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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和改革正面临瓶颈,三支柱养老金制度体系的完

善势在必行.从我国养老金制度体系建设和完善的视角出发,构建了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影

响因素逻辑回归模型,发现个人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个体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政治面

貌、社会保障中的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家庭财产(房产和汽车)、儿女数量、职业属性、年龄等

都能够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提出有必要继续协同发挥社保与商保共同

作用,缩小商业养老保险地区发展差异,重视农村商业养老保险的巨大发展空间,应进一步

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加强商业养老保险知识的普及,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深入落

实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等.
关键词　养老金制度;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逻辑回归;参保行为

中图分类号:C９７９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４５６(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３８０６
DOI编码:１０．１３３００/j．cnki．hnwkxb．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８

我国养老金制度体系的第三支柱(个人自愿储蓄制度)是商业养老保险制度,是指以人的生命或

身体作为保险对象,在被保险人年满退休或保期届满时,由保险公司按照合同规定支付养老金.商业

养老保险能够弥补个人消费的不理性,适度减缓消费短视,为年老时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是基本社

会养老保险的重要补充.回顾我国商业性养老保险的发展历史,实际上从１９９１年伊始«国务院关于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的出台就标志着国家对发展第三支柱中国养老金模式的理念定

型,但在实践中却发展缓慢,根据保监会«２０１４年保险统计数据报告»公布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４年全国商

业养老保险资产仅约为１．６４万亿元,占全年 GDP的比重为２．６％,同比美国个人自愿储蓄所占比重

高达４２．５％.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针对我国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进入加速期,尤其是全会«决定»明确

提出“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会

保障体系”,２０１４年国务院颁布的“新国十条”即«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１４〕２９号)再次指出,“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基本可以预期商业养老保险

税收优惠政策即将落地,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在新时期将会备受瞩目.本文从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的

参加人群特征、显著地影响我国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因素入手,剖析其个体属性,以期更加深入

了解我国第三支柱未来发展的着手点和落脚点.

　　一、文献回顾

　　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关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针对性分析较少,但关于寿险影响因

素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且现代寿险产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为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故本文借鉴

参阅了寿险参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早期西方寿险需求理论最早始于 “损失赔偿说”、“损失分担说”以及“风险转嫁说”,现代寿险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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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理论则始于对“生命价值理论”的发展[１].其后 Yarri建立了经典的 Yarri模型,主要思想是保证被

保险人(主要收入来源者)的一生效用最大化[２].Lewis扩展了该理论模型,其核心观点是追求受益

人一生预期效应的最大化[３].在影响因素分析中,Stanley认为参加寿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收入的不

稳定性[４].Truett等通过对美国、墨西哥的经验数据分析认为,年龄、收入水平、教育因素主要影响

寿险需求[５].Kim 对全球４７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宏观意义上少儿抚养比及老年赡养比、通
货膨胀、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宗教信仰、国民收入都会影响寿险需求[６].Chang等则认为儿女的数量、
受益人的生活水平、长大独立的时间跨度是影响寿险需求的重要因素[７].

国内相关寿险影响因素的分析总体来说其研究成果更多的还是聚焦于宏观经济、社会数据的分

析,如卓志认为影响我国人寿保险需求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少年儿童赡养率、社
会保险、教育水平[８].姜永宏等认为我国人寿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中,储蓄存款、收入水平与寿险需

求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市场规模与之呈负相关关系,教育水平因素的作用不显著[９].赵桂琴经过实证

分析认为中国寿险发展的动力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保险意识及居民储蓄存款[１０].钟春

平等认为储蓄水平、社会保障支出、教育程度均对寿险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口负担比则具有负

向影响,城市化水平、预期通货膨胀率水平、人均 GDP无显著影响[１１].也有少量的研究关注了寿险

参与行为的个体微观因素,如张旭梅等认为寿险参与主要的影响因子分别为经济状况、健康状况、日
常生活习惯、未来生活担忧、风险偏好及认知水平等[１２].

国内还有一些学术成果聚焦于分析商业养老保险参保“意愿”,而非参保“行为”,如陈其芳通过对

湖南省１１２户农村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的调查,运用相关定量分析方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

探究认为,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水平、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养儿防老的态度、政
府的宣传程度对因变量即参保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１３].张华新则是基于对沈阳市农民工群体的

商业养老保险意愿进行问卷调查,通过相关数据分析认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工作更换

频次对参保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收入、养老方式、健康状况则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１４].于长永

等通过对新疆７２６位农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家庭储蓄、社会流动、文
化程度、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可及性对购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１５].王积田等通过对浙江东阳

２４５个失地农民的样本调查并进行数据分析认为,保险公司层面的公司信用、产品合适度、工作人员

服务态度对养老保险需求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个体层面的家庭人口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性别、健
康状况对养老保险需求意愿亦没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养老期望、家庭耐用品价值、家庭富裕程度自

评、是否参加其他养老保险则对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１６].
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中,定位于商业养老保险的研究较少,再者其中运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

更多的是聚焦于“参保意愿”而非“参保行为”,少有的针对参保行为的研究又缺乏宏观视角,而是聚焦

于某个省份或地市,故本文立足于此,基于全国综合性微观调查数据,力图从一个全国性、城乡对比的

更为宏观的视角去分析我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目前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弊端等等.

　　二、数据来源、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所选取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CGSS)项目２０１３年

的调查数据,该项目是我国最早的基于全国范围内综合性、连续性的微观调查项目,CGSS从２００３年

开始收集数据,内容涵盖了包括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维度,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本文的研究中,相关因变量的问卷设置为“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商业性养老

保险”.
为深入了解我国目前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者的统计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依据已有的研究文

献筛选和补充了相关自变量并进行分析(表１).具体来说:
(１)在个体人口学特征变量选取中,选取了性别因素、年龄因素、婚姻状况因素作为自变量.性别

因素中,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及固有的家庭责任分工模式,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优势地位仍然突

出,同样在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时,可能会产生购买决策的差异性;年龄因素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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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社会、对自我的认知是逐渐全面的,对商业保险的认识水平也自然会随之更加深刻,这在一定

程度上可能会左右人们的购买决策;婚姻状况因素中,相较于其他未婚、离异、丧偶等状况,已结婚

并有配偶一起生活的个体往往其收入、家庭、生活等方面更加稳定和谐,更易做出商业保险购买

决策.
(２)选取居住地省份作为自变量,本文中该变量指的是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的中国东、中、西三

部.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同时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保险业的发展离

不开与之相配套的经济、金融等制度环境的完善.
(３)选取教育程度作为自变量.一般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对社会事物的认知更为客观、

理性,个人的风险意识也更为强烈,往往更容易接受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４)选取个人年收入作为自变量.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购买归根结底是一种消费行为或投资行

为,毫无疑问,个体的收入水平是其重要影响因素.
(５)选取职业属性、政治面貌作为自变量.一般情况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党员数量较多,且

就目前来看,该两类单位的社保体系更为完善,待遇水平更高,这可能对商业养老保险产生一定的替

代作用,故本文将二者纳入分析.
(６)选取身体健康状况作为自变量.当个体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时,其风险意识自然会相应提

高,这可能会导致其对商业保险的需求更为强烈.
(７)选取户口状况作为自变量.城市户口的个体相较于农村户口的个体总体上拥有更高水平的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如上文(３)、(４)所述,更容易产生商业养老保险购买行为.
(８)选取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作为自变量.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是一国居民防

范风险的两种方法,同时,养老问题和医疗问题是密不可分的,人们往往在年老时面临更大的疾病风

险.当个体参与的保险种类(不论是社保还是商保)越多时,其自我安全感会更加强烈,这可能会对其

他类保险产生替代作用.
(９)选取家庭房产、小汽车数量作为自变量.该两类变量衡量的是个体的财产水平,通常情况下,

在我国客观的消费结构条件下,拥有房、车的个体往往可以有更大的空间进行其他产品的消费,故本

文将该两类变量纳入了分析.
(１０)选取儿女数量作为自变量.在我国,“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故儿女数量多的个体很有

可能放弃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购买.
表１　相关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有效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赋值情况

商业养老保险
居住地省份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个人年收入
政治面貌
身体健康状况

９５０８
９５０８
９５０８
９５０７
９５０８
９５０８
９５０８
９５０８

０．０６
１．８６
０．５１
４９．０８
１．８０

２３７１９．９２
０．１１
３．７１

０．２４
０．８０
０．５０
１６．０９
０．６９

３７０６７．３９
０．３１
１．０８

未参加＝０;参加＝１
西部＝０;中部＝１;东部＝２
女性＝０;男性＝１
连续变量;取对数处理
小学及以下＝０;初中高中＝１;大专及以上＝２
连续变量;取对数处理
非党员＝０;党员＝１
很不健康＝１;比较不健康＝２;一般＝３;比较健康＝４;很健康＝５

户口状况
职业属性
基本社会养老保险
基本社会医疗保险
家庭房产数量

９５０８
３９６７
９５０８
９５０８
９５０８

０．４０
０．１７
０．７０
０．９０
１．１０

０．４９
０．３７
０．４６
０．３０
０．５５

农村户口＝０;城市户口＝１
其他＝０;集体企业＝１;国有企业＝２;港澳台企业＝３;外资企业＝４
未参加＝０;参加＝１
未参加＝０;参加＝１
连续变量

家庭小汽车数量 ９５０８ ０．１６ ０．３７ 连续变量

儿女数量 ９４８６ １．７２ １．２６ 连续变量

婚姻状况 ９５０８ ０．８９ ０．３２ 同居/未婚＝０;离婚＝１;丧偶＝２;有法定配偶＝３

　　为充分了解我国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参加者的特征和现状,本文截取了样本中所有参加者的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商业养老保险参加者共有５９５人,其具体特征状况如下(表２):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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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商业养老保险参加者的特征概况

变量名称 分布状况

居住地省份 东部(３９２)６５．８％;中部(１０８)１８．２％;西部(９５)１６．０％

性别 男性(３３４)５６．１％;女性(２６１)４３．９％

年龄 (１８,３０](１７．３％);(３０,５０](５２．３％);(５０,６０](１７．５％);(６０,＋∞)(１２．９％)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８２)１３．８％;初中高中(２８８)４８．４％;大专及以上(２２５)３７．８％

个人年收入/元
(０,１００００](９．７％);(１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３１．５％);(３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２３．０％);(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１．８％);
(１０００００,＋∞)(１４．０％)

政治面貌 城市户口(３８２)６４．２％;农村户口(２１３)３５．８％

户口状况 党员(８９)１５％;非党员(５０６)８５％

身体健康状况 很不健康至很健康分别占比为１．２％;５．０％;４４．４％;３１．９％;１７．５％

职业属性
党政机关占比２．５％;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占比３．５％;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占比２３．０％;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占比

４．７％;其他占比６６．３％
基本社会养老保险 参保者(４４４)７４．６％;未参保者(１５１)２５．４％

基本社会医疗保险 参保者(５１６)８６．７％;未参保者(７９)１３．３％

家庭房产数量 没有房产者(４．７％);一套者(７０．８％);两套者(１９．８％);三套及四套者(４．０％);五套以上者(０．７％)

小汽车数量 无(３５９)６０．３％;一辆或以上(２３６)３９．７％

儿女数量
没有孩子(１４．３％);１个孩子(６０．２％);两个孩子(１６．５％);三个孩子(５．４％);四个孩子(２．２％);五个孩子及以
上(１．４％)

婚姻状况 同居/未婚(１２．５％);丧偶(３．２％);离婚(２．７％);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分居未离婚(８１．６％)

　　三、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进一步分析商业养老保险参保影响因素,本文根据因变量设置的特征认为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更

为适合本问题的分析,其模型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logit(P)＝β０＋β１x２＋＋βpxp

在将自变量纳入逻辑回归模型之前,本文依据已有研究方法和相关文献研究范式[１７Ｇ１８],首先检验

了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４,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

共线性问题.
运用向前逐步回归法(Forward:LR)对自变量进行逐步筛选,得出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影响因素

模型,如表３.
表３　实证数据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B S．E． Wals df Sig． Exp(B)

年龄对数值 ０．７６９ ０．２４２ １０．１４３ １ ０．００１ ２．１５８

个人收入对数值 ０．２９２ ０．０７０ １７．３０８ １ ０．０００ １．３３９

政治面貌(１) －０．３１２ ０．１５７ ３．９６７ １ ０．０４６ ０．７３２

基本社会医疗保险(１) －０．５７２ ０．１６０ １２．８３５ １ ０．０００ ０．５６４

家庭房产数量 ０．２０１ ０．０７９ ６．４４７ １ ０．０１１ １．２２３

小汽车数量 ０．６５０ ０．１１９ ３０．００９ １ ０．０００ １．９１６

儿女数量 －０．１９４ ０．０９５ ４．１２０ １ ０．０４２ ０．８２４

初中高中(１) ０．７７２ ０．２６０ ８．８１７ １ ０．００３ ２．１６４

大专以上(１) １．１６９ ０．２８４ １６．９８４ １ ０．０００ ３．２１９

东部(１) ０．４０３ ０．１２３ １０．８１９ １ ０．００１ １．４９７

国有企事业单位 ０．３７２ ０．１２５ ８．９２５ １ ０．００３ １．４５１

外资企业 ０．５９２ ０．２７９ ４．５０１ １ ０．０３４ １．８０７

常量 －８．８９１ １．０９０ ６６．５７１ 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Cox&SnellR２(０．０７) NagelkerkeR２(０．１８)
预测正确率９２．４％ 参照组:第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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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证分析结果

　　综上,根据经验数据分析,本文认为,从全国范围内看,我国当前情况下影响个体行为人参加商业

养老保险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儿女数量、居住地省份、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政治面貌、是否参加基本

社会医疗保险、家庭房产数量、小汽车数量、职业属性等１０个变量.
具体来说,居住地所在省份越发达,越靠近东部地区,个体更可能倾向于参加商业养老保险.且

相对于西部省份来讲,东部省份人们的参与可能性较为显著地高于西部省份,中部省份相较于西部省

份不具有显著差异性.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人们的经济购买力相对较强,思想观念

包括保险意识等更为开放多元.保险业的经济金融配套设施更为完善,保险公司覆盖面也更为广泛.
全国来看,教育程度越高,人们更可能倾向于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相对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

样本来说,初中高中文化程度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影响系数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文化水平、教
育水平越高,人们往往越能够掌握和理解更多的保险知识,也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参与商业养老保

险的必要性,故更有可能参加商业保险.
年龄越大,越有可能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如前所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保险产品的认知更为

客观、全面,且风险意识也是在逐渐增强的,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接纳度更高.
收入水平越高,人们更可能倾向于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商业保险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消费品,所以

不管是何种群体,充分的购买力是决定是否参与商业保险最为根本的要素.
参加基本医疗社会保险的个体更不可能倾向于参与商业养老保险,一般意义上,因为疾病的发生

往往具有不可预知性,而“年老”相较于“疾病”来得更晚,也更可控,所以往往参加医疗社会保险的人

相较于参加养老社会保险的人更多(本文的实证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参加医疗社会保险的个体为

８６０９个,参加养老社会保险的个体为６６５４个).当个体产生医疗社会保险的支出时,往往会替代了

用于其他保险比如商业养老保险的支出,这可能是合理的解释,同时,这也反映了商业保险和政府保

险之间是可能存在“此消彼长”关系的.
拥有房产数量和小汽车数量较多者更可能倾向于参加商业养老保险.房产和汽车在某种程度上

仍是我国居民财产水平的象征,当个体的基本生活需求已满足并拥有较高水平的财产储存时,其往往

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更高品质的生活追求,购买保险产品对他们来说往往更赋有吸引力.
拥有更多的儿女数量者更不可能倾向于参加商业养老保险,中国传统的“养老防老”的观念再次

得以体现和验证,父母在养老问题上更多地依靠子女,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然会削弱其对社保或商保参

与的需求.
职业属性中,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外资企业个体更有可能参加商业养老保险,总体来说国有企事业

单位收入较高且较为稳定,外资企业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稳定的较强的消费能力,是购买商业养老

保险产品的重要保证.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建了我国新时期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影响因素逻辑回归模型,通过

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当前决定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水平的个体因素是多样的,不仅仅包括传统意义上影响商业保

险参保的年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个体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儿女数量、政治面貌、社会保障

中的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家庭财产、职业属性等都能够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产生影响.年龄、收
入水平、教育水平、所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家庭财产水平、职业属性显著提升了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

可能性,而政治面貌、参与医疗社会保险、儿女数量显著降低了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可能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收入水平依旧是商业养老保险影响因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仍要继续切实提高我国居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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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商业养老保险的实

际购买力;第二,继续加大教育普及力度,尤其是需要提高中西部省份地区的教育水平,全面提升我国

居民对保险产品的认知水平,让保险的观念深入人心;第三,各级政府应积极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的并轨制度改革,着力缩小各个职业群体之间的社保待遇水平,理清政府在养老金第三支柱体系

中的有限责任边界;第四,政府部门还应当继续普及养老意识及养老观念,促使广大居民做出更为理

性的消费支出选择,加强人们老龄化时代的养老责任意识;第五,中西部省份应继续出台相关优惠措

施支持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保险公司也应提高在中西部地区省份分支机构的覆盖水平,逐步缩小地

区间保险产品的可及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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