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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甘肃 146 份问卷数据 

郝金磊 

(兰州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基于 146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有序 Probit模型对甘肃省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

明：甘肃省农民倾向于选择以社会养老为主体的多支柱养老模式；年龄、健康状况、子女是否参与新农保、家庭

人均年收入、社区养老政策宣传、养老需要提高生活质量等变量对其养老模式选择意愿正向影响显著；家庭子女

人数及养老需要保障基本生活等变量则负向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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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choice desire for pension mod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146 questionnaires of Gansu province 
HAO Jin-lei 

(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146 questionnaires got in Gansu provinc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ses farmers’ choice 
for pension mode by using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The author discovers that farmers tend to select the combination 
pension mode guided by social pension. In terms of measurable variables, such as age, health,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new agricultural insurance, the annual per-capita income of family, pension policies propaganda in the community, the 
demand for improving life quality have positive influences on farmers’ pension will, whil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demand for a basic living have negative influences on farmer’s old-age will. 
Key words: farmer; pension model; choice desire; Ordered Probit Model; Gansu Province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老龄化及高龄化加重了农民的养老负担，

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1]。

统筹发展城乡养老保障事业成为解决“三农”问题

的重要内容[2]，我国政府在强调养老城乡统筹发展

的同时，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稳定和“普适”的

模式[3]。农民作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

“新农保”)的参与者，其意愿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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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因此，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进行系统研

究显得尤为必要。 

针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不少学者曾做过

研究并得出了重要结论。王学义等建立 Logistic 回

归模型研究后认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

收入、居住情况、子女就业地点、养老是否有保障

等变量对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模式选择意愿

影响显著[4]；郭秋菊等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

后认为，农村男性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形成受婚姻

状况的影响较为显著[5]；吴海盛等运用 Logit 模型

分析后发现，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是否

党员、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家庭决策类型、家族

网络组织、对社会保险的认知程度、村庄内部组织

资源及政治因素等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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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6]；沈苏燕等建立 Logistic 模型研究后认为，

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参保、婚姻状况、男孩个数、

家庭人均年收入等因素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

的影响显著[7]；熊波等建立 Logit模型研究后发现，

性别、年龄、家庭子女数、家庭规模、家庭年纯收

入等变量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显著[8]；

孔祥智等利用MNL模型研究后认为，年龄、性别、

受教育程度、职业状态等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

存在显著影响[9]；李建新、郅玉玲、郭继研究后认

为，受“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农民在意愿上倾

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模式来规避养老风险[10-12]。 
学者们对于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研究，在

地域上主要集中于养老基础较好的东部发达地区

农村，在方法上多局限于 Logistic 或 Logit 等二元
选择模型，在内容上忽略了新农保及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鉴

于不同地区农民的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存在较大差

异，笔者拟基于国家积极推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的背景，将养老基础较为薄弱的甘肃省农村

作为样本来源区域，建立有序 Probit多元概率模型
研究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二、数据来源与方法选择 

文中所用数据来自于实地调查，调查范围主

要集中于甘肃省新农保实施效果较好的榆中县和

会宁县。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甘肃省社科规划

基金项目的资助下，笔者采用一对一的调查方式

与当地农民就问卷中涉及的变量进行沟通。调查

共回收有效问卷 146 份，占问卷总数的 97.3%。

问卷回收后，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各测量

变量的设计较为理想。 

由于反映甘肃省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数

据主要是以分类数据为主的离散数据，因此建立有

序 Probit概率模型来分析问题较为理想。 

以 Yi表示在(0，1，2…，m)上取值的有序响应，

关于 Yi的有序 Probit模型可由以下式子表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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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是一个潜在变量，无法观测到其具体

值，但 Yi是可观测的变量，在此代表甘肃省农民养

老模式选择意愿。由于甘肃省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

主要受制于养老经济资源供给不足，而根据养老经

济资源支持力的来源，在理论上可以尝试将养老模

式划分为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14]。以三

种基本养老模式为基础，笔者将甘肃省农村养老模

式划分为自我养老、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

家庭养老、自我—社会养老、家庭—社会养老、自

我—家庭—社会养老等单支柱模式或多支柱模式。

因此，文中被解释变量是一个包括七个等级的多分

变量，表 1列出了所有变量的详细解释。Xi是一组

解释变量的观测值，i(i=1，2，…，n)代表观测值数。

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将甘肃省农民养老模式选择

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四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等个人特征变量；家庭人口数、家庭子女

人数、家庭劳动力数、子女是否参与新农保、家庭

承包土地数、家庭人均年收入等家庭特征变量；社

区离最近县城距离、社区养老政策宣传等社区特征

变量；养老需要保障基本生活、提高生活质量、抵

御未来风险等农民养老目的变量。β 代表待估计的

参数变量；εi 是随机解释变量；J 是状态参数；αi

是区间的分界点；φ是标准正态累计分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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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解释及赋值 
变量符号 变量名 变量类型 变量赋值 

Y 
 

甘肃省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 
 

因变量 
 

自我养老=0；家庭养老=1；社会养老=2；自我—家庭养老=3；自我—社会养老=4；
家庭—社会养老=5；自我—家庭—社会养老=6 

X1 性别 自变量 男=1；女=2 
X2 年龄 自变量 实际年龄 
X3 婚姻状况 自变量 未婚=1；已婚=2；丧偶=3 
X4 健康状况 自变量 良好=1；一般=2；差=3 
X5 家庭人口数 自变量 实际人数 
X6 家庭子女人数 自变量 实际人数 
X7 家庭劳动力数 自变量 实际人数 
X8 子女是否参与新农保 自变量 否=1；是=2 
X9 家庭承包土地数 自变量 实际亩数 
X10 家庭人均年收入 自变量 2 000元及以下=1；2 001~4 000元=2；4 001~6 000元=3；6 000元以上=4 
X11 社区离最近县城距离 自变量 实际距离 
X12 社区养老政策宣传 自变量 否=1；是=2 
X13 保障基本生活 自变量 否=1；是=2 
X14 提高生活质量 自变量 否=1；是=2 
X15 抵御未来风险 自变量 否=1；是=2 

 

三、变量描述与模型分析 

1．变量描述 
表 2 列出了有序 Probit 模型中相关变量的均

值、标准差等基本统计特征。 
(1) 个人特征描述。本次调查中，男性调查对

象的比例达到 70.5%，说明男性农民承担着家庭的
重担，其养老意愿的表达更明确；调查对象中 60
岁以上农民的比重达到 57.5%，表明年龄越大，其
对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表达就越真实；有 91.8%的
调查对象已婚；有 34.2%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身体
健康状况良好，另有 30.1%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的健
康状况较差。 

(2) 家庭特征描述。共同生活的家庭中，四口
之家和五口之家的比重达到了 52.1%；调查对象家
庭平均子女人数为 3.2人，其中以 2个子女的家庭
居多，占 28.8%，3 个子女家庭的比例也达到了
26.7%；每个家庭平均拥有 3 个劳动力，其中拥有
2～3个劳动力的家庭达到了 63.7%；子女参加新农
保的调查对象达到了 65.8%；每个家庭平均承包土
地的面积为 0.52公顷；每个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符
合正态分布，其中人均年收入水平达到 2 001～4 000
元的家庭占调查总数的 61%。 

(3) 社区特征描述。调查对象所在社区离最近
县城的平均距离为 13.4公里；有 43.2%的社区能够
对国家养老保障政策进行积极宣传。 

(4) 养老目的描述。在养老目的方面，认为养
老是为了保障基本生活的调查对象占 58.2%，62.3%
的调查对象表示是提高生活质量，65.1%的调查对

象表示是抵御未来风险。 

表2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甘肃省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  3.4  1.9 
性别  1.3  0.5 
年龄 58.7 15.0 
婚姻状况  1.2  0.5 
健康状况  2.0  0.8 
家庭人口数  5.3  1.7 
家庭子女人数  3.2  1.5 
家庭劳动力数  3.0  1.5 
子女是否参与新农保  1.7  0.5 
家庭承包土地数  7.8  3.6 
家庭人均年收入  2.3  0.7 
社区离最近县城距离 13.4  7.6 
社区养老政策宣传  1.4  0.5 
保障基本生活  1.6  0.5 
提高生活质量  1.6  0.5 
抵御未来风险  1.7  0.5 

 
2．模型分析 
利用 Stata软件，将体现甘肃省农民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社区特征和养老目的的 15 个变量作为
解释变量，将养老模式选择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

进行有序 Probit模型估计，表 3中模型估计结果反
映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通过对相

关参数的分析可以发现，所构建的有序 Probit模型
拟合优度较高，表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

著性的影响，其中年龄、健康状况、子女是否参与

新农保、家庭人均年收入、社区养老政策宣传、养

老需要提高生活质量等变量正向影响显著；家庭子

女人数、养老需要保障基本生活等变量负向影响显

著；性别、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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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承包土地数、社区离最近县城距离、养老需要 抵御未来风险等变量无显著影响。 

表3 有序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值 P值 

性别 X1 0.058 0.217 0.27 0.786 
年龄 X2 0.015** 0.007 2.15 0.031 
婚姻状况 X3 0.186 0.186 1.00 0.318 
健康状况 X4 0.327** 0.129 2.53 0.011 
家庭人口数 X5 0.117 0.071 1.64 1.101 
家庭子女人数 X6 -0.153* 0.078 -1.96 0.050 
家庭劳动力数 X7 0.098 0.086 1.14 0.256 
子女是否参与新农保 X8 0.709*** 0.243 2.92 0.003 
家庭承包土地数 X9 0.031 0.028 1.11 0.265 
家庭人均年收入 X10 0.417*** 0.133 3.14 0.002 
社区离最近县城距离 X11 0.013 0.013 1.01 0.311 
社区养老政策宣传 X12 0.529** 0.206 2.58 0.010 
保障基本生活 X13 -0.612*** 0.212 -2.89 0.004 
提高生活质量 X14 0.551** 0.247 2.23 0.026 
抵御未来风险 X15 -0.052 0.235 -0.22 0.825 
Number of obs =146                              对数似然比(Log likelihood)=-224.712 
伪判决系数(Pseudo R2)=0.149                     Prob＞chi2=0.000 

注：系数右上角的*、**、***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1) 甘肃省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分析。文中

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是一个多分变量，赋值后通

过计算发现其平均值为 3.4，由于单支柱养老模式
取值小于等于 2，因此表明甘肃省农民在意愿上倾
向于选择多支柱的养老模式。农民对于多支柱养老

模式的选择，主要以社会养老为主体，比例达到了

53.4%，其中选择自我—社会养老模式的居多，达
到了 24%。甘肃省农民倾向于选择以社会养老为主
体的多支柱模式，原因在于：甘肃省地处我国西北

地区，受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限制，农民收入及生

活水平不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也相对较低。老龄

化风险的加重及“未富先老”的现实，不但弱化了

传统养老模式的保障功能，同时也使单支柱模式无

法独立承担当地农民的养老重负，因此农民会倾向

于选择以社会养老为主体的多支柱养老模式。 
(2) 个人因素的影响。反映个人特征的可观测

变量中，年龄、健康状况在 5%的统计水平上正向
影响显著，表明农民年龄越大，其养老的危机感就

越强，越期望通过多支柱养老模式的选择来规避养

老风险；农民身体状况良好时，导致其对未来的养

老顾虑较少，倾向于选择单支柱模式，随着身体状

况的变差，多支柱模养老式的选择显得尤为必要；

性别、婚姻状况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在于：

在甘肃省农村地区，养老成为农民面临的共性问

题，农民养老意愿的表达更多地受到家庭性特征的

影响，而受性别、婚姻状况等的影响并不显著。 
(3) 家庭因素的影响。反映家庭特征的可观测

变量中，家庭子女人数在 10%的统计水平上负向影
响显著，表明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家庭中子女人

数越少，“养孩防老”的目标越难实现，农民会更

倾向于选择以社会养老为主体的多支柱养老模式，

反之，则会选择单支柱养老模式；子女是否参与新

农保、家庭人均年收入正向影响显著，通过了 1%
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原因在于：对于年满 60
周岁且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民，

子女参保使其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

如果子女未参加新农保，则按国家政策其无法享受

社会养老保险待遇，以社会养老为主体的多支柱养

老模式的选择就受到了限制；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

越高，农民可以投入的养老资源积累就越多，从而

有助于选择以社会养老为主体的多支柱养老模式；

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数和家庭承包土地数的影

响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家庭人口数和家庭劳

动力数只是一个相对数字，从“养老资源支持力”

的角度来看，并不是所有家庭人口都构成支持力，

也并不是劳动力越多其能提供的养老支持力就越

大。因此，很难在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数与选

择意愿间建立必然的联系；甘肃省农村地区虽然家

庭承包土地数较多，但土地产出率较低，因此依靠

土地很难承担起当地农民的养老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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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区因素的影响。反映社区特征的两个可
观测变量中，社区养老政策宣传正向影响显著，通

过 5%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社区养老政
策的宣传对于农民养老模式选择具有积极的影响。

政策宣传可以改变农民传统养老观念，促使其主动

选择以社会养老为主体的多支柱养老模式来保障

基本生活需要；社区离最近县城距离对农民养老模

式选择意愿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选择意愿

的差别很难通过一村一镇体现出来，即同一地区范

围内，社区位置的不同对其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5) 养老目的因素的影响。反映农民养老行为

态度的三个可观测变量中，养老需要保障基本生活

负向影响显著，通过了 1%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
验，表明农民如果仅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养老

的出发点，则单一的养老保障模式就能满足其养老

需求。养老需要提高生活质量在 5%的统计水平上
正向影响显著，表明农民对于未来养老保障的水平

要求越高，就越倾向于选择多支柱的养老模式。养

老需要抵御未来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

在于：甘肃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面对养老压力，

农民更多地是被动地选择养老模式，而对于主动抵

御未来养老风险问题考虑较少。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上述研究表明：甘肃省农民在意愿上倾向于选

择以社会养老为主体的多支柱模式满足其养老需

求。年龄、健康状况、子女是否参与新农保、家庭

人均年收入、社区养老政策宣传、养老需要提高生

活质量等变量正向影响显著。家庭子女人数及养老

需要保障基本生活等变量负向影响显著。性别、婚

姻状况、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数、家庭承包土

地数、社区离最近县城距离、养老需要抵御未来风

险等变量并无显著影响。 
在社会化养老体系尚未完善的背景下，随着传

统养老模式保障功能的不断弱化，甘肃省农民养老

将面临严峻挑战。为有效贯彻实施国务院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切实提高甘肃省农村地区养老

保障水平，满足当地农民养老需求，针对以上研究

结论提出如下对策： 
调整甘肃省各县域产业结构，鼓励发展特色农

业和服务业，在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当

地农民收入水平，为养老经济资源的积累及多支柱

养老模式的选择奠定基础；利用国家实施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契机，加大社区对于社会化养

老政策的宣传力度，消除农民参保顾虑，提高其参

保的积极性；改变甘肃省农民传统养老观念，增强

养老风险意识，从而促使其能积极主动地选择以社

会养老为主体的多支柱养老模式；倡导敬老养老风

尚，从道德上强化家庭养老观念，巩固亲子关系“反

哺”在农村地区的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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