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背景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正经历着人口迅速老龄化的过程。根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报告，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从 2000年的 10.33%增加到 2010年的 13.34%（国家统计局，

2011）。同时，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镇，目前我国农村 60-69岁的老年人仍有 2/3

从事劳动生产（庞丽华等，2003），为了获取生活资料，农村老年人不得不“无休止劳动”，

直到不能劳动为止（张川川，2011），这种延长性劳动的行为是基于农村老年人对基本养老

的需求。为了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保证农村老年人能够老有所养，2009年我国颁

布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社会养老服务，

并且在 2012年底在农村地区基本实现了新农保的全覆盖。结合实际情况，本文将探讨新农

保制度对我国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有何影响，新农保能否解决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问题。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一）研究设计

在 60岁附近领取新农保的概率会发生急剧变化。此时年龄作为驱动变量并不受农村老

年人的完全控制，那么领取新农保的状态作为处理变量，可以视作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

按照领取新农保年龄规则，即年满 60岁才可以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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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D 为处理状态变量，表示是否领取新农保，等于 1表示领取新农保，否则为 0；

iz 表示受访者 i的年龄， iD 称作驱动变量。如果上式成立，对以下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可得

新农保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60if1,10  iiiii zDuDY 其中

其中Yi代表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 iD 是年龄为 i领取新农保的比例。此方法为精确 RD

（Sharp RD）。在很多情况下，处理状态 iD 虽然为驱动变量 iz 的非连续函数，但在断点处，

即在年龄为 60岁时们是否领取新农保未必是从 0到 1的变化，例如本文农村老年人受到新

农保实施情况的影响，有可能在 60岁之前领取新农保，也有可能在 60岁之后才能领取，只

是增大了 iD 取值为 1的概率，即 iD 与 iz 存在如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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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研究背景下我们假定 )()( 01 ii zgzg  。即 60岁及以上的参保者领取养老金的

概率大于 60岁以下的参保者，按照政策规定，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假定。我们称之为模糊

RD(Fuzzy RD)。



Fuzzy RD估计可以通过 IV估计（Cook，2008），新农保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具体表示为：

60if1,)(10  iiiiii zDuzfDY 其中

为了保证 RD估计的有效性，Lee（2008）提出检验前定变量的连续性，如果前定变量

不显著，则说明 RD估计的有效性，本文中关于检验前定变量的连续性的方程与上式相似，

估计方程如下：

jizDuzfDY iiiiij  且其中 60if1,)(10 

其中，Yj表示前定变量。如果β1不显著，则连续性假设成立。本文中检测的前定特征包

括样本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

（二）经验估计结果及分析

首先，分别控制年龄（相对于 60岁）的不同阶数，依次为 1阶、2阶、3阶。系数分别

是 0.800、0.726、0.568，均在 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领取新农保前后有着显著变化。Ｆ

值分别为 4616.4、2832.7、2060.6，均远大于 10，这说明年龄大于 60这个哑变量对于领取

新农保的概率能够进行的可靠地预测，即年龄大于 60可作为本文模型中的工具变量。其次，

检验性别、婚姻状况、土地面积和耐用消费品价格四个前定变量的连续性，均不显著，这说

明前定变量在领取新农保前后没有显著跳跃，前定变量的连续性假设成立。再次，检验新农

保对农业劳动参与率和农业劳动时间投入的影响，对于农业劳动参与率，领取新农保前的系

数为-0.068，并且在 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领取新农保会使得农业劳动供给的概率下降约

7%，对于农业劳动时间投入，领取新农保前的系数为-75.797，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对于仍然在工作的农村老年人口来说，新农保对其劳动投入有显著影响，减少约 76个小时；

验证新农保对非农业劳动供给和非农业劳动时间投入的影响，对于非农参与率，领取新农保

前的系数为 0.067，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领取新农保会使得农业劳动供给的概率上升

约 6.8%，对于仍然在工作的农村老年人口，新农保对其非劳动投入有显著影响，增加约 59

个小时。最后，从性别差异角度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在农业劳动方面，

女性的农业劳动参与率为减少了 9.3%，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减少约 255个小时，均在 1%的水

平下显著，相比较而言，男性在农业劳动参与率和农业劳动时间供给均小于女性，农业劳动

参与率减少了 6%，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减少约 147个小时；同样在非农业劳动方面，女性的

非农劳动参与率为增加了 12.9%，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增加约 174个小时，均在 1%的水平下

显著，相比较而言，男性在非农劳动参与率和农业劳动时间供给均小于女性，农业劳动参与

率减少了 8%，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减少约 48个小时，由此可以看出，女性对于新农保的敏

感度要高于男性。

三、主要结论

一方面，新农保显著减少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供给，即新农保制度显著降低了农村



老年人的农业劳动参与度与农业劳动时间。这也反映出新农保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一定程度

的福利保障，减少了其农业劳动的供给，并且参与新农保的农村老年人在生活水平保持不变

或者有轻度影响的情况，不会选择参与农业劳动；另一方面，新农保制度显著增加了非农劳

动参与度和非农劳动时间。也就是说新农保的实施，正逐步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进

一步放松了预算约束，使得农村老年人进行人力资本的投入，更多地从事非农劳动供给，因

此可以得出：虽然目前的新农保制度并不能彻底解决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问题，仍需进一

步完善，但是对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起到了缓解作用。最后，根据农村老年人的性别差

异来分析新农保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女性在新农保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上要大于男性，女性

在人力资本的投入要大于男性，反映出女性在今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改变了

以往形成的“女性只从事家庭劳动”的刻板印象。

四、汇报点评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新农保制度对农村老年人参与劳动情况的影响，运用断点回归的

计量方法，通过研究发现新农保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非农参与度以及非农劳动供给时间。除

此之外，还发现了女性对新农保制度的敏感性大于男性。同时，文章也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

1. 文章选题的现实意义不足；2.理论分析以及结论部分过于简单；3.在文章中的数据来源

和描述性统计应做到进一步解释；4.文中以农业和非农进行分析，应该在题目中凸显结构性；

5.文章仅考虑了实施新农保后，新农保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可以加入新农保实施前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