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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城乡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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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的居住意愿是预测未来养老模式的重要因素。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

法收集资料，使用 ＳＰＳＳ 软件建立郑州市城乡老年人居住意愿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郑州市城乡老年人的居住意愿满

意度以及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无论城乡，郑州市老年人当前居住意愿满意度较低，且仍倾向于与子女同住。 在个人特征、家
庭因素和经济状况 ３ 个因素中，个人特征和经济状况对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影响较大，尤其是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权限、房屋

产权和是否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 ５ 个影响影响显著且稳定。 城市模型中，年龄和房屋产权对其有显著影响，而农村模型中，
年龄、受教育年限、房屋产权和是否有保险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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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十三五”规划》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６０ 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 ２．５５ 亿人［１］。 而郑

州作为中原城市群最大城市，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６０ 岁

以上人口 １３３ 万，年均增长 ３．３％。 目前郑州市人口

正处于老龄化，养老和居住安排问题也变得更加突

出，在此现实背景下，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如何？ 城乡

老年人的居住意愿有何不同？ 影响老年人居住意愿

的条件有哪些？ 只有了解这些问题，才能够进一步

解决老年人“居与愿违”的现实问题，提高老年人的

居住满意度。
１　 文献回顾

在对老年人居住意愿的研究中， 国外学者

Ｋｏｂｒｉｎ 认为，影响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因素源于 ３ 个

方面：人口特征和自身条件、获得经济资源的途径、
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２］；ＵＮ 在 ２００５ 年的一项研

究中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与子女共同居住

的概率呈现出一个 Ｕ 形曲线，并且 Ｕ 形曲线的转折

点处于 ８０ 岁初［３］；国内学者赵英丽认为户籍、婚姻、
家庭规模、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会对老年人的居住意

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４］；易成栋等人认为，老年

人居住意愿满足程度受老年人自理能力、子女的经

济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影响［１］。
中国城乡老年人居住意愿的研究中，较多是对

城乡老人分别研究的。 如：Ｚｅｎｇ Ｙｉ 的研究发现，在
高龄老年群体中，城市比农村的老年人更乐意和女



儿同住［５］；陆杰华等研究发现，人口特征、经济状

况、实际居住方式等因素对大城市老人的居住意愿

有显著影响［６］；杨恩艳在研究中发现，身体素质越

差、自我照顾能力越差以及丧偶的农村老年人与子

女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性则越大［７］；姚引妹在对长三

角地区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的研究中强调孤独、害
怕等主观感受的重要性［８］；李建新等从老人是否拥

有房产的角度出发得到，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拥有

房产的老人更有可能选择独居［９］；张涵等认为年

龄、婚姻、受教育年限和退休金都会影响人们的居住

意愿［１０］；孙鹃娟在研究中认为，城市老年人的居住

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和社区的共同影响，具有多样化

的特点，而影响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因素主要是

家庭因素［１１］。
相关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受到自身、家

庭、社会因素的影响居多。 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背

景下，从城乡对比的视角分析城乡老年人在居住意

愿上的满足度和影响因素更有必要。 目前研究郑州

市城乡老年人居住意愿的较少，因此本文根据以往

的研究基础，分析个体特征、家庭因素、经济状况对

各类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的影响。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郑州市主城区的金水区、中原区和郊

县的新郑市、中牟县作为调研地点，采取随机抽样

法，在老年人经常聚集的公园和社区等地发放问卷。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３００ 份，回收有效问卷 ２９２ 份，
问卷有效率 ９７％。
２．２　 研究假设

通过对问卷的初步分析发现，老年人可能还是

存在传统的“养儿防老”思想，居住意愿更倾向于

“与子女同住”。 无论城乡，当前的居住满意度一般

的最多，不满意的较多，其中农村不满意的老年人占

了 ２１．９％，远超过满意的人数，具体可见图 １ 中数据

所示。
　 　 由图 １ 可知，当前居住满意程度选择不满意的

人数较多，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居住现状满足程度更

低，证明当前郑州市城乡老年人存在“居与愿违”的
情况。 因此对城乡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显得尤为重要，并基于初步数据分析和对现有文献

的梳理，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１　 高龄老人比低龄老人更倾向与子女同

住；
假设 ２　 无配偶的老年人更倾向与子女同住；

假设 ３　 无房屋产权的老年人更倾向与子女同

住；
假设 ４　 无经济收入的老年人比有经济收入的

老年人更倾向与子女同住。

与子女同住

居住意愿

不与子女同住满意不满意 一般
当前居住
满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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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当前居住满意程度与居住意愿统计

Ｆｉｇ．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ｌｉｖｅ

２．３　 变量描述

２．３．１　 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老年人居住意愿，调查问卷问题

为：“您最倾向于哪种居住方式”，该问题答案分别

是独居或与配偶一起居住、与子女同住、养老机构养

老 ３ 个选项。 本次调研样本中自愿选择养老机构较

少，故本文将养老机构养老和第一个选项独居或与

配偶一起居住归为一类，即“不与子女同住”。 从而

本文的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故使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对

是否与子女同住进行分析，并将不与子女同住和与

子女同住分别赋值为 ０ 和 １。
２．３．２　 自变量

根据现有文献的分析和郑州市当地的相关情

况，本文将影响老年人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的所

有影响因素归类为个体、家庭、经济 ３ 个方面：（１）
个体特征。 选取老年人的性别、年龄、是否有配偶、
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 ５ 个指标；（２）家庭因素。 选

取子女数量、过去一年子女是否给予精神支持、过去

一年子女是否给予经济支持 ３ 个指标；（３）经济状

况。 选取过去一年是否有经济收入、是否拥有房屋

产权、是否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 ３ 个指标。 据此

设计问卷，获得的样本变量基本情况如图 ２ 所示。
２．４　 研究方法

本文将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结合，采用随

机抽样方法调查目标群体，为了避免老年人在填取

问卷时出现问题，导致信息收集不够准确，还结合了

半结构化访谈。 最后，将问卷调查结果和半结构法

３８２第 ８ 期 邓佩云， 等： 郑州市城乡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访谈的结果相结合，得到全面的数据并整理。
由于因变量为二分类， 因此本文使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分析，式（１）为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方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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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样本基本情况

Ｆｉｇ． ２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Ｌｏｇｉｔ（Ｐ） ＝ ｌｎ（ ｐ
１ － ｐ

） ＝ Ｂ０ ＋ Ｂ１Ｘ１ ＋ … ＋ ＢｎＸｎ ．（１）

　 　 式（１）可变形为式（２），从而可以使用具有显著

性影响的因素 Ｂｎ 对因变量进行解释：

Ｙ ＝
ｅｘｐ（Ｂ０ ＋ Ｂ１Ｘ１ ＋ … ＋ ＢｎＸｎ）

１ ＋ ｅｘｐ（Ｂ０ ＋ Ｂ１Ｘ１ ＋ … ＋ ＢｎＸｎ）
． （２）

　 　 本文通过 ＳＰＳＳ 软件对影响城乡老年人居住意

愿的因素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 ＳＰＳＳ 软件具有充

足的数据分析功能，除了基本统计分析（线性回归、
非线性回归、Ｔ 检验和方差分析）之外，还可以进行

专业统计数据（例如聚类分析、因子分析、判别分析

和多元方差分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使用方便，可以输

出详细的数据分析图表结果。 本文在使用 ＳＰＳＳ 回

归分析之前，对影响因素执行单因素卡方检验，去除

与因变量相关性低的自变量。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居住意愿单因素卡方检验

本文对老年人的居住意愿进行的单因素卡方检

验结果表明：除了过去一年子女是否提供经济支持

Ｐ ＞ ０．０５ 与老年人居住意愿相关性较低，其他因素

都是 Ｐ ﹤ ０．０５，见表 １，因此将过去一年子女是否提

供经济支持剔除。
３．２　 居住意愿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影响居住意愿的

重要因素，为了进一步了解影响老年人居住意愿的

因素，本文建立了 ３ 个回归模型，分别为总模型、城
市模型和农村模型，得到了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

年限、房屋产权、是否有养老或医疗保险 ５ 个具有统

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２，基于

各模型显著性影响的回归系数 Ｂ 即可输出对应回

归方程。
表 １　 单因素卡方检验

Ｔａｂ． １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ｔｅｓｔ

影响因素 χ２ Ｐ

性别 １０．７４０ ０．００１

年龄 ７１．７５３ ０．０００

是否有配偶 ８７．６７１ ０．０００

受教育年限 ６５．８４２ ０．０００

健康状况 １５．５００ ０．０００

子女数量 ２９．６９９ ０．０００

过去一年是否提供精神支持 １６．７８１ ０．０００

过去一年是否提供经济支持 ３．０８２ ０．０７９

过去一年是否有经济收入 １３．１６４ ０．０００

房屋产权 ７．８９０ ０．００５

是否有养老或医疗保险 １６．７８１ ０．０００

　 　 结果分析：
从年龄上看，不论整个地区还是城乡，老年人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 对比 ６０－６９
岁的老年人，７０－７９ 岁、８０－８９ 岁和 ９０ 岁以上的老

年人更愿意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在总模型中 ９０ 岁以

上的老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是 ６０－６９ 岁老年

人的 １．４０２ 倍，城市模型中为 １．８２３ 倍，农村模型中

为 １．３１０ 倍。 可以看出高龄老人更倾向于和子女同

住，其中城市高龄老人比农村高龄老人更倾向于与

４８２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１０ 卷　



子女同住。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年龄越大的

老年人身体状况相对较差，自我照顾能力也较低，更
容易依赖子女。 此结果也验证了假设 １：高龄老人

比低龄老人更倾向与子女同住。
表 ２　 老年人居住意愿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

Ｔａｂ． 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ｏ ｌｉｖｅ ｉｎ ｔｗｏ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变量 赋值情况
总模型

Ｂ Ｅｘｐ（Ｂ）

城市模型

Ｂ Ｅｘｐ（Ｂ）

农村模型

Ｂ Ｅｘｐ（Ｂ）

常量 ２．１５４ ８．６１５ １．９２８ ６．８７９ ２．２４６ ９．４５１
年龄 （６０－６９） ０ ０ ０

７０－７９ －０．９８２ ０．３７５∗∗ －０．９５７ ０．３８４∗ －０．９０８ ０．４０３∗

８０－８９ －０．８８２ ０．４１４∗ －０．６７８ ０．５０８ －０．８８４ ０．４１３
≥９０ ０．３３８ １．４０２ ０．６００ １．８２３ ０．２７０ １．３１０

婚姻状况 （无配偶） ０ ０ ０
有配偶 －０．９３１ ０．３９４∗∗ －０．９０８ ０．４０３ －１．０２７ ０．３５８

受教育年限 （≤ ５） ０ ０ ０
６－１０ －０．６１１ ０．５４３∗ －０．５１０ ０．６０１ －０．６８２ ０．５０６
≥１１ －１．３１８ ０．２６８∗∗ －１．０８１ ０．３３９ －１．４０２ ０．２４６∗

房屋产权 （否） ０ ０ ０
是 －０．７７９ ０．４５９∗∗ －１．１４７ ０．３１８∗∗ －０．６９５ ０．４９９∗

是否有保险 （否） ０ ０ ０
是 －０．６８９ ０．５０２∗ －０．６７７ ０．５０８ －０．７７３ ０．４６２∗

　 　 　 　 　 　 注：样本总计 ３００ 例，有效样本 ２９２ 例，城市 １２９ 例，农村 １６３ 例， ∗ｐ ＜ ０．０５，∗∗ｐ ＜ ０．０１，括号内表示参照组。

　 　 从婚姻状况上看，有配偶的比无配偶的老年人

更愿意选择不与子女同住。 总模型中有配偶的老年

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是不与子女同住的

３９．４％，且此因素在总模型中具有显著意义。 在城

市模型和农村模型中，此比例分别为 ４０． ３％ 和

３５．８％，城乡差异不显著。 原因可能是有配偶的老

年人对比无配偶的老年人有潜力照顾彼此并在精神

上有依赖性。 这一结果也验证了假设 ２：无配偶的

老年人更倾向与子女同住。
从受教育年限上看，受教育年限越长，老年人与

子女同住的意愿越低。 对比受教育年限低于 ５ 年

的，不论总体或城乡，都是≥１１ 年的比 ６－１０ 年的更

倾向于不与子女同住，且在总体和农村模型中具有

显著意义。 出现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于知识水平相对

较高的老年人更容易跟随时代的发展，不再单纯的

将以前的养儿防老思想作为标准。
从房屋产权看，拥有房屋产权的老年人更倾向

不与子女同住。 无论总体或城乡都是如此，其中总

模型和农村模型差异较小，城市模型相对比更加不

愿意与子女同住。 这可能是因为拥有房屋产权的老

年人有属于自己的住所，自己住相比较和子女一起

住会更加方便、轻松。 此结论也验证了假设 ３：无房

屋产权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
从是否有养老或医疗保险上看，有保险的老年

人更倾向于不和子女同住。 其中，总模型和城乡模

型很接近，差异较小，农村老年人相对比更加倾向于

不和子女同住，说明无论城乡有保险的老年人都更

想要自己居住，并且在总体和农村模型中此因素都

具有显著意义。 这可能是因为拥有保险的老年人比

没有保险的老年人有更多的财务自由和更强的经济

能力，基本可以自己解决养老和医疗的经济问题。
本文研究中的假设 ４ 无经济收入的老年人比有

经济收入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在此文中

并无统计学意义，在此不排除填卷人不想透露真实

收入水平的原因，也可能是受是否有养老或医疗保

险因素的影响，因此并未有显著性影响，这个问题有

待进一步研究。
４　 结束语

上述研究表明，郑州市老年人存在“居与愿违”
现象，城乡之间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既有共性也有

差异。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调查样本中，老年

人当前居住满意度一般和不满意的比例较多，但可

能还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仍有过半的老年人选择

“与子女同住”。 影响因素方面，在总体、城市、农村

３ 个模型中，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房屋产权

和是否有养老或医疗保险 ５ 个因素影响显著。 首

先，个人特征中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对城

乡老年人居住意愿影响显著且稳健，高龄老人更倾

向与子女同住，城市比农村的现象更明显；有配偶的

老年人和受教育年限越长的老年人都更倾向不与子

女同住。 其次，家庭因素在本文中无统计学意义。
再次，经济状况中，房屋产权在总体和城市模型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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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显著，拥有房屋产权和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

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不与子女同住。 最后，无论城乡，
年龄和房屋产权都是对郑州市城乡老年人居住意愿

有显著影响的。
综上所述，大多数郑州市城乡老年人的共同愿望

和期待依然是与子女同住，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城乡差

异，子女照料会逐渐转向自我照料。 因此，为了满足

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并提高其满足程度，政府应根据当

地人口老龄化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郑州市城市和农

村不同区域老年人的居住意愿，鼓励子女积极与老人

同住或在附近居住。 同时也要鼓励老年人形成自立

自养的意识，出台相应的养老政策，根据地区差异建

立多层次多阶段的养老服务体系，并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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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２８１ 页）
　 　 （２）红外线针孔摄像头，即超微型摄像机。 其

拍摄孔径仅有一般针孔大小，可以利用网络无线无

距离监控目标，可同时拍摄同时观看。 充电方法可

通过太阳能充电技术也可通过 ＵＳＢ 接口进行充电。
（３）传感器：九轴（加速度、陀螺仪、地磁），支持

定位状态识别。
（４）网络制式：支持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的 ４Ｇ

全网通。
２．２　 软件设计

２．２．１　 定位装置

ＧＰＳ 定位装置使用 ＧＰＲＳ 连接云端服务器，当
手环没电时，手环接收到的信息存放到云服务器中

进行保存，防止信息丢失。
工作流程：ＧＰＳ 开始工作———连接云端服务

器———检查连接是否成功———成功后读取定位信

息———读取电量信息———发送给接收端

工作状态：如果云端服务器连接失败则重新连

接，直到连接成功。 服务器连接成功之后，开始读取

各个部分的信息。 程序返回初始部分，重新连接云

端服务器，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工作结束。
２．２．２　 接收监察端

接收端有相应的硬件和软件进行信息接收 。
例如，手机，电脑中有相对应 ＡＰＰ 进行接收信息。

工作流程：接收端：开始进行初始化———连接云

端服务器———接收信息按钮按下———视频界面弹

出———接收语音通话———接收定位系统发出的信

号，利用智能地图进行规划路线锁定目标。
监察端：开始进行初始化———连接云端服务

器———按下视频按钮控制手环打开视频（按下语音

通话按钮控制手环打开语音、按下定位系统可定位

手环携带者位置三者可同时打开）———接收定位系

统发出的信号，利用智能地图规划路线。
３　 结束语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定位和视频语音追踪，但
视频语音追踪是基于基本硬件系统上的，未来的研

究工作可以进一步提高视频语音追踪系统功能。 此

方案只是对手环相应部件进行研究，未来还需要与

警方合作，进一步提高和完善相关硬软件系统，为防

止意外发生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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