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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独生子女 或两女 父母养老保险研究

冯志龙 沈亦明

农村独生子女 或两女 父母养老保险是最近几年兴起的一个险种
,

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配合 农 村

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而设计推出的
。

该险种的进展怎样 收效多大 还存在哪些问题 前景如何 这

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内容
。

笔者曾同其他十一位同志对这一险种的开展情况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调查 ①
,

本

文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一调查基础之上的
。

一
、

基本情况介绍

众所周知
,

计划生育的重点在农村
,

难点也在农村
。

农民希望多生孩子且生男孩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除了受
“

传宗接代
”

等传统观念影响之外
,

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民需要养儿防老
,

这也是一个十 分 现

实的问题 一方面
,

按照习惯女儿大了要出嫁
,

父母老年生活保障要靠儿子来完成
,

另一方面
,

实行经济 改

革后
,

一些地方的集体经济实力下降
,

社会福利经费不足
,

孤寡老人生活困难
,

农民担心自己老了也 会落

到同样的处境
。

因此
,

想生儿子是农民的现实需求
、

强烈愿望
。

尽管计划生育部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

并

较多地使用 了行政手段
,

但总是困难重重
,

收效不大
。

为了解决农民后顾之忧
,

推进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顺

利开展
,

保险公司推出了
“

独生子女 或两女 父母养老保险
” 。

该险种条款规定
,

凡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的农村独生子女 或两女 的父母均可作为被保险人
,

由

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组织集体投保或由本人向保险公司投保
。

预定领取保险金的年龄分别为
、 。周岁两个档

次
,

预定年龄越大
,

到期每月领取的保险金越多
。

保费交纳方式大多采用夏交的形式
,

也分为许多档次
,

如 。

元
、 。元 ⋯ ⋯ 元

、

元等等
,

一次交纳的保费越多
,

到时每月领取的保险金也越多
,

保险给付金额一

般在 元至 元之间
,

投保人可自由选择
。

例如
,

某人三十岁
,

一次性向保险公司交纳 元保费
,

到五十五岁

时
,

每月可领取 元保险金
,

若从六十岁开始领取
,

每月可领取 元保险金等等
,

各地的条款大同小异
。

对于保费负担
,

各地普遍采取
’

几点式
”

的分担方式
,

即地方财政补一点
,

超生子女费提一点
,

乡村 集

体拿一点
,

个人出一点
。

各地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分担比例
,

但总的看来
,

个人负担比例较

小
,

一般在 肠
。

在条件较好的地方
,

保费全部由国家和集体负担
,

即个人无偿享受养老保险的待遇
,

体现

了政府对独生子女父母 或两女绝育夫妇 的优惠政策
。

如果被保险人今后违反计划生育的有关规定
,

保险

公司将作退保处理
。

独生子女 或两女 父母养老保险触及了
“

养儿防老
”

这一根本问题
,

并且由国家和集体资助大部分保

险费
,

为独生子女 或两女 父母提供了相当优惠的服务
,

有利于弱化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
,

强化投保养老

的思想意识
。

从调查的结果看
,

由于这项险种开办的时间还不长
,

农民认识尚不足
,

加上保费筹集比较困难
,

大多数地

方的投保率还不高
,

一般没有超过 肠 ,

另外
,

由于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数还很少
,

而两女户比较多
,

因而其中

两女户父母养老保险占有绝大多数
,

已承保的两女户父母养老保险
,

江陵县为 。户
,

仙桃市为 户
,

天门市

为 户
,

武冈县为 户
,

武穴市为 户
,

安庆市为 户
,

黄州市为 户
,

郧县仅 户 截止 年 月 底
。

二
、

目前存在的一些向厄

农村独生子女 或两女 父母养老保险开办时间不长
,

各地都在探索中求得发展
,

因而
,

它就不可避免
, 地存在一些问题

,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保费筹集困 难
,

它 主要 又体现在

整个经济水平决定了不可能征集到理想数 目的保费
。

我们似乎面对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而无能 为 力

越穷则越生
,

越生则越穷
。

因此往往经济落后的 也区 也是人口 超度生育的她区
,

独生子
一

女 或两女 父母养



老保险的重点正是这些地区
,

无疑
,

保费筹集将困难重重
。

据安庆地区的宿松县计生委预算 将该县所有两

女户父母投保养老保险
,

投保资金需一百万元
,

该地区的极阳县情况也大抵如此
,

虽然我们都是采取几方筹

集的方式 , 但整个绎济水平不高 该县人均收入约 玩 瑟么筹集也不乐职
。

在保费分摊上
,

个人一次性交费数量仍然很大从而便二些牧民望而却步
。

荆门市规定 若夫妇双方投

保
,

一次性交保费 元
,

则独女户家庭个人承担 元 独女户投保的现象极少
,

独男户个人承担

元
,

双女户家庭承担 元
,

这笔费用对于普通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

陨县在黄阪村搞了一个试

点
,

保险公司和计生委三人在那里宣传鼓动一周
,

有 户表示愿意投保
,

但到收费签单时
,

只剩 户
,

原因

就是交不起保费 天门市渔薪镇杨场村
,

巳经绝育的两女户共有 户
,

其中有 户想参加保险
,

就是因为拿

不出钱
,

只好等到收获以后再说
。

作为保费的重要来源一一超生子女费的征集也是困难重重
。

黄州市应收超生子女费近 。万元
,

但至

今只收到 余万
,

除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少
,

工作难做到家是其一大原因之外
,

征收超生子女费的标准也不太

合理 有钱的不怕罚
,

反而造成
‘

花钱买儿子
”

的
“

合法
”

心理 , 没钱的
,

即使罚了
,

也罚不出钱
,

若强行

使用行政手段则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干群关系
。

另外
,

在一些较多地使用超生子女费作保费的地方
,

如果

计划生育工作有了进展
,

一方面超生子女费的征收将越来越少
,

另方面符合投保条件的会越来越多
,

到那时

保费问题又如何解决

二 给付方 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

主要体现在

给付水平低
。

若投保人在三十岁时投保
,

冤交 元
,

到六十岁时每月领取保险金
,

荆门市规定为

元
,

武汉市为 元
,

天门市为 元
。

假设是现在而非三十年以后
,

按现行的农村消费水平
,

再考虑各

地的实际情况
,

这样的给付水平还不是很低
,

但问题就在于过了三十年后
,

被保人每月只能领取五十 几 元

钱
,

农民不竟要问 这几十元钱相当于现在的几分之几 因为谁都明白 人民银行规定保
,

险公司存入银行

的三年以上的定期存款不享受保值待遇
,

保险公司将拿什么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即便 这 五

十几元能够保值
,

但经过三十年
,

社会经济必将有了很大的发展
,

人均生活水平必将有了很大的提高
,

这

元在月收入中占有多大的份量呢 月收入高的不大在乎这 元 , 如果仅仅靠这点保险金维持生活
,

则说明生

活
,

水平仍停留在三十年前的 元的水平
,

这种处境仍然是叫人难以接受的
。

我们认为
,

能否进一步提高给

付水平
,

使得老有所养的问题得到真正较好地解决
,

正是计划生育系列保险能否顺利开展 的 关键所在
。

给付标准混乱
。

仅就投保人发生死亡事故所需给付问题为例
。

天门市
、

仙桃市对此规定为
“

被保人

在保险期内身故
,

其受益人可领取 。。元的丧葬费
,

养老保险责任终止
” 。

这一规定除其本身较为笼统外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投保人所交保费是大于还是小于 元
,

就武断作出一律给付 元的规定
,

显然有失

偏颇
。

荆门市的规定也较简单
、

片面
“

被保人领取期内不满十年身故
,

可由其法定受益人继续领满十年
” 。

至于被保人若在领取期前或领取了十年后身故将作如何处理
,

则无文字规定
。

相比之下
,

武汉市规定 较 详

细
‘

被保人在未到领取年龄前身故
,

保险公司按退保处理 按投保年限长短及保费多少
,

有不同规

定 被保人双方在未领满十年固定年金时身故
,

可由其受益人继续领取直到领满十年固定年金为止
。

被保人领取十年固定年金仍健在
,

可继续领取保险金直至身故
。 ”

我们认为
,

武汉市的条款对被保人利

益的保障性更大一些
,

规定也更科学一些
,

至于这些条款是不是根据
‘

不赚不赔
’

的原则
,

保证了投保人所

交的保费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形成的本利和得以全部返还呢 对此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

在给付金额上
,

各地差异较大
。

若投保人二十一岁夏交 元至六十岁开始每月领取保险金
,

天门市

规定为 元
,

荆门市为 元
,

而武汉市为 元
,

可以看出
,

仅这三个地区的给付额每月就差一
、

二

十多元
,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是精算上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

三 农民的心理障碍
。

已有大量的调查表明
,

农民多生月一定要生个儿子
,

主需原因是养老问 题 没

有得到很好解决
,

而
目

传宗接代
”

等封建观念在今天的农民心中已逐步淡化 虽然父母养老保险在理论上可

以给农民的老年提供保障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农民的心理仍存在两个障碍

大多数农民对保险金几十年后的给付能否兑现持怀疑态度
。

这与多年来我们的政策环境不稳定 不 无

相关
。

所以有的农民干脆说
“

什么保险不保险
,

生个儿子最保险
” 。

这从侧面也说明了我们的宣传 工 作
· ·



没有作到家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农民的经济观念也在增强
,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
,

他们在决定是否投保时
,

就拿

保险与储蓄比较
,

因为他们知道个人定期存款能享受保值条件
,

又何必来个
“

第三者
“

插足
,

反而弄得不保

值且要收取手续费呢 这就牵涉到保险基金的去向问题
,

银行不可能再去办保险
,

而保险公司办了保险
,

其

本身却又得不到保障 最终是农民得不到保障
,

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很是耐人寻味
。

三
、

对策与建议

问题确实不少
,

但我们认为
,

最重需的还是保险金保值与否问题
。

毫无疑问
,

几十年后
,

每月四
、

五十

元的养老金恐怕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难以达到
,

果真如此
,

养老保险就失去了其真正的
“

养老
”

涵义
。

这

个问题没有解决
,

不论我们怎么宣传发动都无济于事
,

而我们对此也只能提出两条建议 要么保险基 金 存

入银行享受保值条件
,

要么人民银行下放权利给予保险公司对此项基金的投 资权
。

从 长远观点及商品经

济本身的要求来看
,

选择后者将更为明智 我们认为
,

舍弃这两条
,

农村独生子女 或两女 交母养老保险

就不可能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才探讨理顺其他环节的办法

一 为提高给付水平
,

必须进一 步增加保费收 入
,

并且根据各地情况
,

实施不 同的分

担 方式
。

现行 的几 点分担
,

应 再加一点 社会上筹集一 点
。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
,

农村独生子 女

或两女 父母养老保险又是保证这一国策顺利施行的重要措施
,

因此
,

每个公民
、

团体都有义务
、

有责任

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

我们认为可以将此纳入国家税收计划
,

根据各地情况划分不同的标准
,

或以工补农或

以富济贫 , 同时从长远观点看
,

这也可以解决以后独生子女增多从而所需保费增多而另方面超生子女费又相

对减少的矛盾
。

另外
,

现行的几点分担方式
,

不一定在每个地区都必须每点分担到
。

我们可以把一个经济地

区按其经济收入分为上
、

中
、

下三等
,

合理确定其投保金额
,

我们并不要求给付水平一律平等
,

条件好的就

多给
,

反之
,

就少给
。

经济富裕的地区
,

保费可完全由个人直接交付
,

当然该地区集体提留水平高
,

也可由

集体承担 ,
·

经济一般的地区
,

可由集体
、

个人各交一定比例 , 经济困难的地区
,

就只能求助于财政补贴了
。

而对农民
,

为了克服其一次性交费困难
,

可分别采取年缴
、

三年缴
、

五年缴等形式
。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

不

少地方采用
“

一刀切
”

的办法
,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
。

二 改 变超生 子女费的征收办法
。

现在的超生子女费的征收只以生育数量为标准而不考虑 被

征对象的经济水平
,

对于经济富裕的农民来说过低
,

对于经济贫困的农民来说又过高
,

因此应根据各地的人

均收八水平制定罚款标准
,

并适当拉长支付年限 约 年即孩子成长期
,

使其不仅在经济上有一定 的 压

力
,

而且从思想上也给他们一定的触动
,

使其感到超生子女而增加的成本
,

不一定在未来孩子带来的效益中

得到补偿
,

从而影响其生育行为
。

三 在宣传方 面
,

应 注重 以 实际行动征服群众
。

除了采取多种宣传形式 如召开乡村计生委

专职干部会
,

开现场会
,

举办专题广播讲座
,

出版报
,

印发宣传材料
,

根据农民不同的思想状况直接进村入户

与其面对面宣传
,

还应注意保险商品的
“

售后服务
” ,

应经常与保户保持联系
,

交换信息
,

听取他们的意见
,

消

除他们的顾虑
,

使其始终认为计划生育父母养老保险是件大好事从而影响周围的群众
,

产生
‘

扩散效应
钾 。

四 在保险金给付 的预算方 面
,

各省保险公 司应该 派出精算队伍到基层进行具体的指

导
、

监嘴工作 在制定条款时
,

应组建过硬的领导班于
,

尽可能考虑到方方 面 面 ,

力求条款

的严 密精确
,

保证优惠性和吸 引力
,

在处理备部门之间的关 系上
,

各地政府应起到切 实的协

调作用等等
。

农村独生子女 或两女 父母养老保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
,

它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健康发展起着

不可低估的作用
。

我们认为 尽管目前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
,

但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
,

它的前景还是

比较乐观的
。

①这些 同志是 朱义琴
、

刘海燕
、

杜红梅
、

李振彬
、

王一波
、

孟羽
、

李莉
、

周正宁
、

潘忠式
·、

谢小娟
、

李

妙艳等
。

我们调 查的地点是 湖犯的式汉市
、

荆门市
、

仙桃市
、

黄州市
、

武穴市
、

天门市
、

郧县
、

公安县
、

江味
县

,

安徽的安庆市 下辖一市八县
,

湖 南的式冈县 以 及福建省
。

这些地区 的经济一般郊是中等水平
,

农村

人均纯收入 约 。元至 元之间
,

个别地区只 有 。元
。

调查是在 年的著彼期 间进行的
。

资任绷辑 李 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