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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水平不高，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下当前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

下，本文拟以湖北省为例，对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适度水平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选择合理的测算方

法，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居民养老金适度水平的测算模型，并结合有关统计数据，对农村居民

养老金的合理水平进行测算。我们发现，目前湖北省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水平严重偏低，远远低于本研

究所提出的合理养老金标准，即使以农地养老为基础，仍然无法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需要。在此基

础上，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改革个人账户缴费办法，加强国家财政

支持力度；拓宽新农保资金来源；充分发挥土地、家庭养老保障职能等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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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w level of old-age security for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is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Hu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define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moderate level of basic 
pension for rural residents, and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buil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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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model of the moderate level of pension for rural residents that is suitable for Chi-
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ombine relevant statistical data to measure the reasonable level of 
pension for rural residents. We found that the basic pension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in Hubei 
Province is seriously low, far lower than the reasonable pension standard proposed by this re-
search. Even if it is based on farmland pension, it still cannot meet the basic pension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normal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ru-
ral residents’ basic pension; Reform the personal account payment method and strengthen the 
state financial support; Expand the new rural insurance fund sources; We will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of land and family pension security policies an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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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要为农民谋幸福，就必须为老人设立退休制度，让他们能够安享

晚年，增强他们的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有关研究表明，在农村地区，70.79%的退休老人中，仅有 17.22%
可以依靠养老金维持生计，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乡村振兴

中的一个民生痛点，亟需予以关注和解决 [1]。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

进法》，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明确基本养老金的正常调整机制，保证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提升，

提升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是解决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 
目前，国内学界对农村居民养老金适度水平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也未将土地对农村养老保障

作用的影响纳入其中。为此，本文基于现有研究结果，以湖北省为例，在明确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适度

水平的内涵与外延之后，再从土地保障的作用出发，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以期提高农村居民养老水平，

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2. 文献回顾 

在国外，农民包括农场主和家庭成员、农业劳动者，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在许多发

展中国家，农业往往被划分为非正轨劳动力市场，并由政府全额资助，提供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如巴

西，墨西哥，南非等国家 [2]。在发达国家，农民的养老金水平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缴费状况和参保年限，

而实行独立保险的农民则主要依靠国家补贴。在这两种情形下，农村居民的退休金总体上要比其它参加

保险的人低。 
养老金水平的适度问题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于适度的养老金水平，国外有两种看法：一

种是认为，适度的养老金水平就是能够保证与退休之前相比，其生活水平没有显著下降，其度量应该是

在退休前的收入中的某一部分，而根据《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的规定，这个比率不得少于 55%，而

Vanderhei 则认为应该在 75%~90%之间，Whitehouse 的说法是 50%~60%  [3]。另一种观点将适度养老金

水平定义为可以满足老龄人群的消费需要，比如，世界银行将适度养老金水平定义为：既能保障退休人

员有充足的收入，又能使其在今后的生活中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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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的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起步比较晚，目前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如：保障水平低，未充分

体现公平理念。鉴于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偏低的现象，一些学者提出了“适度养老金水平”的

概念，并据此测算了我国农村居民养老金的适度水平。边恕等提出了我国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适度水平

应在一定幅度内。以能保障农村老人生活所必须的食品、衣着、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最低限度开支为下限，

而基本医疗保健支出则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来解决 [4]；上限以同期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 60%为基

准，运用扩展线性支出修正模型，通过对恩格尔系数进行修正，计算出该指标的上限 [5]。 
当前，关于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的适度问题，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穆怀中等发现一些地区的基本

养老金还没有达到适度的水平，但是通过与土地养老、子女养老和社会救助养老的联动支付，可以达到

适度水平 [6]。曹永红利用 ELES 方法，将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作为衡量指标，通过对现行体制下农

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测算，发现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障水平远不能满足其基本养老需要 [7]。同时，

已有的研究在测算土地保障度的基础上，并没有考虑到农村养老金与土地保障的关系，从而造成研究结

果的偏差。 

3. 概念界定与模型构建 

3.1. 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适度水平 

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需要是指为满足其基本消费开支而需要的货币数量。但国内学者对其外延的界定

并不统一，居住、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和转移支付等方面的需求是否纳入其内存在较大争议。依据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文化娱乐支出应包含在农村老人基本养老需求之内。为此，本文界定了农村居

民的基本养老需求，即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在日常生活消费开支中用于基本养老消费开支的货币

数额，即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文化娱乐等 6 项基本开支。 
本文将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适度水平定义为：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兼顾农村土地养老保

障功能、能够保证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需要的货币额度。 

3.2. 理论模型 

3.2.1. ELES 法 
假定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对某种物品(或服务)的需求依赖于该时期的收入水平和各类货物或服务的价

格。将各类物品的消费需求划分为：基本需求与在基本需要以外的、根据个人喜好而选择的超额需求。

尽管人们对同样一种物品的需要不尽相同，但其生存需要却是相同的，无论个人的经济状况如何，都是

一样的。ELES 模型的具体表达式为 

1

k

i i i i j j
j

V PQ Y P Qβ
=

 
= + − 

 
∑                               (1) 

其中，Vi表示居民对第 i 种商品的总需求支出；Pi表示第 i 种商品的价格；Qi表示居民对第 i 种商品的基

本需求量； iβ 表示边际消费倾向， 0 1iβ≤ ≤ 且
1

1
k

i
i
β

=

≠∑ ；Y 表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令 

1

k

i i i i j j
j

PQ P Qα β
=

= − ∑                                  (2) 

则上式可变为 

i i iV Yα β= +                                     (3) 

因此，可支配收入与商品需求量之间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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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iV Yα β µ= + +                                    (4) 

其中， iµ 代表随机干扰项。 
对式(2)两边进行求和，得出 

1 1 1 1 1 1
1

k k k k k k

i i i i j j i i i
i i i i i i

PQ P Q PQα β β
= = = = = =

 = − = − 
 

∑ ∑ ∑ ∑ ∑ ∑                      (5) 

其中，
1

k

i i
i

PQ
=
∑ 是基本需求，用 BC 表示，则 

1 1 1
1

k k k

i i i i
i i i

BC PQ α β
= = =

 = = − 
 

∑ ∑ ∑                             (6) 

3.2.2. “标准消费人”法 
“标准消费人”方法假设工作年龄层人群的消费水平高于老年人的，因此，可以把工作年龄层的人

看作一个标准消费人，把老年人按照相应的系数转换成标准消费人。按以下公式计算老年人的消费水平： 

2
1 2

old
child labor old

AC TNC k
k N N k N

×
= ×

+ +
                            (7) 

其中，Cold表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AC 表示人均消费水平；TN 表示总人口数；Nchild表示 0~15 岁儿童人

口数；Nlabor表示 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数；Nold表示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k1表示儿童的消费系数；

k2表示老年人的消费系数。 
用 ELES 法测算得到的(BC)替代式(7)中的(AC)，即可得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需求(BCold)： 

2
1 2

old
child labor old

BC TNBC k
k N N k N

×
= ×

+ +
                           (8) 

3.2.3. 土地养老保障水平测算模型 
根据土地收益的定义，可以将土地收益的测算模型确定如下： 

1

2
L P

A PVP
P

L
A

θ θ×
×

×
= ×                                 (9) 

其中，LP 是土地收益，A1耕地面积，P 是农村人口数量，PV 是农作物总产值，A2是农作物的播种面积，

Lθ 是土地收益分配系数， Pθ 是土地养老保障系数。 

3.2.4. 基本养老金适度水平测算的理论模型 

1
2

1 2 2
old L P

child labor old

BC TN A PVP BC LP k
k N N k N P A

θ θ× ×
= − = × − × ×

+ + ×
               (10) 

4. 农村居民适度养老金水平测算：以湖北省为例 

基于湖北省的现实条件，通过引入 ELES 方法和“标准消费人”法，量化湖北省农村居民基本养老

服务需求，并对土地养老保障水平进行测算，进而测算出养老金适度水平的理论值，并在此基础上，结

合湖北省实际养老金水平，对湖北省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金情况进行评估。 

4.1. 参数设置 

1) 儿童和老年人的消费系数。一般认为，儿童和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分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 70%，所

以本文将 k1和 k2都设定为 0.7。用 q 表示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式(8)可化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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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3 0.7old

BC
q

BC
+

=                                     (11) 

2)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本文近似地采用统计年鉴中的“乡村就业人口”数据替代农村劳动年龄人口，

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Rural working-age population in Hubei Province, 2013~2022 
表 1. 2013~2022 年湖北省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情况 

年份 农村人口(万人)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万人)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2013 2637.51 2078.17 0.79 

2014 2574.74 2079.37 0.81 

2015 2504.97 1600.53 0.64 

2016 2438.16 1452.58 0.60 

2017 2368.68 1426.48 0.60 

2018 2307.63 1407.40 0.61 

2019 2262.34 1386.91 0.61 

2020 2143.22 1389.00 0.65 

2021 2093.55 1367.00 0.65 

2022 2064.69 1346.00 0.65 

 
3) 土地收益分配系数。对于乡村老人来说，如果他们能够充分参与农业生产，那么他们就能够获得

所有的土地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收益系数可以设定为 30%；如果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或放弃耕作，

农民获得土地收入的途径就是流转土地。黄建强等人对农地经营效益的测算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后，农

地的收益分配系数一般在 20%左右。通过对湖北省农民调查资料的分析，其认为自身在 61.37 岁时就已

经丧失了农业劳动能力，这与农民的退休年龄非常相近，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湖北省老年人口的土地

收入主要是通过土地流转来获得，因此，我们假设湖北省老年人口的土地收益分配系数为 20%。 
4) 土地养老保障系数。根据位涛等的测算，我国农村老年人的消费支出中，85%左右的比重来进行

养老，因此，在土地养老保障水平的测算中，将土地养老保障系数设为 85%，本文延用此比例。 

4.2. 测算结果 

4.2.1. ELES 测算结果 
采用 2014~2023 年的《湖北统计年鉴》数据得出的参数估计值如表 2，表 3 所示。 
 

Table 2. ELES method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parameter values based on the consumption items of rural residents’ basic 
old-age demand 
表 2. 用 ELES 法基于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需求消费项目测算的参数值 

X 食品 衣着 居住 家庭设备用品服务 交通通讯 教育文化娱乐 

α −924.06 −200.80 −327.68 −31.36 −1501.95 −722.14 

β 0.33 0.06 0.21 0.05 0.22 0.15 

R2 0.95 0.99 0.97 0.98 0.99 0.96 

F 统计量 141.75 678.60 259.19 402.70 842.62 170.53 

T 检验值 11.91 26.05 16.10 20.07 29.03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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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Value of consumption items for basic elderly care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表 3. 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需求消费项目数值 

年份 食品 衣着 居住 家庭设备用品服务 交通通讯 教育文化娱乐 总需求 

2013 1201.22 198.73 920.63 247.19 269.27 364.74 3201.78 

2014 1593.68 270.08 1170.37 306.65 530.90 543.13 4414.83 

2015 1790.65 305.90 1295.72 336.50 662.23 632.66 5023.67 

2016 1965.11 337.62 1406.74 362.93 778.52 711.97 5562.89 

2017 2180.36 376.76 1543.72 395.54 922.03 809.80 6228.20 

2018 2411.17 418.72 1690.60 430.52 1075.90 914.72 6941.63 

2019 2690.95 469.59 1868.64 472.91 1262.42 1041.89 7806.41 

2020 2674.13 466.53 1857.94 470.36 1251.21 1034.25 7754.42 

2021 3060.86 536.84 2104.03 528.95 1509.02 1210.03 8949.74 

2022 3348.04 589.06 2286.79 572.47 1700.48 1340.57 9837.40 

4.2.2. “标准消费人”法进行修正 
将表 1 结果代入式(11)进行测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s of basic old-age care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in Hubei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22 
表 4. 2013~2022 年湖北省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需求测算结果 

年份 基本养老需求(元/年) 

2013 2391.94 

2014 3277.18 

2015 3942.34 

2016 4425.02 

2017 4954.25 

2018 5502.99 

2019 6188.55 

2020 6064.91 

2021 6999.80 

2022 7694.05 

4.2.3. 土地养老保障水平测算结果 
将设定的参数值和人均农业收入数据带入式(9)，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Estimation results of per capita land old-age security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in Hubei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22 
表 5. 2013~2022 年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土地养老保障水平测算结果 

年份 人均农业收入(元/年) 土地养老保障水平(元/年) 

2013 4321.02 734.57 

2014 4518.46 768.14 

2015 4593.12 7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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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16 4992.25 848.68 

2017 8230.76 1399.23 

2018 8654.44 1471.26 

2019 9645.95 1639.81 

2020 10698.53 1818.75 

2021 12065.27 2051.10 

2022 11646.91 1979.97 

4.2.4. 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适度水平测算结果 
将前文的测算结果代入式(10)，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appropriate level of basic pension for rural residents in Hubei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22 
表 6. 2013~2022 年湖北省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适度水平测算结果 

年份 基本养老金适度水平(元/年) 基本养老金适度水平(元/月) 

2013 1657.37 138.11 

2014 2509.04 209.09 

2015 3161.51 263.46 

2016 3576.34 298.03 

2017 3555.02 296.25 

2018 4031.73 335.98 

2019 4548.74 379.06 

2020 4246.16 353.85 

2021 4948.7 412.39 

2022 5714.08 476.17 

4.2.5. 湖北省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水平适度性分析 
为了对比湖北省实际养老金与适度养老金之间的差异，遂从绝对和相对差异(实际/适度)两个方面进

行比较，如表 7 所示。 
 

Table 7. Comparison of the realistic and moderate level of basic pension for rural residents in Hubei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22 
表 7. 2013~2022 年湖北省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现实水平与适度水平比较 

年份 适度水平(元/月) 现实水平(元/月) 绝对差距(元/月) 现实水平/适度水平 

2013 138.11 55 83.11 0.40 

2014 209.09 62.5 146.59 0.30 

2015 263.46 70 193.46 0.27 

2016 298.03 70 228.03 0.23 

2017 296.25 80 216.25 0.27 

2018 335.98 103 232.98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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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19 379.06 103 276.06 0.27 

2020 353.85 103 250.85 0.29 

2021 412.39 115 297.39 0.28 

2022 476.17 115 361.17 0.24 

平均值 316.24 87.65 228.59 0.29 

2014 年 1 至 6 月为每月 55 元，7 至 12 月为每月 70 元；来源：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从表 7 可以看出，湖北省 2013~2022 年的实际养老金水平都没有达到适度的标准。实际水平和适度

水平比值均值为 0.29，这意味着湖北省基本养老金加土地保障仍不能满足湖北省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需要，

显示出湖北省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水平较低。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了我国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适度水平的内涵和外延，

并对测算方法进行了比较，构建了一个测算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合理水平的模型。最后，结合湖北省的

实际情况，利用相关的统计资料，科学地估计了我国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的合理水平。研究结果表明：

湖北省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水平较低。通过与湖北省的真实退休金进行比较，我们发现 2013~2021 年度

湖北省养老金与适度养老金的绝对差距仍然较大，湖北省的实际养老金只有适度的 67%，湖北省离适度

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要通过四个方面的努力，来进一步提升农

村居民的基本养老金水平，让农村老人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 
第一，建立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为确保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稳定运行，应

建立健全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正常调整机制。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将《关于建立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贯彻下去，保障农村老人的晚年

生活。 
第二，进行个人帐户缴费办法改革，增强国家的财力支持 [8]。鼓励农村居民按照年均可支配收入的

5%参加养老保险，并由政府为其提供百分之二十一的补助。根据农民实际缴费能力的差异，可将个人帐

户设置成若干比例，以供参保人员选择。为避免今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差别过大，在保障激励效果

的前提下，参保率在 5%以下，政府补助比例应该定为 21%；比率超过 5%，则补助比率应高于 21%。 
第三，拓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来源渠道 [9]。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在财

税、金融、土地和技术等方面给予企业扶持，鼓励企业进行补贴；二是将农村集体中的闲置资产，通过

一切办法盘活、利用和开发，并以此作为对农民养老保险费用的补贴；三是通过在品种、价格、肥料、

技术培训及服务上的倾斜，实现对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补助。 
第四，充分发挥土地和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 [10]。一是要充分发挥农地的养老保障作用。在目前中国

农民“半工半耕”的“世代劳动”模式下，对身体健康的乡村老年人来说，仍然能够通过耕作使土地发

挥一定程度的保障作用；同时，通过对农地的合理流转，使其在农地流转过程中获得利益，也是一种新

的养老方式。另一方面，也要从“孝亲”“敬老”等文化遗产中继承并使家庭养老责任法制化，并通过

养老储蓄等方式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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