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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康老龄化需求的实现是和老年人的年龄成反比的，同时在城市中所居住的老年人对健康老龄化需求大于农村所居

住的老年人，高素质老年人群体对健康老龄化的需求更多，在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社会交往中，家庭、同龄人、单位、社会和政

府等各要素也对人们的健康老龄化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 结合理论和问卷调查，笔者对影响老年人健康老龄化的选择以及

推动了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建立相关模型，进行主成分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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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中国老龄化趋势日趋增长，从山西省老年人统

计数据来看，山西省的老龄化水平已远远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日益严重，怎样能够

更恰当地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成为摆在山西省

的重大难题。 结合所整理的文献资料研究后得出，
老龄化的理论已经由“成功老龄化”向“健康老龄

化”的巨大转变。 现如今也有“和谐老龄化”的理论

提出，但通过文献资料了解到“和谐老龄化”的发展

离不开“健康老龄化”做基础和保障，在老年人群体

中普及和推广健康老龄化观念，大力促进健康老龄

化事业的发展，才能更好地缓解社会各方面的矛盾

和冲突，才能够结合社会各方面资源充分实现“和
谐老龄化”。 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作为老年群体中

高素质、高知识的群体，能更快地接受新观点，适应

新生活。 通过对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健康老龄化实现

路径的研究，更好地完成健康老龄化的探索与实践。
本文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ｆｏｒ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软件对调查

数据定量分析处理，依靠数据反映各变量之间的变

化和联系，同时根据数据建立数据分析模型，结合对

变量关系的分析以及数据模型的建立，综合得出影

响事业单位实现健康老龄化的主要因素，通过主成

分分析法对制约健康老龄化发展的因素进行抵制，
对促进健康老龄化事业发展的因素加以鼓励，从而

促进实现健康老龄化，促进养老事业的发展。

１　 计算机软件介绍

最初 ＳＰＳＳ 是世界上最早的统计分析软件，由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三位研究生 Ｎｏｒｍａｎ Ｈ． Ｎｉａ、Ｃ．
Ｈａｄｌｅｉｇｈ （Ｔａｘ） Ｈｕｌｌ 和 Ｄａｌｅ Ｈ． Ｂｅｎｔ 于 １９６８ 年研究

开发成功，同时成立了 ＳＰＳＳ 公司，并于 １９７５ 年成立

法人组织、在芝加哥组建了 ＳＰＳＳ 总部。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软件全称为 “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 （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随着 ＳＰＳＳ
产品服务领域的扩大和服务深度的增加，ＳＰＳＳ 公司

已于 ２０００ 年正式将英文全称更改为“统计产品与服



务解决方案”，这标志着 ＳＰＳＳ 的战略方向正在做出

重大调整。
ＳＰＳＳ 软件在统计数据分析数据中，占有很大的

比重，采用类似 ＥＸＣＥＬ 表格的方式输入与管理数

据。 在本文中为了达到分析影响实现健康老龄化主

要影响因素，通过问卷分析法收集数据，对所有收集

的数据进行表格汇总，将汇总后的结果输入进 ＳＰＳＳ
软件中，利用 ＳＰＳＳ 算法得出最终结果。 通过结果

与所要研究问题进行对比，得出影响健康老龄化实

现的主成分因素，结合影响因素对养老事业的进一

步发展提出相应的完善和发展。

２　 问题的提出

本文中的数据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山西省运城市三个

事业单位中退休人员的问卷调查为依据。 笔者在三

组研究对象中共发放问卷 ３００ 份，回收 ２７５ 份，有效

问卷 ２４６ 份，有效率为 ８２．００％，调查方式为抽样调查。
首先，通过退休人员退休前所在单位及退休前身份进

行裙带抽样，再由所得结果对不同类型事业单位干部

和工人身份分类展开调查，在调查中对其常住地和年

龄进行双重配额，利用配额抽样的方法，将农村常住

人口和城市常住人口问卷进行等量划分。
通过问题：“您目前的养老主要依靠谁？”“Ａ 单

位； Ｂ 家庭； Ｃ 自己； Ｄ 其它”， 在这一条件下，笔者

认定选择养老依靠自己的更有健康老龄化倾向。 在

样本结果整理中可知，选择养老依靠单位的老年人

比重最大，占到 ３７％，其次是家庭和自己；按其常住

地划分的约束条件来看，常住在城市中的退休人员

选择单位、家庭和自己的比重相差不大，而常住在农

村的退休人员，其养老主要依靠家庭的比例高达

７５％，相较其它选项来说占主要地位，说明健康老龄

化的观念在常住地为城市的退休人员当中比常住地

在农村的退休人员影响更大。
按照退休人员在此问题选项中选择“自己”代

表接受健康老龄化的观点来推断健康老龄化的现

状。 选择养老主要依靠自己将其赋值为 １，反之为

０，运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了解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个

体特征对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影响。 假设年龄为

（Ｘ１），性别为（Ｘ２），退休后常住地为（Ｘ３），有良好

的生活方式为（Ｘ４），参加社会实践为（Ｘ５），除个人

养老金以外是否需要其它工作来维持养老为（Ｘ６），
月收入为（Ｘ７），教育程度为（Ｘ８），老年人养老主要

依靠自己为 Ｙ。

３　 相关性检验

ＫＭＯ（Ｋａｉｓｅｒ －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检验统计量，是用

于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标。
主要应用于多元统计的因子分析。 ＫＭＯ 统计量的

取值在 ０ 和 １ 之间。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是一种检验各个变量之间相

关性程度的方法。 一般在做因子分析之前都要进行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用于判断变量是否适合用于做

因子分析。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是以变量的相关系数

矩阵为出发点，其零假设相关系数矩阵是一个单位

阵，即相关系数矩阵对角线上的所有元素都是 １，所有

非对角线上的元素都为零。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统计

量是根据相关系数矩阵的行列式得到的。 如果该值较

大，且其对应的相伴概率值小于用户心中的显著性水

平，那么应该拒绝零假设，认为相关系数不可能是单位

阵，即原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适合于作因子分析。
通过相关系数发现，变量间有较强的相关性。

利用 ＫＭＯ 检验和巴特利特检验，ＫＭＯ 值为 ０．６９０，
表示适合做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的检验观测值为

４６０．８８３，自由度为 ２８，显著性为 ０．０００，则应拒绝原

假设，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阵有显著差异，适合

做因子分析。
利用统计图表，点击 ＳＰＳＳ 软件中降维分析法

提取因子。 利用 ＳＰＳＳ 软件分析，提出三个因子做

自变 量， 如 三 个 因 子 对 总 体 方 差 的 解 释 力 为

６０．４２３％，结论见表 １。

表 １　 总方差解释表

Ｔａｂ． １　 Ｔｏ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１ ２．６８２ ３３．５２５ ３３．５２５ ２．６８２ ３３．５２５ ３３．５２５ ２．６３９ ３２．９９３ ３２．９９３
２ １．１４５ １４．３１０ ４７．８３５ １．１４５ １４．３１０ ４７．８３５ １．１６３ １４．５３３ ４７．５２６
３ １．００７ １２．５８８ ６０．４２３ １．００７ １２．５８８ ６０．４２３ １．０３２ １２．８９７ ６０．４２３
４ ０．９３４ １１．６７８ ７２．１０１
５ ０．８６８ １０．８５４ ８２．９５６
６ ０．７４１ ９．２５８ ９２．２１３
７ ０．４４３ ５．５３１ ９７．７４５
８ ０．１８０ ２．２５５ １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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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
旋转在第 ４ 此迭代后已收敛，得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见表 ２）， Ｘ４、Ｘ７、Ｘ８ 在第 １ 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

荷，可解释为受到个人特征对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

自己的影响；Ｘ２、Ｘ３ 在第 ２ 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
可解释为生活方式对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自己的影

响；Ｘ１、Ｘ５、Ｘ６ 第 ３ 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

为社会因素对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自己的影响。
表 ２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Ｔａｂ． ２　 Ｔｈｅ ｒｏｔ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成分

１ ２ ３

Ｘ１ － ０．０７９ － ０．７７７ ０．１８１
Ｘ２ － ０．０７２ ０．６２５ ０．２５１
Ｘ３ － ０．３２３ ０．３６５ ０．０４５
Ｘ４ ０．５９３ － ０．１７７ ０．１４３
Ｘ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５ ０．９５０
Ｘ６ － ０．８３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８７
Ｘ７ ０．９１１ － ０．０３１ － ０．０５１
Ｘ８ ０．８０６ ０．０１２ － ０．０２１

４　 计算因子得分

因子得分是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 通过因

子得分系数，可以写出因子得分的函数，其公式为第

ｊ 个因子在第 ｉ 个样本上的值， 可表示为公式（１）：
　 　 ｆ ｊｉ ＝ α ｊ１

χ
１ｉ ＋ α ｊ２

χ
２ｉ ＋ α ｊ３

χ
３ｉ ＋ … ＋ α ｊｋ

χ
ｋｉ，

　 　 　 　 　 　 　 　 　 　 （ ｊ ＝ １，２，３，…，ｋ） （１）
在上述公式中， χ

１ｉ，χ２ｉ，χ３ｉ，…，χｋｉ 为标准化后的

解释变量，分别是第 １，２，３，…， ｋ 个原有自变量在

第 ｉ个样本上的取值，而 α ｊ１，α ｊ２，α ｊ３，…，α ｊｋ 分别是第

ｊ 个因子和第 １，２，３，…，ｋ 个原有自变量间的因子值

系数。 因子得分函数如下公式（２）、（３）、（４）：
Ｆ１ ＝ － ０．０７９χ１ － ０．０７２χ２ － ０．３２３χ３ ＋ ０．５９３χ４ ＋

０．００５χ５ － ０．８２３χ６ ＋ ０．９１１χ７ ＋ ０．８０６χ８，
（２）

Ｆ２ ＝ － ０．７７７χ１ ＋ ０．６２５χ２ ＋ ０．３６５χ３ － ０．１７７χ４ ＋
０．０５５χ５ ＋ ０．０１１χ６ － ０．０３１χ７ ＋ ０．０１２χ８，

（３）
Ｆ３ ＝ － ０．１８１χ１ ＋ ０．２５６χ２ ＋ ０．０４５χ３ ＋ ０．１４３χ４ ＋

０．９５０χ５ ＋ ０．０８７χ６ － ０．０５１χ７ － ０．０２１χ８，
（４）

在上述基础上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 ｙ 是因

变量，即为哪个因素对老年人养老依赖性更强，其取

值为 ０ 和 １。 利用二分变量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如果令

二项分类因变量 ｙ ＝ １ 的概率为 π ，则 ｙ ＝ ０ 的概率

为 １ － π ，设立方程公式（５）：

　 ｌｎ π
１ － π

＝ ｌｏｇ ｉｔ（π）＝ α ＋ β１Ｆ１ ＋ β２Ｆ２ ＋ β３Ｆ３ ＋ ε，

　 　 　 　 　 　 　 　 （Ｐ 为自变量的个数） （５）
通过软件 Ｆ 值对 ｙ 的显著性检验可知，Ｆ１（个人

特征因素）、Ｆ２（生活方式因素）、Ｆ３（社会因素） 都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 通过将回归系数带入方程，可得

出最终的回归方程公式（６）：

ｌｎ π
１ － π

＝ ｌｏｇ ｉｔ（π） ＝ － ４．８６７ ＋ ３．９９８Ｆ１ ＋

１．１２９Ｆ２ － ０．６０２Ｆ３， （６）
通过化简可得公式（７）：

ｌｎ π
１ － π

＝ ｌｏｇ ｉｔ（ｕ） ＝ － ４．８６７ － １．３０２χ１ ＋

０．２６４χ２ － ０．９０６χ３ ＋ ２．０８５χ４ － ０．３１χ５ － ３．３６６χ６ ＋
３．６３８χ７ ＋ ３．２４９χ８ ． （７）

计算因子得分的公式数据见表 ３，表 ３ 出自软

件中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分析计算得出。

表 ３　 Ｓｔａｔａ 求 Ｆ 值相关性检验

Ｔａｂ．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ｏｆ Ｆ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ａ

． ｌｏｇｉｔ ｖａｒ５ ｖａｒ２ ｖａｒ３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０：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１３．９９９ １４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０：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６２．５７１ ０１１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０：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４．２６２ ７７２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０：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０．８９１ ５５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０：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０．７９４ ７０７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０：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０．７９４ ３０２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０：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０．７９４ ３０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ＢＳ ＝ ２４６

ＬＲ ｃｈｉ２（３） ＝ １４６．４１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 ０．０００ ０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０．７９４ ３９２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 ０．６４２ ２
Ｖａｒ５ Ｃｏｅｆ． Ｓｔｄ． Ｅｒｒ． ｚ Ｐ＞ ｜ ｚ ｜ ［９５％ Ｃｏｎｆ．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Ｖａｒ１ ３．９９８ ３７５ ０．６７０ １５４ ４ ５．９７ ０．０００ ２．６８４ ８９６ ５．３１１ ８５３
Ｖａｒ２ １．１２８ ６３４ ０．３６６ ５２６ ３ ３．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４１０２ ５５６ １．８４７ ０１２
Ｖａｒ３ －０．６０２ ０６５ ２ ０．３１５ ８１９ ２ －１．９１ ０．０５７ －１．２２１ ０５９ ０．０１６９ ２９
＿ｃｏｎｓ －４．８６７ １９９ ０．８３７ ５９１ ７ －５．８１ ０．０００ －６．５０８ ８４９ －３．２２５ ５４

２１２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９ 卷　



５　 影响因素分析

由因子分析可知，退休人员养老主要依靠自己

受到个人特征、生活方式及社会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通过主成分回归分析法可以得知，年龄（Ｘ１）、参加

社会实践（Ｘ５）、除个人养老金以外是否需要其它工

作来维持养老（Ｘ６），对养老主要依靠自己呈负相

关；性别（Ｘ２）、退休后常住地（Ｘ３）、有良好的生活

方式（Ｘ４）、月收入（Ｘ７）、教育程度（Ｘ８） 对养老主

要依靠自己呈正相关。
５．１　 个人特征因素

退休人员进入老年期，随着生理年龄的不断增

加，身体的生理机能会有所下降，据医学数据显示，
老年性疾病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主要因素。 退休老

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健康条件会导致老年人养

老心理的变化，更多的高龄老人不愿意单方面依靠

自己养老。 接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老年人拥有更独立

的养老意识，往往高学历人群会更加注重身体健康

管理。 只有长期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的配合，才能

为积极老龄化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收入水

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老年人生活的方方面

面，当收入水平可以满足老年人基本的物质生活保

障，这类老人的养老往往需要更多方面的照料和帮

助，当收入水平远远高出老年人平均收入时，不但物

质上可以得到极大满足，精神生活方面也会得到满

足，这样的老年人养老更愿意依靠自己。
５．２　 生活方式因素

退休老人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早睡早

起、养鱼养花、坚持体育锻炼等），一方面能够为老

年人的身体带来健康的影响，另外也可以促进老年

人心理上的满足。 当二者被影响程度越高，退休老

人更容易形成积极老龄化的意识，因此良好的生活

方式对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自己帮助更大。
５．３　 社会因素

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分析，男性在社会

参与中较女性更为主动和独立，同时社会建设发展

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程度更高，长期以来会形成一

定的独立思维。 当面对退休后的老年生活，相比女

性会有更独立的养老思想，因此男性在养老中依靠

自己的意愿更大。 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的差异，
造成血缘、业缘、地缘、趣缘的发展差异。 城市中的

人际关系纽带较农村而言，会有一定的不足，居住在

城市和农村的人群，在工作性质方面也存在不同，这
些因素造成城市居住人群拥有更加独立的思维。 因

此退休后居住在城市中的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自

己的意识更强。 退休人员由于某些原因养老金无法

支持日常生活开销，需要再次进行工作以得到一定

的经济收入，当需要的经济支撑越多时，人们养老依

靠自己的意识越低，虽然人们的社会参与力度会提

高，但是这样的社会参与并不属于积极老龄化的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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