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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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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关联

社会排斥理论为我们理解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困境提供了新的视

角，有助于深入剖析问题的本质和寻求解决之道。

01

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民失去土地，面临生活、就业

和养老等多重困境。

02

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当前，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在覆盖面、保障水平和可持续性等方

面存在不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尤为突出。

研究背景和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失地农民养老保

障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

现状分析、制度设计、实践经验等方

面。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社会排斥与养老保障的

关系研究较为深入，提出了许多有价

值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

国内外研究不足之处

目前，将社会排斥理论与失地农民养

老保障问题相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

需要进一步加强。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从社会排斥视角出发，深入分析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困境的成因和表

现，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完善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提供参考。

研究问题
具体而言，本研究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探讨：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现状如

何？社会排斥在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困境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何从制度层面

破解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困境？

研究目的和问题



02 社会排斥与失地
农民养老保障



指个体或群体因经济、政治、文化等

多种原因被排除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

之外，导致其无法充分参与社会活动

并享受相应权益的现象。

包括社会分层理论、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

度解释了社会排斥的成因和影响。

社会排斥的概念和理论

社会排斥的理论基础

社会排斥定义



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主要由家庭养老、土地养老

和社会养老三部分构成。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农

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传统养老模式逐渐失效，失地农民面临

严峻的养老问题。

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现状

包括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养老金水平低、养老服务供给不

足等。这些问题导致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无法获得稳定

的经济来源和足够的养老保障。

存在的问题

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现状和问题



经济排斥01

失地农民往往因为缺乏城市就业技能和资本，难以在城市经济体系中获

得稳定收入，从而影响到其养老保障水平。

政治排斥02

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失地农民在政治参与和社会地位方面往往受到歧

视和排斥，导致其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保障待遇。

文化排斥03

失地农民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异，这种

文化排斥现象可能导致其在城市社会中受到孤立和歧视，进而影响到其

养老保障权益的实现。

社会排斥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影响



03 失地农民养老保
障困境的表现



制度设计缺陷
当前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在设计上存在缺陷，未能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实际情

况和需求，导致制度实施效果不佳。

制度执行不力

部分地区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执行力度不够，存在政策宣传不到位、资金

落实不及时等问题，使得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



目前失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主要

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和集体经济

组织补助，资金来源相对单一，

缺乏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资金来源单一

随着失地农民数量的不断增加，

养老保障资金的需求也在逐年增

长，而当前资金来源无法满足实

际需求，导致资金缺口较大。

资金缺口较大

失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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