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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 我 国 正面临着严峻的人 口 老龄化挑战 ， 迅速发展 的老龄化趋势为我 国带

来 了
一

系 列社会及 民生 问 题 ， 其 中 ， 养老 问题首 当其冲 。 由于传统家庭观念与社会经

济文化发展之间和老年人美好生活 的愿景与我 国不平衡不充分 的养老保障体系及养老

服务发展之间 的矛盾 ， 我 国老年人面临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养老 困境 。

一

方面 ， 在我

国传统孝文化的深刻影响下 ， 与子女共 同 居住是我 国老年人首选 的养老居住安排 。 然

而 ， 家庭规模急剧缩减和流动人 口 比例大大提升导致我 国成年子女 的赡养压力倍增 ，

老年人可用 的家庭养老资源稀缺 。 另
一

方面 ， 目 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 尚不完善 ， 养老

服务发展上不平衡 ， 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 中仍然存在诸多 问题 ， 老年人可用 的社

会养老资源 尚不充分 。

养老模式选择 的关键 问题之
一

是在哪养老 的 问题 ， 也就是老年人的居住安排 问题 。

老年人的长期居住安排不仅奠定 了 老年人获取 的长期照护方式基础 ， 而且深刻影响着

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 质量和幸福感 ， 是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 中 的重大决策之
一

。 目 前 ，

已有大量学者意识到老年人居 住安排选择行为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深入探索老年人居

住安排的影响 因素 。 然而 ， 在我 国儒家孝文化 的影响下 ，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不仅仅是

老年人 自 身 的选择行为 ， 更是老年人家庭 内 部 的重要决策 ， 子代 的 赡养行为和 主观因

素均会对父代的居住安排选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

基于上述考虑 ， 本文深入分析子代
“ 向

上 ”
代

际支持行为对亲代居住安排的 微观影响

机制。 首 先， 构 建Ｍ ｕｌ ｔ ｉ ｎｏｍｉ ｎａｌ Ｌｏｇ ｉｔ（ ＭＮＬ ） 模型全面分析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

因素并重点探寻代际支持行为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 。 随后 ， 通过构建集成潜变量

的选择模型 （ Ｉｎｔｅｇ
ｒａｔｅｄｃｈｏ ｉ ｃｅａｎｄｌａ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 ｌｅｍｏｄｅ ｌ

，ＩＣＬＶ） ， 将 子女的态度、 偏 好等不

可见的心理因素纳入选择“
黑

箱”
，

强 化对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行为的认识。 最 后， 依

据模型结果提出 相关政策建议。 本 文的 主要研究内 容 和结论包含以 下几个方面： （

１ ） 通 过构建Ｍ ＮＬ模 型， 深 度解析老年人自 身 社会经济属性、 老 年人的健康状态

、 心 理健康状态和子女“
向 上

” 代
际

支持行为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 响情况。结 果 表明，

老 年 人的特 征、子 女 代际支持行为、老 年 人健康状况、心 理 健康均在不同程 度上影响

着老年人居住安排的选择，其 中 ， 子 女 的大 部分代际支持行为均能显著影响老年人对

于不同居 住 安排的选 择，侧 面 印证 了家 庭 支持仍然是老年人养老保障和长期照料的主

要来源，说 明 我国老年人的核心养老观念仍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２

） 建 立 基于ＭＮ Ｌ模型 的ＩＣ ＬＶ模型 。通 过 潜变量模型构建不可观测的心理因子，

并 将 其同其 他可直接观测的社 会经济属性、健 康 状态和心理健康因素 一起
纳

入选择模

型。本 文 构建的ＩＣ ＬＶ模型 中包 含 多个潜变量，并 在 模型中考 虑了潜 变量之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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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关系 ， 并采用 同时估计法标定模型参数 。 结果表明 ， 具备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

成年子女在观念和对不同居住方式的偏好上的心理态度和感知不同 ， 且子女的敬老态

度及对不同方居住安排的偏好会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产生重要影响 。 模型结果直接说

明 了 子女的态度和行为对老年人生活安排的重要作用 ， 为相关部 门制定老年人养老保

障政策提供基础 。

本文针对老年学领域中 的关键科学 问题 ， 运用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 创新性地结合

我国传统文化特征探索子女态度和行为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情况 ， 深入解析了老

年人居住安排的选择行为 ， 以期为养老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 。

关键词 ： 居住安排 ； 代际支持 ；

“

孝
”

文化 ；
ＩＣＬＶ

ＩＩ





山 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Ａｂ ｓ ｔｒａｃｔ

Ｃｈ ｉｎａｉ ｓｆａｃ 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ｖｅ ｒｅ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 ｅｏｆ

ｐｏｐ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ａｇ
ｉｎｇ

ａｎｄｔｈｅｓ ｉｔｕａｔ ｉｏｎｈａｓｃａｕｓｅｄｄｕａｌ

ｃａｒｅｇ
ｉｖ ｉｎｇ

ｃ ｒ ｉ ｓｅ ｓｏｎ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 ｓｅｅ ｌｄｅ ｒ ｌｙ ．Ｏｎｏｎｅｈａｎｄ，
ｄｕ
ｅｔ 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 ｔｉｏ 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

ａｄｉｔ ｉ ｏｎａｌｆａｍｉｌ ｙ ｖａ
ｌｕ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 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ｅ

ｖｅｌｏ ｐｍｅ
ｎｔ，ｆ

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
ｅｉｓ ｌ ｉｋｅ ｌｙ ｔｏ

ｄｉｍｉ ｎｉ ｓｈ ｉｎａｖａ

ｉｌａ ｂ ｉｌｉ ｔ ｙ ． Ｆｉ ｒｓｔ ，Ｃ ｈｉ
ｎｅ
ｓｅ ｅｌ ｄｅｒｌ ｙｐｒ ｅｆｅｒ ｔｏｌｉｖｅ ｗ ｉｔｈｔ ｈｅｉ ｒ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 ｎｌｉｖｉｎｇ ａ ｌｏｎｇ

 ｏｒｉｎ
 ａｉｎｓ

ｔｉｔｕｔｉ ｏ ｎｂ ｅｃａｕｓｅ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ｆｆ ｅｃｔ ．Ｈｏｗｅ ｖｅｒ，ｒｅａｓ ｏ
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 ｏｔｈｅｄｅｍｉｓｅｏｆ ｔ ｈｅｅｘｔｅｎｄｅ

ｄ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  ｆｌｏ
ａｔｉｎｇｐｏｐ ｕｌ

ａｔｉｏｎ ｐ ｌａｃｅ
ｃａ

ｒｅｇｉｖｉｎｇｐ
ｒｅ ｓｓｕｒｅｏ ｎ ａｄｕｌｔｃｈｉｌ ｄ ｒｅｎ ａ ｎｄｌｅａｄｔｏａｓｈａｒｐ

ｄｅｃｒｅａｓ
ｅｉ ｎｆａｍｉ ｌｙｃａｒｅ ｇｉｖｉｎｇａ ｖａ ｉｌａｂｉｌｉｔ ｙ．Ｏ 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ｔ ｈｅｒｅｉ

ｓ
ａｃ ｏｎｔｒ 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ｂ ｅｔｗｅｅｎｔ

ｈｅｗｉ ｌｌｉｎｇｏｆ  ａ  ｂｅｔｔｅｒｅｌｄｅ ｒｌｙ ｌｉ ｆｅａ ｎｄｔ ｈｅ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ｉｎ ａｄｅｑｕａ
ｔｅｏｌｄ－ａｇｅ

ｓｅｒ ｖｉｃ

ｅ
ｓｙｓｔｅ ｍ ａｓ

ｗｅ ｌｌａｓｔｈｅ ｄ 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ｏｌｄ－ａｇｅｓｅｒ ｖｉ ｃ

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ｌ ｅ ａｄｔｏｔｈｅ ｌａｃｋｏｆｓｏ ｃｉｅｔｙｃａｒ ｅ ｇ ｉｖｉｎｇ

ｓｅｒｖ
ｉｃ ｅｓａ

ｃｃ ｅｓ ｓ ｉ ｂ ｉｌｉｔ ｙ ．   Ｌｉ ｖ ｉ ｎｇ ａｒｒ

ａ ｎｇ ｅｍ
ｅｎ

ｔｓ，ｗｈｉｃｈｉｓ ｏｎｅｏ ｆｔｈ 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 ｔｄｅｃ
ｉ
ｓ ｉｏｎｓｏｆｔ ｈ 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ｈａｖｅ ｂ ｅ ｅｎ ａｃ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ｄａｓａ ｋ ｅｙ ｉｓｓｕｅｏｆｅｌｄ
ｅ ｒ ｌｙｃａｒ ｅ ａｎ ｄ ａ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ｙ ａｓｓ ｏｃｉ ａｔｅ ｄ

ｗ
ｉｔ ｈ ｔ ｈｅ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 ｃｔｉｏｎ

ａｎ ｄ ｗｅｌ ｌ －ｂｅｉｎｇｏｆ ｔ ｈ
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Ｓｏｆａ ｒ，ｔ ｈ ｅ ｔｈｅ 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 ｔ ｉ ｃａｌｉｍｐ
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ｌｉｖｉ

ｎ ｇａｒ ｒａ

ｎ

ｇｅｍ ｅｎ 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ｎｏｔｉｃｅｄｂｙｎｕｍ ｅｒｏｕｓｌｉｔ
ｅｒａｔ ｕｒｅｓａ ｎ ｄｍａｎｙｓ 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ｖｅｄｅ ｅ ｐ ｌｙｅｘｐｌｏ

ｒｅｄ ｔｈｅ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ｔｈｅｅｌ ｄｅｒｌｙ＇ｓｌｉｖ ｉｎｇ ａｒ

ｒ

ａｎ ｇ ｅｍ 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ｖ ｅｌ ．Ｈｏｗｅｖｅ

ｒ ，ｃ ｏ ｎ 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 ｅｔ ｒ 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ｕｃ ｉ ａ ｎｆｉｌｉａ ｌｐｉｅ ｔｙｃｕｌ ｔ ｕｒ ｅ

，ｔ ｈｅｅｌｄｅ ｒｌｙ＇ｓ
ｌｉｖｉｎ ｇａｒ ｒａ

ｎ

ｇｅｍ

ｅ ｎｔ ｓａｒｅ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ｆａｍｉｌｙ－ｌｅｖｅｌ ｊｏｉｎｔ  ｃｈ
ｏ

ｉｃｅ ｂ
ｅｈ
ａ ｖｉｏｒａｓ 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 ｔｈｆ ａｍｉ ｌｙｏｒｇ ａ ｎｉｚａｔｉｏ ｎａｎ

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ｂ ｏｔｈ ｔｈｅ ｅｌ ｄｅ
ｒｌ
ｙａｎｄｔｈｅｉ ｒａｄ 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 ｅｎ．Ｔｈｅ ｒ ｅｆｏｒ 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 ｃｔｏ 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

ｎ ＇ｓ ｕ ｐｗａｒ ｄｓｕ 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ｓｏｎｅ ｌ ｄｅｒｌｙ ＇ ｓｌｉ ｖｉｎｇａ ｒｒａ ｎ ｇｅ

ｍ

ｅｎｔ ｓ ｃａｎ
ｎｏｔｂｅｎｅｇｌ ｅｃｔ

ｅｄ．Ｔａｋｉｎｇｔ
ｈ ｅ ａｂｏ ｖｅ

ａｒｇ ｕｍ
ｅｎ

ｔｓｉｎｔｏａｃｃｏ
ｕ
ｎｔ ．ｔｈｉｓｄｉｓｓｅｒ ｔａｔｉｏｎｒｅ ｓｅａ ｒ ｃ ｈ ｃｏｎｃ ｅ ｎｔｒａｔ ｅｓｏｎ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ｕｐｗａｒｄ

ｆａ
ｍｉｌｙｉｎｔｅ

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 ｏ ｎ

ａｌ
ｓｕｐ 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 ｅａｔｔ

ｉ

ｔｕｄ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 ｙ ＇ｓｌｉｖｉｎｇ

ａ ｒｒａ ｎｇｅ

ｍ

ｅｎｔ ｓ． Ｆｉｒｓ
ｔ，ａＭｕｌｔｉｎｏｍ ｉｎａ ｌＬｏ

ｇｉｔ（ＭＮ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ｓａ ｄ ｏ
ｐｔ
ｅｄ

ｔｏ
ａｎａ ｌｙ ｚ ｅ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 ａ ｎ ｉｓ ｍ

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 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ｒ ａｎｇｅ ｍｅ

ｎ

ｔｓ， ｅｓ 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ｅ ｘａｍｉｎ ｅ ｔｈ ｅｒ 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 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 ｌｄｅｒｌｙ＇ｓｌｉｖｉｎｇ ａｒｒａ ｎｇｅｍ ｅｎ

ｔ

ｓａ 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ｕｐｗ ａｒｄｓｕｐｐ ｏ ｒｔｂｅ
ｈ

ａｖｉｏｒ．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 ｎｉ ｎｔｅ

ｇｒａ ｔｅｄｃｈｏ ｉｃ ｅａｎｄｌａｔ
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 ｌ ｅ ｍｏｄｅｌ（ＩＣＬＶ）ｏｆ ｌｉ ｖ ｉｎｇａｒ ｒａｎ

ｇｅｍｅ
ｎｔ ｗｈ ｉｃ ｈ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ｃｈ

ｉｌｄｒｅｎ＇ｓｖａｌｕ ｅｓａ ｎｄｐｒ ｅｆｅｒｅ
ｎ

ｃｅｓｉｎｔ ｏ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ｂｌａｃｋｂｏｘ＂ｉｓ  ｃｏｎｄｕ
ｃ

ｔｅｄｔｏｃａ
ｐ

ｔｕ ｒｅｓ

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 ｕ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 ｅｓ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

ｕｃ ｔｓｉｎ ｄ ｅ 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ｌｉ ｖ ｉｎｇａｒ

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ｃｈｏ ｉｃｅ．Ｆｉｎａｌｌ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ｔ ｈｅ  ｅｍｐ ｉｒｉｃ ａｌｒ ｅ ｓｕｌｔ ｓｏｆｔｈｅａｂ ｏｖｅｍｏ ｄｅ ｌ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ｉｎｓ

ｉｇｈｔ ｓ ｔｏｐ
ｌａｎｎｅ ｒｓａｎｄ ｐ

ｏ
ｌｉｃｙ－ｍ

ａｋ ｅｒｓ．Ｔｈ ｅｍａｉ
ｎｃ ｏ ｎｔｅ

ｎ

ｔｓａ 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ｆｏ ｌｌｏ ｗｉｎｇａ

ｓｐｅ ｃｔｓ：

Ｉ Ｉ Ｉ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１
）
Ａｂａｓ ｉｃＭＮＬｍｏｄｅ ｌｉ 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ｔｏ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ｅ
ｄｉｃｔｏｒｏｆ

ｅ ｌｄｅｒｌｙ

＇

ｓ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

ｉｎｃ ｌｕｄｉｎｇｅ ｌｄｅｒｌｙ

＇

ｓｓｏｃｉｏ －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 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ｉ 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ｈａ

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ｔｈ ｅｌｄｅ ｒｌｙ，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ｂｅｈ ａｖｉｏｒｏｆ ｃｈｉｄｒｅｎ，ｔｈｅ


ｈｅａ ｌｔｈｓｔａ ｔｕｓ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ａｌｌ
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ｌｉｖ ｉｎｇａｒｒａ

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ｔｏ
ｖａｒｙ

ｉｎｇ ｄｅｇｒ
ｅｅｓ．Ａｍｏ ｎ ｇｔｈｅｍ，

ｍｏｓｔ
ｏ
ｆｔｈｅｉ 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ｒ ｅｎｃ 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ｍｏｄ ｅｌｃｏｎｆｉｒｍｔｈａｔｆａｍｉ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ｓｓｔｉｌｌｔｈｅｍ ａｉｎｓｏｕ

ｒｃｅｏｆｏｌｄ－ａｇｅｓ ｅｒｖ

ｉｃｅ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ａ
ｒ

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

ｆｏｌｄ－ａｇｅ ｃａ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ｉ
ｓｓｔｉｌｌｄｅｅｐ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

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Ｔｈｅ ＩＣ

Ｌ
Ｖ
ｍｏｄｅｌ，ｗｈｉｃｈａｃｃ

ｏｕｎｔｓｆｏｒｂｏ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ａｎｄｕｎｄｅｒ ｌｙｉｎｇ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

ａｌ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

ｏ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ｅｘｐ ｌｏｒｅｌ ｉｖ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 ｅｍｅｎｔｃｈｏｉｃｅ．Ｔｙｐｉｃａ ｌｌｙ ，ｔｈ

ｅｍ ｏｄｅｌ ｉｎ
ｃｌｕｄｅｓｔ ｗｏ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ｃ
ｈｏ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ａｎ ｄａｌａｔｅ 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Ｉｎ ｔｈｉ

ｓｄｉ ｓ 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ｎｏｍ
ｉａ
ｌ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ｃｈｏ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 ｏｎｅｎｔａｌ ｌｏｗｓｔｈｅａｌｔｅ ｒｎａｔｉｖ

ｅ＇ｓ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ｄｅｐｅ ｎｄｏｎｂｏ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ｌａｔｅｎ 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ｎｄｔ

ｈｅｉ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 ｈｅｌａｔ ｅｎｔｖ ａｒｉ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ａｌ ｌｏｗｓｆｏｒ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ｉｐｓａｍ ｏｎｇｓｅｖｅｒａｌｌａｔ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ａｆｕｌｌｉｎｆｏｒ

ｍ
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ｔｉｓｆｏｕｎｄｔｈ ａｔａｄｕ ｌｔ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 ｒｅｎｔ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ｔ

ｔｒｉ ｂｕｔｅｓｈａ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
ｉｖｉｎ

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 ｔｓ．Ａｌｓ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 ａｎｔｃａ
ｕ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ａｄｕｌｔ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ａｔｔｉｔ ｕｄｅｓ ｏｎｔｈ ｅａｃｔｕａｌｌｉｖｉ 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 ｔ ｃｈｏｉ
ｃｅａｒｅｅｍｐ ｉｒｉｃ ａｌｌｙｃｏｎｆ

ｉｒｍ ｅｄ，ｗｈｉｃｈｉｍｐｌｉｅｓｔ
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ｒａ

ｎ

ｇｅｍｅｎｔｃｈｏｉｃ
ｅ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 ｙｃｏｕｌｄｂ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 ｒｓ＇ｊｏｉｎｔｃｈ
ｏｉｃｅｂｅ

ｈ

ａｖ
ｉ ｏｒ．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ｃｏｕ ｌ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ｓｓｔｕｄ ｙｅｘｔｅ ｎｄｓ

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

ｕｌｔｕｒ ａｌ


ｂａｃｋ ｇｒｏｕｎｄｂ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ｌａｔｅｎｔｖａｒ 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ｌｙｃ ｏｍｂ 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 ｈｅ
ｖｉｔ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 ｙｉｓｓｕ ｅａｎｄ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
ｎ
ｇ 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 ｅ

ｍｅｎｔｃｈｏｉ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 ｉｖ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

ｔ
；
ｆｉ ｌ ｉａｌ

ｐ
ｉｅｔ

ｙ ；
ＩＣＬＶ

ＩＶ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目 录

摘要＃ Ⅰ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Ⅲ第

一
章

绪论 ＃１ 第

一
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１



一 、研究背景 ＃１

  二、研究意 义＃

３ 第二 节研究内容 与方法



＃３一、研 究内容

 ＃ ３二、 研究方

法＃ ４第三节研究 思路与

创

新 点＃４ 一、

研 究 思

路＃４ 二

、创新 点＃６第二章 理论基

础
与

文 献综述＃ ７

第

一 节理论基础＃７一、离 散选择

模 型 及相关研究综 述＃

７  二、潜变量模型＃８ 三 、集成

潜变量 的离散选择 模 型＃

１

０ 第二节文献 综述＃１２  一、老

年 人 居住安排 国 内外研究综述 ＃ １２

二、 代际关系国内外 研 究综述

＃１ ５ 第三 节研究现状分析＃１５第三章基 于 ＭＮＬ

模
型

的 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建模 分 析＃

１

７ 第一节变量选 择 及描述

性 统 计分析＃１７一 、 老年人

群 基 本特征＃１７二、老年人居住 现状分析

＃１ ９ 三、老年人 与 子女的代际关系现状分析＃２０第二节ＭＮＬ模型建立＃２１

Ｖ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三节 ＭＮ Ｌ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２２

第 四节本章 小结＃

２４ 第四章考虑子女态度的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 建模分析


＃

２ ６第一节心理潜变量结构 方程模型

构

建 ＃２６一、数据筛 选与描述

性 统 计＃２６ 二、潜

变量模 型＃２９第二节考虑子 女态度的 老年人居住 安 排ＩＣ

Ｌ

Ｖ 模型构建＃ ３ １   一 、 模 型 构 建 ＃３

１  二、模型结果 分 析＃

３３ 第三节 本 章小结

 ＃３ ８结

论


＃ ４０第 一节研

究结论 ＃４０ 第二节

研究 展望＃

４ ２ 参

考文献＃４３致谢＃ ５０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成 果 ＃ ５２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项目情况＃５３

ＶＩ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 ． ．  Ｉ

Ｅｎｇ ｌ 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ｌｌ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Ｓ 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１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１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 ｉｇｉｎｉｆｘｃａｎｃｅ    ３

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３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４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４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

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Ｔｈｅｏｉｙ
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 ｅｗ ． ．   ７

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ｖ ｉｅｗ ７

１ ．Ｄ ｉｓｃｒｅｔｅＣｈｏ ｉｃｅＭｏｄｅ ｌａｎｄＲｅ 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７

２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 ｌ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Ｒｅ 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８

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ｈｏｉｃｅａｎｄＬａ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Ｍｏｄｅ ｌａｎｄＲｅ 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 ０

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 １ ２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 ｉｖ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１ ２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
ｌ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１ ５

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ｔｕｓ １ ５

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Ｅｌｄｅｒｌｙ

９

ｓＬ ｉｖ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Ｃｈｏ ｉｃ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ａｌｙ ｓ 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ＭＮＬ ｍｏｄｅ ｌ１ ７

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１ ７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ｓｏｆ 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ａｍｐｌｅ  １ ７

２ ．Ｃ ｉａｒｒｅｎｔＳ 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ｖ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１ ９

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
ｐ

   ２０

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ＭＮＬＭｏｄｅ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 １

ＶＩＩ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 ． ． ．   ２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４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ｕｍｍａｒｙ  ２４

Ｃｈａｐｔｅｒ４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ｏｆ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５

ｓＬ ｉｖ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Ｃｈｏ ｉｃｅ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Ｔｈｅｉｒ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 ２６

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Ｍｏｄｅ ｌ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６

１ ．Ｄａｔａ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２６

２ ．ＬａｎｔｅｎｔＶａｒａｉｂ ｌｅＭｏｄｅ ｌ  ２９

Ｓｅｃｔｉｏｎ２ ＩＣＬＶ Ｍｏｄｅ ｌ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 １

１ ．ＭｏｄｅｌＳｐｅｃ 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１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 ｓｉ ｓ ． ． ． ． ． ． ３ 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ｕｍｍａｒｙ
３ ８

Ｃｏｎｃ ｌｕｓ ｉｏｎｓ   ４０

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ｓ ｌｕｓ ｉｏｎｓ ． ． ． ． ４０

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Ｆｕｔｕ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４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４３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５ ０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５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ｏ
ｊ
ｅｃｔｓＰ 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５ ３

ＶＩＩＩ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图 目 录

图 １
－

１２０ １ ０ －２０２０ 年我国人 口 出生率 、 死亡率和 自然增长率变化图 １

图 １
－２ 论文技术路线图 ５

图 ２ －

１ 离散选择模型框架图 ７

图 ２－２ 集成潜变量的离散选择模型框架图 １ ０

图 ４￣ １ 潜变量模型图 ２９

图 ４－２ ＩＣＬＶ模型框架图 ３ １

表 目 录

表 ３
－

１ 受访老人的社会人 口特征 １ ８

表 ３
－２ 老人健康状况指标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１ ９

表 ３
－

３ 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统计描述 ２０

表 ３
－４ 代际支持指标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２ １

表 ３
＿５ 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 因素分析 ２２

表 ４－

１ 样本数据的社会人 口学特征分布 ２７

表 ４－２ 测量指标统计特征 ２ ７

表 ４－

３ 探索性因素分析因素载荷矩阵 ２８

表 ４－４ 各潜变量信度系数 ２８

表 ４－

５ＩＣＬＶ 模型变量定义 ３ ３

表 ４－６ 潜变量测量方程结果 ３ ５

表 ４－

７ 潜变量结构方程结果 ３ ６

表 ４－８ 居住安排选择模型结果 ３ ７

ＩＸ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ＦＩＧ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Ｆｉ
ｇｕｒｅ ｌ

－

ｌＢ ｉｒｔｈＲａｔｅ
，
Ｍｏｒｔａｌ ｉｔｙ

ＲａｔｅａｎｄＡｎｎｕ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 ，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２０ １ ０－２０２０  １

Ｆｉｇｕｒｅ１
－２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Ｒｏｕｔｅ    ５

Ｆ ｉ
ｇｕｒｅ２－

１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 ｔｈｅＤ ｉｓｃｒｅｔｅＣｈｏ ｉｃｅＭｏｄｅ ｌ ７

Ｆ ｉｇｕｒｅ２－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 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ｈｏ ｉｃｅａｎｄ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 １ ０

Ｆｉｇｕｒｅ４－

１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 ｔｈｅＬａ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 ｌｅＭｏｄｅｌ ． ． ． ２９

Ｆｉｇｕｒｅ４－２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 ｔｈｅＩＣＬＶＭｏｄｅｌ  ３ １

ＴＡＢＬ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ａｂｌｅ３
－

１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Ｓａｍｐｌｅ   １ ８

Ｔａｂ ｌｅ３
－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

ｓ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 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１ ９

Ｔａｂ ｌｅ３
－

３Ｄｅ 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９

ｓＬｉｖ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

Ｔａｂ ｌｅ３
－４Ｖａｒｉａｂ ｌｅｓｏｆ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 ｓｉ ｓ

 ２ １

Ｔａｂｌｅ３
－

５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ｔｉｌｅＭＮＬ Ｍｏｄｅｌ  ２２

Ｔａｂｌｅ４－

１Ｓｏｃ 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Ｄ 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 ２ ７

Ｔａｂ ｌｅ４－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７

Ｔａｂｌｅ４－

３ＦａｃｔｏｒＬｏａｄ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  ２８

Ｔａｂｌｅ４－４Ｒｅｌｉａｂｉ 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２８

Ｔａｂｌｅ４－

５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 ｔｈｅＩＣＬＶ Ｍｏｄｅｌ ３ ３

Ｔａｂｌｅ４－６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３ ５

Ｔａｂｌｅ４－７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 ． ３ ６

Ｔａｂｌｅ４－

８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Ｍｏｄｅｌ ３ ７

Ｘ





山 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

、 研究背景

人 口 老龄化是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之
一

。 联合 国将人

口 老龄化的标准界定为 ６ ５ 周 岁及 以上老龄人 口规模超过总人 口 的 ７％ ， 依据此定义 ，

我国 自 ２００ １ 年 （ ７ ． １ ０％ ） 己经入老龄化 国家 。 近年来 ， 在生育率低 、 生育意愿低迷 、

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等多方因素 的影响下 ， 我 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 并呈现 出 老龄人

口 众多 、 老龄人 口 占 比增速快 、 未富先老等特点⑴ 。 人 口 普查数据显示 ， ２０ １ 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期间 ， 我国 ６５ 岁及 以上老龄人 口增量超过 ７０００ 万人 ， 与 同时期我 国总人 口增

量近似 。 该时期我国老龄人 口 占 比从 ８ ． ９０％增长至 １ ３ ． ５％ ， 老龄人 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６ ． ０ ３％ ， 远超过同时期的总人 口年平均增长率 （ ０ ． ５ ３％ ） 。 并且 ， 我国 已连续 ５ 年 出现人

口 出生率和 自 然增长率持续下滑的现象 ， 如 图 Ｍ 所示 ， 自 ２ ０ １ ０ 年起 ， 虽然人 口 出生

率及 自 然增长率 出现小幅度波动 ， 但整体上仍处于下滑趋势 ； 相较于 ２０ １ ９ 年 ， ２ ０２０ 年

人 口 出生率和 自 然增长率分别下降 了１ ． ３ ７ 和 １ ． ３４ 个百分点 。 我国人 口 结构正逐渐趋近

“

倒金字塔
”

型 ， 预示着我国人 口 已经进入
？ ？

惯性收缩
”

状态 ， 短时期 内 人 口 老龄化趋势难

以逆转 ， 严重少子化甚至将进
一

步加速我国人 口老龄化趋势 ［
２

］

。

０

２ ０ １ ０２ ０ １ ！２ ０ ） ２２ ０ １ ３２ ０ １ ４２ ０ １ ５２ ０ １ ６２ ０ １ ７２ ０ １ ８２ ０ １ ９２ ０２ ０

ｍｍｅｔａｍ
  ｉ

Ｊ
出 兰 ． 率 （

％〇 丨、
口 死二 早

图 ］
－

１２０ １ ０
－

２ ０２０ 年我 国人 口 出生率 、 死亡率和 自 然增长率变化图

迅速发展 的老龄化趋势导致 了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养老 困境 。 在家庭层面 ， 老年人

面临传统家庭观念与 家庭实际养老资源短缺之间 的矛盾 。

一

方面 ， 我国传统
“

孝
”

文化

是绝大多数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文化基础 ， 传统的家庭养老仍然是老年人首选的养

老方式 ｆ
３

］

。 加之老年人消费观念的约束 ， 居住在养老院 由专业护工提供养老服务的养老

方式在老年人心理的实际接受度仍然较低 。 而频频曝光 的养老院丑 闻进
一

步加深 了 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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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及亲属对机构养老的偏见和抵触 。 同时 ， 将老人送去养老院居住 的子女也会被亲

朋邻里视为不孝 ， 承受 巨大的道德压力Ｗ 。 另
一

方面 ， 家庭规模缩减和流动人 口 比例升

高导致老年人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
５

］

。 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 ， 我国 的家庭结构 出

现 了较大转变 ， 老年人 ， 尤其是低龄老年人的子女数量减少 ， ２０ １ ０ 年我国 人 口 普查家

庭规模为 ３ ． １ ０ 人 ／户 ， ２０２０ 年下降至 ２ ． ６２ 人 ／户 ， 下 降 了１ ５ ． ５％ ， 同时期我国老人抚养 比

也从 １ １ ． ９％增长至 １ ９ ． ７％ 。 家庭规模的缩减致使每个家庭 中有条件为老年人提供养老照

料的子女数减少 ， 子女面临沉重 的养老压力 。 且随着我 国现代化进程 的加快 ， 流动人

口 比例升高 ， 子女工作的流动性和激烈 的竞争压力导致子女工作与居住地远离父母 ，

或没有充足的时 间和精力为父母提供足够的照料与支持 ， 进
一

步导致家庭养老能力欠

缺和家庭养老资源衰减 。

在社会层面 ， 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养老领域主要体现为老年人对美好老年生活的

向 往和现阶段我 国养老保障体系 尚未完善 、 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矛盾 ［
６

］

。 近年来 ， 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

要构建养老 、 孝老和敬老的政策体系 ， 加快老龄化事业和产业发展 ＝ 为我 国养老事业

的发展 、 养老保障体系 的完善指 明 了方 向 。 随后 ， 十九届五 中全会将
“

积极应对人 口 老

龄化
”

上升为 国家战略 ， 进
一

步说 明我党对完善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 的重视和决心 。

在最新公布的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 ５ 年远景

目 标纲要 》 中 ， 更是针对养老 问 题作 了 专 门部署 。 然而 ， 我国 的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

体系 中 仍然存在养老服务供不应求与 资源浪费现象共存 １Ｍ
、 医疗保障体制和福利保障

体系有待加强Ｍｌ 居家社 区养老和优质普惠服务供给不足 、 农村养老服务可及性较差

且服务水平不高 、 专业 、 负 责 的老年护工和管理人 员 短缺Ｍ和 家庭赡养功能缺乏监管

［

１ ２
］等 问 题 ， 建设与我 国 人 口 老龄化进程相适应 的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 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日 益 凸显 。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作为家庭生活 的
一

个重要结构性特征 ， 反映 了 老年人家庭生活

的组织方式和家庭成员 的互动方式 ， 尤其是父代与子代成 员 间 的经济 、 情感交换及子

代对亲代养老服务 的提供情况 ， 也是我 国社会基本组织形态 的重要表现 ｜

１ ３
］

。 现阶段我

国老年 人可选 的居住安排主要包含独居 、 与家人 同住 、 院居 ， 不 同 的 居住安排意味着

老人长期照护 的提供者和护理质量 、 养老责任主体和养老经济成本等方面存在差异 。

然而 ， 考虑到我 国 独特而深厚 的孝文化背景 ， 子女是老年人生活选择行为 的重要参与

者 ［
１ ４

１

， 子女的态度 、 偏好等主观 因素在老年人长期居住安排的选择行为 中 起到重要作

用 。 因此 ， 本文在应 用
一

项全 国性的调查数据 ， 深入探索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 的现实

需求 ， 着重分析子女 的 主观因素及客观 的代际支持行为对老年人实际居住安排 的影响

机制 ， 以期为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 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实现提供依据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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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究意义

１ ． 理论意义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作为 了解老年人养老需求 的重要突破 口 ， 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 。 目 前 ， 国 内 外针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研宂主要集 中 以下三个方面 ： １ ． 老年人居住

安排的影响 因素 ： 探索代际支持 、 是否参与保险等
一

个或多个客观 因素对老年人居住

安排的影响或探讨不 同维度间 的关系 ；
２ ． 探索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对其健康 、 死亡率 、

生活质量的影响情况 ；
３ ． 基于老年人 口 的居住安排情况探讨养老机构 的发展前景 ， 为

完善养老服务和养老机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 纵观现有研宄的背景和切入点 ， 鲜少有

研宄关注
“

孝
”

文化和伦理观点对我 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 ， 在方法上也大多集 中于

传统的离散选择模型 ， 少有创新 。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从老年人家庭的角 度 出

发 ， 考虑子女 、 老人 自 身 的态度对老年人长期居住安排选择行为的影响 ， 采用集成潜

变量的选择模型 Ｃ ＩＣＬＶ ） ， 解决模型 中 的 内 生性 问题 ， 弥补 了现有文献的不足 。

２ ． 现实意义

在我 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深入探索老年人居住安排 的现实需求有助于解决老年人家

庭 内 部 及社会整体的养老 困境 。 从老年人的家庭层面来讲 ， 基于传统
“

孝
＂

文化的养老

观念与家庭规模大幅下 降 的社会现状的矛盾 导致 了 养老 困境的产生 。 养老 的 困境不仅

关乎每
一

位老年人 自 身 的幸福感 ， 生活满意度 ， 且影响着子女 的生活压力甚至身心健

康 ＝ 通过对子女行为和态度与其年迈父母居住安排选择行为的关系 的解读 ， 了 解老龄

人 口 的家庭养老需求 ， 以期通过改善子女 的赡养行为和态度提升老年人养老 质量 。 从

社会政策层面来讲 ， 在我 国独特而深远的文化背景下深入探索子女态度和行为 的重要

作用 ， 有利于相关部 门进
一

步制定 、 完善老年人生活保障相关政策 ， 从政策层面约束

成年子女的赡养行为 ， 进而探索具有 中 国特色 、 符合 中 国人养老 习 惯 的养老模式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

、 研究内容

本文 旨 在探索传统
“

孝
＂

文化背景下子女主观态度与子女代际支持行为对老年人长

期居住安排选择的共 同作 用 ， 深入 了 解家庭规模急剧变化 的情况下 ， 老年人居住安排

的 内 在影响机制 。 具体研宄 内 容包括 ：

（ １ ） 探索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机制 。 基于代际支持理论 ， 选取合适

的指标量化子女对老年人 的
？ ？

向上
”

代际支持情况 ， 建立 以代际支持为核心 自 变量 、 以

老年人社会经济属性为控制变量的 多项 ｌｏｇ ｉ ｔ 模型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 ｉｎａｌＬｏｇ ｉ ｔ ，ＭＮＬ ） 模型 ，

探讨老年人长期 居住安排选择的 内在规律 。

（ ２ ） 探索子女主观态度与代际支持行为共 同作 用 下老年人长期居住安排选择机制 。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量化子女敬老态度 、 选择偏好等难 以直接测量的潜在心理因素并将

３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其纳入离散选择模型 ， 构建集成潜变量的选择模型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ｈｏｉｃｅａｎｄｌａ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ＵＣＬＶ ） ， 与代际支持等客观变量共同解释老年人长期居住安排选择的 内在机制 。

Ｇ ） 对比 ＭＮＬ 模型与 ＩＣＬＶ模型的结果 ， 深度剖析潜在变量在解释老年人居住安

排选择行为中发挥的作用 。

二 ＇ 研究方法

本文 以管理科学 、 决策理论 、 老年学 、 社会心理学 、 计量经济学为基础 ， 利用定

量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 了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行为的微观影响机制 。 本文采用 了离散

选择模型 、 结构方程模型和集成模型等数学模型 ， 利用计算机技术与数学软件为研宄

支撑 ， 有效保障了各章节研究 内容的可操作性 。 具体方法如下 ：

（ １ ） 文献分析法

本文通过查阅和整理老年人居住安排、 代际支持和 ＩＣＬＶ 模型相关文献 ， 了解相关

领域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基础 ， 提取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关键客观指标和代际支持的

构建方法 ， 构建考虑潜变量间相互影响关系的 ＩＣＬＶ 模型 ， 并结合我国文化背景分析国

内外研究的不足之处 ， 为后文的研宄内容奠定基础 。

（ ２ ） 数理统计法

本文利用 Ｅｘｃｅｌ 、 Ｓｐｓｓ 等统计性软件对样本数据展开描述性统计分析 ， 以 了解 目 前

我 国老年人的基本特征 、 居住安排现状和子女的代际支持情况 ， 进而发现 问题和规律 。

（ ３ ） 定量分析法

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对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行为及其影响 因素的数量特征和数量

关系展开分析 ， 根据模型结果探索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行为的关键因素 ， 进而提

出改善我国养老现状的政策建议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一

、 研究思路

为 了分析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和态度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 ， 本文遵循以下思

路展开研宄 ： 首先 ， 广泛阅读国 内 外相关文献 ， 深度结合老年学 、 人 口学的理论和管

理学的方法 ， 以我国 ６５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建立 ＭＮＬ 模型和 ＩＣＬＶ 模型 ， 对

比两个模型的结果 ， 分析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依据上述思路 ， 论

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 即绪论 （第 １ 章 ） 、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第 ２ 章 ） 、 基于 ＭＮＬ 模

型的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建模分析 （第 ３ 章 ） 、 考虑子女态度的老年人居住安排影

响因素建模分析 （第 ４ 章 ） 和结论与展望 （第 ５ 章 ） 。 具体技术路线如图 １
－２ 所示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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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路径研 究 内 容

：



１Ｍ
］ 绪论 ｊ

 ；

问题提出￣
￣

＊

！研 究背景及意义 ￣ 研究 内 容与 方法
￣

＊

！

研究思路与创 新点
ｉ

：

■

：

ｉ  ？

？

 ；

理论基础 与 文献综述 Ｉ ！

；

．

［ ＼ ｉ

  ！ 研 究方法综述

￣



１

￣

研 究 问题综述

： Ｉ

 ＇

 ． Ｉ Ｉ ：

文献回顾一￣—？

丨



丄
：

上


 １

１

离散＆模
丨

潜 变ｉ模型
｜

，

１ １
——

ｉ」 老年人ｉ
？

住安排
｜ ｜

代 际

＇

支持
］ ｜

！ 集成潜 变量 的 选择模型
Ｉ

基于ＭＮＬ模型 的老 年人居住安排影 响 因 素建模分析 ：



；

ｈ
匕 变量勢

丨 ｒ＾－’
罐［－

Ｉ
＾
 Ｉ

；

＇

 ； （析 ｉ
^

； 子女主观心理 因 素构 建
ｉ

｜ ｒｉ ＿倾竺＿

——？ 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行 为 机理
Ｉ Ｌ

｜

￣￣￣

ＩＣＬＶ模 型
！


；



Ｍ
１


１

＼客观 因 素
■

ｉ

Ｉ

ｉ

：

ｉ



１ ；结论 与展望

主要结论


ｔｉ ：






１＾



 ； 研究 结论


＿政策建议
＞未来展 望 ｜

图 １

－２ 论文技术路线 图

第
一

部分是绪论 （第 １ 章 ） ， 说 明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 内容与方法 、 研究思路

与创新点 。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 （ 第 ２ 章 ） ， 主要从研究方法和研宄 问 题两方面 回顾现有文献 ，

分析已有研究的不足并在其基础上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 。

第三部分是基于 ＭＮＬ 模型的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 因素建模分析 （第 ３ 章 ） 。 首先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 ， 了 解 目 前老年人居住安排和子女代际关系行为 的现状 ， 随后 ，

利 用 ＭＮＬ 模型探索老年人 自 身的属性 、 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 、 老年人健康水平和心理

健康状态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选择的影响机制 。

第 四部分是考虑子女态度的老年人居住安排因素建模分析 （ 第 ４ 章 ） 。 在 ＭＮＬ 模

型 的基础上 ， 利 用结构方程模型量化子女主观心理变量并纳入离散选择模型 ， 构建基

于 ＭＮＬ 的 ＩＣＬＶ 模型并采用 同时估计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参数标定 ， 进而确定偏好心理

变量在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行为 中 的作用机制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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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一

部分是结论与展望 。 该部分 回顾了论文的主要研究 问题及方法 ， 提取并总

结研宂的主要结论 ， 并基于 目 前的研究现状分析文的不足及未来展望 。

二 、 创新点

（ １ ） 内容创新 ： 在传统孝文化背景下 ， 探索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行为的影响机制 。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选择行为是老年学 、 社会学中 的重要研宄 问题 。 目 前 ， 虽然有

部分学者采用定量研究的方式探寻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 ， 但少有学者

立足于我国独特而深厚的文化传统 ， 考虑子女的态度和行为对老年人选择行为的影响

情况 ； 虽然己有
一

些学者意识到传统文化在老年人选择行为中 的重要作用 ， 但大多采

用定性研究的方法 。 因此 ， 本文在传统文化背景下探索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和主观态

度对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行为的复杂作用机制 ， 更加符合我国 国情 。

（ ２ ） 方法创新 ： 构建含有多个潜变量的 ＩＣＬＶ 模型 ， 考虑潜变量之间的层级关系 ，

并利用 同时估计方法标定模型参数 。

已有关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研究大多利用传统的离散选择模型 ， 探寻客观因素对

老年人选择行为的影响情况 ， 少量学者将构成心理潜变量的指标变量量化后直接加入

模型 中 ， 然而 ， 该方法的科学性尚未被完全认可 。 本文为 了探索主观心理因素对客观

选择行为的影响情况 ， 通过潜变量模型构建心理潜变量描述老年人成年子女的态度和

偏好 ， 并将其纳入选择模型中 ， 建立 ＩＣＬＶ 模型 ， 相 比于传统的离散选择模型解释力更

强 。 为 了 估计该模型 ， 本文采用 了方法较为复杂 ， 但结果更加可靠的 同时估计方法 ，

并利用 Ｍｐｌｕｓ 软件实现参数标定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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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

、 离散选择模型及相关研究综述

离散选择模型 （ Ｄ ｉ ｓｃｒｅｔｅＣｈｏ ｉｃ ｅＭｏｄ ｅ ｌ
，ＤＣＭ ） 常用 于分析决策者 （个体 、 家庭 、

企业或其他决策单位 ） 在面临两个或两个 以上可选方案时的选择行为 ， 可预测决策者

选 择 其 中 某
一

方 案 的 概 率 。 模 型 以
“

随 机 效 用 最 大 化 理 论
”

（ ＲａｎｄｏｍＵｔｉ ｌ ｉｔｙ

Ｍａｘ ｉｍ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ＲＵＭ ） 为基础 ［

１ ５
］

。 该理论假设决策者从不 同 的备选方案中获得
一

定的效

用 （Ｕ ｔ ｉ ｌ ｉｔｙ ） ， 即决策者在购买某种商 品或者使用某项服务时所获得 的满足程度 ， 并选

择能够使其 自 身收获最大效用 的方案 。 模型的理论框架如 图 ２ －

１ 所示 。

解释变量ｘ

／ 随机误差 项

／
各选择肢的 效 用

、

Ｖ
ｕ
ｙ

｜
被解释变量 ＞

＇

：



图 ２ －

１ 离散选择模型框架 图

假设决策者 《 选择第 ／ 个方案获得的总效用 为 ：

Ｕ
．
＝ Ｖ

（
Ｘ

，
－

，ｊ
３
）
＋ ｅ

， （ ２ －

１ ）

ｍ ｉｎ ｉｎ

其中 ， ｋ 为系统效用或可观测效用 ， 通常表示为决策者个体性别 、 年龄 、 收入等

客观社会经济属性及各选择方案特征 的 函数 ； 为随机效用 ， 可假定其服从特定分布 。

依据随机效用最大化理论 ， 个体 ｎ 选择方案 Ａ 当且仅当方案 ／ 带来的效用高于可

选方案集 Ｃ？ 中 所有其他方案 ， 即决策者最终选择第 ／ 个方案需满足的条件为 ：

Ｕ＞ Ｕ ， ｉ
＾
ｊ

．ｉ Ｊ £ Ｃ ，

ｉｒ＞ｊ
ｎ Ｊ＾

 （ ２ －２ ）

则决策者选择第 ７

‘

个方案的概率 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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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ｍ

＝ ？＜ｕ
，ｎ
＞ ｕ
＾ ｌＪ ＾ ｃ

ｎ ）

＝
＾

（
Ｖ
ｍ
＋ Ｇ

ｍ
＞ Ｖ

ｊ
ｎ

＋
＾＾

＇

＾ ｈｈ ｊ
＾ ＣＪ （ ２ ．

３ ）

当随机误差项仏相互独立并均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可得到 ｐｒｏｂ ｉ ｔ模型 ， 当其相互独立

且均服从 Ｇｕｍｂｅ ｌ 分布时可得到 ｌｏｇ ｉ ｔ模型 。 离散选择模型为企业 、 家庭和个人的决策提

供 了 强有力 的参考依据 ， 己逐渐成为研究个体选择行为的有力工具 。 随着研宄 问题的

复杂化 ， 学者从不 同 的角度改进模型 ， 逐渐构建起包含二项 ｌｏｇ
ｉ ｔ 模型 （ Ｂ ｉｎａｒｙＬｏｇ ｉ ｔ

Ｍｏｄｅ ｌ ） 、 多项ｌｏｇ ｉ ｔ模型 （Ｍｕｌｔ ｉｎｏｍ ｉｎａｌＬｏｇ ｉｔＭｏｄｅ ｌ ， ＭＮＬ ） 、 混合ｌｏｇ ｉ ｔ模型 （Ｍ ｉｘｅｄ

Ｌｏｇ ｉ ｔＭｏｄｅ ｌ ） 等
一

系列模型在 内 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 并广泛应用 于交通 、 旅游 、

医疗 、 人 口等各个领域中 。 ：８＆１＾ １〇 等 ［
１ ６

］应用 ＭＮＬ 模型探宄影响家庭生计选择和森林依

赖的决定因素 ； 应用 ＭＮＬ 模型探索乘车时 间 、 出行时 间可变性等因素对

公共交通的 需求量 ， 并依据乘客密度建立 了 五个效用 函数 ， 以 比较公共交通的拥挤程

度对其需求量的影响 ；
Ｊｏｎｅ ｓ 等 ［

１ ８
］建立 了 多个有序混合 ｌｏｇ

ｉｔ 模型 （Ｍ ｉｘｅｄＯ 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 ｉｔ

Ｍｏｄｅ ｌ ） 以预测企业遭遇财务 困境的概率 ， 并通过对比模型拟合优度等指标说 明有序混

合 ｌ ｏｇ ｉ ｔ 模型预测结果优于普通 ｌｏｇ ｉｔ 模型 。 侯兴起等 ［
１ ９

］应用二项 ｌｏｇ ｉ ｔ 模型分析酒店顾客

性别 、 入住时 间 、 月 份等因素对其房型选择行为的影响情况 ， 并进
一

步预测 出酒店 内

不 同房型 的预定概率 ； 付学梅等 改进 了 传统的 ＤＣＭ 模型 ， 对个体活动 －出 行行为的 ５

个决策维度进行联合建模分析且考虑 了 不 同决策维度之间 的相互影响关系 ； 邱艳华等

［
２ １

］应用二项 ｌｏｇ ｉ ｔ 模型对我国养老保险覆盖水平的影响 因素展开经验分析 ， 结果显示单

位性质 、 用 工性质 、 储蓄水平等因素均能够显著影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水平 。

在老龄健康领域 ， 离散选择模型也被大量应 用 于分析个体层面健康状况 、 脆弱程

度 （ Ｆ ｒａ ｉ ｌ ｔｙ ） 的影响 因素 ， 及长期护理 、 生活安排等长期选择行为的影响 因素 ， 相 比传

统的群体层面的集计方法具有显著的优势 。 Ｌ ｉｕ 等口 ］建立多 元 ｌｏｇ
ｉ ｓｔｉ ｃ 回 归模型探索子

女数 目 、 慢性病数量 、 健康行为等 因素对居住在养老 院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

响 ： Ｚｈｕ 等 采 用 队 列 研 宄 的 方法 ， 应 用 混合 效 应 ｌｏｇ ｉ ｔ 回 归 模型 （ Ｍ 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 ｃＲｅｇ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Ｍｏｄｅ ｌ ） 探索 居住地的绿化程度与老年人脆弱指数 （ Ｆｒａｉ ｌｔｙＩｎｄｅｘ ）

的关系 ；
Ｌｅ ｉ 等 运用 ｌ ｏｇ ｉ ｓｔ ｉｃ 回 归模型探索社会保障福利对残障老年人长期护理 （ ＬＴＣ ）

可得性和可负担性的影响 ； 罗会强等Ｍ利 用二项 ｌｏｇ ｉ ｔ 模型探宄不同家庭支持类型对老

年人身心健康影响 的城乡 差异 ， 结果表 明 ， 在 身心健康对家庭支持的依赖性 问题上 ，

农村老年人显著 高于城市老年人 。

二 、 潜变量模型

潜变量模型 ， 又称结构方程模型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ｌ ， ＳＥＭ ） 是
一

种结合因

子分析 、 路径分析 、 潜变量模型 的 多变量 、 多方程的建模方法 ，

一

般包含结构方程和

测量方程两部分 ， 其 中测量方程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 用 于描述可观测 的指标变量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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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与潜变量 （ Ｌ ａ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 ｌｅ ｓ ） 之间 的关系 ， 结构方程 （ 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 ｉｏｎ ）

用于描述潜变量之间 的关系 。 模型的
一

般表达式如下 ：

）
’＝

Ｖ
＋ ｅ

 （ ２ －４ ）

ｘ
＝＋
 （ ２ －

５ ）

ｑ
＝ Ｂ ｊ

］

＋ ｒ＾

＋
Ｃ （ ２

－６ ）

其 中 ， 方程 （ ２ －４ ） 为潜变量测量方程 ， ＞
＞

为指标变量组成的 ；
７
＊
７ 向量 ， ＾为 内在潜

变量组成的ｍ ＊ ｌ 向量 ， Ａ
．

ｖ维因子载荷矩阵 ， ￡为 ｐ
＊ ｌ维列 向量 ， 表示测量误差 。

方程 （ ２ －

５ ） 为外生变量测量方程 ， ｘ 为外在观测指标组成的 ＾
＊ １向量 ， ｇ是外在潜

变量组成的 ｎ ＊ ｌ 向量 ， ／Ｕ 是ｐ
＊ ｍ维因子载荷矩阵 ， ６为 ｇ

＊ ｌ维列 向量 ， 表示测量误差 。

方程 （ ２
－

６ ） 为结构方程 ， Ｂ 为 维系数矩阵 ， 用于标定各潜在变量间 的关系 ，

厂为 维系数矩阵 ， 描述 了 外在潜变量对 内 在潜变量的影响 ， ｆ为ｍ ＊ ｌ维残差 向量 。

结构方程模型在交通 、 营销 、 心理等各个领域均有广泛的应用 。 Ｇｕａｎ 等％ ］将家庭

中 夫妻双方的 出 行态度和 出 行行为纳入
一

个结构方程模型 中 ， 从家庭的角 度探索 了 住

宅地选择和汽车购买决策的 因果关系 ；
ｖａｎｄｅｒＬａｎｓ 等 ［

２ ７
］应用 贝叶斯非线性结构方程模

型 品牌的相似性与 品牌联盟间 的 因果关系 ；
Ｌ ａｍ 等 ［％利 用 香港和新加坡社区老年人的

数据构建 ＳＥＭ 模型 以分析老年人居住 的邻里环境 ， 如公 园规模 、 土地利用情况等对老

年人抑郁症 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 提升环境 的步行性和在社 区 内提供更多 公 园能够改善

老年人 的 心理健康水平 ；
１＾甜１１＾１１ 等 ［

２ ９
］构建 了

一

个偏最 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 （ ＰＬ Ｓ －

ＳＥＭ ） ， 探索老年人感知可达性 、 旅行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 间 的关系 ， 结果表 明 ， 感知

可达性与旅行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 ； 景鹏等＿利 用 多指标多 因 果结构方程模

型 （Ｍｕ ｌ ｔ ｉ

ｐ
ｌ ｅＩｎｄ 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Ｍｕ ｌ ｔ ｉｐ ｌｅＣａｕｓｅ ｓ

，
ＭＩＭＩＣ ） 检验 了 出 行者交通方式选择背景下

拓展计划行为理论各构成要素之间 的联系 ； 李创等 ［
３ １

］基于刺激－机体 －反应理论 （ ＳＯＲ

理论 ） 构建 了 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新能源汽车消 费促进政策能否对潜在消 费者的购买意

愿产生显著影响 ： 徐鑫亮等 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新媒体环境 中 品牌价值实现的关

键影响 因素 。 在老龄健康领域也有大量学者应用 结构方程模型 ， Ｓｈａｎ 等 ［
３ ３

］应用 ＳＥＭ 模

型对我 国城市居住老年人疫情期 间 的养老院服务满意度展开研究 ， 结果表 明 ， 大部分

老年人对养老院服务满意度较高 ， 其 中 ， 老年人的感知服务质量对其满意度产生显著

正 向影响 ；
Ｍａｏ 等 ［

３ ４
］利用 ＳＥＭ 探索老年人居住安排与心理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

并将社会支持作为 中 介变量加入模型 中 ， 结果表 明 ， 与 同子女共 同生活 的老年人相 比 ，

独居老人 的生活满意度较低 ；
〇＾＠＆丨１１ 等 ［

３ ５
： ｜基于迁移理论 （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 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探

索 老年 人 搬 至 老 年 生 活 社 区 （ Ｓ ｅｎｉｏ ｒｌ ｉｖ 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 ｉｅ ｓ ， ＳＬＣ ） 的 推 动 因 素 （ ｐｕｓｈ

ｍｏｔｉｖａｔ ｉｏｎａｌｆａｃ ｔｏｒ ｓ ） 和拉动 因素 （
ｐ
ｕｌ ｌ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 ｒｓ ） ， 并探宄感知障碍的 中介作

用 ， 结果表 明 ， 健康相关的推动 因素在家庭和社会心理障碍 的 中介作用 下对老年人的

搬迁意愿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 ； 张丽等 ［
３ ６

］探索 了 山 东省农村老年人的互助养老选择意愿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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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 明 ， 生活保障会显著影响农村互助养老意愿 ， 而行为认知和支持力度对老年人

的互助养老意愿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 。

三 、 集成潜变量的离散选择模型

离散选择模型将个体 的选择行为视为
“

黑箱
”

， 输入决策者和方案的可见客观属性 ，

依据 已有的经济选择理论假定 的
“

黑箱
”

运作准则 ， 从而输 出 决策者的选择行为 ， 提供

具有 明确统计属性的定量预测结果 。 然而 ， 传统的离散选择模型假定决策者为 同质群

体 ， 即 属性相 同 的不 同 出 行者对于各 出 行方案 的偏好 的相 同 的 ， 忽略 了 个体间 的差异 ，

导致模型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不佳 。 为解决这
一

问题 ， ＭＣ ｆａｄｄｅｎ
［
３ ７

］提 出将决策者的认知

决策过程加入选择模型 中 ， 即将描述决策者 的态度 、 偏好 、 意 图等主观因素的潜变量

加入模型 中 ， 以提升模型 的解释力 ， 并解决模型 中 的异质性 ；
Ｂ ｅｎ －Ａｋｉｖａ 等 ［

３ ８
］建立 了考

虑决策者主观心理 因素 的选择模型 的
一

般框架 ， 构建 了 集成潜变量 的离散选择模型

（ ＩＣＬＶ ） 并提 出 了 同时估计方法 。 模型框架如 图 ２ －

２ 所示 。

—

ｖ

解释变量Ｘ＼

ｙ潜 变量模 型

！



ｉ潜在 变量２
？

 ；

－
＜


１指标 Ｉ

、
十

一
７ ；

Ｖ
ｕ
ｙ

ｉ

被解释 变 ｉｒ Ｉ

图 ２
－

２ 集成潜变量的离散选择模型框架 图

ＩＣＬＶ 模型 由 离散选择模型和潜变量模型两部分组成 ， 每个部分包含
一

个或多个结

构方程和
一

个或多个测量方程 。 在离散选择模型部分 ， 决策者的效用 函 数 中 同 时包含

表示决策者和方案属性 的客观可测变量和表示决策者心理因素 的无法直接测量的主观

变量 ， 且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遵循随机效用最大化原则 。 潜变量模型部分较为灵活 ， 可

以包含
一

个或多个潜变量 ， 其结构方程利用 可见外生变量 ， 如决策者 的客观属性等解

释潜变量 ， 并表征潜变量之 间 的关系 ； 测量方程通过
一

组指标 （ Ｉｎｄ ｉ ｃａｔｏｒｓ ） 对潜变量

进行衡量 。 模型 的
一

般表达如下 ：

离散选择结构方程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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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

其中 ， ￡心为决策者 ｎ选择第 ；个方案获得的总效用 ， 为系统效用或可观测效用 ，

通常表示为决策者个体的性别 、 年龄等客观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各选择方案特征 和决

策者主观心理因素 Ｚ／的函数 ； 为随机效用 ， 可假定其服从特定分布 ， 厂
？ Ｄ（０ ）

。

ｉｎ ｅ

离散选择测量方程 ：

１
，ｗｈｅｎＵ＝ ｍａｘＵ

．

ｍ．ｊ
ｎ

０ ｆ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 ２－

８ ）

其中 ， 抑为决策者的实际选择 ， 当决策者 ｎ选择方案 ｆ 时 ， Ｊ
ｆＢ

＝
ｌ ， 否则４ 

＝
０ 。

潜变量结构方程 ：

（ ２－９ ）

其中 ， Ｚ；
？

为决策者的主观心理潜变量 ， 通常表示为可见的外生变量和其他潜变量

的 函数 ，

》

／ ， Ａ为待估计系数 ， ｙ表示解释变量１？对潜变量 Ｚ／的作用 ， Ａ表示潜变量之

间的关系 ， 心为残差项 ， 可假定其服从特定分布 ，

％
？

潜变量测量方程 ：

乂 

＝
／

（钟 ＇ （ ２
－

１ ０ ）

其中 ， 为测量指标 ， 为潜变量 的函数 ， ＾为因子载荷 ， 表示各个因子在对应潜

变量上的载荷 ， ｖ？为测量误差 ， 可假定其服从特定分布 ， ｖ
？
Ｚ）（０）

。

？ Ｖ

似然函数如下 ：

似
丨

。私以Ｗ．

）

＝

／个 ， 少（

，

Ｊ
ｚ
：

；ａＷ
ｚＸ％Ｈ

；
Ｋ （ ２ －

１ １ ）

ＩＣＬＶ 模型 自提出 以来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 ， 尤其在交通领域 ， 已逐渐发展为研究出

行者出行方式选择的主流方法之
一

。 Ｗａｌｋｅ ｉ

？ 等 ［
３ ９

Ｈ羊细论述了加入潜变量的离散选择模

型的具体分析框架 ， 并对荷兰旅客城际旅行中交通方式选择展开实证分析 ， 说 明 了该

框架 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
ｖｇ 等＿通过蒙特卡洛实验对 比 了 传统的离散选择模型与

ＩＣＬＶ模型 ， 得出结论 ： 相 比于传统的离散选择模型 ， ＩＣＬＶ模型的预测能力更强 ， 对参

数的估计更为准确 ；
Ｔｈｏｒｈａｕｇｅ 等 ［

４〃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 ， 应用 ＩＣＬＶ 模型着重探索

意图对于出行者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情况 ；
？３１１１＾￡１１ 等 ［

４２
］以交叉巢式混合 ｌｏｇｉｔ 模型 （ ａ

ｃｒｏｓｓ
－ｎｅｓｔｅｄｎｏｒｍａｌｅｒｒｏ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ｌｏｇｉｔ

－ｍｉｘｔｕｒｅｍｏｄｅ ｌ
，
ＮＥＣＬＭ ）结合ＭＩＭＩＣ

模型构建了ＩＣＬＶ 模型 ， 该模型能够考虑潜变量之间复杂的层级关系 ， 随后利用德国通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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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者的样本数据探索价值观对个体出 行方式选择的影响 ；
Ｔｅｍｍｅ 等 ［

４ ３
］构建 了 具有多个

潜变量的 ＩＣＬＶ 模型 ， 考虑 了 出 行者的抽象动机和潜在态度对其 出 行方式选择的影响 ；

１＾＿ ６ 等 ［
４ ４

１构建了潜变量之间具有层级关系 的 ＩＣＬＶ 模型探索 出 行者的交通方式选择问

题 ， 并验证 了Ｍｐ ｌｕｓ 软件对 ＩＣＬＶ 模型的估计能力 ；
！＾〇 １ ；〇〇１（１ 等 ［

４ ５
］基于

一

项在康奈尔大

学展开的离散选择实验数据 ， 通过 ＭＩＭＩＣ 模型识别 出 行者对 自 行车出 行的态度 ， 并纳

入离散选择模型中 ；
Ｋｉｍ 等 ［

４６
１基于

一

项在荷兰开展 的两阶段网络调查数据探索 了 出 行

的环境背景和个人态度对 出 行者拼车决策的影响机制 ， 结果表 明对隐私的态度 、 环保

态度等潜在心理变量会对 出 行者的拼车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 Ｈｅ ｓ ｓ 等 ［
４ ７

］探索 了 英 国旅客

潜在的环保态度对铁路服务使用情况的影响 。 国 内对于 ＩＣＬＶ 模型 的应用相对较少 ， 付

学梅等 ［
４ ８

］建立 了基于多项 ｐ
ｒｏｂ ｉ ｔ 的 ＩＣＬＶ 模型 ， 并通过对比传统 ｐｒｏｂ ｉ ｔ 模型于 ＩＣＬＶ 模

型的结果说明 ＩＣＬＶ 模型能够更好地诠释个体通勤方式选择的决策机制 ＝

也有学者将 ＩＣＬＶ 模型 引 入其他领域展开研究 ， Ｓ ａｎｄｏ ｒｆ等 利用 ＩＣＬＶ 模型探索陈

述性网络调查 的受访者的职业化情况对调 查结果 的影响 ， 并利 用
一

项 电力合 同选择调

查 的数据展开实证分析 ；
Ｋａｓ ｓａｈｍｉ 等 ［

５ Ｑ
］利用 ＩＣＬＶ 模型探索 了 埃塞俄 比亚地区农 民对灌

溉服务 的未来预期等主观态度对其使用该服务 的支付意愿的影响情况 ；
Ｋ ｉｔｒ ｉｎｏｕ 等 应

用 ＩＣＬＶ 模型探索 了 希腊爱琴海 岛地区 居 民的态度和感知等主观因素对于起搬迁决策的

影响 ；
Ａｌ ｅｍｕ 等 基于

一

项肯尼亚的离散选择实验数据探索消 费者偏好与其食 品选择

动机之 间 的联系 ； 陶学宗等 基于 ＩＣＬＶ 模型探索 了托运人的认知互动对其货运选择行

为的影响 。 而在老龄健康领域 ， 鲜少有学者应用 ＩＣＬＶ 模型展开研宂 ， 据作者所知 ， 仅

有 Ｂｏｒｓｃｈ－

Ｓｕｐａｎ 等
丨
５ ４

］应用 ＩＣＬＶ 模型探索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 因素 ， 论文将老人的健

康情况视为潜在变量 ， 通过 Ｍ ＩＭＩＣ 模型标定潜在变量并纳入离散选择模型 中 ， 并提出

健康是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重要影响因素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 老年人居住安排国内外研究综述

作为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基础 ， 居住安排在微观层面 对老年人 自 身 乃至其家庭

成员 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 ＝ 在宏观层面 ， 居住安排也是 了 解老年人

养老需求 的重要突破 口 ， 有助于 国 家养老相关政策 的制 定 。 因此 ， 居住安排受到 国 内

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 是老龄健康领域的重要议题 。 国 外 的
一

些学者深入探索 了 老年人

自 身 的 属性 、 社会政策等客观 因 素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情况 ， Ｂ ｉ ｓｈｏｐ
ｉＷ针对美 国

单身老年人群体展开研宄 ， 探索 了 收入 、 残疾 、 子女数 、 老年人 自 身 的 属性和 居住地

的环境因素变量对老年人居住安排 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残疾 、 自 身收入及居住地点 的生

活成本将显著影响其独居倾 向 ： Ｇａｙｍｕ 等 探索 了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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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安排的影响 ， 并利用三阶段模型预测 ２ ０３ ０ 年欧洲老年人居住安排结构 ， 结果表明 ，

目 前 （ ２０００ 年 ） 健康状况对单身老年人的居住安排选择具有重大影响 ， 但到 ２０３ ０ 年 ，

健康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影响不再显著 ；
８〇１１１１３等 ［

５ ７
］利用加拿大纵向纵向全 国人 口健康

调查微观数据探索老年人的 自 身社会人 口 特征 、 是否为移 民人 口 、 是否接受家庭护理 、

社会支持 、 健康水平 、 家庭收入 、 婚姻状态 、 家庭规模等 因素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

化的影响 ， 并解决 了数据 中未观察到 的个体异质性偏差 ， 结果表 明政府提供的家庭护

理会显著影响老年人对养老院生活的选择 ， 但对于与子女生活的老年人的生活安排选

择没有显著影响 ；
Ｇｕ 等 ［

５ ８
］检验 了老年人社会人 口特征 、 家庭护理资源情况 、 自 身保健

水平 、 宗教活动参与情况和 自 身健康情况对于他们是否居住在养老院的影响 ， 发现老

人与子女的距离是决定老年人是否居住在养老院的关键因素 ；
Ｅｄｍｏｎｄｓ 等 ［

５ ９
］聚焦于低

收入 国 家背景下养老金收入的变化对生活安排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 额外 的养老金收入

不能导致老年人独居意愿增强 。

也有少量学者探索文化 因素在老年人居住安排 中 的作用 ， ＣｈｅｎＷ采用 质性研究 的

方法探究社会背景 （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 、 危机 （ ｃｒｉ ｓ ｉ ｓ
－

ｒｅ ｌａｔｅｄ ） 和文化 （ ｃｕ ｌ ｔｕｒａｌ ） 三方面 因素

在我 国上海老年人养老院居住决策 中起到 的作 用 ， 结果表 明 ， 道德压力是子女不愿年

迈父母居住在养老院养老的重要原 因 ， 这
一

方面说明 了子女的态度对老年人具有
一

定

的影响 ， 同 时说明 了 敬老态 度在老年人居住安排决策 中 起到 的重大作用 ；
〇￡ １？出 等 ［

６ （ ）
］

应用 多语言 、 多 民族 国家瑞士的
一

项调查数据 ， 根据受访者母语不 同划分不 同 的文化

群体 ， 进而探索家庭观念是如何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老年人的生活安排 ， 结果表 明

不 同文化间传统家庭观念的差异显著影响老年人生活安排的差异 ；
Ｂｕｒｔｏｎ 等 ［

６ １
］利用三

阶段 回 归模型探索老年人非正式护理结构 中 的种族差异或文化差异 ， 结果表 明 ， 残疾

程度是影响老年人非正式护理规模最重要的 因素 ， 且该影响不会 因人种不 同 发生改变 ，

然而 ， 在无偿非正式护理的 网络构成中存在较强种族差异 。

我国 己有大量学者针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 问 题展开 了 研究 。 杜鹏 利 用
？ ？

北京老龄

化多维纵向 调查
”

面板数据探索 了 北京市老年人 １ ９９２
－

１ ９９４ 年居住安排的变化情况 ， 研

究发现 ， 老年人不愿与子女 同住 的主要原因是为 了避免家庭矛 盾 ： 曾毅等 ［
６２

］对 比 了我

国 １ ９ ８２ －２０００ 年间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情况 ， 并提 出 ， 未来我 国家庭结构和老年人居

住安排的变化趋势主要受到人 口 因素 、 社会经济条件和深植在我 国 社会的传统孝文化

的深刻影响 ； 李斌 通过对我国 ２４ 个省份 的调查数据展开分析 ， 发现我 国城乡 老年人

居住安排呈现多样化 ， 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独立居住 ， 且 由于老年人怀有强烈 的不拖

累 后辈的意愿 ， 健康与共 同 居住之 间没有太大的关联 。 也有部分学者立足于我 国 的文

化背景 ， 对该 问 题展开讨论 。 周 晓蒙等 ［
１ ４

］从我 国孝文化背景 出 发 ， 在家庭视角 下探索

老年人成年子女的数量与 质量权衡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决策 的影响 ， 结果表 明减少子女

数量提升子女质量的少生优生决策将导致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 同住的概率降低 ； 曹鑫

１ ３





山 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６￣探索 了我国青年人 、 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养老观念 ， 结果表 明我国大众仍然持有传统

“

养儿防老
”

的观念 ， 传统的
“

家文化
”

和
“

责任伦理
”

在我国老年人养老主体选择中发挥着

重大作用 ； 张苏等 ［
６ ５

］构建 了
一

个效用均衡理论模型探究养老保险 、 家庭孝养伦理对老

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 ， 结果表 明不 同 的家庭孝养伦理状态决定 了 养老保险能够实现家

庭福利代际帕累托改进 ， 随后通过 中 国 的微观数据展开定量分析 ， 结果表 明拥有养老

保险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更高 ， 这意味着养老保险为两代人间 资源配置创造

了 帕累托改进的机会 ； 李升等 深度分析 了孝文化维系下我 国农村家庭的养老模式 ，

并从文化功能分析的角度 出发对农村个案展开深入剖析 ， 并得 出 结论 ： 我 国传统的孝

文化呈现
“

失范
”

状态 ， 以来传统文化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产生异变 。

代 际关系对老年人居住安排 的影响也是该领域 的重要研 宄议题 ， Ｌｅ ｉ 等 利 用

ＭＮＬ 模型及固定效应模型探索 了老年人与子女的代际间经济和非经济转移对老年人居

住安排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 子女的兄弟姐妹数会显著影响其代际交换行为 ， 具体而言 ，

有兄弟 的子女更有可能提供较少 的情感和经济支持 ， 而有姐妹的子女会提供更少 的情

感支持 ；
Ｋｏ ｔ ｌ ｉｋｏｆｆ 等 ［

６ ８
］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探索 了子女和父母的收入 以及其他特征对

他们共 同生活决策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 子女 的人 口 统计学特征 ， 如年龄 、 性别 、 婚姻

状况 、 收入等是影响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共 同居住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 ？

，
Ｆ ａｎ 等人 建立

理论模型探索影响老年人偏好的居住安排与实际选择之间 的差距的重要 因素 ， 随后进

行实证分析验证理论模型的结论 ， 结果表 明老年人与子女的绝对和相对 的经济地位和

老年人 自 身 的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生活安排的主要制约 因素 ；
Ｄａｖａｎｚｏ 等 利用第二

次来西亚家庭生活调查 （
ＭＦＬ Ｓ －２

）的数据探索老年人与子女共 同生活 的利益 、 成本 、 机

会和居住安排的偏好对其居住安排选择的影响 ， 发现当 所在地 区 的 住 房成本较高或丈

夫或妻子健康状况不佳时 ， 己婚老人更有可能与成年子女住在
一

起 ；
Ｉ ｓｅｎｇａｒｄ 等 ｆ

７ １

ｌ基于

欧洲健康 、 老龄化和退休调 查进行实证分析 ， 结果证 明子女与父母的 需求 、 父母是否

拥有房产及家庭结构显著影响 了 老年人的家庭安排决策 ； 魏宁等 ［
７２

］检验 了 家庭价值观

和交换理论对我 国 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的影响 ， 重点探讨老年人 的居住安排如何受到

相关影响 因素动态变化 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 身体功能 、 经济决策权等方面 的变化会导

致老年人对子女的赡养需求发生改变 ， 进而改变其 自 身 的居住安排 ； 陈 皆 明等 １
１ ３

］探索

了 父代与子代的社 会经济地位对其 同 住安排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 两代人 的经济资源均

独立地对 同住选择产生影响 ， 若两代人的经济资源水平均较低 ， 则其 同住 的概率更高 ：

陶涛等 １
７ ３

１运 用
一

项全 国性调查数据 ， 统计分析 了 老年人在
？ ？

养儿防老＇ 养老主体 、 对

养老院 的 印 象的等方面 的认 同度 ， 并深入探宄 了 老年人未来居住偏好的影响 因素 ， 结

果表 明 ， 老年人在情感和生活照料上对子女的需求更高 ， 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 中 ， 老

年人更加需要子女为其提供精神慰藉与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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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代际关系国内外研究综述

代际支持主要指亲代与子代之间 的 由上而下 、 由 下而上或是双 向进行传递情感 、

物质等的活动或是行为 ， 属于社会支持中 的非正式支持系统 。 为 了衡量代际支持 ， 学

者选取 了不同 的维度和指标 。 基于 Ｂ ｅｎｇｔｓｏｎ 本特森代际关系结构 ， 从结

构 、 联系 、 情感 、 功能四个方面衡量代际支持 ； 覃丽娜 ［
６

］用子女资助 、 子女见面 、 子女

性别和子女距离 四个方面衡量代际支持 ， 探索 了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 因

素 ； 王兆萍等 将代际抚养 、 代际赡养 、 隔代抚养和代际情感利用熵值法综合成代际

支持指数 ， 并利用该指数衡量家庭资源在代际 间配置平等程度 ； 熊波等 将将代际关

系拆分为情感性关系 、 联系性关系 、

一

致性关系 、 规范性关系和结构性关系 ５ 个维度 。

大部分学者 ［
７ ７ ８ （３

］将代际支持分为经济支持 、 情感支持和生活照料三个方面衡量代际支

持 ， 但在具体的指标上有所不同 。

学者针对老年人与子女的代际关系展开 了丰富 的研宄 。 Ｚｈａｎ 等 探索 了 子女代际

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对 中 国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和功能健康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向上
”

的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的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 ；
Ｃｏｎｇ 等 ［

Ｓ２
］探索 了子女的经济支持对

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 子女 的经济支持能够 降低老年人抑郁症的概率 ；

Ｗｕ 等 探索 了 中 国农村和城市 中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 的关系 ， 结果表明 ， 农村

老年人与孙辈共 同生活时生活满意度更高 ， 而城市老年人隔代共 同生活会导致其生活

满意度较低 ； 功 １１１１如？＾ 等 ［？探索 了成年子女的代际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症影响 ， 结果表

明子女 的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患抑郁症的概率之间存在 Ｕ 型关系 ， 即子女过少或过于频

繁 的支持都会导致父母患抑郁症的概率升高 ； 刘西 国 通过构件 由两期 因 果模型和广

义多层线性模型组成的 复合模型探索 了 子女为老人提供 的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及其对

精神赡养的 替代作用 ， 结果表 明经济赡养能促进老年人生理与 心理健康 ， 并能在
一

定

程度上对精神赡养有
一

定 的 替代作 用 ； 贾仓仓等 ［
８ ６

］运用倾 向 得分匹配 （ ＰＳＭ ） 方法探

索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 的影响 ， 并通过分样本估计 比较 了 不 同类型老年群体的

组群差异 ， 结果表 明 ， 日 常照料的健康促进效应 明显高于情感支持 。 伍海霞 ［
８ ７

］系统地

分析 了 我 国城市第
一

代独生子女家庭父代与子代经济流动状况 ， 结果表 明 ， 大部分家

庭 的经济表现为 向 上流动 ， 即子女供养父母 ， 而父母与子女共 同生活会增大老年父母

抚养孩子的风险 。

第三节 研究现状分析

老年人居住安排
一

直是人 口 学 、 老年学领域 的重要研宄 问 题之
一

， 但少有管理学

学者针对该 问题展开研宄 。 己有 的文献针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机制 展开 了 大量的

研究 ， 但仍存在 以下 问题 。 在研究 内 容方面 ， 大多数学者聚焦于老年人的认知状态 、

健康状态等客观 因素对其居住安排选择行为的影响 ， 并认为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完全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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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 自 身决定 ， 然而 ， 在我国独特而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 ， 老年人的长期生活

决策不仅受到 自 身客观条件的影响 ， 更受到子女的行为和态度的深刻影响 。 目 前虽有

少量文献探索 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机制 ， 但大多利用定性

研究的方法 ， 少有学者利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加 以验证 。 在研究方法方面 ， 已有文献大

多利用传统的离散选择模型 ， 探索客观变量对其选择行为的影响 ， 在方法上少有创新 。

然而 ， 传统的离散选择模型只能探索客观属性对选择行为的影响 ， 而无法考虑态度 、

偏好等主观因素在选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 忽略了决策者内在的决策机制 。

基于上述分析 ， 本文构建了考虑子女态度的 ＩＣＬＶ 模型 ， 应用结构方程模型量化子

女的态度 、 偏好 ， 考虑各个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 ， 将其纳入选择模型中构建以 ＭＮＬ

模型为核心的 ＩＣＬＶ 模型 ， 并采用 同时估计的方法标定参数 ， 进而分析我国孝文化背景

下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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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于 ＭＮＬ模型的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建模分析

目 前 ， 在党和 国家重大规划和政策意见的领导下 ， 我 国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 己经取得
一

系列显著成效 ， 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不断完善 ， 各类养老服务机

构和设施数量不断增加 ， 健康支撑体系不断健全 ， 逐步满足老年人多元的养老需求 。

尽管如此 ， 在历史悠久 的孝道文化的影响下 ， 在几世 同堂的大家庭 中 由子女照料养老

仍然是老年人首选的养老方式 。 居家养老不仅仅是老年人难 以改变 的生活习惯 ， 更是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 因此 ， 居家养老 的主 导地位在短期 内 难 以被取代 。 然而 ， 社会经

济的发展导致家庭规模急剧缩小 ， 子女外 出务工 比例增大 ， 家庭养老无法满足老年人

的养老需求 ， 老年人面临严峻的家庭养老困境 。

基于上述情况 ， 本文基于 中 国 老年健康影响 因素跟踪调查 （ Ｃｈｉｎｅ ｓｅＬ ｏｎｇ ｉｔｕｄ ｉｎａｌ

Ｈｅａ ｌｔｈｙ
Ｌｏｎｇｅｖ ｉｔｙ

Ｓｕｒｖｅｙ ，
ＣＬＨＬＳ） 数据深入分析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情况 。 考虑到

在我 国 的文化背景下 ， 子女是老年人生活决策 的重要参与者 ， 子女 的行为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老年人的选择 。 因此 ， 本章着重分析子女
？ ？

向 上支持
”

行为是否对老年人居住安

排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 通过构建 ＭＮＬ 模型 ， 深入探索子女代际支持行为与老年人居

住安排选择之间 的关系 ， 进而为社会养老事业 、 养老政策支持等提供理论依据 。

第一节 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

、 老年人群基本特征

对原始数据进行筛选和预处理后 ， 最终样本量为 ２２２ ７ 。 受访老人社会人 口 特征如

表 ３
－

１ 所示 ： 从年龄分布来看 ， 我国低龄老年人群的 比重较大 ， ８ ０ 岁 以下 （ 含 ８ ０ 岁 ）

老龄人 口 约 占老年人总人 口 的 ５ ６％ ， 约为百 岁 老人 占 比 （ ６ ． ７ ８％ ） 的 ８ 倍 ： 汉族老人的

比重远高于其他 民族 ， 超过九成 的老 人为汉族 ： 老年人 的年龄分布较为均匀 ， 女性老

人 占 比 （ ５ ２ ． ０４％ ） 略高于男性老人 （ ４ ７ ． ９６％ ） ； 老年 人的婚姻状况分布也较为均匀 ， 不

足半数的老人 已婚且与伴侣共 同居住 ， 其余老人处于离异 、 丧偶 、 与伴侣分居或从未

结婚的状态 中 ， 没有能够共 同生活或
一

起居住的稳定伴侣 ； 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较低 ，

超过半数的老人从未接受过任何教育 ， 仅有约 １ １％的老人接受过 中学及 以上教育 ； 农

村生活的老人 占 比远高于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的老人 ； 绝大多数老人拥有 １ 位 以上健在 的

子女仅有少数老人无健在子女 （ ４ ． ３ ６％ ） ， 虽然没有子女 的老人 占 比较低 ， 但其可利用

的养老资源非常有限 ， 在养老 问题上更容 易面临 困境 。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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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１ 受访老人的社会人 口特征

变量


ｍｍ
 

比例

８ ０ 岁及 以下 １ ２５ ３ ５ ６ ． ２ ６％

年龄 ８ １
－９９岁 ８２ ３ ３ ６ ． ９６％

１ ００ 岁及 以上 １ ５ １ ６ ． ７ ８％

＿汉族 ２０２５ ９０ ． ９ ３％

民族
其他 ２０２ ９ ． ０ ７％

男 １ ０６ ８ ４ ７ ． ９６％

性别ｉ

女 １ １ ５ ９ ５２ ． ０４％

己婚且与伴侣 同住 １ ０ １ ６ ４５ ． ６２％

婚姻状况
其他 １ ２ １ １ ５４ ． ３ ８％

未接受过教育 １ ２２２ ５４ ． ８ ７％

教育水平小学及 以下 ７５ ０ ３ ３ ． ６ ８％

中学及 以上 ２ ５ ５ １ １ ． ４ ５％

城市 ４２ ９ １ ９ ． ２６％

居住地城镇 ５４ ３ ２４ ． ３ ８％

农村 １ ２５ ５ ５ ６ ． ３ ５％

健在補
无健紐 ９ ７ ４ ． ３ ６％



有 １ 个及 以上健在子女


２ １ ３ ０


９ ５ ． ６４％

本文将老年人 的健康状态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 通过老人 自 评健康 、 是否吸烟 、

是否酗酒 、 是否保持锻炼 、 是否具备 日 常活动能力 （ ＡＤＬ ） 、 慢性病个数和精神状态 ７

个指标描述 。 其 中 ， 老人的 自 评健康采用 Ｌ ｉｋｅｒｔ５ 级评分法进行度量 ；
ＡＤＬ 通过老人在

洗澡 、 穿衣 、 如厕 、 室 内 活动 、 大小便和吃饭 ６ 个方面是否需要帮助进行衡量 ， 若老人

在任
一

方面完全无法独立完成 ， 则认为老人患有 ＡＤＬ 残疾 ； 老人的精神状况通过简 易

精神状态评价量表 （ＭＭ ＳＥ ） 进行评价 ， 若老人得分超过 ２４ 分则认为老人精神状态 良

好 。 变量的具体测量方式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３
－２ 所示 。

在老人的健康状态方面 ， 大多数老人对 自 身健康水平较为满意 ， 自 评健康处于
“

好
”

（ ３ ６ ． １ ５％ ） 和
“
一

般
＂

（ ３ ７ ． ］ ４％ ） 的水平 ， 仅有不足 １％的老人认为 自 己健康状况
？ ？

很不

好
”

； 绝大多数老人维持着不吸烟 、 不酗酒的生活习惯 ， 但仅有约 １ ／３ 的老人能够保持

锻炼 ； 超过 ８ ０％的老人无 ＡＤＬ 残疾 ， 约 ７０％的老人具备基本的认知能 力 ， 无精神 问题 ；

老年人平均所患慢性病数量为 １ ． １ ６ 个 。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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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 老人健康状况指标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ｘｍ


比例

１ ：很好 ２９９ １ ３ ． ４３％

２ ：好 ８ ０ ５ ３ ６ ． １ ５％

自评健康 ３ ：
—

般 ８ ２ ７ ３ ７ ． １ ４％

４ ：不好 ２ ７４ １ ２ ． ３ ０％

５ ：很不好 ２２ ０ ． ９９％

０ ：不吸烟 １ ７６２ ７９ ． １ ２％

是否吸烟＝ ｍ

１ ：吸烟 ４６ ５ ２０ ． ８ ８％

０ ：不酗酒 １ ７５ ０７ ８ ． ５ ８％

是否酗酒＾Ｉ

１ ：酗酒 ４ ７ ７２ １ ． ４２％

〇 ：不锻炼 １ ４９２６ ７ ． ００％

１ ：锻炼 ７ ３ ５ ３ ３ ． ００％

０ ：非ＡＤＬ残疾 １ ８ ８ ５ ８４ ． ６４％

是否 ＡＤＬ 残疾ｈ^

１ ：ＡＤＬ残疾 ３４２ １ ５ ． ３ ６％

，
， ，

〇 ：精神状态不佳 ６ ８ １ ３ ０ ． ５ ８％

认知功陡 卩早如
１ ：无精神 问题 １ ５ ４６６９ ． ４２％

慢性病个数


老人所患慢性病的数量


１ ． １ ６（均值 ）



二 、 老年人居住现状分析

居住安排 ， 指与某些特定人群共 同 居住而形成的家庭组合模式 ， 它所表现 出来 的

居住模式与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 、 对他人的依赖性密切相关 ， 是深入 了 解家庭信息 的

一

项重要资料 。 我 国部分学者从世代居住结构 的 角 度探索老年人的居住安排现状 ， 即

按照家庭世代居住结构分为单身 户 、 夫妇 户 、 二代户 等ＰＭ ， 或按照老年人是否与子

女或其他后 代共同 居住展开分类 。 也有学者依据老年人的居住地点将老年人 的居住安

排划分为院居 （ 即 ， 居住在养老机构 中 ） 和家居 （ 居住在家里 ）
＠ １

。

本文将上述两个视角 相结合 ， 将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区分为 ： 与子女之外的其他家

人 同住 、 独居 、 院居和与子女 同住 。 选择的具体衡量方式及选择的统计分布如表 ３
－

３ 所

示 ： 可 以看 出 ， 总体而言 ， 与子女共 同 居住仍是老年人的首选 ， 超过半数 （ ５ １ ． ０６％ ）

的老人选择此种方式 ， 而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仅 占受访老人总数的 １ ． ６６％
； 与子女之外

的其他家人 同住是老年人养老地点 的第二选择 ， 近 ３ ０％的老人选择该种居住方式 ； 约

１ ７ ． ３ ３％的老人选择独 自 居住 。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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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３ 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人数比例

１ ：与子女之外的其他家人同住 ６６ ７２９ ． ９ ５％

２ ： 独居 ３ ８ ６ １ ７ ． ３ ３％

居住安排
３ ： 院居 ３ ７ １ ． ６６％



４ ：与子女同住


１ １ ３ ７


５ １ ． ０６％

三 、 老年人与子女的代际关系现状分析

代际支持是抽象的 、 复杂 的 、 多维的 。 本文 从经济支持 、 情感支持和 日 常照料三

方面量化代际支持 ， 依据 ＣＬＨＬ Ｓ 问卷将测量结果处理为 ０
－

１ 离散变量 。 选取量表中 问

题 Ｆ ３
－

ｌ

“

您现在主要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
”

衡量子女是否为老人提供经济支持的情况 ，

若子女为老人主要生活来源则取值为 １ ， 否则取值为 ０
； 在情感支持方面 ， 选取通讯子

女比例 、 是否与子女聊天最多 、 困境中主要帮助者三个指标 ， 分别通过量表 中 Ｆ １ ０ －

３ 、

Ｆ １ １
－

１ 和 Ｆ １ １
－

３ 的 问题经处理后获得 ， 其 中 ， 通讯子女比例通过与老人保持经常通讯联

系 的子女数与老人健在子女总数 的 比值计算得到 ； 在 日 常照料方面 ， 选取 日 常活动主

要帮助者和病 中主要照料者两个指标进行衡量 ， 其 中 ， 日 常活动主要帮助者从子女在

老人洗澡 、 穿衣 、 如厕 、 室 内 活动 、 大小便和吃饭六个方面提供帮助 的 比例是否超过

０ ． ５ 进行衡量 ， 病 中照料通过 问题 Ｆ ５
“

目 前 ， 当您身体不舒服时或生病时主要是谁来照

顾您 ？
”

进行衡量 ， 若老人选择
“

儿子及媳妇
”

、

？ ？

女儿及女婿
”

或
？ ？

儿子和女儿
”

选项 ， 则

认为子女为老人提供主要的病 中照料 。 具体测量方式及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３
－４ 所示 。

从整体上看 ， 子女在困境 中 帮助和病 中 帮助三个方面给予老人足够的支持 ， 超过

七成 的老人 （ ７ １ ． ８ ９％ ） 在遇到 问题和 困难时最先寻求子女的帮助 。 在经济支持方面 ，

超过半数的老人需要依靠子女 的经济支持维系生活 ， 印证 了我 国
“

未富先老
“

的 国情 ，

？

也从侧面反映 出我国成年子女的赡养压力 。 在情感支持方面 ， 大多 数子女能够为老人

在 困境 中提供足够的帮助 ， 但是忽视 了 与 老 人 的 日 常情感联系 ： 依据前文的分析 ， 我

国 ９ ５ ． ６４％的老人有 １ 个以上 的健在子女 ， 但能够经常与老人保持联络的子女不足 ０ ． ５

人 ， 不足半数 的家庭 中子女是老人的主要聊天和沟通 的对象 。 在生活照料方面 ， 我 国

成年子女并未为老人提供充足 的支持 ： 仅有不足 １ ０％的成年子女是老人非正式护理的

主要提供者 ， 即便在老人生病 的状况下 ， 也仅有约 ６２％的成年子女能够承担照顾老人

起居 的主要责任 。 由 于我 国人 口 流动较大 ， 成年子女大多与老人分居两地 ， 因此 ， 成

年子女从时 间 、 精力和客观条件上都无法成为老人 日 常或病 中 的主要照料者 ， 老年人

能够获取的家庭照料资源非常有限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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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４ 代际支持指标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代际

支持衡量指标变量定义人数比例

维度


１ ：子女为老人主要生活来源 １ ２ １ ０５ ４ ． ３ ３％

经济支持 ，＆ ，ｉ

０ ：子女不是老人王要生活来源 １ ０ １ ７４５ ． ６ ７％

通讯子女 比例保持经常通讯联系 的子女数 ／健在子女总数０ ． ３ ８ ８（均值 ）

是否与子女ｈ平时与子女聊天最多 １ ０ ８ １４８ ． ５４％

情咸
聊天最多〇 ：平时与配偶 、 其他亲属等聊天最多 １ １ ４６５ １ ， ４６％

困境中 １ ：遇到 问题和 困难 ， 最先想找子女解决 １ ６０ １７ １ ． ８ ９％



主要帮助者０ ：遇到 问题和 困难 ， 最先想找其他人解决６２６２ ８ ． １ １％

日 常照料 １ ：子女为 日 常照料主要提供者２ １ ８９ ． ７９％

提供者０ ：其他人为 日 常照料主要提供者２００ ９９０ ． ２ １％

生活 ，子女为老人身体不舒服或生病时主＿？ ０ ／

照料病 中
１ ：

要照料者
１ ３ ８ ９６２ ． ３ ７％

主要照料者Ａ其他人为老人身体不舒服或生病时？
，

， ０／

 ＾
主要照料者


８ ３ ８ｊ ７ ＇ ６３ ／〇

第二节 ＭＮＬ 模型建立

为深入探索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微观影响机制 ， 首先 ， 以老年人的实际居住安排为

因变量 ， 以老年人 的社会人 口 属性 、 健康状态 、 心理健康状态和子女 的代际支持行为

等客观变量为 自 变量建立 ＭＮＬ 模型 。 依据对现有文献和理论的梳理 ， 本文假设老年人

的个人属性 、 健康状况 、 心理健康和子女 的客观代际支持行为均影响老年人的居住安

排选择决策 ， 基于该假设构建老年人选择与子女之外 的其他亲属 同住 （ ／
＝

１ ） 、 独居

Ｇ 
＝

２ ） 、 院居 （ ｆ
＝

３ ） 的效用 函数如下 ：

Ｕ
．

ｎ

＝

ｒ／Ｘ
Ａ

ｎ

＋
ｅ

．

ｎ （
ｎ
＝
 １＝

 １
，

２
，
３

） （ ３ ．

１ ｝

与子女 同住 Ｕ ＝ ４ ） 为参照方案 ， 其效用 函数为 ：

（ ３
－２ ）

其 中 ， ［心 为决策者 《 选择居住安排方案 ／ 的效用 ；
ＡＳＣ

， 为方案 ／ 的特定常数 ：

为描述老年人 ？客观属性的变量 ， 包括老年人的客观社会人 口 学属性 、 其子女的代际支

持行为 、 老年人 自 身的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 ； 为待估计系数 向量 ； ＾ 为随机干扰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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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
■＾ 相互独立且服从二重指数分布 。 依据随机效用最大化原则 ， 老年人选择不 同居

住方式的概率为 ：



（
ｊ 

＝
４）

１ ＋
Ｚ

；＝ ｉ

ｅｘｐ
（ｄ

尸
（

）
ｎ

’

 丨 

＼ ）

１ ＋
Ｚ

３

＝
，

ｅｘｐ
（
＾

）

０

＝
１ ＇＾３

）

 （ ３
＿

３ ）

第三节 ＭＮＬ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应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 （ ＲｏｂｕｓｔＭａｘｉｍｕｍＬ ｉｋｅ ｌ ｉｈｏｏｄ ， ＭＬＲ ） 方法对模型参数进

行标定 ， 结果如表 ３
－

５ 所示 ， 表中 表示对应属性对居住安排没有显著影响 ，

＊
、

＊ ＊和

＊ ＊ ＊依次表示参数在 ｐ
＜０ ． １ ０ 、 ｐ

＜０ ． ０５ 和 ｐ
＜０ ． ０ １ 的条件下显著 ， 括号 中的数字表示标准差 。

观察表 ３
－

５ 可得出 以下结论 ：

（ １ ） 在
“

与其他人同住
”

的选择上 ： 汉族 、 女性 、 己婚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与除子女

外的其他亲属共同居住 ； 在老年人的健康状态属性中 ， 只有酗酒和 ＡＤＬ 残疾对该选择

产生显著影响 ， 酗酒 、 ＡＤＬ 残疾的老人更倾向于此 中居住安排 ； 在生活 中 能够 自 主决

策的老人更不愿意与其他人同住 ；

（ ２ ） 在
“

独居
”

的选择上 ： 在老年人 自 身的属性方面 ， ９９ 岁及 以下的老人更倾向于

独居 ， 而汉族 、 男性 、 己婚的老人独居的概率更低 ； 老人的 自 评健康 、 吸烟情况对独

居 的选择产生显著 的 负面影响 ； 时常感到孤独 、 能够 自 主决策 的老人独居的概率更低 ；

（ ３ ） 在
“

院居
”

的选择上 ： 老年人的居住地对该方式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 ９９ 岁 及

以下 、 汉族的老人选择院居 的概率更高 ， 己婚老人院居的概率更低 ； 自 评健康 、 吸烟 、

ＡＤＬ 残疾和精神状态均对院居的选择产生负面影响 。

接下来 ， 详细分析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情况 。 从整体上看代际支持

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选择产生 了 显著的影响 。 具体来看 ：

（ １ ） 在经济支持方面 ： 子女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人选择
“

与其他人同住
”

或
“

院居
”

的概率更低 。 未富先老是我国 人 口 老龄化的重要特征之
一

， 在经济上无法独立的老年

人更加倾 向于与子女共 同居住 。

（ ２ ） 在情感支持方面 ： 通讯子女的 比例高的老人不愿选择与其他人 同住 、 独居或

院居 。 子女为主要沟通对象的老人选择与其他人 同住或院居的概率更低 。 由于老年人

的社交圈往往较小 ， 能从社会 中 获取的精神支持更少 ， 在精神上往往更加依赖子女 ，

因此 ， 与子女密切联系 的老人更倾 向于 同子女住在
一

起 ， 满足 自 身 的精神需求 。 子女

为 困境中主要帮助者的老人更倾 向于选择院居 ， 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 ， 老年人对于养

老院居住还存在着些许偏见 ， 而子女对老人困境中 的支持能够在
一

定程度上打消老人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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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护工虐待等恶劣事件的顾虑 ， 因而更倾向于院居 。

（ ３ ） 在 日 常照料方面 ： 子女 日 常照料对老年人选择院居无显著影响 ， 子女的 日 常

照料行为从总体上导致老人选择与其他人 同住 、 独居的概率更低 。 老年人的生理机能

逐渐下 降 ， 且无法避免地逐渐丧失 自 我照料的能力 。 子女的照料相对于外人而言 ， 更

加符合老年人 自 身 的期待 ， 不仅不必支付高额的照料费用 ， 且无需承担麻烦他人的心

理压力 。 因此 ， 收获更多 日 常照料的老人更倾向于与子女 同住 。

综上 ， 代际支持对各种方式的居住安排均产生显著影响 。 可见 ， 子女的赡养行为

在老人的生活决策 中 发挥 的作用 ， 侧面 印证 了 传统观念对老人的选择行为产生具有潜

在的作用 。

表 ３
－

５ 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 因素分析



？


与其他人同住
 

院居

年龄 ：８ 〇岁及 以下－ ０ ． ０ ７ １
（
０ ． ０２２

）

＊ ＊ ＊ １ ． １ ０２
（
０ ． ０６４

）

＊ ＊ ＊

社年龄 ：８ １
－９９岁－ ０ ＿ ０４４

（
０ ． ０２０

）

＊ ＊ １ ． １ ０ ５
（
０ ． ０５ ９

）

＊ ＊ ＊

会汉族 ０ ． ０ ５ ７
（
０ ． ０２９

）

＊－

０ ． ０３ １
（
０ ． ０ １ ２

）

＊ ＊０ ． ６６２
（
０ ． ０２ ５

）

＊ ＊ ＊

人男性－

０ ． ０６９
（
０ ． ０ ３ ６

）

＊－０ ． ０ ３ ０
（
０ ． ０ １ ４

）

＊ ＊－

口婚姻状态 ：己婚０ ．４９９
（
０ ＿ ０４ ３

）

＊ ＊ ＊－

０ ． ９９４
（
０ ． ０ １ ３

）

＊ ＊ ＊－

０ ． ４ １ １
（
０ ． １ ００

）

＊ ＊ ＊

学教育 ：未接受过教育０ ． ０９ ５
（
０ ． ０４ ８

）

＊ ＊－

变 教育 ：小学及 以下－－－

量 居住地 ：城市 －－－

居住地 ：城镇
 ： ：

－

经济支持－

０ ． ０ ８２
（
０ ＿ ０ ３ １

）

＊ ＊ ＊－－

０ ． １ １ １
（
０ ． ０４３

）

＊ ＊

代通讯子女 比例－０ ． ５ ８ １
（
０ ． ０ ３ ０

）

＊ ＊ ＊－

０ ． ２４２
（
０ ． ０ １ ３

）

＊ ＊ ＊－

０ ． ２ ５ ９
（
０ ． ０ ３ ６

）

＊ ＊ ＊

际与子女聊天最多－

０ ． １ ８ ０
（
０ ． ０ ３ ９

）

＊ ＊ ＊－－

０ ． ０ ７ ８
（
０ ． ０４６

）

＊

支困境中主要帮助者－－ ０ ． １ ００（０ ． ０ ５２
）

＊

持日 常照料提供者－０Ｊ ７９
（
０ ． ０４９

）

＊ ＊ ＊－

０ ． ０ ３ ３
（
０ ． ０ １ ９

）

＊－



病 中主要照料者－

０ ． １ ９６
（
０ ． ０ ３ ３

）

＊ ＊ ＊－

０ ． ０ ３ ９
（
０ ． ０２０

）

＊－０ ．２２ １
（
０ ． ０４５

）

＊ ＊ ＊

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ｅ 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ｐ
ａｒｅｎｔｈｅ ｓ ｅ ｓ

＊ ＊ ＊

ｐ
＜０ ． ０ １

，

＊ ＊

ｐ
＜０ ． ０ ５

，

＊

ｐ
＜０ ． １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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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

５ 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分析

 

与其他人同住
 

院居

自评健康－－０ ． ０２ ８
（
０ ． ０ １ ７

）

＊ ＊－０ ． ０ ７９
（
０ ． ０３ ６

）

＊ ＊

吸烟－－０ ． ０２ ７
（
０ ． ０ １ ３

）

＊ ＊－

０ ． １ ０ １
（
０ ． ０５ ６

）

＊

健
酗酒 ０ ． ０ ７３

（
０ ． ０２ ７ ）

＊ ＊－－

康
锻炼－－－

状
ＡＤＬ残疾 ０ ． １ １ ０

（
０ ． ０４２

）

＊ ＊－
－

０ ． ０９ ３
（
０ ． ０ ５２

）

＊

太
心

ＭＭＳＥ－－－

０ ． ０６４
（
０ ． ０ ３ ５

）

＊



慢性病个数


－



－



－



心 乐观－－－

理孤独－
－

０ ． ０５ ６
（
０ ． ０ １ ３

）

＊ ＊－

健自 主－０ ． ０９ ５
（
０ ＿ ０３ ８

）

＊ ＊ ＊－０ ． ０ ７０
（
０ ． ０ １ ３ ）

＊ ＊ ＊－

康 外 向－－－

Ｓ ｔａｎ ｄａｒｄｅ ｒｒｏ ｒ ｓ ｉ ｎ
ｐ
ａｒｅｎｔｈ ｅ ｓ ｅ ｓ

＊ ＊ ＊

ｐ
＜０ ． ０ １

，

＊ ＊

ｐ
＜〇 ． 〇５

，

＊

ｐ
＜０ ． １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对受访老人的基本特征 、 居住安排现状和老人子女 的代际支持行为展开

了统计分析 ， 随后建立 ＭＮＬ 模型深入探寻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 因素 ， 并重点分析子

女 的代际支持行为在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行为 中 发挥的作 用 。 结果发现 ： （ １ ） 与子女

同住仍然是老年人首选的居住安排方式 ， 超过半数的受访老人选择与子女 同住 ， 而仅

有极少数老人选择居住在养老院 。 这说 明在老年人核心养老观念仍然深受传统文化的

影响 ， 仍然更倾 向于依赖子女养老和提供照料 ： （ ２ ） 接近 ２０％的老人选择独居 ， 这可

能是 因 为很 多老年人 由 于子女迁移至外地工作导致其
“

被留 守
”

， 如何保障这部分老人

的养老需求是当前社会政策制定需要考虑的重要 问题 ；
（ ３ ）ＭＮＬ 模型结果表 明 ： 老年

人 的特征 、 子女代际支持行为 、 老年人健康状况 、 心理健康均在不 同程度上影响着老

年人居住安排的选择 ， 其 中 ， 子女 的大部分代际支持行为均能显著影响老年人对于不

同居住安排的选择 ， 侧面印证 了 家庭支持仍然是老年 人养老保障和长期照料的主要来

源 ， 说 明我 国老年人的核心养老观念仍然深受传统文化 的影响 ；
（ ４ ） 模型结果表 明 ，

子女给予更多经济支持 、 情感支持和 日 常照料 ， 则老人更倾 向于与子女 同住 。 老人在

经济 、 情感和 日 常照料上均对子女有所需求 ， 进
一

步说 明 老人在养老 问题上对子女的

依赖性 ， 子女仍然承担着较大的养老压力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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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我国老年人在养老模式的选择上对子女的依赖程度较高 ， 家庭养老仍

然在市场 中 占据主导地位 。 然而 ， 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的趋势难以逆转 。 受限于家

庭养老资源的约束 ， 老年人所期待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可持续性不断降低 。 如何在

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的 同时实现健康老龄化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的重点 问题 。

一

方

面 ， 政府需完善相关政策约束成年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 ， 督促成年子女履行赡养义务 ，

鼓励成年子女为在经济上 、 情感上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支持 ， 巩固和增强家庭养老功

能 。 另
一

方面 ， 政府需完善家庭养老支持的政策体系 ， 鼓励专业的养老服务从养老机

构延伸至老年人家庭 ， 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居家护理服务 。 通过这样的途径 ， 满足老

年人居家养老的需求 ， 同时纾解子女的养老压力 ， 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实现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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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考虑子女态度的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建模分析

孝道观念 的根本在于养老和敬老 ， 其 中 ， 养老主要是指子女的赡养行为 ， 而敬老

则体现在对老年人的主观态度上 。 上一章通过建立 ＭＮＬ 模型探索 了代际支持等客观因

素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情况 ， 本章进
一

步探索赡养行为和赡养态度共 同作用 下老

年人居住安排选择行为的影响机制 。

一

些学者 己经注意到 了 态度 、 偏好等主观因素对

老年人居住安排决策的重要影响 ， 并将衡量主观 因素的指标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直接加

入离散选择模型 中 ［
８ ９

，

９ Ｇ
】

， 应用 该方法通常能够得到显著 的参数估计值并大大改善模型

拟合优度 ， 估计方法简单 易操作 。 然而 ， 这类数据高度依赖调查 问题的提 问方式 ， 无

法用于预测 ， 数据 间 的 因 果关系 尚不清晰 ， 且容 易 出现多重共线性的 问 题 ， 因此 ， 该

方法 的科学性有待商榷 ［
３ ９

，
５ ３

］

。 基于 上述分析 ， 本章应用集成潜变量 的 离散选择模型

（ ＩＣＬＶ ） ， 以探索年轻人在主观 、 客观两方面的赡养情况对老年人实际居住安排的影响

机制 ， 进而对我国老年人的实际养老需求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

第一节 心理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一

、 数据筛选与描述性统计

为获取老年人子女态度数据展开 问 卷调查 。 在正式展开调查前 ， 首先进行预调 查 ，

通过测试 问卷 中 问 题表述方式的准确性 、 合理性 ， 保障 问卷 问 题不会 引 起歧义或导致

受访者理解障碍等方式确保实际调 查 的顺利 展开 。 预调查采取线下调 查 的方式 ， 通过

与受访者面对面 、 口 头访 问 的形式展开 ： 通过 与 ２ ０ 多 名被调查者反复交流与沟通 ， 询

问其对 问卷 问 题设置 的意见和建议并 多 次修正 、 完善 问卷 ， 形成 了 用 于正式调查的最

终 问 卷 。 最终 ， 问卷 中
“

子女态度调查量表
＂

部分在大 多数题 目 上与
“

中 国 老年健康影响

因素跟踪调查
＂

？调查
“

家庭价值与态度
“

量表的题 目 高度相似 ， 且 ＣＬＨＬ Ｓ 数据库 中包 含

更 多可 以利用 的信息 ， 因此 ， 选择 ＣＬＨＬ Ｓ 数据库展开后续分析 。

对 ＣＬＨＬ Ｓ 原始数据进行筛选和预处理后 ， 有效样本量为 ２２２ ７ ， 老年人的基本特征

分布见本文第三章部分 。 老年人子女 的社会人 口 学特征分布如表 ４ －

１ 所示 ： 男性 占 多数

（ ６ ７ ． ５ ８％ ） ；４５ 岁 以下 的成年子女 比例较高 （ ４２ ． ５ ７％ ） ， 而超过 ５ ６ 岁 的子女仅 占样本数

据的 ２２ ． ８ １％
； 超过半数的子女居住在农村 （ ６ １ ．

９２％ ） ， 居住在城镇和城市 的子女人数十

分接近 ， 分别 占据样本数据 的 １ ９ ． ４９％和 １ ８ ． ５ ９％ ： 成年子女平均受教育时 间为 ７ ． ３ 年 ，

其 中 ， 接近半数的子女接受过 中学及 以上教育 （ ５ ７ ． ５ ２％ ） ， ３ ４ ． ４９％的子女接受过小学及

以下 的教育 ， 从未接受过教育 的成年子女不足 １ ０％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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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１ 样本数据 的社会人 口 学特征分布

项 目
＾ 

比例

， ， ，男 １ ５ ０５ ６ ７ ． ５ ８％

性别ｉ



－

ｋ


７２２


３２ ． ４２％

４ ５ 岁及 以下 ９４ ８ ４２ ． ５ ７％

年龄 ４６ －

５ ５岁 ８ ７ １ ３ ９ ． １ １％



５６岁及 以上


５ ０ ８


２２ ． ８ １％

城市 ４ １ ４ １ ８ ． ５ ９％

居住地城镇 ４ ３ ４ １ ９ ． ４９％

 

１ ３ ７９


６ １ ． ９２％

未接受过教育 １ ７ ８ ７ ． ９９％

受教育水平小学及 以下 ７６ ８ ３４ ． ４９％



中学及 以上


１ ２ ８ １



５ ７ ． ５ ２％

本模型考虑 了 子女 的态度和 偏好 ， 成年子女需 回答
一

组与孝道观念相关的 问题 ，

为潜变量提供测量指标 ， 最终确定 １ １ 个指标 ， 如表 ４ －

２ 所示 。 所有指标均采用 Ｌ ｉｋｅｒｔ５

级评分法进行度量 ， 每
一

陈述有
“

很重要＇
“

重要
”

、

“
一

般
”

、

“

不重要
”

、

“

很不重要
”

五

种 回答 ， 分别记为 ５ 、 ４ 、 ３ 、 ２ 、 １ ， 以此衡量被调查者对题 目 认 同程度 。

表 ４ －

２ 测量指标统计特征

Ｈ￥值
指标内容最大值 最小值

号


（标准差 ）

Ｉ ｎ无论父母对你如何不好 ， 也要对他们好 ５ １３ ． ９ ７（ ０ ． ７４ ）

Ｉ
ｉ ２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 ５ １４ ． ２４（ ０ ． ６ ３ ）

Ｉｎ奉养父母使他们生活得更舒适 ５ １４ ． ０６（ ０ ． ６ ８ ）

Ｉｎ女儿结婚后常 回娘家探望父母 ５ １３ ． ８ ７（ ０ ． ７７ ）

Ｉ
ｉ ｓ为 了 颐及父母的面子 ， 为他们说些好话 ５ １３ ． ４０（ ０ ． ８ ６ ）

Ｉ ｚ ｉ 青年人结婚 后应该与老年人同住 ５ １２ ． ８ ８（ ０ ． ９２ ）

１ ２２儿子结婚后要和父母住在
一

起 ５ １２ ． ９６（ ０ ． ９ ７ ）

１ ２３
一

个家庭 中最好有三代人 ５ １３ ．２ １（ ０ ． ９ １ ）

老年人住进敬老院 、 福利院或老年公 寓 ， 同样会得到晚

１３ １ ５ １２ ． ９３（ ０ ． ９０ ）

年幸福

１３ ２老年人 只要健康和经济条件允许 ， 就别依靠子女生活 ５ １３ ． ０ ８（ ０ ． ８ ６ ）

１３ ３家庭需要确立对老人的供养协议


５



１３ ． ０ ５（ １ ． ０５ ）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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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 （ Ｅｘｐ ｌｏ ｒａｔｏ ｒｙＦａｃ ｔｏ ｒＡ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 ， ＥＦＡ ）了 解 问卷的 内 部结

构 ， 以分析观测变量能否很好地测量潜变量 ， 并达到筛选指标的 目 的 。 采用主成分法

提取 因子 ， 去掉在两个因素 以上负荷均较高的指标 ， 再对剩余题 目 重新进行因素分析 。

挑选 出 的指标共提取 出 ３ 个因子 ， 分别命名为 ： 敬老态度 、 同住偏好 、 养老院偏好 ，

ＫＭＯ 值为 ０ ． ７４６ ， Ｂ ａｒｔ ｌ ｅｔｔ
‘

ｓ 球形检验结果为 Ｐ０ ． ００ １ ， 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 共解释总变

异的贡献率为 ５ ６ ． ４ ３ ９％ 。 具体结果如表 ４ －

３ 所示 。

表 ４
－

３ 探索性因素分析因素载荷矩阵

成分
指标
—  



１



２


３


Ｉ ｎ． ７８ ９

Ｉ
１ ２ ． ７９ ８

Ｉ ｎ ． ７７６

１
１ ４． ５ ６９

１
１ ５ ．４ ８ ６

Ｉ ２ １ ． ８４５

ｈｉ ． ７ ７ ５

Ｉ ２３ ． ７０５

ｈ ｉ ． ８２ ９

Ｉ
３ ２ ． ７ ５ １



Ｉ ３ ３


． ５ ８９


因素命名敬老态度同住偏好养老院偏好

特征值 ２ ． ９ ６６ １ ． ８４ ８ １ ． ３ ９ ５

贡献率 （％ ） ２６ ． ９６０ １ ６ ． ７９ ７ １ ２ ． ６ ８２

累计贡献率 （ ％ ）



２ ６ ． ９６０


４３ ． ７５ ７


５ ６ ． ４ ３ ９

＊
ＫＭＯ＝０ ． ７６ ０ ，Ｂａｒｔ ｌ ｅｔｔ

＇

ｓＴｅ ｓ ｔｏ ｆ Ｓ
ｐ
ｈｅ ｒ ｉ ｃ ｉｔｙ ：Ｐ＜０ ． ００ １

为考察 问卷测量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 采用 Ｃ ｒｏｎｂａｃｈ
’

ｓ ａ系数考察 问卷 的 同 质信度

（

一

致性 ） 。 根据心理学测量要求 ，

一

般认为该系数大于 ０ ． ５ 可接受 。 信度检验结果如

表 ４－４ 所示 ， ４ 个潜变量的信度系数均大于 ０ ． ５ ， 表明 问卷结构是可信的 。

表 ４－４ 各潜变量信度系数

变量条 目 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

ｓａ系数

敬老态度 ５ ０ ． ７ ３ ０

同住偏好 ３ ０ ． ７ １ ６

养老院 丨扁好 ３ ０ ． ５ ７２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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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潜变量模型

基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 ， 构建衡量子女态度和和偏好的结构方程模型 （ ＳＥＭ ） ，

分析子女的社会人 口 学属性对各潜变量的影响及潜变量之间 的关系 。 最终构建的模型

如图 ４ －

１ 所示 。

ｐ Ｉｎ ＊


％ ＼ ＼

＾ ２一


Ｓ １ ２

子女的社会人 口学特征 

｜ ｜ 

年龄 ： ４６－５ ５岁
｜

＾ Ｉ
Ｉ

ｉ ｓ卜



心 ５

Ｉ居住地 ： 城镇 １ ２ １ ４


＾２ １

＾ 同住偏好 ／
＜ＣＴ
＾

＾

一

＾ 丨２２ ＾


＾２２

！

丨—

受教育水平 ： ／
ｊ

／
＼＼ 丨

！未接受过教育

＞

／ Ｉ＼
＼ ｌＺ 匕 ｒ

－

．

￣￣

 

！受教育水平 ：

＾
＾
＾

ｒ
＝＾＝

［

＾、学

胃

及 以下

／

 Ｉ＼养老院偏好

丨」—：＿二 ：＿」
￣

—
■
＇
＇

＇
■

｛
＾ｒｖ—士

图 ４ －

１ 潜变量模型 图

模型建立在三个基础假设上 ：

Ｐ １ ： 子女的社会经济属性会影响其态度和偏好 。

个体的年龄 、 性别 、 居住地和受教育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自 身 的社会角色 、 人

生期望 ， 也决定 了 成年人对文化的包容度和接受度 ， 进而影响其态度和居住偏好 。 考

虑到我 国 的社会发展进程 ， 年龄较大 、 受教育水平较低 、 居住在农村 的子女应对变化

的能力较弱 ， 因此更有可能秉承传统 的价值观念 ， 敬老态度可能强于年龄小 、 受教育

水平高 、 居住在城市 的子女 ， 也更可能倾 向于与年迈的父母共 同 居住 ， 方便照顾老人

的生活起居 。

Ｐ２ ： 子女态度直接影响其对父母的不 同居住方式的偏好 。

本文认为 ， 子女 的敬老态度能够反映 出其对传统观念 的认可程度 ， 因此 ， 依据

ＭｃＣａｒｔｙ 等 ［
９ １

］

、 Ｔｈｏｇｅｒ ｓｅｎ 等＿提出并验证的观念－态度层次关系理论 ， 本文假设子女的

敬老态度对其养老院偏好和独居偏好均有直接影响 。

Ｐ３ ： 子女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偏好之间存在着
一

定 的相关关系 。

本文假设子女会按照
一

定 的优先级次序选择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方式 ， 进而优先选

择偏好更强烈 的居住方式 ， 也就是说 ， 子女对两种居住方式的偏好可能存在负相关关

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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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对养老院偏好更强的子女或许对老人独居的偏好更弱 。

依据上述假设 ， 本文构建潜变量模型 。 潜变量模型可分为结构方程和测量方程两

部分 。 其中 ， 结构方程用于表征子女社会人 口学属性等显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

而测量方程用于表征潜变量与测量指标变量之间 的关系 。 依据结构方程的理论 ， 将图

４－

１ 转换为数学表达式 ， 可得 ：

结构方程 ：

Ｃｍａｌｅ

■

ｆｐ［

ｍ ．
°
＾

Ｃａｓｅ２ ｒ〇〇〇Ｉｒｆｐｐ
／

ＬｖＴｇｊ
＞

ｒｖ＝ｒ
２ ）

〇ｒ
２３？

２Ｓ
０＊ＬｖＴｇ

ｐｍ＋ （ ４－

１ ）

． 〇 ５

，〇０ＶＶ ００

 ． ．ｇ
３

Ｌ
－ ３－＆？＞〇

」Ｃｅｄｕ
＿

ｎｏ
Ｊ

Ｌ
Ｊ

Ｊ

Ｃｅｄｕｊｂａｓｉｃ

测量方程 ：

ｎ
〇〇

１ ｒ

／ Ｖ

１ １ｄ
ｖ

００ １ １

／ ｖ

１ ２

 ００
１ ２

＾

， ３
Ｕ

 ＇ ３

００

￣
１ ４ ｖ

， ４

Ｉ心
００

 「 ＦＰ１ ｉ
，

１ ５ １ ５

／
，

，
＝０＾

２ １
０＊ＬｖＴｓ

Ｐｍ＋Ｖ

２ １ （ ４
－２ ）

〇
＆

〇Ｌｔｊｖ

２２

＾

２３ ０
＾ ０

Ｖ

２３

／

， ］〇 〇 ｒｆ
３ ，

Ｖ

， 丨

Ｉ ｖ

３ ２ ００４
，

３ ２

Ｔｎ

，
Ｖ

３３

〇〇＾
３

，

结构方程模型通常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ＭＬ ） 估计模型参数 ，

该方法要求建模变量严格服从正态分布 。 然而 由于该结构方程模型的变量中包含离散

型变量 ， 如态度指标因子等有序变量 ， 不符合 ＭＬ 方法的前提 。 有些参数估计方法对

数据的分布形态没有严格要求 ， 如加权最小二乘法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 ， ＷＬＳ ） ，

但有研究指 出 ， ＷＬＳ 方法在实际应用 中常常高估卡方通计量而低估标准误 。 此外 ， 还

有多种稳健加权最小二乘法 （Ｒｏｂｕｓｔ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 可用于处理类别变量 ， 如

Ｍｐ ｌｕｓ 软件中提供的 ＷＬＳＭＶ 方法 ， 该方法使用加权矩阵伴均值－方差校正卡方检验 ，

是专 门为 了 处理类别变量设计的 ， 所以在处理类别数据时表现优于其他估计方法 。 因

此 ， 本文应用 Ｍｐ ｌｕｓ 软件中 ＷＬＳＭＶ 估计模型参数 。

基于现有研宄结果 、 研究合理性及
一

系列拟合优度指标确定最终模型 ， 各项拟合

优度指标均满足要求 ： （ １ ）ＲＭＳＥＡ＝０ ．０７ １ ＜０ ． ０８ ， （ ２ ）ＣＦＩ
＝
０ ．９０９＞０ ．９０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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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考虑子女态度的老年人居住安排 ＩＣＬＶ 模型构建

一

、 模型构建

为探宄老年人成年子女的主观因素 ， 如子女 的态度 、 偏好等对老年人实际居住安

排决策的影响 ， 建立 ＬＣＬＶ 模型 ， 模型结构如 图 ４ －２ 所示 。

－
－ ￣ － 指标

！潜变量 ； ［ ｊ

Ｉｆ
￣

ｉ

． ＩＮ
． ｉ ｉ

：

子女的社会人 口 特征 
｜
＾

’

 ；


 ｊ

：

 ． ． ； ＼
：

￣
￣

￣
￣
￣

￣

／ 同住偏好 ＾——－—

；

＼ ｉ ｊ

＇ 养老院偏好
￣

 １ ； ！



｝ Ｉ

￣
￣

；
￣￣

１
￣

＾ Ｉ
３３ １

＇

 Ｊ

： 老年人社会人 口 特征
、

丨

：＝＝
＾

＼”

子女代际 支持行 为 ？
一

一
１


；

老年人居住安排的 效用
＼

丨

；



老年人健康状况 ｙ

＾



＇

．ｚ
老年人心理健康 ＜ ｉ

ｒ

‘

？

．
＊


．

？

居住

，
实际 选择

图 ４－２ １ＣＬＶ 模型框架 图

假设老年人居住安排 由老年人的 自 身属性 、 代际支持及子女 的潜在态度共 同决定 ，

则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效用 Ｕ 可表示为 ：

Ｕ＝ＡＳＣ＋ ＾
Ａ
Ｘ
Ａ
＋

ｌ
３
ｚ
Ｚ

ｎ
＊

＋ ｅ （ ４ －

３ ）

ｉｎ ｉ ｉ ｎ ｉｑ ｉｎ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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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决策者 ｎ 选择居住安排方案 ／ 的效用 ；
４％

；

为方案 丨 的特定常数 ；

＜为

描述老年人 ／与其子女间代际关系的变量 ； 为衡量老年ｉ？ 的子女的态度 ？ 的潜变

量 ； 卢为带估计系数向量 ； ＼为随机干扰项 ，

丨ｎ

？ Ａ＜０ ，
＜ｒ

ｅ
） 。

本文考虑 了 多个潜变量 ， 在潜变量结构方程 中 同时考虑潜变量之间 的关系及客观

属性对潜变量的影响 １
９ ３

，
《

，
３９

１

， 具体表达式如下 ：

ｚ
ｒ

＝

Ｗ
Ｓ￡
＋

２ （ ４－４ ）

ｑ 參 ｋ

其中 ，
ｚ
＝
表示个体 《 的态度 ａ表示个体 Ｍ 的子女的社会经济属性 ； ｌ为待估

计系数 ；
；ｉ 用于衡量个体 》 不同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 为残差项 ， ｒ ？Ｍ〇

，
（〇 。

＜
ｉ ＜

１ ｑ ％

测量模型用于表征潜变量与测量指标变量之间的关系 ：

ｎ
＊

＝
ｄ

ｎ
－

￥ ｄ
ｎ
ｒ

ｌ
＊

＋ ｖ
ｎ

 （ ４－

５ ）

ｒ ｒ ｒｑ ｒ

２
，ｉｆ ｘ

＼

＜ Ｉ＾
＜ ｒ

ｒ

２

／
叫 ＝

＇

 （ ４－６ ）

ｉｆ ｒ
ｒ

Ｂ
＿

ｘ

＜ ｌｆ
＜ ｒ

ｒ

Ｂ

其 中 ， 表示个体 《 第 ９ 个潜变量的第 ｒ 个测量指标 ； ＜为因子载荷 ；＜为常数 ；

ｖ
ｒｔ为测量误差 ， ｖ

ｎ
￣Ｍ〇

，
ａ ） 。

ｒ ＴＶ

似然函数如下 ：

Ｌ
ｎ
＾＼＾ Ｑ＞ ｌｊ Ｙ

＾＼ＫＺｙ＾＞ ＾＾１

７Ｋ＇
ｂ

ｎ

ｒ

４ｙ＞ ＾ ４－

７ ）

（
ｉ

其中 ，

／
ｒ

（

＞

＇

？ （ ４－

８ ）

／々ｒ ｜《 ；％＆ｖ
）

＝ ｎ
ｒ ｅ Ｒ
ｎ
…卜（

ｒ卜 户 （ ４－９ ）

， ｆ 

Ｚ
＂
＊

－

 （Ｖ＋
￡ＡＺ

＂
＊

） ）

－

？
［，上￣ ．  ． ． ． ． ．

ｋ
Ｌ （ ４－

ｉ 〇 ）

Ｉ＼ Ｉ ／

其中 ， ＞为个体 ｎ 的选择的结果 ：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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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１
，ｉｆ Ｕ ．＞ Ｕ ．ｆｏｒ

ｙ ．
＝ ，ｎ ，ｎｎ

 （ ４ －

１ １ ）

ｍ

［ ０
，
ｏ 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
，

＾
为个体 《 的第 ＾ 个态度的选择结果 ：

１
，ｉｆｎ

＝
ｂ

ｙ
ｋ＝ ｒ

 （ ４－

１ ２ ）

ｎ

０
，
ｏｔｈｅｒｗ ｉｓｅ

个体的选择概率为 ：

ｅ ｘ
ｐｆ
ＡＳＣ

． 

＋
ｐ
Ａ
Ｘ
Ａ

＋
ｐ
ｚ
Ｚ

ｎ
＊

＼

Ｐ（Ｘ
Ａ

，
Ｚ

＊

＼ｐ
Ａ

＾
Ｚ

，
０

＾

１ 

＝ 
－

＝
］

；



７

—￣ ＇ ￣

ＴＡ

＾￣

ｙ

—＇

ｘ （ ４ －

１ ３ ）

ｍ

ｖ
ｎｎ ； ｒ

 ｔ ）Ｚ
ｙ 

＝
ｃｘｐｔＡＳＣ＋

＾）

ｉｃｌｖ 模型可采用连续两阶段法和 同时估计法两类估计方法标定模型参数 。 前者首

先通过构建潜变量模型量化态度 、 偏好等主观心理变量 ， 随后 ， 将潜变量的 因子得分

作为该潜变量的取值直接选择模型 中 ， 只 需与其他变量
一

同估计离散选择模型 的参数

即可 。 该方法操作简 单 ， 但忽略 了潜变量本身 的误差 ， 进而导致估计量存在
一

定偏差

。 同 时估计法将潜变量模型与离散选择模型 中包含的全部信息共 同纳入似然方程 ，

如公式 （ ４ －

７ ） 所示 ， 并进行 同时估计 ， 最终选择概率如公式 （ ４－

１ ３ ） 所示 ， 从而得到

有效 、 无偏的参数估计量 ， 虽然过程相对复杂但结果更加准确 。 基于上述考虑 ， 本文

应用 同时估计方法标定参数 。

二 、 模型结果分析

采用基于 ＭＮＬ 的 ＩＣＬＶ 模型 ， 并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 （ＭＬＲ ） 方法进行估计 。 模

型共构建 了３ 个潜变量 ， 参数标定 由 Ｍｐ ｌｕｓ 软件完成 。 模型变量定义如表 ４－

５ 所示 ：

表 ４ －

５ 丨 ＣＬＶ 模型变量定义



Ｍ １４


变量名
廷

ＦＰ敬老态度

潜变量 ＩｖＴｇ＿Ｐｒｏ同住偏好



Ｉ ｔ
＿

Ｐｒｏ


养老院的偏好


Ｃｍａ ｌ ｅ 男性

Ｃａｇｅ２年龄在 ４６ －

５４ 岁之间 ， 包含边界

Ｃ ｔｏｗｎ居住在城镇
子女社会人 口学特征 、

Ｃｃｎｔｙ居住在农村

Ｃｅｄｕ
＿

ｂ ｓ接受过小学教育



Ｃ ｅｄｕ
＿

ｈｉ



接受过中学及 以上教育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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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

５ＩＣＬＶ 模型变量定义

 

变量名
ｇｘ

Ａｇｅ ｌ ８０ 岁 及 以下

Ａｇｅ
２ ８ １

－

９９岁

Ａｇｅ ３ １ ０ ０ 岁 以上

Ｈａｎ汉族

ｍａｌｅ 男性

老人社会人 口学特征ＭｒｇＳ ｔｓ 已婚

ＮｏＥｄｕ未接受过教育

ｂ ｓＥｄｕ小学及 以下

ｈｉＥｄｕ中学及 以上

ｃ ｉ ｔｙ居住在城市



ｔｏｗｎ


居住在城镇


Ｋｐ ｉｎＴｃｈ通讯子女 比例

ＴｋＭＷＣ与子女聊天最多

子女代际支持行为Ｄ ｆｔＨ ｌｐ困境中主要帮助者

Ｐｒ ｉＣｇ ｉ 日 常照料提供者



Ｓ ｉｃｋＰＣＧ


病 中主要照料者


ｓ ｒ
＿

ｈ ｌｔｈ 自评健康

ｓｍｏｋ ｉｎｇ吸烟

ｄｒ ｉｎｋｉｎ
ｇ 酿 Ｉ 酒

老人健康状态 ｅｘｒｃ ｓ ｉｎｇ锻炼

ＡＤＬＡＤＬ 残疾

ＭＭＳＥ痴呆



ＮＯＣＤ


慢性病个数


Ｂ ｒ ｉ ｇｈｔＳ ｉｄｅ乐观

Ｌｏｎｅ ｌｙ孤独
老人心理健康 、

Ｄｃ ｓｎｓ 自 主

ｏｔＧｏ ｉｎｇ外 向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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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潜变量模型结果分析

潜变量模型测量方程模型结果如表 ４ －

６ 所示 ， 各指标因子载荷均超过 ０ ． ５ 。 结构方

程结果如表 ４ －

７ 所示 ， 结果表 明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人群持有的态度或偏好存在差异 。

例如 ， 女性 、 接受过基础教育 的成年子女敬老态度更强烈 。 在我 国传统文化背景之下 ，

女性在老年人情感支持和 日 常照料方面承担着更多 的责任 ， 且传统观念文化对女性也

有较强的道德约束 ， 因此 ， 女性的敬老态度强于男性 。 同时 ， 敬老作为我 国传统的优

良 品 质 ， 受教育水平更高 的人群更可能遵循传统道德 的约束 ， 自 发弘扬尊老孝老敬老

的传统美德 ； 男性 、 居住在城镇或乡村的子女更倾 向于于父母 同住 ， 可能 由于我 国有

“

养儿防老
”

的传统观念 ， 男性被认定为年迈父母的重要养老资源及家庭决策的主导者 ，

将父母送去养老院更有可能对男性造成道德压力 ； 年龄在 ４６ －

５４ 岁 的子女更不愿意父母

居住在机构 ， 处于该年龄段的子女 已经积 累 了
一

定 的财富且身体素 质 尚佳 ， 具备照料

父母 的经济和活动能力 。 在潜变量 间关系上 ， 敬老态度对子女 同住偏好及养老院偏好

均产生正 向影响 ， 对机构 的偏好会对其对 同住 的偏好产生正 向影响 。

表 ４ －

６ 潜变量测量方程结果



外显指标


潜变量
§§

Ｉ ｎ ０ ． ７ ７ ８ 

爾

Ｉ
ｉ ２ ０ ． ７ ７ ７

＊ ＊ ＊

Ｉ
ｉ ｂ ＦＰ ０ ． ７５ ３

＊ ＊ ＊

Ｉ
ｉ ４ ０ ． ５２ １

＊ ＊ ＊



Ｉ
１ ５


０ ． ５ ７３
＊ ＊ ＊



Ｉｎ ０ ． ６３ ７
＊ ＊ ＊

Ｉ２２ ＩｖＴｇ一Ｐ ｒｏ ０ ． ６０ １

＊ ＊ ＊



Ｉ２ ３


０ ． ５ ８ １

＊ ＊ ＊



１
３ １ ０ ． ８ ３ ０

＊ ＊ ＊

１ ３ ２ Ｉ ｔ
＿

Ｐｒｏ ０ ． ６ ８４
＊ ＊ ＊



Ｉ ３ ３


０ ． ６６ １

＊ ＊ ＊



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ｅ ｒｒｏ ｒｓ ｉｎ
ｐａ

ｒｅｎｔｈｅ ｓｅ ｓ

＊ ＊ ＊

ｐ
＜〇 ． 〇 ｌ

，

＊ ＊

ｐ
＜〇 ．〇５

，

＊

ｐ
＜０ ． １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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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７ 潜变量结构方程结果

潜变量


解释变量


ｍ


Ｃｍａ ｌ ｅ－０ ． ０ ５ ０
＊ ＊

Ｃｔｏｗｎ－０ ． ０ ８ ６
＊ ＊

ＦＰ Ｃ ｃｎｔｙ
－０ ． １ ５ ５

＊ ＊ ＊

Ｃ ｅｄｕ
＿

ｎｏ－０ ． １ ０ １

＊ ＊ ＊



Ｃｅｄｕ ｂ ｓ


０ ． １ ２５
＊ ＊ ＊



Ｃｍａｌ ｅ ０ ， ０９２
＊ ＊ ＊

Ｃ ｔｏｗｎ ０ ． １ ０９
＊ ＊ ＊

Ｃ ｃｎｔｙ ０ ． １ ８２
＊ ＊ ＊

ＩｖＴｇ一Ｐｒｏ Ｃ ｅｄｕ
一

ｎｏ－

Ｃｅｄｕ
＿

ｂ ｓ ０ ． ０６ ３
＊ ＊

ＦＰ ０ ． ３ ８ ９
＊ ＊ ＊



Ｉｔ Ｐｒｏ


０ ． ３ ０ １

＊ ＊ ＊



Ｃａｇｅ２
－

Ｃ ｔｏｗｎ ０ ． ０６ ８
＊

Ｉ ｔ
＿

Ｐｒｏ Ｃ ｅｄｕ
一

ｎｏ—

Ｃｅｄｕ
＿

ｂ ｓ ０ ． ０６ ３
＊ ＊



ＦＰ


０ ． ３ ８ ９
＊ ＊ ＊



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 ｒｓ ｉｎ
ｐ
ａｒｅｎｔｈｅ ｓｅ ｓ

＊ ＊ ＊

ｐ
＜０ ． ０ １

，

＊ ＊

ｐ
＜０ ． ０ ５

，

＊

ｐ
＜０ ． １

（二 ） 选择模型结果分析

ＩＣＬＶ 模型 中离散选择子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４－

８ 所示 。 从整体上看 ， ＩＣＬＶ 模型结果

与前
一

章 中 ＭＮＬ 模型结果呈现出
一

致性 ， 但加入潜变量的 ＩＣＬＶ 模型解释力更强 。 本

小节将着重分析 ＩＣＬＶ 模型 中 参数标定结果与 ＭＮＬ 模型求解结果不 同 的部分 ， 对于相

似的结果将不再赘述 。

（ １ ） 引 入潜变量后 ， ８ ０ 岁及 以下的老年人更倾 向于独居 ， ８ １
－９９ 岁年龄区 间对老

人独居选择行为 的影响不再显著 ； 居住地点对老年人独居 的选择产生 了 显著影响 ， 居

住在城市 中 的老年人与独居的概率更低 。

（ ２ ） 引 入潜变量后 ， 性别和慢性病个数对院居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 具体而言 ，

男性 、 慢性病个数较多 的老人更倾 向于院居 。 吸烟对院居的影响不再显著 。

（ ３ ） 在本文重点关注的核心变量——代际支持方面 ， 加入潜变量后 ， 日 常生活照

料对独居的影响不再显著 ， 子女为主要共同对象对院居的影响不再显著 。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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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８ 居住安排选择模型结果

系数
变量类型变量




与其他人 同住独居


院居

ＦＰ ０ ． ０ ５ ６
＊－－

潜变量 ＩｖＴｇ＿Ｐｒｏ－０ ． １ ５ １

＊ ＊ ＊－

０ ． ０ １ ８
＊ ＊－

０ ． ０ ８０
＊ ＊ ＊



Ｉｔ
－

Ｐｒｏ


０ ． １ １ ０
＊ ＊



０ ． ０ １ ３
＊



０ ． １ ２ ７
＊ ＊ ＊

Ａｇｅ ｌ－ ０ ． ０３ ０
＊ ＊ １ ． ２３ ５

＊ ＊ ＊

Ａｇｅ２
－－ １ ． ２２２

＊ ＊ ＊

Ｈａｎ ０ ． ０５ ８
＊ ＊ ０ ． ０ １ ５

＊ ＊ ０ ． ７２ ６
＊ ＊ ＊

ｍａ ｌｅ－０ ． ０ ５ ９
＊ ０ ． ０ １ ４

＊ ＊ ０ ． ０４ ７
＊

老人社会人 口

ｉＭｒｇＳｔｓ ０ ．４ ８ ７
＊ ＊ ＊－

１ ． ００ ３
＊ ＊ ＊－０ ． ２３ ７

＊ ＊ ＊

学特征
ＮｏＥｄｕ－

０ ． ０９ ５
＊ ＊－－

ｂｓＥｄｕ－

ｃ ｉ ｔｙ
■－

０ ． ０ １ １
＊－

ｔｏｗｎ－－－

Ｆｎｃ Ｓｐｔ－

０ ． ０ ８２
＊ ＊－－０ ． ０６２

＊ ＊

Ｋｐ ｉｎＴｃｈ－０ ． ５ ６ ７
＊ ＊ ＊－

０ ． １ １ １

＊ ＊ ＊－

０ ． １ ４２
＊ ＊ ＊

子女代际支持ＴｋＭＷＣ－０ ． １ ８０
＊ ＊ ＊－－

行为ＤｆｔＨ ｌｐ
－－ ０ ． ０ ３ ９

＊ ＊

Ｐｒ ｉＣｇ ｉ－０ ． １ ７ ８
＊ ＊ ＊－－



Ｓ ｉ ｃｋＰＣＧ


－

０ ． １ ９４
＊ ＊ ＊



－

０ ． ０ １ ８
＊



－

０ ． １ ４ ７
＊ ＊ ＊

ｓｒ
＿

ｈｌ ｔｈ－－

０ ． ０ １ ３
＊ ＊－

０ ． ０３ ９
＊

ｓｍｏｋ ｉｎｇ
－－０ ． ０ １ ３

＊ ＊－

ｄｒ ｉｎｋｉｎｇ ０ ． ０ ７ ５
＊ ＊－－

０ ． ０ ５ ２
＊

老人健康状态ｅｘｒｃ ｓ ｉｎｇ
－

ＡＤＬ ０ ． １ ００
＊ ＊－－

０ ． ０ ７６
＊ ＊

ＭＭＳＥ－－－０ ． ０ ５
＊ ＊



ＮＯＣＤ


－



－



０ ． ０３ １

＊ ＊

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ｈ ｅ ｓｅ ｓ

＊ ＊ ＊

ｐ
＜０ ． ０ １

，

＊ ＊

ｐ
＜０ ．０５

，

＊

ｐ
＜０ ． １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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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

８ 居住安排选择模型结果

系数
变量类型变量




与其他人同住独居


院居

Ｂ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ｄｅ－

Ｌｏｎｅ ｌｙ
－－０ ． ０２６

＊ ＊－

老人心理健康
Ｄ ｃ ｓｎｓ－

０ ． ０９９
＊ ＊－

０ ． ０ ３ ４
＊ ＊ ＊－

ｏｔＧｏ ｉｎｇ
－－

Ｓｔａｎｄａ ｒｄｅ ｒｒｏ ｒｓ ｉｎ
ｐａ

ｒｅｎｔｈ ｅ ｓｅ ｓ

＊ ＊ ＊

ｐ
＜０ ． ０ １

，

＊ ＊

ｐ
＜０ ． ０ ５

，

＊

ｐ
＜０ ． １

（ ４ ） 所选取的潜变量均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选择行为产生 了 显著影响 ， 其 中 ， 子

女 的敬老态度对老年人与其他人 同住产生显著正面作用 。 有孝心 的子女通常主动承担

着家庭 的更多责任 、 为父母付 出更 多 的时 间 、 精力和金钱 ， 能够主动为老人提供更 多

的支持与帮助 ， 因而老人可能 出于不愿麻烦子女的心理选择与其他人同住 。

（ ５ ） 子女对于某种居住安排的态度不仅影响老年人对该方式的选择 ， 还会对其他

方式的选择产生作用 。 具体而言 ， 子女对共 同生活 的偏好会对其他三种 居住安排的选

择产生显著 的 负 向影响 ， 子女对养老院的偏好会对老人与其他人 同住 、 独居和 院居产

生显著正 向影响 ， 老人在决定 自 己的居住安排时 ，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子女的态度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本章 旨 在分析子女 的主观态度对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行为的影响情况 。 为 了 解决

这
一

问 题 ， 本章首先基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 ， 构建潜变量模型 ， 量化用 于描述子

女态度 、 偏好等不可直接观测 的心理因素 的潜变量并分析潜变量之 间 的关系 。 随后 ，

将潜变量与其他可直接观测 的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属性 、 健康状态和心理健康因素
一

起

纳入选择模型 ， 建立 ＩＣＬＶ 模型 ， 并采用 同时估计法标定模型参数 。 通过对 比 ＩＣＬＶ 模

型与 ＭＮＬ 模型结果可 以发现 ， 两个模型的结果在整体上呈现 出
一

致性 ， 但 ＩＣＬＶ 模型

中纳入 了 心理因素 ， 解释力更强 。

ＩＣＬＶ 模型的结果表 明成年子女的态度与偏好对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行为产生显著

影响 。 具体而言 ， 子女 的 同住偏好导致老年人选择其他人 同住 、 独居 、 院居 的概率降

低 ， 而子女对老人居住在养老院 的偏好也会提升老年人选择院居 的概率 。 该结论直接

说 明子女的主观态度在老年人选择行为 中 发挥 的重要作 用 ， 验证 了 本文 的假设 。 该结

论为相关部 门制定老年人养老保障政策提供 了 基础 。

一

方面 ， 政府可通过培育爱老助

老的社会风气 、 约束子女的赡养行为等方式 ， 为老年人营造 良好 的养老环境 。 首先 ，

政府需大力弘扬家庭孝亲敬老的传统文化美德 ， 通过开展人 口 老龄化 国情教育 、 加大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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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传统美德的宣传力度 、 树立模范人物等途径营造 良好的社会风气 ， 进而改善成

年子女的赡养态度 ， 在道德上约束子女履行赡养义务 ； 其次 ， 政府需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 ， 监督成年子女履行赡养义务 ， 防止子女逃避赡养责任 ， 在法律层面为老年人晚年

生活提供保障 。 另
一

方面 ， 政府可通过加大养老服务的投资支持力度 、 推动老年健康

支持体系建设等途径为老年人提供优质养老服务资源 ， 降低子女的赡养压力 。 首先通

过加大对养老服务的投资力度 ， 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资源 ， 培育专业的人才队伍 ， 为老

年人提供优质高效、 均衡合理的养老服务 ； 其次 ， 鼓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 、 支持

家庭养老服务发展 ， 在满足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的前提下降低子女照料老人的压力 ，

同时 ， 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家庭护理资源 ， 改善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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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第一节 研究结论

养老 问题无疑是人 口老龄化研究的核心 问题之
一

。 近年来 ， 我国社会经济取得了

巨大发展 ， 但养老保险制度 、 养老服务体系 、 养老服务设施等社会保障体制仍不健全 ，

社会养老很难成为现阶段主流的养老方式 ； 另
一

方面 ， 随着计划生育的幵展和卫生保

健水平的提高 ， 少子化和老龄化的 问题 日 益严重 ， 在各地区经济差异的扩大和户籍制

度的改革的背景下 ， 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现象更是加速 了 中 国传统家庭结构的变革 。

在社会养老尚难担重任 ， 家庭养老又倍受冲击的双重压力下 ， 探索老年人的居住安排

问题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 然而 ， 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下 ， 我国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选择行为不仅受到老年人 自 身条件的约束 ， 更与老年人子女的行为

和态度息息相关 。 因此 ， 本文构建了考虑子女态度的 ＩＣＬＶ 模型 ， 利用
一

项全国性调查

数据展开实证分析 。 主要工作及结论如下 ：

１ ． 针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及子女代际支持现状展开统计分析 ， 解析老龄化背景下我

国家庭结构功能的转变 。

（ １ ） 在城市化 、 现代化的影响下 ， 成年子女工作流动性强 ， 工作压力较大 ， 在这

种背景下 ， 居家养老仍然是老年人首选的居住安排方式 ， 养老院养老的老年人 占 比远

远低于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 比例 。 但随着城乡融合发展 以及人 口快速流动 ， 家庭养老

功能不断 弱化的趋势 已经不可逆转 ， 这导致单纯依靠子女支持的家庭养老模式可持续

性降低 ， 不利于健康老龄化的实现 ， 需要相关社会政策加 以关注 。

（ ２ ） 目 前仍有较大比例的老人选择独居 ， 无论是受现代化观念的影响致使老人产

生独立生活的意愿 ， 还是 由于子女外 出务工 ， 没有充足的养老资源导致的
“

空巢
”

现象 ，

独居老人的生命质量和身心健康都值得子女 、 社区和相关政策给予更多 的关注 。

（ ３ ） 子女在经济支持 、 情感支持和 日 常照料方面互动较为频繁 ， 为老人提供 了较

多 的支持 。 由此可见 ， 经济飞速发展 ， 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社会现状虽然导致 了 家庭规

模逐渐缩小 ， 子女与老年人分居两地的 比例逐渐提升 ， 子女的工作压力逐渐提升 ， 但

子女依然与老人在经济上 、 情感上和 日 常照料 中保持各种交往 ， 并未产生家庭关系 的

疏离 。 家庭仍然在养老 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２ ． 构建 ＭＮＬ 模型 ， 深度分析老年人 自 身属性 、 代际支持 、 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对

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情况 。

（ １ ） 年龄 、 民族 、 受教育水平和婚姻状态均在不 同程度上影响着老年人居住安排

的选择 ， 而居住地对老年人的选择无显著影响 。 其中 ， 从未接受过正式教育的老人选

择与其他人同住的概率更低 。 教育塑造了老年人的认知和选择 ，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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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心对现代化的观念和社会化养老模式接受度也 比较低 ， 容 易被传统的家庭观念束

缚 ， 因此即便是子女无法陪伴在身边也更加倾向于居家与其他人同住 。

（ ２ ） 健康因素对居住安排存在显著影响 ， 己经被很多 以往的研宄所证实 。 本文的

研究发现 ， ＡＤＬ 残疾 、 精神状况不佳的老人院居的概率较低 。 目 前 ， 我 国养老院 中各

类服务发展迅速 ， 但身体状况 、 精神状况存在 困难的老人反而不愿意居住在养老院 中 ，

这
一

现象值得相关政策制定者加 以关注 ， 深入 了 解残疾老人 、 痴呆老人的需求 ， 培养

专业人士提供专业服务 ， 鼓励这部分老人在养老院 中接受专业化的养老服务 ， 减轻老

人子女赡养压力 。 同 时 ， 相关部 门 需加大对养老机构虐待老人等恶性事件的监管与惩

治力度 ， 严防此类事件 出现 ， 以此逐渐打消老人对养老院的偏见 。

（ ３ ） 孤独感和 自 主性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具有显著影响 。 其 中 ， 孤独 、 自 主 的老

人选择独居的概率更低 。 子女需密切关注老人的 心理健康 ， 加深与老人 的情感联系 ，

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 ， 同 时尽量避免
“

空巢老人
”

的情况 出现 。

（ ４ ） 在核心变量——子女代际支持行方面 ， 与预期相似 ，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子女代际支持行为的影响 ， 且 ＭＮＬ 的结果表明 ， 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大

多使老人更倾 向 于与子女 同住 ， 说 明在我 国孝文化的影响 下 ， 老年人对子女 的依赖性

较强 ， 其生活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子女的行为的影响 。 由此可见 ， 家庭养老为我 国

主要的养老方式的现状在短期 内 难 以改变 。 随着年纪增长 ，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无法避

免地逐渐下 降 ， 逐渐丧失 自 我照料 的能力 ， 急需身边有人陪伴照料 以确保老年人 的 人

身安全 。 子女与老人在情感上更加亲密 ， 在生活 习惯上具有
一

致性 ， 也是传统文化背

景下 的养老主体 ， 在经济 、 情感和照料方面提供的支持更加符合老年人的心意 ， 因而

致使老人更倾 向于与子女共 同居住 。

３ ． 利 用 结构方程构建反映子女态度和偏好的心理潜变并纳入离散选择模型 中 ， 建

立选择和潜变量的集成模型 （ Ｉ ＣＬＶ ） ， 通过同时估计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参数表标定 ， 进

一

步说探索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 因素 。

（ １ ） ＩＣＬＶ 模型将客观变量与主观变量同时纳入模型 中 ， 想较于传统的 ＭＮＬ 模型

更有助于认识老年人在
？ ？

黑箱
”

下 的决策过程 ， 解释力更强 。

（ ２ ） 不 同社会经济属性 的子女的态度和偏好有所差异 ， 且子女的态度和偏好对老

年人居住安排决策觉有非常 明 显 的解释作用 。 模型结果表 明 ， 子女的敬老态度对与老

年人选择与其他人 同住具有显著 的正 向影响 。 尽管在社会结构变动 中 父母对子女 的权

力在降低 ， 但孝道伦理仍然会获得道德上 的认可 ， 在此社会文化环境 中 ， 父母与子女

两代人通过在家庭生活 中合作与协调 ， 使得家庭养老制 度得 以维持 。 在态度上秉持孝

心 的子女也会在行为上承担更多 的赡养义务 ， 因而 ， 即便老人不与子女 同住也可 以感

受到子女的支持 。

（ ３ ） 子女对于某种居住安排的偏好不仅对老年人该方式的选择有影响 ， 还会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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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式的选择产生作用 。 如 ， 子女对养老院居住的偏好将导致老年人选择与其他人同

住和院居的概念升高 。 该结果
一

方面表明 ， 改善子女对养老院的态度能够改善老年人

对院居的偏见 ， 进而增加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需求 ； 另
一

方面 ， 不排除部分子女 由于

对强迫老人入住养老院的可能 ， 需制定相关政策约束子女 ， 避免子女为逃避赡养责任 ，

忽视老年人的意愿和心理健康强制老年人居住养老院的情况发生 。

第二节研究展望

本论文围绕着
“

代际关系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研究
”

这
一

问题展开探索 ， 拓展

了相关领域的研宄范畴 ， 有效弥补 了 当前相关领域的研究空 白 。 受制于研宄方法 、 数

据的局限性 ， 论文中也有
一

定 的不足 ， 后续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研究可 以从以下几个

角度进行考虑 ：

（ １ ） 本文深度探索 了子女的意愿和行为对老年人实际居住安排的影响 ， 但并未考

虑老年人的意愿的影响 因素 ， 及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与其实际居住安排的关系 。 老年人

自 身对于其居住安排具有
一

定 的偏好也会产生偏好异质性 ， 对其 自 身实际居住安排产

生重要的影响 ， 准确衡量老年人的居住意愿 ， 探索老年人居住意愿与实际居住安排间

的差异 ， 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 ， 更有助于相关部 门 了解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 为养老政

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

（ ２ ） 本文为衡量子女的态度和偏好 ， 并未使用 ＣＬＨＬＳ 数据库提供的最新数据 ，

因此在时效性上具有
一

定的劣势 。 在后续的研究中 ， 可以充分利用 ＣＬＨＬ Ｓ 的面板数据 ，

分析家庭规模迅速缩小的社会背景下 ，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及变化产

生的原因 ， 进而更精准地预测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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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ｅ

ｍ ｏ

ｄｅｌｓ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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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ｏｗｈｉｇｈｅｒ
－ｏｒｄｅｒ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ｃｈｏｉｃｅ

［
Ｒ

］
／／Ｂｅｒｌｉｎ ：

Ｈｕｍｂｏ ｌｄ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 ．

（２
００７）

．
［

４
５］

Ｍ
ｏｔｏａｋｉＹ，

Ｄａ
ｚｉａｎｏＲＡ ．Ａ ｈｙ ｂｒｉｄ－ｃｈｏｉｃｅｌａｔｅｎｔ－ｃｌ

ａ

ｓ ｓｍｏｄｅｌｆ ｏｒｔｈ 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 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

ｅａｔｈｅｒｏｎｃｙｃｌｉｎｇ  ｄｅｍａ
ｎｄ［Ｊ］．

Ｔ
ｒ
ａ

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ｔＡ：Ｐｏｌｉ ｃｙａ ｎ 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
５，７

５（ ２ ０
１５
）：

２
１７ － ２

３
０．  ［４６］ Ｋ ｉｍ

Ｊ
，

Ｒ
ａｓｏ ｕｌ

ｉ
Ｓ，Ｔｉｍｍ ｅｒｍ

ａｎ
ｓＨＪＰ．Ｔｈｅｅｆｆｅ ｃｔｓｏｆ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ｒａｖｅｌｃｏ

ｎ

ｔｅｘｔ ａｎｄｉｎｄｉｖ ｉｄｕ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ｏｎｃａｒ－ｓｈａｒｉｎｇｄ
ｅ

ｃｉｓ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ｔｒａｖｅｌｔ ｉｍｅｕｎ ｃ 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ｈｙｂｒｉｄ ｃｈ ｏ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ｉ ｎｇａｐｐｒｏ ａｃｈ［Ｊ

］．Ｔｒａｎｓｐ
ｏ
ｒ
ｔ

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ｔ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５６（Ａ
ｕｇｕｓ ｔ ）

：１８

９－
２
０２．［

４
７］Ｈ ｅｓｓＳ， Ｓｈｉ

ｒ
ｅｓ

 Ｊ

，Ｊｏｐｓ
ｏｎＡ．Ａｃｃｏｍ

ｍｏｄａｔｉｎｇｕ 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ｐｒｏ－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 ｎｔａｌａｔ

ｔ

ｉｔｕｄｅｓｉｎａｒａｉｌｔｒａｖｅｌｃｏｎｔｅ

ｘ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 ｌａｔｅｎ 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ｌａｔ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
ｏ
ｎ


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ｔ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２５：４２－４８．［４
８］
付学 梅 ，

隽
志才 ．基于Ｉ ＣＬ Ｖ 模型的

通
勤方

式选择行 为 ［Ｊ］ ． 系统 管理学报，２０１６，２５（０６ ）
：


 １０４６－１ ０
５０ ． 

［
４９

］
Ｓａ

ｎ
ｄｏｒ

ｆ ＥＤ

， Ｐｅｒ ｓｓｏ

ｎ
Ｌ

， Ｂ

ｒｏｂｅｒｇ Ｔ．Ｕｓ
ｉｎ
ｇａｎｉｎｔｅ

ｇｒ
ａｔｅｄｃｈｏ

ｉ ｃｅａｎｄｌ
ａ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 ｔｏ

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

ｔ

ｓｉ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ｙ［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ｅｒｇ 

Ｅ
ｃ

ｏｎｏ

ｍｉｃｓ，２０２０，６１：１０１１７８．
［５０］Ｋａｓ

ｓａ
ｈｕｎ

Ｈ
Ｔ ， Ｎｉ ｃ ｈ ｏ ｌｓ ｏｎ

Ｃ
Ｆ

，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ＪＢ

，ｅ
ｔ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

ｎｇ
ｆｏｒｕｓｅｒｅｘ

ｐｅ
ｃｔａｔｉ 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ｖ

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

ｎｗａｔｅｒ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ｔ ｈｅＥｔｈｉｏｐ
ｉａｎ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

ｎｔ
，
２

０１６，１
６８：４５－５５．

［５１］Ｋ ｉｔｒｉｎｏｕＥ，
Ｐｏ
ｌｙ ｄ ｏ

ｒｏｐ ｏｕ ｌｏｕ Ａ，Ｂ ｏｌｄ

ｕ
ｃ 

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

ｎｔ
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

ｈｏ
ｉｃｅａｎｄ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ＣＬＶ）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ｉａｌＲｅ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 ｉ ｏｎｉｎＩｓ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ｓ［Ｍ］／／ＨＥＳＳＳ，ＤＡＬＹＡ． ＣｈｏｉｃｅＭ ｏ ｄｅｌｌｉｎ

ｇ：Ｔｈｅ

Ｓ

ｔ
ａｔｅ－ｏｆ－ｔ

ｈｅ
－ａｒｔａ ｎｄＴｈ ｅＳｔａｔｅ－ ｏ ｆ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Ｅｍ

ｅ

ｒａｌｄＧｒ

ｏｕｐ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１０：５９３ －６１８．［５２］Ａｌｅｍｕ
ＭＨ ，Ｏｌｓ

ｅｎ
 ＳＢ．Ｌｉ

ｎｋ
ｉｎ ｇ  Ｃｏｎ ｓｕ ｍｅ ｒ ｓ ＇Ｆ

ｏ
ｏｄ

 Ｃ

ｈｏｉｃｅ Ｍ ｏｔ
ｉｖ
ｅ ｓｔｏｔｈｅ ｉｒ Ｐｒｅｆｅｒｅ

ｎｃｅｓｆｏｒ


Ｉｎｓｅｃｔ－ｂａ ｓｅｄ ＦｏｏｄＰ ｒ ｏｄｕｃｔｓ：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 ｎｏｆ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
ｅｄＣｈｏｉｃｅａｎｄ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 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Ｃｏｎ ｔｅｘ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 ｒｉｃｕ

ｌｔｕｒ 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９，７０（１）
：
２
４

１－２５８．［５３］ 陶学宗，张戎．基于ＩＣＬＶ的托运人货运服务选择
行为
建模 ［ Ｊ

］．
交通

运
输
系

统工程与 信
息， ２０１

５
，１

５ （２） ： １２ ２ －１ ２８．［５４］Ｂｏｒｓｃｈ－Ｓｕ ｐ
ａ
ｎ

 Ａ，ＭｃＦａｄｄｅｎＤ

，
Ｓ
ｃｈ ｎ ａ

ｂ
ｅ ｌ


Ｒ

．
Ｌｉｖ ｉｎｇ

 Ａｒ ｒａｎ

ｇ
ｅｍ

ｅ
ｎｔｓ：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Ｅｆｆ
ｅｃｔｓ［Ｊ］．Ａ ｄｖａ ｎｃｅ ｓｉ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Ａｇｉｎｇ，１９９６（Ｊａｎｕａｒ

ｙ）：１９３－
２
１
６

．［５５］ＢｉｓｈｏｐＣＥ．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 ｅｍ
ｅ

ｎｔ ｃｈ
ｏ ｉｃｅ

ｓ
ｏｆｅｌｄｅｒ

ｌｙ ｓｉ ｎｇ ｌ ｅ ｓ：ｅ

ｆ
ｆｅ

ｃ
ｔ ｓｏｆｉｎｃｏ ｍｅ ａｎｄ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ｆｉｎａｎｃ ｉｎｇ ｒｅ ｖｉｅｗ，１９８６，７（３）：６５－７３．［５

６］ＧａｙｍｕＪ． Ｅ

ｋ
ａ
ｍ

ｐｅｒＰ，ＢｅｅｔｓＧ．Ｆｕｔｕｒｅｔｒｅ
ｎｄｓｉｎ

ｈｅ ａｌｔ
ｈ
ａ
ｎ
ｄ


ｍａｒｉ ｔａｌ ｓｔ

ａ
ｔｕ

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ｏｎｔｈｅ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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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ｌ ｉｖ 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ｏｌｄ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ｉｎ２０３０
［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

ｇｅｉｎｇ， ２０
０８，

５（
１
）
：
５

－１７
．

  ［５７

］
Ｓ ａ

ｒ
ｍａＳ，Ｈ

ａｗｌｅｙＧ，Ｂａ ｓｕＫ．Ｔｒａ 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ｌｉｖｉｎｇ ａ 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ｓｅｎｉｏｒｓ：Ｆｉ ｎｄｉ

ｎｇ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ＰＨＳ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ｄａｔａ［Ｊ］．Ｓ
ｏ
ｃ
ｉ

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 ０９，
６８
（６）：


１１

０
６
－

１１１

３ ． 
［

５ ８ ］ Ｇ ｕＤ

，
Ｄ ｕ

ｐ ｒ

ｅＭ
Ｅ，
ＬｉｕＧ．Ｃｈａ

ｒａ
ｃ ｔｅｒｉ 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ｄ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ｓｉｄｉｎｇ ｏ

ｌ

ｄｅｓｔ－ｏｌｄｉ

ｎ Ｃｈｉｎ
ａ［Ｊ］．ＳｏｃｉａｌＳ

ｃ
ｉ
ｅ

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７，６４（４）：８
７１
－８８３

．
［

５
９
］

Ｅｒｉｃ 
Ｖ．Ｅｄ ｍｏｎ

ｄ
ｓ，

Ｍ
ａｍｍｅｎＫ，Ｍｉｌｌｅｒ

Ｄ
Ｌ．Ｒｅａｒｒａ

ｎｇ
ｉｎ ｇ ｔｈｅＦａ ｍｉｌｙ？ＩｎｃｏｍｅＳｕ

ｐｐｏｒｔａｎ ｄＥｌｄｅｒｌｙ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

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ａ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 ｍａ
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５，４０（１）：１８

６－２０７．［
６０
］Ｇｅｎ

ｔ
ｉｌ

ｉ

Ｅ

，Ｍａ ｓｉｅｒｏ Ｇ，Ｍ

ａ
ｚｚ

ｏ
ｎｎａＦ ．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ｃｕ
ｌｔｕｒｅｉｎｌｏｎ ｇ－ｔｅｒｍｃａ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ｄｅｃｉ

ｓ

ｉｏｎｓ［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

ｎｏｍ ｉｃ Ｂｅｈ
ａ
ｖ

ｉ
ｏｒａｎｄＯｒｇａ 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１ ８６－２００．［６１］Ｂｕｒｔｏｎ Ｌ，Ｋａ ｓ ｐ ｅｒ Ｊ， Ｓｈｏｒ ｅＡ

，
ｅ ｔ

 ａ

ｌ．Ｔｈｅｓｔ
ｒｕ
ｃｔｕｒｅｏｆ

ｉ
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
ａｒ ｅ：Ａ ｒｅｔｈｅｒ 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ｓｂｙｒａｃｅ？［Ｊ ］．Ｇｅｒ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ｓｔ，１９９５，３５（６）：７

４４－７５
２
．


［６２］曾毅，王 正联．
中国家

庭与老 年人居 住安
排 的

变
化

［
Ｊ］．中国人

口科学 ，２０

０
４（

０
５）

：
４－  １ ０＋８１．［６３］李斌． 分

化
与

特 色 ：中 国老年 人
的居住安

排
——

对
６９２位老人

的 调查［ Ｊ ］．中

国
人口

科
学，  ２０１０ （０ ２）：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２．［６４］ 曹

鑫
．

中 国 大众 养老观 念比较

研究 ［ Ｊ
］
．社

会
中的法 理 ，

２

０ １ ８， １ ０ （ ０１）

：
１６

４
－１ ８ ５ ．［６５］张苏，王 婕

．
保

养 老保险 、孝养 伦
理与 家 庭

福利代 际 帕
累 托

改
进［Ｊ ］．经

济 研 究 ，２０

１
５，


５ ０

（１０ ）：１４７ － １６２．［６６］李升，方卓． 农
村
社

会 结构变动 下
的孝 文 化

失范与

家庭
养
老 支

持
困境探 析［ Ｊ

］ ．社 会建


设，

２
０１ ８

，５ （ ０１）：６２－７３．［６７］ＬｅｉＸ，Ｓｔ ｒ
ａ
ｕ

ｓ ｓＪ，Ｔ

ｉ ａ
ｎ Ｍ ，

ｅｔ


ａ
ｌ ．

Ｌ
ｉｖｉｎｇａ ｒｒａ

ｎ
ｇ ｅｍ

ｅ ｎ

ｔｓ ｏｆ
ｔ
ｈｅｅｌｄ ｅｒｌ

ｙ
ｉｎＣ ｈｉ

ｎａ
：ｅ ｖｉｄ ｅｎｃ 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ＣＨＡＲＬＳ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ｅｌｉ
ｎｅ［Ｊ］．Ｃｈ 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

ｎａｌ，２０１５，８（３）：１９１－２１４．［６８］
Ｋ
ｏ
ｔ

ｌｉｋｏｆｆＬＪ，ＭｏｒｒｉｓＪＮ．Ｗｈ
ｙ
ｄｏ ｎ ＇

ｔ
ｔ
ｈ
ｅ


ｅｌｄ ｅ ｒ
ｌｙ  ｌ ｉｖｅ


ｗｉ

ｔ
ｈｔｈｅｉｒｃ ｈｉｌｄ

ｒｅ
ｎ？Ａｎｅｗ ｌｏｏｋ［Ｊ

］．


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Ａｇｉｎｇ，１ ９９０（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４９－

１
７
２

．

［ ６９］ＦａｎＹ，ＦａｎｇＳ，Ｙａｎｇ Ｚ．Ｌｉ ｖｉｎ
ｇａ ｒｒａ ｎｇｅｍ

ｅｎｔｓｏｆ
ｔｈｅ ｅｌ

ｄ ｅｒ ｌｙ：

Ａ
ｎ

ｅ ｗ

ｐｅ ｒｓ
ｐｅ
ｃｔｉｖｅ


ｆ ｒ
ｏｍｃｈ

ｏ ｉｃｅ ｃｏｎｓ
ｔｒａｉ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ｎ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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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随着毕业论文修改完成 ， 我也即将和我的硕士生活告别 。 回首三年的硕士生活 ，

为我 自 己能够成为张江华老师团队的
一

员而感到幸运 ， 为我三年 内收获的父母的支持 、

朋友的陪伴而感动 ， 为我 自 己的成长感到骄傲 。

由衷感谢恩师张江华老师在硕士期间 的指导和帮助 。 感谢老师在硕士论文选题 、

中期答辩到最终答辩全过程中提供的悉心指导 ， 老师严密的逻辑思维 、 对学术问题的

潜心研究 、 对学科的深刻认识引 导着我 ， 逐渐培养我的学术能力 ， 老师在推动学科发

展中做出 的努力更是让我感受到您的学术热情与学术理想 ， 激发我的学术兴趣 。 三年

前刚刚进入课题组的时候总觉得张老师是
一

位严肃 、 严谨 、 严格的老师 ， 经过三年的

相处 ， 逐渐发觉老师更是
一

位德才兼备 、 正直温和的导师 。 张老师因材施教 ， 鼓励我

在我感兴趣的领域展开研宄 ， 激发我的学术热情和探索欲望 ； 面对疫情 ， 张老师留在

校 内担当志愿者 ， 和我们共同面对 ； 在全校区隔离期间 ， 张老师和我们共患难 ， 并尽

可能为我们解决隔离期间 的各种 问题 ， 更在我情绪失控的时候用温和的方式开导我 。

十分感谢张老师在疫情期间的关心 、 照顾和鼓励 ， 学生铭记在心 。

由衷感谢付学梅老师在这三年的指导和关爱 。 感谢老师在学术研究上对学生的 引

导和鼓励 。 刚刚入学的时候 ， 我对学术
一

无所知 ， 学术态度也十分懈怠 ， 付老师耐心

地帮助我寻找到学术兴趣点 ， 引 导我找到合适的选题和研宄方法 ， 帮我寻找需要的数

据 ， 教会我研究方法和学习技巧 ， 指导我论文框架搭建与 内 容写作 ， 也端正 了我学术

研究的态度 。 在硕士期间 ， 能够遇见付老师这样集美貌 、 学识与人品为
一

身老师手把

手带着我做科研 ， 实在是我的荣幸和幸运 。 也感谢老师对我的鼓励 、 信任和爱护 ， 在

我迷茫的时候给我最中肯的建议 ， 也给 了我前行的勇气和信心 ， 希望有
一

天 ， 我也可

以成长为
一

名 向您
一

样优秀的女性？

感谢课题组的每
一

位老师 ， 刘伟波老师 、 聂腾飞老师 、 于 国栋老师 、 王景鹏老师 、

徐进老师 、 梁姝钰老师 、 汲晨璐老师 ， 感谢每
一

位老师在讨论班中 的指导和意见 ， 让

我及时发现论文中 尚存的 问题 ， 也感谢各位老师让我了解到不同研究领域和不同 的科

学方法 ， 感受学术科研的魅力 。

感谢王磊师姐 、 玉晨师兄 、 刘洋师兄 、 吴皓师兄 、 祝蕊师姐姐 、 宝洁师姐 、 慧苹

师姐 、 利华师姐 ， 师兄师姐带我入 门 ， 在生活上和科研上
一直帮助着我 ； 感谢晓晗 ，

在校期间 的各项事宜都多亏有晓晗的帮助 ， 我这个小糊涂才没有因为马虎导致什么错

误 ； 感谢董鹏程 、 万芳 、 天仪 、 紫琳 、 新秋 、 李扬 、 宋博 、 展瑞 、 查龙杰 、 来冉 、 唐

悦 、 运宝 ， 科学研究是枯燥的 ， 但是在这样
一

个轻快 、 和谐 的课题组中做科研是开心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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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十分感激也感到庆幸我能够成为这么美好的课题组的
一

员 。

感谢我的父母 ， 卢毅女士与张建庆先生 。 感谢二位无怨无悔的付出和支持 ， 让我

享受着比同龄人更加舒适的生活条件 ， 爸爸妈妈对我的宠爱与支持让我有勇气面对生

活中 的 困难 。 我成长的很好 ， 这些都是你们 的功劳 。 感谢妈妈从我小时候开始 ， 就努

力帮我遮挡住生活的黑暗 ， 让我成长为现在这个乐观 、 积极 、 阳光的女孩 ； 感谢爸爸

在我求学的道路上为我付出 的心血 、 努力和资金支持 ， 用您的学识和见解打开我的眼

界 。 爸爸妈妈永远是我坚强的后盾 ， 我也会继续好好成长 。

感谢我的室友宋钰璇 、 桑萍和康文青 。 感谢你们 日 常 的陪伴 ， 我们
一

起吃吃喝喝 ，

一

起逛街游玩的 日 子点缀了我的硕士生活 ， 让我在硕士期间感受到友情的美好 ， 疫情

期间也幸亏有你们在身边才不至于过于恐慌害怕 。 能认识你们真好？

感谢 Ａｗａａｃｋｅｒ 的每
一

位成员 ， 牙牙老师 、 亮亮 、 淑女 、 徐畅 、 小鱼 ， 感谢你们的

陪伴让我人生如此精彩 ， 感谢你们让我有勇气做我 自 己 ， 感谢你们让我看到生命的热

情 、 美好与浪漫 ， 我会努力追赶你们的脚步 ， 像你们
一

样继续美丽下去 ， 继续热情洋

溢地精彩下去 。

感谢张荀 、 祖嘉慧 、 赵舒怡 、 刘原竹 ， 你们是我的快乐源泉 ， 是我负面情绪的垃

圾桶 ， 虽然聚少离多 ， 但只要和你们在
一

起 ， 所有的坏心情都可以被治愈 。

最后 ， 感谢努力长大的我 自 己 。 这三年 ， 我有很努力地追求我热爱的生活 。 虽然

不时任性妄为 、 时而懒惰懈怠 ， 但总体上 ， 我在
一

步
一

步地探索着我期待的生活并为

之努力 。 虽然依 旧迷茫 ， 但是拥有 了面对未知的勇气和信心 。 感谢我 自 己让我看到我

的可能性 ， 感谢我 自 己有好好长大 。 我相信 ， 经过这三年的硕士生活 ， 我有成长为
一

个更好的女孩 ， 对于未来虽然还没有明确规划 ， 但是充满 了期待和热情 。 我会继续努

力 ， 继续成为理想中 的 自 己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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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１
］ 侯兴起 ，

张皓悦． 基于二项 ｌｏｇｉｔ模型的房型选择行为分析 ［
Ｊ
］

．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
２０２ １

，

５ １
（
０３

）
：２７ １

－２８０ ．

［
２
］ 刘伟波 ，

张皓悦 ， 张江华 ． 考虑交通时间与设备转换时间的跨区域就医调度优化问题

［
Ｊ
］

？ 中 国管理科学 ，
２０２ １

，

２９
（
０９

）
：１ ８０

－

１ ８７ ．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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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项目情况

１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
“

社会安全事件智 能监测与预警关键技术与装备
”

（ ２０ １ ８ＹＦＣ０８０７５００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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