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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对中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

冯雪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探讨经济状况对中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的影响，分析对 ４ 种养老意愿的偏好倾向。 基于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

据，选取 ７ ６７３ 名中老年人，运用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在个体基本特征影响下经济因素是否对中老年人的养老

意愿产生影响。 结果显示，子女数量、身体健康状况和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３ 个经济因素均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 经济状况越好的老年人在子女负责养老的传统观念下，更能接受新型的养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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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

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中预测，到 ２０２０ 年，
全国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 ２．５５ 亿人左右，
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 １７．８％左右［１］。 中国养老事业

面临严峻形势，尤其是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要重点

应对的关键，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是合理分配养老资

源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也是提升晚年养老幸福感

的重要途径。 养老意愿是个人偏好的反映，既是对

居民现实生活情况的反映，也是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对政府制定和完善养老政策，对养老机构调整养老

投资方向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

方式的变化，居民的养老意愿不再是之前的“养儿

防老”的传统养老观念，而是更加适应现代生活、且
更具多样化。 无论是城市老年人、还是农村老年人，
养老观念都由原来的家庭养老向社区居家养老、机
构养老等多样化的方式转变。 但是对于即将要跨入

老年阶段的中年人来说，其养老意愿也是需要考虑

和着手准备的，否则待其进入老年就会错过最佳研

究时机［２－３］。
国内学者对养老意愿的操作化各有不同。 聂秀

泉等人［４］ 对选择居家养老还是机构养老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得出在完善家庭养老的同时，要
建立适合不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的养老机构满

足老年需求。 刘金华等人［５］ 基于老年人口生活质

量与家庭代际关系的调查，认为在一些基本特征的

影响下，社会支持视角下的老年人养老更倾向于传

统的养老方式，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陶涛等

人［６］从隔代照料的角度考察养老意愿，分析认为隔

代照料的加深会影响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会更倾向

于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方式，但隔代照料也会影响代

际关系。 范红绢等人［７］ 分析认为，在物质生活不断

丰富的情况下，要更加注重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在养

老体系建设方面，要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养老方式满



足老年人不同的养老需求。
已有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养老意愿及影响因

素。 本次研究认为，经济状况的好坏是中老年人考

虑当下现实和未来状况的重要依据，是影响养老意

愿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控制其他因素，重点探讨

经济状况对中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 研究将利用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１５）数据，分析中国中

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并深入分析经济因素对养老意

愿的影响，以及就分析结果给出的结论建议。
１　 研究假设和方法

１．１　 研究假设

基于对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文献回

顾，本文提出如下 ２ 个研究假设：
（１）个人基本特征好的中老年人在养老上面临

较少的问题，会给子女会带来较少的负担，从而更倾

向于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养老责任。
（２）经济状况好的中老年人更可能选择老年自

己负责或政府 ／子女 ／老人责任均摊。 经济状况好的

中老年人在养老上不需要过多地依靠子女的帮助，
在养老服务选择上可选范围较大。
１．２　 研究方法

本文重点分析经济因素对中老年人养老意愿的

影响，因此，文章使用 ＳＰＳＳ２４．０ 对“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文章研究目

的和需要，结合前人研究，首先对各部分问卷问题及

数据进行筛选。 使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进行检验，选
取的自变量是否与因变量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再采用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对筛选过后的

数据进行分析，除一些个人基本特征，如性别、学历、
身体健康状况和政治面貌外，加入重点分析的与因

变量养老意愿相关的经济因素，研究相互之间的影

响。
２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最新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进行分析，该数据是全国性、综合性、
连续性的学术调查项目，涉及社会、社区、家庭、个人

等多方面的信息，由专业人员参与调查，调查问卷质

量高，覆盖人群广，问卷问题系统全面，是目前笔者

所能获得的最好的数据库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对人生阶段年龄的划分以及生活认知，将 ４５ ～ ５９ 岁

划分为中年人，而国际组织公认为 ６０ 岁即进入人口

老龄化，所以从总体样本中筛选年龄大于等于 ４５ 岁

的居民作为研究样本，并且对样本中的数据进行处

理后，共筛选出了 ７ ６３７ 个研究对象。
２．２　 变量说明

２．２．１　 因变量选取

将因变量选取为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问卷当中的 Ａ４１ 养

老意向，即“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应该由谁

负责？”这个问题的回答分别为“主要由政府负责”、
“主要由子女负责”、“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和“政
府 ／子女 ／老人责任均摊”。
２．２．２　 自变量选取

自变量为经济状况，采用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问卷当中

的 Ａ８ａ“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Ａ６４
“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和

Ａ８ｂ“您个人去年全年的职业劳动收入是多少？”三
个有关经济情况的问题来分析经济状况对养老意愿

的影响。 将问卷中的子女数量、学历、Ａ１０“您目前

的政治面貌”和 Ａ１５“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

况是？”等这些影响居民养老意愿的个人基本特征

因素也作为自变量。 其中，将 Ａ７ａ 学历变量重新编

码为不同的变量，具体分为“几乎没有受过教育”、
“小 ／初 ／高教育”、“中专 ／技校 ／专科教育”、“本硕教

育”和“其他”。 其中，子女数量为问卷中 Ａ６８ 您有

几个儿子几个女儿的数量加总，自变量的基本定义

见表 １。
表 １　 自变量的具体定义

Ｔａｂ． １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子女数量 ２．０５６ ７ １．４７１ ３３

学历 １．９６ ０．６６

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 ２４ ７７１．８７ １２４ ４２２．３６

您目前的政治面貌 １．３２ １．１２

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 ３．３８ １．１１

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 ２．５５ １．０９

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 ３．７４ １．１０２

您个人去年全年的职业劳动收入是多少 １６ ５６８．９３ ４３ ４８８．５６６

３　 实证分析结果

３．１　 描述性分析

经筛选过后的描述统计分析，共有 ７ ６３７ 个有

效变量。 关于“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

负责？”，研究给出研究结果见表 ２。 由表 ２ 可以看

出，中国城市中老年人的养老意愿选择比例上，最高

的是主要由子女负责（４６．９％），接近一半的比例，有
超半数的趋势。 其次，是主要由政府 ／子女 ／老人责

任均摊（３３．４％）和主要由政府负责（１１．６％），最低

的是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８．１％）。 非子女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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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占到了 ５３．１％，这说明国内中老年人的养老观

念在转变的过程中。
表 ２　 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

Ｔａｂ． ２　 Ｗｈｏ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主要由政府负责 ８８９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１．６

主要由子女负责 ３ ５７８ ４６．９ ４６．９ ５８．５

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 ６１９ ８．１ ８．１ ６６．６

政府 ／ 子女 ／ 老人责任均摊 ２ ５５１ ３３．４ ３３．４ １００．０

总计 ７ ６３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造成这种养老意愿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按照本

文中老年人的划分标准来计算，目前 ４５ 岁及以上人

口为 １９７４ 年以前出生，已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

响，使传统的“养儿防老”缺乏现实基础，加上经历

改革开放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在养老问题

上也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已经开始认为老年人养

老不仅仅由子女负责，而是涉及社会民生的多方面，
应由多方参与共同负责。

但总体而言，子女负责养老的思想仍是主流，且
短时间内不会改变，长时期内也不会消除，养老意愿

的选择日趋多元化。
３．２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检验

本文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检验是为了查看自变

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其显著性

如何，从而再进行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 ３。 由表 ３ 可知，双尾显著性

检验显示各因素均在 １％或 ５％的水平上显著，结果

显示，筛选出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着很强的相

关关系。

表 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检验

Ｔａｂ． 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变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 变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

子女数量 －０．０６５∗∗ 身体健康状况 ０．０２９∗

学历 ０．０９２∗∗ 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 ０．０２８∗

政治面貌 ０．０３６∗∗ 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 ０．０３２∗∗

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 ０．０３４∗∗ 个人去年全年的职业 ／ 劳动总收入是多少 ０．０３０∗∗

　 　 　 　 ∗∗在 ０．０１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０．０５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将会分为个人基本特征和

经济因素两部分。 其中，个人基本特征包括子女数

量、身体健康状况、学历、政治面貌和心情抑郁或沮

丧的频繁程度。 经济因素包括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

入、个人去年全年的职业 ／劳动总收入和家庭经济状

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这三个变量。
３．３　 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３．３．１　 个人基本特征

个人基本特征方面子女数量 （Ｐ ＜ ０．０１）、身体健

康状况和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Ｐ ＜ ０．０５），学历和政治面貌未达到显著性水

平。 在子女数量方面，与子女数量最多的人相比，是
子女数量组选择主要由子女负责的概率是选择政府

／ 子女 ／ 老人责任均摊的 １．０９０ 倍（Ｂ ＝ ０．０８６，ＯＲ ＝
１．０９０）。 在身体健康状况方面，与认为身体健康状况

很健康相比，是认为身体健康状况比较不健康的人选

择主要由政府负责的概率是选择政府 ／ 子女 ／ 老人责

任均摊的１．４７３倍（Ｂ ＝ ０．３８７，ＯＲ ＝ １．４７３）；是身体健

康状况组认为自身一般健康的选择主要由子女负责

的概率是选择政府 ／ 子女 ／ 老人责任均摊的 ０．７４０ 倍

（Ｂ ＝ － ０．３０１，ＯＲ ＝ ０．７４０）。 在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

繁程度方面，显著性较普遍，感到有时心情抑郁或沮

丧的均通过了显著性，选择主要由政府负责、子女负

责和老人自己负责是选择政府 ／ 子女 ／ 老人责任均摊

的 ０．７８０倍（Ｂ ＝ － ０．２４９，ＯＲ ＝ ０．７８０）、０．８４４倍（Ｂ ＝
－ ０．１７０，ＯＲ ＝ ０．８４４） 和 ０．５１８倍（Ｂ ＝ － ０．６５８，ＯＲ ＝
０．５１８）。 感到很少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选择主要由子

女负责和老人自己负责是选择政府 ／ 子女 ／ 老人责任

均摊的０．８５９倍（Ｂ ＝ － ０．１５２，ＯＲ ＝ ０．８５９） 和０．７２１倍
（Ｂ ＝ － ０．３２７，ＯＲ ＝ ０．７２１）。 子女数量越多，数据显

示中老年人越倾向于依靠子女负责养老，一方面中国

传统的“养儿防老” 的思想不可能在短时间消除，另
一方面，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设施目前并不完善，
新闻媒体更多见负面新闻，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老

年人的价值观念。 数据显示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

越差，越倾向于政府负责，减少子女负担，可能是因为

中国从 ８０ 年代末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目前大部

分的中年人家庭在计划生育的号召下少子化，子女数

量的减少无法单独承担照顾父母的重担。 中老年人

心情越好，越倾向于更加开放多元的养老方式，与单

纯地依靠政府、子女及自己负责大体上呈负相关关

系。 中老年人的心情变化是养老意愿需要重点考虑的

因素，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此

情况下，中老年人的精神世界也需要更多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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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方面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个人去

年全年的职业 ／劳动总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

地属于哪一档均有显著性水平 （Ｐ ＜ ０．０５）。 在个

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方面，与最高总收入相比，选择

子女负责和选择政府 ／ 子女 ／ 老人责任均摊的人一

样多。 在职业 ／ 劳动总收入方面，与最高职业 ／ 劳

动总收入相比，选择由子女负责和老人自己负责的

人数和政府 ／ 子女 ／ 老人责任均摊的人数相同。 在

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方面，与远高于

平均水平相比，平均水平和高于平均水平的选择与

主要由政府负责呈负相关，分别是选择政府 ／ 子女 ／
老人责任均摊的 ０．２０４ 倍（Ｂ ＝－ １．５８８，ＯＲ ＝ ０．２０４）
和 ０．１９０ 倍（Ｂ ＝－ １．６６０，ＯＲ ＝ ０．１９０）。

表 ４　 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Ｔａｂ． ４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主要由政府负责

Ｂ 显著性 Ｅｘｐ（Ｂ）

主要由子女负责

Ｂ 显著性 Ｅｘｐ（Ｂ）

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

Ｂ 显著性 Ｅｘｐ（Ｂ）

截距 １７．０５３ ０．９８８ １７．２２８ ０．９８８ ０．４０６ ０．６７５

子女数量（以子女数量最多为参照）

子女数量 ０．０３９ ０．１６９ １．０４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９０ －０．０２０ ０．５０４ ０．９８０

个人去年全年总收入（以最高总收入为参照）

个人去年全年总收入 ０．０００ ０．７２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８２６ １．０００

个人去年全年职业 ／ 劳动总收入（以最高总收入为参照）

个人去年全年职业 ／ 劳动收入 ０．０００ ０．９５３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８ １．０００

学历（以其他为参照）

几乎没有受过教育 －１６．６４８ ０．９８９ ５．８８８Ｅ－８ －１５．３８０ ０．９９０ ２．０９１Ｅ－７ －０．２６２ ０．３１６ ０．７７０

小 ／ 初 ／ 高教育 －１６．６８０ ０．９８９ ５．７００Ｅ－８ －１５．６２６ ０．９８９ １．６３５Ｅ－７ －０．０２３ ０．９１９ ０．９７７

中专 ／ 技校 ／ 专科教育 －１６．６７４ ０．９８９ ５．７３６Ｅ－８ －１６．１６７ ０．９８９ ９．５２０Ｅ－８ －０．３１５ ０．２０８ ０．７３０

本硕教育 －１６．９０１ ０．９８８ ４．５６９Ｅ－８ －１６．４９０ ０．９８９ ６．８９３Ｅ－８ －０．２８５ ０ ０．７５２

政治面貌（以共产党员为参照）

群众 －０．１９２ ０．１２７ ０．８２６ ０．１１９ ０．１９９ １．１２６ －０．２２２ ０．１０６ ０．８０１

共青团员 ０．１０９ ０．７９５ １．１１５ ０．３４６ ０．２４１ １．４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９８２ １．０１１

民主党派 －０．４２９ ０．６９８ ０．６５１ ０．１０７ ０．８７５ １．１１３ ０．３６８ ０．６６６ １．４４５

身体健康状况（以很健康为参照）

很不健康 ０．４３４ ０．０６０ １．５４４ －０．１５５ ０．３５１ ０．８５７ ０．１８４ ０．５２９ １．２０２

比较不健康 ０．３８７ ０．０１２ １．４７３ －０．１９１ ０．０５９ ０．８２６ ０．２０２ ０．２４２ １．２２４

一般 ０．２３０ ０．１０３ １．２５８ －０．３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７４０ ０．０９７ ０．５１７ １．１０２

比较不健康 ０．１１０ ０．４１７ １．１１６ －０．０８４ ０．３１３ ０．９２０ －０．０２５ ０．８６３ ０．９７６

过去四周中，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以从不感到抑郁或沮丧为参照）

总是 －０．０４０ ０．９０６ ０．９６１ ０．０７９ ０．７５８ １．０８２ －０．６５８ ０．２００ ０．５１８

经常 －０．０１９ ０．９１３ ０．９８２ ０．０６０ ０．６２０ １．０６２ －０．２９６ ０．１４９ ０．７４４

有时 －０．２４９ ０．０４２ ０．７８０ －０．１７０ ０．０４０ ０．８４４ －０．６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５１８

很少 －０．１４５ ０．１７２ ０．８６５ －０．１５２ ０．０３３ ０．８５９ －０．３２７ ０．００４ ０．７２１

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以远高于平均水平为参照）

远低于平均水平 － ０．９２６ ０．２４２ ０．３９６ －１．３１３ ０．０５５ ０．２６９ －１．４４８ ０．１３２ ０．２３５

低于平均水平 －１．２３９ ０．１１３ ０．２９０ －１．２５２ ０．０６４ ０．２８６ －１．３３５ ０．１５５ ０．２６３

平均水平 －１．５８８ ０．０４２ ０．２０４ －１．１１４ ０．０９９ ０．３２８ －１．０８６ ０．２４６ ０．３３７

高于平均水平 －１．６６０ ０．０３５ ０．１９０ －１．２１８ ０．０７３ ０．２９６ －１．０４７ ０．２６８ ０．３５１

　 　 注：参考类别是： 政府 ／ 子女 ／ 老人责任均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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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水平越高的中老年人，在面对养老需要带

来的现实性问题时解决的方式方法会更加多样化，
养老底气更足，有能力购买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从而

不再仅是单纯依靠政府或者子女的力量。 受新型公

共服务思想和日益严重的养老形势的影响，中老年

人的养老观念日趋多元化，认为养老应该是政府、子
女、老人自己多方的事情。 这与现有其他学者已做

的研究相吻合［８－９］。
４　 结束语

在养老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本文以中老年

人为考察对象，就现实性和未来期翼来分析其养老

意愿（即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应该主要由谁负

责？）。 通过描述性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检验和无序

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选择子女负责养老的

比例在 ４ 个选项中仍占据大多数，但选择政府 ／子
女 ／老人责任均摊的比例仅次于子女负责，选择政府

负责和老人自己负责的加总为五分之一，这说明中

国传统的养老思想所占比重已在不断下降，取而代

之的可能是责任均摊的养老新思想。 通过相关性检

验的因素显示，“子女数量”、“身体健康状况”、“心
情抑郁或沮丧程度”、“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
“个人去年全年的职业 ／劳动的总收入”有显著性，
“学历”、“政治面貌”无显著性。 本文在个体基本特

征之外重点分析了经济因素对养老意愿的影响，在
回归分析中，经济状况越好的中老年人越不倾向于

依靠子女负责养老或单一的主体负责，更倾向于多

元化的责任分担，较好的经济状况为多种养老服务

提供了可能。 除经济因素外，在研究分析中发现，中
老年人的精神状况与养老意愿有较强的相关性，这
说明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条件下，要逐渐把注意

力转移一部分到老年人的精神心情方面，关注中老

年人的精神生活是否愉悦。 针对本文结论，从经济

学角度看，提出一些建议可阐述如下：

（１）养老金是老年人退休之后的重要收入来

源［１０］，是保障老年人劳动能力下降后维持正常生活

的重要因素。 因此，保障养老金的按时足月发放是

保障老年人养老的重要经济举措。
（２）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对于一时难以转变的

传统养老模式给予制度、经济等方面更多的便利和

支持。
（３）考虑在有利条件下可筹建一部分满足基础

养老服务的养老院，并对经济状况较差且选择居住

的老年人提供适当的补贴。
（４）理想的养老模式是老年人在享受专业、全

面的养老服务时，依然可以满足一定的情感需求，目
前在众多的养老模式中，社区和居家相结合的养老

模式是最符合需求的模式，因此未来可以适当加强

此模式的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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