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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资源供给能刀的区域差异分析

⑧刘春梅

摘 要
:

中央及各级政府出台了各项举措
,

使农村养老 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
,

但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

比如我国农

村
,

农村区域的经济差异
、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非均衡发展模式等等
,

使农村养老资源的供给显现出复杂的区域特征
。

运用

20 11 年和 20 14 年中国统计年鉴官方数据
,

结合我国区域的划分标准
,

对各地区农村养老资源的供给能力开展统计分析
,

得出

我国农村各地养老资源在区域经济水平
、

地 区服务意识和态度的差异明显缩小
,

但是养老服务质量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努力的重点的结论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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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提出

韦伯认为区域差异是一个带有国际性的现象
,

几乎世界

上的所有国家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

题
,

甚至一个国家
,

一个地区内部也不例外 (韦伯
,

18那 )
。

庇

尔瓦尔也认为
“

区域差异是绝对的
,

区域均衡是泪对的
”

(庇

尔瓦尔 19 97)
。

我国由于长期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

城乡

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
,

在银色浪潮席卷下
,

呈现怎样的供给

水平呢
,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农村养老资源供给水平
,

运用

2。且年和 2。风年中国统计年鉴宫方数据
,

对我国农村各地区

养老资源供给能力进行统计分析
,

便于了解养老供给的总体

状祝和区域差异
,

为更好地解决农村养老资源供给提供理论

依据
。

二
、

农村养老资源 区域 的划介

目前对农村养老资源区域划分的方法有很多
,

主要形成

以下两种观点
:

第一
,

按照国家政策规定
,

分为东
、

中
、

西部地区
。

我

国东部地区包括 且个省级行政区
,

分别是北京
、

天津
、

河

北
、

辽宁
、

上海
、

江苏
、

浙江
、

福建
、

山东
、

广东和海南 ;

中部地区包括 8 个省级行政区
,

分别是山西
、

吉林
、

黑龙

江
、

安徽
、

江西
、

河南
、
丫胡北

、
丫胡南 ; 西部地区包括 佗个省

级行政区
,

分别是四川
、

重庆
、

贵州
、

云南
、

西藏
、

陕西
、

甘肃
、

青海
、

宁夏
、

新疆
、

广西
、

内蒙古
。

第二
,

按照经济发展与养老资源丰富以及老年人生活质

量高低程度
,

郝金磊和贾金荣 ( 20 10) 提出了三类地区的划

分
:

一类地区经济发达
,

农村养老资源丰富
,

养老困难较

少
、

老年人生活质量较高
,

包括北京
、

天津
、

上海
、

吉林
、

黑龙江
、

内蒙古
、

辽宁
、

河北
、

河南
、

山东
、

江苏
、

浙江和

滚基金项 目
:

陕西省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及其标准体 系构建研究

的影响 因素及 支持模式研究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
。

广东 旧省 (直辖市 )
; 二类地区经济欠发达

,

农村养老资源

欠缺
,

只能维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

包括湖北
、

四川
、

湖南
、

安徽
、

江西
、

广西
、

贵州
、

重庆
、

福建
、

海南
、

山西

且省 (直辖市 )
; 三类地区经济落后

,

农村养老资源短缺
,

养

老极度困难
,

老年人生活需要无法保证
,

包括青海
、

宁夏
、

新疆
、

云南
、

甘肃
、

西藏和陕西 7省
。

本文的研究借用第二种划分方法进行
,

主要从农村各区

域养老的经济和服务资源两个方面对总体经济水平
、

人均经

济水平
、

社会养老保险发展水平
、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

养老

服务机构开展统计分析
。

三
、

农村养老经济资源供给的 区域差异介析

经济资源是养老资源的物质基础
,

也是目前农村养老资

源中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
。

我国区域经济养老资源的差异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l地区总体经济水平差异缩小
。

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的指标有地区生产总值
、

地区财政收支
、

农业固定资产投

资
、

农林牧渔业总收入等
,

表 l显示
: 2。旧年

,

一类地区平

均生产总值为 2 2 11斗37亿元
,

二类地区为 10即刊 3亿元
,

三类

地区为绷助斗9亿元
,

一
、

二
、

三类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为 5 0 8

2妇 l
,

2。旧年的比为斗5 : 2 6 :
吮 同理

,

2。旧年和 2。旧年三

类地区的财政收入比分别为斗训 2 日和引
: 2 1: l

,

财政支出

比分别为 2 3日 5 :71 和 2 1 :
肠

: l
,

农林牧渔业收入比分别为

2盯 2 2引和 2 6 2日
,

农业固定生产投资比分别为已明 2明 l和

20 2 : 2 0 2 : l
。

第三类地区年末地区生产总产值
、

财政收入

和支出
、

农林牧渔业总收入及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都低

于第一
、

二类地区
,

但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差异缩小趋势
,

说

明第三类地区农村养老资源的总供给能力在逐步提高完善
。

(招 Q o 6 6 )
,

陕西省哲学社科基金项 目 ; 农村外出务工子女代际养老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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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0 1 0和 2 0 1 3年各地区经济水平指标清况 单位
:

亿元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类别 地 区

2 0 1 0 2 0 1 3 2 0 1 0 2 0 1 3 2 0 1 0 2 0 1 3

地区生产总值 平 均 2 2 1 1 4
.

37 3 08 2 9
.

4 7 1 08 2 7
.

4 3 1 79 1 4
.

2 6 4 3 50
.

4 9 6 83 8
.

3 7

财政收入 平 均 4 2 6
.

2 8 3 3 89
.

7 5 9 30一 83 6 一74 7
.

4 4 4 2 6
.

2 8
8 1 7

.

5 2

财政支出 平 均 3一4 0
.

9 06 4 9一3
.

0 8 2一3 8
.

96 6 3 59 7
.

0 - 一3 60
.

5 7 2 32 9
.

0 2

农林牧渔业总收入 }平 均 2 8 60
.

64 6 3 94 一 0 8 2 2 8 5
.

764 3 2 0一 63 99 8
.

2 6 一50 6
.

2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l 平 均 一9 6一 3一 38 4
.

2 9 8 39
.

3 2 7 3 3 83
.

8 8 2 8 0
.

54 一89
.

7 3

注
:
文中数据均来自 2 01 1和 2 0 14 年 《中国统计年鉴》

2 地区人均经济水平差异
。

反映地区人均经济水平差异

的指标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农村人均纯收入
、

农村人均纯

支出等
。

表 2数据显示
: 2。旧年

,

一类地区平均人均生产总

值为 斗67 亿元
,

二类地 区为 2盯亿元
,

三类地区为 2 哈亿

元
,

一
、

二
、

三类地区平均人均生产总值的比为 2哈 l 风 l
,

2。旧年比为 旧别 日 ; 同理
,

2。旧年人均家庭纯收入比为 2 0斗

1 2引
,

2。旧年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为 旧别 2 :71
; 2。旧年人均

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比为 陷别 旧 l
,

2。旧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比为 陷创 且 l
。

第三类地区年末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农村人

均家庭纯收入和消费支出情祝虽然都低于一
、

二类地区
,

但

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缩小
。

说明第三类地区农村养老资源的

人均经济供给能力在逐步的提高
。

2 01 0和 2 0 1 3年各地区人均经济水平和社会养老参保情况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类别

表 2

地区

2 0 1 0 2 0 1 3 2 0 1 0 2 0 1 3 2 0 1 0 2 0 1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
平均 4

.

67 6
.

37 2
.

4 7 3
.

6 7 2
.

1 6

农村人均纯收入 (元 ) 平均 83 83
.

3 7 1 2 4 39
.

8 5 30 4
.

1 2 8 1 1 3
.

7 5 3 04
.

1 2 8 1 1 3
.

7

农村人均消费支出

(元 )

参保人数

(万人 )

注
: 2 0 1 2年 8 月起

,

《20 14 年统计年鉴》

平均 5 7 85
.

5 8 8 90 2
.

4 3 88 7
.

68 5 97 7 34 35
.

2 3 5 3 65
.

7

平均 3 5 1
.

04 1 7 2 2
.

4 85 37 1
.

89 1 92 5
.

65 5 2 3 1
.

83 8 82
.

2 4 2 9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全面启 动合并为城 乡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

3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发展 日益完善
。

我国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从 19阶年开始实施以来
,

经过试点
一

推广
一

停滞
一

创新

几个阶段的发展
,

取得了一些进步
,

但是受到制度本身和经

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

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
,

然而 2。旧年至

今
,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取得了比较大的

进步
。

表 2数据显示
: 2。旧年

,

一类地区平均参保人数为

35旧斗万人
,

二类地区为 37旧9 万人
,

三类地区为 2 3旧 3 万

人
,

参保比为 肠日 6 :01
,

2。风年一类地区平均参保人数为

17 2 2明5 万人
,

二类地 区为 19 25 65 5 万人
,

三类地 区为

8 8 2 2斗2 9万人
,

参保比为旧 5 2 旧 l
,

说明由于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全面覆盖工作启

动
,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得到极大的发展
。

。
、

农村养老服务资源 供给的 区域差异介析

l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差异
。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

一 6 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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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
,

人民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
。

但是
,

由于区域经

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与水平的差异
,

农村的

疾病医疗服务状祝极不平衡
。

虽然从纵向比较
,

各地区的

卫生资源总量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长和提高
,

但是从横向

比较
,

由于受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增长快慢程

度的影响
,

各类地区农村的医疗服务水平差距明显
。

表 3

显示
: 2。旧 年

,

一类地区平均 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为

l旧即 8 5斗张
,

二类地区为 佗旧即 张
,

三类地 区为 65 3 2斗7 1

张
,

一
、

二
、

三类地区平均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比为 陷 9 :

旧 5 :
吮 同理

,

乡村卫生和卫生员数
、

农村医疗救助支出

都是一二类地区拥有较好的养老医疗资源供给能力
,

远高

于三类地区
。

表 3 2 01 0和 2 0 1 3年各地区农于寸公共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指标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类别

2 0 1 0 2 0 1 3 2 0 1 0 2 0 1 3 2 0 1 0 2 0 1 3

地区

农村医院和卫生院

床位 (张 )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人 )

农村医疗救助支出

(万元 )

农村社会养老机构

(个 )

每千人 口社会服务

床位数 (张 )

8 32 39
.

69

4 1 6 3 1
.

5 4

1 10 82 8
.

5 4 83 80 8
.

1 8 1 2 1 3 82 4 7 1 00
.

14 65 3 2 4
.

7 1 4

39 99 6
.

0 8 39 30 4
.

36 3 93 94
.

82 1 6 900
.

7 1 1 82 5 3

2 30 84
.

02

9 7 1
.

0 7 69

5 1 80 6
.

9 5 32 60 8
.

65 6 7 9 01
.

7 2 2 5 1 4 6
.

0 9 4 9 90 2
.

2 9

1 3 1 3 9
.

4 6 1 4 63
.

4 5 5 6 2 4 7
.

2 7 3 3 9 2
.

8 5 7 1 1 7 7 2
.

2 86

2
.

9 7 5 385 2 8
.

04 1 5 4 2
.

33 7 2 7 3 2 1
.

36 7 2 7 1
.

4 4 7 1 4 3 1 4
.

6 85 7 1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2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差距缩小
。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

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
,

各地区在加

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同时也加强了其他社会服务项目的提

供
,

2。旧年与 2。旧年
,

各类地区其他社会服务水平差距明显

缩小
。

表 3数据显示
: 2。旧年

,

一类地区平均农村社会养老

机构为盯旧8个
,

二类地区为 l斗6 3垢个
,

三类地区为 3哭既

个
,

一
、

二
、

三类地区农村社会养老机构 比为 2盯 3 7别 ;

2。旧年
,

一类地区平均农村社会养老机构为曰 39垢个
,

二

类地区为 62盯 2 73 个
,

三类地区为 盯 7 2 2阶个
,

一
、

二
、

三

类地区农村社会养老机构比为刊旧 5别 ; 同理
,

2。旧年每

千人口社会服务床位数比为 旧引 6别
,

20风年为 旧日 肠

l
。

三类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相构和每千人口社会服务床位数

指标上都低于一
、

二类地区
,

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

这与

一
、

二类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紧密泪关
,

说明三类地区

的养老供给服务资源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
,

但依然与其他两

类地区有较大的差异
。

五
、

结论

综上所述
,

自 200 2年 且月
,

党的十六大将农村杜会保障

制度建设实质性地纳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体系

中
,

并提出了
“

有条件的地方
,

探索建立农村养老
、

医疗保

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的要求后
,

中央逐步加大了解决
“

三农
”

问题的力度
,

不仅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
“

五个

统筹
”

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

更是在 200 斗
一 2。佗年连续九年

以党中央
、

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以
“

三农
”

为主题的一号文

件
。

主要集中讨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构架
、

缩小与城市

养老保障水平之间的差距
、

体制上与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之间实现接轨
、

深化改革农村养老保险管理体制
、

农村养老

保险的资金筹集模式与管理体制和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

制度运行的制衡机制六个方面的问题
。

通过我们对 2。旧和

2。旧年宫方数据的分析
,

发现农村养老资源无论是在经济供

给能力
、

社会服务能力上虽然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

但是差距

明显缩小
,

尤其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
,

2。风年的统计年鉴已经将二者统一
,

但分析中我们发现

农村各地对养老的服务意识差距还比较明显
,

随着今后工作

的深入
,

如何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需要着

重考虑的问题
。

. 作者单位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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