对接工作，让农民工在一个宽松

的政策环境内参保，享受到养老保险带来的晚年生活保障。
⋯

3． 全面覆盖原则

农民工是河北省城市化进程中建设中不可获取的生力军，是城市新兴的就业群体。

农民工有足够的权利享受和城镇职工相同的福利待遇，社会保险的性质决定覆盖的人数

越多，面积越广，所收集到的保障资金就数额越大，具备的抗风险的能力就会相应的强

大。只有把河北各个地区的农民工尽量的都纳入养老保险体系，才会减少个人和政府的

风险，尽管各个地方的政策现在还没有完全统一，在衔接上还不是很顺畅，政府应该从

降低各个主体潜在风险的角度来引导、推动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全面覆盖。

4．低标准原则

由于河北省大部分的农民工从事比较低端的生产活动，收入都不是很高，要求他们

参加的养老保险一定得是符合他们的经济情况的，低标准，低水平的。一定硬要农民工

在短期内参加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障体系，可能会让农民工在经济上承受不了，进而导致

农民工不敢进程，畏惧到城市工作。这既不是推行养老保险的目的，也会极大的影响城

市的经济发展和农民工自身的利益。鉴于此，河北省的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要从农民工的

实际出发，兼顾企业的利益。实行低标准，低水平的双低标准。即是，收费标准低，要

保证农民工和企业都能够在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的前提下缴费。要能够保持保障农

民工最基本的生活标准，促进农民工参保和缴费的积极性。

5． 循序渐进原则

经过几年的不断探索、完善和发展，河北省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形成了框

架。并取得一些成绩，但是与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很多

地方都不尽如人意。但是从河北整体的经济建设现状和历史经济发展来看，每一项制度

的制定和完善，都是经过长期的积累、改进，然后才形成一项成熟的制度被确定下来。

即便如此，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阻碍制度的推行。不论是什

么样的制度，总是会在实行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然后改善，这是一个的良性循环。河北

省在养老保险方面发现的诸多难题，通过实践中暴露问题改善问题并逐步走向合理、高

效。与其他的相关政策合为一体，相互作用，形成统一，最后能够让所有的农民工都享

受到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



(二) 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对策措施

解决河北农民工养老保险的问题，要有创新的观念。同时也要从宏观指导和具体操

作方面同时发力。体现为：

1．宏观的层面

(1)加快全国统一立法

任何一项制度在推行过程中有没有完善的法律保障，事关这项制度运营的成败。不

管是养老保险还是其他的社会制度的实施，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都是立法先行。

只有具备相关的法律支持，在制度的推行过程中才可以充分的实施强制力的约束。在养

老保险方面，我国的地方政府也积极的制定了很多法规，获得一些区域性不错的发展，

但是总体看来，政策的层次性普遍都不高，都是一些基层政府或者是省里面的文件，不

适合大面积的推广，政策的寿命可想而和。特别是在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立法方面更是

数量不多，我国在农民工养老保险方面的立法目前还属于空白状态。所以，全国统一的

立法是迫在眉睫，制定明细的法律条款，让农民工在参保，享受养老保险的过程中处处

有法可依，能够有效的保障自己的应得权益。

(2)加快全国范围户籍制度的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户籍制度“一刀切”，导致目前城市中一些过渡性质的制度的出

现，像“暂住证”就是其中一项，很多农民工来到城市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自己本

身是农村户口，从心理上就对城市人产生了对立，感觉自己受到了歧视，被排除在社会

的边缘。长期来会形成怨恨情绪，造成社会部稳定因素，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要广

泛推广农民工养老制度就必须要打破城乡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这是鼓励农民工迸城

的一个开始，有宽松的政策才能在城市中留住人，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还需要建立一套

行之有效的人口统计制度来配合户籍制度的放开，可以通过各种鼓励措施来改革现在的

户籍制度，如在一个城市就业几年以上就可以获得当地的户口，进一步享受和当地人同

等的福利待遇等。总之，需要尽快的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来放宽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流

动，逐步的在农民工养老保险方面消除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

(3)实现自由的转移

根据“多数法则"筹集获得的社会养老保险资金，即可以互助互济，又能够分散

市场中的风险，做到最大限度内的均衡。我国于2010年1月1日实行的《城镇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个人账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的转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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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人走”的做法也能够减少退保的现象。

但是在河北的调查中发现。由于低水平的养老保险统筹，每个单位之间政策难以实

现统一、良好的结合，，所以这种政策转变的问题依然存在。大多数人会选择退保。再

者，因为个人账户的转移时候接续很麻烦，程序繁琐，多数的农民工也不是很了解其中

的程序，虽然个人的账户资金可以随意的转出转入，企业缴纳的部分却留给了当地。要

加快农民工养老保险改革的步伐，就要切实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统筹基金和个

人账户一体化，以后要转的时候二者可以一起转出，转入。

(4)消除城乡之间的分割

城乡间的一体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

势。目前，全国各地在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帐户模式设计、筹资方式安排、缴费标准确定

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同时为了形成公平、公正和高效率的养老保险管理模式在农

民工与城镇职工、被征地农民、事业单位、公务员等养老保险都存在的问题也要进行规

范和完善，都要求实行全面的创新机制，加快改革，先从一些地方进行试点，然后在全

国推广。从而形成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有效的来实现各个层面的一体化。

2． 具体的操作层面

(1)有效完善参保政策 ．

由河北省的实际，结合当前国内的实践来看，像一些沿海开放城市地区的免费型养

老保险政策，相对于当地是比较合理、可行的。也受到了多数农民工认同，是一个不错

的方式。可是还会有一些企业主的不自觉和较低的保障水平让这项政策没有完全落实。

所以如果要为河北农民工提供优质的养老保障服务，就得再出台一些分类分层的农民工

养老保险参保制度的政策。对于一些市民化的农民工，让他们以每月的实际平均收入做

为缴费的标准，和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享受相对的缴费金额高一点，所获得的保障也

高～点的双高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让企业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对于一部分工

作地点和工作关系不稳定，经常在各个城市间流动做工的农民工群体，可实施一些灵活

变通的方式，如低缴费、低标准享受或者免费型的养老保险政策等。

(2)细化操作办法

要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在全国范围的自由转移仅依靠河北一个省的力量是不可能

的，这需要全国各地共同协调，团结协作，搭建全国范围内的共享平台，制定统一的制

度，由专人负责。全国自由转移的制度障碍主要是有：保费的算法还有各地一些具体规

定的待遇落实问题。但是，对河北省农民工来说，能够实现自由转移。不仅对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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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重要，也是队农民工人文关怀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要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

制度。在具体操作中，制定相关的细化实施办法。

(3)培育河北农民工参保意识

河北省农民工多数对参加养老保险不是很积极，感情淡薄。这跟他们所处的环境、

教育是有关系的，所以要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及指导培训，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知识，提高

他们对此事的积极性、主动性。也可以通过一些新闻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等舆论工

具，来帮助他们了解参保的重要性，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企业也要

进行一些培训辅导。

(4)落实河北省的企业责任

由于河北省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我省大量的雇用了农民工的企业，并

没有把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问题较好的落实。总的来说，企业得跟农民工签订劳动合

同，在对劳动合同登记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和农民工权利和义务的明确，由相关的监

督部门加强这方面的执法力度，使得企业不敢、不想、不能拖欠或者不交农民工的养老

保险费用，这样每个农民工都能享受到合适的养老保险政策及待遇，努力为良好的生存

和生产生活的创造好的社会环境。

(5)加大河北地方政府对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

河北地方政府作为行政管理机构不但要管理好各个部门还得有效的解决所出现的

问题，给予一些政策及财政上的支持。像养老保障资金由城镇职工与农民工之间是否公

平的解决方案，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政府资金的有效投入，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制度就很难

能建立。根据一些发达地区的经验在结合我国的国情，我们应该有义务为解决农民工养

老的保障问题贡献出地方财政的一份力量。要切实的行动起来，把财政的支出倾斜向农

民工养老保险领域，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真正的解决广大农民工养老问题的后顾

之忧。

(6)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

对于河北的农民工来说，养老保险就是以后他们老年生活的保障和依靠，“统帐结

合”模式的养老保险基金数额巨大。须得加强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防止其在金融波动

中贬值、缩水。但是怎么样能让这比大额资金发挥最大的功效，获得合适的利润，目前

在我国还没有成熟的实践经验，由于缺乏完备的金融体系和货币市场体系，在投资运营

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金融风险。必须要有国家专门的机构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监

管力度。确保资金的安全完整，维护好诸多参保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可以成立专业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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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公司做一些风险较低的投资；也可以请一些权威的人士给予意见分析，以获得更高的

收益，来实现长期稳定增长，促进它的保值增值，来实现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

续发展。



结 论

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数量巨大的农民工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如果处理不

妥，将严重影响经济运行和城市化进程。

本文通过对养老保险相关理论的概括和陈述，并结合河北的实际情况对农民工养老

保险参保情况进行了具体研究，就参保的各个问题提出了对应的建议。本文还对全国各

地典型的农民工参保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并总结各地先进模式对河北的借鉴意义。

要更好的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难题需要去研究，

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特别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应探索新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

在现有分类参保的基础上，推广组合配套的养老保险。

2010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

法》，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农民工养老保险金的转移，将进一步促进农民工的参保热情。

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重视，还有学术界的不倦研究探

索，以及农民工主动积极的要求自身权利。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一定会取得新的实质性

进展，河北的农民工养老保险也将步入快速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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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河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问卷调查情况汇总

农民工养老保险问卷调查表

为全面了解河北省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情况，特开展此项问卷调查。本调查问卷由农

民工填写，请在符合的项目下打√(除注明的外，其余均为单选题)。

1、你的性别：A、男(占63．5％)B、女(占36．5％)

2、你的年龄：A、25岁以下(占24．8％)B、26—35(占31．3％)C、36—45(占36．1％)D、

46—55(占7．】％)E、56岁以上(占0．7％)

3、所受教育程度：A、不识字(占2．7％)B、小学(占27％)C、初中(占41％)D、

高中(占29。。3％)E、大专及以上(占1％)

4、你的月收入：A、700元以下(占2％)B、700一1500(占60．1％)C、15--2000(占

27．1％)D、1700元以上(占10．8％)

5、你的月支出：A、400元以下(占13％)B、400--700(占35％)C、700一1000(占38％)D、

1000元以上(占13％)

6、你的收入要供养几个人的生活支出：A、3人以下(占38％)B、3—5人(占

46％)C、5—7人(占12％)D、7人以上(占2％)

7、你在同一城市一般工作多长时间：A、1年以下(占16％)B、1--3年(占52％)C、3

—5年(占23％)D、5年以上(占10％)

8、你在本单位工作了多长时间：A、1年以下(占16％)B、1--3年(占52％)C、

3—5年(占21％)D、5年以上(占1l％)

9、你一天工作多长时间：A、8小时以内(占40％)B、9—10(占41％)C、11—12(占

15％)D、·t2小时以上(占2％)

10、你是否跟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A、是(占76％)B、没有(占24％)

1lj你是否知道单位应该给员工交纳养老保险：A、知道(占63．7％)B、不知道(占

36．3％)

12．你有没有参加养老保险：A、参加(占19％)B、没有(占81％)

13、如果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原因是什么：A、工资低(占56．5％)B、不需要(占9．3％)C、

担心以后拿不到钱(占27％)D、直接发到工资里了(占7．2％)



14、单位如果不给你交纳养老保险，你会不会向单位争取：A、会(占56．5％)B、不

会，怕丢工作(占43．5％)

15、你今后打算参加不参加养老保险：A、想参加(占50％)B、不想参加(占28％)C、

没考虑过(占18％)D、无所谓(占4％)

16、你到一个新的城市工作时，原来缴纳的养老保险金是否可以转移：A、可以(占

26％)B、不能(占74％)

17、你到一个新的城市工作时，是否将原来缴纳的养老保险金退掉：A、是的(占

81％)B、没有(占19％) ．

18、你已经参加了什么保险(多选题)：A、I伤(占64％)B、医疗(占66．8％)C、

失业(占65．3％)D、生育(占35．3％)E、养老(占19％)

19、你现在最想参加的是什么保险(多选题)：A、工伤(占73．3％)B、医疗(占82％)C、

失业(占70．3％)D、生育(占67．3％)E、养老(占50％)

20、你今后是否打算一直在城市生活：A、是的(占25．2％)B、没想过(占54．7％)

C、回农村(占20．1％)

21、在遇到生活困难时，有没有享受过城市最低生活保障：A、有(占35．65)B、

没有(占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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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得到了赵立新导师的精心指导，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我长时

间无法解决数据的搜集以及分析，由于赵老师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秀的学术品质，本

文最终得以完成，虽然成绩微小，但却真实可靠。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而授人以渔

不如施之以德。置身期间，感受着赵老师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雄阔的视野，耳濡

目染，潜移默化，不仅使我努力的改变着“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努力培养“知

其然，且知其所以然’’的求学态度，而且还明白了许多待人处事与为人处世的道理。其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与无微不至、感人

至深的人文关怀，令人如沐春风，倍感温馨。同时，也感谢那些在我成长过程中关爱、

鼓励和批评过自己的师长，我将永怀感恩的心情祝福他们。

这几的学习生活，不仅使我的知识结构和科研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更重要的是，

各方面素质得到了提高。值此论文顺利完成之际，我首先要向我尊敬的导师赵立新老师

表达深深的敬意和无以言表的感谢，还要衷心感谢三年来孜孜不倦教诲着我的法政学院

的恩师们，他们是我成长道路上的领航人。限于本人理论修养和实践经历的匮乏，对这

一问题的研究还在较大程度上浮于表面，不够深刻，一些观点和见解还欠成熟，仅作为

自己对这一领域的学习研究的见解，真诚希望得到专家、老师、同窗的批评与指正。

最后深深的感谢呵护我成长的父母。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父母总是第一个给我

鼓励的人。回顾20多年来走过的路，每一个脚印都浸满着他们无私的关爱和谆谆教诲。

追求人生理想的信念。父母的爱是天下最无私的最宽厚的爱。大恩无以言报，惟有

以永无止境的奋斗，期待将来辉煌的事业让父母为之骄傲。我亦相信自己能达到目标。

最后，向所有关心我的亲人、师长和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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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清单

文章名称 发表刊物(出版社) 刊发时间 刊物级别 署名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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