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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杠杆对养老保险参保选择的影响 

--基于 CHFS 的实证分析
 
 

 

陈  曦    金  栩 

 

摘要：家庭杠杆是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经济约束条件，研究发现，是否存在家

庭杠杆、家庭杠杆持续性对农民参保意愿和缴费档次选择的影响显著为负；家庭杠杆率与农

民参保选择呈现“U 形”关系，在家庭杠杆率低于一定水平时，家庭杠杆率提升会抑制农民

参保和提高缴费档次，家庭杠杆率超过一定标准时，家庭杠杆率提升会增强农民跨期消费偏

好而促进其参保和提高缴费档次。通过交互项分析发现，自身健康水平提高会减弱家庭杠杆

对参保选择的负向影响；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选择的影响受到养老金待遇水平的调节，养

老金待遇水平较高时，跨期消费偏好提升使得家庭杠杆率对参保选择影响由负变正。家庭杠

杆对参保选择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和性别异质性，农村女性参保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杠杆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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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与城乡人口迁移的共同作用使得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问题愈发突出，农村老

年人口成为民生保障、共同富裕等政策实施的关键目标群体。适度提升农村养老保险待遇给

付水平是保障老年人口养老福利和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合理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待

遇水平既需要增强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同时也需要激发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内生动力。

在受到经济增长压力的制约下，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受限，提高农民参保缴费积极性，利用制

度内驱力提高参保者跨生命周期的养老给付水平显得尤为关键。 

根据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待遇给付模式，在规定年龄范围之内提早参保且提高缴费档

次有利于提升老年期养老待遇水平。在新农保制度试点以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轨实施以

来，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存在参保意愿不强、缴费档次偏低等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为了激发农

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内生动力，2018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颁布《关于建

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年限基础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RKB001）;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8DRK001）;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LQN202029） 

[作者简介]陈曦，男，辽宁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金栩，女，辽宁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

士研究生。 



养老金和高龄养老金等措施激励农民参保，从现阶段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情况来看，

仍有部分农民劳动力选择延迟参保，且多数参保人员仍选择以最低缴费标准为主。如何有效

提高农村居民参保积极性成为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家庭杠杆为研究农民参保选择

提供了新的视角。 

随着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如何促进新农保劳动力参保覆盖率成为学者们关注的

焦点问题之一。在制度建立之初，从制度优化及制度实施过程的视角出发，寻找制约农民参

保的影响因素成为普遍视角（穆怀中、闫琳琳，2012；胡芳肖等，2014）
[1][2]

，政策实施的

信息不对称、政策认知和财政补贴机制等因素是参保率与缴费档次偏低的主要原因（常芳

等，2014；聂建亮、钟涨宝，2014；赵建国、海龙，2013）
[3][4][5]

。在政策本身之外，从经济

学角度出发，养老保险参保的经济理性是否存在？也越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从家庭财产、

信息对称程度与家庭收入等方面探讨农民参保选择的经济理性（高文书，2012；林本喜、王

永礼，2012；钟涨宝、李飞，2012）
[6][7][8]

。然而经济因素对农民参保缴费积极性的影响并不

显著，学者们开始在非经济方向探寻参保意愿不强和参保缴费档次偏低的机理。张川川、朱

涵宇（2021）认为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即个体的参保行为会受到周边邻

里的参保行为制约
[9]
。贾立、李铮（2021）研究发现农民参保还受金融素养的影响，金融素

养越高的农户越有可能制定养老计划、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并提高参保程度
[10]

。吴玉锋等

（2017）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研究发现，主观预期是影响农民参保的重要原因
[11]

。雷咸

胜、胡宏伟（2020）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规范和熟人信任会显著

影响农村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选择
[12]

。王晓洁、王丽（2015）从宏观视角提出

城镇化是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的有效推动因素
[13]

。 

非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民参保选择的重要原因，为农民参保逆向选择等问题提供了有效解

释。然而现阶段从收入和资产等经济要素视角对参保选择影响的解释力不足，经济理性与参

保选择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大多数学者是从家庭收入、资产等层面分析经济因素对农民参

保的影响，而农民进行参保决策不仅要考量收入水平，是综合收入、负债等整体因素进行的

系统性判断。本文在收入和资产等传统经济要素的基础上，加入负债变量，以家庭杠杆为核

心指标，解释农民参保逆向选择等行为，将家庭杠杆分为杠杆存在性、杠杆率水平和杠杆持

续性等三个维度，分析家庭杠杆影响参保选择的内生机理，检验家庭杠杆对农民参保意愿和

参保缴费档次的影响，为合理制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激励政策和配套辅助机制提供理论

基础。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家庭杠杆率是家庭负债占资产的比重，可以综合反映家庭整体经济状况，利用家庭杠杆

率可以有效判断经济因素对农民参保选择的影响，避免只使用收入或资产等正向经济指标而

遗漏负向经济指标的选择性偏差。家庭杠杆对农民参保意愿和参保缴费档次选择的影响体现

在以下两个维度：第一，农民参保决策是基于现有家庭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主观感知。结合现

阶段农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发现难以单纯从经济层面或者非经济层面

对农民参保选择进行解释，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对农民参保行为产生综合性影

响，存在家庭杠杆说明家庭存在负债需要偿还，有可能会降低农民对跨期消费的主观偏好，

使得农民更加注重当期消费，从而放弃参保或者降低缴费档次，是否存在家庭杠杆会以主观

预期为中介变量，影响农民参保行为选择。 

理论假设 1a：存在家庭杠杆会降低农民参保意愿和参保缴费档次，家庭杠杆与参保意

愿、缴费档次之间呈负相关。 



家庭杠杆通过农民主观预期制约参保决策，而家庭杠杆持续性越强，对主观预期的影响

力越大，不利于农民进行参保决策和提高缴费档次的选择。 

理论假设 1b：家庭杠杆持续性越强，家庭杠杆对农民参保的负向影响越大。 

第二，家庭杠杆率是家庭负债与偿还能力之间关系的核心指标，家庭杠杆率越高，负债

偿还压力越大，在有限经济收入的预算约束下，农民有可能会减少当期支出，而进行负债偿

还，家庭杠杆率越高，预算约束效应越强，农民参保或者选择高缴费档次的概率越低。 

理论假设 2：家庭杠杆率越高，农民参保或者选择高缴费档次的可能性越小，家庭杠杆

率与农民参保意愿、参保缴费档次之间呈负相关。 

家庭杠杆率以预算约束效应为中介变量影响农民参保行为选择，这种预算约束效应受到

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随着杠杆率持续提高以及养老金待遇水平健康状况等因素变化，预算

约束效应也会相应变化。第一，在家庭杠杆率持续提高的情况下，高杠杆意味着当期难以完

全偿还，有可能需要跨期偿还，为了满足退休期基本生活需求以及提高跨期偿还负债的能

力，农民有可能会选择参保，以增加未来期的收入水平。 

理论假设 2a：在家庭杠杆率特定水平之前，家庭杠杆率提高会降低农民参保及选择高

缴费档次的概率，在家庭杠杆率达到特定水平时，家庭杠杆率越大，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参加

养老保险或提高缴费档次。 

第二，养老保险参保缴费与给付具有跨期性金融行为的特征，养老金待遇水平越高，参

保者在制度内的净获益程度越大，有可能会激励参保者在存在家庭杠杆的情况下选择参加养

老保险和提高缴费档次，从而增加未来期收入，增强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总体偿还能力。 

理论假设 2b：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受养老金待遇水平的调节，养老金待

遇水平提高会激励农民在家庭杠杆率提高的情况下倾向于选择参保和提高缴费档次。 

第三，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选择的影响程度受制于健康状况的主观预期，如果农民自

我感知的健康状况越好，预期未来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越长，就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家

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选择的负向影响。 

理论假设 2c：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受健康状况主观预期的调节，主观预

期的健康状况越高，越能够抵消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选择的负向影响。 

（二）模型设计 

1.模型构建 

根据家庭杠杆对农民参保选择影响的理论假设，本文构建家庭杠杆对农民参保意愿和参

保缴费档次的影响模型。 

1111i γ  +++= ii Xlevintentioninsurance_                   （1） 

2222i γ  +++= ii Xlevlevelinsurance_                      （2） 

其中，levi 包含农村家庭杠杆的三个维度，即是否存在家庭杠杆（i=1）、家庭杠杆率

（i=2）以及家庭杠杆持续性（i=3）；Xi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就业状况、家庭人口规模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等指标，εi表示随即干扰项。 

2.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本文使用的家庭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

调查研究(CHFS) 2017 和 2019年的调查数据。由于农村居民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主要制

度对象，同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门槛低，考虑到农民参保能力有限，本文主要研究农村

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具有合理性。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年龄超过 16 周岁且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含新农保）或未参加任何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人口，同时考虑到数

据要从 2017年追踪到 2019 年，经过数据筛选和整理，最终得到 3962 个有效样本，其中未

参保的农村人口没有参保档次的选择，有关参保档次的有效样本则减少至 2934 个。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数据对家庭杠杆与农民参保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

实证检验，根据实证结果可以发现：（1）是否存在家庭杠杆对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的意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家庭杠杆通过改变农民跨期消费偏好而对参保产生挤出效应，家

庭杠杆持续性对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同样具有挤出效应，家庭杠杆持续性越强，农民

放弃参保的可能性越大，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不显著；（2）是否存在家庭杠

杆对农民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存在家庭杠杆的农民更加倾

向于选择低缴费档次，家庭杠杆持续性对农民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的影响显著为

负，家庭杠杆持续性越强，农民越倾向于选择低缴费档次，家庭杠杆率对农民选择缴费档次

的影响并不显著。 

家庭杠杆既包含了正向经济因素（资产），也包含负向经济指标（负债），可以更加全

面反映经济因素对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整体来看，家庭杠杆会通过心理预期等因素而

改变农民跨期消费偏好，影响参保决策。家庭杠杆的存在及持续性是限制农民参加养老保险

制度及提高缴费档次的重要原因，“去杠杆”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参保，激励其提高缴费档次，

提高农民养老福利水平。 

 

表 1 家庭杠杆对农民养老保险参保选择的影响 

 

指标 
参保意愿 参保缴费档次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是否存在家庭杠杆 
-0.031

**
 

（-2.02） 
 

 

 

-0.242
***
 

（-5.59） 
  

家庭杠杆率  
0.001 

（0.47） 
  

-0.001 

（-0.48） 
 

家庭杠杆持续性   
-0.01

**
 

（-2.37） 
  

-0.111
***
 

（-6.58） 

家庭杠杆率平方项       

性别 
-0.003 

（-0.27） 

-0.026 

（-0.97） 

-0.004 

（-0.26） 

0.020 

（0.49） 

-0.019 

（-0.30） 

0.021 

（0.51） 

文化程度 
-0.014

*
 

（-1.85） 

-0.015 

（-1.15） 

-0.014
*
 

（-1.88） 

0.029 

（1.31） 

-0.015
***
 

（-1.15） 

0.028 

（1.26） 

婚姻状况 
0.002 

（0.40） 

-0.004 

（-0.30） 

0.002 

（0.38） 

0.042
**
 

（2.54） 

0.060
**
 

（2.11） 

0.040
**
 

（2.50） 

就业状况 
0.035

***
 

（3.17） 

0.047
** 

（2.27） 

0.036
***
 

（3.20） 

-0.106
***
 

（-3.27） 

0.084 

（-1.61） 

-0.101
***
 

（-3.15） 

家庭人口规模 
-0.004 

（-0.95） 

0.001 

（0.10） 

-0.004 

（-0.82） 

-0.106
***
 

（-7.51） 

-0.095
***
 

（-4.51） 

-0.100
***
 

（-7.10） 

家庭收入对数 
0.015

***
 

（2.59） 

0.005 

（0.50） 

0.015
***
 

（2.59） 

0.158
***
 

（9.18） 

0.097
***
 

（3.75） 

0.157
***
 

（9.14） 

常数项 
0.613

***
 

（9.78） 

0.703
***
 

（6.15） 

0.617
***
 

（9.83） 

0.398
**
 

（ 2.22） 

0.585
**
 

（2.09） 

0.429
**
 

（2.39） 



观测值 3806 1210 3806 2828 874 2828 

 

四、平方效应、交互效应及异质性检验 

 

（一）平方效应与交互效应检验 

根据理论假设 2a，随着家庭杠杆率持续提高，家庭负债高使得农民需要利用跨期收入

才能完全偿还，在此情况下，农民为了满足老年期基本生活需求以及提高跨期偿还负债的能

力，有可能会选择参保，以增加未来期的收入水平。因此，虽然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行为

选择的影响不显著，但家庭杠杆率与农民参保意愿、缴费档次之间有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本文进一步在模型中加入平方项，检验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意愿与参保缴费档次的影响是

否具有平方效应。实证检验发现，在加入平方项之后，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选择的影响显

著为负，平方项对农民参保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家庭杠杆率与农民参保选择之间具有“U

形”关系，在家庭杠杆率低于一定标准时，随着家庭杠杆率提升，农民参保意愿下降，更倾

向于选择低缴费档次，在家庭杠杆率超过一定标准时，家庭杠杆率上升会激励农民增加老年

期收入以提高负债偿还能力且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因此家庭杠杆率越升高，农民参加养老保

险的意愿越强烈，选择的缴费档次越高，验证了理论假设 2a。 

同时，本文进一步检验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选择的影响是否具有调节效应，根据理论

假设 2b，本文加入家庭杠杆率与基础养老金的交互项。在农民进行养老保险参保及跨期消

费决策过程中，现行养老金待遇水平具有明显的信号效应，在家庭杠杆率提升的情况下，农

民更加倾向于参加养老保险而期未来获得更高的养老金给付，提高整个生命周期的福利水

平，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家庭杠杆率与基础养老金的交互

项为负，基础养老金水平增加会减弱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意愿的提升效应。基础养老金水

平对家庭杠杆率与农民参保缴费档次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家庭杠杆对农民参保选择的影响有可能会受到自身健康状况的调节，本文加入家庭杠杆

率与身体状况的交互项，检验身体健康状况对家庭杠杆养老选择影响效应的调节。通过实证

检验发现，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意愿、缴费档次的影响为负，家庭杠杆率与身体状况的交

互项系数为正，说明身体状况会减弱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意愿与参保缴费档次的挤出效

应，身体状况越好，家庭杠杆率阻碍农民参保决策和缴费档次提升的作用越小。说明身体状

况越好的农民具有更高的跨期消费偏好，激励其参加养老保险并提高缴费档次。 

 

表 2 家庭杠杆对农村养老保险参保选择影响的平方效应与交互效应 

 

指标 
参保意愿 参保缴费档次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家庭杠杆率 
-0.015

***
 

（-2.59） 

0.032
**
 

（2.27） 

-0.038
**
 

（-2.02） 

-0.036
*
 

（-1.85） 

-0.011 

（-0.26） 

-0.114
**
 

（-1.97） 

家庭杠杆率平方项 
0.001

***
 

（2.64） 
  

0.001
*
 

（1.81） 
  

基础养老金水平  
0.001

**
 

（2.26） 
  

0.003
***
 

（19.81） 
 

家庭杠杆率*基础养老金

水平 
 

-0.001
**
 

（-2.26） 
  

0.001 

（0.24） 
 

身体状况   -0.011   -0.069
***
 



 

（二）异质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对家庭杠杆影响参保意愿的地区异质性进行检验，测算发现：（1）东部地

区家庭杠杆存在性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两者之间关系并不

显著，而西部地区家庭杠杆存在性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西部地区农民更加

偏向于老年期收入水平的提升；（2）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地区差异，

西部地区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东北地区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意

愿的影响为负，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3）家庭杠杆持续性对农民参保意愿

的影响同样具有地区差异，西部地区家庭杠杆持续性对农民参保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东

北地区家庭杠杆持续性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为负，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表 3 家庭杠杆对农民参保意愿影响的地区异质性 

 

 

（-1.59） （-3.54） 

家庭杠杆率*身体状况   
0.008

**
 

（2.04） 
  

0.023
*
 

（1.95） 

性别 
-0.005 

（-0.32） 

-0.006 

（-0.43） 

-0.004 

（-0.27） 

0.012 

（0.29） 

-0.027 

（-0.70） 

0.022 

（0.54） 

文化程度 
-0.015

**
 

（-1.93） 

-0.015
**
 

（-2.06） 

-0.016
**
 

（-2.06） 

0.025 

（1.12） 

-0.003 

（-0.15） 

0.016 

（0.73） 

婚姻状况 
0.002 

（0.42） 

0.002 

（0.40） 

0.002 

（0.37） 

0.042
**
 

（2.55） 

0.049
***
 

（3.23） 

0.042
***
 

（2.56） 

就业状况 
0.035

***
 

（3.06） 

0.036
***
 

（3.17） 

0.033
***
 

（2.84） 

-0.115
***
 

（-3.56） 

-0.073
**
 

（-2.39） 

-0.130
***
 

（-4.00） 

家庭人口规模 
-0.006 

（-1.26） 

-0.005 

（-1.02） 

-0.007 

（-1.36） 

-0.118
***
 

（-8.50） 

-0.090
***
 

（-6.82） 

-0.122
***
 

（-8.74） 

家庭收入对数 
0.015

**
 

（2.49） 

0.014
**
 

（2.39） 

0.014
**
 

（2.33） 

0.158
***
 

（9.13） 

0.120
***
 

（7.39） 

0.150
***
 

（8.62） 

常数项 
0.620

***
 

（9.87） 

0.607
***
 

（9.68） 

0.071
***
 

（9.46） 

0.398
**
 

（2.20） 

0.361
**
 

（2.14） 

0.713
***
 

（3.55） 

观测值 3806 3806 3807 2828 2828 2828 

指标 
参保意愿效应的地区异质性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北地区 东部地区 

是否存在家

庭杠杆 

0.198
**
 

(2.36) 
  

-0.017 

(-0.79) 
  

-0.050 

(-1.26) 
  

-0.045
*
 

(-1.73) 
  

家庭杠杆率

大小 
 

0.074
**
 

(2.26) 
  

-0.007 

(-0.88) 
  

-0.026
*
 

(-1.70) 
  

-0.016 

(-1.55) 
 

家庭杠杆率

持续性 
  

0.114
*
 

(1.90) 
  

0.001 

(0.30) 
  

-0.027
*
 

(-1.69) 
  

-0.005 

(-0.43)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常数项 
0.517 

(1.41) 

0.480 

(1.31) 

0.454 

(1.23) 

0.783
***
 

(8.98) 

0.785
***
 

(9.00) 

0.782
***
 

(8.96) 

0.174 

(0.99) 

0.188 

(1.06) 

0.177 

(1.01) 

0.652
***
 

(6.48) 

0.651
***
 

(6.47) 

0.656
***
 

(6.51) 



家庭杠杆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是否存在家庭杠杆以及家庭杠杆率

对农村女性参保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家庭杠杆对农村男性的影响不显著。这与农村居民养老

保险参保选择情况较为契合，部分农村家庭会更加注重男性收入对家庭基本生活的保障功

能，在选择参加养老保险的决策过程中，往往会优先选择为男性参保，男性参保较少受到家

庭杠杆的影响，而存在家庭杠杆的情况下，通常会放弃女性参保，家庭杠杆对农村女性参保

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 

 

表 4 家庭杠杆对农民参保意愿影响的性别异质性 

 

本文进一步对家庭杠杆影响参保缴费档次的地区异质性进行检验，测算发现：（1）东

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家庭杠杆存在性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两

者之间关系并不显著；（2）各个地区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缴费档次的影响均显著为负；

（3）家庭杠杆持续性对农民参保缴费档次的影响同样均为负，不存在地区差异。 

 

表 5 家庭杠杆对农民参保缴费档次影响的地区异质性 

 

家庭杠杆对农民参保缴费档次影响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家庭杠杆存在性、杠杆持续性

对农村男性和女性参保缴费档次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而家庭杠杆率对农村男性参保缴费档次

影响显著为负，对女性参保缴费档次的影响不显著。整体来看，家庭杠杆对参保缴费档次影

响较为显著，这种影响的性别差异较小，说明家庭杠杆对农民参保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是

指标 
参保意愿效应的性别异质性 

男性 女性 

是否存在家庭杠杆 
-0.017 

(-0.78) 
  

-0.048
**
 

(-2.11) 
  

家庭杠杆率大小  
-0.009 

(-1.07) 
  

-0.021
**
 

(-2.33) 
 

家庭杠杆率持续性   
0.001 

( 0.49) 
  

-0.010 

(-1.21)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常数项 
0.644

***
 

(8.02) 

0.646
***
 

(8.04) 

0.643
***
 

(8.00) 

0.563
***
 

(6.39) 

0.569
***
 

(6.44) 

0.560
***
 

(6.34) 

指标 
参保缴费档次效应的地区异质性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北地区 东部地区 

是否存在

家庭杠杆 

-0.483 

(-1.65) 
  

-0.073 

(-1.44) 
  

-0.178
*
 

(-1.93) 
  

-0.349
***
 

(-4.45) 
  

家庭杠杆

率大小 
 

-0.292
***
 

(-2.65) 
  

-0.001
***
 

(-4.57) 
  

-0.103
***
 

(-5.04) 
  

-0.028
**
 

(-2.24) 
 

家庭杠杆

率持续性 
  

-0.248
**
 

(-2.31) 
  

-0.037
*
 

(-1.91) 
  

-0.078
**
 

(-2.16) 
  

-0.147
***
 

(-4.64)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常数项 
1.311 

(1.17) 

1.645 

(1.43) 

1.531 

(1.40) 

0.538
**
 

(2.39) 

0.545
**
 

(2.40) 

0.548
**
 

(2.44) 

1.416
***
 

(2.99) 

1.405
***
 

(2.97) 

1.466
***
 

(3.11) 

0.254 

(0.80) 

0.232 

(0.72) 

0.248 

(0.78) 



否参保的家庭决策性别分化。 

表 6 家庭杠杆对农民参保缴费档次影响的性别异质性 

 

 

六、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是否存在家庭杠杆对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意愿以及

缴费档次选择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存在家庭杠杆的农民倾向于选择不参保或者降低缴费档

次；（2）家庭杠杆持续性对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同样具有挤出效应，家庭杠杆持续

性越强，农民放弃参保的可能性越大，越倾向于选择低缴费档次；（3）家庭杠杆率与农民

参保选择呈现“U形”关系，在家庭杠杆率低于一定水平时，家庭杠杆率提升会抑制农民参

保和提高缴费档次，家庭杠杆率超过一定标准时，家庭杠杆率提升会增强农民跨期消费偏好

而促进其参保和提高缴费档次；（4）家庭杠杆对农民参保选择影响效应受自身健康状况、

养老金待遇水平的调节，自身健康水平提高会减弱家庭杠杆对参保选择的负向影响，养老金

待遇水平较高时，跨期消费偏好提升使得家庭杠杆率对参保选择影响由负变正；（5）家庭

杠杆对参保选择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和性别异质性，农村女性参保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杠杆

的影响。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提高农村家庭

财产性收入以及完善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等制度建设，有效降低农村家庭杠杆，降低家

庭杠杆对参保意愿和缴费档次的抑制作用；第二，明确城乡居民基础养老保险动态调整机

制，充分发挥参保缴费的激励作用，增强农民跨期消费偏好，激发农民参保的内生动力；第

三，增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民进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参保决策

的经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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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Rural Family Leverage on 

Endowment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Choice--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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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amily leverage is the economic constraint condition for rural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pens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whether there is family levera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family leverage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insurance and their 

choice of contribution grad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leverage ratio and farmers' insurance 

choice is "U-shaped". When the family leverage ratio is lower than a certain level, the increase of 

family leverage ratio will inhibit farmers'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e the contribution grade. 

When the family leverage ratio exceeds a certain standard, the increase of family leverage ratio will 

enhance farmers' intertemporal consumption preference and promote their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and increase the contribution grade.Through the interact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own health level will weake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family leverage on the 

choice of pension participation; The impact of family leverage on farmers' choice to participate in 

pension is regulated by the level of pension benefits. When the level of pension benefits is high, the 

increase of intertemporal consumption preference makes the impact of family leverage on their 

choice to participate in pension change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There are regional and gender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family leverage on pension choice, and rural women'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pension is more vulnerable to the impact of family leverage. 

Key words: household leverage;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insurance; 

payment level of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