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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相比较，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建立时间、项目内容和保障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

距，而且缺乏整体制度设计。现阶段，应当依据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地区

经济的差异性，不可能建立起体系完整、覆盖面广、全国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新农村建设应从县域框架下进行

统筹，相应地，也应从县域框架下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县域经济；类型；匹配；实证分析  

            一 、 县域经济的类型 

县域经济的类型，可按多种情况进行分类，如按自然地理条件可划分为平原地区县、丘陵地区县、黄土高原县、

山区县等；按产业结构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县、工业主导型县服务业主导型县等等。根据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将

县域分为三种类型：贫困型、温饱型和富裕型。   

( 一 ) 贫困型  

贫困型县域经济发展的特征表现在生产方式原始，生产手段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农民的收入普遍低于平均水

平，收入低、消费低、投入少，自我发展能力弱，生活困难；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低，仅能维持最简单的消费。由于

收入水平低，有限的收入全都用于生活消费， 决定其生产的低投入， 导致 自我发展能力弱 。   

(二 ) 温饱型  

温饱型县域是指收入水平介于贫困与富裕之间的县域，这类地区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占据的比例较大。从收入

水 平角度而言，温饱是介于贫穷与小康之间的一种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类地区经

济发展 水平有所提高，农业的产业结构有所调整收入,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的改善。这表明温饱型县域已经走出贫

困线，但还没有达到富裕阶段。   

( 三 ) 富裕型  

富裕型县域是指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彻底摆脱贫困，收入水平达到明显有余的县域。这

类地区人均收入水平高，一般都在2 5 0 0元以上，不仅基本生活得到了维持，而且已经实现了温饱有余。地区市场

经济得到了较 快的发展，绝大多数人离开了土地，主要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活动。并且，产业结构的调整取得了

比较好的成效，已从过去单一的产业结构转向了多元化，从农业内部的结构来看，已经在单一种植业的基础上实现了

多元化，农业的工业化程度有了较大的发展。   

二、 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与县域经济发展的选择与匹配  

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差异性出发，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县域社会保障需求，要求设计具有不同重点和

不同功能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其具体内容如下：   

( 一 ) 救济型社会保障模式  

救济型社会保障模式应在实行家庭保障的基础上，以脱贫致富为出发点，以生活救济和生产资助为突破口。在这

种社会保障模式里，首先要建立社会救济这一最基本的保障项目，使之可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其次是加强社会扶

贫，主要是采取开发式扶贫，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自身的造血功能；再次是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

障。   

( 二 ) 基本生活需要型社会保障模式  

基本生活需要型社会保障模式建立的基本出发点是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其项目内容包括：一是养老保险，

以个人交纳、集体补助和政府扶持相结合建立养老保险，以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二是医疗保险，坚持民办公助和自

愿参加的原则，在资金筹措上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与政府支持相结合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三是社会救助， 

主要是灾害救助和意外风险的救助，使刚刚走出贫困的农民能经受住意外事故的袭击。   

( 三 ) 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  

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以高水平、广覆盖和项目体系完整为出发点，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项目内容上，

以农村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为主体，建立保险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项目的基础上，依据各地经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农村新论>> 



济发展状况，可以适当在富裕型农村建立一些社会福利项目。 

综上所述，农村社会保障模式选择主要是在县域框架下，依据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要求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与县

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以此为原则，应当在贫困型县建立以基本生活保障为内容的救济型社会保障体系，在温饱型

县建立基本生活需要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富裕型县建立保险型的社会保障体系[1]。  
 

三、 实证分析：广东德庆县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匹配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综合归纳出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与县域经济发展匹配的分析模型：首先进行定性分析，从分析

影响社会保障模式的一般因素和经济因素人手，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影响因素模型；其次进行定量分析，通过计

算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建立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数理模型，评价某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现状；再次

进行模式匹配， 选择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社会保障模式；最后是对策分析，通过指标体系对社会发展中的

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下面，将运用这个分析模型，对广东省德庆县选择农村社会保障模式进行实证分

析。   

(一 ) 定性分析  

德庆县位于广东省西部，总面积 2 2 5 6．7 5平方公里， 辖 1 4个镇， 1 7 5 个村委会，人口35．40万目 

。依据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影响因素模型，对德庆县可以分析如下。   

1．一般影响因素 

德庆县的政治因素、人口因素、地理因素、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因素等一般影响因素，可以

影响其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   

( 1 ) 政治因素  

德庆县同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其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事关全局，与全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也就是

说，其社会保障模式，在经济改革中必须要维护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保障权益，不能放弃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

主要责任，要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健全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 2) 人口因素  

据统计，中国农村的总人口为 8．3 3亿人，其中 6 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了7．3 6 ％[ 3 ]，这表明，我国已经

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在不断加剧。同样,德庆县也面临着不可避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至 2003 年年底，在德

庆县 3 5 5 0 4 0 人的总人口中， 农业人口为 284160人[2]，占到了80.04％； 比同时期的全国水平59.47％[4]高

出了20个百分点，这表明在德庆县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刻不容缓，而养老保险和老年福利等将成为其新的社

会保障模式的关键领域。   

( 3 ) 地理因素  

虽然德庆县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强省广东省,不过 ，却是位于广东省内经济相对落后贫困的粤西山区。

以2003年统计数据为例,德庆县的人均生产总值为7878元，远低于广东省的人均生产总值17213[2]元日，还低于全国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073[4]元。这种地区性经济不平衡的情况，在短时期内还无法解决， 从而影响着德庆县社会保

障模式的选择。 

( 4) 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  

德庆县深受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与历史累积的影响，同时又作为一个典型的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县，长久以来，

哺幼养老，“ 养儿防老”的思想在全民心中，特别是农民心里早已经根深蒂固，而且已上升到伦理和法律规范的层

次。这些文化差别的因素，以及历史沉积的思想，也影响着其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与发展。   

( 5) 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因素  

一直以来，德庆县的社会保障制度围绕“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积极稳妥地处理好 下岗职工的劳动关系，开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中心；以深化企业改

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目的；坚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制订和贯彻执行德庆县社会保障的方

针政策。这些现状，对其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也具有潜在的影响力。   

2 ， 经济影响因素  

德庆县的经济影响因素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经济理论导向、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五方面来分析

它们对社会保障模式的影响。   

( 1 )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保障模式的规模、结构和社会化程度。如果经济发展水平高，财力充裕，支付能力高，

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对象全民化，保障的覆盖面宽，于是，社会保障模式的规模就大，就可以选择高水平的结构，

社会化程度也就比较高。德庆2003 年的全县生产总值为278892万元， 增长速度为9．1％； 其人均生产总值为7878 

元，增长速度8.4％。同时期，广东省的全省生产总值为13625. 8 7亿元 ， 增长速度为11.7％； 其人均生产总值

17213元，增长速度为 13.1 ％[2。两者相对比，德庆全县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9．1 ％低于广东省的生 产总值增长

速度 11.7％；同时，德庆的人均生产总值为7878 元远低于广东省的人均生产总值17213元， 其增长速度 8.4％也

大大低于全省的增长速度为 13.1％。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德庆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其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应

当与其不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 2) 经济运行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逐步发展市场经济，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样社

会保障模式就需要转变，保障面就要扩大，结构和功能也需要完善。这就要求德庆县在推行以加快工业发展为中心，

以招商引资、打造精品城市为重点，同步推进旅游经济、农村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战略的同时，要注重全县经济和

社会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养老保险、就业体系、公共卫生体系加快发展步伐，以适应经济运行的特点。   

( 3) 经济理论导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和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

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将国民收入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部分，而社会保障基金则是消费基金的四大部分之

一。与之相比，德庆县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体系在不断完善，并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4) 经济制度  

作为经济体制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障制度,必然要体现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制度。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

制，也必然影响着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德庆县在加快发展支柱产业和骨干企业，大力推进国企改革，转换机制的同

时，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就对同样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   

( 5) 经济结构  

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经济结构的变化，随之带来社会结构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复杂化、多元化是总体趋

势。德庆县近年来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来抓，而外来资金人员的引进，又必然会带来德庆社会结构

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对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德庆的社会保障工作中，就比较注重就

业体系的完善，加大落实财政政策的力度，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综上所述，从德庆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可以得知，德庆的社会保障模式首先要体现广大人

民群众，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然而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结构不断变迁，这就需要建立起以养

老保险和老年福利、就业体系为主体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   

(二 ) 定量分析 

我们将采用社会保障水平的数理模型，分别从社会保障水平系数和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来评价德庆的社会保障

水平现状， 并与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现状做对比分析。   

1．社会保障水平系数  

社会保障水平系数， 是从量上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 反映的是社会保障经费支出与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关系。在比较德庆县社会保障水平系数与全国社会保障水平系数时，使用2002- -2007年全国社

会保障水平系数推断其平均社会保障水平系数，然后用全国的平均社会保障水平系数与德庆的社会保障水平系数作比

较。德庆2006、 2007年的全县社会保障水平系数分别为 1.21、 1.29 。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德庆县的社会保障水

平系数低于全国的社会保障水平系数，但比全国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系数略高。这说明了，德庆县的社会保障水平低

下， 投入比例有待加大。2 ． 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  

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是从质的角度分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它是从社会保障水平增

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动关系角度，进一步考察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的一般规律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性关系。与全

国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及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比较，德庆县的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为 0.0 4 ，即C S S > 

O，表明社会保障水平增长与经济增长呈正向变动，二者之间处于适应状态。   

综上所述，德庆县的社会保障水平目前还低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应当依据德庆县的这些现实出发，

选择与其发展现状匹配的社会保障模式。   

( 三 ) 模式匹配  

在定性分析中，可以得知德庆县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结构不断变迁，需要建立起以养老保险和老年福利、就

业体系为主体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而在定量分析中，又可以得知德庆县的社会保障水平目前还低下，与经济发展水

平还能相适应。   

从分析结果看，德庆县应处于贫困型农村向温饱型农村过渡的过程中。应当在德庆县建立以救济型社会保障模式

为主，辅以基本生活需要型社会保障模式的社会保障体系。具体来说， 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的结构和功能。   

1．建立与完善社会救济， 使之可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   

2．加强社会扶贫，主要是采取开发式扶贫，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自身的造血功能。   

3．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 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  

4．逐步做好保险基金管理统筹工作，尤其是养老保险，以个人交纳、 集体补助和政府扶持相结合建立养老保

险，以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  

5．促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坚持民办公助和自愿参加的原则，在资金筹措上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与政府支

持相结合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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