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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京津冀一体化下河北省农村社会

保障财政支出问题的探讨
*

厦门大学 宋卓展

河北大学 孙颖鹿 杨秀玲

摘 要: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起到重要作用。河北省在

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不断重视农村社会保障问题，近几年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

投入逐年增加，但在具体运行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本文通过对河北省农村

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当前河北省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中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京津冀一体化下解决河北省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出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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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背景下，河北省努力抓住

机遇，从经济社会各方面提升本省综合实力。农

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一环，其良性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地区人民的生

活水平，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而社

会保障财政支持则成为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的重要保障，科学合理安排财政支出则成为本文

研究的重点。

一、河 北 省 农 村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发 展

现状

( 一) 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015 年，河北省 168 个县( 市、区) 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超过 5000 元。其中有

98 个县( 市、区) 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10 000 元以上，比 2014 年增加了 22 个; 38 个

县( 市、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3 000

元以上，比 2014 年增加 23 个; 从增长速度来看，

137 个县( 市、区) 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具体由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看出，2011 ～ 2015 年河北省农民人

均纯收入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均呈增长态势，人

均纯收入由 2011 年的 7119. 7 元增加到 2015 年

的 11 051 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 2011 年的

4711. 2 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9023 元。恩格尔系

* 本文系 2016 年度河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项目“京津冀一体化下河北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

( JＲS － 2016 － 2031) 成果、河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 ZD201440) 和河北省人才培养资助项目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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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 ～ 2015 年河北省农民人均收支情况与恩格尔系数统计

数据来源:《2011 ～ 2015 年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虽然在 2012 年有所增加，但随后下降趋势明

显，已从 2012 年的 0. 34 下降至 2015 年的 0. 28。

这表明，河北省农村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

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与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说

明农民消费更趋多元化。

( 二) 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效果不稳定。

相比其他省份，河北省农村社会保障还处于

较低水平，虽然财政给予了大力支持，但受到各

种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保障改革效果进展不

大，以乡镇卫生院的建设程度和农民工参加工伤

保险情况为例，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知，河北省乡镇卫生院的数量在

2015 年有了较为明显的下降，且 2011 ～ 2015 年乡

镇卫生院占全省卫生院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对于

农村居民来说，乡镇卫生院是其看病就医的主要

诊疗机构，如果其数量达不到一定标准，则不利于

方便农村居民看病就医。这反映出对于河北省农

村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科学性有待提升。

由图 3 可知，河北省农村社会保障支持政策

效果不稳定。2011 ～ 2014 年社会参加工伤保险

的农民工数量在不断上升，并 在 2014 年 达 到

222. 7 万人的高峰，在 2015 年有所下降，而参加

工伤保险农民占参加工伤保险总人数的比重在

2011 ～ 2014 年增长较为明显，而在 2015 年却由

图 2 2011 ～ 2015 年河北省乡镇卫生院数量及占全省卫生院总数比重统计

数据来源:《2011 ～ 2015 年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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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1 ～ 2015 年参加工伤保险农民工人数及占全省参加工伤保险人数比重统计

数据来源:《2011 ～ 2015 年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9%下降到 27%。从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情

况看，2011 ～ 2014 年水平都有所提高，但 2015 年

整体水平有所下降，河北省农村社会保障支持政

策的长期性还有待加强。

二、当前河北省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

出中存在的问题

( 一) 财政资金支持与监管不到位。

作为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相比，当前河北

省财政的收入与支出责任存在不匹配问题，以至

于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财政资

金不到位问题。就“新农保”一项来说，河北省

的财政补贴绝对额居于全国前列，同时也承担着

较重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于地方

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存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使得农

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缓慢。这些都不利于地

方政府进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建设。

此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制度还

不健全。农村养老保险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农村地区归属县级政府管理，属于最

基层的政府管理，对于上级财政资金的划拨，由

于缺乏有效的资金监管机制与明确的法律规定，

一些基层政府中出现“僭越”的现象，个别政府

贪图私利，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养老保险基金

挪用与强行拆借现象普遍存在，而当前社保基金

投资渠道的单一性与基金要求的高收益性无法

调和。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挪用的基金收回的可

能性已非常低，导致农村养老保险普遍存在较高

的“空账”问题，这威胁着农村居民养老的稳定

性。虽然河北省县级政府设立了农村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委员会，但并未起到实际的监管作用。

( 二)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制不尽

完善。

河北省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起步

较晚，各项制度措施都还不够健全，对农村社会

保障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制度的规范性就更为

缺乏。受到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分散、交

通通信不便等客观原因影响，增大了相关绩效数

据的收集难度; 同时，受到地域、环境和发展程度

的限制，农村地区普遍缺乏绩效评价机构和专业

的绩效评价人员，对农村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也

仅停留在表面而缺少深入的分析，因此，当前农

村地区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

系。而对于绩效评价的结果，基层政府也没有进

行有效利用，绩效评价成了“形式”。

在农村养老保险的推行上，由于缺乏基层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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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机制，使得最终绩效评价结果不理想。以新农

保为例，不同缴费标准的设置并没有达到与农村

居民的缴费能力相对应的效果，绝大部分农村居

民选择了缴费较低的参保标准，其投资收益测算

结果也并未产生激励作用，相反却产生了负向激

励的结果。虽然国家有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但

相应的财政支持并不能够激励农村居民参与养老

保险，养老保险在农村的覆盖率也一直受到影响。

( 三) 农村社会保险投资渠道狭窄，投资风

险较高。

当前农村社会保险投资渠道较窄，主要依靠

政府缴费和补贴等政府投资为主，集体补助费等

政府补贴机制还很不完善，而农村社会保险本身

运营能力有限，保值增值并未达到预期水平，其

运营风险与增值能力不能很好地匹配，导致了高

风险的投资状态下不能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

值功能。因此，无论是新农合、新农保，还是农村

低保，其筹资水平都没有达到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水平，社保基金投资的不稳定性依然存在。

三、京津冀一体化下解决河北省农村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问题的对策

( 一) 保证财力供给，优化财政社会保障支

出结构。

在支出责任中，首先，应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

责，保证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财政资金能够进行农

村社会保障支出的建设。其次，中央政府应充分

发挥财政转移支付职能，优化财政补贴方式。作

为地方政府，河北省政府应制定有针对性的农村

社会保障制度，在努力实现养老金补助全覆盖的基

础上，制定针对不同缴费标准的农村居民养老金补

贴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降低财政风险。

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河北省在三地中处

于落后位置。因此，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京津二市应适时通过对河北省进行横向转移支

付，通过纵向转移支付与横向转移支付相结合，

缓解河北省财政压力，使其能够为农村社会保障

制度的建设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从而加快河北

省农村社会保障进程，缩小同京津二市，乃至同全

国的差距。另一方面，完整的资金流动体系对于

降低资金风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缓解河北省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困难的情况，省政府应科学分

配财政资金，减少和取消经营性单位的财政支出。

例如，在民营办学力量逐渐增强的今天，适度降低

教育投入，更加侧重公办民助，将节约的财政资金

用于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提高财政资金的灵活性。

在监管方面，就养老保险来说，针对当前农

村养老保险基金存在的挪用、强行拆借现象，应

加强对其的监管力度，在制度上对具体的支出渠

道、范围等运营要素进行严格规定，防止资金挪

用等现象的发生。

( 二)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机制。

为解决当前基层政府较弱的绩效评价能力，

河北省可借鉴京津二市的先进经验，根据省情，

从制度上对评价主体、评价标准与具体评价方法

的选择进行约束，在部门建立专门的绩效评价机

构，引进与聘用专业评估人员，促进绩效评价流

程与标准的规范化，在项目评价上，综合衡量农

村社保支持项目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保证二者的

平衡。在评价标准的设置上，为保证评价结果横

向与纵向的可比性，应系统地收集不同农村地区

居民生活情况和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相关信息，建

立数据库，通过省内地区间与省际农村社保绩效

比较，提高绩效评价结果的公平性与科学性; 对

于绩效评价结果，应主动向公众公开，及时应用

到今后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工作中，并根据评价

结果对下一年度的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进行改进，

既发挥了群众的监督作用，又有效利用了评价结

果，从而提升绩效评价的公开性与合理化，最终

达到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绩效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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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绩效评价水平，还应建立相应的激励

机制。在建立绩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提高绩效

评价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升绩效评价的真实性与

准确性; 同时，还应提高农村居民参与社会保险

的意识，通过梯级补贴机制，缴费更高的个人可

以获得更高的补贴标准，缴费数额的增加反过来

还能提高参保人员的保障程度，这样既能提高农

村居民参与社会保险的积极性，还能扩大社会保

险在农村的覆盖率，同时还对缩小城乡差距、转

变农村二元结构起到积极作用。

( 三) 积极拓宽社会保障筹资渠道。

当前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补贴

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面对“新农

保”筹资需求的增加，需要拓宽筹资渠道，因此，政

府应加大激励力度，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财

税政策，允许和鼓励企业、社会公益组织等非政府

部门纳入农村社会保障筹资范围，如在农村社会

救助专项资金中设置企业捐款等，并设置风险范

围，不仅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还有效减轻河北省

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这样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社保基金“空账”问题，同时促进了基金的保值

增值，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在拓宽筹资渠道的同时，适度提高农村社会

保障，尤其是新农合与新农保的筹资水平，将农

村社会保障基金进行适度投资，将投资风险维持

在可控范围内。例如，制定专项基金政策，使得

同国债利率与银行利率相比，社保基金更具投资

优势，在确保基金本金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基金

的增值，使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效率得到提

升。长期来看，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方式趋

于多元化，有利于提高社保基金的增值能力，从

而在整体上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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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社区养老的发展困境

与对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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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养老问题引起了各界广泛的关注。河

* 本文为“京津冀一体化下河北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课题( JＲS － 2016 － 2031) 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