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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冯雪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独生子女家庭对养老意愿的选择及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我国城市独

生子女家庭更倾向于选择责任均摊的方式。 同时研究还表明：性别、年龄、学历、健康状况、家用小汽车、是否幸福、社会公平对

养老意愿有显著性影响。 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和养老保险未有显著影响。 因而养老政策的设计应充分考虑社会态度和人口

属性的影响，以便政策的设计更贴合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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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自上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开

始实施。 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家庭结

构，使城市的大多数家庭结构成为“４２１”的核心家

庭，这无疑使全球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得以加速。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６０ 岁及其以上人

口占总人口的 １３．３１％。 因此研究独生子女家庭在

人口老龄化浪潮下的养老意愿格外重要，这关系着

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老年生活的安康。
独生子女家庭在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的情况下，一个孩子要承担养育子女、照料老人及满

足自身生活的重担，显然已不具备传统的依靠子女

养老的客观基础。 分析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基于现存

物质基础和传统人文条件下的养老意愿，对于进一

步为老人提供满足遂愿的养老保障很有必要。
对于养老意愿，当前学术界尚没有一个严格的

界定。 龙书芹、风笑天等人认为，老年人对养老的看

法和态度是养老意愿需要考察的方向［１］；田北海等

认为养老意愿是个人对养老模式的一种主观选择倾

向［２］。 尚潇滢将养老意愿分为家庭养老、居家养老

和机构养老三种，指出老年人年龄、收入和学历与机

构养老倾向大体呈正比，要加大机构养老的建设和

完善［３］。 顾永红将养老意愿分为 ３ 类，即依靠自己、
依靠子女、依靠社会［４］。
１　 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影响因素分析

１．１　 数据来源及样本概论

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不是一城

一地的现象，这需要考察和分析整个国家，目前养老

意愿的研究区域性明显。 本文利用《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

合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所收集的数据，对我国城

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意愿进行分析。 调查问卷由

专业机构实施，该调查问卷覆盖人群广、可靠性高，
问卷质量和数据回收有保证，最终结果具有说服力。

通过删选，分析中的个案数 １ ４５７ 份，有效率

９９．０４％。男性占 ４５．１％，女性占 ５４．９％，与我国人口

性别趋势大致相同。 分析数据中，无法回答者占

０．７％，认为主要由政府负责的占 １１．８％、认为主要

由子女负责的占 ３２．２％、认为应由老人自己负责的



占 ９．４％、认为应由政府、子女和老人责任均摊的占

４５．９％。由此可见，我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更加倾向

于选择责任均摊的方式。
１．２　 模型选择

本研究针对政府负责、子女负责、老人自己负责

及政府、子女和老人责任均摊这四种养老责任倾向，
分别作为因变量。 若选择该种责任倾向则赋值为

１，否则赋值为 ０。 针对这种经处理的二元离散现象

的数值分析，采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法，各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通过下列拟合模型进行估计：

Ｌｏｇｉｔｐ ＝ ｌｎ ｐ
１ － ｐ

＝ ａ ＋ ｂ１Ｘ１ ＋ ｂ２Ｘ２ ＋ … ＋ ｂｎＸｎ ．

　 　 其中， ｐ 表示选择某种养老模式的概率，Ｘ ｉ（其
中，ｉ ＝ １，２，…，ｎ） 表示影响某种养老模式选择的影

响因素，ｂｉ（其中，ｉ ＝ １，２，…，ｎ） 表示各自变量的回

归系数。
１．３　 变量选取

（１）因变量：本研究将独生子女家庭对养老责

任倾向，即政府负责、子女负责、老人自己及政府负

责、子女及老人负责均摊四种方式作为因变量。
（２）自变量：自变量主要从调查对象的社会人

口属性、经济状况、社会态度和养老保险四方面指标

进行衡量。
①社会人口属性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

况和健康状况。 其中，学历分为是否接受高等教育

两大类。
②经济水平。 经济状况是影响养老意愿的重要

因素。
③社会态度。 选取幸福感和社会公平感两个因

素，分析社会态度对养老意愿的影响。
④养老保险。 采用是否购买基本养老保险和商

业性养老保险，来检验养老意愿中责任倾向的影响

效应。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编码了上述影响变量作为

自变量，相应的赋值见表 １。
１．４　 研究假设

假设 １　 老年人年龄越大，更倾向于选择晚年

养老由政府负责。
假设 ２　 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老人，更倾向于晚

年养老责任均摊或自己负责。
假设 ３　 婚姻生活不稳定的老年人，更倾向于

选择政府负责。
假设 ４　 健康状况越差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

择政府负责或子女负责。
假设 ５　 经济条件好且趋于稳定的老年人，更

倾向于选择自己负责。
假设 ６　 社会公平感、自身幸福度越高的老年

人，更倾向于选择子女或政府负责。
假设 ７　 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或商业性养老保

险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自己负责。

表 １　 自变量赋值

Ｔａｂ． １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编码 性别 年龄 学历 婚姻状态 健康状态 家用小汽车 经济状况 是否幸福 社会公平
基本养老

保险

商业养老

保险

１ 男 １９－３０ 没有高等教育 未婚 很不健康 有 远低于平均水平 非常不幸福 完全不公平 参加了 参加了

２ 女 ３１－４２ 高等教育 同居 比较不健康 没有 低于平均水平 比较不幸福 比较不公平 没有参加 没有参加

３ ４３－５４ 初婚有配偶 一般 平均水平
说不上幸福

不幸福

说不上公平

但也不能说不公平

４ ５５－６６ 再婚有配偶 比较健康 高于平均水平 比较幸福 比较公平

５ ６７－７８ 分居未离婚 很健康 远高于平均水平 非常幸福 完全公平

６ ７９－９０ 离婚

７ ＞９１ 丧偶

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二分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对老年人晚年的养老

责任倾向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见表 ２～表 ５。

２．１　 “政府负责”责任倾向意愿的影响因素

（１）年龄和健康状况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年龄

的偏回归系数为 ０．３５２，与“政府负责”责任倾向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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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正向关系。 说明年龄越大的老年人，越需要

得到更多的照顾，而独生子女家庭特殊的结构使得

这一养老需求需要政府等外界的帮助。 健康状况的

偏回归系数为－０．１８２，与“政府负责”呈负相关，说
明身体健康差的老年人，需要得到更多生活上的照

料，因此需要依靠政府等力量的帮助。

表 ２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政府负责”责任倾向意愿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Ｔａｂ．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ｏｎｅ－ｃｈｉｌ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影响因素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性别 －０．２６１ ０．１６７ ２．４４５ １ ０．１１８ ０．７７０

年龄 ０．３５２ ０．０８９ １５．７０ １ ０．０００ １．４２１

学历 －０．０９８ ０．２０３ ０．２３３ １ ０．６２９ ０．９０７

婚姻状况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０７ １ ０．９３２ ０．９９４

健康状况 －０．１８２ ０．０７４ ６．０４６ １ ０．０１４ ０．８３４

家用小汽车 －０．２４６ ０．１０７ ５．２９５ １ ０．０２１ ０．７８２

经济状况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１ ０．１８６ １ ０．６６６ ０．９７４

是否幸福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７ ０．２７０ １ ０．６０４ ０．９６１

社会公平 －０．２６０ ０．０７１ １３．３６ １ ０．０００ ０．７７１

基本养老保险 ０．０８５ ０．２０１ ０．１７８ １ ０．６７３ １．０８９

商业养老保险 ０．０４３ ０．１０１ ０．１８０ １ ０．６７１ １．０４４

常量 －０．７１７ ０．７７９ ０．８４６ １ ０．３５８ ０．４８８

　 　 （ ２） 经济水平中，家用汽车的偏回归系数为

－０．２４６，呈显著的负相关，家用汽车代表一定的经济

水平。 经济水平越好，自身实力能够在养老方面得

到较好保障，也就不再倾向于 “政府负责”等外在帮

助。
（３）社会公平对“政府负责”责任倾向意愿有显

著性影响。 社会公平感的偏回归系数为－０．２６０，社
会公平感越低，越需要依靠政府得到公平保障。

（４）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对“政府负

责”责任倾向意愿无显著性影响。 结果显示是否参

加社会保障项目和基本养老保险的显著性水平均大

于 ０．０５，并未对选择“政府负责”责任倾向意愿产生

显著性影响。
２．２　 “子女负责”责任倾向意愿的影响因素

根据表 ３ 分析社会人口属性、经济水平、社会态

度和养老保险对“子女负责”责任倾向意愿的影响。

表 ３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子女负责”责任倾向意愿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Ｔａｂ．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ｏｎｅ－ｃｈｉｌ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影响因素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性别 －０．０９５ ０．１１７ ０．６５４ １ ０．４１９ ０．９１０

年龄 －０．４４６ ０．０６４ ４８．７３ 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０

学历 －０．１４８ ０．１３４ １．２２１ １ ０．２６９ ０．８６３

婚姻状况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６ ０．４３５ １ ０．５１０ ０．９６４

健康状况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６ １ ０．８９８ １．００８

家用小汽车 －０．００３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１ １ ０．９７４ ０．９９７

经济状况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７ ２．５１３ １ ０．１１３ ０．９２８

是否幸福 ０．１８１ ０．０８１ ５．０１３ １ ０．０２５ １．１９９

社会公平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８ １．７３６ １ ０．１８８ １．０７９

基本养老保险 ０．１７７ ０．１３４ １．７４９ １ ０．１８６ １．１９４

商业养老保险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７ ０．９２６ １ ０．３３６ １．０７７

常量 －０．０２８ ０．６１１ ０．００２ １ ０．９６４ ０．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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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社会人口属性中年龄对“子女负责”责任倾

向意愿有显著性影响。 年龄的偏回归系数为

－０．４４６，年龄与“子女负责”责任倾向呈显著负相

关。 说明对于城市独生子女家庭而言，老年人年龄

越大，独生子女家庭特殊的家庭结构在晚年养老方

面凸显不足，需要考虑子女负责以外的更多因素。
（２）经济水平中家用汽车和经济状况对“子女

负责”责任倾向意愿无显著性影响。
（３）社会态度中是否幸福对“子女负责”责任倾

向意愿有显著性影响，其偏回归系数为 ０．１８１，二者

呈正向影响。 幸福感强的家庭，老年人的生活也会

觉得更幸福，会更倾向于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模

式。
（４）养老保险中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对“子女负责”责任倾向意愿无显著性影响。
２．３　 “老人自己负责”责任倾向意愿的影响因素

根据表 ４ 分析社会人口属性、经济水平、社会态

度和养老保险对“老人自己负责”责任倾向意愿的

影响。

表 ４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老人自己负责”责任倾向意愿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Ｔａｂ．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 ｏ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ｏｎｅ－ｃｈｉｌ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影响因素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性别 －０．３１１ ０．１８６ ２．８００ １ ０．０９４ ０．７３３

年龄 ０．４４４ ０．０９８ ２０．５４ １ ０．０００ １．５５９

学历 －０．６７０ ０．２５０ ７．１７７ １ ０．００７ ０．５１２

婚姻状况 ０．１１２ ０．０６９ ２．６００ １ ０．１０７ １．１１８

健康状况 ０．１３２ ０．０９４ １．９６２ １ ０．１６１ １．１４１

家用小汽车 ０．２７７ ０．２４８ １．２４９ １ ０．２６４ １．３１９

经济状况 ０．１２８ ０．１０６ １．４７６ １ ０．２２４ １．１３７

是否幸福 ０．１００ ０．１１５ ０．７５０ １ ０．３８６ １．１０５

社会公平 ０．１１５ ０．０９６ １．４２９ １ ０．２３２ １．１２２

基本养老保险 －０．０４９ ０．１９１ ０．０６５ １ ０．７９９ ０．９５２

商业养老保险 －０．０２１ ０．１０７ ０．０４０ １ ０．８４１ ０．９７９

常量 －４．８１ １．０１２ ２２．６６ 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１）社会人口属性中年龄和学历对“老人自己

负责”责任倾向意愿有显著性影响。 年龄的偏回归

系数为 ０．４４４，呈正相关关系，说明独生子女家庭在

养老问题上无法提供充分的保障，需要老年人自己

照顾好自己。 学历的偏回归系数为－０．６７０，学历越

低，越倾向于自己负责，二者呈负相关；学历越高的

老年人，更倾向于自身以外的责任倾向。
（２）经济水平中家用汽车和经济状况对“老人

自己负责”责任倾向意愿无显著性影响。
（３）社会态度对“老人自己负责”责任倾向意愿

无显著性影响。
（４）养老保险中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对“老人自己负责”责任倾向意愿无显著性影响。
２．４　 “政府、子女和老人责任均摊”责任倾向意愿的

影响因素

根据表 ５ 分析社会人口属性、经济水平、社会态

度和养老保险对“政府、子女和老人责任均摊”责任

倾向意愿的影响。

　 　 （１）社会人口属性中性别和学历对“政府、子女

和老人责任均摊”责任倾向意愿有显著性影响。 性

别的偏回归系数为 ０．２８９，说明男女对“政府、子女

和老人责任均摊”方面的责任倾向存在观念上的差

异。 学历的偏回归系数为 ０．３３７，学历与责任均摊倾

向呈正影响，说明高学历的人，因此更倾向于“子女

负责”以外的责任倾向。
（２）经济水平中家用汽车和经济状况对“政府、

子女和老人责任均摊”责任倾向意愿无显著性影

响。
（３）社会态度中是否幸福对“政府、子女和老人

责任均摊”责任倾向意愿有显著性影响。 其偏回归

系数为－０．１１８，幸福感与责任均摊倾向呈负相关，则
老年人更倾向于多主体的参与来完善保障。

（４）养老保险中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对“政府、子女和老人责任均摊”责任倾向意愿无显

著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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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政府、子女和老人责任均摊”责任倾向意愿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Ｔａｂ． 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ｏｆ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ｈａ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ｏｎｅ－ｃｈｉｌ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影响变量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性别 ０．２８９ ０．１０８ ７．１６８ １ ０．００７ １．３３５

年龄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７ １．７８９ １ ０．１８１ １．０７９

学历 ０．３３７ ０．１２４ ７．４３９ １ ０．００６ １．４０１

婚姻状况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８ ０．３９１ １ ０．５３２ ０．９７０

健康状况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５ ０．２７６ １ ０．５９９ １．０２９

家用小汽车 ０．１０６ ０．０９５ １．２５７ １ ０．２６２ １．１１２

经济状况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６ １．０９４ １ ０．２９６ １．０５０

是否幸福 －０．１１８ ０．０６３ ３．５２２ １ ０．０４９ ０．８８９

社会公平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２ ０．１７３ １ ０．６７７ １．０２２

基本养老保险 －０．１７５ ０．１２２ ２．０５１ １ ０．１５２ ０．８３９

商业养老保险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２ １．１４９ １ ０．２８４ ０．９３６

常量 －０．８９２ ０．５４４ ２．６９３ １ ０．１０１ ０．４１０

３　 结束语

（１）个人的社会人口属性在养老责任倾向方面

有显著性的影响。 性别、年龄、学历和健康状况在不

同的责任倾向中均有显著性体现，与假设 １ 中的预

测一致。 学历越高，养老责任倾向不再是单纯的

“子女负责”，且与高学历相关的保障更多元，所以

更倾向于政府、子女和老人责任均摊，这与假设 ２ 中

的预测一致。 健康状况越差的人，在养老责任倾向

上倾向于依靠自身以外的政府，这与假设 ４ 中的预

测一致。 婚姻状况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上仅

与老人自己负责责任倾向呈正相关，更倾向于老人

自己负责。
（２）经济水平，对“子女负责”和“政府负责”起

到负向影响作用。 其中，对“政府负责”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 对“老人自己负责”和“政府、子女和老人

责任均摊”起到正向影响作用，这与假设 ５ 中的预

测是一致的。 更好的经济基础可以使老年人更加自

立，减少对他人的依赖。
（３）幸福感强的家庭仍然较多选择传统的“子

女负责”的责任倾向。 社会公平感越弱，晚年越需

要在政府处得到较好的同等待遇，更倾向于政府负

责，这与假设 ６ 中的预测相反。
（４）养老保险，对“子女负责”和“政府负责”起

到正向影响作用，对“老人自己负责”和“政府、子女

和老人责任均摊”起到负向影响作用。 养老保险对

责任倾向的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要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理想，则今后照顾老年

人的责任倾向势必会出现多元化，单一的依靠一方

不能实现全方面的目标。 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要
将现有资源合理分配且充分利用。

（１）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高公民教育程度。
增加对医疗保健、活动健身器材场所的投资，提高民

众的身体健康水平。
（２）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可支配收入，提高人们

购买社会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力。
（３）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提升居民幸福感和

公平感，关注社区老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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