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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壁 村社会 老保 押 款 目是中国 村地区的一 政策 革图 农 养 险质 贷 项 农 项 变 。根据 政策这项 ， 民可以从他 的社保基农 们
金 蓄 款储 账户贷 ，用于 活及其他 展所需的购买农 发 资产。目前中国 村社保 目的 展普遍不景气农 项 发 ，相比之下，呼
壁 目在 大 村社保基金和 持社保 目参与者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图 项 扩 农 维 项 。本研究着重分析 一 款 目的行政这 贷 项

管理数据，旨在 款 目作深度剖析对贷 项 ，并 一 了解在制度性激励措施的鼓励下步进 ， 困人口 累的可行性有贫 资产积
多少。研究 果 示结 显 ，在适当的激励措施下， 的 民可以累贫穷 农 积资产。呼 壁 目 中国其它 村地区和其它图 项 为 农 发
展中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关键词： 累资产积 、社会 老养 、中国 村农 、小 信额 贷、 蓄储 、制度激励 
 
（ *注： 此 研究 告由美国 盛 大学社会 展中心项 报 华 顿 发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合作 行进(CSD) (CASS) ，是呼 壁 社会图 县 老养 保 改革多 方险 种
法 目的第一部分调查项 。我们向 的CASS 杨团 
和张时飞表示衷心的感谢。 的 莉女士推 了此 研究工作邹 动 项 。研究小组CSD 的全体成员尤其感谢呼 壁社会 老保 公室的郭新才图 养 险办 主
任及其同事，我 他们对 们的 情热 招待、坦 交往诚 以及在搜集数据方面的无私帮助表示 的 意诚挚 谢 。最后，李维斯特 斯劳· （ Levi-Strauss）  
基金会的 助使本研究得以 展资 开 。作者在此也向Sharon Tan女士 和Daniel Lee先生 一并致谢。）  
 
 

社会政策能 国内政策的 展提供美好的 展前景资产 为 发 发 ，受到全世界的日益 注关 。作 增收 目的为对传统 项
充补 ， 社会政策有助于推 家庭 蓄和 累资产 动 储 资产 积。在美国， 了推为 老年社会福利保障动 ，雇主出 的 老方案资 养  

（ 例如 和 ） 和个人 老养 账户（ ） 已 付 施经 诸实 。个人 展 制度发 账户 （401k 403b IRA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ccount, 
IDA） 已 在全美经 多个州推行，旨在鼓励低收入家庭 累积 资产 。英国在 年 始 施全国儿童信托基开 实40 [17] 2005
金——一个 儿童 蓄和投 的为 储 资开设 账户 ； 在新加坡，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 蓄 划储 计[7] ——中央公 金制度积 —
—
在 去几代人中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过 。另外， 累的示范 目已 延伸到了如澳大利资产积 项 经 亚、加拿大、秘鲁[17]
和 干达等其乌 它国家。  
 尽管 些 目的目 相近这 项 标 ——
鼓励 蓄和 累储 资产积 ，但是参与者的 机和 目运作的机制动 项 、 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可能各不相同结 。例如，美
国个人 展 的参与者按照发 账户 ： 的平均配比率，一年大 可以 存约 储 美元用于 第一 房子购买 栋 、教育或小生2 1 700
意 。英国儿童信托基金 目 定项 规 ，凡是 年 月 日或在此之后出生的儿童都可以从政府得到 英 的凭镑[10] 2002 9 1 250
单，  
用于开设账户； 低收入家庭 可以 外多得还 额 英 的 助镑 资 。除了配比的存款和政府的 子基金种 ，机制性的鼓25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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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措施 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几个方面还 ： 直接存款、免税收入和可 的 蓄目实现 储 标。正如 弗莉和 若登指出贝 谢 ，获
取途径、信息、鼓励、推动、期望、限制和安全保 等体制性因素会 上述政策的成功 展起到 极的影响作用证 对 开 积 。
美国个人 展 目的成功 印 了 一 点发 账户项 经验 证 这 观 。[11]  
         
了把低收入人群尽可能多地 入 累之列为 纳 资产积 ，鼓励措施非常重要，因 人更 向于 先 足当前所需为穷 倾 优 满 ，并且

多以短期眼光看待事情， 蓄 他 的生活 量影响不大储 对 们 质 。把 人口 入 集聚是 展 相 政策面 的主贫穷 纳 资产 发 资产 关 临
要挑战。此 研究 告着重探索呼 壁社会 老 押 款 目的制度性 构是怎 在中国西北当地政项 报 图 养 质 贷 项 结 样 策的基 上主础
建立起来的动 ，以及 一 目如何成功地推 了当地的 累这 项 动 资产积 。  

 呼 壁 位于中国西北部新疆 吾 自治区首府 木 以西尔图 县 维 乌鲁 齐 公里，地 偏僻处 。 共有该县 个少数民70 24
族， 人口总 人，207,200  
其中 人居住在 村地区农 。 多数家庭从事 耕 和牲畜该县 农业 种 饲养。 年， 牧民人均 收入该县农 纯31,000 2004 5510
元（ 合约 美元） ，大大低于全国城 人口镇 元的人均 收入和省纯 级 元的城 居民人均 收入镇 纯 。689 9422 7503 [8]  
 款 目建立在个人 蓄 之上贷 项 储 账户 ，是呼 壁 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图 农 。 款 目允 民以他 的贷 项 许农 们 社
会保 作抵押险证 ， 款 家畜和 耕工具贷 购买 农 。与 一的 老保 目相比单 养 险项 ， 款 目在鼓励 民 生 型 投贷 项 农 为 产 资产 资
（ 如 具农 、 耕装 和家畜农 备 ） 方面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本研究 告通 行政管理数据的分析报 过对 ，探 款讨贷 项[12]
目机制的 展发 ，及其 展 呼 壁 村社会 老保 和 民 来的的影响发 对 图 农 养 险 农 带 。  
                                          

               相 背景关  
中国 村社会保农 险 
 
       
像 多中国其它地区的 民一许 农 样，呼 壁 的 民到图 县 农 年才有了 他 而 的社会 老为 们 设 养1992 保 目险项 。不同[2][5]
于在大多数福利国家所 行的 收 付社会保障制度实 现 现 ，中国 村社保 目是一 累 目农 项 种资产积 项 ，主要通 个人定期过
存款到个人社保 来账户 实现。中国社会保 目始于险项 年，年届 至岁 的参与者可以投入他 个人税后岁 们1992 20 60
收入的一部分到个人 老养 账户。投保人自愿参与此 目项 ，并且可以随 退保时 。社会 老保 基金主要通 个人出养 险 过 资
的方式融资，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集体出 会作 助方式资 为辅 。集体供款方主要是村政府和村 企办 业。 于集体出关 资
方是谁，配 比例是多少等给 问题，取决于当地 状况经济 。投 于社保基金的集体性 体资 实 （ 例如，村政府和村 企办 业
） 可以得到 
税 减免务 。此 政策由当地 村 老 公室具体操作项 县级农 养 办 。 村社保基金不能被直接用于如房地 和股市的投农 产 资 
[5]。通常情况下， 村社保基金只能存在 行 中农 银 账户 ，只有在参保人年满 或者遇到如自然灾害等 急情况下岁 紧60
，才允 从他 的 里支取 金许 们 账户 资 。  
 由此可见， 村社保 目的目的在于 老年人提供 保障农 项 为 经济 。然而， 政策从 世之初就 有某些弊端这项 问 带
。首先，个人投 的 金数 太少而不能确保年老 的 安全资 资 额 时 经济 。个人投 度 定 人 月每 每资额 设 为 2-
20元人民币， 是一个极低的 准这 标 。以此 准为标 ， 民很农 难筹[5] 集起哪怕最少的金融 源以 足日后生活所需资 满 。
个例子举 ，某人（ 岁） 从 年起， 月投入最大限 的每 额 元人民 到其 老币 养 账户，到 年年初，他 月每50 1994 20 2004

能得到 元的 老金养 （ 加上 行定期存款利率银 ） 。一年下来，其社保收入为 元，勉 达到强 年的 村 困农 贫50 600 2004
线（ 元） 。可见， 村社会保 的回 在非常低农 险 报实 。尽管 政府可以根据当地 条件 整个人投入县级 经济 调 养627 [9]
老保 的金险账户 额，但是 目 定的个人出 方案 然不能 村民 来足 的保障项 设 资 显 为 带 够 。   
 其次，鼓励 累的 构性机制的效果似乎并不明资产积 结 显。集体出 配比 蓄是资 储 这项政策的主要激励性措施
。但 情况是实际 ，除了 南沿海比 富裕的 村地区外东 较 农 ，大多数参与者都没有从集体 体得到配比基金实 [16][19]
。 言之换 ，所 的配比集体出 策略 于呼 壁 村社会 老保 的参与性并没有明 的影响谓 资 对 图 县农 养 险 显 。  
 再次， 村社会保 基金是一 受限制农 险 种 束的投约 资，它不能被用于任何形式的直接投资。 有的几仅 种预/
防 的合法做法是贬值 ：  
（ ） 作 蓄为储 ，把 存入 行钱 银 ； （ ） 低 的 或者中央政府 行的股票购买 风险 债权 发 。 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1 2 1996
的快速增长， 蓄利率持 下降储 续 ，同 通 膨 率不断上升时 货 胀 ， 使得 村 老保 金冒着这 农 养 险 很大的贬值风险 。在[9]
很多地方， 保基金所 生的利息 不足以支付 目的管理农 产 还 项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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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保 目的机制性激励效果非常微弱农 项 ， 影响了 民 他 的老年保障 蓄的 极性这 农 为 们 储 积 。最终， 民 村农 对农 养
老保 的承担取决于他险 （ 她） 前景的 注和平衡当前消 与 日后 蓄的意愿对经济 关 费 为 储 。令人 憾的是遗 ，在 村 老农 养
保 不 的 展 程中险 长 发 进 ，因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为 ，已 致了参与人数的急 下降经导 剧 ，参保人数从 年的1998 800
0万人下降为 年的 万人 。由于受 多管理因素的困诸 扰， 年，大多数 村农2003 5400 [13][9] 1999 地区，包括呼 壁图
县，都已 停止招募新的参保人经 。  
 
呼 壁 村社会保 目图 农 险项  
 
  
1998年，呼 壁当地的 村社会保 公室 始 施 村 老保 目图 农 险办 开 实 农 养 险项 ，他 最初的目 是弥 上述 保政策的们 标 补 农
制度性弊端。在与 行合作的 程中银 过 ， 保 允 参与者使用他 自己或他人的保 作 合法抵押物而取得 款农 办 许 们 险证 为 贷
，用于 与 生 有 的如牲口购买 农业 产 关 、 籽和 工具等生 型种 农业 产 资产。 款 度最高可达个人社保 蓄金 的贷 额 账户储 额
50% 
[6]。从另一方面来说， 款 目的改革 大了 村社保基金的投贷 项 扩 农 资选择， 了参与者通 押调动 过质 贷款 益的 极获 积
性。与此同时， 目该项 催生了相 的机制性激励还 应 ——
可以通 抵押 款过 贷 ，从而推动 民农 增加新的目标： 投资农业资产以及如子女教育和建造住房等方面的投资。 目该项
的 起人郭新才先生形象地形容 个 目把发 这 项 死钱 成了变 活钱 。“ ” “ ”  
 常 的 款方式是以土地和房 做抵押的五 保规 贷 产 户联 ，与其相比，呼 壁 目的 新在于 民 取小图 项 创 为农 获 额贷
款提供了独特的制度保障 。在中国的大部分 村地区农 ，由于缺乏完善的金融服务， 民 小 信 的需求很农 对 额 贷[21]
得到 足难 满 。  

 而言之总 ，建立在 有 村社会保 目基 上的 款 目独 了一个双重激励和双重 累的模式现 农 险项 础 贷 项 创 资产积 （
见图 ） ： 社保存1 和配比出 是 民参加 老累 的首要激励因素储 资 农 养 积资产 ； 同时， 款能使 民 得 金贷 农 筹 资 ， 足满 农

展及其它需要业发 ，从而 一 引 更多步进 发 、更深 次的 累层 资产积 ， 是鼓励 牧民参与 目的另一 因这 农 该项 诱 。  
 此 告通 款 目的描述性 的研究项调查报 过对贷 项 统计 ， 呼 壁 村社会保 款 目的行政管理数据 行对 图 农 险贷 项 进
了 密分析缜 ，随后重点探 政策革新的成功之讨该项 处。  
                                                 
                                                            数据 
 
 盛 大学社会 展中心于华 顿 发 年夏季搜集了呼 壁 村社保 押 款 目的行政管理数据图 农 质 贷 项 。数据提供2006
了自 年以来，有 此 目的 尽信息关 项 详 ， 包括借 者的人数统计 贷 、借贷总额、利率以及 期和 款预 实际贷 。1998  
         
数据包括 年至 年的 个案例。在 个 目中这 项 ， 押 款指 目参与者以他 的社保 蓄金保 作质 贷 项 们 储 险证1998 2006 1286
抵押取得 款贷 。 笔 款不能超 保 金 的每 贷 过 险证资 总额 （ 一比率在这 年已 高到经调 ） 。借 者也可贷50% 2005 70%
以用 友的或者 居的保 作抵押取得 款亲 邻 险证 贷 。在整理数据的 程中过 ，我 排除了们 个 押 款案例质 贷 ，因 些为这23
案例的借 者是 位或公司贷 单 ，而不是个人。因此，此 分析 告的最 本数是项 报 终样 人。1263  
                                                  
                                                    目 数据项 统计  
人口 特征统计  
         大多数借 者 男性贷 为 （ ） 女性只占 表见n=1080, 85.62% ; 14.4%(n=181) (  
1)。 一点大概可以用大多数中这 国家庭都是男性居主 地位的事 得以解导 实 释。另外，参与者的 族分布也很不均衡种
。超过 的借 者 族贷 为汉 ，另外三个主要少数民族，回族（ ） 、 吾 族尔维 （ ） 和哈 克族萨 （90% 3.6% 1.8% 2.2%
） ，他 的借 者占所有参与者不到们 贷 的比率。少数民族的参与率与全 少数民族在 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县 总 （8% 22.4
%） 并不协调 。借 者来自四个贷 乡镇： 大丰镇、[18] 元湖村镇、五工台 和二十里店镇 镇。  
                                              
                                              （ 在此插入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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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 者 年 的分布贷 现时 龄 （ 参考 年的数据） 情况如下：2006 4.6% (n=57) 
的参与者年 介于龄 至 之岁 间；20 29  
29.7%（ ） 的参与者年 介于龄 至 之岁 间； 在 答者应 （ 受 者访 ） 中， 至 年 段所占的比例最高岁 龄n=367 30 39 40 49
（ ）n=451, 36.5% ; 
年 在龄 或者以上的借 者占不到岁 贷 ％。 一年 分布与借 者 款 年 的分布略有不同这 龄 贷 贷 时实际 龄 。其中有两位60 10
借 者在 款 未贷 贷 时 满 岁。 的借 者贷 （ ） 在年介 至 岁20 12% n=148 20 29 申 款时 请贷 ， 一年 段的比率比 年这 龄 现时
分布的比率高得多龄 。  

  
款信息贷  

       
款金贷 额。平均 款金贷 额为 元（ 元） ，中 是值 元（ 表见 ） 。呼 壁 村家庭图 县农 年的6072 SD=5993 4500 2 2004

人均 收入是纯 元人民币，有了 押 款 目质 贷 项 ，借 者可以得到与他 年均 收入相当的一笔 款贷 们 纯 贷 。5510  
 
                                                  [在此插入表2] 
 
        
利率。保 押 款 目的 款利率与 行 款利率相同险证质 贷 项 贷 银 贷 。 至 年， 押质1998 2006 款利率从贷 至0.53% 0.81%
不等。约 的 款的利率贷 为 。利息金 从额 元至 元不等。46% 0.70% 9 5974  
         
利率金 和 款金 的比率暗示了借 者的成本收益分析额 贷 额 贷 。 算经计 ， 一比率的平均这 值为 （ ）0.116 SD=0.088
， 中值为 ， 一数字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借 者需支付所 金 的这 贷 贷 额 作 利息为 。 0.093  10%  
          
清理 算结 。 款周期实际贷 （ 天） 比平均 款周期预计贷 （ 天） 要短（ ） ； 接受 款和 所有贷 归还 贷484 639 SD=459
款所用的 要按天数的多少加算利息时间 。 言之换 ， 大多数 款都提前绝 贷 归还了。截止到 年 月 日， 笔2006 7 31 972
押 款质 贷 （ ） 都按期 了归还 。如果排除 年 押 款的 例质 贷 实 （ 个案） ， 率更高归还 （ ） 。在已经还77% 2006 96%

款的 例实 （ 个案） 中，接近 的参与者提早 款还 ； 另有 名借 者延期贷 归还，他 此支付支付了更高的利们为71% 279
息（ 作为惩罚） 。  
        
社会保险证。 笔 款平均使用了每 贷 个社保 作 押物证 为质 ， 意味着大多数的借 者并不 使用他 自己的这 贷 仅仅 们5.47
社保 取 款证获 贷 。 数据 示统计 显 ，社保 的数量与借 的数量有着非常 密地证 贷 紧 关联（ r=0.71, 
p<0.001） ，或 一 并不 得惊许这 结论 值 讶。当用 款数 除以社保 数量后贷 额 证 ，我 得到更多的信息们 。这时，新变
量的平均值为 元（ 元） ，中位数为 元我 因此得知一个借 者用一个社保 平均能得到多少们 贷 证1281 SD=1081 1077
款贷 。  

 
                             双重激励和双重 累资产积 ： 近距离审视 
 
          
行政管理数据加上其它的相 料关资 ，使我 得以 双重激励和双重 累的政策 构及其成功 作近距离的们 对 资产积 结 经验 审
视。我 将分析 村社会保 基金的 起与 展们 农 险 缘 发 、参与者的数量、个人 的 蓄情况账户 储 、有助于推 生 力和进 产 资产
累的 款活积 贷 以及动 从 款 目 展以来所 出 款的数量贷 项 开 发 贷 。   

 
社会保 基金险 不断增加 
 
        
在 去的过 年中，当全国的 村社保 目停滞不前甚至有些倒退的 候农 项 时 ，呼 壁的 村社保 目却以 年每图 农 项 的比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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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断增长，基金 从总额 年年初的 万人民币（ 合约 万美元） 增 到长 年的 万人民币（ 约1998 1200 150 2005 2400
合 万美元） ， 超出 行利率的银300 “ 2.25%” 
[1]。截止到 年，基金已 通 收益配比的方式经 过 ，使 金 呈双倍增 的资 总额 长 态势2005  
[1]。如表 所示，在借 目中止的贷项 年间（3 3 1999-
2001） ， 保基金的增 率农 长 比其它年份要低。 言之换 ，借 目成功 了利息的增加贷项 实现 ， 里这 利息的增加是指“ ”
保基金数 的增 和 期 定性的投入农 额 长 对长 稳 ； 前者是通 避免通 膨 而 的过 货 胀 实现 。  

 
                                            （ 在此插入表 ）3  
参与（ 保） 者人数得以保持 
 
           
如上文所述， 年至 年期间，中国全国 村社会 老保 的参保人数从农 养 险 万 减至锐 万 。1998 2003 8000 5400 [4][14]
1997年，在呼 壁 始 施 押 款 目的一年前图 县开 实 质 贷 项 ， 村 老保 目参保人的 数下该县农 养 险项 总 降了近 ，15%  
从 多人下降到 人。然而，在此之后的 年 里时间 ，参保人的数量始 定地保持在终稳 人左右。 或这10000 8600 8 8600
可以 明 押 款 目能有效地 定参保人数许 证 质 贷 项 稳 。  

 
个人社保 蓄金 增加账户储 额  
 
           
尽管行政管理数据不能提供直接的相 料关资 ，但是个人社保 蓄金 的增加可以通 与之相 的 款信息得到账户储 额 过 关 贷
反映。从本 上来质 说，一个借 者可得到的 款 金的 取决于被 押的社保 本的数量和 个 本上的 蓄每贷 贷 资 总额 质 账 账 储 实
有金额。 而言之换 ，逐年 款数 和被 押 本数量之 的比率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个人 的贷 额 质 证 间 账户 储蓄估算。数据
（ 见图 ） 示了 个比率的年度增加显 这 值。比如， 年的比率是 元，2 1998 623  
2002年增 到长 元， 年 元， 年增 到长 元974 2003 1530 2004 1561 ——
由此 示显 ，个人 中的平均 蓄数 年来持 增账户 储 额历 续 长。按此方法，我 得出如下们 结论： 年的一个典型账户2004
的 蓄数 是储 额 年的 倍。1998 2.5  

                                 
                                             （ 在此插入图 ）2  

民 物农 实 资产得以增长 
 
          
民的 款主要用于 与 牧 相 的 物农 贷 购买 农 业 关 实 资产（ ） 。大多数 民农 （ ） 款 家畜贷 购买 （ 奶牛和绵97.7% 56.8%

羊） ，其它的投 包括 子资 购买种 （ ） 、 耕 力农 电 设备（ ） 、小型生意（ ） 和运 工具输 （ ）38.4% 1% 0.9% 0.6% [
21]。当 款被用于 或畜牧 生贷 农业 业 产时，家庭 有望得到增加资产 。例如，如果一个 民 款农 贷 元用于 两购买16000
奶牛头 ， 月将有每预计 元甚至更多的收入。1000  

因 押 款主要投 用于 牧为质 贷 资 农 业，所以数据 示 年 款的起始日期和 日期有很 的季 性每 强显 贷 归还 节 。大体说
来， 款的起始日期集中在播 的季贷 种 节（ 三月、四月、五月） ，而 的日期集中在收 的季还贷 获 节（ 九月、十月、十
一月） （ 见图 和图 ） 。3 4  

                                
                                         （ 在此插入图 和 ）3 4  

款个案数目贷 的增长  
 
          
如表 所示， 押 款的数量 年各不相同每质 贷 。在 年批准了超过 的 押 款申质 贷4 2002 50% 请（ ） ，在 年n=656 2006
只有则 的申 被批准请 。因 程序有争为对 议，当地政府部 于门 、 和 年 置了 押 款 目搁 质 贷 项 ，因20% 1999 2000 2001

此，本研究 告未能得到 三年的相 数据报 这 关 。在 和 年， 押 款数目少于质 贷 个。程序上和政策上的问1998 20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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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之后题 ， 年的 押 款 目无 是在 款 数质 贷 项 论 贷 总 ， 款利息 是社会保 本 放的数量方面都有明 的贷 还 险证 发 显2002
增长，超 了所有其它年份过 （ 表见 ） 。5  

 
                                 （ 在此插入表 和 ）4 5  
  
                                                         讨论 
 

        
由呼 壁 政府 村社会 老保 押 款所作的 践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极大 注图 县 对农 养 险质 贷 实 关 。 年， 由中国经 劳动2005
和社会保障部（ 局） 可许 ，呼 壁 重新 始招募参保人图 县 开 ， 推行 村社会 老保 目继续 农 养 险项 。与此同时，它也 其为
它 落后 村地区社会 老保 目的 展提供了效仿的 板经济较 农 养 险项 发 样 。通 呼 壁模式的 慎反思过对 图 审 ，我 出们总结 该
目的适用性和局限性项 ，列 如下举 。  

 
政策的适用性 
 
        
落后 村地区的小 信 划农 额 贷计 。在 多许 展中国家发 ，由于缺乏健全的金融服务，小 信 限制了 民通 款 解额 贷 农 过贷 缓
困的渠道贫 。呼 壁 村社保 目表明图 农 项 ， 民来对农 说， 得 款途径获 贷 、 押社保质 证、借贷、使用生 型投 的 本产 资 资

以及 款都是他 改善生活和 累 的可行性方案归还贷 们 积 资产 。 使 民 得使用其他金融服 的机会这 农 获 务 。  
      
困人口贫 与理财技能。 据表明证 ，理 技能与 累之 有正向 系财 资产积 间 关 。 大多数 村人口而言对 农 ， 村地区农[20]

有限的金融机会或 已 在一定程度上 人 展理 技能形成了 以克服的制度性障碍许 经 对穷 发 财 难 。尽管 款 目并不是贷 项
和正式理 教育专门 财 ，但是它仍然能 通 款够 过贷 实践来提高理 技能财 ，并帮助他 更好地理解金融制度们 。  

        
投 来的风险 资带 收益资产 。 然投 本身 有冒 性虽 资 带 险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 生 型 物 的投 可以 来更对 产 实 资产 资 带

大的 效益经济 。通 一借 目过这 贷项 ， 民可以 款农 贷 ，用以投 牧 生资农 业 产。 蓄和借 同 行储 贷 时进 ， 投这为风险 资
提供了基础， 民 来更大的 收益为农 带 经济 。  
         
社会 系关 网络。 款 目 接反映了社会 系网 的重要性贷 项 间 关 络 ，因 民可以使用家庭成 或者 朋的社会保为农 员 亲 险证
作抵押 取 款获 贷 。社会 系网 一方面拓 了个人 得金融服 的渠道关 络 宽 获 务 ，另一方面也 个人 来 力为 带 压 ，因为必须
正确使用 款和及贷 时还贷，并且保 可以取回用作抵押的社保证 账户。但 憾的是遗 ， 有的数据缺乏能 明信用现 够说
展发 、自我理 教育和社会 系网 角色的相 信息财 关 络 关 。  

 
局限性 
 

尽管呼 壁 村社会 老保 押 款 目有 著的成效图 农 养 险质 贷 项 显 ，然而我 也 当看到它的局限性们 应 。  
潜在风险。当前 款 目的高 率贷 项 偿还 （ ％） 有以下几个原因。（ ） 款的用途被 格限定贷 严 。多数情况下96 1

，它必 被用于生 型的 物投须 产 实 资。（ ） 款能力主要基于个人的社会 系网贷 关 络， 借 者形成了 款 力这对 贷 偿 压 。2
（ ） 民非常清楚不及 的后果农 时还贷3 ——
将失去 年 取得社会保 金的机晚 时 险 会。尽管 于当地行政部 来对 门 说， 款 目是一个低 的政策贷 项 风险 ，但是 于个人对
来说， 款可能意味着高贷 风险。正如参保人所 心的关 ，如果 款没有及贷 时归还，他 将失去 取社会保 金的机会们 领 险
。在 一点上这 ， 款 目的一些作法与社会保障本身相冲突贷 项 。当然，如果 款 目能 民 来更多的 富贷 项 给农 带 财 ，那就
意味着老年生活得到保障。  

以 款作 激励贷 为 。在呼 壁 目中图 项 ， 款确 已 成 了鼓励 民参与 村社保 目和 累家庭 的有效贷 实 经 为 农 农 项 积 资产
激励措施。但 得注意的是值 ，所有 些活 都在金融体制并不完善的 村地区 行这 动 农 进 ，在 些地区这 ，多数 民能 使农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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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金融服 的机会很少务 。若金融系 得以完善统 ，那么， 款 目做 累激励措施的功能可能会在某 程度上贷 项 为资产积 种
被弱化。  

公平问题。在某些国家的 累 目中资产积 项 ，例如美国的个人 展 制度和英国的儿童信托基金 目发 账户 项 ，低收
入家庭可以得到政府 子基金和配比基金种 。与之相比，呼 壁 款 目缺乏 公平性的考图 贷 项 对 虑，因 个人的 款能力为 贷
取决于其 蓄金 或社会 系网储 额 关 络。 言之换 ，那些极度 困或者没有社会网 的人只 以从 款 目受益贫 络 难 贷 项 。  

                                   
                                                          结论 
 
然显 ，呼 壁社会 老保 押 款 目通 建立政策性的激励机制图 养 险质 贷 项 过 ，成功地鼓励了中国 村地区的农 资产积

累。与当地情况相适 的激励措施能很好地服 当地 民应 务 农 。当 构性激励措施被恰当地 和不折不扣地 行结 设计 执 时，
它能鼓励 民 累农 积 资产。在呼 壁的 村大背景下图 农 ，当地政府 力有限财 ，配比基金并不可行； 税收 惠也并不可行优
，因 与 存的税收制度不配套为 现 。但是，取得小 款的渠道和基本的金融服 符合 民的金融需求额贷 务 农 。与呼 壁相图
似，大多数 展中国家 民的金融服 都很有限发 针对农 务 。呼 壁 押图 质 款 目表明贷 项 ： 提供合宜的金融服 能使务 资产积
累成 可能为 。 或 可以 中国其它 村地区和其它 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这 许 为 农 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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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1:  借 者的人口状况贷  
量变  出 率现频  百分比(%) 

性别  (n=1,261) 
    男 
    女 

 
1080 
181 

 
85.7 
14.3 

民族  (n=1,263) 
    汉 
    回 
    吾尔维  
    哈 克萨  
    其它  

 
1162 

45 
23 
28 
5 

 
92.0 
3.6 
1.8 
2.2 
0.4 

 2006年 的年 分布时 龄   (n=1,237) 
    20-29 
    30-39 
    40-49 
    50-59 
    >59 

 
57 

367 
451 
275 
87 

 
4.6 

29.7 
36.5 
22.2 
7.0 

借款 的年时 龄 (n=1,237) 
    <20 
    20-29 
    30-39 
    40-49 
    50-59 
    >59 

 
2 

148 
389 
439 
213 
46 

 
0.2 

12.0 
31.5 
35.5 
17.2 
3.7 

所属 区镇  
    大丰 
    元湖村 
    五工台 
    二十里店 

 
341 
145 
359 
425 

 
27.0 
11.5 
27.6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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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款信息贷  
量变  本数样  平均数 (SD) 中位数 出 率现频  % 
款数贷 额 (¥)   1,263 6,072.34 (5992.61) 4,500   

逐年 款数贷 额 (¥)   
   1998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1,262  
7,870.83 
5,561.13 
7,772.83 
5,890.59 
6,895.65 
6,187.60 

 
(7,790.88) 
(4,919.70) 

(1,1248.95) 
(3,968.92) 
(7,962.17) 
(4,564.99) 

 
5,000 
4,000 
4,150 
5,000 
4,000 
4,550 

  

利率 (%) 1,263 0.71403 (.46870) 0.6975   
款周期预计贷 日 ( )   1,263 639 (459) 243   
款周期实际贷 日 ( )   955 484 (326) 326   

款 情况贷 归还    
  已归还 
  未归还 
2006年 本的 情况样 还贷   
  已归还 
  未归还 
所有年份 本的 情况样 还贷 *  
  已归还 
  未归还 

1,263  
 

   
972 
291 

 
4 

254 
 

968 
37 

 
76.96 
23.04 

 
1.55 

98.45 
 

96.32 
3.68 

何 款时归还贷 ?        
  按期 
  提前归还 
  延迟归还 

956     
13 

664 
279 

 
1.36 

69.46 
29.18 

利息数额 (¥) 959 698.86 (842.82) 406.22   
利息 款数贷 额/  比率     952 0.116 (0.088) 0.093   
利息 款数贷 额/   比率（ 根据 情况归还 ）               
  按时 
  提前归还 
  延迟归还 

954  
0.045 
0.129 
0.113 

 
(0.005) 
(0.115) 
(0.169) 

 
0.046 
0.126 
0.054 

  

笔 款所用社会保 本的数量每 贷 险证  1,194 5.43 (4.70) 4.00   
笔 款 个社会保 本上的数每 每贷 险证 额  1,194 1,218.51 (1,081.32) 1,077.50   
  * 不含2006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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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呼 壁逐年 村社会 老保 金图 农 养 险   
年份* 总额  

(千 人民币 / ) 
年度利息 

(千 人民币 / ) 
增 率长   
(%)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16,757.9 
16,959.6 
17,708.6 
18,473.2 
19,748.6 
20,729.7 
22,022.8 
23,629.0 

1,673.0 
1,106.1 
1,038.9 

898.6 
1,412.4 
1,168.4 
1,463.2 
1,639.4 

9.98 
6.52 
5.87 
4.86 
7.15 
5.64 
6.64 
7.40 

                              * 截止到 年年末每 . 
                    ** 在这 年里， 款 停 放贷 暂 发3 . 

 
 

表 4: 逐年 款情况贷  (N=1,263) 
年份 出 率现频  百分比 (%) 
1998 24 1.90 
1999 1 .08 
2002 656 51.94 
2003 92 7.28 
2004 85 6.73 
2005 147 11.64 
2006 258 20.43 

 
 
 

表 5: 逐年 款贷 情况 
年份 款贷 总额(人民币) 利息总额 (人民币) 增 率长 (%) 社会保障本使用数量 
1998 142,100 22,724.4 16 102 
2002 3,468,100 542,284.6 15.6 3,691 
2003 715,100 47,399.1 6.6 258 
2004 500,700 25,596.2 5.1 378 
2005 1,027,160 45,977.4 4.5 743 
2006 1,596,400 N/A N/A 1,306 
Total* 5,853,160 683,981.70 11.7 5,172 
* 2006年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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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双重激励和双重 累资产积  

 

 

 

 

 

 
  
 
 
 
 
 
                     图 2: 个社会保 本的逐年平均 款数每 险证 贷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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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会 老保农 养 险：  
蓄与借储 贷 

老 蓄养 储  
主要激励因素: 
• 安全的 蓄储  
• 配比 金的投入资  

次要激励因素: 
款用于生 或其它 展需要贷 产 发  

通 投 累过 资积 资产 



 
 
 

 
 

C E N T E R  F O R  S O C I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W A S H I N G T O N  U N I V E R S I T Y  I N  S T .  L O U I S  

 

12

       图3: 逐年 款起始日期贷                               图4: 逐年 款 日期贷 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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