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补贴对提升农村居民养老金
待遇水平的影响分析

———以我国中部地区 A 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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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具有政府的财政补贴是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最为

突出的特征。 A 市位于我国中部地区, 是 2010 年该地区实施 “ 新农保 ”
制度的第一批试点城市。 本文基于 A 市 2009—2021 年农村居民养老保险

参保缴费及财政补贴数据, 使用精算模拟分析的方法, 以参保者养老金终

身净转入额为衡量标准探讨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对提升其养老金待

遇水平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 财政补贴额度、 居民缴费档次、 个人账户

养老金投资收益率、 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 养老金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等

因素都影响了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对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提升作用。
“多缴多得” 的财政补贴政策对高缴费人群产生的激励和养老金待遇提升

效果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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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当前, 由于社会保障发展的不充分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农村地区

间社会福利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 履行好政府再分配的调节职能、 加快推进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发挥财政补贴缩小地区间社会福利不平衡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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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农村居民养老保险 ( 以下简称农居保) 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

要构成。 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农居保参保人数达 54244 万人, 涵盖全国

38. 4% 的人口。① 财政补贴是农居保的重要资金来源, 这是与 “老农保” 最

大的区别之一, 无论是 “补入口” 的个人缴费补贴还是 “补出口” 的基础

养老金, 都对激励居民参保缴费、 提高农村居民的养老金水平、 促进城乡公

共服务一体化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 农居保发挥着重要的调节居民收入、 提升居民养老金待遇水平

的作用。 从宏观视角看, 农居保的个人账户缴费补贴和基础养老金来自政府

财政收入, 而财政收入来自税收。 从微观视角看, 居民在性别、 收入、 寿命

与缴费年限等诸多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而导致其一生中享受到的养老

金精算金额的现值与其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精算金额的现值之间可能存在较大

的差额, 该差额反映了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对居民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提升作

用。 因此, 本文利用我国中部地区 A 市 2009—2021 年的参保缴费及政府补

贴的数据, 通过估算农村居民终身养老金净转入额等指标, 对农居保财政补

贴对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提升作用进行量化评估, 主要分析和回答的问题是:
农居保财政补贴是否具有提升养老金待遇水平的作用, 财政补贴对不同参保

群体的作用是否相同, 以及财政补贴提升养老金待遇水平作用的发挥受到制

度中哪些因素的调整等。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深入理解农居保当下缴费

现状的深层次原因, 以为促进农居保可持续发展以及完善财政补贴政策提出

对策建议。

二、 文献回顾

对养老保险财政补贴提升居民养老金待遇水平作用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

于财政补贴对居民收入的调节效应。 国际上, Samuelson 利用代际交叠的理

论分析了养老保险提升居民养老金待遇水平的作用, 对参保者在退出劳动期

后和工作期不同代际的收入转移情况展开了详细研究。② Feldstein 运用生命

周期理论对美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研究, 认为参加养老保险会使得人

们只有较少的钱用于个人存储, 进而不利于社会福利总体水平的提升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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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改善。① Gustman 等在考察美国养老保险发挥调解居民收入效应时发

现, 养老保险使得高收入者的福利与低收入者的福利之间会更加平衡, 能够

发挥收入正向调解和分配的功能。② Kakwani 等研究发现, 通过政府财政补

贴为老年群体提供的非缴费型养老保险可以有效缓解老年贫困, 缩小收入差

距。③ 近年来, 各发展中国家政府开始将养老保险制度作为重要的居民收入

差距的调节工具。④

国内学者也从多角度对财政补贴调节居民养老金待遇的效应展开了研

究。 范辰辰等使用 CHARLS 调查数据, 运用多元回归、 离散选择模型以及工

具变量法等多种计量模型对新农保的减贫增收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⑤ 王翠

琴等认为, 农居保对居民养老金待遇水平的影响主要来自政府补贴方面的作

用。⑥ 黄丽等在构建精算模型的基础上, 从农居保基础养老金补贴以及个人

账户补贴两个方面对其收益率进行了分析, 得出农居保实施的最低补贴模式

对老年居民和高缴费人员的收入调节效应更为明显。⑦ 陈云凡等对新农保财

政激励模式进行划分, 并根据效率与公平原则进行了测算, 结果显示固定补

贴模式以及累计补贴模式都能发挥调节代际养老金待遇水平的功能。⑧ 刘海

英发现现有的财政补贴机制整体上向缴费档次低的参保人倾斜, 具有平滑居

民生活周期内收入的功能, 但各档次之间采用了绝对公平的原则, 档次之间

不具备调节效应。⑨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现行的财政补贴缴费政策不仅存

·58·

都闪闪 　 王延中: 财政补贴对提升农村居民养老金待遇水平的影响分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 见 Martin Feldstein, 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2 (5), 1974, pp. 905 - 926。
参见 Alan L. Gustman and Thomas L. Steinmeier, The Social Security Early Entitlement Age in
a Structural Model of Retirement and Wealth,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9 (2 - 3),
2005, pp. 441 - 463。
参见 Nanak Kakwani and Kalanidhi Subbarao, Ageing and Poverty in Africa and the Role of
Social Pensions,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Poverty Centre, Working
Paper (8), 2005, pp. 378 - 383。
参见 Achim Kemmerling and Michael Neugart, Redistributive Pension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23 (2), 2019, pp. 702 - 726。
参见范辰辰、 陈东: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减贫增收效应———基于 “中国健康与营

养追踪调查” 的实证检验》, 《求是学刊》 2014 年第 6 期, 第 62 ~ 70 页。
参见王翠琴、 薛惠元: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中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 2012 年第 8 期, 第 140 ~ 146 页。
参见黄丽、 罗锋: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5 期, 第 96 ~ 101 页。
参见陈云凡、 谭璇: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激励机制分析》,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 2015 年第 2 期, 第 108 ~ 117 页。
参见刘海英: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激励机制研究———基于效率与公平双重价

值目标的考量》, 《兰州学刊》 2016 年第 2 期, 第 144 ~ 152 页。



在效率损失, 而且在本质上是一种 “累进式” 补贴方式, 将更多的财政补

贴发放到了具有较强缴费能力的人身上, 违背了财政补贴促进分配公平的初

衷。① 樊毅等认为, 从居民参保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看, 农居保财政补贴使得

居民能够获得纯收益, 可以有效发挥收入调节和激励参保的作用。② 但他们

对财政补贴对不同缴费档次和不同缴费年限人群纯收益影响的差异程度没有

做进一步分析。
既有研究对农居保财政补贴对提升居民养老金待遇水平的研究十分丰富,

但由于使用的指标、 数据以及研究方法存在差异, 研究结论存在着分歧。 与既

有研究相比, 本文的创新之处包含: 首先, 以我国一个具体的地级市为分析案

例, 基于微观个体视角对农村居民养老金净转入额进行估算, 考察财政补贴

对居民养老金待遇水平的调节作用, 并且重点分析代内调节的效应; 其次,
本文从养老金净转入额的视角对居民养老金待遇净转入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 并且对财政补贴对不同缴费档次及缴费年限的人群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

析,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农居保制度存在的 “逆向选择” 问题。

三、 模型与数据

根据目前相关研究, 我国很多地区在实行 “新农保” 之后, 农村地区

几乎所有人的养老金的净转移额都为正数。③ 这说明, 政府财政补贴对支

撑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中, 参

保者的养老金待遇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以政府财政补贴为资金来

源的基础养老金, 另一部分是由参保者缴费及政府财政补贴构成的个人账

户。 除了个人缴费, 政府财政补贴是其参保额和养老保险待遇的净收入。
因此, 笔者在分析 A 市农居保的财政补贴及其效应时, 主要对养老金的净

转移额进行测算。 在此基础上, 对其调节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效应进行量化

测算和分析。
(一) 数据来源与研究假设

1. 数据来源

A 市位于我国中部地区, 2021 年全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9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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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人均 GDP 为 11 万元, 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似发展水平的市县区约有

200 个。① 因此, 本文选取 A 市为研究对象, 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 数据主要选取 2009—2021 年 A 市 4 个主要区县的参保缴费数据, 包括

参保人的基本个人信息如年龄、 性别等和参保人的参保信息如参保年份、 缴

费档次、 财政补贴、 待遇领取水平 (仅 2018—2020 年) 等, 故笔者采用的

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在数据获取方面, 本文使用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A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以下简称人社局) 的参保缴费数据, 并且以

笔者手工整理的调研数据为补充, 因此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2. 研究假设

根据国家社保部门的相关规定, 并且结合 A 市农村居民参保缴费的现

状, 提出如下假设。
(1) 假设多数 A 市农村居民为 “标准人”, 也就是他从 16 岁左右开始

参加农村居民保险, 在 60 岁退休时开始领取养老金。 从时间上计算, 一个

“标准人” 的平均参保缴费年限大约为 44 年, 他在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平均

年限为 11. 58 年, 即 A 市农村居民的平均寿命为 71. 58 岁。
(2) 假设 A 市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较为稳定, 在此背景下, 他每年年

初按照收入状况参保缴费, 在该年份其缴费状况没有发生中断, 并且缴费档

次也不会发生变化。
(3) 由于多数集体难以对农村居民进行补助, 因而不考虑集体补助的

影响, 也就是说, 本文的财政补贴主要包括 “补出口” 的基础养老金补贴

和 “补入口” 的参保缴费补贴, 并且政府财政补贴直接记入参保农民的个

人账户中。
(4) 假设参保缴费的农民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每年年初来领取养老金,

并且不考虑参保人在尚未达到退休年龄时就出现死亡的特殊情况。
(二) 模型构建

假设对 A 市农村居民而言, c 为他开始参保缴费的年龄, d 为他开始领

取养老金的年龄, q 为他的基础养老金的调整系数, N0 为农居保制度开始实

行的年份 (2014 年) 的基础养老金的标准, 那么该农村居民在达到 60 岁时

领到的基础养老金 N1 可以表示为:

N1 = N0 (1 + q) d - c (1)

假设 B 为政府财政对 A 市农村居民参保缴费的补贴标准, Tr 为农村

居民在个人账户的每年投资收益率, m 为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发放年数,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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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养老金的贴现率, 那么 A 市农村居民每年领取到的补贴金额 N2 可以表

示为:

N2 =
B ∑

d - c

k = 1
(1 + Tr) k

m
(2)

参保缴费的农村居民每年按时领取的政府补贴部分养老金, 其总金

额可以转换为第一年领取养老金的现值, 也就是净转入额 PT, 可以表

示为:

PT = N0 (1 + q) d - c ∑
m -1

i = 1

1 + q
1 + r

æ

è
ç

ö

ø
÷

i

+ ∑
m -1

j = 1

B∑
d - c

k = 1
(1 + Tr) k

m (1 + r) j (3)

从(3) 式可以发现, A 市农居保的净转入额 PT 主要由 B、 m、 d - c、
Tr、 r、 q 等数值来决定, 它们反映出了参保缴费农村居民的政府补贴、 发

放年数、 投资收益率、 贴现率与基础养老金的调整系数。
根据 A 市农居保的实际情况, 政府财政补贴一般可以分为普通缴费

补贴、 多缴纳多补贴、 帮扶困难群体缴费等三种情形。 按照 “ 标准人 ”
的假设, 分别设定 c = 16, d = 60, m = 11. 58。 根据国家社保部门的相关

规定, 并且结合 A 市农村居民参保缴费的现状, 从 2014 年农居保制度开

始实行起, A 市农村居民参保缴费的范围为 100 ~ 5000 元, 可以分为 16
个档 次, 最 初 基 础 养 老 金 的 发 放 标 准 为 55 元 / 人 · 月。 因 此, 设 定

N0 = 660。 同时, 根据已有研究的做法,① 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 q 的设定参

考 4 个标准: 基础养老金的保障目标、 消费物价指数、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增长率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调整幅度。 因此, 设定 q = 5% , Tr =
4% , r = 3% 。

四、 测算结果分析

在对理论模型进行构建之后, 可以将 A 市人社局的参保缴费数据代入

(3) 式进行测算。 基于 (3) 式中净转入额 PT 受到财政补贴、 发放年数、
投资收益率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接下来将分别从这些因素出发, 分析农居保

财政补贴对居民养老金待遇水平的调节效应, 并探究这些因素是如何对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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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产生影响的。
(一) 基准情形

结合表 1 中 A 市农居保不同缴费档次及对应的财政补贴标准, 可知公式

中 B 的数值可以分别取 30 元、 80 元、 190 元、 220 元、 250 元、 280 元、 310
元、 340 元等 8 个等级, 并且可以由此测算出农村居民保险的净转入额 PT,
其具体数值可以由表 2 来表示。

表 1　 A 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及补贴标准

单位: 元

缴费标准 补贴标准

100 ~ 500 30

600 ~ 1000 80

1500 190

2000 220

2500 250

3000 280

4000 310

5000 340

　 　 注: 缴费标准取整数, 即 100 ~ 500 元包括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五个

档次, 600 ~ 1000 元包括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900 元和 1000 元五个档次。

表 2　 普通型财政补贴政策下 A 市农居保净转入额

单位: 元

普通型缴费补贴

C 100 ~ 500 600 ~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4000 5000

B 30 80 190 220 250 280 310 340

PT 75647 80806 90323 93418 96513 99609 102703 105797

　 　

表 2 是笔者测算的不同缴费档次对应的财政补贴及净转入额。 可以看

到, 当实行普通型缴费补贴政策时, 随着政府财政补贴由 30 元上升至

340 元, 居民的养老金净转入额由 75647 元增加至 105797 元, 即居民通

过参与农居保制度可以获得正向的终身养老金纯收益。 同样地, 笔者测算

了当对不同缴费档次实行 “多缴多得 ” 的差异化财政补贴政策时, 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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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养老金净转入额的大小。 如表 3 所示, 假设针对 100 ~ 1000 元缴费实

行 “每提升一个缴费档次, 政府财政补贴就会增加 5 元 ” 的财政补贴政

策, 那么可以发现, 当 B 由 30 元增加至 160 元时, PT 的数值由 75647 元

增加至 87728 元, 即居民也可以获得正向的养老金纯收益。 但与表 2 对

比, 发现当实行差异化 “多缴多得 ” 财政补贴政策时, 相同的缴费档次

能得到的养老金净转入额增加了, 即相对于普通的财政补贴政策, 差异化

的 “多缴多得” 财政补贴政策能够提高较低缴费档次参保居民的养老金

净转入额, 更好地对较低缴费档次参与居民发挥激励效应和养老金待遇水

平提高作用。

表 3　 “多缴多得” 型财政补贴政策下 A 市农居保净转入额

单位: 元

“多缴多得” 型缴费补贴

C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B 30 35 40 45 50 60 100 120 140 160

PT 75647 76163 76679 77195 77710 78647 82536 84267 85997 87728

　 　 注: 此处仅列举了 100 ~ 1000 元对应的养老金净转入额, 1500 ~ 5000 元的净转入额与表

2 相同。

但是 , 无论是哪种财政补贴政策 , 相比 1000 元及以下较低缴费档

次的参保居民 , 较高缴费档次居民能够获得的养老金 净 转 入 额 明 显 较

高 。 何立新认为 , 一些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的农村居民 , 大多是收入较高

的群体 ; 而一些选择较低缴费档次的 农 村 居 民 , 相 对 而 言 大 多 收 入 较

低。① 虽然财政补贴使得所有参保居民都可以获得正向收益 , 发挥着激

励参保缴费和提高待遇水平的作用 , 但其对缴费档次较高的农村居民更

加有利 , 这也导致 了 农 居 保 制 度 “ 逆 向 选 择 ” “ 嫌 贫 爱 富 ” 等 现 象 的

发生。
(二) 政府代缴的养老保险

假设政府每年根据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来调整他们的参保缴费档

次, 那么他们的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净转入额 PT 就可

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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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 N0 (1 + q) d - c ∑
m -1

i = 1

1 + q
1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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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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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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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式中, C0 表示 A 市农居保的最低参保缴费标准, 即 100 元,
政府财政补贴 B 为 30 元, 假定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 g 取值范围为 3% ~
7% , 由此可以测算出他们的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具体数值可以由表 4 来

表示。

表 4　 政府为困难群体代缴养老费用情形测算

单位: %, 元

政府为困难群体代缴养老费用

g 3 4 5 6 7

PT 89842 95885 101930 108578 117392

　 　

由表 4 可知, 对 A 市缴费困难的农村居民 “标准人” 而言, 如果政府

为其代缴养老费用, 那么他们的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就会高于普通缴费情

形的农村居民群体。 从数据上看, 当收入增长率 g 取值为 3% 时, 养老金

净转入额 PT 的数值为 89842 元, 这比普通缴费情形 75647 元多出 14195
元; 当收入增长率 g 取值为 7% 时, 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的数值为 117392
元, 这比普通缴费情形 75647 元多出 41745 元。 以上数据表明, 随着 A 市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 g 的逐步上升, 政府为困难群体代缴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的数值也会增加, 这进一步引发财政补贴对居民养老金待遇的调节

作用。
(三) 农村居民预期寿命对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 农村居民的预期寿命等因素可能会对其享受的养老金

额度形成一定影响,① 因此下面将对影响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的因素进行敏

感性分析, 并且逐项分析它们的影响效果。 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可以较好

地反映财政补贴的方向或额度,② 因此重点分析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的影响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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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假设框架中, 笔者根据全国社保基金的统计数据, 假设一个农

村居民 “标准人” 的平均参保缴费年限大约为 44 年, 他在退休后领取养

老金的平均年限为 11. 58 年, 即 A 市农村居民的平均寿命为 71. 58 岁。 但

是在现实中, 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 共同富裕的推进以及医疗健

康条件的提高, 农村居民的预期寿命也会延长, 他们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时

间也会有所增加。 也就是说, 如果 A 市农村居民的实际寿命超过 71. 58
岁, 他的个人账户存储金额已经支付完毕之后, 他还可以继续领取到养老

保险金。 这是因为农村居民的养老金待遇由个人账户与基础养老金组成,
并且对农村居民支付终身。 在实践中, 当农村居民的个人账户存储金额支

付完毕之后, 剩余的养老金待遇由社保基金投资收益、 一些提前去世居民

的个人账户中未被继承的政府财政补贴等资金来发放, 如果这些基金的金

额还不够, 那么剩余的金额将会由地方政府财政发放, 直至农村居民死亡

才停止发放。
根据以上现实情况, 笔者将模型中 A 市农村居民 “标准人” 的研究假

设放宽, 也就是不再假设其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平均年限为 11. 58 年, 而是

分两种情况展开讨论, 即一种情况是小于或等于 11. 58 年, 另一种情况是大

于 11. 58 年, 由此对原有的 (3) 式进一步做出修正。
具体而言, 当 A 市农村居民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小于或等于 11. 58

年时, 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可以用 (5) 式来表示:

PT = N0 (1 + q) d - c ∑
m -1

i = 1

1 + q
1 + r

æ

è
ç

ö

ø
÷

i

+ ∑
m -1

j = 1

B∑
d - c

k = 1
(1 + Tr) k

m (1 + r) j (5)

当 A 市农村居民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大于 11. 58 年时, 养老金净转

入额 PT 可以用 (6) 式来表示:

PT = N0 (1 + q) d - c ∑
m -1

i = 1

1 + q
1 + r

æ

è
ç

ö

ø
÷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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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1 + r)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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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m

C∑
d - c

k = 1
(1 + g) d - c - s(1 + Tr) s

m (1 + r) t

(6)

在 (6) 式中, e 表示 A 市农村居民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年限, t 表示年

份。 假设 e 并非是固定的 11. 58 年, 而是 5 年、 10 年、 15 年、 20 年和 25
年, 同时假设农村居民的参保缴费标准 C 为每年 100 元,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率 g 为 4% , 政府财政补贴 B 为每年 30 元, 那么在不同的领取养老金年限

下, 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可以由表 5 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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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领取养老金年限下养老金净转入额

单位: 年, 元

剩余寿命 e 5 10 11. 58 15 20 25

PT 30824 64409 75647 97663 134286 189428

　 　

从表 5 中可以看到, 当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为 5 年时, 其养老

金净转入额是 30824 元; 当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为 20 年时, 其养老

金净转入额是 134286 元, 这比农村居民个人账户发放完时的 75647 元增

加了 58639 元。 也就是说, 农村居民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年限越长, 其

养老金净转入额越大, 农居保财政补贴对养老金待遇水平发挥的调节作

用越强。
此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 2020 年 A 市所在省男性的平均

预期寿命为 74. 6 岁, 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80. 8 岁。 如果按照以上数据

测算, 可以得出 A 市男性农村居民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为 14. 6 年,
女性农村居民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为 20. 8 年。 在参保缴费标准、 农

村居民收入增长率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女性农村居民在退休后领取

的养老金金额要高于男性, 说明农居保财政补贴对女性发挥着更强的待遇

调节效应。
(四) 农村居民参保缴费年限对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的影响

在众多影响农村居民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的因素中, 参保缴费年限可能

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① 因此笔者将对农村居民参保缴费年限的影响进行

敏感性分析。
根据 2018 年 A 市所在省社保局发布的养老金政策, 对城市和农村居民

养老保险金实行 “多缴多补” 的政策, 也就是当居民养老保险金缴纳满 15
年以后, 继续缴纳的年份越多, 那么在居民退休之后能领取养老保险金的金

额越多。 因此, 做出如下的假设: 假设农村居民参保缴费期限超过 15 年以

后, 他们的参保缴费期限每增加一年, 那么最终领取的基础养老金每月增加

2 元。 如果用 B′表示农村居民每年加发的基础养老金, 那么此时他们的养老

金净转入额 PT 可以表示为:

PT = N0 (1 + q) d - c ∑
m -1

i = 1

1 + q
1 + r

æ

è
ç

ö

ø
÷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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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B
m ∑

d - c

k = d - c - ( n -1)
(1 + Tr) k

m (1 + r) 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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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假设研究对象还是 A 市农村居民 “ 标准人 ” , 但这个 “ 标准

人” 的参保缴费年限不再是 44 年, 而是动态变化的一组数据。 由于政府

要求农村居民参保缴费期限不低于 15 年, 因此假设农村居民的参保缴费

年限分别为 15 年、 23 年、 31 年、 38 年、 44 年等 5 个档次, 而且假设他

们从 2014 年开始参保缴费, 最终计算得到的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可以由

表 6 来表示。

表 6　 不同参保缴费年限下养老金净转入额

单位: 年, 元

缴费年限 15 23 31 38 44

B′ 0 192 384 552 696

PT 74227 76734 79041 80923 82574

PT 的增加值 0 1910 3822 5493 6927

　 　

由表 6 可以看出, 当农村居民的参保缴费年限为 15 年时, 此时 B′与
PT 的增加值均为 0 元; 当农村居民的参保缴费年限从 23 年上升至 44 年

时, 每年加发的基础养老金 B′的数值从 192 元增加至 696 元, 养老金净转

入额 PT 从 76734 元上升至 82574 元, 而 PT 的增加值则从 1910 元增加至

6927 元。 从以上数据可知, 农村居民参保缴费年限越长, 其养老金净转入

额 PT 的增加值就会越大, 即对缴费年限越长的参保者的养老金待遇水平

调节作用越大。
(五) 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对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的影响

由于在 A 市农村居民养老金个人账户中包含政府财政补贴, 一般而言

社保基金依靠投资收益来实现总体基金金额的保值增值, 因此个人账户投资

收益率对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也会形成一定的影响, 需要进一步进行敏感性

分析。①

在此情形下, 仍然假设一个农村居民 “标准人”, 政府财政补贴 B 为每

年 30 元, 同时暂时不考虑参保缴费年限、 居民预期寿命等因素的影响, 那

么此时他们的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可以表示为:

PT = N0 (1 + q) d - c ∑
m -1

i = 1

1 + q
1 + r

æ

è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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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年来我国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 假设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分别

为 5% 、 8% 、 10% 、 12% , 那么经过测算之后, 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可以由

表 7 来表示。

表 7　 不同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下养老金净转入额

单位: %, 元

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 5 8 10 12

PT 76664 82492 89678 96864

PT 的增加值 997 2598 4588 7078

　 　

从表 7 可知, 当农村居民养老金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提高时, 养老金净

转入额 PT 与其增加值也会随之增加, 同时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的增加值与

PT 的比值也会随之增加。 也就是说, 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越高, 农居保财

政补贴政策发挥的激励参保作用和养老金待遇水平调节作用越强。
(六) 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对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的影响

在 (8) 式中, 笔者使用 q 来表示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 并且在基准模

型中假设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是固定不变的。 但是在实践中, 全国各地的基

础养老金调整系数经常发生变化, 如 2020 年 7 月河南省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在原有的基础上每人每年增加 60 元。① 因此, 有必要对基础养老金调整

系数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 假设 A 市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分别为 3% 、

5% 、 8% 、 10% , 该农村居民仍然是一个 “标准人”, 政府财政补贴 B 为每

年 30 元, 同时暂时不考虑参保缴费年限、 居民预期寿命等因素的影响, 那

么此时他们的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仍然可以用 (8) 式来表示。 经过测算之

后, 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的金额可以由表 8 来表示。

表 8　 不同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下养老金净转入额

单位: %, 元

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 3 5 8 10

PT 31155 75647 296994 544802

PT 的增加值 10703 27352 108904 24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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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8 可知, 当不同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从 3% 提高至 10% 时, 养老

金净 转 入 额 PT 的 数 值 由 31155 元 提 高 至 544802 元, PT 的 增 加 值 由

10703 元增加至 247888 元, 即当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提高时,
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与其增加值也会随之增加, 这表明基础养老金调整系

数的变化也会影响农居保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和对养老金待遇水平的调

节作用。
(七) 其他情况下对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的影响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 一些学者认为还存在其他因素会对农村居民享受养

老金额度产生影响,① 较为突出的因素主要包含两点。
第一, 农村居民父母与子女进行 “捆绑式” 参保缴费。
在实践中, 一些在农村居民社会保险制度实施之前已经年满 60 周岁

的老年人可能因为身体、 无力支付等原因不用参保缴费, 但是他的子女应

当参保缴费, 并且他们进行 “捆绑式 ” 参保缴费。 上述 “捆绑式 ” 参保

缴费现象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经常出现, 笔者在 A 市调研时也发现了上

述现象。
从表面上看, “捆绑式” 参保缴费不会对农居保的收入分配造成影响,

因为已经年满 60 周岁的老年人领取的基础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补

贴, 而非他们的子女。 但是在实践中, 由于一些年满 60 周岁老年人的子女

不愿意参保缴费, 这些老年人为了能够领取基础养老金, 只能替他们的子女

参保缴费。 假设 A 市某农村居民已经年满 60 周岁, 他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

每人每年 660 元, 由于他的儿子不愿意参保缴费, 这位老人为了能够领取基

础养老金, 不得不按照每年 100 元的标准为他的儿子参保缴费, 这样计算下

来, 他每年实际领取到的基础养老金的金额为 560 元。 这种现象的出现, 使

得一些农村居民的财富从老年人转而流向年轻人, 有可能会形成财富的 “逆

向转移”, 并且可能会违背公序良俗和伦理道德。 目前, 该问题值得相关管

理部门高度重视, 并且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第二, 部分农村居民可能会转变身份, 成为城市居民。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 部分农村居民可能通过

进城打工、 子女上学等途径转变身份, 成为城市居民。 根据杜为公等的研

究结果, 在农村居民转换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中, 很多农村家庭可能会先有

一小部分人进城定居, 然后剩余的人会跟随进城定居, 这样就形成了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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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迁居入城的情形。① 根据薛惠元等的研究结论, 虽然目前我国城市和

农村居民在参保缴费、 养老方式等方面出现了形式上的公平, 但是由于他

们在缴费标准、 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 预期寿命、 筹资模式等诸多方面存

在较大的差异, 导致他们在最终领取金额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这也使

他们最终在收入分配和公平性方面出现了一定的问题。② 除此之外, 我国

城乡养老金在待遇调整机制设置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 而且政府财政补贴存

在 “逆向流动” 的现象, 这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和农村居民在养老保险方面

的收入分配和公平性问题。 在参保缴费和领取养老金的结果方面, 城市和农

村居民在相对水平、 绝对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而且这种差异正在日益

增大, 这最终导致他们在缴费回报比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从而造成公平

性问题的加剧。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主要结论

本文就 A 市政府财政补贴对农民参保缴费的养老金待遇水平的调节作

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 不管是在普通型缴费补贴还是在 “多缴多得” 型缴费补贴情景

下, 随着政府的财政补贴金额上升, 居民的养老金净转入额会增加, 对居民

的养老金待遇水平的调节作用也会增强。 相比于普通型, “多缴多得” 型财

政补贴政策对较低缴费档次参保者的养老金待遇水平的调节作用效应更强。
但无论哪种缴费补贴政策, 相较于较低缴费档次参保者, 财政补贴对较高缴

费档次参保者的养老金待遇水平的调节作用更强。
第二, 农居保财政补贴政策的养老金待遇水平调节作用存在群体差异

性。 居民预期寿命越长、 参保缴费年限越长的参保者, 其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的增加值会越大, 即财政补贴对不同人群发挥的养老金待遇水平调节作

用是不同的。
第三, 农居保制度内其他变量的调整也会影响财政补贴政策对养老金待

遇水平调节作用的发挥。 当农居保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越高、 基础养老金调

整系数越大时, 参保居民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与其增加值越大, 财政补贴越

能够发挥调节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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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政府部门应当适时调整农居保的缴费档次, 尤其是提高 100 ~

1000 元的缴费与补贴水平。 通过对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的测算发现, 当农

村居民的参保缴费档次越高时, 他们获取的养老金净转入额就越多, 即农

居保财政补贴对居民产生的激励参保缴费作用和养老金待遇水平调节作用

越强。 因此, 政府部门应当适时调整农居保的缴费档次, 在具体措施上,
可以参考 A 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 提高最低缴费档次, 合并中低缴费档

次, 使得在财政补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更好地发挥激励和待遇水平调节

作用。
第二, 政府部门应当确定合适的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 并且努力提升

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 通过研究发现, 当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提

高时, 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与其增加值会随之增加; 当农村居民养老金个

人账户投资收益率提高时, 养老金净转入额 PT 与其增加值也会随之增加。
以上因素会导致代内养老金待遇水平调节作用的发生。 因此, 政府部门应

当确定合适的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 至少使其与 A 市通货膨胀的数值相匹

配, 但是不能超过宏观经济增长率; 同时, 社保基金管理部门应当努力提

升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 这样就可以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养老金净转入额,
并提升他们的生活保障与幸福指数。 当前, 我国社保基金的投资方向主要

是国债、 定期存款, 这些资产的投资回报率明显偏低。 因此, 建议未来社

保基金投资关注一些优质的股权投资, 并且可以拿出部分资金来投资国家

重点项目, 这样可以有效提升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 进而能够增加养老金

净转入额的金额。
第三, 有效缩减城市与农村居民在养老保险方面的差距。 城市与农村居

民在养老保险保障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 这也导致了他们在收入分配方面的

差异。 在具体措施上, 设计出具有弹性的农村居民参保缴费方式, 同时在财

政补贴等方面向农村居民适度倾斜, 并且尝试将城市与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

纳入统一的管理框架内, 这样有助于缩小他们在养老金净转入额方面的差

距, 并且使他们在待遇调整等方面更加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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