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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参与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研究

曹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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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了空巢老人的社会参与的类型以及社会参与率对空巢老人身体健康状况的影

响。 根据实证结果分析得出，空巢老人经济参与、文体参与、社交参与、自我提升参与均对生理健康有着显著影响。 其次，社交

参与和自我实现参与对心理健康有着显著影响，文体参与对社会适应感有着显著影响。 此外，社会参与数量越多，空巢老人

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以及社会适应感越理想。 针对社会参与对于空巢老人健康的作用研究，文章进一步提出促进空巢老人

身体健康的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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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空巢老人的

数量也越来越多，已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

题。 空巢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养老服务需求也

日益迫切。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所倡导“社会参与”
的新思维，可以有效地应对当今中国的老龄化和空

巢化问题。 空巢老人的社会参与能够从心理、生理、
认知能力等多方面改善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老年

人在量力而行之下参与社会发展，既是综合治理人

口老龄化的客观需要，又是老年人实现人生价值、获
取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对于国家、社会、家庭和老

年人自身都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有利于提高老年

人的晚年生活质量，满足其自我认知、自我发展的需

要。 对此拟展开研究论述如下。
１　 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状况研究较少，针
对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有相当多的研究，但是探讨

社会参与对于空巢老人这一特定群体的健康状况研

究几乎是处于空白状态。 虽然国内学者对于社会参

与的研究不多，但是一致同意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比

例是不高的。 社会参与对于健康影响方面，位秀

平［１］指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主要是指老年人做做

家务、看看电视、出行户外活动为主，认为社会参与

能够降低死亡风险。 与此同时也再次指出，随着老

年人年龄的增长，社会参与将会越来越少。 李月等

人［２］提到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比例虽然不高，但是近

年来也呈波动增加的趋势，继而指出老年人的社会

参与能够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使老年人的生理、
心理、认知情况得到多方面的改善。 李强同样提出

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率对于思维认知以及死亡风

险均有显著的影响。 丁志宏［３］ 则认为高龄老人参

与社会活动类型越多，对于老人自身的健康状况就

越受益。 李宗华在研究中运用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

论分析了老年人的社交、归宿和情感的需要是老年

人社会参与的主导需要，是实现心理平衡、重新塑造

自我，保持精神健康的迫切需要。 关于空巢老人的



健康状况方面，穆丹通过对比分析归结出，空巢老人

的心理健康状况普遍不如非空巢老人。 苏珂通过调

查发现空巢老人普遍情绪欠佳、情感诉求强烈、渴望

丰富多彩的生活、渴望子女陪伴、渴望受到尊重。
关于以上两方面，国外的研究比国内更加详实。

Ｇｒａｎｅｙ 认为幸福与老年人的直接参与息息相关，参
加多项社会活动能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以及孤独

感。 Ｂｏｒｌａｎｄ 研究发现情绪不稳定、孤独感、抑郁感

等负面情绪， 严重可能发展成“空巢综合症”， 而

“空巢综合症”可能威胁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甚至

整个社会的稳定。 Ｔｏｍａｋａ 等人研究提出孤独感等

消极情绪严重危害老年人身体健康， 是众多疾病的

诱因， 而家庭和社会群体支持对老年人身体健康有

着积极影响。
综前所述，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着

重研究以下问题：
（１）社会参与对于全体老人的健康状况研究较

多，而对于空巢老人这一特定群体的研究较少；本文拟

对社会参与对于这一特定群体的健康状况进行研究。
（２）社会参与的内涵尚未达成统一，对于参与

的类型划分不够明确，本文拟对于社会参与的类型

进行较为详细的划分。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框架

由于社会参与的类型多种多样，本文拟研究社

会参与的类型以及社会参与率对于对于空巢老人健

康状况的影响。 根据问卷的可操作性，将社会参与

分成 ４ 种类型，分别是：经济参与、文体参与、社交参

与、自我提升参与。 社会参与率即为这四种类型之

和。 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主要分成 ３ 个标准，即：生
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感。 将其描绘成图形，
具体如图 １ 所示。

社会参与类型

社会参与率

自我提升参与

文体参与

社交参与

经济参与

空巢
老人
健康

图 １　 社会参与类型的 ４ 种分类

Ｆｉｇ． １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２．２　 待检验假设

（１）经济参与、文体参与、社交参与、自我提升

参与均对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呈现正相关影响。
（２）社会参与率越高，空巢老人的生理、心理越

健康，社会适应感越强。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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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拟筛选 ６０ 岁以上并且子女不在身边的独

居老人为研究对象。 在 ＣＧＳＳ 数据库中，剔除无效

样本后满足条件的有 ２ ６４６，因此将对此 ２ ６４６ 个案

进行分析。
３．２　 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空巢老人健康状况。 文章的

空巢老人健康分析主要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以

及社会适应感三个方面。 其中，生理健康评价主要

由 ＣＧＳＳ 问卷中身体健康状况自评结果整理分析，
为方便下文中运用二分量模型的计算统计，将“很
不健康”、“比较不健康”归结为生理不健康，并赋值

为 ０，并将“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归类为生

理健康，且赋值为 １。 心理健康评价主要由 ＣＧＳＳ 问

卷中“您感到抑郁或者沮丧的频繁程度”回答情况整

理分析，同样将“总是 １”、“经常 ２”归类为心理不健

康，赋值为 ０，将“有时 ３”、“很少 ４”、“从不 ５”归类为

心理健康，赋值为 １。 社会适应感评价主要是指空巢

老人进行社会参与时的完好状态，用来反映人们整体

生活状态的指标。 文章中拟通过问卷中“总的来说，
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问题结果进行整理分析。
将“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归类为社会适应感

较差，赋值为 ０，将“正常”、“比较幸福”、“非常幸福”
归类为社会适应感较好，且赋值为 １。

（２）自变量中的解释变量：社会参与。 关于“社
会参与”一词，学术界众说纷纭，对于社会参与的类

型也有不同的划分方法。 文章根据 ＣＧＳＳ 问卷，主
要涉及以下多项社会参与的活动：① 看电视；② 看

电影；③ 读书和读报纸 ／杂志；④ 参加文化活动（参
加音乐会或者展览）；⑤ 与朋友聚会；⑥ 参加体育

锻炼；⑦ 学习充电；⑧ 社交 ／串门；⑨ 再就业活动。
前八项活动的答案均有“从不 １”、“很少 ２”、“有时

３”、“经常 ４”、“非常频繁 ５”五个选项。 同理，为方

便下文模型的计算，对各项活动进行二分项变量处

理，将“从不 １”、“很少 ２”归类于不参加，并赋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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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有时 ３”、“经常 ４”、“非常频繁 ５”归类为参加且

赋值为 １。 对于⑨再就业活动，将有工作赋值为 １，
无再就业赋值为 ０。 本文将社会参与分为 ４ 种类型，
再就业活动认定为经济参与；看电视和看电影、参加

文化活动（参加音乐会或者展览）、参加体育锻炼、做
手工认定为文体参与；社交 ／串门认定为社交参与；读
书与读报纸、学习充电认定为自我提升参与。

（３）自变量中的控制变量。 基于对文献的整理，
空巢老人的健康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文章中拟选择

性别、年龄、知识文化水平、家庭经济情况、是否参加

社会保障、不良生活习惯（吸烟、喝酒）等作为协变量，
考虑到多种因素均会对空巢老人的健康产生影响，无
法包罗万象，因此，选择几类学术界普遍认为且较有

代表性的因素作为协变量。 其中，知识文化水平分类

中将受过教育的人群为非文盲，未受过任何教育的人

群为文盲，将非文盲赋值为 １，文盲赋值为 ０。 经济状

况分为经济独立与经济不独立两类，是否参加社会保

障中将“城市基本医疗保险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

险 ／ 公费医疗”、“城市 ／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商业性

养老保险”、“商业性医疗保险”有上述中的任意一种

保险，则认定为参加了社会保障，并赋值为 １，未参加

任何一项保险则认定为无社会保障，赋值为 ０。
３．３　 描述性分析

本次研究中，采用了列联表对于空巢老人的健康

状况以及社会参与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陈列，详见表

１、表 ２。 其次，文章拟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进一步考

察分析社会参与对于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的影响，由
于对上文中的变量均做了相应的处理，且因变量均为

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如下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做进一步分析：
表 １　 描述性分析

Ｔａｂ．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变量 平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ＳＤ）

自变量中的解释变量 社会参与 经济参与（再就业＝ １） ０．２１６ ４ ０．４９９ ０

文体参与（是＝ １） ０．３９３ ０ ０．４８９ ０

社交参与（是＝ １） ０．１２１ ０ ０．３２６ ０

自我提升参与（是＝ １） ０．６１３ ０ ０．４８７ ０

因变量 生理健康（不健康＝ ０） ０．６９７ ０ ０．４５４ ０

心理健康（不健康＝ ０） ０．７４０ ０ ０．４３９ ０

社会适应感（较差＝ ０） ０．６５０ ０ ０．４７７ ０

自变量中的控制变量 性别（女＝ ０） ０．４７６ ０ ０．４９０ ０

年龄＞＝ ６０ ６８．６０９ ０ ７．３３１ ０

知识文化水平（文盲＝ ０） ０．６１６ ８ ０．５９２ ０

家庭经济情况（较差＝ ０） ０．５６５ ０ ０．６３９ ０

婚姻状况（离婚、丧偶＝ ０） ０．７９４ ０ ０．４１４ ０

养老保障（无＝ ０） ０．７９６ ０ ０．４０１ ０

医疗保障（无＝ ０） ０．９２３ ０ ０．２６０ ２

表 ２　 空巢老人社会参与的现状（Ｎ＝２ ６４６）
Ｔａｂ． ２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ｔｙ ｎｅｓｔ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Ｎ ＝

２ ６４６）

社会参与类型 频数（参与数量） 百分比 ／ ％

经济参与 ６０７ ２２．９
文体参与 ２ ４７７ ９３．６
社交参与 １ ４４４ ５４．５

自我提升参与 ４８６ １８．４
参与数量 频数（参与数量） 百分比 ／ ％

０ 类 ８０ ３．０

１ 类 ５７５ ２１．７
２ 类 １ １４９ ４３．４
３ 类 ７６５ ２８．９
４ 类 ７６ ２．９

ｌｏｇｉｔ（Ｐ） ＝ β１Ｘ１ ＋ β２Ｘ２ ＋ β３Ｘ３ ＋．．．． ＋ βｎＸｎ ＋ ε．
（１）

　 　 其中， ｌｏｇｉｔ（Ｐ） 表示空巢老人的健康（生理健

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感） 概率；ε 为常数项；βｎ 为

第 ｎ 个变量的 Ｘｎ 的偏回归系数。
　 　 由于对 ｌｏｇｉｔ 的系数解释起来不容易明白，因此

文章拟用对回归系数求幂所得发生的风险来解释，
即在其他变量一定的情况下， ｘｉ 每增加一个单位，Ｐ
的风险则会增加 ｅβ 倍。 这里，给出了空巢老人健康

与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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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空巢老人健康与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

Ｔａｂ．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ｔｙ ｎｅｓｔ ｅｌｄｅｒｌｙ

生理健康

（％） Ｘ２

心理健康

（％） Ｘ２

社会适应感

（％） Ｘ２

经济参与 是 ８０．０ ８．５８３ａ ９０．０ ０．２５４ａ ９１．６ ０．２７１ａ

否 ３２．３ ８９．０ ５８．２

文体参与 是 ７０．７ ３０．３４３ａ ９０．０ １４．０７３ａ ９２．８ ２７．７９２ａ

否 ４８．０ ８１．１ ８１．７

社交参与 是 ７４．２ ３８．４１９ａ ９１．１ １０．８６６ａ ９３．１ ４．１４１ａ

否 ６３．０ ８７．２ ８０．９

自我提升参与 是 ８１．７ １１０．０１４ａ ９４．６ ４３．８２１ａ ９５．４ ２１．９４９ａ

否 ３７．９ ８６．４ ９０．２

４　 结果初步分析

研究中，感到健康的比例均高于不参与该类活

动的空巢老人。 首先，参与经济参与、文体参与、社
交参与、自我提升参与的空巢老人感到生理健康的

比例均高于不参与经济参与、文体参与、社交参与、
自我提升参与的空巢老人 ４７．７、２２．７、１１．２、４３．８ 个

百分点。 一般来说，参与经济参与和文体参与对空

巢老人的生理健康具有一定的相似效应。 都是增加

一定的活动量，从而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 对于文

体参与而言，空巢老人们通过一定的体育锻炼、户外

活动、陶冶情操，达到身心愉悦的效果。 自我提升参

与主要是指老人的读书看报，学习等活动，空巢老人

通过学习到更多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常识，并将之运

用到日常生活中，通过合理饮食结构，科学预防疾病

达到生理健康标准。 其次，心理健康方面，４ 类社会

参与对于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有着促进作用，通过社

交和文体参与，抒发抑郁情绪，保持心情舒畅，提高生

活中的乐趣，改善忙碌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心情愉

悦，心理健康的效果。 最后，在社会适应感方面，如前

所述，参加社会参与有利于空巢老人的生理、心理健

康，毫无疑问会增加空巢老人的幸福感，通过社交参

与认识更多朋友，通过自我提升参与紧跟时代步伐，
享受时代进步所带来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５　 社会参与的类型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研究

研究得出社会参与的类型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

响详见表 ４。
表 ４　 社会参与的类型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分析

Ｔａｂ．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ｅｍｐｔｙ ｎｅｓｔ ｅｌｄｅｒｌｙ

变量
生理健康

Ｂ ＳＥ

心理健康

Ｂ ＳＥ

社会适应感

Ｂ ＳＥ

性别 ０．３６４∗∗∗ ０．０９５ ０．２２２ ０．１４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２

年龄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学历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２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７ ０．０６６ ０．１３７

婚姻状况 －０．２４４∗ ０．１１５ －０．０３６ ０．１６３ ０．３６３∗ ０．１７９

家庭经济状况 ０．７２０∗∗∗ ０．０９２ ０．８３７∗∗∗ ０．１３７ １．８９２∗∗∗ ０．１９３

经济参与 ０．３２９∗∗ ０．１１６ ０．１３２ ０．１６４ －０．０６３ ０．１８６

文体参与 ０．３６６∗ ０．１７０ ０．２６５ ０．２１８ ０．６０３∗∗ ０．２３０

社交参与 ０．４８３∗∗∗ ０．０９０ ０．３６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８３ ０．１５２

自我实现参与 ０．８０３∗∗∗ ０．１０６ ０．７４８∗∗∗ ０．１７１ ０．２５８ ０．１９０

常量 １．０２４ ０．５５３ ０．８８３ ０．８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９２５

　 　 注： ∗ｐ ＜ ０．０５， ∗∗ ＜ ０．０１， ∗∗∗ ｐ ＜ ０．００１

　 　 分析表 ４ 可知，空巢老人的健康受到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通常有人口因素、生活方式、社会支持、家
庭支持等多方面因素，丁志宏［３］ 曾指出，人口结构

因素、家庭和社会支持因素对老人健康有着显著影

响。 因此本文拟选取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学历、有
无养老和医疗保障、家庭经济状况等作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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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参与的类型对于空巢老人健康的分析，可
以看出，年龄对于空巢老人的生理健康有着显著的

负相关，年龄越大，生理较为不健康，这与生命周期

理论是一致的。 经济参与、文体参与、社交参与、自
我实现参与均对空巢老人的生理健康有着显著影

响，具体来看，参加经济参与的空巢老人生理健康发

生率是不参加经济参与活动老人的 １．３９ 倍 （ ＝
ｅ０．３２９），参加文体参与的空巢老人生理健康发生率是

不参与文体类的 １．４４ 倍（ ＝ ｅ０．３６６）；参加社交参与的

空巢老人生理健康发生率是不参与社交类的 １．６２
倍（ ＝ ｅ０．４８３）；参加自我提升类活动的空巢老人健康

发生率是不参与自我提升类的 ２．２３ 倍。 同理，可以

清晰地看出，参加社交类和自我实现类活动对于空

巢老人的心理健康有着显著影响，分别是不参与该

类型的老人心理健康发生率的 １．４４ 倍和 ２．１１ 倍。
最后，文体参与对于社会适应感有着显著的影响，社
会适应感是不参与此类活动发生率的 １．８３ 倍。

６　 社会参与的数量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研究

研究后得到的社会参与的数量对空巢老人健康

的影响分析结果详见表 ５。 通过分析表 ５ 可知，参
与数量对于空巢老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以及社

会适应感均有着显著的影响，即说明空巢老人参与

活动的数量越多，其健康越有着显著的提高。 生理

健康方面，参与活动的数量每增加一类，空巢老人生

理健康发生率增加 ６８．７％ （ ＝ ｅ０．５２３ － １）；心理健康方

面，参与活动的数量每增加一类，心理健康发生率增

加 ４７．３％（ ＝ ｅ０．３８７ － １）；社会适应感方面，参与活动

数量每增加一类，社会适应感增加 ２５．６％（ ＝ ｅ０．２２８ －
１）。 美国学者罗伯特．哈维格斯特提出的“活动理论”
认为，老年人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理论认为，老年

人的社会角色越多，身体状况越理想。 因此，分析结

果符合社会活动理论。 社会参与数量的增加，有利于

丰富空巢老人的生活，消除离退休产生的孤独感和失

落感，强身健体，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

表 ５　 社会参与的数量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分析

Ｔａｂ． ５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ｔｙ ｎｅｓｔ ｅｌｄｅｒｌｙ

变量
生理健康

Ｂ ＳＥ

心理健康

Ｂ ＳＥ

社会适应感

Ｂ ＳＥ

性别 ０．３７１∗∗∗ ０．０９３ ０．２２７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５ ０．１５９

年龄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
学历 ０．１０８ ０．０８１ ０．１５４ ０．１２６ －０．０２２ ０．１３７

婚姻状况 －０．２４１∗ ０．１１４ －０．０４１ ０．１６３ ０．３４３∗ ０．１７８
家庭经济状况 ０．７５８ ８∗∗ ０．０９１ ０．８８７∗∗∗ ０．１３６ １．９３１∗∗∗ ０．１９１
基本医疗保险 －０．０６９ ０．１７５ －０．１４５ ０．２５１ ０．０３９ ０．２６１
基本养老保险 ０．２５７∗ ０．１１１ ０．０９１ ０．１６１ ０．２９０ ０．１７６

参与数量 ０．５２３∗∗∗ ０．０５６ ０．３８７∗∗∗ ０．０７９ ０．２２８∗∗ ０．０９０
常量 ０．０５８ ０．５２１ ０．４２５ ０．７７２ ０．１４５ ０．８８７

　 　 　 注： ∗ｐ ＜ ０．０５， ∗∗ ＜ ０．０１， ∗∗∗ｐ ＜ ０．００１

７　 结束语

文章通过对最新空巢老人调查数据，分析了社

会参与的类型和数量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 通过

分析结果发现，空巢老人的社会参与均对各类健康

有着显著的影响。 为此，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家庭

支持等各方主体作出共同的努力，进一步为空巢老

人的社会参与提供各种支持，使空巢老人社会参与

的观念进一步加强。 首先，政府方面，政府在提供、
促进和保证老年人社会服务方面以及关注空巢老年

人特殊需求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政府要建立健全老

年人参与社会活动中相关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法

规。 其次，社会组织方面，要加强对社会参与活动的

宣传，竭尽全力为空巢老人改善社区环境，满足空巢

老人锻炼身体的基本需求；做好退休指导，疏解老年

人因角色转化带来的不适应感，引导树立正确的社

会参与意识。 最后，家庭支持方面，子女务必给予空

巢老人更多的陪伴，帮助老人排解抑郁情绪。 多多

鼓励父母进行社会参与，尽可能满足父母的需求，丰
富父母退休后的生活。 空巢老人的社会参与是一项

寓意深远，内容复杂的社会工作，需要政府、社会组

织、家庭支持等多方主体共同努力。 当然，空巢老人

自身也应该积极发挥主动性，增强参与意识，积极配

合，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空巢老人群体的巨大潜

能，社会也会更加和谐美好。
参考文献
［１］ 位秀平． 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和健康的关系及影响因子研究

［Ｄ］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５．

（下转第 ３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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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