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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关注社会福利，企业也关心职工福利。然

而，公众在相关社会保障项目上往往参与率不高。

因此，如何提高各类社保项目的参与率一直以来都

是颇具研究意义的话题。相关文献指出，社保参与

率低的一大原因在于公众对于社保项目具体条款及

其带来的福利缺乏了解。然而，在信息干预对诸如

医疗保险、退休储蓄等项目参与率的作用上，已有

研究并未达成一致。此外，提供信息的形式，信息

的类型、复杂程度以及干预次数等等都将对实验结

果产生显著影响。那么，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增加公

众对于社保项目的认识，并因此提升社保参与率？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实验对象对信息干预的反应

是否表现出异质性？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

济系白重恩教授、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迟巍教授、

经济系刘潇教授及其合作者唐朝、徐健博士，针对

养老保险参与行为在广东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田

野实验，旨在研究信息干预如何影响个人的养老保

险参与决定以及家庭的消费行为。在设计阶段，该

实验从信息的复杂程度、可比程度、个性化程度等

维度上做区分，分别设计了四类不同的信息手册。

其中，对照组的手册仅包含养老保险的概述和福利

计算基本公式等内容；实验组则进一步被分为了三

类，设计给第一类受访者的手册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增加了福利计算实例，例如，“一位 45 岁的居民在

今年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从现在起每月投

入 60 元人民币，年满 60 岁后即可以领取每月至少

429 元的养老金。”第二类受访者获得的手册在第一

类的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对比实例，提示受访者将相

同金额的存款放入银行或养老账户在 15年之后的回

报对比。第三类受访者属于已经参加了养老保险的

人群，他们则获得了个性化定制的手册，手册中的

实例均基于受访者本人与其曾经的养老保险支出所

设计。 

该实验从广东省揭阳、湛江、珠海三个城市中

随机选择了 1064 户家庭，共涵盖 2539 名被试者，

在当地人口调查员的协助下先后进行了三个阶段的

数据收集，时间跨度为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2 月。

正式实验前，调查员向实验对象发放问卷，获取家

庭经济状况信息以及他们对于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

在实验过程中，调查员以每月一次的频率针对实验

对象送出特定的养老保险科普手册。实验结束后，

调查员发放了与正式实验前相同的问卷，并询问了

受访者对于养老保险的反馈。实验结果显示，与对

照组相比，在 45-55 岁这一年龄段里，手册中含有

银行与养老保险对比实例的受访者的养老保险参与

率显著提升。我们还发现，在同一年龄段实验对象

所在的家庭中，那些获得个性化定制手册的家庭的

消费量显著高于对照组。此外，实验的后续调查显

示，有 92％的受访者表示信息手册帮助他们了解了

养老保险福利，而 60％的人愿意将来定期收到该小

册子。 

实验结果的启示在于，适当的信息手册设计能

够提高人们的养老保险参与意愿、降低他们对退休

收入的不确定性。因此，无论是个体公司还是公共

部门，在启动此类计划时都应选择适当的设计。此

外，不同年龄组的实验结果存在差异，这也说明了

在提供信息时，关注目标人群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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