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ｖ
；

ｌ
：

ｖ
．

，

妃

两
．

槪
：

據
巧
？

％

ｆ
，

＂
ｌ

－
．

安
卢

；
：

．

．

．

．

．

托


＇

＾
ｒ

ｖ
．

．

．


．

＼
、

辑
＇

中

穿

八
．

＞

ｖ




－


－

－

１


‘

．

．

．

ｉ
ｉ



端

娜

片
，

‘

Ｍ
＇

．

＇



／

ｒ


和
＇


祭

舊
：

；

４

．

．

打
，

公

ｙ

Ａ
：

对
Ｔ
ｆ

ｉ

，
．

‘

ｒ
ｖ

运

／
石

．

．

＇

．

户
．

献

純

？
．

‘


．



＞

祭
．

Ｉ

ｆ


髮

聲
＼

．

｜

寒

苗
；

．

／

脈

受

．

仑

：

；
＾



導
；

‘

；

％


啤

帶

产
．

Ｖ
－

秦

Ｊ
，

弦
；

、

－

．

一

＼

女
：

－

学

：

，

帷

Ｕ


．

ｉ

ｕ
．

老

娘

－

；

荣

部
．

緩

每

讀


’

心
；

＼
．

．
赛

斬



Ｖ


Ｖ
ｉ


成

毕

４
一


Ｖ

Ｓ

。


社

年社会工作

友



Ｖ
５


；

，

／

ｗ


义
：

／
；

＂

￥

餐
，

；

心
；

．

；

‘

１

＾

巧
非
．

．

：

－

：

＾^

５
｜

＾


＂

备

Ｃ

＼

＇

Ｔ



薪


ｒ

ｆ

＞


，

备
／

忠

声
－

－

．

．

＇


：

究
，

申

翁
；

令
，

居


你

－

ｖ
＼


４

护
八
：

‘

１
．

皆
３^

邀

．

＞
；

／
－

托
．

＇

＞

少
、

：
．

寒
Ｖ

Ｖ


＇

Ｖ

蠢


名

康

今

佩

＇

Ｗ

咬
、

．

Ｖ

Ｉ

斬

苗

敏

讓
、

ｆ


＇


＞

霉
一

？


．

／
．

：

安

？

睾
＞


＇

？


．

Ｖ
、

Ｖ

起
．

唯

．



．
．

ｔ

＾



Ｍ
．
．


，

．


．

＾

，^

．
．

ｔ

．^

＇


＾

^


録

砖
ｆ

３

香

藥
．

為
巧

．

；

技

爲
／
＾

％
；

；
．

；

讀
讀
专
劫

遂
ｆ

，

；

、

；
：


；

，

０

声

．


＾


ｙ

＞


：

ｌ
．



Ｉ

．

■


．

．

．

＞

１
．

．

ｒ
．

－

．

．



Ｔ

／

．^

－

^



乃
巧

歲
、

皆
^

－

导
；

Ｖ

－

／
、

＼
＇

心
吃
八

．

Ｖ
．

裝
々

畔

ｖ
．

．

ｒ

／
．

ｉ
！

ｒ


若
，

Ｖ
．

鸣
；

－

请
：

广

，

＞



＼

六
Ｖ



Ｖ

！

每
；

：

．

．

．

戊

ｒ

在
‘

啤
；

＇

ｒ


％
－

气
成

ｒ
．


；

ｃ

苗
：

，

Ｊ
ｒ

；


Ｖ



Ｉ


苗

萝
＇

／
？

癸


’


ｂ

／


３
：

＇

＜
ｖ

ｖ
：

￣


．

ｆ
．



Ｈ
．

／

旬
）

．

；
＞
；

．

－

ｉ


＾

譯


ｙ


－

号


５


斬

－

心

打
系
ｗ


．

若
堯
／

意
－

＇

．
．

－

Ｖ

^

：

ｌ
ｒ

．

．
．

嘴

皆
巧

扛
；

＇

护
＇

詔
ｆ

．

－

＞


；

；

，

：

ｖ


Ｘ
；

．

仍

心
；

ｒ

苗

后
。

＾
－

，

ｖ
：

．

￡^
^

．

Ｖ
＇


Ｖ

、

户
，

？



＊



Ｌ
ｆｃ

＾
Ｔ
Ｊ

Ｗ

／


；


．

—

ｆ

＾
．

＾


．

？


／

ｒ


－



，


ｒ

＾
／


．

Ｊ



Ｖ

‘

？


＊



＼
ｖ

．

＾

，

；
．



、
？



ｎ



ｒ

／^
＾

＾^

＾

Ｊ

ｌ
？

ｔ

ｆ



＊

ｔ


？





？

Ｌ

ｒ




．

、


？


Ａ



？

Ｖ

４

＾



／

＇

，

，

＊

．

’

－

；

＇

，

，

Ｊ

ｙ
：

＇

＾
＇

，

、

：

适

采
＇

．

．

；

－

．

．

．

．

．

．

．


，

Ｊ
．

．

ｖ

：


＞

．



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文摘要首页用纸

毕业论文题 目 ； 居与庶垂 ： 巧国雜老居倦意虑与现状的比锭骄巧

—基子 ２０。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的安征研巧


社会工作 专业 ２０巧 级硕去生 姓名 ：曾伟


指导教师 （姓名 、 职称 ） ：



巧友华 教授

中文總

随着我国老年人 口基数和比例不断增加 ， 养老问题逐渐突显 ， 其中老年人养

老居住意愿与养老居住实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

一

方面 ， 由于我国社会受到传

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 传统家庭观念
一直是提倡父慈子孝 、 养老送终 ， 老年人更愿

意与子女
一

同居住养老 ， 子女也有义务赡养父母 ， 亲子共同居住
一直是中 国社会

的核心家庭观念 。 另
一

方面 ， 由于我国近 ４０ 年来的社会巨变 、 人 口大量流动 、

高速城市化进程 ， 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 导致家庭成员 的原子化倾向 ， 越来

越多 的子女离开父母 ， 老人只 能与子女分离居住 ， 独 自养老 ， 导致我国
＂

空巢
＂

老人不断增多 。 这种老年人传统亲子同居养老的居住意愿与现实中亲子分离独 自

居住现状不能满足的状况 ， 简称为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与现状的偏差 。

通过研究这种偏差 ， 并寻找其产生的合理性因素 。 首先 ， 本文将回顾中外学

者对此问题的相关研究 ， 包括对中 国养老居住意愿与 目 前老人
＂

空巢
＂

化的研究 ，

根据前人研究与对现状的观察 ， 笔者基于对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现状的判断提出

三个假设 。 本研究基于中国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项 目 （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 １ ３ 年数据 ，

以老年人的基本信息与居住意愿作为依据 ， 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 检验之前提出

的三个假设 ， 并通过数据的显著性检验给出解释 。 通过定量分析后发现 ， 农村和

城市的老年人在居住意愿上有很大的区别 ， 是否有配偶 、 性别 、 年龄和是否有医

Ｉ



疗保险等因素对我国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状况有显著的影响 ， 并根据分析结果总

结老年人在养老居住中存在的 问题 。 最后 ， 针对分析发现的老年人养老遇到的 问

题 ， 将从社会工作专业的角度 ， 针对 问题对社会工作介入提出
一

些建议 。

关键词 ： 人 口老龄化 居住意 愿居住 现状 偏差社会工作介入

Ｉ Ｉ



南京 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英文摘要首 页 用纸

ＴＨＥＳＩＳ ：
＇＂Ｌ

ｉｖｉｎｇＧｏＡｔｈｗａｒｔ＂
：

ＴｈｅＧａｐｏｆｔｈｅＯｌｄ＇
ｓ

ＬｉｖｉｎｇＳｉｔ ｕａｔｉｏ ｎＡｎ

ｄ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

－Ｔｈｅｅｍｐ ｉ 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ｏｆ２０ １３ＣＨＡＲＬＳＤａｔ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Ｓｏｃ ｉａｌＷｏｒｋ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ＺｅｎｇＷｅ ｉ

ＭＥＮＴＯ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ＱｉｅｎＹｏｕｈｕ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 ｔｈ ｔｈｅｉｎｃ ｒｅａｓｉｎｇｐｒｏ ｐｏｒｔｉｏ ｎ ｏｆ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ａｎ
ｄｔｈｅ ｐｏ ｐｕｌａｔｉｏ

ｎ ｂａｓ ｅ，ｐｅ

ｎｓｉｏ 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ｒ ｅｂｅ
ｃｏｍｉｎｇ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 ｅ

ｎｏ ｔａｂ ｌｅ， ｉｎｃ
ｌｕｄｉｎｇａ  ｈｕｇ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 ｈｅｗ
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 ｃ 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ｂ ｏｕｔｒｅ ｓ

ｉｄ
ｅｎｔ ｉａｌ ｐｒｏ ｂｌ ｅｍｓｏｆｅｌｄｅ ｒｌ ｙｐｅｏｐ

ｌｅ．Ｏｎ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ｗａｓ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ｄｂｙ ｔｈｅｔ 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ｌ Ｃ ｏｎｆｕｃ ｉ ａｎｉｓｍｗ ｈｉ ｌｅｔｒａｄ

ｉｔｉ ｏ ｎ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ｖａ ｌｕ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ｓｔｈ ｅｍｕｔｕａｌｌｏｖ

ｅｂｅｔ
ｗｅｅｎｐａｒｅｎ ｔ ｓａｎｄ


ｃ 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 ｌｓｏ

ｎｅｅｄｔ
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

ｆｕｎｅｒａ ｒｙ ｄｕｔｉ
ｅｓ．Ｏ ｌｄ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ａ ｒ ｅ  ｍｏｒｅ

 ｗｉｌ ｌ ｉｎｇｔ ｏ ｌｉ ｖｅｗｉ ｔ ｈｔｈｅ
ｉ
ｒｃｈ

ｉｌｄｒｅｎ，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ｃｈｉｌｄｒ ｅ ｎａｌ ｓｏｈａｖｅｏｂｌ

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
ｔｏｓｕｐｐｏ

ｒ
ｔｔｈｅｉ

ｒｐａｒｅｎ

ｔｓ，ｔｏ ｔａｋｅ ｇｏｏ ｄｃａｒｅｏｆｔ
ｈｅ ｉｒ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ｗ ｏ ｒｄ，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ｌ ｉｖ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ｈ

ａｓａｌｗａｙ ｓ ｂｅｅｎ ａｃ ｏｒｅｆ ａｍｉ ｌｙ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 ｄ， ｄｕｅｔｏｇ ｒ

ｅａｔｓｏ

ｃ ｉａｌ
ｃ ｈａｎｇｅｓ，ｍａｓｓｍｉｇｒａ ｔｉｏ

ｎ

ｍｏｖ
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ｕｒｂａ ｎ

ｉｚ ａｔｉｏ ｎ ｉｎ４

０ｙ ｅａｒｓ，ａｌ ｓｏ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ｍ

ｐｌ ｅ ｍｅｎｔ
ａ ｔ ｉｏｎ

ｏ ｆ ｔｈｅｏｎｅ－ｃｈｉｌｄｐｏｌｉｃｙ，ａｌｌｔｈｅｓｅ

ｆ ａ ｃ ｔｏｒｓｈａｖ ｅｂｒｏｕ ｇｈｔ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ｍｏｒｅａｎｄ ｍ
ｏｒｅ

ｃｈｉｌ
ｄ
ｒｅｎａｒｅｌｅ

ｆ ｔ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

ｅｎｔｓ，ｔｈｅ ｒｅｆ

ｏｒ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ｎｏ ｎｌｙｂｅｓｅｐ ａｒａｔｅｄｆｒ
ｏ
ｍ ｔｈｅｉ 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
ｎｄｌｉｖｅａｌｏｎｅ， 

ｗ

ｈｉｃｈｌ
ｅａｄｓｔ ｏｔ 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 ｎ ｏｎｏ ｆ＂ｅｍｐｔｙｎｅｓ ｔ  ｅ ｌｄｅｒ
ｌｙ ＂． Ｔ

ｈｅｓｉ ｔｕａｔ

ｉｏ ｎ 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ｉｌ ｌｉｎｇｏｆ ｏｌｄ ｐ ｅｏｐｌｅｔｏｌｉｖ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
ｈｔ

ｈｅｉｒｃｈｉｌｄｃａｎ  ｎｏｔ ｍｅｅ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ｌ ｉｔｙｔｈａｔｐａｒｅｎ ｔａ ｎｄｃｈｉｌｄｌｉｖｅｓ ｅ ｐ ａ ｒａｔｅｌｙ，ｏｒｔｈｅｄ ｅｖｉ ａｔｉｏｎ  ｂ 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

ｉｌｌ ｉｎｇａ ｎｄ 

ｔｈ
ｅｐ ｒａｃ ｔｉｃａ ｌ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ａ ｂｏｕｔ ｒｅｓｉｄｅ 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ｏｐｌｅｆｏｒｓｈｏｒｔ．

Ｉ ｌ 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ｄｅｖ ｉａｔ 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ｗｉ ｌ ｌ ｉｎｇ

ａｎｄ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

ｉｃａｌｒｅａｌ ｉｔｉｅｓａｂｏｕｔ

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ｂ ｌｅｍｏｆｅ ｌｄｅｒ ｌｙｐｅｏｐ ｌｅ
，ａ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

ｄ ｅｖｉ ａｔｉ 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
ｌｌ
，ｔ ｈｉｓａｒ ｔ ｉ ｃｌｅ ｗ ｉ ｌｌｒｅ ｖｉｅ ｗｔｈｅＣ 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ｆｏｒ ｅｉｇｎｓｃｈ ｏｌａｒ

ｓ

＇ｒ 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ｏ ｐｉ ｎｉｏｎｓａｂｏｕｔｔ ｈ ｉｓ ｉｓｓｕ
ｅ

，ｉｎｃ 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ｏ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ｂｏ ｕ ｔ ｌｉｖｉｎ

ｇ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 ｆｅｌ ｄｅｒｌｙｐ 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ｎｄ

ｏ

ｆ＂ｅｍｐ
ｔｙｎ

ｅ

ｓ ｔ＂ｉｎＣｈ ｉｎａ．Ａｃｃ 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ｆ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ｎｄ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
ｈｅｊｕｄｇｍｅｎ ｔｏｆｔｈｅ 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ｉ 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 ｆ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

ｏｐｌｅ，Ｉｃｏｍｅ ｕｐ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ａｓｓ ｕｍｐｔ 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 ｅＣｈｉ

ｎａ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Ｌ ｏｎｇ ｉｔｕ ｄｉｎ ａｌＳｔｕ
ｄｙ（Ｃ ＨＡ

ＲＬ
Ｓ）ｄａｔａｉｎ  ２

０１
３，ａｎｄｏｎｔｈｅ ｂａｓｉ

ｓ ｏｆ ｂａｓ ｉｃ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ａ 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 ｅ ｏｆｏ
ｌｄｅｒ ｐｅ

ｏ
ｐｌ ｅ，ｕｓ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 ｎａｌｙ

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ｃｈｅｃｋｔｈ ｒｅｅａ ｓｓｕ ｍｐｔｉｏｎｓｔａｌｋｅｄ
ｂ
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ｓ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ｒ

ｏ ｕｇｈ 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 ｆｔｈｅｄａｔａ．Ｔｈｒｏｕｇｈ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 ｆｉｎｄｏｕｔｉ
ｆｔｈｅｒｅ

ａ ｒ ｅｇｒｅａｔｄｉ ｆ ｆ ｅｒ ｅｎｃｅｏｆｌｉｖｉｎｇ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 ｃｅｉｎｔ
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ａｎｄ

ｒｕ
ｒａｌａｒｅａｓ

，ａｌｓｏｔｏｆｉｎｄｏｕ ｔｉｆｍａ ｒ
ｉｔａｌｓｔａ ｔ ｕｓ，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ｇｅ ａ ｎ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ｉ 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ｗ ｉｌ ｌｅｆｆ

ｅｃｔｌｉｖｉｎｇｐ
ｒｅｆ ｅｒｅｎ

ｃｅｓｏ ｆｏｌｄｅｒｐ
ｅｏ

ｐｌｅｏｒｎｏｔ，ｔｈｅｎｓｕｍ
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ｏｓｅ ｑｕ 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ｅｌｄｅ

ｒｌｙｌｉｖｉｎｇｐｒｅｆｅ ｒｅｎｃ
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 ｇｔ ｏ ｔｈｅａ ｎａ ｌｙｓ ｉｓｒ ｅｓ ｕｌｔ． Ｆｉｎａ

ｌｌｙ，ａ
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ｎｓｉｏ

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ｂｅ ｅｎｆｏｕｎ ｄｄ ｕ ｒ
ｉ
ｎ ｇａｎａｌ ｙｓ ｉｓ， ｔ ｈ ｉ

ｓａｒｔ ｉｃｌｅｗｉｌｌ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ｆｅｗ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 ｎ 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ｉｓｐｈｅｎ

ｏｍ
ｅｎ ｏｎ ｆｒｏ ｍｔｈｅ ｐｒｏｓ ｐｅｃ ｔｉｖｅｏｆ

ｓ
ｏｃ ｉａｌｗｏｒｋｍａｊｏｒ．

Ｉ Ｖ



目录

第 １ 章 绪论 ＃１

  １ ．１研究 背景

＃ １   １ ．１． １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现 状与趋

势  ＃ １  １．１．２人口老龄 化带来

的 问题 ＃４１．２研 究问题

与 创 新 之 处 ＃７ １．２

． １  研 究 对象＃７ １

． ２ ． ２ 研究问题 ＃７

 １ ． ２．３ 创新之

处 ＃ ７１． ３研究

意 义  ＃８１ ． ４研

究 思 路 ＃１０  １．５

 本 章 小结＃１１ 第２章

 文 献 回顾＃１２ ２．１

 家 庭 养老研究＃１２ ２．２

 养老 意愿研究 ＃１３

 ２ ． ３老年居 住状况研

究  ＃ １６２．４研究 反思＃

１ ９  ２．５本章 小 结＃

２ ０ 第３章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２１３．１核心概念解析＃２１３．２研究假设＃２２

Ｖ



３ ． ３ 研究方法 ＃２４

 ３ ． ３ ．１数 据来源

＃ ２４   ３．３．２ 数据处

理 ＃ ２５３．３． ３样本

概 括 ＃２ ８３．３ ．４分

析 模型 ＃２９３ ．４采

用 的模 型＃２９ ３．

５  本 章小结＃３０ 第４章

数 据 分 析及其结果 ＃ ３１４．１养 老居住现

状 、偏 好及其比较分析＃３１４．２我国老年人居住 偏好与居

住 状 况 差异的影 响因 素分析

＃ ３ ４ ４．３本章小 结＃３

９   第５章老年社会工作介入＃４ ０５

． １ 社会工作介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４０ ５．２社会工作介入的理

论 支持 ＃４５ ５．３

 社 会 工作如何介入 ＃４６

  ５ ．４本章 总结＃

４ ９  第 ６ 章结论与建议＃５ ０６

．１研 究总结

＃５０ ６．２

讨论： 研究不足与研究拓展＃５０参考文献＃５２致谢＃５９附录＃６１

Ｖ Ｉ



居与愿违 ： 我国养老居住意愿与现状的比较研究

——基于 ２０。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的实证研巧

第 １ 章 绪论

１ ． １ 研巧背景

杜牧诗云 ：

＂

今 日 少年转眼老 ， 人人都有老来难 。

＂

这句诗道 出 了人类的规

律 ， 每个人在养老 中都会遇到很 多 困难 ， 养老难是人类社会至今没能解决的 问题 。

诚然 ， 人类社会经历 了两百万年的变迁 ， 如今平均寿命的增长 ， 很多地区的低生

育率与低死ｔ率 ， 导致 了人类社会的很多地区走进 了老年社会 。 从 １ ９６４ 年开始 ，

我国人 口 结构在达到老年人 口 比例最低谷后 ， 开始进入 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 口

＂

老化
＂

的时代 。 我 国作为人 口基数最大的 国家 ， 在 ２０００ 年之后也进入 了快速

老龄化时期 ， 居 民养老中遇到的 问题也不断突显 。 中 国作为受到儒家孝文化深刻

影响的社会 ， 子女赡养老人
一

直是主要的养老模式 ， 其中子女与老人居住是最主

要的养老模式 。 然而随着社会的原子化不断加剧 ， 越来越多 的老人主动或被动的

选择独居养老 ， 我国
＂

空巢
＂

老人的数量与人群 比例在不断增加 。 其中 ， 我国居

民养老居住与老人养老居住现状的不 同 ， 形成 了二者间的 巨大偏差 。

１ ． １ ． １ 中国人 口老龄化发展现状与趋势

＂

中 国正处于人 Ｕ 老龄化高潮期 ， 迅猛的老龄化趋势将
一

直持续到 ２ １ 世纪

中叶 。

＂ １

我国 人 口年龄结构的
＂

金字塔
＂

正朝着
＂

圣诞树
＂

演变 ， 人 口 结构的

底部不断 由于低 出生率变窄 ， 中青年代表的结构 中部正在不断变粗 ， 且老年人组

成的结构顶部还在不断扩大 ， 我 国人 口结果发生 了 根本性的变化 ， 从之前新中 国

成立后持续 了很长时 间 的
＂

金字塔
＂

形 ， 变成 了 如今的类似
＂

圣诞树
， ，

的形状 。

如图 １

１

翟振武 ， 陈佳鞠 ， 李 龙 ． 中 国 人 口 老龄化的 大趋势 、 新特点及 相应 养老政策 ［ Ｊ ］
． 山 东 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

科学版 ） ，
２ ０ １ ６

， １ （ ３ ） ： ２ ７ ３５ ．

１



图 １ 我国 １ ９５ ３ 年与 ２０００ 年人 口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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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 １ 号 《 ２ ０００ 年第五次全国人 口普主要数据公报 》

至 ２ ０００ 年后进入老龄社会 ， １ ７ 年间我国老龄化趋势 明显 ， ６０ 岁老龄人 口 不

断增加 。 截至 ２０ １ 日 年底 ， 全国 （包括 ３ １ 个省 、 自 治区 、 直辖市 ， 不包括香港、

澳 口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省 及海外华侨人数 ）

＂

６０ 岁及 Ｗ上老年人 口２ ．２ 亿人 ，

占总人 口 的 １ ６ ．１ ％ ， 其中 ６ ５ 岁及 Ｗ上人 口１ ． ４ 亿人 ， 占总人 口 的 １化 ５％ 。

＂２

其

中 ，
化 岁 Ｗ上老年人人 口快速增长 ，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 １ ５ 年间 ， 増长 了４３ ．５％ ， 见图

２ 。 ２０巧 年 中 国 ６ ５ 岁及 Ｗ上人 口 为 １ ４始４ 万人 ， 近十年 ６５ 岁及Ｗ上人 口逐年增

加 ， 预示着人 口老龄化的高峰即将到来和抚养比上升 ， 养老 问题的严重性逐渐加

剧 ， 老龄化带来的养老 问题会不断突显 。

图 ２２００５ 年
－

２０ １ ５ 年我国 ６ ５ 岁 Ｗ上人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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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数据来源 ： 国家统计局

＂

预计到 ２ ０２ ０ 年 ，
６０ 岁及 ［＾上老年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 比例将超过 １ ７ ．２％ 。

＂

如

图 ２ 。 关于老龄化的 国 际划分 ，

一

般认为该地区 ６０ 岁 Ｗ上人 口 比例超过 ７％ ， 该

地区就是
＂

老年祖会
＂

。 此外 ，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维也纳召开的关于
＂

年龄问题
＂

的世界大会上提 出 ； 如果该地区人 口 中 ６ ５ 岁人 口 比例超过 １ ０％ ， 那么该地区就

被认为进入 了
＂

严重老龄化
＂

的社会 。 我国 目 前老年人 （ ６０ 岁 Ｗ上 ） 己经超过

１ ６ ． ６％ ， 所 Ｗ我国 的老龄化依然非常严重 。 老年人 口 的增加 ， 而生育率的降低使

得我国人 口结构产生的颠覆性变化 ， 同时整个社会也进入了
＂

老人
＂

社会 。

图 ２２００ ７ 年 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６０ 岁 Ｗ上人 口 的 比例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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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巧 年 ） 》

同时 ， 伴随人 口预期寿命的增长 ， 我国人 口 高龄化趋势也随么加剧 ， 当前我

国 ８０ 岁 Ｗ上的高龄老人的数量和 比例正在快速增长 。 此外 ６０ 岁 Ｗ上人 曰将超过

２０％ 。 在我国人 口发展趋势 中 ， 同时伴随 出生率 、 死亡率的降低 ， 同时抚养 比正

在上升 。 我国人 口 学家濯振武预测 ，

＂

未来 国 内 人 口 将在达到 １ ４ ．７８ 亿左右 的水

平后 ， 逐步下降 。 中 国人 口 总量将在 ２０２ ０ 年达到高峰
＂ ３

。 同时 ， 这意味着从 ２０ １ １

年末至 ２ ０ ２ ０ 年末这 ９ 年时间里 ， 中 国人 口 净增长 １ ．３ 亿人 ， 平均每年净增长 １ ４５ １

万人 。

３翟振伍 ． 中国 人 口 ：太多还是太 老 ：当 代 中国 人 口数置 与 人口结 构问题
［

Ｍ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２ ００５．

３



１ ． １ ．２ 当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

２ １ 世纪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
一

是 ６５ 岁 Ｗ上人 口 的巨量增长 。

＂ ４

严重的老

龄化对我国社会和老人家庭都带来了很多 问题 ， 且很多 问题都是连锁反应会带来

一

系列的 问题 ， 如人 口老龄化必然带来青少年和中年人 口 比例下降 ， 人 口生育率

下降 ， 社会抚养比上升 ， 劳动为不足和公共医疗开支增加等等
一

系列 问题 。 当然 ，

带来的问题不只是宏观社会和 国家层面 ， 还有微观家庭层面 ， 如家庭结构变化 、

家庭代级关系 、 抚养关系等多方面都会改变 。 这个问题特别在我国 的部分
一

线大

城市和农村地区突显 。 大城市 １＾＾上海为例 ： ２０ １ ６ 年上海市老年人 口 和老龄事业

监测统计发布 ： ６０ 岁及Ｗ上老年人 口４５７ ．７９ 万人 ， 占沒人 口 的 ３ １ ．６％
；
比上年增

加 了２ １ ．８４ 万人 ， 增长 ５ ．０％
； 占总人 口 比重增加了１ ．４ 个百分点 。 ６５ 岁及 ｛＾

＾１上老

年人 口２９９ ．０３ 万人 ， 占总人 口 的 ２０ ．６％
；
比上年增加 了１ ５ ．６４ 万人 ， 增长 ５ ．５％

：

占总人 曰 比重増加了１ ．０ 个百分点 。 ８０ 岁及 上高龄老年人 口７９ ．６６ 万人 ， 占

６０ 岁及Ｗ上老年人 口 的 １ ７ ． ４％ ， 占总人 口 的 ５ ．５％
；
比上年增加 １ ． ６ １ 万人 ， 增长

２ ． １％ 。 而从 ２０％ 到 ２０５０ 年 ， 低龄老人增速将趋缓 ， 但高龄老人增速将加快 ， 届

时上海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

针对这个问题 ， 政府在近期给出 了 自 己的分析 ，

＂

十Ｈ五
＂

时期老龄事业发

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人 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 １ ） 人 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 程度加深 、

抚养比提升 （ ２ ） 人 口高龄化 、 空巢化趋势加剧 （ ３ ） 失智失能老年人比例较高 （ ４ ）

贫困和低收入老年人 占
一

定 比例 巧 ） 劳动年龄人 口逐步减少 、 人 口红利逐渐消

失 。

＂ ５

崔振武等学者分析为
＂

２ １ 世纪前半叶 ， 中 国将面临老年人 口规模不断膨

胀 、 老龄化 ， 中 国人 口老龄化的大趋势 、 新特点及相应养老政策程度持续加深的

大趋势 ， 而且整个老龄化进程将表现出波浪式 ， 空巢独居老人规模庞大的特征 。

＂

６

从社会层面看 ， 目 前我国面临下面两个严重的 问题 ：

（ １ ） 养老居住传统受到挑战

４凯瑟 琳 ·麦金尼斯－迪特里 克．老年社会 工作： 生 理、心理及社会方面的评估与干
预

［ Ｍ］．中国人 民大学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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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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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历史我 国长时间都是
一

个农业社会 ， 儒家思想
一

直都是社会的思想根

基 ， 而儒家提倡的核也思想
一一

＂

孝
＂

， 孝道
一直是我国社会代际关系的伦理核

也 。 儒家 的
＂

孝
＂

文化倡导子女赡养父母 ， 其 中包涵 了子女负责老去父母的养老

服务 ， 特别是 由儿子负责父母赡养义务 ， 子女和父母同住的养老模式 ， 成为 了我

国历史中最重要的老年人养老居住 的模式 。 究其原因 ， 学者总结为
＂

我国农业化

会主要 由具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家庭为老年人提供赡养 ， 即家庭养老
＂

。

７

由于之

前我 国 的社会属性长时间都属于农业社会 ， 加之我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中
＂

赡养父

母
＂

是重要的思想传统 ， 与 自 己子女共 同居住的亲子共居养老模式
一

直是我国传

统养老居住 中最主要的模式 。

然而如今我国城市 己经进入王业社会 ， 我国城镇化超过 的时代 ， 城市人

口 比例超过 了 农村人 口 ， 相应的老年人养老居住模式也随么改变 。 在城市社会原

子化的趋势不断增强 ， 很大 比例的老人拥有养老金 ， 通过退休工资等收入提供养

老的经济保障 ， 并县与子女分开居住 ， 自 己负责照料 自 己形成独居式的养老现状 。

并且这样的养老居住模式不仅在城市普遍存在 ， 就连传统的农村也越来越多 的老

人独居 自 行养老 ，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 人 口 的流动性大大増强 ， 农村到城市 ， 城

市与城市 间 的人 曰 流动的规模和数量是前所未有的 。 这客观导致了 农村的 中青年

流 向城市 、 小城市的 中青年流向大城市 ， 无数的 中青年因为求学 、 当兵 、 工作等

原 巧离开 了父母 ， 留下老人独 自居住 。

一

年之 中 ， 很多 中青年只有在 中 国传统的

春节才 回
一

次家 ， 才与父母短暂的居住或照料父母 。 因为我国近 ４０ 年来翻天覆

地的社会变迁 ， 导致我国传统老年人养老居住模式发生 了 巨大 的变化 。 同时这也

是本研究重点关注和研巧 的 内 容 ， 希望通过实证的定量研究我国居 民 目 前的居住

意愿和老人现实的居住状况 ， 分析二者的偏差与产生 的缘 由 。

（ ２ ）

＂

空巢
＂

现象加剧

＂

空巢
＂

现象像
一

场瘤疫
一

样席卷着我国 的城市与农村地区 ， 且这种现象越

来越严重 。

＂

预计到 ２ ０２０ 年 ， 全国 ６０ 岁 Ｗ上老年人 口将增加到 ２ ．５ ５ 亿人左右 ，

７

宋宝 安 ． 老年 人 口 养 老 意愿的社 会学分析［ Ｊ ］．吉林大 学社会科学
学

报，２０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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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 １ ． １ ８ 化人左右 ， 老年抚养比将提高到 ２８％左右 。

＂ ９

根

据我国相关学者对人 口普查结果的推算 ， 我国独居和空巢的老人人数在 ３ 年后 ，

将达到 ６０ 岁 Ｗ上老年人的 ４６％ 。 这个预测可能是保守的估计 ， 可能实际状况要

更严重 ， 这个估计是全国性的 。 在人 口外流严重的农村地区 、 小城市地区和经济

落后的东北地区 、 西南地区
＂

空巢
＂

化现象的实际状况更严重 。 先说城市的
＂

空

巢
＂

老人 ， 独居的老人每
一

时代都会有 ， 不过由于我国上世界屯千年代后期开始

施行独生子女政策 ， 而这个生育政策在城市执行的比农村更严格 ， 导致城市的独

生子女此例最髙 ， 数量最多 。 独生子女政策对我国城市造成的老年人
＂

空巢
＂

现

象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

对于城市家庭而言 ， 首先是独生子女家庭如果因为子女病逝或其他事故导致

死亡 ， 送些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必然成为
＂

空巢
＂

家庭 。 其次 ， 很多城市独生子

女受到的教育好于农村地区 ， 城市独生子女因为外出求学后在异地工作成家 ， 也

导致了其原生家庭成为了

＂

空巢
＂

家庭 ， 还有城市的独生子女很多工作成家后会

选择撫离原生家庭 ， 同时也会产生
＂

空巢
＂

家庭 ， 上述的几种状况是主要的
一

些

原因 ， 还有其它原因也会造成家庭老人独居 ， 甚至 由于思想的转变 ，

一

些老人主

动选择独 自居住养老或者去养老院进行养老 。 这种被动或主动离开子女选择独 自

居住的老年人在城市的 比例很高 ， 而且预计这样的家庭数量和 比例还在攀升 。 对

于农村地区的老年人而言 ， 造成他们变成
＂

空巢
＂

老人的原因可能和城市不完全

相 同 ， 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 占的 比例很低 ， 且明显低于城市 。 此外 ， 我国农村地

区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强于城市 ， 大多数家庭会倾 向于选择和子女共同居住来养

老 ， 有部分老人会被安排到指定负责其养老送终的某位儿子家 。 农村地区造成
＂

空

巢
＂

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有农村青杜年到城市打工而无法和老人共同居住 。 总的来

说 ， 城市的
＂

空巢
＂

现象要比农村严重 ， 但是具体不同地区 的状况可能不同 ， 如

西部农村中青年外出打工的 比例很高 ， 导致了局部地区
＂

空巢
＂

化现象更为突出 。

＂

空巢
＂

现象导致空巢老人在养老方面会面临更多的 问题 ， 且农村老年人面

临的 问题要多余城市 ， 其中有经济方面 、 医疗方面 、 公共资源方面等 问题 。 城市

的老年人拥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人数和 比例要远远高于农村老年人 ， 特别是

９

国务院 ： 《

＂

十三五
＂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 ， ２０ １ ７

６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 这两个是现如今关系着老年人养老保障的核屯、要素 。 空巢

老人们要独 自面对很多 问题 ， 独居时间长 了他们普遍都会面临如 ， 独 自 买菜做饭 、

独 自 承担家务 、 身体疾病 困扰 、 老年抑郁 、 睡眠不好 、 容易成为被犯罪对象等 。

更有甚者部分空巢老人 ， 还被经济能力较弱 的儿女
＂

哨老
＂

。 所 Ｗ空巢老年人面

对的 问题主要有生活方面 、 经济方面 、 也理方面及身体健康方面构成 。

１ ．２ 研巧问题与创新之处

１ ． ２ ． １ 研巧对象 ：

本文研巧对象是我 国的老年人 。 老年
一

般是指人类生命历程 中青年之后 的阶

段 。 主流的
＂

老年
＂

定义是 年龄与平均寿命为核屯、指标的划分 ， 最主要的划分

主要是依据埃里克森生命周期理论 。 埃里克森认为老年人是指生命历程中 中年之

后 的阶段 ， 也就是最后
一

个阶段 。 但是关于老年人的定义 ， 全世界不 同 的 国家和

地区对于
＂

老年人
＂

这个概念有着不 同 的定义 ， 有的地区认为个人如果有 了 外孙

就进入老年 ， 还有的地区认为工作退休后就算老年 。 我国 的标准是 ６０ 周 岁 Ｗ上

的公 民 ， 西方
一

些国家的标准是 化 周岁 Ｗ上的公 民 ， 而我国古代认为 ６０ 岁 Ｗ上

的人成为
＂

人生六十古来稀
＂

，
６０ 岁 Ｗ上就属于稀少 的长寿老人 。 目 前世界最

主流的老年人定义是人的年龄为界限 ， 主要有两个 。 第
一

个是 Ｗ６ ５ 岁为界限 ，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对老年人的定义为 ６ 日 周岁 Ｗ上 的人群 。 第二个是 ｔＵ６ ０ 岁为界

限 ， 我国 的 《 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第二条规定 ：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政府规定为 ６０ 周 岁
＂

。 本文 中 的
＂

老年人
＂

是 我国法律为根据 ， 指我国 ６０

周 岁 Ｗ上的公 民 。 具体的研巧对象是被 中 国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项 目 （ ＣＨＡ化Ｓ ）

２０ １ ３ 年调查过的 ６０ 岁 Ｗ上老年人 。

１ ． ２ ． ２ 研巧间题

经过么前学者对养老居住意愿的论证与 下文对 中 国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项

目 （ ＣＨＡＲＬＳ ） 数据定量分析发现 ， 超过
一

半我国居 民在养老意愿选择与子女共 同

居住进行养老 。 我国从传统伦理到法律上都明确规定 ， 子女对年老 的父母有赡养

责任和 义 务 。 其 中我国 １ ９９６年 出 台 了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 其 中 明确规定子女

７



赡养年老父母的义务 ： 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 、 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 ， 及照

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 对我国文化传统中关于子女负责照料父母的伦理传统和我

国 目前法律的规定也证明 了这个观点 。 但是应该说明 ， 这个分析解释是根据全国

性的抽样调查 ， 是宏观说明 了全国居民的总体意愿 。

与之相惇的是我国 的老年人
＂

空巢
＂

化现象在不断加剧 ， 空巢老人数量据估

计甚至超过了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 ，
二者的不同反映了我国居民养老居住意

愿与实际状况具有很大偏差 ， 这就是本文关注的核也 内容 。 本研巧更具前人研巧

成果与对我国现实状况的判断 ， 提出针对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状况的兰个假设 ，

再将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 ， 验证Ｈ个假设是否正确 。

１ ．２ ．３ 创新之处

本研巧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 ；

（ １ ）Ｗ往关于我国居民养老居住的研究 ， 主要集中在分析养老居住意愿和研巧

我国
＂

空巢
＂

现象两个方面 ， 两个方向研巧的角度和 内容是隔离的 。 本研究希望

将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硏究 ， 并通定量的方法将居住意愿与现状相 比较 ， 通过比较

来研巧老年人居住意愿是否被满足的状况 ， Ｗ及影响居住意愿是否被满足的因

素 。

（ ２ ） 本研究在根据社会学 、 人 口学 、 狂会工作学科之前的相关研究与现实状况

分析后 ， 提出Ｈ个相关的研究假设 ， 并且逐
一

检验 ， 根据结果分析出对其影响的

因素 ， 最后结合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 内涵 ， 针对现实问题给出社会工作实务方面

的相关建议 。

１ ．３ 研究意义

（ １ ） 针对现实问题的实证研巧

首先 ， 养老 问题
一直是狂会学 、 社会工作 、 人 口学和医学等专业高度关注的

领域 ， 养老居住的意愿是近年来随着狂会原子化、 老年人居住
＂

空巢
＂

化现象加

剧后的重要研巧方向 ， 特别是近些年实证调查项 目 的增加 ， 给相关的研巧提供了

大量的实证数据 。 学者根据全国性的抽样数据 ， 对养老居住的意愿做了大量的定

量研巧 。 Ｗ
＂

养老居住意愿
＂

和
＂

养老居住现状
＂

为主题的研巧 ， 在 ２０００ 年后

８



不断有学者对这两个主题分别进行研巧 ， 特别今年在我国实证调查项 目 的不断増

加 ， 相关主题的实证研巧也在增多 。

但是 目 前却缺少基于调查数据对于我国居民养老居住意愿与现状比较偏差

的实证研究 。 笔者在多次参与 的社会调研时发现 ， 我国社会的
＂

空巢
＂

现象 比预

想的严重 ， 然而很多未老的居民和 己经成为老人的居住在意愿上依然希望能和子

女
一

同居住在家庭养老 。 本文根据我国 当前的现实状况采用可靠研究的调查数据

对这实际状况进行实证研巧 ， 试用科学 的数据和方法来研巧该 问题 ， 并论证笔者

的研究假设 。 希望在我国居 民养老居住意愿与现状偏差 的领域做 出
一

些研巧 ，

一

来解释该现象存在的影响因素和部分原 因 ， 其次给Ｗ后 的相关研巧提供理论依

据 。

（ ２ ） 政府高度重视我国养老 问题

其次 ， 我国政府较早的意识到 了 目 前我国人 口 老龄化趋势 。 针对我国人 口老

龄化出现问题 ， 政府提出
＂

政麻主导 、 社会参与 、 全民关怀
＂

１ ０理念 ， 希望政府 、

社会和个人Ｈ个层面
一

起配合 ， 取长补短共 同应对我国人 口 老龄化带来的社会 问

题 。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于 １ ９９６ 年颁布 了针对老年人 的 《 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 》 ， 国务院于上世纪末正式成立 了专 口 负责老年人工作的全 国老龄工

作委员会 ， 么后 国务院在 ２００ １ 年颁布 了 《 中 国老龄事业发展
＂

十五
＂

计划纲要 》 ，

这些法律和规划 的 出 台正是政府髙度重视后具体措施 。 法律和纲要的 出 台 ， 表示

了 养老 问题 己成为我国社会发展重要战略 。 试想我国老年人 比例达到 ２〇％＾后 ，

每五个人中就有
一

个老年人 ， 青少年越来越少 ， 中年人还在不断老去 ， 整个社会

也会将关注重也转移到老年人上 。 目 前 ， 我国针对老人的养老基础设施 ， 如医院 、

养老院 、 公园 、 社区活动 中 也、等场所的数量将不能满足众多老人的需求 ， 所 １
＾处这

会导致我国提供给老人使用在城市资源配备 、 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上带来 了 巨大

压力 ， 老年人相关的产业可能会迅速增长 。 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居家养老模式 ，

这种模式必然在我国人 口 结构变化 、 社会养老观念变化的影响下发生 巨大变化 。

社区养老和养老院养老的人数和 比例会持续增加 ， 这也给我国社会的发展规划带

来不可避免的实际需求 。 在不远 的将来 ， 关于老年人养老的法律和规划会越来越

０
梁

玮． 政府主 导 社会参 与 全 民关怀
——就

＂

助老上 网
＂

专访 《 中 国 老年报 》 李耀 东总编 ［ Ｊ ］
． 互联网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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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将会给我国老年人提供质量
一

定的养老保障 ， 希望我国每
一

个老人都能老有

所依 ， 老有所养 。

本研巧的话题与我国社会全面关注的养老间题相契合 ， 其研巧的结论与建议

将会给我国关于养老意愿与现实问题提供
一

些參考 。

（ ３ ） 租会工作专业关注养老 问题

此外 ， 老年人是社会工作长期Ｗ来主要的关注对象之
一

， 而老年社会工作是

化会工作的主要 内容之
一

。 关于老年人社会工作的定义 ：

＂

老年社会工作是
一

种

帮助老年人的专业 ， 是社会工作者运用化会工作专业方法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老

年人或老年群体解决困难 ， 预防老年人问题的发生 ， 满足老年人需要 ， 恢复和发

展其功能 ， 让老年人适应社会 ， 并能正常地进行生活和社会活动 ， 提裔生活质量

和促进福利事业发展的
一

种专业工作 。

＂ ＂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 ， 老年社会工作

的服务对象主要集中于残疾老人 、 贫困老人 、 孤寡空巢老人等特定群体 ， 社会工

作的介入服务也主要聚焦于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服务 ， 对于
一

般的健康老年人Ｗ

及老年人精神健康方面的关注都比较少 。 然而 ， 随着老年人 曰数量和需求的不断

增加 ， 已往的服务模式 己然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 ， 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和

领域的巧展成为
一

种必然的趋势 。 正因为我国的老年社会工作是我国社会工作的

重要核也 ， 研巧我国老人养老居住意愿与现实状况的偏差 ， 是发展我国社会工作 、

是发展其璋论和实务本±化的重要环节 。

１ ．４研巧思路

本文的研究总体思路 ： 发现问题 、 提出假设 、 整理数据 、 通过定量的方法 、 验

证假设、 分析结果 、 给 出意见 。

本文研巧的核也 问题有Ｈ个 ， 第
一

个是我国有多少比例的老年人在养老居住

上未能满足其居住的意愿 。第二个是因为哪些原因 ， 导致我国老年人
＂

居与愿违
＂

。

第Ｈ个是社会工作专业应对这个问题应该如何介入 。

最后 ， 本文具体的研巧思路将Ｗ下表来说明 。 见下图 ４

１

１王树 新 ．老年社会工 作
［

Ｍ
］ ． 中国劳动社会保 障出版 社

，２０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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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思路图

研巧背景发现问题研究意义

文献综述

毒

提 出假设ｒ＝个假设

ＰＩｉ^

ｈ
＇

ｉ选 出方法  整理数据ｐＴ

ｍ
聲Ｌ

ｉ

￣

假设检验

￣￣

 ｔ

￣￣

分析结果

￣￣


Ｉ

－

１ ｈ
－

反思给出 建议 ｊ

社会工作介入

１ ．５ 本章小结

中 国 己经进入快速老龄化社会 ， 我国老龄化有老年人 口 数量增速快 、 基数大 、

＂

空巢
＂

化 、 未富先老等特征 。

本研巧主要从
＂

针对现实 问题 的实证研巧
＂

、

＂

政府高度重视我国养老 问题
＂

和
＂

社会王作专业关注养老 问题
＂

Ｈ个方面论述研究的意义 。 结合 ＷＣＨＡ化Ｓ（ 中

国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项 目 ） 抽样 出 的老年人为对象 ， 对他们的养老居住意愿与

现状为研巧对象 ， 对其研究后进行 了分析和 比较 ， 归纳造成我国
一

般老年人居住

偏好与现状的重要因素的原 因 ， 为之后 的相关研巧与开展实务提供参考文献 、 为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为此类 问题 的深入研巧奠定理论基础 。

１ １



第 ２ 章 文献回顾

本研巧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 （ １ ） 家庭养老的研巧 。 （ ２ ） 我

国居民养老居现状的研究 。 （ ３ ） 养老意愿与空巢现象的研巧 。 （ ４ ） 文献反思 。

２ ． １ 家庭养老的研巧

（

－

） 国 内学者关于家庭养老的的研巧

老龄化狂会面对的主要 问题是老年人的养老 问趣 。 在我国传统的亲子关系

中 ， 相对于子辈而言 ， 年迈的长辈在养老居住选择上有着更高的地位 ， 这是因为

在我国传统的代际交换中 ， 长辈对家庭的付出更多 ， 并且在家庭中的地位更高 ，

更具有发言权 。 张晓晨利用年全国第六次人 口普查千分之
一

样本数据和中 国城乡

老年人 口追踪调査数据分别描述了我国 ２００６ 年时 ， 我国 中老年人在养老居住安

排 、 养老居住意愿的调査情况 。

费孝通通过对中西方近代的家庭关系研巧后总结 ， Ｗ基餐教文明为核也的西

方家庭的核也是夫妻关系 。 而与之相反 ， 由于传统文化影响 ， 中 国家庭的核屯、关

系是Ｈ纲五常中 的
＂

父子关系
＂

， 这种关系是中 国传统家庭维系尊卑秩序 、 长辈

权威的范式 ， 同时这种
＂

父子关系
＂

具有 了家庭分工合作的功能 ， 父辈哺育年幼

的子辈 ， 子辈长大后檐养年长的父辈 。 他将我国传统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巧养义务

的亲子关系叫做
＂

反馈模式
＂

。 郭志刚提出传统人类化会中 ， 婚姻关系是家庭的

主要基础 ， 而血缘关系是家庭成员间 Ｗ及家庭与族群联系的主要纽带 ， 而中国家

庭依然依赖血缘与婚姻这两个基础 。 边穗琴提出
＂

扩展家庭
＂

的概念 ， 指的是 己

婚成年子女与父母
一

起居住 。

相类似的 ， 王跃生发现我国 的家庭结构总处于变动中 ， 这种变动受到当时社

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 我国家庭的主要形式
一直是核也家庭和主干家庭 ， 主要的构

成我国传统的家庭模式 ， 近些年来中 国家庭的核屯、化趋势正在加强 。 杜鹏说Ｗ往

推算家庭生命周期的研究 ， 常常采用 的方法有假定参数 ， 研巧养老居住情况与养

老居住意愿 ＩＷ便更好的 了解我国老年人的实际情况 。

１ ２



（二 ） 国外学者关于中 国家庭养老的研巧

美国早期的老年学研究说明 ， 中国的家庭更提倡
＂

孝
＂

文化 ， 要求成年子女

对年迈父母的赡养 ， 而西方家庭则注重父母与子女的双向义务 。 霍根 （ Ｈｏｇａｎ ） 等

学者发现 ， 在美国子女成年后对家长的帮助 ， 远远少于美国家长对子女年幼时的

帮助 ， 这种西方的哺育文化与中 国有很多不同 。 还有 ， 美国成年子女对与父母居

住需求比父母对子女的髙 ， 子女的需求更能影响亲子之间是否共同居住 ， 这种现

象与 中 国刚好相反 。 阿奎利诺 （ Ａｑｕ ｉ ｌ ｉ ｎｏ ） 的研究家庭关系后提出 ， 家庭成员特

别是年前的家庭成员 ， 无论未婚的成年子女 ， 还是已婚但经济情况不好的子女都

很可能会与父母共同居住来获得父辈对子辈的帮助 。 当然 ， 这种被我们当代称之

为
＂

哨老
＂

的现象 ， 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包括中 国的东方社会
一

直都存在 。 凯达

（ Ｋａ ｉ ｄａＬ ｉ ｓａ 、 Ｍｏｙ ｓ ｅｒ ） 、 梅丽莎 （ Ｍｅ ｌ ｉ ｓ ｓａ Ｍｏｙ ｓｅｒ ） 、 斯泰达 （ Ｓ ｔ ｅ ｌ ｌ ａＹ ． Ｐａｒｋ ）

Ｈ位加拿大的学者研究加拿大老人养老居住意愿后发现 ， 加拿大的文化因素与经

济约束是影响加拿大老年人养老意愿的重要因素 。

１ Ｓ

昂格尔 （化ｇｅｒ ） 等学者专 口

做过对中 国亲子关系的研巧 ， 发现关于中国父母与子女同住的 问题上 ， 父母与子

女双方的需要都会影响到是否形成亲子共同居住 。 此外 ， 如果父母中有
一

位去世 ，

则其更愿意与子女同住 ， 因为丧偶的父母更需要与 白 己子女同居带来的帮助 。 与

西方传统的亲子关系不同 ， 在中 国稱父巧的地位高于子辈 。 他们还指 出 ， 年高 、

健康状况不好的父母更愿意与子女同住 。

２ ．２ 养老居住意愿的研巧

在我国养老体系中 ， 居 民的养老居住意愿是其中
一个部分 ， 不同的学科对居

住 （居民 ） 养老意愿研巧的角度不同 ， 建筑学科侧重与居民在选择养老居住房屋

类型时 的意愿 ， 而本文主要讲的是从社会学科的角度研巧和讨论居 民养老时选择

居住模式的意愿 ， 主要集中在化会学和人 口学对居民养老意愿的研巧 。 居民受到

传统养老观念和个人养老意愿的影响 ， 根据现状的评估 ， 最后再对 自 己未来的养

老状况进行预估 ， 会形成 自 己的养老意愿 。 本文的养老居住意愿 ， 主要涉及养老

的居住意愿 。 前人对养老居住意愿的研究己经有很多成果 。我国在之前的研究中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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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可 ｗ分为两类 ，

一

类是介于研究对象的居住地类型分类 ， 分为农村居民和城

市居 民的研巧 ， 很多采用 实证的方法对具体的人群进行 问卷或者访谈 ， 然后对其

养老意愿进行具体分析 。 第二类是区域范 围作为划分 ， 通过对具体城市地区 的研

究 ， 或者是 Ｗ全国为样本的宏观研究 。 本文将依托全国性的调查数据 ， 从样本整

体的视角 出发 ， 对全 国 中老年人做
一

个宏观研究 。 其它发面 ， 还有少部分学者对

国外发达 国家的养老居住研巧 ， 借此来谈国外经验对中 国 的启示 。

陆杰华 、 柳玉芝 、 白铭文Ｈ位学者从人 口 学角度 出发 ， 基于 ２００５ 年全国老

年人 口健康状况调查的数据 ， 分别 Ｗ北京 、 上海 、 重庆和天津这四座城市为例 ，

来研巧我国城市老年居 民对居住方式选择的意愿进行定量研巧 ， 他们发现 ：

＂

实

际居住方式 、 人 曰 因素 、 经济因素等对大城市老年人居住方式意愿有着显著的影

响 ， 健康因素则是通过经济特征对居住方式意愿发生作用 的 。

＂ ＂

他们通过 问卷的

数据发现 ：

＂

愿意和子女居住的老年人 口 比较多 ， 共 ９ ８ １ 人 ， 占总体的 ５８ ． ５ ３％ ：

但从数据上看到确实有
一

定 比例 的老年人 口希望独居 ， 不过还是希望子女能住在

附近 ， 占 ３０ ．３ ７％ 。

＂

１ ４说明这四个大城市大多数的老人养老居住意愿都希望与子

女居住 。 有意思的是 ， 与之 同时风笑天 、 龙书芹在 ２００４ 年给江苏省南京 、 扬州 、

泰州 、 镇江 四个城市的老年人做调查 问卷后显示 ，

＂

有 ２ ５ ．３％的人愿意和子女住

在
一

起 ， 而高达 ７ ４ ．７％人想和子女分开居住 。

＂

这说明被调查的 四个华东城市老

年人的养老居住意愿相 比传统的亲子居住模式有 了 很大的改变 ， 竟然 出现 了 高达

７４ ．７％的老年人愿意与子女分开居住 。 结合该地区分析 ， 在经济方面江苏属于我

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
一

Ｉ 城市老年人拥有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远远高于全 国平

均水平 。 从计划生育政策角度看 ， 江苏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最到位的地区 ， 特别

是城市 Ｉ 少子老龄化现象在这 四个城市又相对 明显 ， 再加之该地区城市医疗条件

好 、 受教育水平高等 因素 ， 都是产生这种 巨大思想转变的原 因 。 几乎 同
一

时间 ，

不 同城市 的老人养老意愿 出现 明 显差异 ， 从 ５ ８ ．５ ３％到 ２ ５ ．３％相差 ３ ３ ．２％
， 这说明

了 不 同地区城市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不 同 ， 东部地区南京 、 扬州 、 泰州 、 镇江 四座

城市 的老年人在养老居住意愿上 比北京 、 天津 、 上海 、 重庆四个大城市 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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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独立 ， 更偏好与不与子女居住 。 二者居住意愿的明显不同 ， 或者是因为只在区

域做的局部调査后的样本只能代表该区域 ， 不具备代表整体的状况 。 因此本文采

用的是
一

个全国性调查 ， 试图用更多更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描述全国的总体状况 。

宋宝安从化会学视野研究养老意愿问题 ， 经过对全国 １４ 个省级单位做了近

５０００ 份调查关于城乡老年人 口 的调查问卷分析发现 ，

＂

老年人 口 的家庭关系受

家庭地位 、 受教育水平 、 身体状况、 居住地域Ｗ及职业类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

而人 口特征 、 巧会地位和家庭状况等变量影响着老年人 口在共同生活模式 、 独 自

生活模式和福利院模式么间进行选择 。

＂ Ｉ Ｓ

他提出通过对养老意愿的研究有助于

我们把握我国养老居住的发展的规律 ， 养老意愿在养老制度设计中应该被给予重

视 ， 最后他提出
＂

老年人的养老意愿 ， 应该成为选择和确定社会养老制度的重要

依据 。

＂ １ ６

张丽萍基于中 国社会状况调查 （ ＣＳＳ ）２０口 年的数据 ， 分析我国城乡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与意愿后得出分析发现 ；

＂

老年人 口家庭规模 日益缩小 ， 老年

空巢家庭数量不仅在城市大幅提高 ， 农村的独居老人家庭比例也在持续上升 。 此

外 ， 婚姻状况、 教育程度 、 居住地类型 、 生活费来源等对养老的居住安甜有显著

影响 。

＂ ＂

她的研究客观验证了我国老年人空巢化的加剧 ， 并根据不同的影响因

素来对具体老年人不同居住状态下的居住意愿进行分析 。

此外建筑学科也对养老意愿有相关研巧 ， 主要集中在养老意愿对居住场所的

选择 ， Ｗ及根据其意愿与需求而对狂区和住宅进行设计 ， 比如年纪大的老年人更

希望选择楼层低的住宅 、 更愿意选择与子女共同居住 。 现代医学通过对老年人的

健康状况进行评估 ， 来研巧老年人不同健康状况时的养老居住选择 ， 身体健康状

况越差越偏向于选择与子女同住 ， 方便子女对其赡养和提供生活帮助 。 还有健

康状况也是影响老年人选择居住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 ， 健康状况包括身体状况和

也里状况 ， 也理健康水平低的老年人同时也更倾向于与子女居住来寻求也理健康

上的敬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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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老年居住状况研巧

与居住意愿不 同 ， 养老居住现状反映的是老年人居民养老的实际状况 。 我国

居 民养老的现状
一

直是社会 、 政府和学界关注的 问题 ， 社会正处于 巨大变迁中 ，

我们居 民 的养老居住状况也随着时代在变化 。 从传统的亲子 同居的家庭居住养

老 ， 慢慢 向亲子 同居 、 独居 、 养老院居住等多元化养老居住转变 。 越来越多 的老

年人告别传统或单
一

的养老居住模式 ， 选择离开孩子 自 行居住 ， 还有少部分进入

养老院 、 社区养老机构等地居住养老 。 其 中 ， 引 人关注的是 目 前老人离开孩子居

住的空巢现象 ， Ｗ及独生子女政策影响后 的少子老龄化现象 ， 这些现象对居 民的

养老居住带来 了 巨大的影响 。 我国学者在不 同的阶段对老年人的居住现状的关注

程度和研巧方法略有不 同 。 在早期的学者主要关注老年人所在的家庭 ， 如家庭结

构和传统的养老居住选择 ， 此后随着我国在二十
一

世纪进入老龄化社会后 ， 我国

社会老龄化 问题受到 了不同学科的更多关注 ， 其中人 日 学 、 社会学等学科都从不

同 角度研究和解读 了 该 问题 。

费孝通在 １ ９８２ 年与 巧８ ３ 年的两次国际会议上做 了关于 中 国家庭结构变动的

报告 ， 在报告 中谈到
＂

但是事实上在 中 国大家庭并不通行 。 Ｗ那个农村来说为数

甚少 ，
送又样解释呢 ？

＂

，

＂

全国平均的家庭人数只有 ４ 到 ６ 人 。 这就说明大家庭

不可能是普遍的模式 。

＂ Ｉ
＂

他在报告 中提 出 因为赡养传统和房屋资源有限等原因 ，

父母与子女共 同居住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居住模式 ，

＂

父系和从夫居是 旧 中 国

家庭的正规形式 。 我说它是正规形式是指这是社会公认为应当遵守 的方式 ， 不遵

守便会受到社会的非议
＂

。

＂

费孝通在报告 中也谈到 了
＂

空巢
＂

， 不过他提的概

念与 如今的概念有所不同 。 他提 出
＂

在 中 国流行着
一

种对西方家庭里亲子关系 的

看法 ， 并用
＇

空巢
’

两个字形容它的模式 。 她们认为在西方现代社会里父母对子

女有抚育 的义务 ， 而子女对父母却没有赡养的义务 。

＂ ２ °

他把西方重视夫妻关系胜

过亲子关系传统 、 子女长大后离开父母的这种家庭模式称为
＂

空巢
＂

。 同时指 出 ，

新 中 国成立＾十年后 ， 封建制度被打破 ， ＾及 １ ９ ７ ８ 年＾
＾一

届Ｈ中全会后小家庭

１

８费孝 通 ． 论

中

国 家 庭 结构的变动［Ｊ
］
．

天

津 社会科学，１
９

８ ２（３
）
：

２
－ ６

． １９

孝

通

．论中 国 家 庭 庭 结构的变 动 ［

Ｊ］
．

天
津

社会科 学 ，１９
８

２ （３）
：
２

－
６ ． ２ ０费孝

通．家 庭 结构变动中的 老 年 赡养问题 ——再论中 国 家 庭结构的 变动［
Ｊ
］

．

北 京 人 学 学报（ 哲
学社会 科学版

）
， １

９ ８３，
 Ｖｏｌ ． ２ ０ （

３
）

１ ６



不断增多 ， 家庭的类型也在向多元化发展 。 其实后来全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巧改

革开放国策让我国 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 家庭的原子化趋势势不可

当 ， 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城市 ， 越来越多的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 。 在农村地区 ， 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 ， 让农村的经济有了很大转变 ， 解放了小家庭劳动生产

率 ， 同时经济的快速改善使得农民有了更强的建房能力 ， 房屋的增加也给农村家

庭分家提供了物质基础 。

穆光宗在 ２０００ 年根据 １９９４ 年我国人 口变动抽样调查 ， 对传统养老方式和当

时养老方式对比研巧后发现 ， 我国老年人养老 问题的关键在于其养老资源的提供

者 。 他先总结养老模式有Ｈ种
＂

人类只存在Ｈ种基本的养老方式或者说模式 ， 即

家庭养老 、 社会养老和 自我养老 。

＂ ＂

然后根据发达国家老龄化的经验和我国社

会的变迁 ， 提出我国老年人的养老资源提供者正在从家庭转向化会 ， 家庭养老内

容和形式的分离 ， 主要表现是越来越多的城市老年人拥有养老金 ， 自我独居的经

济保障在增加 ， 反过来带来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 最后的结果是 ， 我国老年人

的养老
＂

在城市 ，

＇

居家养老＋社区服务
＇

的模式在被更多的城市老年人接受 ， 而

在农村 ， 自我养老的 比例则有上升的庭势
＂ ２２

， 说明我国养老居住的趋势正在 由

传统的家庭居民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 。

郭志刚通过对 １ ９８２ 年至 ２００５ 年的人 口普查结果分析后发现
＂

生活在
＇

空巢
＇

家庭的老年人 口 比例増长迅速 ， 表明家庭分化水平正在提高 。 近年城乡隔代户人

口 比例增加显著 ， 农村的情况尤其突 出 ， 反映了农村大量住户 只剩老人与少儿留

守的情况 。

＂ ２３

这个研究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Ｗ后 ， 家庭结构的变化 ， 越来越多

的年轻子女离开父母 ， 老年人独居的造势明显 ， 且很多老年人还担负着照料孙子

的情况 。 特别是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人 口普查数据 ， 客观说明 了我国家庭户籍结

构的变化 ， 反映老年人与子女分居的趋势 。 而城市的家庭结构变化更为明显 ， 城

市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城市家庭的少子化 ， 再加上改革开放、 高考恢复 、 户

籍管理放宽的原因 ， 极大的加速了城市居民的流动 ， 子女外出就业 、 入伍 、 工作

都会导致家庭居住模式的改变 ， 同时根据 ２００ ５ 年的人 口抽样调查显示 ， 城乡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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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户人 口 中 的隔代户越来越多 ， 形成很多老年少儿共同居住现象 。 而农村地区 由

于很高比例的青壮年外出打工 ， 剩下老年人和留守儿童 ， 使农村老人独居养老的

人数不断增多 ， 形成农村的
＂

空巢
＂

家庭 ， 出现大量隔代居住状况 ， 与此同时农

村老年人很多还需要照顾留守的孙辈儿童 ， 加重了他们的养老负担 。

王跃生在 ２０ １ ４ 年使用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６ 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分析发现
＂

２０ １ ０ 年

中 国 化 岁及 Ｗ上老年人在直系家庭生活的 比例第
一

次降至 ５０％Ｗ下 ， 表明老年人

与 己婚子女 同居共 同生活 己不 占 多数 ， 但城乡 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存在差异 。

我 国老年人养老居住呈现传统型与现代型相互交织的状况 ， 王跃生发现 ２０ １ ０ 年

与 ２ ０００ 年的数据相 比 ， 我国老年人独居人数和 比例 明显増加 ， 城市 比农村严重 ，

而且 ８０ 岁 Ｗ上的高龄老人独居 比例也在上升 ， 老年人的居住类型进入
一

个 明显

的转型期 。 最后他指 出我国老年人居住模式受到年龄 、 性别等因素的影响 ， 特别

是老年人的婚姻巧况对其居住模式有显著的影响 。

近十年针对我国居民状况的调查 ， 除了传统的人 口普查和人 口抽样调查外 ，

我国相继开展 了全国性的狂会调查 ， 如 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 （ ＣＧＳＳ ） 、 中 国健康与

养老追踪调查 （ ＣＨＡ化Ｓ ） 、 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巧 和 中 国 家庭追踪调查 （ ＣＦＰＳ ）

等 ， 为学者研究我国老年人居住现状和养老居住意愿提供 了 大量的客观数据 ， 针

对老年人养老居住的相关研充快速増加 。 唐天源与余佳通过对 ２ ０ １ ２ 年中 国家庭

追踪调查数据做定量方法处理 ， 用空间 、 社会学与人 日学的维度分析 ， 发现
＂ ’

只

与配偶 同住
’

是我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 ， 未与子女 同住老年人与其子女的

空间距离存在城 乡 差异 ， 与年龄增长相对应的丧偶概率的提高是影响老年人居住

安排 的重要 因素 ， 与 儿子 同住的老年人 比例远高于与 女儿 同住的 比例 ， 老年 人受

教育程度与居住安排存在相关性 。

＂＂

许琪用 ２０ １ ０ 年中 国 家庭动态跟踪调 查 （
ＣＦＰＳ ）

初访数据对子女需求对城市家庭居住方式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发现
＂

子女需求是

导致年轻夫妇与父母同住的重要原 因
＂ ２６

， 特别是城市子女对父母在经济方面需

要父母提供帮助 ， 同时还有很多子女需要父母帮助其照顾小孩 ， 这些因素导致 了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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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很多子女需要同父母居住 ， 为其提供生活帮助 。 江克忠等学者则根据对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査 （ＣＨＡＲＬ巧和 中 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 （ ＣＬＨＬＳ ） 做定量分

析后 ， 研究亲子居住模式对老年人家庭福利水平的影响与也理健康的影响 ， 发现

＂

传统上的
＂

亲子共同居住并未明显改善老年家庭的福利水平
＂ ＂ ＂

亲子共同居住

显著改善了老年人的也理健康状况 。

＂ ２８

在研究中 ， 还发现了我国传统的
＂

儿子

偏好
＂

、

＂

多子多福
＂

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正在改变 ， 社会医疗水平的保障 、 老

人退休后养老金的保障 ， 使得老年人们对养老居住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 不同地

区 、 不同经济能力 、 不同年龄的老年人间的养老居住现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

２ ． ４研究反思

在养老问题逐渐成为热 口研究话题后 ， 不 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 的维度对养老

居住 问题进行过研巧 ， 无论是早期的学者根据传统文化观念和 自身体会的定性研

巧 ， 还是 ２０００ 年之后 出现大量的依据调查数据的定量研究 ， 在这个问题上几代

学者都付出 了很多努力 ， 试图通过养老的居住意愿和老人居住的现状 ， 还原我国

传统养老居住的真实状况 ， 并分析了产生的机制和对未来趋势给出预测 。 不过可

惜的是 ， 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养老意愿或者老人居住选择分开研巧 ， 且主要把焦点

放在城市老年人或农村老年人单
一

的角度上 ， 或者是集中在某个城市或区域的研

巧 ， 这样的研究具有单
一

性和准确化 有时却缺少 了整体性 。 因此本文想通过全

国性的调查数据 ， 对我国老年人居住意愿与居住现状做
一

个整体性的研巧 ，

一

来

可Ｗ补充相关的研究 ，
二来换

一

个宏观的角度看待该问题 ， 利用抽样调査数据对

全国性的整体状况进行估计 ， 最后还给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与现状的偏差提出狂会

工作的建议 。

对前人的研巧 ， 有几个观点值得提出来讨论和反思 。 首先 ， 关于传统养老观

念对现今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的影响 ， 只用传统的儒家孝道思想和农业社会的家

庭养老模式已经不能解释我国越来越多的老人独居的现状 ， 老年人的空巢现象不

仅发生在我国 ， 经济更发达的西方社会和 同样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 日本 ， 都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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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ＣＨＡ ＲＬ Ｓ数据的证据


［

Ｊ
］ ．劳动经济研 究， ２ ０１ ４

（２）

：

２ ８
江克忠 ， 陈友华．亲子共 同居住可以改善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吗？ ——基 于Ｃ ＬＨＬＳ数 据

的
证

据 ［ Ｊ ］． 人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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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６，３８（６）

１ ９



过或还在持续社会原子化的过程。 社会经济 、 医疗越发达 ， 给老年人提供了更多

的生活选择 ， 有了独立居住的能为 ， 使很多老年人主动离开 自 己的儿女 ，

一

方面

是化会更加细化的分工 ， 使得人们可Ｗ照顾 自 己 ， 对家庭的依赖大大减低 。 中 国

正在经历这个历程 ， 过去Ｈ十多年经济的髙速増长 ， 使得不少城市的老年人变得

宮裕 ， 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拥有养老保险的制度保睹 ，

＂

养儿防老
＂

的功能在

逐渐减弱 ，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八十年代后生育孩子的家庭少子化 ， 少子化

的同时我国的人 口流动在加速 ， 而这
一

带独生子女的父母也在逐渐老去 。 通过知

网的査找 ， 国 内暂时还没有我国针对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与现状对比研巧 。

么 Ｓ本章小结

本文的文献回顾主要有Ｈ个主要部分 ： 首先 ， 梳理 了居民养老的国 内外研究 。

其次 ， 整理了我国 目前养老意愿的研究和我国居民养老居住现状的Ｗ巧 。 ；％后 ，

表述笔者对前人研巧的反思 。

本研巧希望针对我国 目 前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与现状 ，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

利用 中 国键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０ １ ３ 年调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然后对

假设进行检验 ， 并且提出 自 己的理解 ， 本研巧的创新性在于通过全国性的调查数

据来研巧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与居住现状二者的偏差 。
’

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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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３ ． １ 该也概念巧析

本研究讨论的两个核也巧念
＂

居住意愿
＂

、

＂

居住现状
＂

， 目 前还没有统
一

的定义 ， 本文会根据本研巧要表达的主 旨 ， 来简单定义
－

下本文核也词的意思 。

（ １ ） 老年人居住患愿

＂

居住意愿
＂

目 前还没有确切的定义 ， 如果将词语分开 ， 字典中
＂

居住
＂

指

较长时期住在某地或较长期的住在
一

起 ，

＂

恵愿
＂

指也應或愿望 ，

＂

居住意愿
＂

（

＂

Ｌ ｉｖ ｉ 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 ｔ ｓ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
＂

） 指的是人对选择驻扎某地的 内 ＇巳、倾

向 。 与
＂

居住意應
＂

相近的词语有
＂

居住偏好
＂

， 在 中 国链康与养老追踪调査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０ １ ３ 年的 问卷中 出现主要类似概念是
＂

居住安排偏好
＂

， 其实大意与

居住意愿相类似。 为了更好的与前人的研究联系 ， 本文也裕居住偏好用
＂

居住意

愿
＂

代之 。 另外 ， 龙书芹 ， 风笑天对相类似的概念作了 自 己的解释
＂

养老意愿是

指人们对养老这个行为所持有的看法及态度
＂ Ｗ

。 本研巧的养老意愿 ， 主要是根

据 ２０ １ ３ 年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 问卷中的 问题
＂

ＣＧ００ １
＿

Ｗ２ 假定
一

个老年人有配

偶和成年子女 ， 而且与子女关系融洽 ， 您觉得怎么样的居住安排对他最好？
＂

与

＂

ＣＧ００２
＿

Ｗ２ 假定
一

个老年人没有配偶 ， 但是有成年子女 ， 而且与子女关系融洽 ，

您觉巧怎么样的居住安排对他最好 ？
＂

， 将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作为研巧被调査者

的养老居住意思的依据 。 本文根据研巧的主 旨将
＂

居住念愿
＂

定义为 ： 居民对居

住模式选择的 内也倾向 。 这里再强调
一

下 ， 是否子女 己经经济独立或者经济不独

立 ， 只要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居住的模式 ， 在本研巧中都视为该户是亲子共同居

住 。

（ ２ ） 老年人居住现状

调査问卷中居民当前的居住模式是本研巧鉴定老年人居住现状的依据 。 关于

养老居住模式的分类 目 前还没有统
一

的分类 ， 联合国的分类是将老年人的居住现

状根据是否与他人居住分为五类 ：

＂

独居 、 仅与配偶居住 、 与子女同居 、 与其他

２

８龙书 芹 ，风笑 天 ．城市居民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
素——对江 苏四城市老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 析［ Ｊ ］ ．南

京社会科 学
，２００ ７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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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同居 Ｗ及与不相关的人同居 。

＂ ｗ

风笑天在研巧独生子女与父母居住关系时 ，

将父母与子女的居住模式分为 ：

＂

已婚独生子女的父母的居住方式只有两种 ， 即

单独居住 Ｗ及与子女小家居住 。 还有更简明 的分类 ， 如江克忠等
＂

将亲子居

住模式界定为共同居住 ； 如果子女的居住位置是其他状况 ， 则将亲子居住模式界

定为独立居住 。

＂ ３２

本文将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０ １ ３ 年问卷中老人与子女居住的

状况
＂

ＣＢ０５３ 目 前 ， ［孩子姓名 ］ 在哪里常住 ？
＂

的 问题提炼 ， 把子女是否与父

母
一

起在家居住的家庭居住情况分为两种养老居住模式 ： 第
一

种与子女居住进行

养老 ； 第二种不与子女居住进行养老 ， 其中包括 自 己或与巧偶独居养老 ， 或在养

老院进行养老 。 然后根据此分类 ， 生产新的变量
＂

老年人居住情况 （ ｌ ｉｖｅ
＿

ｍｏｄｅ ）

＂

，

数据为老人与子女的居住的模式 （ ０
＝共同居住 ， １

＝独居 ） 。

３ ．２ 研巧假设

本研巧的假设基于对我国传统养老观点和现实老年人养老情况的了解 ， 讨论

和验证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与养老居住现状二者的关系 ， 及导致二者偏差的

原因 。 基于文献回归与发现的问题 ， 提出 Ｗ下Ｈ个假设 ：

（ １ ） 假设
一

： 我国老年人希望与子女共同居住养老的 比例远高于老年人实际

与子女共同居住养老的 比例 。 我国老年人城乡 的差异影响养老居住的偏好 ， 农村

居民相 比城市居民更愿意与子女共同居住养老 。

假设依据 ： 中 国传统的孝文化和核也思想中有
＂

养老送终
＂

的观念 ， 而我国

传统家庭都会践行这个观念 ， 当时时代的变迁影响着家庭居住的现实情况 ， 特别

是现代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已经发生改变 ， 而城市老年人的观念变化要大于农村

老年人 。 不只是思想层面 ， 在物质基础层面 ， 由于城市老年人拥有更多的住房选

择和养老保障 ， 城市的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程度要低于农村老年人 。

（ ２ ） 假设二 ： 是否有医疗保险 ， 会影响我国老人养老居住意愿与现状偏差 ，

有医疗保险保障的老年人的居住意愿更容易被满足 。

３

０任 强，唐 启 明．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与情感健康 研 究［ Ｊ］． 中

国人 口 科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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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依据 ： 现实情况表明 ， 城市老年人医疗保险拥有的人数比例远远高于农村

老年人 ， 医疗保险可 Ｗ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障 ， 是否拥有这个保险 ， 可能很大程

度决定 了老年人的安全感和医疗保障 ， 所 Ｗ会影响其养老居住的意愿和选择居住

模式的情况 。

（ ３ ） 假设Ｈ ： 我 国老年人健康水平的高低 ， 是影响老年人居住意愿被满足的

重要因素 。 健康状况越差 ， 老年人更希望能与子女居住 ， 且居住意愿容易被满足 。

假设依据 ： 基于常识判断 ， 健康水平可能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能力 ， 健康好

的老年人可能独居的 比例要更高 ， 健康水平低的老年人可能更需要子女的照料 ，

所Ｗ更可能与子女居住 。

（ ４ ） 研巧假设的检验路径 ：

Ｗ下将对本文的研究路径进行概括 ， 并 由表格简要说明 。 首先 ， 明确研究的

目 的 ， 试图通过数据分析来找到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与养老居住现状二者的

关系 ， Ｗ及二者的矛盾之处
一
一

偏差 。 其次是具体研究操作 ， 先将研巧对象进行

提炼 ， 使得本研巧实现可操作化 ， 具体的工作就是整理数据 ， 找到和生成需要的

变量 。 然后 ， 通过 Ｓ ｔ ａ ｔａ１ ２ 砍件用 定量分析的方法将本研究的 因变量与 自变量

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 。 最后 ， 解释分析的结果 ， 通过 自 变量分析的显著性来对假

设进行检验和分析 。 见表 １

表 １ 研巧假设的检验路径

研充层次因变量 自 变量

户籍 、 年龄 、 性别 、 婚姻 居 民养老偏好 （ ２ 类 ）

操作化层次状况 、 自评健康状况 ， 是 老年人居住情况

否拥有医疗保险 、 是否拥 是否满足居住意愿

有养老保险 、 先对收入水

平 、 教育水平 、 民族等

２ ３



直接分析层次假设
一

： 我国老年人希望与子女共同居住养老的 比

例远高于实际与子女共同居住养老的 比例 。 我国老

年人城乡 的差异影响养老居住的偏好 ， 农村居民相

比城市居民更愿意与子女共同居住养老 。

分析方法整理数据 ， 再统计描述分析

间接分层次假设二 ： 是否有医疗保险 ， 会影响我国老人养老居

住意愿与现状偏差 ， 有医疗保险保障的老年人的居

住意愿更容易被满足 。

假设兰 ： 我国老年人健康水平的高低 ， 是影响老年

人居住意愿被满足的重要因素 。 健康状况越差 ， 老

年人更希望能与子女居住 ， 且居住意愿容易被满足 。

分析方法整理数据 、 生成巧关的变量、 回归分析

３ ．３ 研巧方法

３ ．３ ． １

本研巧将借助 ２０ １ ３ 年的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 ） 数据 ， 中 国健康

与养老追踪调查 （ Ｃｈ ｉｎａＨｅａｌ ｔｈａｎｄＲｅ ｔ ｉｒｅｍｅｎｔＬｏｎｇ ｉ

＾

ｔｕｄ ｉ ｎａ ｌ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ＡＲＬＳ ）

是
＂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巧院主持 、 北京大学中 国化会科学调查中也与北京大

学团委共同执行的大型跨学科调查项 目 ， 该项 目 旨在收集
一

套代表中 国 ４５ 岁及

Ｗ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 ， 用 Ｗ分析我国人 口老龄化问题 ， 推

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 ， 为制定和完善我国相关政策提供更加科学的基础 。

＂

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在北京大学的牵头下 ， 该调查的全国基线调查于 ２０ １ １

年开展 ， 每两年追踪
一

次 ， 调查结束
一

年后 ， 数据对学术界免费公开 。 关于数据

的可靠性 ， 该项 目 曾于 ２０ １ １ 年 、 ２０ １ ３ 年和 ２０ １ ４ 年 （

＂

中 国 中老年生命历稻调

查
＂

专项 ） 分别在全国 ２８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 的 １ ５０ 个县 、 ４５０ 个社区 （村 ）

开展调查访 问 ， 至 ２０ １ ５ 年全国追访时 ， 其样本已覆盖总计 １ ． ２４ 万户家庭中 的

２ ．３ 万名受访者 。 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问卷内容包括 ： 我国 中老年人的基本

信息 ， 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 ， 健康状况 ， 体格测量 ， 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 ，

２４



工作 、 退体和养老金、 收入、 消费 、 资产 ， ｗ及社区基本情况等 。 中 国健康与养

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 ） 的访问应答率和数据质量在世界同类项 目 中位居前列 ， 数据

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认可 。其数据样本覆盖面广 ， 具有代表性与权威性 ，

该样本质量合格 ， 可Ｗ作为本论文的合理依据 。

为什么没有选择其它数据库 ， 主要基于下列凡点考虑 。 首先 ， 关于我国老年

人养老的数据有很多 ， 比如全国老年人 口键康状况调査项 目 （ ＣＬＨＬＣ ） 、 中国综

合社会调査 （ ＣＧＳＳ ） 、 中 国家庭追踪调査 （ＣＦＰＳ ）等调査都涉及到老年人和养老问

题 ， 但同时涉及养老偏好与子女居住情况的问卷 ， 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査

（ＣＨＡＲＬＳ ） 是同时能满足两个需求的 。 其次 ， 很多数据过于陈 旧 ， 无法满足 目前我

国老年人的现状 ， 而 ２０口 年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査在时间上离现在很近 ， 该

数据在 ２０巧 年发布 ， 可 定程度反应近期我国老年人实际情况 。 此外 ， 中 国

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谢ＡＲＬＳ ）是
一

个全国性的调査 ， 样本容量大 ， 所化 问卷具有

全国整体的代表性 。 最后 ， 问卷数据完善 ， 方便申请下载 ， 做研巧时的可操作性

较强 。 基于 Ｗ上几点 ， 通过本人向北京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调查中也 申请后获得官

方的数据结果 ， 采用 了２０ １ ３ 年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査的数据 （
ＣＨＡＲＬＳ ）作为本

研巧的数据基础 。

关于本研究为什么选择 ２０ １ ３ 年的数据 。 因为截至论文完成之前弈 国健康与

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巧 公布的数据最新的为 ２０ １ ４ 年与 ２０ １ ３ 年 ， 而 ２０ １ ４ 年为
＂

中

国中老年生命历程调査
＂

专项调査 ，
２０ １ ４ 年调査问卷的问题与本论文研巧问题

无关 ， 所 Ｗ２０ １ ３ 年的调査数据是 目 前最符合本研巧与最新公布的可用数据 。 本

研究选取 ２０ １ ３ 年的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査 （ＣＨＡＲＬＳ ） 数据 ， 该数据首次发布 了

基于家庭信息构建的父母 ， 子女 １＾１＆其他家户成员的数据 。 选取该调査问卷中设

评本论文研巧的两个核也问题 ， 将问卷中的 ＣＧ００ １
＿

Ｗ２ （假定
一

个老人有配偶和成

年子女 ， 而且与子女关系融洽 ， 您觉得怎么样的居住安排对他最好 ？
） 与老年人

居住的模式 （ 是否与子女共 同居住 ） 作为定量研巧的切入点 ， 根据 ２０ １ ３ 年中 国

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査的 １ ０８０３ 份问卷作为样本 ， 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我国 的养

老居住意愿与现状就行研巧和对比 。

３ ．３ ． ２ 数据处理

２５



数据整理在定量研究中是
一

个重要的环节 。

首先 ， 本研究先根据研巧的对象 ， 对 ２０ １ ３ 年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査数据

进行筛选 ， 原数据样本有 １ ８６０５ 个 ， 因为该调查中有的家庭同时被调查了家庭中

的两位成员 ， 问卷有被调查者为其它家庭成员代答的情况 。 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

性和客观性 ， 本研究只选取每
一

户 ， 且为每
一

个家庭调查中 的首位成员或唯
一

的

家庭成员 ， 通过调查问卷中的家庭编号 （ ｈｏｕ ｓ ｅｈｏ ｌ扣Ｄ ） 对其进斤筛选 ， 毎
一

户

家庭只保留
一

人 ， 最后筛选后的样本总量为 １ ０７８７ 个 。 其次 ， 在根据年龄进行筛

选 ， 剔除 ６０ 岁 Ｗ下的非老年人样本 ５ １ ３６ 个和没有年龄显示的样本 ９ 个 ， 显示

６０ 岁 Ｗ上的老年人样本数为 ５４６９ 个 。 最后再将居住意愿满足情况的数据 ， 与挑

选的 １ １ 个因变量进行匹配 ， 剔除样本中因变量有缺失值 １ ８７６ 个 ， 最后剩下 ３５９３

个样本 。

本研究涉及的部分变量 ， 由 问卷直接给出 。 如老年人的
＂

居住意愿
＂

送个变

量是直接选择问卷中居住安排偏好 ：

（ １ ） 假设有配偶时 （ ＣＧ００ １
＿

Ｗ２ ） ：

假定
一

个老年人有配偶和成年子女 ， 而且与子女关系融洽 ， 您觉得怎么样的居住

安排对他最好？

１ ． 与成年子女
一

起住

２ ． 不与子女
一

起住 ， 但是跟子女住在同
一

个村／社区

３ ． 不与子女
一

起住 ， 也不跟子女住在同
一

个村／社区

４ ． 住养老院

５ ． 其他

整理后 ， 将 ２ 、 ３ 、 ４ 、 ５ 四项合并为
＂

０ ． 不与子女居住
＂

（ ２ ） 假设没配偶时 （ ＣＧ００２
＿

Ｗ２ ） ：

假定
一

个老年人没有配偶和成年子女 ， 而且与子女关系融洽 ， 您觉得怎么样的居

住安排对他最好？
？

１ ． 与成年子女
一

起住

２ ． 不与子女
一

起住 ， 但是跟子女住在同
一

个村／社区

３ ． 不与子女
一

起住 ， 也不跟子女住在同
一

个村／社区

２６



４ ． 住养老院

５ ． 其他

其次 ， 本研巧的多个变量并非问卷中直接给 出 的数据 ， 而是根据 问卷中 已有

的 问题 ， 通过逻辑转换后得到的新的变量 。 本文的 自变量
＂

老年人的居住情况
＂

（ ｌ ｉ ｖ ｅ ｍｏｄｅ ） 其中 ０
＝共同居住 ， １

＝独居 。 是根据 问卷中 的 问题 ：

目 前 ， ［孩子姓名 ］ 在哪里常住 ？

１ ． 这个家里且经济上不独立

２ ． 这个家里 ， 但是经济上独立

３ ． 与您 同
一

个院子 （ 公寓 ） 或者相邻的院子 （ 公寓 ）

４ ． 您的常住地
一一所在村／社区 的其他房子里

５ ． 您的常住地所在县／市 ／区 的其他村／社区


村 ／社区 化Ｂ０ ５ ３Ｊ ） ， 离这里有

多远 ：



（ＣＢ０ ５ ３
＿

２） 公里

氏 其它 ：


（ＣＢ０ ５ ３ ３） 省
—

市 县／市／区 ，



（战０ ５ ３ ４） 村 ／社 区
＂

在逻辑上可 Ｗ判断出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居住 ， 如果老年人选择 １ 或者 ２ 选项时说

明老年人与子女共 同居住 ， 选择其它选项则是不与子女共 同居住 。 老年人是否与

子女居住 ， 无论选择
＂

１ ． 这个家里且经济上不独立
＂

还是
＂

２ ． 这个家里 ， 但是经

济上独立都算作与子女居住
＂

选项 ， 都是老年人与子女共 同居住 。 生成
＂

老年人

的居住情况
＂

（ ｌ ｉ ｖ ｅｊｎｏ ｄ ｅ ） 其中 ０
＝共 同居住 ， １

＝独居 。

对于是 否满足居住偏好是 由居 民
＂

养老偏好变量
＂

（ 假设有配偶 ＣＧ００ １ Ｗ２ 、 假

设没配偶 ＣＧ００２ＪＶ２ ） 与变量
＂

老年人的居住情况
＂

现实 中老年人的居住情况进

行匹配 ， 先匹配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居住 ， 再匹配老年人现阶段是否有配偶根据 问

题 郎００ １ 您 目 前的婚姻状态 ？

１ ． 己婚与配偶
一

同居住

２ ． 己婚 ， 但因为王作等原因暂时没有跟配偶在
一

起居住

３ ． 分居 （ 不再作为配偶共同生活 ）

４ ． 离异

５ ． 丧偶

６ ． 从未结婚

２７



７ ． 同居 ，

将
＂

配偶情况
＂

与
＂

居住意愿
＂

、

＂

老年人的居住情况
＂

中 的两种情况进行

匹配 ， 如果老年人现实中有配偶在假设有配偶 ＣＧ００ １
＿

Ｗ２ 选项的养老意愿与老年

人的居住情况匹配相
一

致 ， 则说明养老意愿被满足 。 反之 ， 如果老年人现实中有

配偶在假设有配偶 ＣＧ００ １
＿

Ｗ２ 选项的养老意愿与老年人的居住情况匹配相
一

致 ，

则说明养老意愿不被满足 。 根据两种满足与不满足的情况 ， 生成新的变量
＂

居住

意愿是否得到满足
＂

（ ｍａｔｃｈ ） ， 其中 １
＝ 是 ， ０

＝否 。 在此要说明
一

个逻辑问题 ，

最后 ， 总结主要的因变量与 自变量。

因变量 ： 居民养老偏好 （假设有配偶 、 假设没配偶 ） 、 老年人居住情况、 居住意

愿是否得到满足

自变量 ： 户籍 、 居住地类型 、 年龄、 性别 、 民族、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 医疗保

险 、 养老保险 、 教育水平 ， 所在地区 （东部 、 中部 、 西部 ） 、 生活 自理能力

３ ．３ ．３ 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巧针对研巧的 目 的和数据类型 ， 将采用两种方法来进行定量分析 。 分别

是统计描述法和二元 Ｌｏｇｉ ｓ ｔ ｉ ｃ 回归分析 。

（ １ ） 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研巧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去搜集、 整理 、分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数据 ，

并通过统计所特有的统计指标和指标体系 ， 表明所研巧对象的规模 、 变化 ， 水平 、

比例 Ｋｉｌ反映特定范围 中发展规律在
一

定时间 、 地点 、 条件下的作用 ， 描述对象数

量之间的关系和变动规律 。

结合本文研巧的 内容我国老年人居住意愿与现状 ， Ｗ及户籍 、 性别和年龄等

变量 ， 通过 Ｓ ｔａ化 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整理 、 分析 ， 并对数据的分布状态 、 数字

特征和随机变量之间关的系进行估计和描述 。

（ ２ ） 二项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 ｃ回归分析 （ Ｂ ｉｎａｒｙ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 ｃＲｅｇ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

二项 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 ｃ 线性回归的因变量都是连续型变量 ， 若因变量是分类变量 （例

如 ： 老年人 自评健康状况对居住意愿是否满足的影响 ； 您觉得您的健康状况怎么

样 ？ （ １ 极好 ， ２ 很化 ３ 好 ， ４

一

般 ，
５ 还是不好 ） ， 就需要用 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 ｃ 回归 。

泌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 ｃ 回归分析可Ｗ从统计念义上估计出在其它 自变里固定不变的情况下 ，

每个 自变量对因变量取某个值的概率的数值影响大小 。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 ｃ 回归模型有
＂

条件
＂

与
＂

非条件
＂

之分 ， 前者适用于单
一

对象的

分析 ， 后者适用对照研巧成组资料的分析 。

对于二分类因变量 ， 尸 １ 表示事件发生 ； ｙ
＝〇 表示事件不发生 。 事件发生的

条件概率 Ｐ ｛ ｙ
＝

ｌ Ｉｘ ｉ
｝ 与 ｘ ｉ 之间是非线性关系 ， 通常是单调的 ， 即随着 ｘ ｉ 的

増加／减少 ， Ｐ
｛ｙ

＝
ｌ Ｉｘ ｉ｝ 也増加／减少 。

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 ｃ函数Ｆ （ｘ ）
二

；３＾ ，

１牛ｅ
＊＊

记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 Ｐ ｛ 尸 １ Ｉ

义， ｝
＝

Ａ ， 则

＿—１

Ｐｉ
￣＝

１一
＋阳

记事件不发生的条件概率为

１

—

化
＝

则在条件 ＊下 ， 事件发生概率与事件不发生概率之比为

＿￡１＿＝６
。＋私

称为事件的发生比 ， 简记为 Ｏｄｄ ｓ ． 对 Ｏｄｄ ｓ 取 自然对数得到

上式左边 （对数发生比 ） 记为 Ｌｏｇ ｉ ｔ （ｙ ） ， 称为 ｙ 的 Ｌｏｇ ｉ ｔ 变换 。 可

见变换之后的 １＾〇６ １ １ ； （乂 ） 就可抖用线性回归 ， 计算出 回归系数 ａ 和 Ｐ 值 。

若分类因变量 ７与多个 自变量 ； 有关 ， 则变换后 Ｌｏｇ ｉ ｔ （ ｙ ） 可由多元

线性回归 ：

ｌｏｇｉｔ
（／３）

＝ 虹
（

一＾）

＝
ａ ＋

Ａｘ
，
＋ 

…

Ａｘ
＊

３ ． ４采用的棋型

根据本研巧要的 问题 ， 我国老年人居住意愿与居住现状是否得到满足 ， Ｗ及

假设对其产生影响因素的分类 ， 我们建立Ｗ下模型 ：

巧



ｙｉ
＝ａ＋０ Ｘ＋Ｐ ｉ

其中 ， 如果被访的老年人居住意愿与居住现状得到满足 ， 则 ｙＦ１
； 如果被

访的老年人居住意愿与居住现状没有满足 ， 则 ｙ ｉ

＝〇 。 向量 Ｘ 包括被访的老年人

的特征变量。 其中 ， 受访者的特征变量包括 ： 年龄 、 性别 、 户 口类别 、 出生地、

婚姻状况、 民族 、 自评健康状况 ， 医疗保险 、 养老保险 、 教育水平

３ ．５ 本章小结

本章具体交代了本研究的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研究框架从界定两个核也概念

＂

老年人居住意愿
＂

和
＂

老年人居住现状
＂

入手 ， 然后具体研巧主 旨提出兰个研

究假设 ， 然后梳理研究路径 。 最后部分 ， 说明本研巧的研巧方法 ， 本研巧的定量

研究方法有两个 ： 描述性统计与二项 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 ｃ 回归分析 ， 同时说明 了数据来源

和进行变量处理 ， 说明本研究的因变量与 自变量和采用的模型 。

３ ０



第 ４ 章 数据分析及其结果

４． １ 养老居住现状、 巧好及其比较分析

根据之前整理好的数据 ， 使用 Ｓ化化 软件 １ ２ 版对相关数据做搪述性统计 。

关于我国老年人的居住意愿见表 ３
， 关于我国农村户 口老年人的居住意愿见表 ４ ，

关于我国城市户 曰老年人的居住意愿见表 ５ ， 关于我国老年人的居住现状见表 ６ ，

用我国老年人居住意愿与老人是居住现状进行匹配 ， 得到老年人居住意愿是否得

到满足情况见表 ７ 。

表 ３ 我国老年人的居住意愿

变量选项假设有配偶时的居住 假设没有配偶财的居住

意愿意愿

频率频数频率频数

１ ． 与成年子女
一

起住 ５４ ．９８％２
，７巧 人６６ ．９３％３

，
３４２ 人

２ ． 不与子女
一

起住 ， 但是跟子３ ５ ．６６％ １
，
７８７ 人２ ３ ． ７３％ １

，
１ ８５ 人

女住在同
一

个村／社区

３ ． 不与子女
一

起住 ， 也不跟子
５ ． ７ ３％２８ ７ 人３ ． ６７％ １ ８３ 人

女住在同
－■

个村／社区


４ ． 住养老院 ２ ． ２０％ １ １ ０ 人３ ． ９７％ １ ９８ 人

５ ． 其它 １ ． ４４％７２人 １ ． ７０％８ ５人

总和 １ ００％ ５０ １ １人１ ００％４９９３人

３ １



表 ４ 我国农村户 口老年人的居住意愿

变量选项假设有配偶时的居住 假设没有配偶时的居住

意愿意愿

频率 Ｉ

频数频率 频数

１ ． 与成年子女
一

起住 ６０ ．５ １％２
，
２６０ 人７ １ ． ００％２

，
６４４ 人

２ ． 不与子女
一

起住 ３化 ４９％１
，
４７５ 人２９ ．００％１

，
０８０ 人

总和 １ ００％ ３ ７巧 人１ ００％ ３
，
７２４ 人

表 ５ 我国城镇户 口老年人的居住意愿

变量选项假设有配偶时的居住 假设没有配偶时的居住

意愿意愿

频率 频数频率频数

１ ． 与成年子女
一

起住％ ．７７％４９０ 人５５ ． ０ １％６９２ 人

２ ． 不与子女
一

起住 ６ １ ． ２３％７ ７４ 人４４ ． ９９％５６６ 人

总和 １ ００％ １
，
２６４人１ ００％ １

，
２前 人

根据表 ３ 、 表 ４ 、 表 ５ 的显示 ， 当被调查老年人假设 自 己有配偶时有 日４ ．９８％

愿意与子女居住 ， 而不愿意与子女居住的 占 ４５ ． ０２％ ， 说明我国老年人的居住意

愿依然是与子 ６６ ．９３％希望与子女居住 ， 而不愿意与子女居住的只 占 ３ ３ ．０７％ 。 说

明 当老年人没有配偶时 ， 他们绝大多数更愿意与子女居住养老 。 同时户籍为农村

的老年人比城市老年人更希望与子女居住 ， 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在假设有配偶时有

６０ ．５ １％的老年人希望与子女居住 、 当假设没有配偶时 ７ １ ．００％老年人希望与子女

居住 。 反观城市的老年人 ， 老年人在假设有配偶时有 ％．７ ７％的老年人希望与子

女居住 、 当假设没有配偶时 ５５ ．０ １％老年人希望与子女居住 。 关于是否希望与子

女居住的意愿上城市老年人的 比例要远低于农村 。 这个统计验证了
＂

假设
一

： 我

国老年人希望与子女共同居住养老的 比例远高于实际与子女共同居住养老的 叱

例 。 我国老年人城乡 的差异影响养老居住的偏好 ， 农村居民相 比城市居民更愿意

与子女共同居住养老 。

＂

的观点成立 。

３２



表 ６ 我国老年人的居住现巧

选项老年人居住现状 （ 即老年人居住模式 ）



频率 Ｉ

频数

与子女
一

起居住 ４３ ．３４％ １
，
９０３ 人

不与子女
一

起居住 ５６ ． ６６％ ２
，
４４０ 人

男性 ５２ ． １ ３％ ２
，
２６４人

女性 ４７ ． ８７％ ２
，
０７９人

有配偶 ６２ ． ９７％ ２
，
７％ 人

无配偶 ３ ７ ． ０ ３％ １
，
６０８ 人

东部地区％ ．０３％ １
，
５６５ 人

中部地医 ３６ ．５９％ １
，
５８９ 人

西部地区 ２７ ．３８％ １
，
５８９ 人

汉族 ９２ ． ７０％ ４
，
００２人

少数民族 ７ ．３０％ ３巧 人

城镇居住 ３８ ．３８％ １
，
６６７ 人

农村居住 ６ １ ． ６２％ ２
，
６７６ 人

日 常生活能 自理 ８８ ． １ ４％ ３
，
８２８ 人

—

日常生活不能 自理 １ １ ． ８６％ ５巧 人

总和 １ ００％ ４
，
３４３ 人

表 ６ 的数据表明 了前文说提到的空巢化的状况 ， 说明 了 目前我国空巢化现象

很严重 ， 成果
一

半的老年人实际情况是不与子女居住而化 自 居住的 。 通过表 ３

与表 ４ 对 比后发现 ， 超过
一

半的老年人更希望与子女居住 ， 实际情况是
一

半 Ｗ上

的老年人独 自居住 ， 所 两者间具有很大的矛盾 ， 也体现了本研充提出 的
＂

偏差
＂

的真实性 。

３３



表 ７ 老年人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状况

选项 老年人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



频率 Ｉ

频数

０ ． 没有得到满足 ４２ ．７４％ １
，
８５６ 人

１ ． 得到满足 ５７ ． ２６ ２
，
４８ ７ 人

总和 １ ００％ ４
，
３４３ 人

再继续对生成的老年人
＂

居住意愿是否满足状况
＂

这个变量做描述性统计 ，

发现老年人居住意愿没满足的人群竟然窩达 ４２ ．７４％ 。 这个没满足有两种状况 ，

大多数状况是老年人希望与子女共同居住进行养老而没有满足 ， 同时还有
一

部分

老年人是不愿意与子女居住而现实中却无奈与子女居住产生的不满足 。 总的来

说 ， 我国老年人在养老居住意愿上 ， 出现了超过四成的人数
＂

居与愿违
＂

状况 。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 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我国老年人的居住意愿满足

情况 ？

４ ． ２ 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意巧是否满足状况的因素分析

对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状况做二 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 ｃ 回归模型回归 ， 结果见表 ８ 。

表 ８ 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状况 ｌｏｇ ｉ ｔ 模型回归结果

老年人特征变量 Ｐ 值 （ ｔ 检验 ）回归系数

年龄 （大于６０岁 ） ０ ． ０００＊＊＊ ０ ．０２２７７巧

性别 （ １
＝男性 ， ０

＝女性 ） ０ ． ０ １ ２树
－

０ ． １ ４２９７５ １

居住地类型 （ １
＝城镇 ， ０

＝农村 ）０ ． ０９ １ ＊
－

０ ．１ ８６０９４７

民族 （ １
＝汉族 ， ０

＝少数民族 ）０ ． ５８ １ ０ ． ０７４９２巧

婚姻状况 （ ０
＝有配偶 ， １

＝无配偶 ） ０ ．３８ １－

０ ． １４２９７５ １

受教育水平 （ １ ． 未受过教育 ２ ． 未读 ０ ．４０９－

０ ．００７ １ １ ３８

完小学 ， 但能够读 、 写 ３ ． 私垫 ４ ．

小学 ５ 初中 ６ 高中 ７ ． 中专 ８ ． 大专

９ ． 本科 １ ０ ． 硕± １ １ ． 博± ）

３ ４



自评相对收入 （ １好得多 ２ ． 好
一

些
０４ １ ８

－

０ ．０２８ １ ８８ １

３ ． 差不多４ ． 差
一堅 ５ ． 差很多 ）



自评键庚状况 １（ １
＝好 ， 其它＝０ ）ｏ ． ｎ ｉ ０ ． ６７ １ ８４６

自评键康状况２ （ １
＝
—

般 ， 其它＝０ ）０ ． １ ２３ ０ ．６３ １ ０ １６

自评健巧状况３（ １
＝不好 ， 其它＝０ ）０１ ５２ ０ ．５７ １８２７

自评健康状况４（ １
＝很不好 ， 其它０ ． １ ３ ７ ０ ． 煎７８ １８９

＝０ ）



医疗保险 （ １
＝有 ， ０

＝无 ） ０ ． ０２６料 ０ ．３５６７５７５

养老保险 （ １
＝有 ， ０

＝无 ） ０ ． ２９５ ０ ．０９８４５０２

生活 自理能为 （ １
＝能 自理 ， ０

＝不能 ） ０ ． ９０２ ０ ． ０ １ ５ １８０２

中部地区 （ １
＝是中巧地区 ， ０

＝否 ） ０ ． ６４４
－

０ ．０３８０９９８

西部地区 （ １
＝是西部地区 Ｉ０

＝否 ） ０ ． ０８ １ ＊ ０ ． １ ５９６４６７

样本量 ３４７６ 个 舌

注 ！ （ １ ） 被解释变量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状况 （ １
＝得到满足 ，

０＝没有得到满足 ） 。 （ ２ ） 自

评健康状况Ｗ

＂

很好
＂

为参照组 。 （ ３ ）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Ｗ东部地区为参照组 （ １
＝是东部

地区 ， ０＝否 ） （ ４ ） 括号 内为 ｔ 检验值 ，
＊

、
林

、
林＊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 、 １％水平上显著 ．

对老年人居住意愿做二项 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 ｃ 回归模型回归 ， 结果见表 ９４
＇

表 ９ 老年人居住意愿 ｌ ｏｇ ｉ ｔ 模型回归结果

类型假设有配偶时假设有配偶时

老年人特征变＊Ｐ 值 （ ｔ 检验 ） 回归系数 Ｐ 值 （ ｔ 检验 ） 回归系数

年龄 （大于 ６０岁 ） ０ ． ００４＊料０ ． ０２２ ７ ７７２０ ． 巧５－

０ ． ０ １ ３２６４５

性别 （ １
＝男巧 ， ０

＝０ ． ４９９０ ． ０６ １ ８７２８０ ． ５５２
－

０ ． ０９２８０５４

女性 ）

与子女居住现状 （ ０
＝０ ． ０００＊林 １ ． ０７８７％０ ． ０００料＊ １ ． ４９３９５

共同居住 ， ０
＝独 自 ）

居住地类型 （ １
＝城０ ． ０００林＊０ ． ４７５９５２９〇 ．〇〇〇＊＊？０ ．６４ １ ０５０６

镇 ， ０
＝农村 ）

民族 （ １
＝汉族 ， ０＝０ ． ０６６＊ ０ ． ３ ３５９７６８０ ． ０５６＊０ ． ５７６６Ｗ７

３５



少数 民族 ）

受教育水平 （ １ ． 未受０ ． ６６８ ０ ．００４ ８５４０ ． ８ ７ ５ 〇 ．００２４巧４

过教育 ２ ． 未读完小

学 ， 但能够读 、 写

３ ． 私壁 ４ ． 小学 ５ 初

中 ６ 高 中 ７ ． 中专 ８ ．

大专 ９ ． 本科 １ ０ ． 硕

ｉ１ １ ． 博＋ ）

自 评相对收入 （ １好０ ． ０ ３０＊＊０ ． ０９ ７ ７６ ８ ６０ ． ４９ ２ ０ ． ０４４６ ５ ２ ２

得多 ２ ． 好
一

些

义 差不 多 ４ ． 差
一

些

■５ ． 差化多 ）



Ｉ３ Ｗ健康状况 １ （ １
＝

０ ． １ ３ １
－

０ ． ８ ７ ２ ００巧０ ． ７ ９４ ０ ．２ ３ ８９ ２ ７ １

好 ， 其它 二０ ）



自 Ｗ健康 Ｃ ｌ
＝

０ ．０４ ３＊＊ １ ．１ ４ ５ １ ９４０ ．７ ００ ０ ． ：Ｍ ７ ６４６８

一

般 ， 其它 ＝
０ ）



自 评健康状况 ３（ １
二

０ ． ０ ５ ７ ＊
－

１ ． ０ ５ ３４４２０ ． ９ ００ ０ ．１ １ １ ４ ３ ８ ７

不好 ， 其它 ＝
０ ）



自 ｉ平健康状况 ４（ １
＝

０ ． ０ ５ ３＊ １ ．０７５４８ ２０ ． ９ ７ ０ ０ ．０ ３ ３ ２ ５ ７

很不好 ， 其它 二
０ ）



医巧保陰 （ １

＝有 ， ０
＝０ ．７ ６ ２ ０ ．０ ７ ８０４ ５ ７０ ．６９２ ０ ．１ ０ ８６ ７ ３ ９

无 ）

养老仅险 （ １

＝有 ， ０
＝０ ．８ ５ ５ ０ ． ０巧 ９ ９４９０ ． ７ ８８ ０ ．０６ ２ ７ ２ １

无 ）

生巧 ｎ 理能 力 （ １
＝能０ ． ８ ６９ ０ ．０２６８９ ３ ２０ ．２ ：３６ ０ ． ２ ８ ５ １ ２４ ８

自 理 ， ０
＝不能 ）

中 部地怪 （ １
＝是 中 部０ ． ８ ６６

－

０ ． ０ １ ７ ３５ ７ ７０ ． ７ ８４ ０ ． ０４４ ３ ８２ ３

地区 ， ０
＝否 ）

西部地区 （ １
＝是西部０ ． ００ ２＊＊ ０ ． ：３６２９４４８０ ． ０ １ ３＊＊ 〇 ．４ ５Ｗ９０４

地区 ， ０
＝否 ）

样本量 ２ ２ ８ １ 个 １ １ ０ １ 个

３６



注 ： （ １ ） 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居住意愿为 （ １
＝独 自居住 ， ０＝亲 自共同居住 ） 。 （ ２ ） 自评健

康状况 Ｗ

＂

很好
＂

为参照组 。 （
３

）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Ｗ东部地区为参照组 （ １
＝是东部地区 ，

０＝否 ） （ ４ ） 括号 内为 ｔ 检验值 ，
＊

、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０％ 、 ５％ 、 １％水平上显著 。

对老年人居住现状做二项 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 ｃ 回 归模型 回归 ， 结果见表 １ ０ 。

表 １ ０ 老年人居住现实现状 ｌ ｏｇ ｉ ｔ 模型回归结果

老年人特征变量 Ｐ 值 （ ｔ 检验 ）回 归系数

年龄 （ 大于６０岁 ） 〇 ． 〇〇〇＊＊＊ ０ ． ０２２９０８２

性别 （ １
＝男性 ， ０

＝女性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４３４０ ：３６ ３

居住地类型 （ １
＝城锁 ， ０

＝农村 ）０ ． ０ ３２＊＊
－

０ ．１ ５９５３ ３５

民族 （ １
三汉族 ， ０

＝少数 民族 ） ０ ． ０ １ ５＊＊ ０ ． ３２ ７０ １ ６ ７

婚姻状况 （ ０＝有配偶 ， １
＝无配偶 ）０ ． ０００＊＊＊

－

０ ． ４３４０ ：３６ ３

受教育水平 （ １ ． 未受过教育 ２ ． 未读 化 １ ２ ５

完小学 ， 但能够读 、 写 ３ ． 私塾 ４ ．
－

０ ． ００ ７ １ １ ３ ８

小学 ５ 初中 ６ 高中 ７ ． 中专 ８ ． 大专

９ ． 本科 １ ０ ． 硕±１ １ ． 博± ）

自 评相对收入 （ １好得多 ２ ． 好
一些

化 ４ １ ８ ０ ． ０ １ ３００ ７ ３

３ ． 差不 多 ４ ． 差
一

些 ５ ． 差很 多 ）



自评健康状况 １（ １
＝好 ， 其它 ＝

０ ）０ ． ０ ７ ２＊ ０ ．７ ６ ５８４ ２８

自 评健康状况２（ １
＝
—

般 ， 其它 ＝ ０ ）００ ７６＊ ０７ ３ ２ １ ４ １ ６

自 评健康状况 ３ （ １
＝不好 ， 其它 ＝

０ ）０ １ ７ ８ ０ ． ５４２６０ ５８

自 评健康状况 ４ （ １
＝很不好 ， 其它 ＝

０ ）０１ ２４ ０６ ２４ ２ ７ １ ３

医疗保险 （ １
＝有 ， ０

＝无 ） ０ ． ３ ７８
－

０ ．１ ４９３ ５２ ７

养老保险 （ １
＝有 ， ０

＝无 ） ０ ． ３４８ ０ ． １ １ ０６４２８

生活 自 理能力 （ １
＝能 自 理 ，

０
＝不能 ） ０ ． ０００利啡 ０ ． ４ ３９０４４５

中部地区 （ １
＝是 中部地区 ， ０

＝否 ）０ ． ４ ５４
－

０ ．０６２ １ ６９ ２

西部地区 （ １
＝是西部地 Ｌ

Ｘ
； ， ０

＝否 ）０ ． ０００＊＊＊
－

０ ．３６２０７ ８８

样本量 ：３４ ７ ６ 个

３ ７



注 ： （ １ ）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居住现实居住状况 （ ０
＝没有得到满足 ， １

＝得到满足 ） ？（ ２ ）

自评健康状况＾

＂

很好
＂

为参照组 。 （３ ） 中部化区和西部地区 ＾１东部地区为参照沮 （ １
＝是东

部地区 ， ０
＝否 ） （ ４ ） 括号内为 ｔ 检验值 ，

＊ 、 份 、
树？分别表示在 １ ０％ 、 跳 、 １％水平上显著 。

（ １ ） 年龄对我国老年人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的影响

从二项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 ｃ 回归分析的结果看 ， 老年人年龄对居住意愿满足有着非常

显著的影响 ， 显著性为 １％水平上显著 ， 老人年纪越大对 自 己的居住意愿越满意 ，

通过对居住模式与年龄做简单回归分析后发现二者显著相关 ， 年龄越高的老人约

趋向于与子女居住 ， 所Ｗ养老意愿越容易被满足 。 再往深层次分析 ， 对拥有医疗

保险的老年人做不同年龄分层分析 ， 年龄层越高的组别拥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比

例越低 ， 当老年人群体随着年龄的増加平均健康状况却在下降 ， 老年人与子女居

住的可能性在增加 ， 所Ｗ老年人的居住意愿更容易被满足 。

（ ２ ） 性别对我国老年人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的影响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 ， 老年人性别影响着居住意愿满足状况很显著 ， 显著性

为 跳水平上显著 。 相对于男性 ， 老年女性更愿意与子女居住 。 这个现象可能与

不同性别老人的居住意愿有关联 ， 男性老年人在居住意愿方面更独立 ， 而女性老

年人则更愿意与子女
一

同生活 。

（ ３ ） 医疗保险对我国老年人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的影响

医疗保险对于住意愿是否满足有着显著的影响 ， 湿著性为 ５％水平上显著 。

且回归系数高达 化 巧 ３８ １ １ １ 。 对于老年人来说 ， 有医疗年保险的老年人更容易满

足 自 己的居住意愿 。 在几个显著型的 自变量中 ， 医疗保险的回归系数最高 ， 意味

着在湿著的几个因变量中 ， 医疗保险对住意愿是否满足的影响最大 ， 如果老年人

有医疗保险 ， 那他的居住意愿很可能被满足 。 这说明 了 医疗保险在我国老年人也

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 这证明 了
＂

假设二 ： 是否有医疗保险 ， 会影响我国老人养老

居住意愿与现状偏差 ， 有医疗保险保障的老年人的居住意愿更容易被满足 。

＂

观

点成立 。

（ ４ ） 健康状况对我国老年人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的影响 。

本研巧采取了 问卷中 的被访问者的健康状况 自评问题 ， 并将 自评健康状况 Ｗ

（ １
＝很好 ，

０
＝其它 ） 为参照组 ， 其它四个 自评健康状况都列为了 回归分析的 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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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结果显示四个 自评健康状况对我国老年居住意愿是否满足的影响都不显著 ，

虽著性检验的 Ｐ 值都超过 １ ０％ ， 说明健康状况对我国老年人的居住意愿是否满足

没有显著影响 。 所Ｗ证明
＂

假设兰 ： 我国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商低 ， 是影响老年人

居住意愿被满足的重要因素 。 健康状况越差 ， 老年人更希望能与子女居住 ， 且居

住意愿容易被满足 。

＂

观点错误。

（ ５ ） 生活 自理能为对我国老年人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的影响 。

问卷中被访问者的生活 自理能力 自评问题 ， 并将其列为了 回归分析的 自变量 ，

结果显示生活 自理能力对我国老年居住意愿是否满足的影咱十分显著 ， 显著性检

验的 Ｐ 值小于 １％ ， 说明生活 自理能力对我国老年人的居住患應是否满足没有显

著影响 。

（ ６ ） 不同地区的老年人 ， 其居住意愿 、 居住现状和居住意愿满足状况不相同 。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老年人Ｗ东部地区老年人为参照组 ， 通过風归后发现 ，

较之东部地区 ， 中部地区 的老年人没有显著差异 ， 而西部老年人在居住意愿 、 居

住现状和居住意愿满足状况Ｓ个方面都有显著影响 ， 显著性检验的 Ｐ 值都小于

１ ０％ ， 西部地区的老年人更愿意与子女共同居住 ， 并且共同居住的 比例窩于其它

两个地区 ， 且西部地区老年人的居住意愿满足状况也离于其它两个地方 。

４ ．３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描述结果性统计和 回归分析 ， 具体对兰个假设进行了验证 ， 结果证

明假设
一

和假设二的观点成立 ， 假设Ｈ的观点不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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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社会工作的介入

针对本研巧发现老年人养老与现状比较后 ， 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偏差 ，

老年人在养老中意應得不到满足的比例很高 ， 达到 ４２ ．７４％ 。 这些老年人往往是

因为遇到了也理和生活上的问煙 ， 所 才得不到满足 ， 这是老年人恰恰需要有人

介入 ， 帮助其应对遇到的 问题 。 面对老人和社会的实际情况 ， 很多情况只有狂会

工作者介入存在介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社会工作专业和社会工作者是缓解我国

老年人养老居住问題的主要外部为ｆｉ 。 社会工作的介入不仅是我国老年化后面对

困难老年人 自 身的需求 ， 同时是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的核也理念驱动 ， 也是我国政

府对养老事业负责任的客观要求 。 针对本研巧中老年人在养老居住中发现的意愿

与现状的偏差问題 ， 社会王作的介入给缓解该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 而社会王作专

业本身就要求对属于弱势的老年人提供帮助 ， 即社会工作专业有必要介入该 问

题 。 社会工作的介入还需要依赖专业本身的
一

些理论来指导开展实践 ， 最后是社

会工作将具体如何介入 。

５ ． １ 社会工作介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１ ） 必要性分析

老年人养老遇到的也、理问题与空巢问题 ， 必须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才能缓解

问题 。

首先 ， 我国社会家庭的少子老龄化需要社会工作介入 。 我国 目 前的少子老龄

化和家庭原子化的趋势在加剧 ， 同时我国针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 ，

很多老年人特别是农村的老年人还没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 虽然国家正在不断

补充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 不过介于我国人均收入较低人 口基数大的现实 ， 我国

化会既不能仍由老年人 自生 自灭 ， 也不能对每
一

位老年人的关怀做到无微不至 。

我国在施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后 ， 生育率明显下降 ， 虽然 ２０巧 年底全面

开放了二孩政策 ， 但是低生育率问题依然存在 ， 低生育率将导致我国人 口 的老龄

化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 回顾二战后的人 口发展进程 ，

一

个地区或者国家如果生育

率开始阵低后 ， 化生育率往往不会反弹 ， 而持续低迷 。 既然
＂

空巢
＂

化的趋势不

能阻挡与改变 ， 政府和社会工作专业应该积极面对我国老龄化的国情 ， 极其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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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老龄化的趋势带来的 问题做出应对 ， 其中就包括对老年人养老居住 问题进行

关注 。 这是我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工作专业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 其性质必然要求关

注处于社会相对弱势的老年人 ， 并在社会运斤中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 通过介入

老年人的养老居住意愿不满意后产生的困境 ， 由社会工作者具体介入 ， 为其提供

帮助 ， 包巧也理健康的辅导与独居养老的社会融入的必要帮助 。

其次 ， 我国空巢老年人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 。 我国空巢老人除了 明显的看到

数量和 比例増加外 ， 该人群面对的 问题也在不断増加 。 送些问题可Ｗ概括出两个

方面 ，

一

方面是也理健康问题和身体健康 问题 ， 另
一

方面是生活照料问题 。 在也

理层面 ， 很多老年人在独 自居住后 ， 与子女的 日 常交流会明显减少 ， 往往出现喧

器的节假 日 和平寂的 日 常 ， 到了春节等节假 日 ， 子女和孙子会回到老人身边汇聚

－

堂 ， 节假 日过后老人的生活则 回到独 自生活中 。 据统计报告显示 ， 我国独居老

年人患有抑郁症的比例正在増加 。 由于缺乏亲人的陪伴 ， 特别是丧偶独居老人的

也理更容易产生问题 ， 马斯洛在其需求理论中提出 的交际需求在送种条件下极度

容易缺失 。

一

方面人际交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 会直接对独居老年人的也理产生

孤独感 ， 同时社会交际的减少反过来会导致交际需求会不满足感的不断增加 ， 送

给独居老人的 内 屯、带来了负面的情绪 ， 比如说有的独居老人会产生
一

种被抛弃

感 。 而且这种负面影响会随着时间而积累 ， 当负面的情绪不断累积 ， 超过老年人

也理的承受极限后 ， 就容易形成抑郁症等也理疾病 。 在身体健康方面 ， 众所周知

老年人的面临的最直接问题就是身体健康 问题 ， 老年人患疾病的概率是所有年龄

段中最高的 ， 老年人除了要面对
一

些积累多年的慢性疾病 ， 更要应对很多突发性

的疾病 。 很多老年人成为了医院的常客 ， 在不断受到病痛的困扰后 ， 对老年人的

内也和身体都是重大的考验 。 在面对疾病时 ， 如果有子女照顾还好 ， 而很多空巢

老人此时没有成年子女的照顾 ， 对老年人来说要面对的困难可能是其人生阶段前

所未有的 。 除了也理问题和生活照料问题外 ， 比如我国很多老年人除了照料 自 己

外 ， 还肩负 了照料孙子或子女生活的任务 。 老年人照顾孙子的现象在中 国尤其突

出 ， 最明显的是每天中午或下午上学和放学的时段 ， 小学口口接送孙子的老年人

远远多于中青年人群 。 很多老人不仅仅是负责子女的接送工作 ， 还负责 了给孙子

和子女买菜做饭的工作 ， 如果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 ， 给老人増加的负担要更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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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 农村留守的老人照顾其留守的孙子 。 更有甚者 ， 有的老年人甚至还会给成

年子女提供经济帮助 ， 对于有的老人来说 。 这种子女
＂

哨老
＂

的 问题不仅发生在

中 国 ， 整个东亚文化困都有 ， 相对 日本和韩国的老年人 ， 我国老年人的社会保睹

制度还不完善且落后于 日韩 ， 所Ｗ这个问趣对我国老年人来说 ， 更显得严重与突

出 。

此外 ， 我国养老保陣制度不完善 ， 养老资源分配不均衡就全国而言 ， 我国 目

前的养老保障制度是区域不平衡与效果有限的 。 首先关于区域不平衡问题 ， 这个

区域包含两个意思 ，

一

个是指城乡 区域间的不平衡 ， 另
一

个指的是东部发达地区

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么间的不平巧 。 城乡老年人之间在养老保障方面最大的差距在

于很多城市老年人拥有较离水平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 。 由于我国长期施行了非

统
一

的养老保陣制度 ， 城市老年人的养老保障主要靠退休金、 医疗保险 。 而农村

地区的大多数老人并没有退休金和其它商业保险 ， 同时农村地区享受的医疗保险

和城市居民相比也有着很大的差距 。 目前 ， 很多城市退休的老年人每个月 都有稳

定的退休金作为收入 ，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如化 年不完全统计 ， 有 １ ４ 个省

份公布企业退休人员月 人均养老金 ， 分别为北京 、 天津 、 山西 、 还宁 、 陕西 、 甘

肃 、 青海 、 山东 、 福建 、 河南 、 江苏 、 云南 、 新疆 、 西藏等 ， 我国企业退休人员

的月人均养老金最低为河南省 ２ １ ４５ 元 ， 最窩省份的平均月 养老金为西藏 自 治区

的 ％７０ 元 ， 且国家规定养老金额度逐年上涨 。 反观农村地区 ， 农村地区 的老年

人拥有养老金的 比例远远低于城市 ， 而且农村地区的养老金的额度更是不能与城

市相 比较 。 实际情况是 ， 很多农村的老年人得不到合理的养老保巧 ， 我国农村地

区的养老保随制度的缺失或不足 ， 成为 了城市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在经济上的
一

个巨大差别 ， 这就是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 ， 出现城乡或区域不平衡的最显著

的 问题 。 这种在经济保障上的 巨大差异 ， 导致了城市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在养老

经济保障上的天壌之别 。

（ ２ ） 可能性分析

近年我国社会工作快速发展 ， 国家不断出 台鼓励社会工作发展的政策与规

划 ， 另
一

方面我国高校 ， 毎年约有Ｈ万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 ， 我国的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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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己经有了 

一

定数量的专业人才 ， 部分毕业生再转换为狂会工作者进入社区工

作 ，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实务技巧可Ｗ帮助到
＂

居与愿违
＂

的老年人。

首先 ， 我国大力鼓励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 ， 积极培养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 这

几年 ， 国务院和 民政部每
一

年都会出 台关于推进我国社会工作的政策和文件 ， 无

论从宏观上在
＂

十Ｈ五
＂

规划 ， 还是微观上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 都会提及社会

工作在我国的发展 。 民政部更是多次出 台文件指导我国省 、 市 、 县Ｈ级机关具体

发展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 。

关于
＂

十Ｈ五
＂

时期我国狂会工作发展思路 ， 民政部在规划中提出 了
＂
一

二

Ｓ四
＂

的路线 。 具体内容为
＂
一

个定位 ： 明确社会工作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 要

按照稳中求进总基调予 Ｗ推进 。 推动社会工作 由东部先发地区向中西部后发地

区 、 由城市向农村 、 由 民政行业民政领域向其他社会建设领域 、 由特殊困难人群

向所有需要人群拓展延伸 。 两个融入 ：

一

方面 ， 加快促进租会工作融入社会治理

大局 ， 积极推动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 ： 另
一

方面 ， 促进社会工作融入民政

事业发展大局 ， 在各项民政业务中积极推广狂会工作专业理念 ， 大为普及社会工

作专业知识 ， 率先开展社会工作专业实务 ， 切实增强民政为民服务 、 为民解困的

实效 。 Ｈ个坚持 ：

一

是坚持制度设计与政策落地相统
一

；
二是坚持壮大队伍和深

化服务相协调 ， 着力抓好人才培育和人才使用 ；
Ｈ是坚持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相

结合 ， 鼓励支持各地立足本地实际 ， 发挥特色优势 ， 围绕社会工作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进行本王化探索 。 四个保障 ：

…

是制度保障 ， 加大政策创制力度 ；
二是平

台保障 ， 积极争取推动本级及地方各级民政部 口加强社会工作行政管理机构建

设 ；
Ｈ是资金保障 。 加快推进政府购买狂会工作服务 ， 逐步扩大政府购买社会工

作服务资金范围和规模 ； 四是宣传保障 ， 广泛开展社会王作知识普及和培训 ， 利

用现代新闻宣传手段 。

＂ ３ ３

与此同时 ， 我国还在大为发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 由 中央组织部、 中央政法

委 、 民政部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１ ９ 个部口和群团组织联合发布了 《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 ２０ １ １

—

２０２０ 年 ） 》 ， 规划具体提出到 ２０ １ ５ 年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到 ５０ 万 、 到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１ ４５ 万的 目标 。 由于 目 前我国

３

３民政 部 《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 》 （民 发 （２ ０ １ ６］１０ 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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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狂会工作人才只有 ２０ 万人左右 ， 为了是我国的社会工作界达到这个 目标 《社

工规划 》 提出 了Ｈ方面举措 ：

一

是加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 。 加大社会工作人才的

窩校培养为度 。 同时实施重点人才工程 ， 重点培养狂会工作领域的高端人才 。 二

是完善职业水平评价制度 ， 具体完善社会工作师与社会工作皆导的选拔与考核标

准 。

其次 ， 社会王作介入老年人养老的优势 。

一

方面 ， 老年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

体 ， 是社会工作专业重点关注的对象 ， 社会工作有
一

个专 口 的方向叫
＂

老年狂会

工作
＂

，

＂

老年狂会工作是
一

种帮助老年人的专业 ， 是
一

种助老的程序 ， 是社会

工作者运用社会王作专业方法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老年人或老年群体解决困难 ，

预防老年人问趣的发生 ， 满足老年人需要 ， 恢复和发展其功能 ， 让老年人适应社

会 ， 并能正常地进行生活和化会活动 ， 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福利事业发展的
一

种

专业工作 。

＂ Ｍ

李颖奕 ， 孙乐栋简述为
＂

老年社会工作是为解决老年域题 、 增加老

年福利
＂ Ｍ

， 专口为老年人服务和帮助其化解养老中遇到 问题的
一

个专业性的学

科分支 。 另
一

方面 ， 社会工作者具有专业的理论指导与 日渐丰富的实务经验 。 针

对在居家养老遇到问题的老年人 ， 社会工作者可 Ｗ从Ｗ传统的个案 、 小组 、 社区

社会工作Ｈ大工作方法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实际运用为切入点 。 狂会工作专业拥

有着系统的理论作为思想基础 ， 再加上长期积累 的实务经验 ， 这两点在开展老年

化会工作实务时 ， 都使得其它学科专业不能与之相 比 。 面对服务对象时 ， 社会工

作者的理论和实务同时也会使老年人更容易接受服务 ， 当老年人遇到具体的养老

居住 问鹿时 ， 社会工作者往往己经积累 了如何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 。 同时 ， 在开

展服务时 ， 社会工作者通常容易很快被服务对象所信任 。 正因为社会工作在处理

此类问题具备的能力 ， 而我国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有这方面的 问题需要帮助 。 所 Ｗ

在介入老年人居家养老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 为今后我国老年人在居家养时面

对很多棘手 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性 。

３

４王树 新 ．老年社会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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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２ 社会工作介入的理论支持

对于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所面对的 问题 ， 社会工作专业的传统理论中有很多

都能对狂会工作者在帮助老年人改善养老居住 问题时提供理论支持 ， 下面本文将

针对性的提出几种社会工作的传统理论 。

（ １ ） 人际需要理论

美国狂会也理学家舒茨提出人际需要理论 ， 他提出毎个人在际互动过程中的

人际需求有Ｈ个维度 ， 每个人都有Ｈ种基本的需要 ， 分别是包容需要 、 情感需要

和支配需要 。 舒茨同时提出与佛洛依德相类似的观点 ， 这兰种个体基本需要的形

成与其早期成长经历有直接关系 。

老年人同样有这Ｈ种基本需求 ， 结合本研究主题 ， 正是因为老年人的该兰种

需求得不到满足 ， 才导致了 出现居住意愿与现状的偏差 。 社会工作者在具体介入

老年人的案情 中 ， 应该依据人际需求理论的这Ｈ种基本需求 ， 针对老人的具体问

题为老人制定对应的策略进行干预 。 比如 ， 某社区老人因为其养老意愿没有得到

满足而产生也理 问题时 ， 社会工作者就可Ｗ在了解老人的基本状况后 ， 结合老人

的 问题 ， 分析老人具体哪
一

方面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 再使用实务手段对老人进

行干预 。

（ ２ ） 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

该理论是 由美国 的屯、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 ， 该理论根据个体年龄的划分 ， 认

为人的 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划分为八个阶段 ， 每
一

个阶段的顺序 由遗传所

决定 。埃里克森的人格终生发展论 ， 认为毎个个体在其对应人格发展的年龄段中 ，

个人受到的教育 ， 会对其整个人生产生不同影响 。 他还提出 ， 人格在人的
一生中

都在不断地发展 。 他提出 了八个阶段 ， 每
一

个人都会依次经历这八个阶段 ， 每
一

个阶段对人格发展都至关重要 。 人格发展八个阶段理论指出 ， 每
一

个时期个体都

会面对不同的 问题 ： 第八个阶段 ： 成熟期既 ６５ 岁 Ｗ上的老人 ， 他们面对的核也

问题是 自我调整与绝望期的冲突 。 针对这个阶段老年人面对的 问题 ， 按照埃里克

森的理论 ， 通过人生回顾来让老人建立也理的满足感和知足感 ， 通过对老人的人

生回顾 ， 老人会减少对死亡的恐惧 ， 从而排除由死亡恐惧带来的 问题 。 结合我国

处于这个阶段的老人 ， 特别是社会工作者要介入的对象 ， 社会工作者应该不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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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聚焦在老人的个体上 ， 也要结合这个阶段老年人的人格发展 ， 采用社会工作

的专业方法老人进行具体也理干预 ， 帮助其解决屯、理 问题 ， 缓解老年人因居家养

老问题产生的焦虑 ， 让其晚年有个健康的 屯、态 。

（ ３ ） 生态系统理论

美国的著名 的也理学家巧朗芬布伦纳提 出该理论 ， 该理论强调个体发展模

型 ， 个体的发展离不开整体系统的影响 ， 其 中 的个人之外的外部系统与个人之间

是相互作用 的 。 他将家庭看作是
一

个社会系统中 的单独部分 ， 可 Ｗ看着是
一

个个

体 ， 个体的总和形成整个社会系统 ， 个体间 的是有相互作用为的 ， 且个体影响着

整体 。 这个理论给社会工作者
一

个很好 的启示 ， 解决我国老年人居家养老的 问题 ，

要将老人看成是家的
一

部分 ， 解决老人的 问题 ， 应该从解决老人的家庭问题角度

出发 。 很多时候老人的居住意愿得不到满足 ， 不简单的是老人的意愿与现实脱钩

问题 ， 而是老人与家庭的 问题 ， 比如独居老人得不到家人的陪伴与照料而使其生

活产生不便 ， 自 然而然会希望要摆脱独居状态 ， 进而希望与子女通过共同居住 。

所 Ｗ面对这种状况时 ， 社会王作者应该在和老人的交流沟通同时 ， 也与老人的子

女的等家人进行交流 ，

一

同想 出对策解决该 问题 。

５ ．３ 社会工作如何介入

关于社会工作者如何入手介入在养老居住上遇到 问题 的老年人 ， 本文还是结合

实际情况 ， 从老人的私理健康和 Ｈ 常照料两个 问题 出 发 ， 提 出依靠社 区平 台 ， 对

独居老人进行干预的模式 。

（ １ ） 独居老年人的核 也、需求 ： 屯、理健康与 Ｌ ］ 常照料

不可 回避 ， 老年人是 出现屯、理疾病 的高发群体 ， 在我 国老年人的屯、理健康 问

题没有被重视 。 我国老年人在独居后 ， 屯、理疾病 的发病率通常会高于普通老年人

的平均水平 。 老年人遇到的生活照料困难也是
一

个严重的 问题 。

一

方面老年人随

着年龄的增长 ， 达到 ６０ 岁 Ｗ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会快速衰弱 ， 身体衰弱 的直接

后果就是老人的生活 自 理能力在快速降低 ， 同时智 力水平也在不断下降 。 临床医

学证明 ， 老年人在 ６ ５ 岁之后 ， 患阿尔茨海默症 （ 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 ） 的可

能性在大幅增加 ， 如果老人不幸患 了 阿尔茨海默症 ， 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记忆力快

速衰退 ， 生活 自 理能力急剧下 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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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面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在下降 ， 另
一

方面老年人患也理疾病的概率在

増加 ， 这些都会使得老年人的 自我照料能力大幅度降低 。 而 日 常的生活照料问题

同时是独居老年人面对的主要问题之
一

， 随着年龄的増加 ， 身体健康下降是必然

趋势 ， 这将导致老年人的生活 自理能为也随之降低 。 此时问题出现了 ，

一

方面老

年人 自理能力下降后产生了需要别人照顾的需求 ， 另
一

方面 由于与子女分开独居

后无法 由子女提供照料 ， 所Ｗ就形成了独居老年人的
一

个直接的需求 。 居住在城

市的独居老年人有
一

个选择 ， 就是进养老院可Ｗ由养老院提供 日 常照料 ， 城市的

养老院可Ｗ解决
一

部分城市老年人的需求 ， 但是 目前我国养老院数量有限 ， 公立

养老院往往
一

床难求 ， 私立养老院的离收费又将很多老年人拒之口外 ， 所 １＾
；１存在

很多城市独居的老年人想进养老院却进不了的情况 。对于农村地区的独居老年人

而言 ， 他们的问题更加严重 ， 首先农村地区的养老院比例远远少于城市 ， 其次农

村地区老年人的平均经济收入水平更是远低于城市的平均水平 。 农村地区独居的

老年人往往在养老 问题是要面对比城市独居老年人高出很多的压力 ， 在这两种 问

题都没办法解决的压力下 ， 会导致很多悲剧的产生 ， 例如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刘燕

舞经过长达六年走访十
一

个省四千多个村庄后 ， 发现在很多农村地区 ， 自杀 已成

为农村老年人结束生命的普遍现象 。 所Ｗ缓解这两个问题 ， 直接关乎我国独居老

年人的养老 问题 ， 到底该怎么帮助独居老年人缓解养老问题 ， 本研究认为应该 由

社会工作介入 ， 从社区入手 ， 形成社会工作者在
一

奢有效的模式指导下 ， 尝试着

去缓解这类问题 ， 提高独居老年人的养老生活质量 。 社会工作者在对独居老人进

行干预时 ， 应该Ｗ这两个需求为立足点 ， 应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手段与技巧 ， 帮助

老人缓解因独居产生的也理问题 ， 疏导其 内也的烦恼 ， 同时在其需要的时刻 ， 上

口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 帮助其解决
一些 日常生活遇到的 问题 。

（ ２ ） 社会工作介入的模式 ： 新型社区工作模式

结合 目 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 ， Ｗ及未来几年的
＂

十兰五
＂

规划 ， 我国

针对老年人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与社会工作者的数量和发展依旧不能满足我国

老年人的需求 ， 存在 问题多而人手不够的状况。 传统的狂会工作的个案工作模式

和小姐工作模式不能全面推广普及 ， 所Ｗ只能尝试依靠狂区社会工作的介入去缓

解我国老年人居家养老遇到的 问题 ， 传统的狂区社会工作模式是
＂

专业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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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种基本方法 ， 它 ｗ社区和社 区 的居 民为服务对象 ， 通过发动和组织社区居民

参与集体行动 ， 确定社 区 问题与 需求 ， 动员社区资源 ， 争取外力协助 ， 有计划 、

有步骤地解决或预防社会 问题 ， 调整或改善社会关系 ， 减少社会冲突 ， 培养 自助 、

互助及 自 决的精神
＂ ３６

。 结合当前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遇到的 问题 ， 本研究提出

新的社区狂会工作模式是将传统的社区社会工作与互联网 、 智能科技系统相结

合 ， 试图找到
一

种新而有效的社会工作接入模式来缓解老年人居家养老的 问题 。

下面将对社会工作者的社 区介入给出
一

些具体的建议 。

首先 ， 实现对社 区每
一

位独居老人进行关注 ， 建立互联网最终档案 。 社区 的

社会工作者应该对每
一

位独居的老人进行摸底调查 ， 记录本狂区或本村独居老人

的基本情况 ， 比如年龄 、 身体健康状况 、 也理健康状况和经济收入等基本信息 ，

然后在互联网根据身份证的基本信息建立档案 ， 这个互联网的挡案应该每
一

年更

新
一

次 ， 同时在档案 中注明老人遇到哪些 问题 ， Ｗ及老人需要哪些帮助 ， 社区或

社会工作者能为其提供哪些帮助 ， 还有老年人遇到 问题的急迫性与重要性 。 这个

电子档案应该跟着老人 ， 如果老人进入医院或者养老院 ， 再或者移居其它地方 ，

电子档案将去到迁移地的社会作机构 ， 无论老人是否变更居住地 ， 其原来社区的

社会工作者对档案直接负责 ， 如果老人去 了新的社区 ， 原社区 的社会工作者应该

自动将 电子档案就行移交 ， 这个移交通过社 区社会王作 网络进行办理 。

其次 ， 社区 的社会工作者应该 自 动为老人提供服务 ， 实现社会王作的走 出去 。

根据档案和独居老人的最新状况 ， 社会工作者应该主动为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 。 并主动为该社 Ｋ或村庄老年人提供社 区活动 ， 实现老人的社会参与老人之间 ，

老人和社会工作者都进行互动 ， 通过互动可 及时 了解老人的最新状况 ， 更重要

的是可 Ｗ帮助老人缓解和预防 屯、理 问题 。 很 多城市 的老人在退休后都有 了 很多空

闲 的时 间 ， 社会王作者应该动 员老人积极参加活动 ， 并根据老人的喜好主动为其

提供活动 ， 比如组织本社 区 的广场舞等兴趣小组 。 农村地区 的老年人则应该根据

其村庄条件 ， 尽量建 了本村庄老年活动中屯、

， 让农村地区的老人 同样拥有加成康

体娱乐的活动机会 。 社会工作者应该积极 引 导老人参与适量的体育运动 ， 为其提

供健康养老的知识 。

６

思 斌， 唐钧 社会工 作 专题讲座 第八讲社 区 工 作 ［
Ｊ
］

．

社 会工作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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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社会工作应该帮助社区的遇到困难的老人恢复或着新建该老人的社会

支持网络 。 社区社会工作者不仅和服务的老人建立联系 ， 也要和老人的亲人特别

是子女建立联系 ， 及时了解到的老人健康状况 ， 吿知其家人和该社会机构 。 如果

老人遇到什么突发状况 ， 杜会工作者可 第
一

时间通知家属 。 此外 ， 本社区的独

居老人如果身体健康状况下降 ， 不能为 自 己提供 日常照料保障时 ， 往会工作者应

该 自动为其进行健康状况评估 ， 为其联系养老院或者家政人员 ， 使其养老继续得

到保障 。

一

个合格的社会工作者 ， 同时应该略懂也理治疗的知识 ， 应该主动观察

独居老年人的屯、理健康问题 ，

一

旦发现独居老人的 问题就及时进行干预或者转介

到专业的屯、理医生进行治疗 。

５ ．４ 小章总结

本章主要针对我国独居老人面临的 问题 ， 从社会工作的专业角度 ， 提 出 目 前

我国独居老年人面临的主要 问题是也理健康问题和 日 常照科问题 ， 并根据当前我

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和水平 ， 结合老年人问题给出新型社区工作模式 ， 使社会

工作者的有效社区介入来帮助其缓解养老和居住遇到的 问题 ， 提供独居老人养老

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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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总结与讨论

６ ． １ 研巧总结

本研巧花了很长篇幅 ， 其实只讲了
一

个问题 ： 我国很多老年人
＂

居与愿违
＂

，

其养老居住意愿得不到满足 。

剰下的 内容都在围着这个问题展开 ， 前半部分从时代背景开始 ， 首先讲了我

国人 口老龄化的问题 ， 分别从用数据和困表描述了我国的人 口结果 ， 化及越来越

严重的老龄化趋势 ， 接着讲了我国老年人的
＂

空巢
＂

现象 ， 举了数据和前人的研

究 ， 再说明 了本研巧的对象和问题 ， １＾＾及创新么处 。 然后 ， 本文通过文献回顾 ，

梳理了 国 内外对我国养老问趣 、 养老意愿和养老现状的研巧 。 本研巧的中间部分

为定量分析部分 ， 通过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査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０ １ ３ 年问卷数据进行

整理 ， 应用 Ｓ化化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巧描述性统计和 回归分析 ， 然后対与本研究

主题相关的兰个假设做出检验 ， 同时分析数据和结果 。 研究的最后
一

部分 ， 结合

＂

居与愿违
＂

的状况 ， 提出巧会工作介入的可能与必要 ， 然后提出介入的模式 。

结尾对本研巧进行总结和讨论 。

６ ．２ 讨论 ： 研巧不足与研巧拓展

（ １ ） 研巧不足

可 Ｗ说本研究是在检验
一

个简单的常识性问题 ： 我国老年人的
＂

居与愿违
＂

问 题 。 只 是 应 用 了
一

个 全 国 性 的 调 査数 据
＂

中 国 健康 与 养 老 追踪 调 査

（谢ＡＲＬＳ ） ２０ １ ３ 年问卷
＂

试图对全国的老年人居住念應与居住现状之间的偏差进

行研巧 ， 首先 问卷的代表性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 问卷到底具不具备全国的代表性 ，

问卷的样本是否足够大 ， 问卷的质貴是否合格 ， Ｗ及研巧问卷的方法是否合理和

科学都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 。 因为在社会学 、 狂会工作 、 经济学和人 口学领域 ，

定量研巧
一

直存在
一些争议 ， 定量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不能让所有的学者认

可与满意 。 通过对前人研巧的梳理 ， 还发现针对这个问题的具体研巧 。 此外 ， 在

研巧的过程中 ， 本研究也存在很多缺陷 ， 对文献的整理过于简单与不完整 ， 缺乏

深度的剖析与论述 。 在数据方面 ， 由于 问卷的数据分散在 １ ８ 个表格中 ， 所Ｗ有

一

些核也的变量难 ｜＾＾提炼和整理 ， 同时本研巧某些变量的处理略显粗綻 。 此外 ，

如



本研巧的狂会工作介入部分的针对性与实践性不足 。 希望 ， ｗ后的研巧者能通过

更好的方法将相关的研巧做得更具体 ， 更科学 ， 更具有实践性 。

（ ２ ） 研究拓展

首先 ， 对于我国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与居住现状偏差的 问题上 ，

＂

居与愿违
＂

本身就是
一

个客观现实 ， 问题的存在就有其
一

定的合理性 。 我们可能会主观的认

为居住意愿就应该被满足 ， 这样才符合个体的利益最大化 ， 才能最大程度满足处

于弱势群体老年人的需求 ， 其实主观上满足老年人的居住意愿 ， 客观上对老年人

来讲未必都是有益的 。 然后 ， 反过来思考 ， 从狂会整体的角度出发 ， 不可能满足

每个个体最大的需求 ， 首先社会的资源有限 ， 其次照顾了个体利益可能会对整体

利益不利 ， 会浪费和消耗大量的狂会资源 。 所Ｗ ， 这是
一

个不可能解决的矛盾 。

在送个逻辑上 ， 还可Ｗ对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与现状的关系做很多研巧与讨论 。

其次 ， 居住意愿是
一

个主观的 问题 ， 既然是主观的 问题 ， 用客观的方法很难

去测量与检验 。 因为主观想法是容易改变的 ， 难 （＾被准确量化 。 但是 ， 如果问卷

的样本比较大 、 时间跨度长且
一直连续的话 ， 可能会提供

一

个相对客观正确的样

本 ， 恰好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査 （ＣＨＡＲＬＳ ） 是
一

个连续性的追踪调查 ， 为该个设

想提供了可能性 。 伴随者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巧 每年都在追踪调查 ，

每年都在开放新的调查数据 ， 使得学者对我国 中老年人的健康和养老很多方面的

问题可Ｗ进行深度的研究 ， 同时定量研巧在方法 、 模型 、 可用数据方面 自在积累

迭代 。 希望么后有更多很好的关于我国老年人的研究出来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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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关于这篇论文可 ｗ说是我研究生 方向和兴趣的一个汇报 ， 我 国人

口 的老龄化与 养老
一直是我很关注和最 想研 究 的 方 向 。 关于选题

， 最

早我在本科王 大参与 中 国 综合社会调查 化ＧＳＳ ） 的项 目 时发现
，
当 我

们敲 口进入一 户 家里时 ， 往往开 口 最 多 的是老人 。 白 天 家里 的青壮年

大 多 都去上班 了
，
青 少年正在校 园 里学 习

， 留 着老人独 自 在 家 。 另
一

一种情况 ，
很 多 家庭只 有一个或一对老人在居住 ，

这就是 空 巢现 象的

现实版本 。 在 与很 多 老人的 交流 中 ， 我 发现他们在养老过程 中 有这样

那样的 问题
， 有 ‘。理层 面 的

，
还有生活上的 。 之后

， 我 又和老师 与 同

学做过
一些入 户 调研或者公益创投项 目

， 都 与 老年人有关 系 ，

加之我

家里就有 曾祖母 、 奶奶和外公还健在 ， 所 Ｗ我
一直 想学 习

一些 关于老

年人相 关 的 学科与知识 ，
后 来研 究生阶段选择 了 社会工作也有这方面

的原 因 。 当 这些原 因加在一起 ，
便有 了 我 想做一个 关 于老年人 问题的

毕业论文的初衷 ， 我
一直在寻找这样

一个主题 ，
好在毕业论文开题报

告时找到 了 这样一个相 关 的话题和数据 ， 并在 多 次命题的 失败后 ，
终

于找到 了 这个题 目
，
庆幸 最后 能 完成这个题 目 的 写 作 。

化 眼一挥 间
，
研完生生涯 已 然 白 马过隙 。 奈何时不待我 ，

轻轻回

首
，
往事似乎历 历在 目

， 却 已经悄悄走远 。 短暂 的研 究生时 光
， 我给

自 己打 ７５ 分
，

６０ 分给予我基本合格的研 究生课程 ，
剩 下 巧 分给予

那些许遇到 人与 事 ｋ乂及些许精彩 的课余生 活 。 被和的 巧 分既有我起

初的 研 究生生涯规划 的 完成程度的 不及格 ，
还有 那 些我被 荒废 了 的 宝

５ ８



贵时光 。 收获最 大的是思想渐渐变得独立 。 这要归功于课堂上对我孜

孜不倦教诲不断的老师 ，
Ｗ及对我毫无保留辛劳付 出 的 家人。 感激之

情将是我寥寥致谢的核心
＇

。

首先 ， 真诚感谢我的研究生导师 陈友华老师 。 老师的人生态度是

我十分敬佩的 ，
巧奋 、 智慧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的优秀品质 。 此外 ，

大学遇到 的老师们在我的学 习 和人生观两个方面都给 了 我最直接的

帮助与启迪 。

一个好的导师 ，
不仅是课堂上的老师 ，

还是生活 中 的好

塔 。 此外 ，
感谢给我上过课的各位老师 ， 特别是我们本专业的郭未老

师 、 彭华 民老师 、 沈呼老师 、 肖 萍老师 、 郑广 怀老师 、 朱 力 老师 、 霍

进老师 、 金一打老师 、 徐慷老师 ，
田蓉老师 ，

Ｗ及我们学院的周晚虹

老师 、 吴愈晓老师 、 霍 学伟老师 ，

Ｗ及被我靖过课的老师们 。 专业课

的老师们使我 第
一次接触到 了 社会工作的课程 ， 学院的社会学老师们

化我听到 了 有趣又深刻 的社会学专业课 ， 弥补 了 我社会学理论的很多

不足 。 在论文具体写作 中 ， 特别要感谢江克忠师兄在数据处理和定量

方法上提供的帮助 ，
没有师兄的认真数据整理与 化ａｔａ 软件上的帮

助
，
还有帮我修改英文摘要和校对的付紅艾 同 学 ，

没有他们 的帮助我

将很难完成这篇论文 。 当 然
，
论文的 写作 离 不开原始数据的提供 ，

正

是北京 大学 中 国社会科学调查 中 心
＇

给予数据样本 ， 才 有 了 我之后 的定

量数据 。 特别感谢我的 室友梁庆在学 习 和生活给我的帮助 ，
Ｗ及其他

我求学期 间 给予过我的帮助与 支持的每一个人。

己９



此外
，
还要郑重感谢我的 家人 ，

没有家人的 支持我完成不 了 研究

生的 学业 ，
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物质上的 帮助 ，

都是我安 ‘。 完成学业 的

动 力 与保障 。 回 想研 究生生涯
，
远 离 闹 市 ，

在仙林的校 国 中 享受着可

贵安静 ，
才 能静下心 来上上课看看 书 。 本科结束后 维续升造是 自 己 的

选择 ，
还好现在看来 自 己 坚持的选择是正确 的 ，

恰恰是从 东 北的 吉林

大学来到 南 京 大学后 ，
我的人生有 了

一些不 同体验与收获 。 曾 经读过

的每一所学校都是母校 ，
我们从母校 中 吸收 了 大量的知识 后 才 有 了 如

今的成长 。 知恩 图报 ，
感谢 大 学期 间 的 两 个母校给我的一切 ，

始记各

位老师教导我如何做人处 事 、 如何严 谨治 学 。 求 实 创新 ，
立志 图 强 。

雄伟诚朴 ，
励学敦行 。 这十六字的校训 我应该 牢 牢记住 ，

经 常提醒 自

己 。 借 用 肯尼迪的一 句 话 ：

＂

Ａｓｗｅｅｘｐ ｒ ｅｓ ｓｏｕ ｒｇ ｒ ａｔ ｉ ｔｕｄｅ
，ｗｅｍｕ ｓｔ

ｎｅｖｅ ｒｆｏ ｒ ｇｅ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ｈ ｉ ｇｈｅｓｔａｐｐ ｒ ｅｃ ｉ ａｔ ｉ ｏｎ ｉ ｓｎｏｔｔｏｕｔｔｅ ｒ

ｗｏ ｒ ｄ ｓ
，ｂｕｔｔｏ ｌ ｉ ｖｅｂｙｔｈｅｍ ．

，＇

（ 当 我们 表达感谢时 ， 我们 不 能忘

记感恩的 最 高 形 式不是说 出 的话
，

而 是 为 他们做点什 么 。 ） 希 望 阔 別

多 年后 ，
无意 间 看 到 这篇 毕业论 文 ，

还能 想起 大学 ７ 年 的 点点滴滴 ，

曾 经遇 见 的老师 、 同 学 、 朋 友
， 曾 经 爱过的 恋人 ， 曾 经上过的社会学 、

哲学 、 社会工作 、 人 口 学和历 史 学等等课程 ， 曾 经去过的地方 、 喝过

的 大 酒 ． ． ．

一

幕幕往事都 能让我热 泪盈眶 。

最后 ，
感谢我 自 己 。 祝福各位老 师 、 亲人 、 朋 友和 同 学 身体健康 ，

诸事顺遂 ！

村 ）



附录

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
ＣＨＡＲ ＬＳ

）
２０ １ ３ 数据下载地址 ：

ｈ ｔ ｔｐ ： ／／ ｃｈａｒ Ｉ ｓ ．

ｐｋｕ ．ｅ ｄｕ ．ｃｎ／ ｚ ｈ
－

ＣＮ／ｐａｇｅ／ ｄａ ｔａ／２０ １ ３
－

ｃｈａｒ ｌ ｓ
－

ｗａｖ ｅ２

Ｓ ｔａｔａ１ ２ 软件回 归结果

表 ８ 的 回归分析命令和结果 ；

． ｌ ｏｇ ｉ ｔｍａｔ ｃｈａｇｅｍａｒ ｉ ｔ ａ ｌｉ ｎ ｓｕｒａｎ ｃ ｅｓ ｅｘｈ ｅａ ｌ ｔｈ ｌ ２ｈｅ过 ｌ ｔｈ ｌ ３ｈｅａ ｌ ｔｈ ｌ ４

ｈｅａ ｌ ｔｈ ｉ ｓｐｅｎ ｓ ｉ ｏｎｍｚｕｚｏｎｅ ２ｚ ｏｎｅ ３ｕｒｂａｎ
—

ｒｕｒａ ｌＡＤＬｅ ｄｕ ｃａ ｔ ｉ ｏｎｉ ｎ ｃｏｍｅ

ｉ ｆａｇｅ ＞
＝
６０

Ｉ ｔ ｅｒａ ｔ ｉ ｏ ｎ０ ： ｌ ｏｇｌ ｉ ｋｅ ｌ ｉ ｈｏｏｄ＝
－

２ ３ ２ ２ ． ０ ２６３

Ｉ ｔ ｅｒａ ｔ ｉ ｏ ｎ１ ： ｌ ｏｇｌ ｉ ｋ ｅ ｌ ｉ ｈ ｏｏｄ＝
－

２３０ １ ．４ ２ ３ 己

Ｉ ｔ ｅｒａ ｔ ｉ ｏ ｎ２ ： ｌ ｏｇｌ ｉ ｋｅ ｌ ｉ ｈ ｏ ｏ ｄ
＝

２３０ １ ． ４ ０２７

Ｉ ｔ ｅｒａ ｔ ｉ ｏ ｎ３ ： ｌ ｏｇｌ ｉ ｋｅ ｌ ｉ ｈ ｏ ｏ ｄ＝ ２ ３０ １ ． ４ ０２ ７

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 ｃｒｅ ｇｒ ｅ ｓ ｓ ｉ ｏ ｎ Ｎｕｍｂ ｅｒｏ ｆｏｂ ｓ
＝ ３４ ７ ６

ＬＲｃ ｈ ｉ ２ （ ｌ巧＝ ４ １ ． ２ ５

Ｐｒｏｂ＞ｃｈ ｉ ２＝０ ．０００ ５

Ｌｏ呂１ 化 ｅ ｌ ｉ ｈ ｏｏ ｄ
＝－

２ ３ ０ １ ． ４ ０２ ７ Ｐ ｓ ｅｕ ｄｏＲ２二０ ． ００８９

ｍａ ｔ ｃ ｈ ＩＣ ｏ ｅ ｆ ．Ｓ ｔ ｄ ．Ｅｒｒ ． ｚＰ ＞
 ｜ 
ｚ

 ｜ １ ！
９ ５％Ｃｏ ｎ ｆ ．Ｉ ｎ ｔ ｅ ｒｖａ ｌ ］

ａｇｅ Ｉ．０２ ２ ７ ７ ７ ２ ． ０ ０ ５ ４ １ ７ ３４ ． ２００ ． ０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５９４． ０３ ３ ３９４９

ｍａｒ ｉ ｔａ ｌ ｜－

０ ７ ２ ７ ５ １ １ ． ０ ８ ３ １ ２ ５ ７
－

０ ． ８ ８０ ． ３８ １ ２ ３ ５６ ７ ４４ ． ０９０ １ ７ ２ ３

ｉ ｎ ｓｕｒａ ｎ ｃ ｅ ｜ ．２９ ７ ３０６９． １ ６６９９４ ５ １ ． 巧０ ． ０巧 ． ０２９９９６３ ． ６２ ４ ６ １ ０ １

ｓ ｅ ｘ １ １ ８ ６０９ ４ ７． ０ ７ ４ ０９ ５ ２ ． ５ １０ ． ０ １ ２
－

３ ３ １ ３ １ ８ ２０４ ０８ ７ １ ２

ｈ ｅ ａ ｌ ｔ ｈ。
Ｉ ． ６ ７ １ ８ ４ ６ ． ４ ２ １ ７ ８８６ １ ． ５９０ ． Ｉ ｌ ｌ

－

１ ５４８４ ４ ５ １ ． ４９８ ５ ３ ７

ｈ ｅ ａ ｌ ｔ ｈ ｌ ３ ． ６ ３ １ ０ １ ６． ４ ０９ ５ ４ ２８ １ ． ５ ４０ ． １ ２ ３
－

 １ ７ １ ６ ７ ３ １ １ ． ４ ３ ３ ７ ０５

ｈ ｅａ ｌ ｔ ｈ ｌ ４ ．５ ７ １ ８ ２ ７ ４ ． ３ ９９ ３ ５ １ ７ １ ． ４ ３０ ． １ ５ ２
－

． ２ １ ０８８巧 １ ． ３ ５４ ５ ４２

ｈ ｅ ａ ｌ ｔ ｈ ｌ Ｓ １ ． ５９ ７ ８ １ ８９ ． ４ ０２ ２ ２化 １ ． ４ ９０ ． １ ３ ７ １ ９０ ５ ３４ ４ １ ． ３８ ６ １ ７２

ｐ ｅ ｎ ｓ ｉ ｏ ｎ １ ８ ９ ６９ ５ ６． １ ２ ０ ５ ８ ４ ６ １ ． ５ ７０ ．１ １ ６
－

４ ２６０ ３ ７ １ ． ０ ４ ６６４ ５８

ｍ ｚ ｕ ．０ ７ ４ ９２巧 ． １ ３ ５ ６ ７ ０ ７０ ． ５ 日０ ． ５８ １ １ ９０９８ ２ ４ ． ３４ ０８ ３７ １

ｚ ｏ ｎ ｅ ２ Ｉ０ ３ ８ ０９ ９８ ． ０８ ２ ４ ６ ３ 〇 ． ４ ６０ ． ６ ４ ４ １ ９９ ７ ２ ４ ４ ．１ ２ ３ ５ ２ ４８

ｚ ｏ ｎ ｅ ｓ Ｉ． １ ５９６４ ６７ ． ０９ １ ５９ ２ ４ １ ． ７ ４０ ． ０ ８ １
－

０ １ ９８ ７ １ ２． ３ ３９ １ ６４ ５

ｕｒｂａｎ ｒｕｒａ ｌ Ｉ． １ ２ ６８６２ ． ０ ７ ５ １ ２０５ １ ． ６９０ ． ０９ １
－

０２０３ ７ １ ４． ２ ７ ４ ０９巧

ＡＤＬ Ｉ ． ０ １ ５ １ ８０２．１ ２ ２ ７ ７ ４ ３０ ． １ ２０ ． ９０ ２
－

． ２ ２ ５ ４ ５ ３ ． 巧 ５８ １ ３ ５

ｅ ｄｕ ｃａ ｔ ｉ ｏｎ ｜－

． ０ ０ ７ １ １ ３８ ． ００８ ６０９ ５－

０ ． ８ ３０ ． ４ ０９ ０２ ３９８８ １ ． ００９ ７６０ ５

ｉ ｎ ｃ ｏｍ ｅ Ｉ－

． ０ ２ ８ １ ８ ８ １ ． ０ ３ ４ ８ ３ ５ ５
－

０ ． ８ １０ ． ４ １ ８ ． ０９６４ ６ ４４ ． ０４ ０ ０ ８８ ３

ｃ ｏ ｎ ｓ Ｉ
－

１ ．６６８ ０ ４ １ ． ６ ２ ７０９ １ ２ ． ６ ６０ ． ００８
－

２ ． ８９ ７ １ １ ６
－

． ４ ３ ８９６４９

６ １



表 ９ 的回归分析命令和结果 ；

（ １ ） 假设有爾偶时的选择 ：

． ｌ ｏｇ ｉ ｔ １ ｉｖ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ａｇｅｌ ｉｖｅ

—

ｍｏｄｅｉ 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ｅｘｈｅａｌ ｔｈ ｌ２ｈｅａｌ ｔｈ ｌ Ｓｈｅａ ｌ ｔｈ ｌ ４

ｈｅａ ｌ ｔｈ ｉ ｓｐｅｎ ｓ ｉ ｏｎｍｚｕｚｏｎｅ２ｚｏｎｅ３ｕｒｂａｎ
＿

ｍｒａｌＡＤＬ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ｉ ｎｃｏｍ ｅｉ ｆａｇｅ＞
＝６０

Ｉ ｔ ｅｒａ ｔ ｉｏｎ０ ： ｌｏｇ１ 化ｅ ｌ化ｏｏｄ
＝ －巧７ ７ ． ５３ １４

Ｉ ｔｅｒａｔ ｉｏｎ１ ： ｌｏｇｌ ｉｋｅ ｌ ｉｈｏｏｄ＝
－

１４７０ ． ７７巧

Ｉ ｔ ｅｒａｔ ｉ ｏｎ２ ： ｌ ｏｇｌ ｉ ｋｅ ｌ ｉ ｈｏｏｄ
＝

—

１ ４７０ ．４的３

Ｉ ｔ ｅｒａ ｔ ｉ ｏｎ３ ： ｌ ｏｇｌ ｉ ｋｅ ｌ ｉ ｈｏｏｄ
＝－

１ ４７０ ．４的３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 ｃｒｅｇ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ｂｓ＝ ２２８ １

ＬＲｃｈ ｉ ２ （ １ ６）＝２ １ ４ ． １ ６

Ｐｒｏｂ＞ｃｈ ｉ ２＝０ ． ００００

Ｌｏｇｌ ｉ ｋｅ ｌ ｉ ｈｏｏｄ
＝－

１４７０ ． ４５３３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０ ． ０６７９

ｌ ｉ ｖ ｅ
—ｐｒｅ ｆｅｒ ｅｎｃ ｅ ｌ ＩＣｏｅｆ ．Ｓ ｔｄ ．Ｅｒｒ ． ｚＰ ＞

｜

ｚ
｜ ［

９５％Ｃｏｎ ｆ

＂

．Ｉ ｎ ｔ ｅｒｖａ ｌ ］



＋


ａｇｅ １ ． ０２ １ １９８ １ ． ００７ ３３４４２ ． 拟０ ． ００４ ． ００６８２２９ ． ０巧巧 ３４

ｌ ｉ ｖｅ
＿

ｍｏｄｅ ｜ １ ． ０７８７％． ０９２６４２３ １ １ ．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８９７ １ ６０３ １ ． ２ ６０３ １ ２

ｉ 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 ｜． ０７８０４５７． ２５７２２巧０ ． ３００ ． ７６２４２６ １ １ ０３． 战２２０ １ ８

ｓ ｅｘ Ｉ．０６ １８７２８． ０９巧 １ ９６０ ． 朗０ ． ４９９—

． １ １ ７５０２ ３． ２４ １ ２４８

ｈｅａ ｌ ｔｈ ｌ ２ １８７２００７３ ．５７ ７６３－

１ ． ５ １０ ． １ ３ １－

２ ． ００４ １ ４ １． ２６０ １ ２６７

ｈ ｅａ ｌ ｔ ｈ ｌ Ｓ Ｉ－

１ ． １ ４５ １％． ５６４７９８２—

２ ． ０３０ ． ０４３－

２ ． ２巧 １ ７９０３８２ １ ０ １

ｈ ｅａ ｌ ｔ ｈ ｌ ４ ｜－

１ ． ０５３４４２ ． ５５２３的４－

１ ． ９ １０ ． ０５ ７—

２ ． １ ３６０６３． ０２ ９ １ ７８

ｈｅａ ｌ ｔ ｈ ｌ Ｓ ｜
－

１ ． ０７５４８２ ． ５５５ ７２９９－

１ ． ９４０ ． ０５３－

２ ． １ ６４６９２ ． ０ １ ３ ７２８９

ｐｅｎ ｓ ｉ ｏｎ １． ０２７９９４９ ． 巧 ３ １ ０９９０ ． １ ８０ ． ８巧－

． ２７２０９ ５ １ ． ３２８０８４８

ｍｚｕ Ｉ ．３３朗 ７朗 ． 化２７６ ３６１ ．８４０ ． ０６６－

． ０２２２３％．６９４ １ ８朗

ｚ ｏｎ ｅ２ ｜０ １ ７３５７７ ． １ ０２７２６２－

０ ． １ ７０ ． ８６６ ２化朗巧． 化 ３９８ １ ９

ｚ ｏｎ ｅｓ Ｉ
－

． ３６２９４４８． 。的５５２－

３ ． １２０ ． ００２ ５９０８００８ １ ３５０８８９

ｕｒｂａｎ
＿

ｒｕｒａ ｌ １． ４７胡５２９． ０９４８８４８５ ． ０２０ ． ０００ ． ２８９９８２２．６６ １ 犯 ３ ７

ＡＤＬ Ｉ
－

． ０２６８９３２． １ ６２８９０５－

０ ．口０ ． ８６９ ３始巧Ｗ ． ２９２ ３６６３

ｅｄｕ ｃａ ｔ ｉ ｏｎ ｜． ００４８５４． ０ １ １ ３ １巧０ ． ４３０ ． ６６８ ０ １ ７３２７６． ０２ ７０３ ５６

ｉ ｎ ｃｏｍｅ ｜ ．０９７７６８６． ０４５０４４３２ ． １ ７０ ． ０３０ ． ００９４８ ３３ ． １ ８６０５ ３８

＿

ｃｏｎｓ １
－

２ ． １ ３４６朗 ． ８５８８７巧－

２ ． ４９０ ． ０ １ ３－

３ ． ８ １ ８０２８４５ １ ２９０８

（ ２ ） 假设没有配偶时的选择

． ｌ ｏｇ ｉ ｔ １ ｉ ｖ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 ｅ２ａｇｅｌ ｉ ｖｅ

—

ｍｏｄｅｉ 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ｅｘｈｅａｌ ｔｈ ｌ ２ｈｅａ ｌ ｔｈ ｌ Ｓｈ ｅ

＞ａ ｌｔｈ ｌ４ｈｅａｌ ｔｈ ｌ ５ｐｅｎｓ ｉｏ打ｍｚｕｚｏ打ｅ２玄ｏｎｅ３ｕｒｂａ打
—

ｒｕｒａ ｌＡＤＬ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ｉｎｃｏｍｅ

＞ｉ ｆａｇｅ ＞
＝
６０

６２



Ｉ ｔ ｅｒａ ｔ ｉ ｏｎ０ ： ｌ ｏｇｌ ｉ ｋｅ ｌ ｉ ｈ ｏｏｄ＝
－

７０６ ．８ ７巧 ６

Ｉ ｔ ｅｒａ ｔ ｉ ｏｎ１ ： ｌ ｏｇｌ ｉ ｋ ｅ ｌ ｉ ｈ ｏ ｏｄ＝
－

６２ ３ ． ０９９２ ７

Ｉ ｔ ｅｒａｔ ｉ ｏｎ２ ： ｌ ｏｇｌ ｉ ｋｅ ｌ ｉ ｈ ｏｏｄ
＝－

６２ １ ．１ ７６９ ７

Ｉ ｔ ｅｒａｔ ｉ ｏｎ３ ： ｌ ｏｇＵ ｋｅ ｌ ｉ ｈ ｏｏｄ＝
－

６２ １ ． １ ７３９８

Ｉ ｔ ｅｒａ ｔ ｉ ｏ ｎ４ ； ｌ ｏｇｌ ｉ ｋ ｅ ｌ ｉ ｈｏｏｄ＝
－

６２ １ ．１ ７ ３９８

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 ｃｒ ｅ ｇ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ｂｓ
二 １ １ ０ １

ＬＲｃ ｈ ｉ ２ （ ｌ巧二 １ ７ １ ． ４０

Ｐｒｏｂ＞ｃｈ ｉ ２＝０ ．００００

Ｌｏ呂ｌ ｉ ｋｅ ｌ ｉ ｈ ｏ ｏ ｄ＝
—

６ ２ １ ．１ ７ ３９８ Ｐ ｓ ｅｕｄｏＲ２＝０ ． １ ２ １ ２

ｌ ｉ ｖｅ
＿ｐｒ ｅ ｆ ｅ

？

２ ＩＣｏ ｅ ｆ ．Ｓ ｔ ｄ ．Ｅｒｒ ．ｚＰ ＞
｜

ｚ
｜巧 ５％Ｃｏｎ ｆ ．Ｉ ｎ ｔ ｅｒｖａ ｌ ］



＋


ａｇｅ Ｉ－

． ０ １ ３２ ６ ４ 日 ． ００９ ３ ２４ ７－

１ ． ４ ２０ ． 巧 ５ ０ ３
巧４０ ７ ．００ ５０ １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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