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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职工基本养老制度的运行过程前后，职工的满意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退休人

员又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本文从杭州市退休人员的角度对该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满意度开展

调查，通过访谈和个人问卷作答形式共收集了 111 份有效问卷，并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取得如下结

果：杭州市退休人员对养老保险制度基本持满意态度，但同时认为其存在养老金收入较低、待遇不同、

养老保险制度衔接不到位等问题。调查结果对杭州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进提出了相应建议，

也可为相关政策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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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据浙江省老龄办发布的《浙江省 2013 年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统计公报》，截至 2013 年末，浙江全

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897.83万人，占总人口的18.63%，同比增长4.68%。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140.16

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15.61%，同比增长 7.51%。百岁老人 1794 人，比上年同期增加 169 人。面对

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高龄化趋势发展迅猛的现状，如何满足退休老人的养老需要，保障退休老人

的养老待遇权益，让老年人过上幸福安详的晚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议题。本文通过对杭州市退

休人员基本情况、养老金水平、经济条件等主客观方面的调查，分析退休人员养老保险满意度情况，

为相关政策实施提供参考和依据。 

一、样本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以访谈、问卷形式进行，调查对象为杭州市企业退休人员。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111 份，

数据结果通过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 

从性别来看，其中男性 31 份，占总数 72.1%，女性 80 份，占总数 27.9%。 

从所在年龄段来看，51~60 岁的有 32 位，占 28.8%，61~70 岁的有 49 位，占 44.1%，71~80 岁的有

21 份，占 18.9%，81 岁以上的有 9 位，占 8.1%。 

从曾工作的单位性质来看，曾在企业单位工作的有 78 位，占 70.9%，曾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有

12 位，占 10.9%，曾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有 14 位，占 12.7%，曾经职业为自由职业的有 2 位，占 1.8%，

选择“其他”项的有 4位，占 3.6%。 

从受访者的退休年数来看，已退休少于 10 年的有 49 位，占 47.2%，退休年数在 11~20 年之间的有



 

37 位，占 35.6%，在 21~30 之间的有 14 位，占 13.5%，退休年数在 30 年以上的有 4 位，占 3.8%。 

样本在性别、年龄、单位性质、退休年数等考察因素中分布的广度和数量较高，因此，本次调查

样本的信度和效度都较高。 

二、调查结果描述性分析 

（一）依靠度与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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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问卷题 3：养老的经济来源调查 

 

由图 2.1 可以看出，问卷多选项题目 3：“您养老的经济来源属于（ ）”中，选择“企事业单位的

退休金”一项的占了绝大多数。相比较之下，通过“个人已有的储蓄存款”、“子女晚辈的赡养”两种

方式养老的退休人员所占比例则偏小，说明对于这两种养老方式的依靠度并不甚高。而选择“自己现

有劳动所得”、“商业保险等”方式的则占比极低。可见，退休人员对于养老退休金的依赖度极高，而

对于通过这个方式养老的期望值也很大。 

 

（二）养老金养老功能 

1.养老金待遇水平 

问卷中设置了“个人信息”一栏，内容包括： 

 

表 2.1  问卷问题：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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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月基本养老金”一项完整填写的有 110 人，获得的数据经统计，得到的结果如下： 

 

表 2.2  问卷问题：个人信息-月基本养老金 

统计量 

月养老金 

N 有效 110

均值 3329.18

中值 3000.00

众数 3000

极小值 100

极大值 9500

 

由表 2.2 可知，退休人员养老金平均金额为 3329.18 元，中值和众数均为 3000 元，比较集中。但

是养老金极差较大，极小值为 100，极大值为 9500，相差 9400 元。 

 

表 2.3  问卷问题：个人信息-月基本养老金 

 频率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 1000 4 3.6 3.6

1001 - 2000 9 8.2 11.8

2001 - 3000 50 45.5 57.3

3001 - 4000 22 20.0 77.3

4001 - 5000 14 12.7 90.0

5001 - 6000 7 6.4 96.4

6001+ 4 3.6 100.0

合计 110 100.0  

 

再看表 2.3，退休人员月基本养老金金额为 2001—3000 元有 50 人，占 45.5%，养老金金额为

3001-4000 元的有 22 人，占 20%，养老金金额为 4001-5000 的有 14 人，占 12.7%，养老金金额在 2000

元以下和 5000 元以上的则占少数比例。下图 2.2.1 可以清晰明了地反映月基本养老金分布情况（Y 轴

表示人数，X轴表示养老金金额分段）。 

 



 

 

图 2.2  退休人员月基本养老金分布情况 

 

2、退休人员月开支情况与消费结构 

问卷根据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对“有配偶家庭”和“无配偶或丧偶家庭”的各项支出进行了分

别调查和统计。简便起见，以下均以“两人家庭”表示“有配偶家庭”，以“一人家庭”表示“无配偶

或丧偶家庭”。 

（1）月消费支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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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两人家庭每月消费支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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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一人家庭每月消费支出总额 

 

由图 2.3 和图 2.4，两人家庭月消费支出总额集中在“3900~4500”和“5000 以上”，分别占比 23%

和22%，其次是“2700~3500”，占20%，总体开支较高。一人家庭每月消费支出总额主要集中在“2300~2600”

范围，占比 25%，消费“1500~1800”、“2600~3000”和“3500 以上”各占 17%。 

（2）月食品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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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两人家庭每月食品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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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一人家庭每月食品支出 



 

由图 2.5 和图 2.6，两人家庭每月食品支出主要集中在“1000 以下”，占比 68%；一人家庭每月视

频支出主要集中在“500 以下”，占比 50%。 

 

（3）月居住支出（包括水、电、燃料、物业管理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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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两人家庭每月居住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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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一人家庭每月居住支出 

 

由图 2.7 和图 2.8，两人家庭每月居住支出（包括水、电、燃料、物业管理费等）“300 以上”的

占比较大，为 43%，其次为“180~220”，占 17%，支出“260~300”的占 13%，“120 以下”的占 10%。一

人家庭每月居住支出只要集中在“230 以上”和“90 以下”，各占 33%和 34%，支出在“170~220”范围

的占 17%。 

 

（4）月医疗保健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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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两人家庭每月医疗保健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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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一人家庭每月医疗保健支出 

 

由图 2.9 和图 2.10，两人家庭每月的医疗保健支出在“100 以下”和“560 以上”范围的较多，分

别占比 34%和 30%，分布在“440~560”范围的最少，仅占 1%。一人家庭每月医疗保健支出主要分布在

“50 元以下”和“280 以上”，各占 34%，在“170~220”、“130~170”和“80~130”、“70~90”范围的分

布比较平均，各为 8%。 

（5）月交通和通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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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两人家庭每月交通和通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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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一人家庭每月交通和通信支出 

 

由图 2.11 和图 2.12，两人家庭每月的交通和通信支出大部分都为“250 以下”，占 80%，其次为

“250~390”，占 12%，仅 3%支出在“1000 以上”。一人家庭的每月交通和通信支出有 75%集中在“180

以下”，17%集中在“450~550”，剩余 8%集中于“750 以上”。 

 

（6）月衣着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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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两人家庭每月衣着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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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一人家庭每月衣着支出 



 

由图2.13和图 2.14，两人家庭每月的衣着支出主要为“140以下”，占56%，其次是16%的“140~200”，

支出范围在“200~300”的占 12%，支出在 300 以上的占比较少。一人家庭每月衣着支出主要集中在“70

以下”范围，占 68%，“70~100”、“200~250”、“250~300”及“350 以上”各占 8%。 

 

（7）月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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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两人家庭每月家庭设备用品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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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一人家庭每月家庭设备用品支出 

 

由图 2.15 和图 2.16，两人家庭每月的家庭设备用品支出主要为“70 以下”，其次为“70~100”，

占比 22%。一人家庭中，有 67%支出金额在“45 以下”，在“45~70”范围的占 17%，其他支出金额范围

的分布较少。 

 

（8）月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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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两人家庭每月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每月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36%

5%0%0%0%0%5%

54%

A 130以下

B 130~170

C 170~200

D 200~280

E 280~350

F 350~400

G 400~500

H 500以上

 
图 2.18  一人家庭每月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由图 2.17 和图 2.18，两人家庭中，有 60%的月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在“170 以下”，16%的家庭支出

在“650 以上”。一人家庭每月的该项支出金额主要为“500 以上”，占 54%，有 36%集中在“130 以下”。 

 

（9）月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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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两人家庭每月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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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  一人家庭每月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 

 

由图 2.19 和图 2.20，大部分两人家庭每月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为“280 以下”，占 54%，而一人家

庭每月该项支出大多集中在“200 以上”，其次为“25 以下”，占 25%。 

 

3.养老金是否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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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问卷题 5：您（二人）每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是否够用于每月生活费的开支调查 

 

由图 2.21 可以看出，对于问卷题目 5：“您（二人）每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是否够用于每月生活费

的开支？”，所有受调查者中有 57 人选择了“够用且有结余”，占 53.3%，其中包括两人家庭中 52 人和

一人家庭中 5 人；26 人选择“刚好够用”，占 24.3%，其中两人家庭中 23 人选择了该选项；选择“不

够用”的占 22.4%。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77.6%受调查者认为每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能满足生活需求，包括基本生活需

求（食品支出需求、居住支出需求、医疗保健支出需求、交通和通信支出需求、衣着支出需求、家庭

设备用品支出需求等）和高层次生活需求（教育文化娱乐支出需求、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需求等），养

老金比较好地发挥了解决养老问题的功能和作用。 



 

三、满意度评价与基本结论 

（一） 退休人员对职工基本养老制度有比较高的依靠性和满意度 

 

表 3.1 问卷题 4-1：对退休前后的生活水平变化感受 

   
所有受调

查者 百分比 两人家庭 百分比 一人家庭 百分比 

有

效 

满意，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65 58.6 57 57.6 8 66.7

还算满意，生活水平基本持平 38 34.2 35 35.4 3 25.0

不满意，生活水平有所降低 7 6.3 6 6.1 1 8.3

很不满意，生活水平大幅度降

低 

1 .9 1 1.0 0 .0

合计 111 100.0 99 100.0 12 100.0

 

从表 3.1 中可以了解，所有受调查者中有 65 人对退休前后的生活水平变化表示满意并认为生活水

平有所提高，占总人数的 58.6%，其中分别包括两人家庭 57 人和一人家庭 8人。38 人认为“还算满意，

生活水平基本持平”，占总人数的 34.2%，其中两人家庭 35 人，一人家庭 3 人。选择“不满意，生活水

平有所降低”和“很不满意，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的一共有 8 人，仅占 7.2%，其中两人家庭中有 7.1%

作此选项，一人家庭中则有 8.3%持此意见。可见，无论是在两人家庭还是一人家庭，绝大多数退休人

员对于退休前后的生活水平变化都感到满意，养老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退休人员认为现行的职工基本养老制度仍存在不合理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表 3.2 问卷题 4-2：您对退休前后的生活水平变化的 

不满意主要源于 

 

    频率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养老金收

入 

7 58.3 58.3 

健康状况 2 16.7 75.0 

养老方式 3 25.0 100.0 

合计 12 100.0   



 

您对退休前后的生活水平变化的不满意主要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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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问卷题 4-2：您对退休前后的生活水平变化的不满意调查 

 

表 3.2 与图 3.1 显示，对于退休前后生活水平变化表示不满意的退休人员中有 7 人选择了“养老

金收入”，占 58.3%。有 16.7%认为不满意源于“健康状况”，25%认为源于“养老方式”。 

 

您认为现行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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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问卷题 10-2：您认为现行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图 3.2 可以看出，问卷多选项题目 10-2：“您认为现行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

题？”中，选择 d 项：养老保险制度衔接不到位的有 45 人，选择 a 项“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偏低”的有

29 人。在该问“其他”一栏，有受调查者表示，不同退休单位的养老金待遇不同，这是职工基本养老

制度亟需改进的地方。这一点下图 3.3 也清楚地进行了阐释：（X 轴表示养老金金额分段，Y 轴表示人

数） 



 

 
图 3.3  单位性质和月养老金的交叉分析 

 

表 3.3  问卷题 7：您认为每人每月增加多少养老金能可靠保障基本

生活需求 

    
频率 百分比 

有效百分

比 

累积百分

比 

有效 不增加 31 27.9 41.3 41.3 

100 元 1 .9 1.3 42.7 

200 元 3 2.7 4.0 46.7 

250 元 2 1.8 2.7 49.3 

300 元以上 38 34.2 50.7 100.0 

合计 75 67.6 100.0   

缺失 系统 36 32.4     

合计 111 100.0     

 

    表 3.3 是问卷选答题目 7：您认为每人每月增加多少养老金能可靠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统计结果，

有 75 人作答。认为可以“不增加”每月养老金的有 31 人，占作答人数的 41.3%；认为需要增加每月养

老金的有 44 人，占作答人数的 58.7%。其中选择增加“300 元以上”的有 38 人，占 44 人中的 86.4%，

选择增加“100 元”、“200 元”和“250 元”的分别为 1 人、3 人、2 人，占比较低。 

由上述分析，尽管退休人员对于基本养老制度的依靠性和满意度较高，但对其合理度持较低的赞

同意见，认为存在养老金收入较低、待遇不同、养老保险制度衔接不到位等问题。 



 

四、对策建议 

（一）构建多元养老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健全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机构服务能力，提升居家养老服务水平。建立居家养老服务

站、老年之家等为老年人活动提供便利的公共场所；增加养老机构，提高每百名老人拥有床位数；大

力发展老年问题教育事业，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二）完善医疗保险政策，实现看病支出合理便利化 

首先，增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实现医疗保险投保、报销手续职能化、便捷化。其次，完善医疗政

策，制定合理的医疗价格，实现缴费标准科学化；并适度增加财政投入，提高报销比例。再次，推进

杭州市退休人员享受免费体检政策的建设，增加免费体检项目，充分发挥杭州市财政优势，实现退休

老人体检规范化、充分化；合理规划定点医疗机构建设，在地理位置、交通情况等方面实现居民便利

最大化，方便老年群体上医、就医。 

（三）加强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增强职工的参保意识 

在保险工作开展前后期，通过覆盖面广、力度深、形式多样、持续时间久的宣传工作进行政策的宣

传，加深参保人对政策的认知和理解，增强企业单位和职工的参保意识，提高养老保险参保率，推进

养老保险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充分发挥财政职能，提高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 

注重财政资金的运用效率，建立财政支持的制度保障，保持财政支持的可持续性和针对性。通过财

政补助，适当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受益水平，对生活困难的退休人员群体进行参保补助，防止出现

极端的两级分化现象。 

（五）加快落实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的步伐 

2014 年 7 月 1 日，《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正式实施，更好地解决了参保人员在不同参

保地、不同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转移衔接问题。在《办法》实施过程中要有效贯彻落实其成为经办机

构管理的重点工作，减少或避免审批效率低下、养老金计算错误等问题。 

（六）通过建立企业年金提高养老保障水平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养老保险体系的基本保障部分，为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可通过制定全市统

一的企业年金缴费税收优惠、基金投资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企业发展企业年金制度，以此作为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的有益补充，为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打好基础。 

（七）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系 

实行收支两条线，保证专款专用；建立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严格控制社会保险支出水平；成立专门

机构进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等的监管，实行统一集中的监管模式。 

 

结语 

通过此次调查，笔者对退休老人的生活产生了更切身的体会，也对杭州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运行现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于退休人员来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最重要的福利保障；同样

地，对于政府而言，健全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缓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养老问题的关键方式。政



 

府应重视老人需求，将改革现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已日益凸显的问题视为重中之重，从而提高

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待遇，改善退休职工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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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杭州市离退休职工生活水平调查问卷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我们是浙江财经大学的学生，现在正在做一个关于杭州市离退休职工生活水平的

调研，希望您能抽出宝贵的几分钟时间填写问卷，将您真实的想法告诉我们。对本问卷中所

含一切信息，调查者个人承担完全保密义务。谢谢您的合作与帮助！ 

 

1. 您曾经所在单位的性质是（   ）；您爱人曾经所在单位的性质是（    ）  

A 企业单位     B 机关事业单位   C 国有企业    D 自由职业   E 其他  

2. 您现在的居住情况是 

A 与爱人同住   B 与子女同住     C 与爱人和子女同住     D 单独居住 

3. 您养老的经济来源属于（          ）（多选题），其中最主要来自（    ） 

A 自己现有劳动所得      B 个人已有的储蓄存款      C 子女晚辈的赡养 

D 企事业单位的退休金    E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金      F 商业保险等 

4. 您对退休前后的生活水平变化感受如何（     ） 

A 满意，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B 还算满意，生活水平基本持平 

C 不满意，生活水平有所降低       D 很不满意，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 

不满意主要表现在（        ）方面 

a 养老金收入     b 健康状况     c 养老方式     d 精神生活      e 其他 

5. 您（二人）每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是否够用于每月生活费的开支（     ） 

A 不够用                B 刚好够用               C 够用且有结余 

6. 如果您（二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不够用，您是用什么方式弥补差额的（    ） 

A 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压缩开支   B 动用退休前储蓄，每月大约需提取（  ） 

C 另有其他收入来源，每月大约可收入（   ） 

  其他收入来源为（     ） 

a 子女供给     b 单位补助     c 自己再就业   d 社会帮助  

e 亲友接济     f 投资收益     g 其他 

7. 如果本市现在要调整养老金，您认为每人每月增加多少元可以使您（二人）的基本生活

需求有可靠的保障（     ） 

A 不增加      B 50 元        C 100 元       D 150 元   

E 200 元       F 250 元       G 300 元       H 300 元以上



8. 您有没有将自己的收入补贴给子女（或第三代）生活的情况（     ） 

A 无                    B 有，每月大约补贴给子女（     ）元 

  补贴原因为： 

a 子女还在上学           b 子女工作收入低           c 子女无工作 

d 子女有工作能力但不愿意工作                       e 其他 

9. 您（二人）的生活是否需要他人帮助、护理（如请保姆或家庭医生等）（    ） 

A 生活完全自理，不需要     B 需要并已实行，每月花费约为（     ）元 

C 有需要，但经济上不允许 

10. 您认为现行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否合理（     ） 

  A 合理                           B 不合理 

其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     ）（多选题） 

a 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偏低     b 养老保险费偏高    c 养老保险服务不到位 

d 养老保险制度衔接不到位   e 其他 

 

一人家庭： 

11.您每月的消费支出总额为多少元？ 

A 1100 元以下    B 1100~1500        C 1500~1800        D 1800~2300 

E 2300~2600      F 2600~3000        G 3000~3500        H 3500 以上 

12.您每月的食品支出为多少元？ 

A 500 以下       B 500~600           C 600~700           D 700~750 

E 750~850        F 850~900           G 900~950           H 950 以上 

13.您每月的居住支出（包括水、电、燃料、物业管理费等）为多少元？  

A 90 以下      B 90~100             C 100~120            D 120~140 

E 140~170      F 170~200            G 200~230            H 230 以上 

14.您每月的医疗保健支出为多少元？ 

A 50 元以下    B 50~70               C 70~90              D 90~130 

E 130~170      F 170~220             G 220~280            H 280 以上 

15.您每月的交通和通信支出为多少元？ 

A 180 以下     B 180~280             C 280~350            D 350~450 

E 450~550      F 550~650             G 650~750            H 750 以上 

16.您每月的衣着支出为多少元？ 

A 70 以下      B 70~100              C 100~150            D 150~200 

E 200~250      F 250~300             G 300~350            H 350 以上 

17.您每月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为多少元？



A 45 以下      B 45~70               C 70~90              D 90~120 

E 120~150      F 150~180             G 180~220           H 220 以上 

18.您每月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为多少元？ 

A 130 以下     B 130~170             C 170~200            D 200~280 

E 280~350      F 350~400             G 400~500            H 500 以上 

19.您每月的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为多少元？ 

A 25 以下      B 25~30               C 30~60              D 60~90 

E 90~100       F 100~150             G 150~200            H 200 以上 

 

两人家庭： 

11.您二人每月的消费支出总额为多少元？ 

A 1600 元以下      B 1600~2300       C 2300~2700       D 2700~3500 

E 3500~3900       F 3900~4500        G 4500~5300       H 5300 以上 

12.您二人每月的食品支出为多少元？ 

A 1000 以下        B 1000~1200        C 1200~1400        D 1400~1500 

E 1500~1700        F 1700~1800        G 1800~1900        H 1900 以上 

13.您二人每月的居住支出（包括水、电、燃料、物业管理费等）为多少元？  

A 120 以下         B 120~130          C 130~160          D 160~180 

E 180~220          F 220~260         G 260~300          H 300 以上 

14.您二人每月的医疗保健支出为多少元？ 

A 100 元以下        B 100~140          C 140~180          D 180~260 

E 260~340           F 340~440          G 440~560          H 560 以上 

15.您二人每月的交通和通信支出为多少元？ 

A 250 以下          B 250~390          C 390~490         D 490~630 

E 630~770          F 770~910          G 910~1000         H 1000 以上 

16.您二人每月的衣着支出为多少元？ 

A 140 以下          B 140~200          C 200~300          D 300~400 

E 400~500           F 500~600          G 600~700          H 700 以上 

17.您二人每月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为多少元？ 

A 70 以下           B 70~100           C 100~140          D 140~180 

E 180~230           F 230~270          G 270~320          H 320 以上 

18.您二人每月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为多少元？ 

A 170 以上          B170~220          C220~260          D260~360 

E 360~450           F450~520          G520~650          H650 以上



19.您二人每月的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为多少元？ 

A 35 以下           B 35~50            C 50~85            D 85~120 

E120~150           F 150~210          G 210~280          H 280 以上 

 

 

个人信息： 

 性 别 年

龄 

家庭常

住人数 

工龄 离退

休年

份 

退休

前一

年月

工资

月基本

养老金

离退休人

员 

是否参

加企业

补充养

老保险

月企业

补充养

老金 男 女 离

休 

退

休 

您的信

息 

            

您爱人

的信息 

           

感谢您的参与与配合！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