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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长沙市 465 份调查数据 

周奕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基于长沙市 465位失地农民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模型，从个人、家庭及制度层面实证分析影

响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参保手

续复杂程度等因素具有正向影响；性别、家庭子女数量、政府提供缴纳补贴预期、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了解程

度和个人缴费金额等因素具有负向影响；养老方式的选择和缴费方式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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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lost farmers’ willingness of attend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angsha City 

ZHOU Yi 

(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465 land-lost farmers in Changsha City, using the Logistic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jor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land-lost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dividual, their family and the social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ose factors such as age, 

cultural level, health situation, family income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cedure to attend the insurance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e gender, number of 

children,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the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of land-lost farmers’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and 

individual cost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of the land-lost farmers. Pension 

mode and payment ways do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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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是指因法定原因被征用征收土地的

无地或少地农村居民。 中国社科院《2011 年中国

城市发展报告》指出，到 2020 年，中国的失地农

民将超过 7 800万人。当失地农民失去土地这个“最

后的保障”时，其养老保障问题理所当然成为社会

各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 

国内学者郑功成[1]、严虹霞[2]、刘荣茂[3]等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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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层面分析了失地农民参与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唐启国[4]、陈信勇[5]、卢海元[6]等研究了失地

农民养老保险发展的制度模式。关于失地农民参保

意愿的约束因素，邓江凌[7]认为主要是失地农民文化

水平不高，对养老保险认识不足；史先锋、江治民[8，

9]认为是养老保险的政策缺乏一定的强制性、个人缴

费比例过高、保险层次单一、补偿机制不合理；赵

德余[10]认为是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和集体经济支出结

构模式；梁鸿等[11]认为是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张林、

Zhang Qiwen和赫思远[12-14]认为是家庭经济收入水

平、土地补偿款额度和相关政策的透明度。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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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上，上述文献以定性分析为主，缺少定量分析；

少数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特征和家庭环境的影

响，未考虑制度层面的影响因素。因此，笔者拟从

个人、家庭、制度三个层面对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

险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数据来源于作者与湖南涉外经济学院12名本

科生2015年4月26日至30日和2015年6月15日至22

日所作的实地调查。调查选取长沙湘江新区茶子山

村、岳华村、燕子山村、傅家洲村、联络村、洋湖

村等6个村的490名农民进行随机抽样和典型问卷

调查，主要以结构化问卷调查为主，辅以深度访谈

为补充。发放问卷490份，回收有效问卷达465份，

有效率为94.89%。 

样本中有59.42%的受访失地农民不愿意参保，

“养儿防老”的观念重。男性257人，占55.24%；

女性208人，占44.76%。年龄方面，30岁以下占

39.96%，30~45岁占23.80%，46~59岁占28.82%，60

岁以上占20.09%。文化程度上，小学以下占2.27%，

初中占42.00%，高中及以上占18.04%。健康状况方

面，很健康、比较健康占40.63%，一般占37.45%，

不健康占21.92%。预期养老方式上，子女家中占

40.61%，自己家中占55.02%，养老机构占4.37%。

子女数量上，无子女占5.13%，1个占17.73%，2个

占48.16%，3个及以上占28.98%。家庭经济状况上，

很富裕占7.86%，比较富裕占22.71%，一般占

29.04%，比较差占34.93%，很差占5.46%。 

78.1%的受访者从事体力劳动，如建筑工人、

高校保安、保洁员、超市收银员、维修工等，月收

入平均在1 000～1 500元。54.8%的受访者反映经济

收入低，没有余钱购买养老保险。61.1%的受访者

表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会参加失地农民养老保

险。访谈还发现，失地农民不具备理财能力，缺乏

长期投资意识，无法实现补偿金的保值增值。大多

将补偿金用于装修房子和购买汽车，用于投资升值

的仅占6.2%。 

对养老保险了解程度上，非常了解占3.06%，

比较了解占18.34%，听说过但不了解占36.68%，从

来没听说过占41.92%。回答“当地政府对失地农民

养老保险政策有无宣传”时，6.3%表示频繁，52.5%

表示很少，41.2%的表示无。访谈发现，由于对政

策知之甚少并心存疑虑，失地农民担心自己的切身

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多数农民采取观望态度。调查

显示，参加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农民中仅6.7%是通

过村委会组织，54.7%则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才进

行投保。 

二、模型选取与变量设定 

考虑到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多元变量对一个二

元选项的回归分析问题，将因变量设为失地农民是

否愿意参与社会养老保险，该变量为离散变量，对

于它的选项只能有0、1两种，即愿意与否，“不愿

意参加失地农民养老保险”= 0，“愿意参加失地农

民养老保险”= 1。 

解释变量为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家庭经济

状况、家庭子女数量、对养老保险了解程度、政府

提供缴纳补贴预期、个人缴费金额等因素。变量的

设定见表1。参照现有的研究成果[15-16]，选取影响失

地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意愿的回归模型，如下： 

Logit(P) = ln
p
p
−1

=+β1X1+ … +β12X12+μi  

式中，P为因变量发生的概率，即参加社会养

老保险的概率；X1为性别，X2为年龄，X3为文化程

度，X4为健康状况，X5为预期养老方式，X6为家庭

子女数量，X7为家庭经济状况，X8为政府提供缴纳

补贴预期，X9为对养老保险了解程度，X10为个人缴

费金额，X11为参保手续复杂程度，X12为缴费方式；

β0为常数项，β1、β2…β12为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μi

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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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型变量解释说明与处理说明 

变量 定义及赋值  

参保意愿  0=不愿意，1=愿意  

个体因素 性别 0=女，1=男  

 年龄 1=30岁以下，2=30~45，3=46~59，4=60岁以上  

 文化程度 1=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或中专，5=大专及以上  

 健康状况 1=很健康，2=比较健康，3=一般，4=比较不健康，5=很糟糕  

 预期养老方式 1=子女家中，2=自己家中，3=养老机构  

家庭因素 家庭子女数量 1=0个，2=1个，3=2个，4=3个及以上  

 家庭经济状况 1=很富裕，2=比较富裕，3=一般，4=比较差，5=很差  

制度及其 政府提供缴纳补贴预期 1=多，2=不多  

认知因素 对养老保险了解程度 1=非常了解，2=比较了解，3=听说过但不了解，4=从来没听说过  

 个人缴费金额 1=10 000~20 000元，2=2=20 000~30 000元，3=30 000元以上  

 参保手续复杂程度 1=复杂，2=不复杂  

 缴费方式 1=一次性，2=非一次性  
 

三、计量结果分析 

采用SPSS16.0软件，利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

型，采用向后逐步选择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依次剔

除Wald最小的变量，共建立11个模型，直到所有的

变量都在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为止。从各种模型

的估计结果看，模型整体显著，不同模型的计量结

果相似和相对稳定。考虑到模型的拟合优度和研究

目的，为了减少篇幅，只列出了将全部变量纳入模

型的估计结果(模型一)和全部变量显著的估计结果

(模型二)(表2)。从模型拟合结果来看，两个模型的

拟合结果均较理想，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 

表 2 失地农民参保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变量名 

系数(β) Wald值 Sig值 Exp(B) 系数(β) Wald值 Sig值 Exp(B) 

性别(X1) -0.5341* 3.721 0 0.056 5 0.652 -0.606 2** 5.317 9 0.024 2 0.617 8 

年龄(X 2) 0.4835** 4.272 7 0.038 7 1.622 0.548 1** 5.611 3 0.017 8 1.730 0 

文化程度(X 3) 0.5854** 4.226 7 0.039 8 0.557 0.602 6** 4.603 0 0.031 9 0.547 4 

健康状况(X 4) 1.0329*** 18.037 4 0.000 0 0.312 1.103 5*** 20.755 8 0.000 0 0.299 5 

预期养老方式(X 5) -0.3287 1.076 7 0.312 3 1.287 — — — — 

家庭子女数量(X 6) -1.0063*** 10.935 7 0.008 4 0.524 -1.031 1** 6.272 5 10.012 3 0.478 2 

家庭经济状况(X 7) 0.9738*** 9.515 0 0.002 0 2.648 1.009 5*** 10.115 4 0.001 5 2.744 2 

政府提供缴纳补贴预期(X 8) -0.7191*** 8.857 1 0.002 9 2.053 -0.744 3*** 10.678 8 0.001 1 2.104 9 

对养老保险了解程度(X 9) -0.6562* 7.364 5 0.003 8 0.385 -0.634 8** 7.133 7 0.004 3 0.396 7 

个人缴费金额(X 10) -0.8126*** 9.045 1 0.002 6 0.490 -0.795 2*** 9.028 6 0.002 7 0.499 0 

参保手续复杂程度(X 11) 0.7375* 3.177 0 0.074 7 2.091 0.719 5* 3.093 4 0.078 6 2.053 5 

缴费方式(X 12) 0.3116 1.987 6 0.217 4 0.794 — — — — 

常数项 7.4571*** 14.859 4 0.000 1 2 362.127 6.964 8*** 14.521 7 0.000 1 1 186.763 5 

注：*，**，***分别表示达到 10%、5%、1%显著性水平。  
1．个人因素的影响 

在个人层面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有“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四个变量，“养

老方式的选择”变量影响不显著。具体而言，性别

在模型一中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在模

型二中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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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均为负，说明女性失地农民更倾向于参加失地农

民养老保险，和预期结果相反，可能的解释是，女

性失地农民由于社会、家庭中的性别劣势，对失去

土地之后的老年生活没有信心、更加担忧，因此更

愿意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使其老有所依。年龄在两

个模型中均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

数符号为正，表明失地农民年龄越大越愿意参加养

老保险。这可能是由于年龄越大养老需求越迫切，

支付能力更强，更倾向于参保。文化程度在两个模

型中均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

号为正，说明文化程度较高的失地农民，越倾向于

参保。文化程度较高的失地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有

充分认识，能够了解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益

处，有积极参保的意识。健康状况在两个模型中均

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失地农民的身体状

况越差，就越倾向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健康状况

从“有病在身”至 “很好”的样本中，有参加社

会养老保险意愿的比例分别为77.５%、66．3%、

64.4%、55.4%，呈逐渐下降趋势。 

2．家庭因素的影响 

家庭层面所涉及的两个变量全部通过显著性

检验。其中子女数量在模型一中通过了1%水平上的

显著性检验，在模型二中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

检验，且其系数符号均为负，说明子女数量越多失

地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越弱。这主要是由

于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比较深入人心，子女

人数越多，也就意味着可以依靠子女、在子女家中

养老，无需考虑是否要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经济状

况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

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失地农民的经济状况

越糟糕，则其越愿意参加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这与

国内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和预期结果不同，其可

能的解释是：经济状况较好的失地农民越不愿意参

保，这是因为他们主观上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不错，

老年生活有所保障，没必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去参

保。而经济状况不太理想的失地农民对其老年生活

没有信心，为了将来着想，愿意支付自己可以接受

的范围内的缴费水平，积极参加失地农民养老保

险，使其老年生活有所保障。 

3．制度及其认知因素的影响 

制度及其认知层面所涉及的变量中，“政府提

供缴纳补贴预期”、“对养老保险了解程度”、“个人

缴费金额”和“参保手续复杂程度”四个变量都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失地农民参保意愿有显著影

响。政府养老保险补贴预期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负，说明政

府养老保险补贴预期越多，其参加失地农民社会养

老保险的意愿越强。对养老保险了解程度在模型一

中通过了 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在模型二中通

过了 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均为

负，说明如果当地农村居民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这

一政策充分了解，真正理解其所发挥的保障作用，

就更倾向于参加保险。个人缴费金额在两个模型中

均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

负，说明个人缴费金额越高，失地农民越不愿意参

保。失地农民在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后，丧失

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从原来的自给自足到购买粮

食、蔬菜等农产品的货币支出，生活成本明显增加，

让他们选择较高的个人缴费水平，其心理落差会很

大，不太容易接受。参保手续复杂程度在两个模型

中均通过了 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

号为正，说明参保手续越复杂，失地农民参保的意

愿越弱。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研究结果表明，失地农民年龄越大、文化程度

越高、健康状况越差、家庭经济状况越差、个人缴

费金额越低，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越低；性别、

家庭子女数量、政府提供缴纳补贴预期、对养老保

险了解程度等因素具有负向影响；预期养老方式的

选择和缴费方式没有明显影响。结论具有如下政策

含义： 

政府应当承担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社会保障

的责任：一是有责任建立和颁布失地农民老年社会

保障制度，从机制上对失地农民老年生活提供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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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证；二是应当承担相应的出资责任，提高其财

政支持力度，积极探索多种途径的支持政策，这样

才能避免失地农民养老社会保障落入自我保障的

陷阱。三是应加大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宣传力

度，让广大失地农民更好地了解到该政策的惠普

性。 同时，各地政府应积极开展失地农民的再就业、

创业培训工作，让他们学习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的

高科技操作技术，努力转变思维，增强他们的就业

信心，使他们还有机会再次投入到新的生产经营活

动中去；还要积极拓宽失地农民的就业渠道，根据

失地农民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就业开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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