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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rapid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but the 
pension problem of the rural elderly group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s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design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the rural elderly popul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basic old-age insurance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s self-evident.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realiz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basic living security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rural elderly, but also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To contribute wisdom 
and strength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well-being of the rural elderly, we aim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rural 
elderly and it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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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在快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农村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却日益突出，成为
各界关注的焦点。作为政府为农村老年人口设计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建设和谐社
会，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事关亿万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更是一块重要的基石。为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
社会福祉贡献智慧和力量，旨在探讨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的重要性及其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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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的重要性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和保障其基本生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经济保障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

人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的农村家庭结构中，老年

人的生活保障主要依赖于家庭成员的赡养，尤其是子女的经

济支持。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大量青壮年劳动

力的外出务工，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来源变得不稳定。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通过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为老年人提供

了稳定的养老金收入来源，为他们减轻了经济压力，保证了

老年生活基本需要。这一制度既保证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水

平，又使其对家庭经济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独立性和自

尊心也得到了提高。第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另一

重要表现是社会的稳定性问题。农村老人的生活安定与否，

与农村社会的整体和谐稳定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提供资金

支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避免了家庭矛盾和因经济困难

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使老年人不再为生计发愁。第三，农村

老人对政府的信任、对社会发展的信心也在养老保险制度中

得到了增强，社会稳定和谐也得到了促进。第四，新农保不

能忽视健康保障。老年人的健康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

突出，高额的医疗费用往往让农村老人不堪重负。新农保可

结合农村医保制度，更全面地保障老年人的健康。退休金收

入的提高使老年人具备了基本医疗保健和疾病治疗的能力，

使老年群体的整体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健康寿命得到了延

长。第五，优化农村社会结构影响深远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传统的农村养老模式主要依靠家庭，子女外出打工、

家庭成员较少、年龄偏大等现代社会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的挑

战很多。通过社会化养老模式，促进农村家庭结构现代化转

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减轻了家庭养老负担。同时，实

施养老保险制度，促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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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水平提升，推动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第六，实施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宏观层面看，对于缩小城乡差

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也有一定的帮助。农村老年群体享

受社会保障相对处于劣势长期以来，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

明显。通过制度设计、资金支持等方式，使农村老年人在社

保方面获得更多权益，生活质量得到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逐步缩小了差距。

2 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优化策略

2.1 提高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
为保障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需要采取

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优化策略，以提高农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的统筹层次。以下是实施的具体措施：

一是建立和完善统筹管理的多层次制度。具体实践内

容包括：为减少分散管理带来的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在县

级层面成立专门的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对所辖各乡镇统

筹养老保险事务，实行归口管理、归口运行。实现城乡数据

互通、乡镇信息共享，确保统筹基金合理配置、高效使用，

县级管理机构需要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引入信息化管理系

统，实现养老保险资金流动的实时监控和精准管理，做到心

中有数减少风险；成立专业的监督机构，对养老保险基金的

使用和管理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做到万无一失。同时，引进

专业化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对管理机构的运营状况进行独立

评价，做到各项措施得到有效落实。再者，为优化资金筹集

和分配机制，在根据农村地区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合理确定缴

费标准设置合理的缴费档次，做到参保人员根据自身经济状

况选择适合的缴费水平；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确保养老保

险基金的安全和有效运行。同时也为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促进

作用。

二是对低收入家庭和特殊困难群体提供适当的缴费补

贴，使他们能够正常参保。通过建立完善的动态调整机制，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化，定期调整缴费标准和待遇水

平，使参保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在资金分配上采

取“按需分配”的原则，根据各乡镇的人口结构和参保人数，

对统筹基金进行合理调配，使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益得到

最大化。另外，建立紧急救助基金，以应对突发事件导致的

养老保险基金不足情况，并确保养老保险体系的平稳运行；

同时也为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人民群众提供更

加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通过以上举措，确保实现“全民参

保覆盖”，使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

上述两方面的优化策略，对提高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有效保障养老保险制度的公正公平

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以贯之地实施。

2.2 加强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宣传
加大宣传力度是农村新农保优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具体做法包括：

一是建立保障信息覆盖面广、实效性强的多层次宣传

渠道。地方政府要结合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地

方电台、乡镇公示栏、乡村集市等传统渠道，整合传统与

新兴媒体资源，构建信息传播多元化网络。具体做法包括：

利用赶集、乡会等定期开展面对面的讲解咨询，在乡镇设立

专门的宣传员或志愿者队伍；利用地方电台，定期播放介绍

养老保险政策和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流程的节目；实时发布信

息，通过农村微信群为居民答疑解惑，鼓励大家参与互动座

谈。并制作发放图文并茂的手册、宣传册等通俗易懂的宣传

资料和以动漫形式呈现的政策解读短片，帮助不同文化背

景、不同学历层次的居民群众了解相关政策。

二是宣传活动互动性、参与性增强，居民群众知晓度、

参与度明显提高。组织定期举办政策宣讲会、咨询活动，邀

请养老保险专家、政策制定员，采取政策讲解、案例分析等

方式，对居民提出的问题进行现场解答。举办“政策知识竞

赛”或“模拟申领”活动，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寓教于乐、

互动交流的方式，使广大居民加深对养老保险政策的认识。

同时，针对个性化问题，在农村社区设立政策咨询专窗或热

线电话，对宣传内容、宣传方式进行完善，提供一对一的咨

询服务，收集反馈信息。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升居民对新农

保政策的认知度，对政策的实际运用和效果起到推动作用。

2.3 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征缴工作
在农村地区，为提高参保率和保障水平，确保农村老

年人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实施和优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优化农村新型

社会养老保险征缴工作的方略从具体操作层面提出：

首先，建立健全基层征缴机构和机制。建立健全基层

征缴机构和机制，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征缴工作效

率。各级政府要对当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宣传、登记、

征缴等工作，设立专门的征缴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这些事业单位要建立专兼职结合的工作队伍，充分利用现有

镇村两委网络，确保征缴工作覆盖范围、细致到位。具体做

法包括：在各乡镇、村委会设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

作站”，由工作站具体负责经办参保相关事务。办理参保登

记、费用收缴、信息更新等工作，每个工作站至少配备一名

专职工作人员。对这些工作站，镇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为提

高工作站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督查

工作。同时，各工作站要对辖区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的人员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维护。以此保证数据的精确性和

及时性，为后续征缴工作的开展提供可靠的信息化支撑。

其次，创新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征缴工作的效率。

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征缴工作的效

率，如开发推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管理平台，通过这一

平台进行网上登记缴费以及信息查询等工作的开展。一方

面，各级政府要加大力度投入资源，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做到对参保人员资料的实时管理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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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如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管理平台

等，做到网上登记缴费以及信息查询等工作的开展；另一方

面，政府要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改进和完善。另外，政府部门还要建立数

据共享平台，做到对税务财政等有关部门数据的对接，保证

缴费信息的准确和及时更新。再者，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动

态监测和预测，对参保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征缴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

再次，为激发缴费热情，政府要建立激励机制。这是

促使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要措施，

所以政府要设计并实施一系列奖励和激励机制来调动农村

居民的工作热情，提高其参保和缴费的主动性。通过以上措

施，政府可以更好地保障农村居民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设立缴费奖励补贴制度对按时缴纳保险费用的参保人员

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或奖励。具体办法：在规定时限内完

成缴费的参保人员可领取一定数额的现金补贴或实物奖励。

如每年度按时缴纳保费的参保人员可领取一定金额的补贴

或享有生活必需品优惠购买权等奖励措施。此外，还可开展

优秀参保家庭评选工作来激发农村居民参保热情和稳定性。

通过这些激励措施的推行，有望提高农村居民参保率和缴费

意愿。

最后，对特殊困难群体加大扶持力度，以解决农村特

殊困难群体难以顺利参保的现状。对这些群体进行有针对性

的帮助措施是重点之一，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建立困难群体援助机制，对符合条件的特殊困难群体给予保

费减免或补贴支持；二是通过政府财政资金或社会捐助的方

式为这些群体提供专项补贴以减轻其经济负担；三是组建专

门的服务团队，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上门服务并协助完成参

保登记和费用缴纳工作；四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政策知

晓率。通过这些举措的实施和不断完善力度的不断加大。通

过这些举措，保证所有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都能享受到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使每个农村居民都能有一个可靠

的养老保障。使农村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农村居民养

老问题提供有力支撑。通过上述策略的实施，农村地区的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征缴工作将得到有效优化，提高参保率

和保障水平，实现更好的社会养老保障效果。

3 结语

综上所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政府针对农村

老年人口设计的重要社会保障制度，其在改善农村老年人生

活质量、保障基本生活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

当前新农保制度仍面临许多挑战。为了进一步提升其效果，

必须加强统筹管理、优化资金筹集与分配机制、加强宣传和

提高征缴效率等方面的工作。通过建立健全的管理体系、利

用信息化手段、创新激励机制和支持特殊困难群体等措施，

可以有效提升新农保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进一步缩小城乡

差距，推动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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