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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宄

摘 要

研宄 目 的 ： 人 口老龄化和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村社会带来了严峻的养老挑战 ， 积极老

龄化成为我国应对农村人 口老龄化的战略决策 。 目 前 ， 单纯依靠家庭养老的模式已经无

法支撑农村老年人 日渐多元的养老需求 ， 而农村养老模式的社会化不仅可 以增强老年人

的参与感 、 获得感和幸福感 ， 还能适应城乡发展节奏 ， 减轻家庭养老负担 。 本文 旨在探

索全国范围 内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 为建立多层次 、 多支柱的农村养老

保障体系 ， 缓解农村养老困境提供实证依据和政策建议 ， 让农村地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

研宄方法 ：

本文基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公开的
“

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

（ Ｃｈｉｎａ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ＣＨＡＲＬＳ ） 的 ２０ １ ８ 年横断面数据 ， 提取追踪调查样本中

６０ 周岁及 以上的农村地区老年人 ４９７９ 例 。

（ １ ）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单因素分析 。 筛选农村老年人的倾向特征 、 需求因素、 使能

资源等可能的影响因素作为 自变量 ， 养老模式的三分类作为因变量 。 描述性统计分析采

用频数分布和构成比 ， 单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和 Ｋｒｕｓｋａｌ
－Ｗａｌ ｌｉｓＨ 检验来探索各 自变

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

（ ２ ） 多因素分析 。 多 因素分析采用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 设置步进选项筛

选解释能力最强的变量以构建各 自变量与因变量相互关系的 ｌｏｇｉｓｔ ｉｃ 回归模型 ， 对比分

析不同养老模式下各因素的影响程度 。

（ ３ ） 路径分析 。 采用适合类别变量的 ＷＬＳＭＶ 估计方法 ， 运用 Ｍｐ ｌｕｓ８ ． ３ 建立模型

实证各潜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 明确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各因素间的影响路径和作用

机制 。

研宄结果 ：

（ １ ） 在健康数据调查下 ， ４９７９ 名 受访农村老年人 中选择家庭养老 的 占 比最高

（ ６ １ ． ６６％ ） ， 养老支持力来源于子女 ， 其次是社会养老 （ ３ ５ ．０ １％ ） ， 自我养老 （ ３ ．３３％ ） ；

东部地区社会养老和 自我养老的 占 比达到 ４３ ． １ １ ％和 ６ ．２０％ ， 在三个地区 中 占 比最高 。

（ ２ ） 通过单因素和无序多元 Ｌｏｇｉ 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可得 ， 农村老年人在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上均有显著性差异 。 倾向特征因素 中 的年龄 、 性别 、 受教育程度 、

所在区域和务农情况 ５ 个变量 ， 使能资源因素 中的缴纳医疗保险类型 、 参加新农保 、 家

庭年收入 、 子女数量 、 子女联系 、 子女 同住 、 婚姻情况和 日 常照料者情况 ８ 个变量 ，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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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因素中的 自评健康状况 、 抑郁状况 、 家务能力情况、 感知满意度 ４ 个变量 ， 均对其养

老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 。

（ ３ ） 通过路径分析发现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均对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

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 总效应为 ０ ． ４４３ ； 影响养老模式选择的路径有 ２ 条 ： Ｈｂ ｌ 倾 向特

征 －＞使能资源－＞养老模式选择、 Ｈｂ２ 倾向特征－＞使能资源－＞需求因素 －＞养老模式选择 ；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的中介效应显著 ， 使能资源、 需求因素

不仅分别对养老模式选择产生直接影响 ， 还在倾向特征与养老模式选择中起着部分中介

作用 ， 而倾 向特征只能通过中介变量对养老模式选择产生效应 。

研究结论 ：

（ １ ） 我国农村老年人的首选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 ， 养老支持力来源于儿女 ， 其次是

社会养老 ， 农村地区 自我养老能力较弱 。 东部地区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脱离子女进行

“

独立养老
”

。

（ ２ ） 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行为均有显著影

响 。 其中 ， 家庭养老模式的老年人的基本特征包括 ： 年龄 ６０
￣

７０ 岁 ， 男性 ， 小学及以下

受教育程度 ， 务农家庭 ， 中西部地区的个人倾向特征 ； 拥有城乡基本医保或没有基本医

保 ， 家庭年收入 ５ ０００ 元以下 ， 有新农保养老金 ， 非己婚 ， ４ 个及以上子女 ， 与子女同住 ，

有 日 常照料者储备的使能资源特征 ； 自评健康状况较好 ， 独立家务能力较差 ， 子女关系

满意的需求因素特征 。 社会养老模式的老年人的基本特征包括 ： 年龄 ８ １ 岁及 以上 、 女

性、 初高中 以上学历 、 非务农家庭 、 东部地区的个人倾向特征 ； 具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和其他医疗保险 ， 家庭年收入在 ５ ０００ 元以上 ， 己婚 ， ３ 个及 以下子女且不与子女同住的

使能资源特征 ， 自评健康状况较差 ， 无 日 常照料者储备 ， 子女满意度较差的需求因素特

征 。 自我养老模式的老年人的基本特征包括 ： 东部地区 ， 受教育程度为初高中 以上 ， 家

庭年收入 ５０００ 元 以上 ， 不与子女同住 ， 独生或者无子女老人 ， 已婚 ， 具有完全家务能

力 ， 子女关系不满意 。

（ ３ ） 注重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对养老模式选择的作用 。

一

是倾向特征只 能通过中

介变量对养老模式选择产生效应 ， 提示主体在养老制定政策与执行措施过程中要关注老

年人的个人倾向特征对养老选择行为的间接影响 ；
二是使能资源的直接路径系数值为

０ ． ７９４ ， 效应值最大 ， 是影响养老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和关键中介变量 ， 提示要注重使能

资源对养老的支持作用 。 三是加入需求因素后对养老模式选择有挤出效应 ， 提示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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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健康管理 ， 同时推动发展型家庭支持政策 ， 巩固家庭养老有效地可持续发展 。

关键词 ．

？ 农村老年人 ； 养老模式 ； 影响路径 ，

？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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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绪 论

１ ． １ 研究背景和 问题提出

１ ． １ ． １ 我国人 Ｐ老龄化程度加深

２ 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 ， 人 口 老龄化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 。 国 际上通常判断 ， 当 ６ ０ 岁 以

上人 口 总数超过社会总人 口 的 １ ０％ ， 或者 ６ ５ 岁 以上人 口 超过社会总人 口 的 ７％的 国家被

认为是老龄化社会 国家 ［
１
］

。 我国在 ２ ０ ００ 年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 ， 老年人 口迅速膨胀 ，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 。 作为当今世界上老龄化率最高的 国家之
一

，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

的老龄人 口 ， 并且我国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 、 未备先老 、 孤独终老三大特点 ， 养老 问 题

急迫且复杂 ［
２

］

。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 ， 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人 口普查公报 （第五号 ）

中 ， ６０ 周 岁 以上的人 口达到 ２６４０２ 万人 ， ６ ５ 周 岁 以上人 口达到 １ ９０６４ 万人 ， 占 比分别

达到 １ ８ ． ７０％和 １ ３ ． ５ ０％ 。 截至 ２ ０２ ０ 年 ， 我国老年抚养 比达到 １ ９ ． ７ ０％ ， 即每 １ ０ ０ 个劳动

年龄段的人将有近 ２０ 个老年人要抚养 。 按照人 口老龄化趋势预测 ， 到 ２ ０ ５ ０ 年 ， 我国 ６５

岁及 以上人 口 比例将达到 ２５％ ， 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 在这
一

背景下 ， 我国亟需将

如何解决养老 问题摆在 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 。

我国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２０年人 口 老龄化趋势图

１ ６ ３０ ００％

１４

产
２ ５纖

． ９ ７ ０

８０
＾

？ ２０册

５
１９〇

１

８ ，
，７ｎＪ  ｉ ｎ晷 ７ ０

一—＾１

＊＊＊
＇＂＾

 ？ ．６０ ｉ ． ５０
，

－

＾５ １ ５ ０ ０
－

Ｄ

 １０ ００
＊

４８０１ ０ ） ４°
， Ｌ

 ５ ００％

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

２０ １ ０２ ０ １ １２ ０ １ ２２０ １ ３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２ ０ １ ６２０ １ ７２０ １ ８２０ １ ９２ ０ ２ ０２ ０ ２ ７２ ０３４２ ０４ ５

年末 总人 口 数 亿人 ５ ５岁及 以上老年人 口 数 亿人

—

６ ５岁 占 总人 口 比例老年抚养比 （ Ｖ

数据来源 ： 《 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

图 １
－

１２ ０ １ ０ －２ ０ ２０ 年中 国人 口老龄化趋势 图 （单位 ： 亿人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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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１ ．２ 农村老年人养老形势更为严峻

城乡老龄化水平差距大 ， 农村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镇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 ， 我国

农村老年人比例总体高于城镇老年人 。 根据 ２０ １ ０ 年、 ２０２０ 年的第六、 第七次人口普查

数据 ， 我国 ６０ 岁 、 ６５ 岁及 以上老年人 口 比重的城乡差异分别扩大 ４ ． ９９ 和 ４ ． ３ ５ 个百分

点 ， 农村老龄化进程远高于城镇 ， 形成了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状态 。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 ， ２０２２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２ ．４５ ，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 。 从基尼

系数上看 ， ２０２ １ 年我国基尼系数为 ０ ．４７ ，０ ．４０ 以上在国际上被认为贫富差距悬殊 。 伴随

着老龄化加剧和城乡二元结构特点 ， 我国城乡老年人在社会地位、 经济收入 、 养老保障 、

医疗利用等方面仍然表现出来较为严重的不平等 ， 影响老年人对养老模式及养老服务的

选择 ， 城乡依然是两个断裂的社会 。 目 前 ， 农村老年人养老依托的主体依然是家庭 ， 中

国语境
“

百善孝为先
”

凸显了我国养老问题的特性 ， 家庭承担着养老主要场所和功能载

体 。 但家庭结构 日趋小型化和空巢化 ， 养老功能弱化 ， 伴随着农村老人健康风险高和健

康管理意识薄弱 、 老年人养老需求逐渐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 进
一

步凸显完善农村社

会化养老模式 ， 保障农村老年人养老生活十分迫切 。

１ ． １ ．３ 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亟待完善

农村养老是中 国养老事业的关键 ， 农村养老服务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 中 的短板 ［
３

］

。

农村老年人的 自我养老能力非常有限 ， 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 ， 我国农村社会化养老

体系制度亟待完善 。 农村地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

项 目 己经建立并且逐渐完善 ， 但仍存在保障覆盖面窄 、 水平低和项 目 不全等问题 ， 除此

之外 ， 村社区基础养老设施尚不完备、 社会化养老服务供应不足和社会商业保险进入困

难等诸多矛盾 ， 对于解决农村养老 问题挑战很大 ［
１

，
４

］

。

我国养老问题的难点和重点都在农村 ， 解决的关键需要个人、 家庭 、 政府和社会的

多方参与 、 共建共享 。 农村养老模式的社会化和多样化不仅可 以增强老年人的参与感 、

获得感和幸福感 ， 还能适应城乡发展节奏减轻家庭养老负担 ， 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多层次 、

多支柱的养老保障 。 积极老龄化是我国应对农村人 口老龄化的重大战略决策 ， 如何让农

村老年人不再被动 、 低水平地养老 ， ２０２ １ 年国务院 《关于印发
“

十四五
”

国家老龄事业

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 》 中提出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 构建农村互助式

养老服务体系 。 同时巩固和增强家庭养老功能 ， 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体系 。 ２０２２ 年国

务院颁布 《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 》 中提出要健全多层次 、 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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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个人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 可 见 ， 农村养老越来越受到党和 国家的高度关注 ，

一

方面巩固和发展家庭养老 ， 另
一

方面促进社会化养老保障 ， 是提高农村养老保障和服

务体系关键环节 ， 值得学者继续关注和研究 。

１ ．２ 研宄 目 的与意义

１ ．２ ． １ 研究 目 的

本文 旨在基于安德森模型理论深入挖掘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 并进

一

步厘清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及路径 ， 更为系统解释养老模式选择的原因 ， 为农村老年

人建立多层次 、 多支柱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 ， 缓解农村养老困境提供实证依据和政策建

议 ， 让农村地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

１ ．２ ．２ 研究意义

１ ．２ ．２ ． １ 现实意义

在农村社会面临严峻养老挑战的社会背景下 ， 单
一

的家庭养老来源无法支撑农村老

年人多元化的养老需求 ， 而农村养老模式的社会化和多样化不仅可以增强老年人的参与

感 、 获得感和幸福感 ， 还可以适应城乡发展节奏 ， 减轻代际养老负担 。 基于全国性健康

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 了解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现状 ， 探寻养老模式选择的影

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 提出行而有效的政策干预措施 。 对于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 ，

巩固和发展家庭养老 ， 推动社会化养老保障 ， 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 。

１ ．２ ．２ ．２ 理论意义

目 前 国 内基于全国性 、 大样本的数据研究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研宄较少 ， 现阶段研

宄往往是个别省市或区域范围 ， 存在样本覆盖范围小 、 实用推广性较差等缺点 。 本文依

托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 １ ８ ） 全国性调查项 目 ， 该样本覆盖范围广 、 代表性较高等优点 。 结合安

德森模型确定潜变量 ， 构建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模式影响因素假设模型 图 ， 具有

可操作性 、 科学性和代表性 ， 研究方法和结论可为学者的养老模式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

１ ．３ 研究内容

本文研宄的具体内容分别如下 ： （ １ ） 分析在健康数据调查下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特征

和养老模式选择的现状 。 （ ２ ） 探寻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 综合考虑相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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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因素的共同作用 ， 评估各影响因素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模式选择的关联强度 ， 构建

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 。 （ ３ ） 依据研宄结论提出有效

的政策干预措施 ， 为农村老年人建立多层次 、 多支柱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 ， 缓解农村养

老困境提供实证依据和政策建议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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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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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２ ． １ 概念界定

２ ． １ ． １ 老年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２０ １ ８ 年修正 ） 》 总则中 的第二条规定 ：

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 以上的公民 。 １ ９８２ 年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将老年人

年龄标准调整为 ６０ 岁 ， 国 内学者多 以 ６０ 周岁为标准开展研究 。 本文将正生活在农村地

区的 ６０ 周 岁及 以上的人定义为农村老年人 。

２ ． １ ．２ 养老模式

“

养老
”一

方面指奉养老人 ， 另
一

方面指年老后的闲居休息 。

“

模式
”

是指 由众多规

律构成的
一

种固有的系统的表现形式 。 养老的研究 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 ：

“

谁来

养
”

即主体经济指出是谁、

“

如何养
”

即当前选择何种养老模式合适 、

“

养的怎么样
”

即

养老的效果如何 ， 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等 。 目前 国 内外 尚未对养老模式作 出 明确定义和

解释 ， 这种不统
一

主要体现在不 同的学者在界定养老模式时 ， 所采纳的维度标准不 同 ，

从而导致关注视角侧重点 出现差异 。 在养老模式涉及的各要素上 ， 学者基本上己有共识 ，

通常包含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 、 生活照顾、 居住安排与精神慰藉 。 本文依据学者们广泛

支持的穆光宗养老经济支持力理论 ［
２３

］

， 将农村养老模式具体划分为家庭养老 、 自我养老

和社会养老 ， 来研究 目 前农村养老的经济支持力主要来源于代际支持 、 自我储蓄还是社

会养老金及其影响选择的原因 。

２ ． １ ．２ ． １ 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是指养老的主要支持力来源于家庭 内 的子女 、 配偶和亲属的养老模式 ［
５

］

，

是
一

种基于家庭结构血缘关系或亲属关系的
“

反哺式
”

养老 。 当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退

化而步入晚年养老状态时 ， 子女为其提供在物质支持 、 日 常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方面

提供相应的养老支持 。 但随着家庭结构与城乡二元化的社会背景变化 ， 家庭养老模式难

以为继而需要找寻新的出路 。 本研宄中 ， 由于农村的小农经济及生产方式决定收入常以

家庭为计算单位 ， 配偶给予的支持难 以划分且较为有限 ， 因此在家庭养老上 ， 本文主要

考虑子女对老年人养老供养 。 依据穆光宗的养老支持力理论 ， 受访者回答靠
“

子女
”

养

老的视为
“

家庭养老
”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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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１ ．２ ．２ 自我养老

自我养老是养老主要支持力来源于老年人 自 己的养老模式 ［
６

］

。 在农村 ， 实现的收入

方式通常是农作或者个体经营 。 老年人实现 自我养老的途径往往是通过 自我劳动得到固

定收入 ， 或者 曾经外 出打工或者农村劳作留有的储蓄来维持养老生活 。 自我养老 由于主

要依靠老年人 自我 ， 相比较家庭养老模式能够带给老年人更有尊严的老年生活 ， 同时也

一

定程度减轻 了家庭和社会养老的负担 ， 是世界卫生组织较为推崇的
一

种
“

积极老龄化
”

。

但事实上 ， 自我养老对于维持农村老年人晚年的养老质量存在
一

定的困难 。 因为农民普

遍收入水平较低 ， 当农村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后 ， 并没有累积到足够的个人和家庭财

富来支撑其晚年生活 ， 在没有新收入来源的前提下 ， 加之疾病侵扰非常容易转为长期贫

困 。 因此 ， 相较于经济较为富裕的城镇老年人 ， 在农村实现 自我养老能力较弱 。 本文依

据穆光宗的养老支持力理论 ， 受访者回答靠
“

储蓄
”

养老的视为 自我养老 ， 其中农村家

庭收入常常 以家庭为单位 ， 因此配偶支持可被同样视为 自我养老 。

２ ． １ ．２ ．３ 社会养老

社会养老是养老的主要经济支持力来源于政府和社会的养老模式 。 将政府和社会认

定为养老的第
一

责任主体 ，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 医疗资源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养老

资源 。 政府推出 的
一

系列为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险政策 ， 例如在 ２００９ 年在全

国农村地区推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 ， 实际上是为转变农村养老模式提供外源

社会支持力量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农村医疗服务提供
一

种互助共济渠道 。 丛春霞认为 ，

在农村地区 ， 社会养老主要针对的是处于贫困线 以下的老人 ， 享受的服务主要包括五保、

低保、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农合等四个方面 ［
７

１

。 社会养老模式是应对传统家庭养

老的有效策略 ， 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家庭养老的负担 。 在第
一

养老责任主体政府的支

持下 ， 社会养老在农村地区有较好的发展态势 。 本文依据穆光宗的养老支持力理论 ， 受

访者回答靠
“

养老金 、 退休金和商业养老保险
”

养老的视为社会养老 。

２ ．２ 国内外研究综述

２ ．２ ． １ 国外研究现状

２ ．２ ． １ ． １ 养老模式研宄

国外对于养老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日 常生活照料 、 医疗照料和居住安排方面 。

Ｅｎｇｅ ｌｈａｒｄ 等人 ［
Ｓ

Ｈ人为当前美国存在两种养老照料模式 ，

一

种是 由亲属提供的非正式照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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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 另
一

种通过专业照料人员进行的长期照护 。 长期照护増加了老年独立生活的可能

性 ， 即使健康状况相对较差 ， 也能保持其理想的居住状态 。 Ｇ ｉ ｌｒｏｙ
Ｒ 等人Ｍ认为政策支

持者应该支持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 提供
一

个稳定和安全的社区 、 家庭环境让他们过上独

立并且幸福的生活 。 ＣｈｏＳＨ 等人 ［
１ （）

Ｈ人为越来越多 国家的需要正式机构护理减轻照护家

庭负担 ， 政府为老年人提供长期护理服务 ， 以确保他们最大程度地独立生活 ＲａｓｈＥ Ｍ ．

等人 ［
Ｕ
Ｈ人为机构养老中社会支持是重要因素 ， 可以从中获得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 Ｄａｖｉｓ

等人 ［
１ ２

］探讨 了居住安排的影响老年人健康相关 ， 机构养老的死亡几率是社区养老的 ２ ．７

倍 。 而居住安排的动态会持续影响老年人的健康问题 。 ＧｏｔｔＭ 等人 研究发现老年人认

为家庭是作为临终照料的最佳场所 ， 而 日 常照料和专业护理是家庭照料需要关注的重要

方面 。 Ｉ ＡｒａＴｉ
ｊ
ｏ 等人 ［

１ ４
１从葡萄牙北部地区选择了１ ０８ 个家庭养老的老人 ， 发现循环系统

疾病对家庭的依赖性更加强烈 ， 以便他们能够获得 日 常生活照料 。

２ ．２ ． １ ．２ 养老模式影响因素研究

发达国家或地区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得其 已经建成较完整的养老体系 ， 关于

养老模式选择的研宄主要是从基础人 口特征 、 非正式支持网络、 养老储备 、 选择医疗和

护理方式 、 养老服务保险和居住地迁移等因素进行研究 。 针对不发达的地区也会从家庭

特征 、 子女数量等角度 出发 ， 为我国农村养老模式提供研究参考 。

Ｏｒｓｉｎｉ 等人％研宄表明 ， 政府对老年人的家庭保健服务保险覆盖面的减少会影响他

们的生活安排 。 医疗保险家庭保健报销率会影响老年医疗保险受益人的生活安排 。 当政

府的医疗保险不那么充裕时 ， 老年人会放弃独立生活而选择与其他人共同生活 。 ＷｏｎＩ ．

等人 ［
１ ６

］研宄发现在韩 国 ， 老人选择机构养老主要受年龄、 性别 、 教育水平 、 月 收入和养

老金福利等因素的影响 。 Ｈｅｒｒｅｒａ 等人 探讨影响 ５ ０ 岁及以上墨西哥裔美国家庭照料者

长期护理的影响因素 ， 根据安德森的模型 ， 研宄了家庭主义 、 性别角色 、 文化和宗教信

仰 以及对长期护理的认知等影响因素作为使能资源 ， 结果认为家庭主义是使用长期照护

服务的
一

个障碍 ， 但拥有资源和经验的照顾者可能能够弥补照顾者服务的使用 ， 但是拥

有医疗保险的照顾者更有可能使用长期护理服务 。 Ｃ ｌ ｉｐｐ 等人 研究得出影响阿尔茨海

默病老年人居家照料服务的
一

个重要因素是其非正式支持网络 ， 结果表明老年人的需求

可能得不到非正式支持 ， 当老年人从子女 、 配偶等家人中获得较少支持时 ， 就会增加对

正式护理服务的需求 。 Ｓｅ ｌｆ Ｓ 等人 ［
１ ９

Ｈ人为印度农村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 ， 农村老人常与

子女或者大家庭同住以便得到生活照料 。 然而 ， 近几十年来 ， 由于劳动力从农村地区迁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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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 尤其是与儿子同住情况受到严重冲击 ， 养儿防老的传统受到 了严重影响 。 Ａｇ
ｈａ

ｊ
ａｎｉａｎ

Ａ 等人＿根据伊朗 ２００６ 年和 １ ９７６ 年人 口普查的公开数据 ， 发现与 己婚子女共同居住的

传统模式有所下降 。 子女数量对生活条件没有显著影响 。 老年人性别的生活安排中有显

著差异 ： 男性倾向与配偶
一

起生活 。 女性则与已婚子女
一

起生活 ， 但如果经济状况好 ，

女性会选择单独生活 。

２ ．２ ．２ 国内研究现状

２ ．２ ．２ ． １ 养老模式分类研宄

目前 ， 国 内学者对养老模式没有明确的定义和解释 ， 对养老模式的分类没有统
一

界

别 ， 在分类上各持其说 ， 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学者在定义养老模式时研宄的侧重点不同

而采纳了不同的维度 。 但从养老模式涉及到 的各要素上 ， 大多数学者基本上已有共识 ：

通常上 ， 包含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 、 生活照料 、 居住安排与精神慰藉 ［
５ —６

，
２“２２

： １

。 国 内学者

按照养老模式涉及到的要素对养老模式进行划分 ， 本文梳理出较为典型的养老模式分类 ：

一

是从穆光宗 （ ２０００ ）
［
２３

１提出的养老支持力理论角度 ， 从最基本的养老经济资源角度对

养老模式进行划分 ： 依靠家庭提供养老资源的是
“

家庭养老
”

， 依靠社会提供养老资源的

是
“

社会养老
”

， 依靠 自 己储蓄或者其他方式的则为
“

自我养老
”

， 大量学者基于这种方

式进行相关研宄 ［
７

，
２４ ＿２９

］

；
二是从养老居住安排角度 ， 穆光宗 （ １ ９９９ ）

＾提出可分为机构

养老和居家养老 。 随着养老模式的发展 ， 三是从职能承担者角度 ， 还可以分为居家养老、

机构养老 、 社区养老 、 互助养老模式等 ［
３ １

］

。 基于我国农村的传统文化和个人心理行为动

机 ， 对于传统养老模式的研宄上 ， 学者们还是比较赞同穆光宗的理论大致分为家庭养老 、

社会养老和 自我养老

由于具体国情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 ， 我国现有养老模式的趋势和特点随着老

年的养老需求动态变化 ， 单单靠家庭将很难解决中 国 的养老 问题 ， 大部分学者赞同在农

村地区构建 以家庭养老为主 ， 多元养老模式协同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 从养老模式多元

化角度 ， 学者们提 出
“

居家＋社区
”

养老模式 、 回 归 田 园养老 、 异地机构养老 、 旅游养老

等多元化的养老模式 ， 还有学者提出 以地养老 、 以房养老 、 遗赠养老等 。 颜玮 （ ２０ １ ８ ）

［
３ ３

］认为 ，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正在变迁 ， 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等新的

养老模式有效结合下能够更加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 。 李乐乐 （ ２０ １ ７ ）
［
３４

］认为 ， 资

源依赖与独立 自主是 目 前城乡居民家庭养老方式选择中必然面临 的 问题 ， 在这两者的相

互作用下均衡型是较为理想的养老模式选择 。 薛苗 （ ２０ １ ５ ）
［
３ ｒ

＞主张在农村实现家庭养老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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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导 ， 强化社会养老保险的力量 ， 构建多层级多种模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 总

体来说 ， 老年人对于养老模式的选择最直接的因素就是资源来源途径 ， 并且养老社会趋

势 由
“

依赖
”

向
“

独立
”

转变 。 基于此 ， 学者对于农村养老模式的研宄从传统养老模式

拓展到多元化 ， 互助养老 、 农村社区养老和社会化养老模式等多元多层级社会化模式被

提出 ［
３＼

２ ．２ ．２ ．２ 我国农村养老现状研究

通过梳理学者研宄结果 了解到 目 前农村养老问题存在 以下 困境 ： 家庭养老模式仍是

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 ， 但养老功能弱化、 养老质量无法保证 ， 养老中的医疗资源问题凸

显 、 医疗保障亟需补充完善 ， 专业养老服务供给缺 口大 ， 城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不平衡

等 问题 。 单奕 （ ２０ １ ７ ）
［
３ ７

Ｈ人为 ， 老龄化程度加深、 农村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等方面的

局限导致家庭养老方式愈发困难 ， 除此之外社区养老方式尚不成熟 、 农村社会保障养老

方式运行不够完善 、 农村养老保险范围窄等是农村养老的主要 问题 。 徐广浩 （ ２０ １ ８ ）

认为 ， 农村地区因为养老观念落后 ， 社会保障体系落后 、 经济压力大 、 养老服务模式单

一

、 医养结合人才缺失等原因 ， 发展农村医养结合养老模式较为困难 。 王维 （ ２０２０ ）
［
３９

］

认为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着严峻的养老 问题 ， 养老服务体系与养老需求现状呈现断裂状态 ，

通过实地调查分析认为 ， 建立多层次养老模式优势互补 、

“

医
”“

养
”“

护
”

相结合、 老年

人积极参与的
“

保障
” “

健康
” “

参与
”

三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是我国农村养老危机的主要

出路 。

学者对农村养老困境也进行了探索创新 ， 表现在提出新型农村共享养老模式 、 提倡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和多元化的社会养老等来减少家庭供养的负担 ， 提高农村养老灵活性

和可行性 。 穆光宗 （ ２００９ ）
［
４ ｛）

］认为 ， 我国农村最适合发展家庭养老 、 社会养老和 自我养

老三种养老模式 ， 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和助老帮老等事业 ， 构建三元化的养

老模式从而解决好农村的养老 问题 。 廖艳艳 （ ２０２０ ）
［

１
］在我国共享经济发展的新优势和

农村土地制度
“

三权分置
”

为背景下提出 了
一

种新型的农村共享养老模式 。郝亚亚 （ ２０ １ ７ ）

［
４ １

］对我国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模式进行探讨 ， 为缓解我国农村养老资源问题提供思路 。 陈

宇 （ ２０２３ ） ｔ
４２
Ｈ人为农村互助养老能够有效减轻家庭 、 社会和机构养老的负担 ， 尤其是幸

福院和时间银行是互助养老的典型范例 ， 能够推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长效运行 。 朱甄

子 （ ２０２２ ）
【
４３

］表示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关键还要盘活各类土地资源 ， 丰富土地利用

的各种形式 ， 通过
“

以地养老
”

来增加农 民的可支配收入实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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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３ 养老模式影响因素研宄

国 内学者普遍认为老年人对养老模式的选择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 ， 研究多集

中于家庭 、 经济 、 社会保障和个人特征等影响 因素 ， 较少有相应的理论支撑 。 本文从安

德森模型的三个维度来对既往研究 中养老模式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和总结 。

（ １ ） 倾向特征 ： 研究认为年龄 、 性别 、 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类型等个人倾向特征会

侧面反映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特征 ， 对老年人养老意愿均有显著影响 ［
４４４５

１

。 学者研

宄发现 ， 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对其养老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 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居

民更加倾向选择社会养老模式 ［
２７

］

。 不同地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 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

农村社会心理环境会直接影响农村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 ， 在农村老年人养老意

愿上存在显著差异 ［
４６

］

。

（ ２） 使能资源 ： 学者认为影响我国养老模式选择的因素包括家庭特征 、 经济特征

和文化价值观念因素 ， 其中家庭和经济因素尤为重要 ， 本文研究主要从这两方面切入

［
２ ５

，

４Ｍ８
］

。 魏海兰 （ ２０ １ ５ ）
［
４９

］研究认为完善农村养老保险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我国农村养

老 问题 。 张川川 （ ２０ １ ４ ）
［
５０

１基于 ＣＨＡＲＬＳ 基线调查微观数据库研究
“

社会养老
”

对
“

家

庭养老
”

替代作用 ， 从代际转移的视角得到新农保养老金会降低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概

率 ， 其他学者也有相似结论 ［
５ １

］

。 彭希哲 （ ２０ １ ７ ）
［
５２

］研宄表 明 ， 老年人的家庭收入状况和

购买力具有正向趋势 ， 收入水平较好的老年人可支配的资金较为充足 ， 能够将潜在养老

服务需求则能够转为有效需求 ， 更多选择多元社会化养老方式 ， 减轻对家庭依赖程度 。

家庭成员 能够提供给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资源是农村地区养老的主要供给力 。 聂爱霞

（ ２０ １ ５ ）
［
４４
Ｈ人为己婚家庭的老年人比离异或者未婚的在养老上能够得到配偶的支持 ， 夫

妻间可以相互提供 日常照料 ， 家庭关系更加和睦倾向于家庭养老 。 郝金磊 ［
５３

］认为 ， 当家

庭中子女数量越多 ， 尤其是男孩数量越多 ， 农村老年人越倾向于家庭养老 。 杨小红 （ ２０ １ ６ ）

［
５４

］表示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精神和物质支持的可能性越高 ， 获得的非正式

社会网络支持就越高 ， 具备家庭养老的基础 。 区晶莹 （ ２０ １ ３ ）
［
５ ５

］实证结果显示 ， 当农村

老年人的照料支持力越强时 ， 越倾向选择家庭养老 。 张钰颖 （ ２０ １ ８ ）
［
５ ６

］认为和子女关系

越密切的老年人更加倾向选择家庭养老 。

（ ３ ） 需求因素 ： 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下 降 ， 很可能随时被疾病所侵扰 ， 老年人养

老时期的需求依据马斯洛需求理论 ， 对身体状况的评价和健康状况 、 感知满意度情况等

生理 、 安全 、 情感和尊重的需求都会直接影响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决策行为 ［
５ ７

］

。 田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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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８

Ｈ人为 ， 当老年人身体足够健康时会选择为家庭养老 ， 帮子女照看子孙和照料家务发挥

余热 ， 从而获得子女 日 常生活支持 。 而顾永红 ［
５ ９

］研宄认为当健康状况不佳时 ， 老年人通

常因为无法再继续进行劳作而获得收入来源 ， 通常 自我养老意愿不强 ， 更倾向家庭养老 。

周晓蒙 （ ２０ １ ８ ）表示失能老人更希望与子女同住或希望子女居住在附近 ， 从而获得更

多 的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 。 崔珑严 （ ２０２２ ）
［
６ １

Ｈ人为当生活满意度 、 婚姻满意度、 子女满

意度和健康满意度较高的老年人 ， 意味着其家庭氛围和睦 ， 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模式 。

张钰颖 （ ２０ １ ８ ） ［
５６

］认为子女关系影响养老意愿 、 子女关系好的倾向选择家庭养老 。

２ ．２ ．２ ．４ 养老领域影响因素的相关研宄方法

在实证研究方法上 ， 养老模式影响因素相关研宄文献中主要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方法 ［
４５

＇４６
，
５２

，
６２

＇

６４
］

， 对因变量的分类粗略化的设置容易在统计分析过程中流失很多变量信

息 ， 从而难以对个体养老模式选择行为的差异进行细致的量化 ， 也缺少对养老模式进行

多层次的全面分析 。 还有学者采用多元 Ｐｒｏｂ ｉｔ 模型 ［
２８

，
５３

，
６５

１

， 或者采用无序多分类 １＾〇轵模

型进行不同养老模式选择 比较的因素分析Ｐ７
，
６６

＂６８
１

； 其次 ， 部分学者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

索农村居民参加互助养老、 养老模式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 ［
５３

，
６９

＿

７Ｇ
］

。 除此之外 ， 部分学者

还将安德森模型与结构方程模型相结合探宄影响因素 ［
７ １

＿

７２
］

。 例如 ， 周雪阳 （ ２０ １ ９ ）
［
７３

］研

究杭州市 ４５ －

５９ 周岁 中年人的养老模式意 向现状 ， 基于安德森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

探宄倾向因素 、 使能因素 、 需求因素与中年人养老模式选择意向之间的路径关系及作用

机制 。 李树峰 （ ２０ １ ９ ）
１
７４

］以安德森模型为理论指导 ， 对我国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卫生服务

利用结果的影响因素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 探宄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卫生服务利之间的

影响机制 。 汪建冲 （ ２０２２ ）
ｔ
７ ５

ｌ 以安德森模型的为框架 ， 以健康 自评 （需要因素 ） 和社会

支持 （使能因素 ） 对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养老意愿进行结构方程的实证分析 。

２ ．２ ．３ 文献述评

从已有文献来看 ， 国 内外学者对于养老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较为丰富 ， 为本

研宄的开展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 根据 以往文献也可 以得出 ， 首先是在研宄方法上 ，

已有的养老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数据分析方法多局限于因变量是二项或多项的 Ｌｏｇ 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来研宄某类养老模式的影响因素 ， 很少有学者研宄影响因素两两之间存在的中

介效应 。 其次是在研究数据上 ， 多数该主题研究数据都基于区域内 的调查问卷得出 ， 真

实性和可用程度都有待考察 ， 数据代表性较为局限 ， 结论的实用性受到限制 。 最后是在

影响 因素的选取上 ， 多数学者对于变量的选取 、 潜变量设置和影响路径的设定鲜少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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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支撑 ， 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

因此 ， 本文运用全国性大型调查数据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 １ ８ ） 的横断面数据库作为数据来

源 ， 其问卷设计和抽样方式都较为科学 ， 样本覆盖范围较广 ， 数据信效度较高 。 在养老

模式的影响因素上 ， 本文根据以往学者的研宄情况和农村地区特点 ， 引入安德森模型作

为支撑理论框架 ， 筛选影响因素变量并设定假设路径 。 结合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和路径分析 ， 了解 目 前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现状 ， 考察农村老年人在养老

模式选择行为差异产生的原因 ， 全面地探讨养老模式影响因素间的路径作用 ， 弥补传统

统计方法中忽视影响因素之间影响路径的缺陷 ， 综合考虑相关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 ， 为

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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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宄假设

３ ． １ 理论基础

３ ． １ ． １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福利提供者多元化 （Ｗｅ ｌｆａｒｅＰ ｌｕｒａｌ ｉｓｍ ） 这
一

概念最早是 ＴｉｔｍｕｓｓＲ 在 １ ９５ ８ 年 《福

利的社会分工 》 中提出 ， 认为社会、 财税和职业三种福利构成社会福利体系 ［
７６

］

。 Ｒｏｓｅ

（ １ ９８６ ） 面对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出现的国家滞胀危机 ， 明确提出 了福利多元组合理论

解决
“

家庭失灵
”

问题 ， 将福利划分为家庭 、 市场和国家三个来源 ， 认为任何
一

方对

其他两方都有贡献作用 ， 三者共同构成社会福利多元组合 ［
７７

］

。 德国学者 Ｅｖｅｒｓ（ １ ９８ ８ ）

将这
一

分析框架发展成为
“

福利三角
”

研究范式 （Ｗｅｌｆａｒ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 。 有学者主张将志

愿组织也作为福利提供者之
一

， 在此基础上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Ｎ（ １ ９９９ ） 提出福利四分法 ， 认

为社会福利的四大来源为国家 、 市场 、 家庭和志愿组织 。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

老年群体由于经济社会分层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 而单
一

家庭养老无法支撑起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发展 。 这
一

研宄范式为养老保障体系的实践提供思路 ， 基于福利四

分范式 ， 主张废弃福利供给主体单
一

性 ， 强调政府 、 社会 、 家庭和非营利组织都是养

老供给的主要来源 ， 突 出
“

分权
”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 和
“

参与
”

（ Ｐａｒｔ 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 内涵 ，

避免给我国财政收支或者家庭单方面造成巨大的压力 ［
７８

］

。 本文选用福利多元主义作为

理论基础的原因在于 ．

？ 在探讨养老模式选择时 ， 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养老供给主体选

择问题 。 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 家庭是养老供给的基础力量 ； 国家是养老供

给的主导力量 ， 提供养老保障兜底和政策支持 ； 而社会是社会化养老供给的核心力

量 ， 提供资金和服务 ， 该理论能够在研宄结论基础上为本文因变量养老模式的设置和

研宄建议部分提供更为科学的主体视角 。

３丄２ 马斯洛需求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 ＡｂｒａｈａｍＨ ．Ｍａｓｌｏｗ 在 １ ９４３ 年发表的 《人类动机理论 》 中首次提出

五层次需求理论 ， 可 以反映人类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规律 。 该理论认为人潜藏着 ５ 种不同

层次的需要 ， 并且 以
“

金字塔
”

的结构呈现 ， 各层次需要是激励人行动的动力来源 ， 分

别为生理需求 、 安全需求 、 归属和爱的需求 、 尊重需求以及 自我实现的需求 。 其中 ，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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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金字塔底端的生理需求是为老年人维持生存的最原始 、 最本质的需求 ， 包括生活所必

需的衣食住行等方面 ， 是实现
“

老有所养
”

的基础 ； 安全需求是当人的生理需求被基本

满足之后 ， 会出现较高层级的需求 。 安全需求是指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退化 ， 为保障 自

身的生命健康不受到威胁 ， 能够拥有可得的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的需求 ， 可以体现为
“

老

有所医
”

； 归属和爱的需求是指老年人需要得到的精神慰藉 ， 主要是包括对朋友 、 家庭 、

爱人和特定团体等个人或社会中的建立特定的情感关联和归属关系 ， 希望 自 己摆脱孤立

无助的状态 ， 受到关心与照料 ， 是实现
“

老有所乐
”

的基础 ； 当归属和爱的需求被满足

时 ， 人的尊重需求便开始对人的行为起主导作用 ， 老年人能够在社会中受到尊老爱老的

社会氛围 ； 自我实现需求是发挥个人潜能和才华充分实现 自我理想 ， 是金字塔顶端的最

高层次的需求 ， 则表现为
“

老有所为
”

， 老年人通过 自 己的学识和经历延续 自我价值 ， 为

社会和家庭发挥余热来实现 自我价值 。 将马斯洛需求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原因在于 ， 当

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迈入新的时期 ， 老年人对于高层次 、 多元化的健康养老需求也更加

迫切 。 马斯洛需求理论能将老年人发展型的养老需求进行分解 ， 较低层次的养老需求更

容易得到满足 ， 特别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 ， 家庭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

照料和医疗保障 ， 同时不应该忽视老年人的情感、 尊重和 自我实现需求 ， 可 以为本文确

定研宄 目 的 、 设计研宄变量和结论建议部分提供理论支撑 ［
７９

］

。

３ ． １ ．３ 发展型福利理论

发展型福利 （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

）
理论诞生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人 口老龄化背景时

期 ， 作为
一

种积极的社会福利理论 ， 主张社会包容性应该融入进社会福利制度 ， 强调个

体责任鼓励个人创造价值 ， 同时承担相应的风险 ， 强调受益与职责对等 ， 主动参与到社

会经济发展 ， 以维护社会公平 ， 促进经济发展 ， 对于化解中 国农村养老困境具有借鉴意

义 。 该理论在全球老龄化加剧时期至今快速发展 ， 在反贫困政策 、 家庭政策等领域都进

行有益尝试 。 基于 目前我国老龄化现状 ， 家庭在较长
一

段时间 内依然是我国农村养老

的基础单元 。 该理论能够在农村家庭结构逐渐小型化和核心化 ， 家庭支持力 日渐式微的

社会背景下 ， 为农村养老构建
一

种与经济水平相适应 、 缓解越来越严峻的鳏寡孤独老人

的个体养老困境 ， 巩固和发展农村家庭养老的地位 ， 推动实现家庭养老可持续发展的福

利体系 ， 能够为本文的研宄建议探索提供
一

种有效的理论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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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１ ．４ 安德森模型理论

本文研宄的理论框架是 由 Ｒｏｎａｌｄ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在 １ ９６８ 年创建的安德森模型 （ Ｔｈｅ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Ｍｏｄｅ ｌ ） ， 全称为
“

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
”

， 目 的是探究不 同家庭的医疗服务

利用行为存在差别的影响因素 。 在医疗卫生领域被大量国外学者广泛应用于测量与健康

相关的影响因素 、 医疗服务费用 、 药物使用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实证研宄 ［
８ １

＿

８３
］

。 作为国

内卫生服务利用 的三大经典模型之
一

， 国 内对于安德森模型的研究 目前主要集中于对安

德森模型的介绍和综述 、 分析老年人的护理服务使用 、 慢性病患者的卫生服务利用 、 个

体医疗利用影响因素分析等研究 ［
８４

￣

８６
］

。

安德森模型的基本模型结构为
“

倾向特征 （ 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 ｓｔｉｃｓ ）

”

通过
“

使

能资源 （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

和
“

需求 （Ｎｅｅｄ ）

”

影响
“

医疗服务利用
”

。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认

为使能资源在倾向特征与卫生服务利用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 即倾向特征通过使能资源作

用于医疗卫生服务利用 ［
８７

］

。 其中 ： （ １ ） 倾向特征因素是指个人具有的某种特质 ， 包括人

口学特征 （性别 、 年龄等 ） 和社会结构 （职业 、 文化程度 、 种族等 ） 两类变量 ， 本文中

主要包括年龄 、 性别 、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 所在区域和务农情况 ；
（ ２ ） 使能资源因

素是指获得卫生服务的能力和资源 ， 包括经济状况 （年收入 、 社会保障情况 ） 、 家庭资源

（婚姻状况、 子女数量等 ） 以及卫生资源的可获得性 ， 本研宄中主要包括医疗保险 、 养

老保险 、 家庭总收入、 考虑到农村地区家庭特征的特殊意义 ， 将子女数量／联系情况／同

住情况 、 日 常照料者情况纳入分析框架 ；
（ ３ ） 需求因素是指个人的卫生服务需求 ， 包括

感知需求 （ 自评健康状况、 生活满意度、 健康主观判断等 ） 和评估需求 （ 临床评估 ） ， 本

文中主要纳入 自评健康状况、 抑郁状况 、 慢性病状况 、 家务能力 、 身体功能障碍情况 ，

考虑农村养老注重家庭与代际关系 ， 将生活 ／健康 ／婚姻 ／子女关系满意度纳入分析框架 ，

探索影响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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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倾向特征  ＞镑能资源  ＞需求因素 ＂ １讓

式

经济资源 ：健康评ｆｆｉ需求 ：

人口子
＾家庭总年收入＇自评健康 ＇ 慢性病、

念医疗離参保情况、抑臟兄 、 純紗

Ｅ ｆｆ
Ｉｓ＾新农合参保情况 力 、 身体日常功能雰

计

或
家庭资源 ：障碍情况

社攻
５２２＾子诚量、 子女同 感知满雜 ：钍ｅ碎

住情况 、 子女联系生活 、 麵、 子女
刀雜沉 丨

情况 、 兄 １ 关系、 意度

图 ３
－

１ 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国 内 己经广泛将安德森模型应用于养老决策行为 ［
６３

］

、 养老模式选择意愿 ［
４６

＇ ６２夂 ８ ８
－

８９
］

、

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意愿 ［
５ ２

，
９ （ ）

＿

９ １

］等研究 ， 在实证研究 中借鉴该模型的变量设置与基本假设

作为规范性理论分析框架 。 同时 ， 不少 国 内学者基于研宂 目 的对该模型 的本土化改造进

行有益的探索 。 彭希哲 （ ２ ０ １ ７ ）
［
５２

］通过修正安德森模型在长期照护服务中 的应用 ， 増加

中 国文化传统 （ 同住子女数 ） 、 家庭和谐 （家庭照料者的照料意愿与亲密程度 ） 这类影响

因素变量 ， 使西方模型更加符合中 国文化特征 。 孙兰英 （ ２０ １ ９ ） ［
６ ３

］根据 ２０ ００ 年版的安

德森模型 ， 结合养老决策行为特点进行合理改造 ， 构建养老决策行为分析框架 ， 将机构

养老作为社会资源养老的代表 ， 进行农村老年人养老决策研究 。 吕雪枫 （ ２０ １ ８ Ｍ
４ ６

：
！在 １ ９ ９ ５

版安德森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改造 ， 将环境因素 、 人群特征 、 养老行为和养老效果 四

维度构建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分析框架 。 宋雯雯 （ ２ ０２２ ）在安德森模型理论框

架下加入 了 社区 因素对失能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研宄 。

因此 ， 本文选用安德森模型作为研宄理论框架的原因有两点 ： （ １ ） 养老模式选择行

为与医疗服务利用行为具有相似性 ， 都是 以
“

消费支撑力
”

为 中心 的个人行为 的选择 。

在 目 前我 国农村养老财政支持不足的背景下 ， 养老模式选择会取决于个人经济支撑力的

来源 以及需求偏好 ， 从而
一

定程度影响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资源的利用 。 （ ２ ） 安德森模

型 己经广泛应用于养老领域研宄 ， 对养老模式选择这类个体意愿和资源积 累较强的研究

具有较强移植性并且得到广泛验证 ， 该模型为养老模式选择研究提供较为可靠的变量设

置和分析框架 。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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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研宄假设

３ ．２ ． １ 路径假设

本文基于对安德森模型在养老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初步探索 ， 沿用 １ ９６８ 年安德森

模型的初始结构设定 ， 认为
“

倾向特征
”

通过
“

使能资源
”

和
“

需求
”

影响
“

养老模式

选择
”

， 并结合养老模式和农村地区特点进行合理改造 ， 构建如 图 ３
－

２ 的假设模型 图 。

该模型中 ， 养老模式选择是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 倾向 因素

特征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模式选择 ， 使能资源 、 需求因素可看作 中介变

量间接或者直接影响选择 ， 同时老年人的健康和满意度情况等需求因素可能起到决定性

的作用 ， 同时提出 以下 ５ 个研究假设 ：

Ｈａ ｌ ： 需求因素
一

＞养老模式选择

Ｈａ２ ： 使能资源一＞养老模式选择

Ｈａ３ ： 倾向特征
一

＞养老模式选择

Ｈｂ ｌ ： 倾 向特征
一

＞使能资源一＞养老模式选择

Ｈｂ２ ： 倾向特征
一

＞使能资源
一

＞需求因素
一

＞养老模式选择

／ Ｈａ２＾ａ ｌ



Ｈａ ３
 魅觀

图 ３
－２ 假设模型 图

３ ．２ ．２ 影响因素的研宄假设

依据第二章 ２ ．２ ．２ ． ３ 小节对养老模式选择影响 因素 中分别对倾 向 因素 、 使能资源和

需求因素的研宄综述 ， 本文对影响因素综合提出 以下研宄假设 ：

研宄假设 １ ： 个人倾向特征是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模式选择显著因素 ， 并且做 出

以下 ５ 个子假设 ： 研宄假设 １
－

１ ： 年龄越小的农村老年人越容 易依赖子女和家庭 ， 倾向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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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家庭养老 ； 研究假设 １
－２ ： 男性农村老年人比女性更为传统 ， 倾向选择家庭养老 ；

研究假设 １
－

３ ：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老年人倾向选择社会养老 ， 未受过教育 的农村老

年人倾向选择家庭养老 ； 研宄假设 １
－４ ： 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老年人容易受到经济条件和

社会保障限制 ， 倾向选择家庭养老 ， 东部地区倾向选择 自我和社会养老 ； 研究假设 １
－５ ：

务农家庭的农村老年人在年老后收入保障能力下降 ， 倾向选择家庭养老 。

研宄假设 ２ ： 使能资源是影响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显著因素 ， 并且做出 以下

８ 个子假设 ： 研宄假设 ２－

１ ： 拥有医疗保险的农村老年人倾向社会养老 ； 研究假设 ２－２ ：

家庭年收入高的农村老年人倾向社会养老和 自我养老 ， 家庭收入低的农村老年人倾向家

庭养老 ； 研究假设 ２－

３ ： 拥有新农合养老金的农村老年人倾向社会养老 ； 研宄假设 ２ －４ ：

家庭中子女数量越多的农村老年人倾向家庭养老 ， 子女较少时会倾向社会养老和 自我养

老 ； 研究假设 ２－５ ： 与子女联系越密切的农村老年人倾向家庭养老 ， 反之则会倾向社会

养老和 自我养老 ； 研究假设 ２－６ ： 与子女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倾向家庭养老 ， 不同住的倾

向于社会养老和 自我养老 ； 研究假设 ２－７ ： 有 日 常照料者的农村老年人倾向家庭养老 ，

反之则倾向社会养老和 自我养老 ； 研究假设 ２ － ８ ： 离异的老年人越希望能够得到子女的

帮助 ， 更青睐于选择家庭养老 ， 己婚的农村老年人有配偶支持会选择社会和 自我养老 。

研宄假设 ３ ： 需求因素是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模式选择显著因素 ， 并且做 出 以下

２ 个子假设 ： 假设 ３
－

１ ： 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各指标差时会选择家庭养老 ； 假设 ３ －２ ： 对

生活 、 家庭 、 健康感觉满意的农村老年人倾向选择家庭养老 ， 感到不满意的农村老年人

倾向于社会养老和 自我养老 。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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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宄资料与方法

４ ． １ 数据的来源与预处理

４ ． １ ． １
＿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

中 国 健康 与 养老追踪调查
”

（ ＣｈｉｎａＨｅａｌ ｔｈａｎｄ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ｔｕｄｙ ，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０ １ ８ 年追踪调查 。 项 目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 ，

目 的是收集中 国 ４５ 岁 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跨学科微观调查数据 ， 为我国人 口老龄

化研究提供了高质量数据 。 该项 目 ２０ １ １ 年进行全国基线调查 ， 截至 目前完成 ２０ １ ３ 年 、

２０ １ ５ 年和 ２０ １ ８ 年的追踪调查 ， 本文数据提取于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 １ ８ ） 追踪调查的横断面数

据 。

该项 目在样本选择上采用多阶段抽样 ， 在县级和村级使用概率比例抽样 （ ＰＰＳ ） ， 调

查方法采用面对面访谈法 ， 基线调查从 ２８ 个省 、 １ ５ ０ 个县 （ 区 ） 和 ４５ ０ 个村 （社区 ） 随

机抽取 １ ７７０８ 名 ４５ 岁及以上的人 （包括配偶 ） 作为调查对象 ， 保证样本的无偏和代表

性 。 其中 ６０ 岁及 以上受访者大约 １ １ ０２ １ 名 ［
９２

］

。 ２０ １ ８ 年共计完成 １ １ ６３ ５ 户 、 １ ９８ １ ６ 人的

样本访问 ， 获得新受访对象 ３ １ ５ 人 。本研究提取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中 ２０ １ ８ 年追踪调查数据 ，

分别从 Ｂ 个人基本信息 、 Ｃ 家庭信息 、 Ｄ 健康状况和功能 、 Ｅ 医疗保健与保险 、 Ｆ 工作

与退休和 Ｇ＆Ｈ 收入、 支出与资产 ６ 部分问卷中提取研宄对象的各类变量信息 ， 所在区

域通过受访者 ＩＤ 中的省份代码进行提取 ， 依据 国家统计局对东中西
“

三大地带
”

的方

式进行划分 。

表 ４－

１ 变量数据提取来源

问卷黻变量来源
＿

ＢＡ０００ 性别 、 ＢＡ００４ 年龄、 ＢＢ００ １ 城乡居住地 、 ＢＤ００ １ 受教育
Ｂ 个人基本信息程度 、 ＢＥ００ ］翻状况

Ｃ 家庭信息ＣＤ００３ 子女间联系 、 ＣＢ０５０ 子女数量 、 ＣＢ０５３ 子女同住情况

ＤＢ 身体功能障碍量表、 ＤＢ０３ ７ 家务能力 、 ＤＡ００２ 自评健康状

Ｄ 健康状况和功能况 、 ＤＡ ００７ 慢性病状况 、 ＤＣ 抑郁量表 、 ＤＣ 满意度部分 、 ＤＢ０３ ０

日 常照料者情况

Ｅ 医疗保健与保险ＥＡ００ １ 基本医疗保险

Ｆ 工作与退休 ＦＮ０５ ８ 养老金、 ＦＮ０９７ 养老经济支持

Ｇ＆Ｈ 收入、 支出与资产 Ｇ２ 家户收入与支 出 、 ＧＤ 低保户情况 、 ＧＢ 务农情况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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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２ ０ １ 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样本数

１ ９ ８ １ ６

家庭 １ １ ６ ３ ５

省区 ２ ８

村级单位 ４ ５ ０

县级单位 １ ５ ０

ｉ ｎｎｅｒ Ｔ ｋｏｒｔ？ 〇Ｕｊｆ ｌ

ｖ ？ ／

ｆ

Ｘ ｉ ｎ
ｊ

ｉ ａｎｆ八
－

．


＇

Ｉ
、：

ｃ ？ＵＴ ｔｙ  ｐ ｃｐ ｊ ｌ ａ ｔ ｌ ｃｎ

鲁 ２
．
０９ １ ？ 俯

．

 ？删
Ｉ ？ １

．
０６ ０

．
０００

４ ０
．
６ ７ ４

图 ４ －

１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样本的地域分布 图

４ ． １ ．２ 数据处理和质量控制

依据研 宄 目 的 及我 国 现阶段经济发展及人 口 结构 的特点 ， 本文 的研 宄对 象是

ＣＨＡＲＬＳ 中 的 ６ ０ 岁 及 以上农村老年人群 ， 纳入标准为 ： 调查样本的年龄需在接受调查

（ ２ ０ １ ８ 年 ） 时达到 ６ ０ 周岁及 以上 ， 生活在农村地区 。 依据养老支持力作为数据提取依

据划分养老模式这个关键变量 ， 并对所建立的数据集进行质量控制 。采用 ＥＸｃ ｅ ｌ 、 Ｓ ｔａｔａ ｌ ５ ． ０ 、

Ｓｐ ｓ ｓ２ ５ ． ０ 和 Ｍｐ ｌｕｓ ８ ． ３ 进行数据处理 。

（ １ ） 初步纳入样本按照 以下步骤从数据库 中提取数据 ， 提取样本 中 （ ＦＮ０９ ７
＿

Ｗ２ Ｉ ｆ

ｙｏｕａｒｅ
ｔｏｏｏ ｌ ｄｔｏｗｏ ｒｋ

，

ｗｈａｔｗｏｕ ｌｄｂｅ
ｙｏｕｒ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 ｌｒｅ ｓｏｕｒｃ ｅ ？ 如果您将来老 了干不动工

作 了 ， 您认为生活来源主要将是什么 ？ ） 该 问项具有有效回答样本 。

筛选 （Ｗ３Ｗｈａｔ

’

ｓ
ｙｏｕｒｄａｔｅｏｆ ｂ ｉ ｒｔｈｏｎＩＤｃａｒｄｏｒＨｏｕ ｓｅｈｏ ｌｄｒｅｇ

ｉｓｔｅｒ？ 您身份证或户 口

本上登记的 出生 日 期是 ？ ） 问项 中 １ ９ ５ ８ 年前 出生的样本 ， 获得截至调查年份时 己满 ６０

周 岁 的老年人 。

筛选 （ ＢＢ ００ ０
＿

Ｗ３
，ｉｎ ｔｈｅ ｖ ｉ ｌ ｌａｇｅ ｏｒ ｃ ｉ ｔｙ／ｔｏｗｎ？ 您在居住地址ＢＢ ０００

＿

Ｗ ３居住时主

要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 ？ ） 问项中选择
“

Ｖ ｉ ｌ ｌａｇｅ 农村
”

的样本作为农村地区 的老年人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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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由于筛选出 的样本量较大 ， 故对数据库中所需重要变量中数值缺失的样本进

行直接删除 ， 包括 ： 题项中选择 ＤＫ 不知道或 ＲＦ 拒绝回答的样本 。

（ ３ ） 对建立的数据集进行人工逻辑检验 ， 删除逻辑错误的样本 ： 例如子女满意度中

选择
“

现在没有子女
”

但现存子女数量＞＝ １ 的样本等存在逻辑错误的题项 。

（ ４ ）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判定数据的异常值 ， 并对数据异常值进行结缩尾处理 。

（ ５ ）最后采用计算机及人工校对的方式核对数据 ， 最终确定的数据样本为 ４９７９例 。

４ ． １ ．３麟魏賦值

４ ．１ ．３ ． １ 被解释錢

本文依据较为典型的养老模式分类 ， 以穆光宗 （ ２０００ ） 提出 的养老经济支持力角度

将养老模式分为家庭养老 、 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 。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 １ ８ ） 问卷中受访者

对
“

如果您将来老了干不动工作了 ， 您认为生活来源主要将是什么
”

的回答情况作为被

解释变量 。 如果受访者回答
“

子女
”

即为
“

家庭养老
”

； 受访者回答
“

储蓄
”

即为
“

自我

养老
”

； 受访者回答
“

养老金、 退休金和商业养老保险
”

即为
“

社会养老
”

。

４ ． １ ． ３ ． ２ 解释变量

根据安德森模型和国 内外的文献研宄 ， 本文将 问卷中倾向特征 （年龄 、 性别 、 婚姻

状况、 受教育程度 、 所在区域和务农情况 ） 、 需求因素 （ 自评健康状况、 抑郁状况 、 慢性

病状况 、 家务能力 、 身体功能障碍情况、 生活／健康／婚姻／子女关系满意度 ） 、 使能资源 （ 医

疗保险 、 养老保险 、 家庭年收入 、 子女数量／联系情况／同住情况 、 日 常照料者情况 ） 等问

项列为可能影响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因素 。

身体功能障碍状况量表采用在 国 际上通常的 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标准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Ｄａｉ ｌｙ 

Ｌ ｉｖｉｎｇ ，ＡＤＬ ） ， 反映个人 日 常生活照护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方面 ， 包括洗澡、 吃饭 、

穿衣 、 上厕所 、 室 内活动和控制大小便 ６ 项 内容 ［
９３

］

。 内容可分别对应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中

ＤＢ０ １ １ 、 ＤＢ０ １ ２ 、 ＤＢ０ １ ０ 、 ＤＢ０ １ ４ 、 ＤＢ０ １ ３ 、 ＤＢ０ １ ５的６个题项 ， 将回答
“

没有困难
”

及

“

有困难但仍可 以完成
”

即为 自理 ， 回答
“

有困难 ， 需要帮助
”

及
“

无法完成
”

即为不

能 自理 。 将总体功能障碍状况分组 ： 有 １ 项及 以上测量指标为不能 自理即为失能状态 ；

６ 项测量指标全部能 自理记为能力完好 。

抑郁状况采用 的 是流调 中 心抑郁量表 （ 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Ｓｃａｌｅ
，
ＣＥＳ －Ｄ ） 作为老年人群心理状况的指标 ， 是 Ａｎｄｒｅｓｅｎ 等人研发的 ＣＥＳ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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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状况米用 的 是流调 中 心抑 郁量表 （ 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 ｒＥｐｉｄｅｍ 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Ｓ ｔｕｄ 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Ｓｃａｌｅ
，
ＣＥＳ－Ｄ ） 作为老年人群心理状况的指标 ， 是 Ａｎｄｒｅｓｅｎ 等人研发的 ＣＥＳ －

Ｄ２０ 修订后的 １ ０ 条 目 简易量表 ［
９４

］

。 量表包含 １ ０ 项条 目 ， 内容为受访者过去
一

周各项 目

所描述症状出现的频率 ， 每项条 目 包含 ４ 级计分 （ ０
￣

３ 分 ） ， 分别为 ： 很少或者根本没有

（ ＜ ｌ ｄａｙ 天 ） 、 不太多 （ ｌ
－２ｄａｙｓ 天 ） 、 有时或者说有

一

半的时间 （ ３
－４ｄａｙｓ 天 ） 、 大多数的

时间 （ ５
－７ｄａｙｓ 天 ） ， 其中第 ５ 条 目

“

对未来充满希望
”

和第 ８ 条 目
“

我很愉快
”

属于反

向设问故采用反向计分法 ， 总分为 １ １
￣４０ 分 。 参考相关研究 Ｉ％

， 依据总分计算结果 ，

３ １
－４０ 分即严重抑郁 ， 赋值 １

；２ １
？

３ ０ 分即轻度抑郁 ， 赋值 ２
；１ １

￣２０ 分即没有抑郁 ， 赋

值为 ３ 。 既往研究证实州 ， ＣＨＡＲＬＳ 的中文 ＣＥＳ－Ｄ 在我国不 同人群中有较高的信效度 ，

可 以稳定且有效的调查人群的抑郁症状 。

在变量处理上 ， 如年龄和家庭收入等连续变量 ， 在 Ｌｏｇｉ ｓｔｉｃ 回归效应中每增加
一

个

单位的 ＯＲ 值变化很小 ， 没有太大解释力 。 分类变量如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在某些选项

中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 。 因此 ， 为提高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中每个研究变量的解释力 ， 同

．时避免模型的过度拟合 ， 将某些数据变量离散或合并分组 ， 将连续性变量转化为分类变

量 ， 并重新进行变量分组赋值 ， 具体赋值情况如下 。

表 ４－３ 变量及其赋值情况
￣

ＨＨ魏賦值

被解释变量 养老模式 １

＝家庭养老 ， ２
＝

自 我养老 ， ３
＝社会养老 。

解释变量

维度变量 变量賦值

性别 ０
＝女 ；

１
＝男

年龄 〗

＝
６０ 岁￣

７０ 岁 ；
２
＝
７ １ 岁 ￣

８０ 岁 ；
３
＝
８ １ 岁及 以上

１

＝未接受教育 ；
２
＝小学及小学毕业 ； ３

＝初 中毕业 ；
４
＝高中及

倾向特征受教育程度^

以上

所在区域 １
＝西部地区 ；

２＝中部地区 ；
３
＝东部地区

务农情况 ０
＝是 ；

１
＝否

自评健康状况 １
＝非常差 ；

２
＝差 ；

３
＝
—

般 ；
４
＝好 ；

５
＝非常好

身体功能障碍 １

＝重度失能 ；
２
＝中度失能 ；

３
＝轻度失能 ；

４
＝未失能

１
＝
２ ］
？

３０ 分＝严重抑郁 ；
２
＝

１ １
￣２ ０ 分二轻度抑郁 ； ３

＝

０￣ １ ０ 分＝

抑郁状况
没有抑郁

慢性病状况 １

＝患 ２ 种及 以上慢性病 ；
２
＝患 １ 种慢性病 ；

３
＝没有慢性病

家务能力 １
＝完全没有能力 ；

２
＝有部分能力 ；

３
＝有完全能力

１

＝
一

点也不满意 ；
２
＝不太满意 ；

３
＝比较满意 ； ４

＝非常满意 ；
５
＝

輪两思度极其满意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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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３ 变量及其赋值情况 （续表 ）

＿

维度Ｍ錢賦值

〗
＝
一

点也不满意 ；
２
＝不太满意 ；

３
＝比较满意 ；

４
＝非常满意 ；

鑛俩意度
５
＝极其满意

满意

；

３
＝比较满意 ；

４＝非常满意 ；

５
＝极其满意 ；

６
＝现在没有配偶

子 女关系满 意 １
＝
一

点也不满意 ；
２＝不太满意 ；

３
＝比较满意 ；

４＝非常满意 ；

度 ５
＝极其满意 ；

６
＝现在没有子女

＿ ． 〇
＝没有医疗保险 ；

１

＝其他医疗保险 ；
２＝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

基本医疗搬
３
＝麵腿医疗保险

家庭年收入 １
＝
０￣

；２
＝

１ ０００
￣

；３
＝
３００ １ 

？

；
４＝５ ０００－

养老金０
＝无 ；

１
＝有

使能资源子女数量 １
＝
０ 个 ；

２
＝
２￣３ 个 ；

３
＝
４ 个及以上

子女联系 １
＝经常 ；

２
＝偶尔 ；

３
＝很少或几乎不联系

日 常照料者〇
＝无 ；

１
＝有

子女同住０
＝无 ；

１
＝有



婚姻状况０
＝非已婚 （未婚 、 离异和丧偶 ）

；
１
＝己婚


４ ．２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主要两种 ： 文献研宄法和模型分析法 。 数据均来源于 ＣＨＡＲＬＳ （ ２０ １ ８ ）

数据库 ， 采用 Ｅｘｃｅ ｌ 软件 、 Ｓｔａｔａ ｌ ５ ． ０ 和 Ｓｐｓｓ２５ ． ０ 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 利用 Ｍｐ ｌｕｓ８ ． ３ 软

件进行模型构建和参数估计 。

４ ．２ ． １ 文献研究法

以
“

老年人
”

、

“

农村
”

、

“

养老模式
”

、

“

影响因素
”

、

“

ＣＨＡＲＬＳ
”

等为中文关键词 ，

以
“

Ｐｅｎｓ ｉｏｎｍｏｄｅ
”

，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Ｏ ｌｄｅｒａｄｕ ｌｔｓ

”

等为英文关键词 ， 在万方数据

库 （Ｗａｎｆａｎｇ 

Ｄａｔａ ） 、 中 国知网数据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ＣＮＫＩ ） 、 ＰｕｂＭｅｄ 进行文献检索 。 通过相关研宄文献的 回顾梳理 ， 充分吸收国 内外学者

关于养老模式影响因素和农村养老的相关研宄成果 ， 从中找到本次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 。

４ ．２ ．２ 统计分析法

４ ．２ ．２ ． 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单因素检验

本文基于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 １ ８ ） 全国追踪调查数据 ， 以农村老年人的倾向特征 （年龄、

性别 、 所在区域、 受教育程度 、 务农情况 ） 、 需求因素 （抑郁状况、 慢性病状况 、 自评健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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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状况 、 身体功能障碍情况 、 自评满意度 ） 、 使能资源 （ 医疗保险 、 养老保险 、 家庭总收

入、 婚姻状况、 子女数量 、 与子女联系 、 子女同住情况 ） 等可能的影响 因素作为 自变量 ，

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频数分布和构成比 ， 单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和 Ｋｒｕｓｋａｌ
－Ｗａｌ ｌ ｉ ｓ Ｈ

检验各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

４ ．２ ．２ ．２ 多因素分析

本文因变量为三分类养老模式且类别之间没有顺序 ， 故采取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 ， 建立各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 回归模型 ， 对因变量各类别与参照类别差异进行

量化比较 ， 综合考虑相关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 。 采用最大似然比法对参数进行估计 ， 检

验水准 ｃｔ
＝
０ ．０５ ， 设置步进选项 ， 进入概率为 ０ ． ０５ ， 除去概率为 ０ ． １ ， 寻找解释能力最强

的变量进入模型 ， 计算各影响因素的 回归系数和 ＯＲ 值 ， 评估 自变量与结局变量的关联

程度 。

４ ．２ ．２ ．３
路径分析 （ Ｐａｔｈ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 ）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 ，
ＳＥＭ ） 进行路径分析 。 ＳＥＭ 模

型能够解决不可观测变量 的 问 题 ， 弥补传统统计方法 的不足 ， 常用来检验显变量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Ｖａｒｉａｂ ｌｅ ） 与潜变量 （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 ｌｅ ） 、 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 是多重

因果分析的重要工具 。 在 ＳＥＭ 的潜变量界定中 ， 自身不会受到其他变量影响 ， 但会影

响别的变量的被定义为外生潜变量 ， 会受到其他变量影响的变量定义为 内生潜变量 。 如

果同时兼具 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属性则称为中介变量 （Ｍｅｄ ｉａｔｏｒ ） 。 具体来说 ， 中介变量

在其中起到完全／部分中介作用 ， 实际模型 中 因变量很可能受到不止
一

个中介变量的作

用 ， 通过一个中介变量探索其他中介变量的效应 ， 确认更有意义的作用路径 ， 此时称为

多重中介效应 。 根据安德森模型理论 ， 本文初步构建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 、 需求因素 ３

个潜变量 ， 分别包含潜变量下的观测指标 ， 养老模式为 内生变量 。 基于本文有较多类别

变量 ， 采用能够区分类别变量的 Ｍｐｌｕｓ８ ．３ 软件和 ＷＬＳＭＶ 估计方法进行路径分析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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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果

５ ． １ 健康数据调査下农村老年人基本情况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 ， 需要对所纳入样本的基本情况分析描述 ， 本节对样本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 ， 初步 了解各变量下样本的分布情况 ， 为实证研宄做基础了解 。

５ ． １ ． １ 调査对象基本情况

５ ． １ ． １ ． １ 调査对象的基本特征

从健康调查数据结果来看 ， 年龄 ６０￣７０ 岁 的农村老年人人数有 ３ １ ３ ３ 人 ， 占 ６２ ．９２％ ，

占 比最高 ； 男性农村老年人有 ２５ ５７ 人 ， 占 比 ５ １ ．３ ６％ ， 略多于女性 ； 小学及小学以下的

学历的人数为 ２ １ ７４ 人 （ ４３ ． ６６％ ） ， 未接受教育的人数有 １ ５６２ 人 （ ３ １ ． ３ ７％ ） ， 高中及以上

有 ２５６ 人 （ ５ ． １ ４％ ） ， 总体农村老年人学历不高 ， 文盲数量有近三分之
一

； 家中务农的农

村老年人数有 ３ １ ２７ 人 （ ６２ ． ８０％ ） ， 务农家庭 占绝大多数 ， 具体见表 ５ －

１ ：

表 ５
－

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Ｓ统计值 （Ｎ）百分比 （％）

６０岁 ￣７０岁 ３ １ ３ ３ ６２ ．９２

年龄 ７ １岁 ￣

８０岁 １ ４７０ ２９ ．５２

８ １ 岁及 以上 ３ ７６ ７ ．５ ５

ｎ ｌ女 ２４２２ ４ ８ ． ６４

性别
男 ２５ ５ ７ ５ １ ． ３ ６

未接受教育 １ ５ ６２ ３ １ ． ３７

受教育程度
学毕业２ １ ７４ ４３ ＇ ６６

初中毕业 ９８７ １ ９ ． ８２

高中及 以上 ２５６ ５ ． １ ４

是 ３ １ ２ ７ ６２ ． ８ ０

是否务农ｔ

否 １ ８５２ ３ ７ ．２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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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１ ．１ ．２ 家庭状况的基本情况

从健康数据调查结果来看 ， 农村老年人中 ３ ３Ｍ 人 （ ６６ ． ５ ６％ ） 与子女联系较为频繁 ，

九成 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拥有 ２ 个及 以上的子女 ；
４６ ． １ ３％的农村老年人与子女同住 ， 能有

亲友提供长期 日 常照料的农村老年人有 ３４７９ 人 （ ６９ ． ８７％ ） ； 婚姻状况为已婚的人数有

３ ６３ ３ 人 ， 占 比为 ７２ ．９７％ 。 总体来看 ， 农村家庭子女状况 良好 ， 但有近半数子女不与老

人同住 ， 近三成老年人处于非己婚状态 ， 可能存在较大的空巢老人数量 ， 这与我国 目 前

城乡二元制导致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相符 ， 需要关注这部分老人的养老情况 ， 具体见

表５
－２ 〇

表 ５
－２ 子女状况基本情况

ｉｌ统计值 （ｎ）

￣￣

百分比 （％ ）

̄

３ ３ １ ４ ６６ ．５ ６

子女联系偶尔 １ ０ １ ９ ２０ ．４７

很少或几乎不联系 ６４６ １ ２ ．９７

１ 个及以下 ４ １ ８ ８ ．４０

子女数量２－

３ 个 ２ ８４９ ５７ ．２２

４ 个及以上 １ ７ １ ２ ３４ ． ３ ８

不 同住 ２６８２ ５３ ． ８７

子女问住
同住 ２２９７ ４６ ． １ ３

１ ，无 １ ５００ ３ ０ ． １ ３

日 常照料者七＿

有 ３４７９ ６９ ． ８７

非 己婚 １ ３４６ ２７ ． ０３

婚姻状况＿已婚 ３ ６３ ３ ７２ ． ９７

５ ． １ ．１ ．３ 经济保障状况的基本情况

从健康数据调查结果来看 ， 拥有城乡农村医疗保险 （包含城镇居民和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 ） 的农村老年人有 ４４９２ 人 ， 占 比 ９０ ．２２％ ， １ ７７ 个 （ ３ ． ５ ５％ ） 老年人没有基

本医疗保险 ， 有 ２６９ 个 （ ５ ．４０％ ） 老年人拥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 家庭年收入在 １ ０００

元 以下的农村家庭较多 ， 占 比达到 ３ ５ ． ９３％ ， 绝大多数 （ ６９ ． ９３％ ） 的家庭年收入都在

３０００ 元以下 ； 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简称新农保 ， 后并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 ） 的老年人有 ３ ８ ７０ 人 ， 占 ７７ ．７３％ ， 仍有 ２２ ．２７％的老年人没有参与医疗保险 。 总体

来看 ， 农村老年人的社保互助共济能力普遍较差 ， 保障覆盖范围有待进
一

步扩大 ， 家

庭年收入普遍较低 ， 经济保障状况较薄弱 ， 这也可以说明农村老年人 自养和社会养老

的能力普遍偏低 ， 具体见表 ５ －

３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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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

３ 经济状况基本情况

Ｓ统计值 （Ｎ ）百分比 （％ ）

̄

没有医疗保险 １ ７７ ３ ＾５ ５

甘士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２６９ ５ ．４０

基本医疗保险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４４９２ ９０ ．２２

其他医疗保险 ４ １ ０ ． ８２

０￣ １ ７８９ ３５ ．９３

＿ １ ０００元￣ ８ ８ ５ １ ７ ．７７

减年收入３ ０００ 元￣ ８０ ８ １ ６ ．２３

５０００元￣ １ ４９７ ３ ０ ．０７

无 １ １ ０９ ２２ ．２７

养老金 （新农保 ）
士

有 ３ ８７０ ７７ ． ７３

５ ． １ ． １ ．４ 身体健康状况的基本情况

从健康数据调查结果来看 ，完全没有家务能力的农村老年人有 １ ０ １ ７ 人 ， 占到 ２０ ．４３％ ，

对房屋清洁、 洗碗盘和整理被褥这类的家务劳动无法完成 ； 失能状态的农村老年人有近

＇

４２３ 人 （ ８ ． ５ ０％ ） ， 包括洗澡 、 吃饭 、 穿衣、 上厕所 、 室 内活动和控制大小便六项中有
一

项及以上有功能受损 ； 自评健康状况
一

般及以下的农村老年人数为 ３ ９８ ０ 人 （ ７９ ． ９３％ ） ，

说明农村老年人健康 问题较为普遍 ； 患有慢性病的农村老年人 占 比达到 ４５ ． ９５％ ， 患有抑

郁状况的农村老年人 占到 ３ ６ ．２５％ 。 说明农村地区老年人 日 常生活中 自理能力 、 健康水

平 、 心理现状都不容乐观 ， 失能比例较高 ， 老年人需要 日常照料的可能性较高 ， 具体见

表５
－４ 。

表 ５
－４ 身体状况基本情况

Ｓ统计值 （Ｎ ）百分比 （％ ）

完全没有能力 ｉ 〇Ｔ７ ２０４３

家务能力有部分能力 ９２９ １ ８ ． ６６

有完全能力 ３ ０３ ３ ６０ ．９２

身体功能状况
４２３ ８ ５０

未失能 ４５ ５６ ９ １ ． ５ ０

非常差 ３ ７４ ７ ． ５ １

差 １ ３ ０ ８ ２６ ．２７

自评健康状况
一

般 ２２９ ８ ４６ ． １ ５

好 ５ １ ０ １ ０ ．２４

非常好 ４８９ ９ ． ８２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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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４ 身体状况基本情况 （续表 ）

１１统计值 （Ｎ ）百分比 （％ ）

严重抑有 ３ ５９ ７ ＾２ １

抑郁状况轻度抑郁 １ ４４６ ２９ ．０４

没有抑郁 ３ １ ７４ ６３ ．７５

有 ２ 种及 以上慢性病 ８ ８ ７ １ ７ ． ８ １

慢性病状况有 １ 种慢性病 １ ４０ １ ２ ８ ． １ ４

没有慢性病 ２６９ １ ５４ ．０５

５ ． １ ． １ ．５ 自评满意度状况的基本情况

从健康数据调查结果来看 ， 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 占多数 ，

共有 ４３ ７８ 人 （ ８７ ．９２％ ） ， 在所有 自评满意度中满意的 占 比最高 ； 对健康感到不满意 的老

年人在四项满意度测评的不满意人数中最多 ， 有 １ ４ １ ８ 人 （ ２ ８ ．４８％ ） ； 婚姻满意度中感到

满意及以上有 ３ ５ ７ ３ 人 （ ７ １ ．７６％ ） ， 还有 ９５９ 人 （ １ ９ ．２６％ ） 目前没有配偶 ， 尤需关注无配

偶老年人养老支持与 日常照料现状 ， 其中 ， 有配偶人数多于己婚人数的原因可能为其中

包含非婚但 以配偶身份同住情况 ； 子女关系满意度中感到非常满意的 占 ４８ ． ８７％ ， 感到不

满意及以下的 占 比较低 ， 仅为 ５ ．３ ７％ ， 目 前没有子女的家庭较少 。 总体上 ， 我国农村地

区老年人对于生活 、 子女和婚姻的满意度普遍较高 ， 但对健康的满意度普遍偏低 ， 与上

文身体健康状况的基本情况相吻合 ， 再次印证老年人健康管理将是农村养老亟待解决的

重点 内容 ， 无配偶老人的养老情况也需要进
一

步关注 ， 具体见表 ５
－

５ 。

表 ５
－

５ 自评满意度基本情况

Ｈ统计值 （Ｎ ）百分比 （％ ）

一

点也不满意 １ ９４ ３＾９０

不太满意 ４０７ ８ ． １ ７

生活满意度比较满意 ２５３７ ５０ ．９５

非常满意 １ ５ ８ ８ ３ １ ． ８９

极其满意 ２ ５３ ５ ． ０８

一

点也不满意 ４４３ ８ ． ９０

不太满意 ９７５ １ ９ ．５ ８

健康满意度比较满意 ２ １ ８ ２ ４３ ． ８２

非常满意 １ ２０９ ２４ ．２ ８

极其满意 １ ７０ ３ ．４ 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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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５ 自评满意度基本情况 （续表 ）

Ｓ统计值 （Ｎ ）百分比 （％ ）

一

点也不满意 １ ６３ ３２７

不太满意 ２ ８４ ５ ．７０

婚姻满意度
１ ７９０ ３５ ＇ ９５

非常满意 １ ５６７ ３ １ ．４７

极其满意 ２ １ ６ ４ ．３４

目 前无配偶 ９５９ １ ９ ．２６

一

点也不满意 ７６ １ ． ５３

不太满意 １ ９ １ ３ ． ８４

早合革玄嫌
土
麻

比较满意 丨 ９ １ ７ ３ ８ ．５ ０

非常满意則 ４８ ． ８７

极其满意 ３３２ ６ ．６７

目前无子女 ３０ ０ ．６０

５ ． １ ．２ 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的地区分布现状

从调查结果 中可 以发现 ， 农村地区选择家庭养老的老年人数最多 ， 为 ３ ０７０ 人

（ ６ １ ． ６６％ ） ， 其次是社会养老有 １ ７４３ 人 （ ３ ５ ． ０ １％ ） ， 自我养老的人数最少 ， 为 １ ６６ 人 ，

仅 占 ３ ． ３ ３％ 。 传统家庭养老在农村地区仍然是主导地位 ， 养老支持力来源于子女 ， 老年

人 自养能力较弱 。 从东中西地区角度 ， 中部地区选择家庭养老人数最多 ， 有 １ ２ １ ０ 人 ，

占 比达到 ６ ８ ． ６３％
； 其次是西部地区 ， 有 １ ０９ １ 人选择家庭养老 ， 占 比达到 ６４ ．２ １％ ； 东部

地区社会养老和 自我养老的 占 比达到 ４３ ． １ １％和 ６ ．２０％ ， 在三个地区 中 占 比最高 。 总体来

看 ， 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以家庭养老为主 ， 由于地区经济差异和基层医疗卫生发展

不同 ， 东部地区选择 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人数远高于 中西地区 。 较强的经济保障能力

和可及性较高的医疗服务 ， 使得东部地区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脱离子女进行
“

独立养

老
”

， 其 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比例有相应提高 ， 具体见表 ５
－６ 和图 ５ －

１ 。

表 ５ －６ 养老模式的地区分布现状

所在区域
̄

养老模式丽？？
ｙ 计

￣

Ｎ％Ｎ％Ｎ％Ｎ％

家庭养老 １ ０９ １６４ ．２ １ １ ２ １ ０６８ ．６３７６９５０ ．６９３０７０６ １ ． ６６

̄

自我养老３ ８ ２ ．２４３４ １ ．９３９４６ ．２ ０ １ ６６３ ． ３ ３

社会养老５７０３ ３ ． ５５５ １ ９２９ ．４４６５ ４４３ ． １ １ １ ７４３３ ５ ． ０ １

总计 １ ６９９３４ ． １ ２ １ ７６３３ ５ ．４ １ １ ５ １ ７３ ０ ．４ ７４ ９７９ １ ００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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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

’

蘸

中部地 区

３ ５％

图 ５
－

１ 养老模式的地区分布现状

５ ．２ 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单因素分析

上文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 了 解了纳入农村老年人样本的基本情况 ， 本小节将分别对

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中可能的影响 因素与农村养老模式选择行为进行交叉列

联表分析 ， 采用卡方检验 、 Ｋｒｕ ｓｋａｌ
－Ｗａｌ ｌ ｉ ｓ Ｈ 检验验证养老模式选择与各因素之间相关性

和独立情况 ， 为是否把该因素纳入到 回 归方程中作参考 。

５ ． ２ ． １ 倾向特征对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

在基本人 口 学特征方面 ， 通过卡方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 在不 同 的年龄 、 性别 、 受教

育程度 、 所在区域和务农情况下的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模式选择上的差异是具有统计学意

义的 （ Ｐ＜０ ． ０ ５ ） ， 具体情况见表 ５
－

７ 。

表 ５
－

７ 不同倾向 因素下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交叉分析

倾向 因素家庭养老自我养老社会养老 ；ｒ
－

＾ 

ｉｓ



％

￣

Ｎ ％

＾

Ｎ

￣￣

＾厂户值

６０岁 ？

７０岁 １ ９ １ ４６２ ． ３ ５Ｕ ９７ １ ． ６ ９Ｈ 〇 ０６３ ． １ １

年龄７ １岁 ？

８ ０岁９ ０ ４２ ９ ． ４ ５ ４ １２ ４ ． ７０５２ ５３ ０ ． １ ２ １ ０ ． ２ ９６０ ． ０ ３ ６

８ １岁及 以上２ ５ ２ ８ ． ２ １６３ ． ６ １ １ １ ８６ ． ７７

性别
女湖 ３５２ ． ２ １６ １ 见 ７ ５ 乃 ８ 仏４９

３ ６ ．
５ ６ ３＜０侧

男 １ ４ ６ ７４ ７ ． ７９ １ ０ ５６ ３ ． ２ ５９ ８ ５５ ６ ． ５ １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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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７ 不同倾向 因素下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交叉分析 （续表 ）

倾向因素家庭养老自我养老社綠老 ；

类别Ｎ％Ｎ％Ｎ％１值

未接受教育 １ ０８４３５ ． ３ １４３２５ ．９０４３ ５２４ ． ９６

受 教 小学及小学毕
？ １ ５９４５ １ ． ９２３ ７２２ ．２９５４３３ １ ． １ ５

育 程 业 ６７ １ ．３ ２８＜０ ． ００ １

度初中毕业 ２７９９ ．０９７４４４ ． ５ ８６３４３６ ．３７

高中及 以上 １ １ ３３ ．６ ８ １ ２７ ． ２３ １ ３ １７ ． ５２

西部 １ ０９ １３ ５ ． ５４３ ８２２ ． ８９５７０３ ２ ． ７０

所
１

在
中部 １ ２ １ ０３ ９ ．４ １３４２０ ．４８５ １ ９２９ ．７８ １ ４４ ．２７０＜０ ． ００ １

ｊ
Ｗ

东部 ７６９２ ５ ．０５ ９４ ５６ ．６３６５４３ ７ ． ５２

是否 是 １ ９８６６４ ．６９ １ １ ０６６ ．２７ １ ０３  １５９ ． １ ５

＿ １ ５ ．４８６＜０ ． ００ １

务农 否 １ ０８４３ ５ ． ３ １ ５６ ３ ３ ． ７３７ １ ２４０ ． ８５

从年龄看 ， 卡方检验表明 ， 户＝〇 ． 〇３ ６＜〇 ．〇５ ， 比较分析不同年龄段的农村

̄

老年人在养老模式选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选择 自我养老模式中 ６０－７０ 岁 的老年人 占

比最髙 （ ７ １ ． ６９％ ） ， ８ １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占 比最小 （ ３ ．６ １％ ） 。

从性别看 ， 卡方检验表明 ， ｆ
＝

３ ６ ． ５６３ ，Ｐ＜０ ． ００ １ ， 比较分析不同性别 的农村老年人

在养老模式的选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男性选择 自我养老模式的 占 比最高 （ ６３ ．２５％ ） 。

女性选择家庭养老的 占 比 （ ５２ ．２ １％ ） 略高于男性 （ ４７ ．７９％ ） 。

从受教育程度看 ， 卡方检验表明 ， Ｐ＜０ ．００ １ ， 比较分析不同受教育程度

的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模式选择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小学及 以下的农村老年人选择家

庭养老模式占 比 （ ８７ ．２３％ ） 最高 。 随着文化程度越高 ， 选择 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的 比例

是逐渐提高的 ， 初中及高中 以上的 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模式横向 的比例 比家庭养老模式

高 。 可能是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 ， 接受新兴事物的能力逐渐提升 ， 受到传统养儿防老思

想的影响较少 ， 除家庭养老之外愿意且更有能力实现社会养老和 自我养老 。

从所在区域范围看 ， 卡方检验表明 ， ＃
＝

１ ４４ ．２７０ ， 户＜０ ．００ １ ， 比较分析不同 区域的农

村老年人在养老模式选择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在西部地区的三种养老模式横向 比较

中发现 ， 农村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模式的 占 比较高 （ ３ ５ ． ５４％ ） 。 自我养老模式中 东部地

区的农村老年人 占 比 （ ５ ６ ．６３％ ） 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 可能与东部地区社会经济水平高 ，

生活较为富裕 ， 农村老年人的积蓄或者家庭收入较高相关 。

从是否务农看 ， 卡方检验表明 ， ＃
＝

１ ５ ．４８６ ， 尸＜０ ．００ １ ， 比较分析不同务农状态的农

村老年人在养老模式选择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务农家庭的老年人选择养老模式的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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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比例 中 自我养老的 占 比较高 （ ６ ６ ．２７％ ） ， 而非务农的农村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的 占 比

更高 （ ４０ ． ８５％ ） 。

５ ．２ ．２ 使能资源对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

在使能资源方面 ， 通过卡方检验和 Ｋｒｕｓｋａｌ
－Ｗａｌ ｌ ｉｓ Ｈ 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 农村老年

人在不 同的医疗保险 、 家庭年收入 、 新农合养老金、 子女数量 、 子女联系 、 子女同住和

婚姻情况下在养老模式选择上的差异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Ｐ＜〇 ．〇５ ） ， 具体情况见表 ５
－

８ 。

表 ５ －

８ 不同使能因素下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交叉分析

使能因素家庭养老自我养老 社会养老 ^

类别 特征Ｎ％Ｎ％Ｎ％
Ｐ

没有医疗保险 １ ２８４Ｔ７９５Ａ２４０２ ＾２９

医疗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１ ６０ ． ５２６３ ． ６ １２４７ １ ４ ． １ ７

４２５４９４＜０００ １

保险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２９ １ ０９４ ．７９ １ ４９８９ ．７６ １ ４３ ３８２ ．２ １
＊＇

其他医疗保险 １ ６０ ． ５２２ １ ．２０２３ １ ．３ ２

０
？ １ １ ５ ８３ ７ ． ７２５ ３３ １ ．９３５７ ８３ ３ ． １ ６

１ ０００元￣ ７５ ０２４ ．４３ １ ４８ ．４３ １ ２ １６ ． ９４２７４ ． ６ ９０

年收＿＿＜０ ．００ １

３ ０００兀￣ ６６２２ １ ．５６３ ２ １ ９ ．２ ８ １ １ ４６ ．５４△

＾５ ０ ００元？ ５００ １ ６ ．２９６７４０ ． ３ ６９３ ０５３ ． ３ ６

养老 无 ４９ １ １ ５ ． ９９４ １２４ ． ７０５７７３３ ． １ ０

八＾ １ ８ ８ ．５ ９３＜０ ．００ １

金有 ２５７９８４ ． ０ １ １ ２５７５ ．３ ０ １ １ ６６６６ ．９０

＾ １个及 以下 １ ５ ５５ ． ０５２４ １ ４ ．４６２３ ９ １ ３ ． ７ １

子女
２
－

３个 １ ７３３５６ ．４５ １ ０４６２ ． ６５ １ ０ １ ２５ ８ ．０６ １ １ ２ ． ５７０ ａ＜〇 ．〇〇 １

数量
４个及以上 １ １ ８２３ ８ ．５０３ ８２２ ． ８９４９２２ ８ ．２３

７ ，

经常 ２０ ８９６ ８ ． ０５ 〗 ００６０ ．２４ １ １ ２５６４ ． ５４

子女
偶尔 ６０４ １ ９ ．６７４３２５ ．９０３ ７２２ １ ．３４８ ． ９３ ０ 。０ ．０ １ ２

很少或几乎不联系３ ７７ １ ２ ．２ ８２３ １ ３ ． ８６２４６ １ ４ ． １ １

子女 不同住 １ ３ ７７４４ ． ８５ １ ２０７２ ．２９ １ １ ８５６７ ．９９

２６２ ． ８ ６０＜０ ．００ １

同住 同住 １ ６９３５ ５ ． １ ５４６２７ ．７ １５ ５ ８３ ２ ．０ １

婚姻 非 已婚 １ ０２５３ ３ ．３ ９ １ ８ １ ０ ． ８４３ ０３ １ ７ ．３ ８

１ ６７ ． １ ７７＜０ ．００ １

状况 己婚 ２０４５６６ ．６ １ １ ４８８９ ． １ ６ １ ４４０８２ ． ６２

Ａ采用Ｋ ｒｕ ｓｋ ａ ｌ

－Ｗａ ｌ ｌ ｉ ｓ Ｈ检验 ，

从医疗保险情况看 ， 卡方检验表明 ， Ｘ
２
＝
４２５ ．４ ９４ ，／

＞

＜０ ． ００ １ ， 比较分析不同医疗保

险情况的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模式选择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拥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

农村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 （ １ ４ ． １ ７％ ） 和 自我养老 （ ３ ． ６ １％ ） 的横向 比例高于选择家庭养

老 （ ０ ． ５ ２％ ） 的 比例 。 选择家庭养老模式的 ９４ ． ７０％的老年人拥有城乡居 民医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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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总年收入看 ， 比较分析不同家庭总年收入的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差异

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ｐ＜０ ． ００ １ ） 。 社会养老和 自我养老的老年人中家庭年收入 ５ ０００ 元

以上的 占 比高 ， 分别为 ４０ ．３ ６％和 ５ ３ ． ３ ６％ 。 选择家庭养老的老年人中家庭年收入 １ ０００ 元

以下 占 比最高 （ ３ ７ ． ７２％ ） 。

从养老金 （新农保 ） 看 ， 卡方检验表明 ， Ｘ
２
＝

１ ８ ８ ． ５９３ ，／
＾ 〈Ｏ ． ＯＯ ｌ ， 比较分析不同养

老金状况的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模式选择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家庭养老模式中有养老

金的农村老年人比例 占到 ８４ ． ０ １％ ， 社会养老模式 中无新农合养老金的老年人 占 比

（ ３ ３ ． １ ０％ ） 均高于其他两种模式 。

从子女数量看 ， 比较分析不同子女数量的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 ．００ １ 。 ２－３ 个子女的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的比例 （ ５ ６ ．４５％ ） 远高于 １ 个及以

下子女的老年人 （ ５ ．０５％ ） 。 １ 个以下子女的老年人的横向 比例 中 自我养老的 占 比最高 ，

为 １ ４ ． ４６％ 。 子女越多 的则老年人对于养儿防老的期待和可能性也会越大 ， 子女给予的

经济支持也会相应增多 。

从子女联系看 ， 比较分析不同子女联系状况的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户＝０ ． ０ １ ２＜０ ． ０５ 。 家庭养老中子女经常联系的农村老年人 占到 ６８ ． ０５％ ， 家庭养

老中很少或几乎不联系的农村老年人 占 比为 １ ２ ．２８％ 。

从子女同住情况看 ， 卡方检验表明 ， ｆ
＝
２６２ ． ８ ６３ ，Ｐ＜０ ． ００ １ ， 比较分析不同子女同

住情况的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模式选择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子女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家

庭养老模式的横 向 比例 （ ５ ５ ． １ ５％ ）比 自我养老模式 （ ２７ ．７ １ ％ ）和社会养老模式高 （ ３２ ．０ １％ ） 。

从婚姻状态看 ， 卡方检验表明 ， 户＜０ ． ００ １ ， 比较分析不 同婚姻状况的

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模式选择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自我养老中 己婚老年人的 占 比最高

（ ８９ ． １ ６％ ） ， 非己婚的农村老年人的横向 比例中选择家庭养老的 占 比更高 （ ３ ３ ．３ ９％ ） 。 已

婚的农村老年人中社会养老 占 比较高 （ ８２ ． ６２％ ） ， 可能与配偶双方的社会保障更加完善

相关 。

５ ．２ ．３ 需求因素对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

５ ．２ ．３ ． １ 生理评估需求

老年人需求可以分为生理评估健康和心理感知情况 。 在生理健康评估方面 ， 分别是

自评健康状况 、 身体功能障碍状况 、 抑郁状况 、 慢性病状况和家务能力 ５ 个变量 。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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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检验和 Ｋｒｕｓｋａｌ
－Ｗａ ｌ ｌ ｉ ｓＨ 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 除慢性病状况外 ， 农村老年人在不同

自评健康状况、 身体功能障碍状况 、 抑郁状况和家务能力状况下在养老模式选择上的差

异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０ ．０５ ） ， 具体情况见表 ５ －９ 。

表 ５
－

９ 不 同评估需求因素下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交叉分析

需求因素一
￣

评估需求家庭养老自我养老社会养老 ；
￣̄

Ｈ／／
２户值

类别 特征Ｎ％Ｎ％Ｎ％
ｈ

非常差２２８１Ｍ８４ ＾８２ １ ３ ８７ ＾９２

＿“一
差 ８６３２ ８ ． １ １２ ８ １ ６ ． ８７４ １ ７２３ ．９２

自 评 健 康
， ，

一

般 １ ３ ８４４ ５ ． ０８８４５０ ．６０８３ ０４７ ．６２ １ ２ ．０ １ ｈ０ ．０ １ ７

状况＆

好 ３ ０ １９ ． ８０２３ １ ３ ． ８６ １ ８６ １ ０ ． ６７

非常好２９４９ ． ５８２３ １ ３ ． ８６ １ ７２９ ． ８７

日 吊失能 ２７９９ ． ０９５３ ．０ １ １ ３ ９７ ．９７

身 体 功 能 ８ ．４ １ ５０ ．０ １ ５

障碍状况未失能 ２７９ １９０ ．９ １ １ ６ １９６ ．９９ １ ６０４９２ ． ０３

严重抑郁２３４７ ．６２６３ ．６ １ １ １ ９６ ．８３

抑郁状况轻度抑郁９ １ ０２ ９ ． ６４３ ８２２ ．８９４９８２８ ． ５７９ ．５９９＾０ ．００８

没有抑郁 １ ９２６６２ ． ７４ １ ２２７３ ．４ ９ 丨  １ ２６６４ ．６０

有 ２ 种及 以
５２６ １ ７ ． １ ３２５ １ ５ ．０６３ ３ ６ １ ９ ．２８

ｍｗｍ
上慢性病

十曼 性 病 状 ：

有 １ 种慢性 ３ ＿ ３ ３ ７ ａ０ ． １ ８９

况 ８７ ８２ ８ ．６０４ ８２８ ． ９２４７ ５２７ ．２５

病

没有慢性病 １ ６６ ６５ ４ ．２７９３５６ ． ０２９３ ２５ ３ ．４７

完ＷＩＳ

６６２２ １ ． ５６２２ １ ３ ．２ ５３ ３ ３ １ ９ ． １ ０

家务能力八灿丄 １ ３ ．５ ３ １
ａ０ ． ００ １

有部分能力６０８ １ ９ ． ８０ １ ６９ ． ６４３ ０５ １ ７ ．５０

有完全能力 １ ８００５ ８ ． ６３ １ ２ ８７７ ． １ １ １ １ ０５６３ ．４０

Ａ
米用Ｋｒｕｓｋａ 丨

－Ｗａ ｌ ｌ ｉｓＨ检验。

从 自评健康状况看 ， 比较分析不同 自评健康状况的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模式选择的差

异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Ｐ＝〇 ．〇 １ ７＜〇 ． 〇５ ） 。 自评健康状况
一

般的农村老年人 占绝大多数 ，

在三种养老模式中均 占 比 ４０％以上 。

从 日 常身体功能障碍状况看 ， 卡方检验表明 ， ＃
＝

８ ．４ １ ５ ，Ｐ＜０ ． ００ １ ， 比较分析不同

身 体 功 能 障 碍 的 农 村 老 年 人 在 养 老 模 式 选 择 的 差 异 上 是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的

（户＝０ ． ０ １ ５＜０ ． ０５ ） 。 自我养老中未失能的农村老年人 占 比达到 ９６ ． ９９％ ， 失能老人的家庭

养老模式的横 向 占 比较高 ， 为 ９ ． ０９％ 。

从抑郁状况来看 ， 比较分析不同抑郁状况的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模式选择的差异上具

有统计学意义的 （ 尸＝０ ． ００ ８＜０ ． ０ ５ ） 。 自我养老中没有抑郁的老年人 占 比最高 （ ７３ ．４９％ ） 。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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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务能力评估来看 ， 比较分析不同家务能力状况的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模式选择的

差异上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Ｐ＝０ ． ０ １ ＜０ ． ０ ５ ） 。 自我养老模式中 的农村老年人有完全家务

能力的 占 比最高 ， 为 ７７ ． １ １％ ， 完全没有能力的老年人中选择家庭养老模式 （ ２ １ ． ５ ６％ ） 的

横 向 比例 比 自我养老模式 （ １ ３ ．２５％ ） 高 ， 其次是社会养老模式 （ １ ９ ． １ ０％ ） 。

５ ．２ ．３ ．２ 心理感知需求

在心理感知情况方面 ， 本文用 四个满意度变量指标表示 ， 分别为生活满意度 、 健康

满意度 、 婚姻满意度和子女关系满意度 。 通过 Ｋｒｕｓｋａｌ
－Ｗａｌ ｌ ｉ ｓＨ 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 除

生活满意度外 ， 农村老年人在不同健康、 婚姻 、 子女关系满意度状况下在养老模式选择

上的差异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Ｐ＜〇 ．〇５ ） ， 具体情况见表 ５
－

１ ０ 。

表 ５ －

１ ０ 不同 自评满意度下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交叉分析

需求因素一自评满意度家庭养老自我养老社会养老Ｉ

̄

类别Ｎ％Ｎ％Ｎ％

̄

极其满意Ｖ７２５ ＾６０８４＾２７３４Ａ ９

非常满意９７ ８３ １ ． ８ ６５ １３ ０ ． ７２５ ５９３ ２ ． ０７

比较满意 １ ５４５５０ ．３ ３９７５ ８ ．４３８９ ５５ １ ． ３ ５ １ ．４ ８８ ａ０ ．４７５

俩思度十 丨 ■ 士

不太满意２５ ８８ ．４０６３ ． ６ １ １ ４３８ ．２０

一

点也不满意 １ １ ７３ ． ８ １４２ ．４ 】７３４ ． １ ９

极其满意 １ ０４３ ．３９４２ ．４ １６２３ ． ５ ６

＾ 士非常满意７７ １２５ ． １ １４５２７ ． １ １３ ９３２２ ．５ ５

比较满意 １ ２９７４２ ．２ ５９４５６ ．６３７９ １４５ ． ３ ８８ ． １ ４５ ａ０ ． ０ １ ７

Ｍ 忌、

不太满意６０４ １ ９ ．６７ １ ７ １ ０ ．２４３ ５４２０ ． ３ １

一

点也不满意２９４９ ． ５８６３ ． ６ １ １ ４３８ ．２０

目 前无配偶７ １ ２２３ ． １ ９ １ ２７ ．２ ３２３ ５ １ ３ ．４８

极其满意 １ ２９４ ．２０７４ ．２２８０４ ．５９

婚姻非常满意９ １ ３２９ ．７４６４３ ８ ．５ ５５９０３ ３ ． ８５

＾＜〇 〇〇 ］

满意度比较满意 １ ０４３３３ ． ９７６７４０ ． ３６６８０３ ９ ． ０ １
＇

不太满意 １ ８０５ ． ８ ６ １ ２７ ．２３９２５ ．２ ８

一

点也不满意９３３ ．０３４２ ．４ １６６３ ． ７９

目 前无子女０〇 ．〇〇２ １ ．２０２ ８ １ ．６ １

极其满意２ １ ４６ ． ９７ １ ０６ ．０２ １ ０ ８６ ．２０

子女关
非常满意 １ ５ ８９５ １ ． ７６７４４４ ． ５ ８７７０４４ ． １ ８

系俩意Ｌ ， 户叫立 ２ １ ．２ １ １
＊＜〇 ．〇〇 １

产
比较满意 １ １ ４７３ ７ ． ３ ６６９４ １ ． ５ ７７０ １４０ ．２２

＾

不太满意 ９０２ ． ９３８４ ． ８２９３５ ． ３ ４

一

点也不满意３ ００ ． ９ ８３ １ ． ８ １４３２ ．４７

＊采用Ｋｒｕｓｋａ 丨

－Ｗａ ｌ ｌ ｉ ｓ Ｈ检验 。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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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健康满意度上看 ， 比较分析不同健康满意度感知的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模式选择的

差异上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Ｐ＝０ ． ０ １ ７＜０ ． ０ ５ ） 。 选择 自我养老模式的农村老年人对健康
一

点都不满意的 占 比最低为 ３ ． ６ １％ ， 比较满意的 占 比最局为 ５ ６ ． ６３％ 。

从婚姻满意度上看 ， 比较分析不同婚姻满意度感知的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模式选择的

差异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Ｐ＜０ ． ００ １ ） 。 自我养老模式中对婚姻感到非常和极其满意的农

村老年人 占 比高于其他两种养老模式 ， 其次是社会养老 ， 最后是家庭养老 。

从子女关系满意度上看 ， 比较分析不同子女关系满意度感知的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模

式的差异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尸＜０ ． ００ １ ） 。 家庭养老模式中对子女关系表示非常和极其

满意的农村老年人 占 比高于其他两种养老模式 ， 达到 ５ ８ ． ７３％ 。 对子女关系
一

点都不满意

或者不太满意的农村老年人 ， 其选择社会养老的横向 比例 （ ７ ． ８ １％ ） 均高于 自我养老模

式 （ ６ ．６３％ ） 和家庭养老模式 （ ３ ． ９ １％ ） 。

５ ．３ 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多因素分析

上节从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三维度对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

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 。 但实际上 ， 各影响因素在实际中往往是同时存在而且互相影响

的 。 此节重点研宄各因素同时纳入时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及影响程度 。

５ ．３ ． １ 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结果

本文依据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定义 ， 构建两个广义 Ｌｏｇｉｔ 模型 ， 取值为 １
＝家庭

养老 （设为参照类别 ） ， 概率为 Ｐ
！ ， ２

＝

自我养老 ， 概率为 Ｐ２ ，３
＝社会养老 ， 概率为 Ｐ３ ，

具体模型如下 ：

ＬｏｇｉｔＰ２
＝

ｌｎ
（＾５

－

）

￣

ｃｉ ｉ
＋

Ｐ２ １ｘ  １
＋

Ｐ２２Ｘ２
＋

－ ＊ ？

＋
Ｐ３ｐ

Ｘ
ｐ （ ５ ． １ ）

Ｙ— １

ＬｏｇｉｔＰ３

＝

ｌｎ
（

＾
５
＾
）

＝

ｏｔ
ｉ

＋
Ｐ３ １

Ｘ
１
＋

Ｐ ３２Ｘ２
＋… ＋

 （

３３ ｐ
Ｘ

ｐ （ ５ ．２ ）

Ｙ— １

其中 ， ＰＫＰ２
＋ＰＦ １ ， 将单因素分析 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模型作为 自 变量 ， 将

三类养老模式纳入模型作为因变量 ， 采用最大似然 比法对参数进行估计 ， 检验水准 ａ

＝

０ ． ０５ ， 设置步进选项 ， 进入概率为 ０ ． ０ ５ ， 除去概率为 ０ ． １ ， 使用 Ｓｐｓｓ２５ ． ０ 进行数据分析 ，

综合考察各因素对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 。

从回归分析模型的研究结果中 ， 最终模型拟合信息 中估计似然值为 ５ ６０ ８ ． ００７ ， 与 只

含常数项的无效模型相 比 ， 下降 ２ １ ４６ ． ３ ３ ７（卡方值 ） ， 其相应的 ＬＲ 卡方检验高度显著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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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ｒ〇ｂ＞ｃｈ ｉ２
＝

０ ． ０００ ） ， 结果回归模型显著 。 似然比卡方检验证明该模型整体是显著的 ， 模

型拟合具体结果如下表 ５
－

１ １ ：

表 ５ －

１ １ 模型拟合信息
＾

模型拟合条件似然比检验
￣￣？

ｒ
？

ｒｒ
？

模型 ｄｆＰｒｏｂ＞ｃｈ ｉ２

－２Ｌｏｇ
ｌ ｉｋｅｌ ｉｈｏｏｄＬＲ ｃｈ ｉ２

￣

仅截距７７５４ ． ３４４

最终 ５ ６０８ ．００７ ２ １ ４６ ． ３ ３ ７ ８０ ０ ．０００

－２Ｌｏｇ
ｌ ｉｋｅｌ ｉｈｏｏｄ（拟合模型似然函数值的 自然对数的 －２ 倍 ）

＝

５６０８ ．００７

ＬＲ ｃｈｉ２（卡方统计量 ）
＝

２ １ ４６ ．３ ３７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
０ ． ０００

参数估计分别形成模型 １（ 自我养老／家庭养老 ） 和模型 ２（社会养老 ／家庭养老 ） ，

运 值是指回归系数和截距 （常数项 ） ， 正负代表其相关方向 。 ＯＲ 值即 Ｅｘｐ（Ｂ ） 值为发

生比率 ， 反映的是某种暴露与结局的关联强度 ， 在控制其他 自变量的情况下 ， 某 自变量

某
一

组的风险比与其他参照类别相 比的大小 。

一

般情况下 ， ＯＲ＝ ｌ ， 暴露与结局之间没有

相关性 ；
０Ｒ＞ １ ， 暴露可能会促进结局的 出现 ；

０Ｒ＜ １ ， 暴露会阻碍结局的 出现 。 各模型

参数回归具体结果如下 ：

５ ．３ ． １ ． １ 模型 １ 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模式的多因素比较

模型 １ 中选择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模式的农村老年人在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需

求因素上均有显著差异 ， 具体情况如下 ：

（ １ ） 模型 １ 的倾向特征比较

具体而言 ， 倾向特征中的年龄 、 性别 、 受教育程度 、 所在区域 、 是否务农对农村老

年人养老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 。 具体结果如表 ５
－

１ ２ 所示 。

表 ５
－

１ ２ 模型 １ 的倾 向特征多 因素比较

息ＡＢ Ｄ ．
Ｉ社会养老／家庭养老

组别—

ＴＴ
 ＊

０值ＯＲ 值 （ ９５％ＣＩ ）

８ １ 岁及 以上

年龄 ６０岁 ￣

７０岁－０ ． ７０ ８
＊ ＊０ ．４９３

（
０ ． ３ ５ ７－０ ．６７９

）

７ １岁 ？

８０岁－

０ ．０６ １ ０ ．９４ １
（
０ ． ６９３

￣

１ ．２７９
）

１４别ｆ
女 ０ ？  １ ８９

＊ １ ．２０ ８
（

１ ． ０２４＾ １ ．４２４
）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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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

１ ２ 模型 １ 的倾向特征多 因素比较 （ 续表 ）

￣

 自我养老／家庭养老
变量 组别 

ｘ

——

玲 值ＯＲ
值 （９５

°
／〇Ｃ Ｉ ）

高中及以上

ｇ教育程声未接受教育－０ ．４７４
＊０ ．６２３

（
０ ．４３ ２？０ ． ８９８

）

又又

小学及小学毕业－

０ ． ８ ９７
＊ ＊０ ．４０８

（
０ ．２ ８ ８－０ ． ５７８

）

初中毕业 ０ ． ９７ １

＊ ＊２ ．６４ １
（

１ ． ８３９－３ ． ７９３
）

东部

所在区域西部 ０ ．０８９ １ ．０９３
（
０ ． ８９４

－

１ ． ３ ３６
）

中部－０ ．２０９
＊ ０ ． ８ １ １

（
０ ． ６６５

－０ ．９９
）

否

是否务农
口

是－０ ．３ ３２
＊ ＊０ ．７ １ ８

（
０ ．６ １ ０－０ ． ８４５

）

注 ：

＊＊
，

＊和＃分别表示变量在 〗 ％ 、 ５％和 １ 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即 」Ｐ＜〇 ． 〇〇 ］ 、 户＜〇 ．〇５ 和 尸＜０ ． １ 。

年龄通过 １％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０ ．７０ ８ ， 表示说明 ６０￣７０ 岁低龄的农村

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模式的可能性是 ８ １ 岁及 以上高龄老年人的 ２ ． ０２８ 倍 （ １ ／０ ．４９３ ）

（ ＯＲ＝０ ．４９３ ，Ｐ０．００ １ ） ， 假设１
－

１得到验证 。

女性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模式的概率是男性的 １ ．２０８ 倍 ， 也就说明 男性选择家庭养

老的可能性越高 （ 〇Ｒ＝ １ ．２０８ ， 尸＜０ ．０５ ） ， 假设 １
－２ 得到验证 。 可解释的原因为通常情况下

女性老年群体的身体状况和 自 理能力普遍要强于男性 ， 因此在男性晚年更加需要子女照

料和扶持 。

相较于高中及 以上学历的农村老年人 ， 小学及 以下学历的农村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

的可能性更高 （ ＯＲ＝０ ．６２３ ，Ｐ＜０ ．０５ ）（ 〇Ｒ＝０ ．４０８ ，Ｐ＜０ ． ００ １ ） ， 假设 １
－

３ 得到验证 。 受教

育的程度越高 ， 老年人越容易接受新养老观念 ， 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越弱 ， 且有意识的

去获得更多社会保障和其他来源的经济支持 。 其中初中毕业的老年人群倾向于社会养老 ，

原因可能是 目前初中毕业的农村老年人群相较于高中毕业并无较大差异 ， 其养老观念也

同样较为进步 ， 也可能是高中学历及 以上的样本量较小 ， 从而初中毕业学历的样本所反

映更为显著 。

所在区域情况通过 ５％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０ ．２０９ ， 中部地区 的老年人相

较于东部地区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选择家庭养老 ， 选择的可能性是东部地区的 １ ．２３ ３ 倍

（ １ ／０ ． ８ １ １ ）（ ＯＲ＝０ ． ８ １ １ ， 户切仍 ） ， 假设 １
－４ 得到验证 。

务农情况通过 １％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０ ． ３ ３２ ， 相对于非务农家庭的农村

老年人 ， 务农家庭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模式 ， 选择家庭养老的可能性是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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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务农家庭的 １ ． ３ ９ ３ 倍 （ １ ／０ ．７ １ ８ ）（ ＯＲ＝０ ． ７ １ ８ ，Ｐ＜０ ．００ １ ） ， 假设 １
－５ 得到验证 。

（ ２ ） 模型 １ 的使能资源比较

具体而言 ， 使能资源中医疗保险 、 家庭年收入 、 养老金 （新农保 ） 、 子女数量、 子女

同住情况、 与子女联系情况 、 日 常照料者情况和婚姻情况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有

显著影响 。 具体结果如表 ５ －

１ ３ 所示 ：

表 ５
－

１ ３ 模型 １ 的使能资源多 因素比较

＾社会养老／家庭养老

 

Ｐ ｔｔ


ＯＲ值 （９Ｓ％ＣＩ ）

其他医疗保险

没有医疗保险－０ ．９９３
＊０ ．３７０

（
０ ． １ ５４－０ ．８９３

）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２ ．０４３
＊＊ ７ ．７ １ ５

（
２ ．９６６－２０ ．０７ １

）

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０ ．３９８ ０ ． ６７２
（
０ ． ３０５？ １ ．４８ １

）

５０００元̄

家庭年收入
卜－Ｕ ２６

＊＊ ０３２４
（
０ ．２７３＾０ ． ３ ８６

）

１ ０００元？－２ ． １ ９０
＊ ＊ ０ ． １ １ ２

（
０ ．０８７＾０ ． １４４

）

３ ０００
元？－２ ． １ ５２

＊ ＊ ０ ． １ １ ６
（
０ ．０９０－０ ． １ ５ ０

）

养老金Ｃ
新农保 ）

无 〇 ２ １ 〇
＊ １ ．２３４

（
１ ．０ １ ７－ １ ．４９６

）

４ 个及 以上

子女数量 １个及 以下 ０ ． ８２２
＊ ＊２ ．２７６

（
１ ．６７６－３ ．０８ ９

）

２
－

３个 ０ ． １ ８３
＊ １ ．２０ １

（
１ ．００７－ １ ．４３ ３

）

丁又 丨叫土
不同住 ０ ． ８ ８０

＊ ＊２ ．４ １ ０
（
２ ．０４０－２ ． ８４８

）

很少或几乎不联系

与子女联系经常 ０ ．４ １ ０
＊ １ ． ５ ０７

（
１ ． １ ８５

－

１ ．９ １ ７
）

偶尔 ０ ． １ ５ ３ １ ． １ ６５
（
０ ． ８ ９７

？

１ ． ５ １ ３
）

日 常昭料者
有

无 ０ ． ６４５
＊ ＊ １ ． ９０７

（
１ ．６２２？２ ．２４ １

）

己婚
翻觀


非已婚


－０ ．７ ８ １
＊ ＊



０ ．４５ ８
（
０ ．３７８

－０ ．５５ ５
）

注 ：

＊ ＊
，

＊和＃分别表示变量在 １％ 、 ５％和 １ 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即 Ｐ＜０ ． ００ １ 、 ｉ＾Ｏ ．ＯＳ 和 Ｐ＜０ ． １ 。

医疗保险变量通过 ５％和 １％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系数为－０ ． ９９３ 和 ２ ．０４３ ， 说

明没有医疗保险的农村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的可能性比拥有其他医疗保险的农村老年

人高 （ ＯＲ＝０ ． ３７ ，Ｐ＜０ ． ０５ ） ， 而拥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村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的可能

性是拥有其他医疗保险的 ７ ． ７ １ ５ 倍 （ 〇Ｒ＝７ ．
７ １ ５ ，Ｐ＜０ ． ００ １ ） ， 假设 ２ －

１ 基本得到验证 。 可

解释的原因为拥有其他医疗保险的老年人群很可能通过单位或者个人购买了 商业医疗

保险这类保障力度大的保险 ， 其社会保障能力相对较高 ， 而 目 前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保

障水平相对较高 ， 足够支持老人在农村的养老生活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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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年收入变量通过 １％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系数分别为－

１ ． １ ２６ 、
－２ ． １ ９０ 和－

２ ． １ ５２ 。 说明相对于 ５ ０００ 元 以上家庭年收入的农村老年人 ， 年收入 ５０００ 元以下的农村老

年人更倾向选择家庭养老 （ 〇Ｒ＝〇 ． ３２４ ，ＰＯ． ＯＯ ｌ ）（ ＯＲ＝０ ． １ １ ２ ， 尸＜０ ．００ １ ）（ ＯＲ ＝
０ ． １ １ ６ ， Ｐ

＜０ ． ００ １ ） ， 假设 ２ －２ 得到验证 ， 当老年人本身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时 ， 更倾向依赖于子女支

持的家庭养老 。

养老金 （新农保 ） 变量通过 ５％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系数是 ０ ．２ １ ０ ， 与有新农

保养老金的农村老年人相 比 ， 没有新农保的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的概率是其 １ ．２３４ 倍

（ ＯＲ＝ １ ．２３４ ，Ｐ＜０ ． ０５ ） ， 与假设 ２－３ 相违背 。 考虑是当新农保的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

农村家庭中子女能够给予父母帮助时 ， 子女依然是父母养老的主力 。 同时
一

定程度上表

明 ， 新农保养老金对于 目前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的支撑力有待提高 。

子女数量变量分别通过 １％和 ５％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２２ 和

０ ． １ ８ ３ 。 ３ 个及 以下子女的农村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模式是 ４ 个及以上儿女的农村老年人

的 １ ．２０ １
￣２ ．２７６ 倍 ， （ ０ １１

＝
２ ．２７６ ， ／

＞
＜０ ． ００ １ ） （ ０ １１

＝
１ ．２０ １ ， 户＜０ ．０５ ） ， 假设 ２ －４ 得到验证 。

家庭中子女数量越多 ， 通常来说老年人获得 日 常照料和物质资金越充裕 ， 家庭所给予的

支持越多越倾向家庭养老 。

子女联系情况变量通过 ５％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经常与子女联系的农村老年

人选择社会养老的可能性是和子女很少或者几乎不联系的农村老年人的 １ ． ５０７ 倍 ， 变量

系数为 ０ ．４ １ ０（ ＯＲ＝ １ ． ５０７ ，Ｐ＜０ ．０５ ） 。 说明与子女联系少的老年人会倾向家庭养老 ， 这与

一

般认为的子女联系越频繁越倾向于家庭养老的假设 ２ －

５ 相反 。 原因可能是因为农村剩

余青壮年劳动力较多去城镇打工长时间不回家 ， 与父母联络较少但定期向老年人给予相

应资助 。

子女同住情况变量通过 １％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相较于与子女同住的农村老

年人 ， 不与子女 同住 的农村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可能性更大 ， 变量系数为 ０ ． ８ ８０

（ ＯＲ＝２ ．４ １ ０ ，Ｐ＜０ ． ００ １ ） ， 假设 ２
－

６ 得到验证 。 当子女与老年人同住时 ， 对其 日 常照料和

精神陪伴也就越多 ， 老年人对家庭的情感越充沛 ， 自然倾向于家庭养老 。 子女因为工作

或者 自 身家庭原因而长期不在父母身边时 ， 在尽孝方面无法及时照料 ， 父母很可能尽量

不想麻烦子女而减少对其的依赖 。

日 常照料者状况变量通过 １％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变量系数为 ０ ．６４５ 。 没有 日

常照料者的农村老年人相较于有长期 日 常生活照料者的选择社会养老模式可能性是其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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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０７倍 （ ＯＲ＝ １ ． ９０７ ，Ｐ０． ００ １ ） ， 假设２
－

７得到验证 。

婚姻状况变量通过 １％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系数为 －０ ．７８ １ 。 说明相对于 已婚的

农村老年人 ， 非已婚的农村老年人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模式 （〇Ｒ＝〇 ．４５ ８ ，Ｐ＜０ ．００ １ ） ， 假

设 ２－８ 得到验证 。 原因可能在于通常已婚老年人有配偶照料和陪伴 ， 生活相对有照应 ，

而非己婚的农村老年人生活相对孤独缺乏照料和陪伴 ， 同时 自我保障能力较弱 ， 因此会

选择家庭养老以便获得子女照料 。

（ ３ ） 模型 １ 的需求因素比较

具体而言 ， 需求因素中的抑郁状况 、 自评健康状况和子女满意度对农村老年人养老

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 。 具体结果如表 ５
－

１ ４ 所示 ：

表 ５－

１ ４ 模型 １ 的需求因素多因素比较
＾

＾
￣￣



社ｆ养繊养老

續ＯＲ
值 （９５％ＣＩ ）

没有抑郁

抑郁状况严重抑郁 ０ ． １ ３ ３ １ ． １ ４２
（
０ ． ８ ３ ６－ １ ．５６０

）

轻度抑郁 ０ ． １ ４９＃ １ ． １ ６ １
（
０ ．９７５

－

１ ． ３ ８２
）

有完全能力

家务能力完全没有能力 ０ ．０４２ １ ．０４３
（
０ ． ８４０

－

１ ．２９４
）

有部分能力－０ ．００３ ０ ． ９９７
（
０ ．８ １ ２？ １ ．２２５

）

非常好

非常差 ０ ． ３７４＃ １ ．４５４
（
０ ．９７３

－２ ． １ ７３
）

自评健康状况差 ０ ．０８ １ １ ．０８４
（
０ ．７９２

－

１ ．４８４
）

一

般 ０ ．０７２ １ ．０７５
（
０ ． ８ １ ７－ １ ．４ １ ５

）

好 ０ ．０４６ １ ．０４７
（
０ ．７４９－ １ ．４６５

）

极其满意

非常满意－０ ．０８６ ０ ．９ １ ８
（
０ ．６６７

－

１ ．２６２
）

子女关系满意度比较满意 ０ ． ０３９ １ ．０４０
（
０ ．７５２－ １ ．４３ ８

）

不太满意 ０ ． ８ ３９
＊ ２ ．３ １ ４

（
１ ．
４４２－３ ．７ １ ２

）



一

点也不满意


１ ． １ ５２
＊ ＊



３ ． １ ６３
（
１ ．６５６

－６ ．０４２
）

注 ：

＊ ＊
，

＊和 ＃分别表示变量在 １％ 、 ５％和 １ 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即 户＜０ ．００ １ 、 ／
＞＜０ ．０５ 和 ／

＞＜０ ． １ 。

抑郁状况变量通过 １ ０％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相对于没有抑郁的农村老年人 ，

轻度抑郁的农村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模式可能性是其 １ ． １ ６ １ 倍 （ ＯＲ＝ １ ． １ ６ １ ， Ｐ＜０ ． １ ） ， 与

假设 ３
－

１ 部分违背 ， 可能在于老年人受到子女的 日 常照料和精神慰藉较少加剧老年人的

抑郁状况 ， 而没有抑郁症状的老年人通常家庭氛围较为融洽 ， 子女与老人联系较好从而

更倾向家庭养老 。

自评健康状况变量通过 １ ０％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变量系数为 ０ ． ３ ７４ 。 自评健

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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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非常差的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模式可能性是 自评健康非常好的农村老年人的 １ ．４５４ 倍

（ ＯＲ＝ １ ．４５４ ，Ｐ＜０ ． １ ） ， 与假设 ３
－

１ 有部分相背 。 原因可能为健康状况差的农村老年人由

于长期 以来承担的健康负担 ， 心理上想尽可能减轻对子女的负担和压力 ， 选择政府和社

会的各种保障为来源进行养老 ， 同时健康状况差意味着受到各种医疗保障支持也较多 ，

也促进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 。

子女关系满意度变量通过 ５％和 １％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系数分别为 ０ ． ８ ３ ９ 和

１ ． １ ５２ 。 对子女关系不满意的农村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的概率是子女关系极其满意的老年

人的２ ． ３ １ ４－３ ． １ ６３倍 （ 〇Ｒ＝２ ． ３ １ ４ ， Ｐ＜０ ． ０５ ）（ ＯＲ＝３ ． １ ６３ ， Ｐ＜０ ．００ １ ） ， 假设３
－２得到验证 。

５ ．３ ． １ ．２ 模型 ２ 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模式的多因素比较

在模型 ２ 中选择 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模式的农村老年人在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

需求因素上均有显著差异 。 具体情况如下 ：

（ １ ） 模型 ２ 的倾向特征比较

具体而言 ， 倾向特征中 的受教育程度 、 所在区域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有显

著影响 。 具体结果如表 ５
－

１ ５ 所示 ：

表 ５
－

１ ５ 模型 ２ 的倾向特征多 因素比较
￣

 自我养老／家庭养老
？量组别

Ｐ值ＯＲ
值 （ ９５％ＣＩ ）

８ １ 岁及 以上

年龄 ６０岁 ￣７０岁－

０ ． ３６ １０ ． ６９７
（
０ ．２７７－ １ ． ７５ ８

）

７ １岁 ？

８ ０岁 ０ ．２７４ １ ． ３ １ ５
（
０ ． ５ ３ ０－３ ．２６５

）

ｍｉ５
女－

０ ．２ １ ６０ ． ８０６
（
０ ．５ ５ ３－ １ ． １ ７５

）

高中及 以上

未接受教育－

０ ．２６ 〗 ０ ． ７７０
（
０ ．３ ６６－ １ ．６２

）

受敎 胃 ｆｅ ■度
小学及小学毕业 ］ ］ ６２

：
）
！

０ ．３ １ ３
（
０ ． １ ５２－０ ．６４３

）

初 中毕业 ０ ．９３ １

＊２
． ５ ３ ７

（
１ ．２８６

－

５ ．００３
）

东部

所在区域西部－

０ ． ７４９
＊ ０ ．４７３

（
０ ．３ ０２－０ ． ７４０

）

中部－

１ ． ０４９
＊ ＊０ ． ３ ５０

（
０ ． ２２４－０ ． ５４７

）

是否务农
胃

是－

０ ．０ ８３ ０ ． ９２ １

（
０ ．６３７

－

１ ． ３ ２９
）

注 ：

＊ ＊
产和＃分别表示变量在 １％ 、 ５％和 １ 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即 ／

＞＜０ ．００ １ 、 尸＜０ ．０５ 和 户＜０ ． １ 。

受教育程度变量通过 ５％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小学及小学毕业的农村老年人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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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高中及 以上学历的农村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模式的可能性更高 （ ＯＲ＝０ ． ３ １ ３ ， Ｐ＜０ ． ０５ ） ，

假设 １
－

３ 得到验证 。

区域变量通过 ５％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系数为负数 ， 说明相较于东部地区的

农村老年人 ， 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模式 ， 说明相 比较而言东

部地区农村老年人选择 自我养老可能性更高 （ ＯＲ＝０ ．４７３ ， Ｐ＜０ ． ０５ ） （ ＯＲ＝０ ． ３ ５０ ， Ｐ＜０ ． ００ １ ） ，

假设 １
－４ 得到验证 。

（ ２ ） 模型 ２ 的使能资源比较

具体而言 ， 使能资源中家庭年收入、 子女数量 、 子女同住情况、 日 常照料者情况

和婚姻情况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 。 具体结果如表 ５ －

１ ６ 所示 ：

表 ５－

１ ６ 模型 ２ 的使能资源多因素比较

ＺＴ？ 自我养老／家庭养老
变量


组别 ｇ

－

值

－

〇Ｒｔｔ（９５

－

＾ｒ
̄

其他医疗保险

没有医疗保险 ０ ．２３ ５ １ ．２６５
（
０ ．２２４－７ ． １ ２４

）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０ ． ５０６ １ ．６５９
（
０ ．２６ １

－

１ ０ ．５４６
）

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０ ．４３ ５ ０ ． ６４７
（
０ ． １ ３３

－

３ ． １ ５６
）

５０００ 元？

家庭年收入
０？－０ ．７８５

料０ ．４５６
（
０ ． ３０６－０ ． ６８０

）

１ ０００元￣－

１ ．５ ３５
＊ ＊０ ．２ １ ６

（
０ ． １ １ ６－０ ．４００

）

３０００元？－０ ． ８０５
＊０ ．４４７

（
０ ．２７９－０ ．７ １ ７

）

养老金 （新农保 ） ^
无 ０ ．２ １ １ １ ．２３５

（
０ ．８ １ ０－ １ ． ８８３

）

４ 个及以上

子女数量 １个及以下 ０ ．８６６
＊２ ． ３ ７８

（
１ ．２７２

－４ ．４４４
）

２ － ３个 ０ ． ３ ３８ １ ．４０３
（
０ ．９ １ ４－２ ． １ ５２

）

子女同住同住

不同住 ０ ．９７８
＊ ＊２ ． ６６０

（
１ ．７９６－３ ．９３ ９

）

很少或几乎不联系

子女联系经常 ０ ． ３２９ １ ． ３９０
（
０ ． ８０９￣２ ． ３ ８９

）

偶尔 ０ ． ３ ８ １ １ ．４６３
（
０ ． ８２５－２ ．５９６

）

Ｒ 常昭料者Ｗ
＇

无 ０ ． ６７４
＊ ＊ １ ．９６ １

（
１ ．３７４－２ ． ８００

）

女昏兄


非已婚


－

１ ． １ ９４
＊ ＊０ ．３０３

（
０ ． １ ７３－０ ． ５３２

）

注 ：
林

，

＊和＃分别表示变量在 １％ 、 ５％和 〗 〇％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即 尸＜〇 ．〇〇 １ 、 户＜〇 ． 〇５ 和 户＜０ ． １ 。

家庭年收入变量均通过 ５％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与家庭年收入 ５ ０００ 元 以上的

农村老年人相 比 ， 年收入在 ５ ０００ 元 以下 的农村老年人更倾 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模式

（ ０ １１
＝

０ ．４５ ６ ， 尸 ＜０ ． ００ １ ） （ ０１１
＝

０ ．２ １ ６ ， 户＜０ ． ００ １ ） （ ０１１
＝

０ ．４４７ ， 户＜０ ． ０５ ） ， 假设 ２ －２ 得到验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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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

子女数量变量通过 ５％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变量系数为 ０ ． ８ ６６ 。 与 ４ 个 以上子

女的农村老年人相 比 ， １ 个及 以下 的农村老年人选择 自我养老的可能性是其 ２ ． ３ ７ ８ 倍

（ ＯＲ＝２ ． ３ ７ ８ ， Ｐ＜０ ． ０５ ） ， 假设２
－４得到验证 。

子女同住变量通过 １％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变量系数为 ０ ． ９７８ 。 相对于与子女

同住的农村老年人 ， 不与子女 同住的农村老年人选择 自我养老的可能性是其 ２ ． ６６０ 倍

（ ＯＲ＝２ ． ６６０ ，Ｐ＜０ ． ００ １ ） ， 假设２
－６得至 丨

Ｊ验证 。

日常照料者变量通过 １％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变量系数为 １ ．９６ １ 。 相对于有 日

常生活照料者的农村老年人 ， 没有 日 常生活照料者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选择 自我养老

（ ＯＲ＝ １ ．９６ １
，Ｐ＜０ ． ００ １ ） ， 假设２

－７得到验证 。

婚姻状况变量通过 １％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变量系数为负数 ， 非已婚的农村

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的可能性是已婚老年人群的 ３ ． ３ ００ 倍 （ １ ／０ ．３ ０３ ） （ ＯＲ＝０ ．３ ０３ ， Ｐ＜０ ．００ １ ） ，

假设 ２－ ８ 得到验证 。

（ ３） 模型 ２ 的需求因素比较

具体而言 ， 需求因素中 的家务能力情况和子女满意度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

有显著影响 。 具体结果如表 ５
－

１ ７ 所示 ：

表 ５
－

１ ７ 模型 ２ 的需求因素多 因素比较

ｒｉ
￣

 自我养老／家庭养老
变量 腳Ｊ—－

７＾
—

Ｐ值ＯＲ
值 （ ９５％Ｃ Ｉ ）

没有抑郁

抑郁状况严重抑郁－

０ ． １ ８ ０ ． ８３ ５
（
０ ． ３３４－２ ． ０８７

）

轻度抑郁 ０ ．０４ ８ １ ． ０４９
（
０ ．６９４－ １ ． ５ ８ ５

）

有完全能力

家务能力完全没有能力－

０ ． ０４ ８０ ． ９５ ３
（
０ ．５ ５４－ １ ．６４２

）

有部分能力－

０ ． ５２９＃０ ． ５ ８９
（
０３ ３４－ １ ． ０４０

）

非常好

非常差 ０ ．４６ １ １ ． ５８６
（
０ ．６０９－４ ． １ ３ １

）

自评健康状况差 ０ ． ０２ ８ １ ． ０２８
（
０ ． ５ ３０

－

１ ． ９９６
）

一

般 ０ ． ０６６ １ ．０６ ８
（
０ ． ６２６－ １ ． ８２２

）

好 ０ ．２５２ １ ．２ ８６
（
０ ．６７３－２ ．４５ ７

）

极其满意

子女关系满意度
一

点也不满意 １ ．３ １ ２＃ ３ ．７ １ ３
（
０ ． ８ ６

？

１ ６ ．０２２
）

不太满意 １ ． ０３＃ ２ ． ８０２
（
０ ．９７ ９－８ ．０ １ ９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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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满意 〇 ＿ 〇８ １ ． ０８３
（
０ ．５ １ ４－２ ．２８４

）

非常满意－

０ ． １ ７４０ ． ８４０
（
０ ．４０ １

－

１ ．７６ １

）

注 ：

＊ ＊
，

＊和＃分别表示变量在 １ ％ 、 ５％和 １ 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即 户＜０ ．００ １ 、 户＜０ ．０５ 和 户＜０ ． １ 。

家务能力与子女关系满意度均通过 １ ０％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相较于有完全家

务 能 力 的农村 老年人 ， 家务 能 力 受损 的农村 老年人更倾 向 于选择家庭养老模式

（ ＯＲ＝０ ． ５ ８９ ， Ｐ＜０ ． １ ） ， 假设 ３
－

１ 得到验证 ， 如果老年人失去部分家务能力 ， 意味着除了

无法通过劳动能力获得收入 ， 实际 日 常生活能力会受到限制 ， 而受到经济条件限制和子

女赡养老人观念影响 ， 通常是子女为老人提供更多援助 。

相对于对子女关系极其满意的农村老年人 ， 对子女关系不满意的农村老年人选择 自

我养老的可能性是其 ３ ． ７ １ ３ 倍和 ２ ． ８０２ 倍 （ ＯＲ＝３ ．７ １ ３ ，Ｐ＜０ ． １ ）（ ＯＲ＝２ ． ５９９ ， 户＜０ ． １ ） ， 假

设 ３ －２ 得到验证 。

５ ．３ ．２ 共线性诊断

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是检查经验结果可靠性的
一

个重要因素 。

一

般来说 ， 逐步回

归 、 共线性诊断都属于检验模型估计稳健性重要方法 。 回归分析要求各 自变量间不存在

共线性 ， 在上文回归结果基础上采用方差扩大因子法对纳入的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 。 共

线性诊断主要诊断工具有容忍度 、 方差膨胀因子 （Ｖ ＩＦ ） 检验 。 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 为

容忍度的倒数 ， 容忍度＞０ ． １ ， ＶＩＦ＜ １ ０ 则说明 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
９７

］

。 将回归模

型中纳入的 １ ７ 个 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 ， 本研宄纳入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Ｖ ＩＦ ）

均＜ １ ０（Ｖ ＩＦｍｉｎ
＝

１ ．０４８ ，ＶＩＦｍａｘ
＝

１ ．４５２ ） ， 可以认为各变量之间没有严重明显的多重共线

性 ， 模型估计具有稳健性 ， 具体结果如表 ５
－

１ ８ 所示 ：

表 ５
－

１ ８ 共线性诊断

白变量Ｗｍ 自賴
￣￣

ｖｗ

年龄 ０ ． ７０９Ｌ４ １ １子女数量 ０ ． ８０ ８

￣￣

Ｌ２３ ８

性别 ０ ． ８０７ １ ．２３ ９子女同住 ０ ． ８０４ １ ．２４４

受教育程度０ ． ７４６ １ ． ３４０子女联系 ０ ． ８０４ １ ．２４４

所在区域０ ． ８ ７３ １ ． １ ４５日 常照料者 ０ ． ９５ ５ １ ． ０４ ８

是否务农０ ． ８９ ８ １ ． １ １ ４婚姻状况 ０ ． ７９ ８ １ ．２５２

医疗保险０ ． ９２０ １ ． ０８ ７抑郁状况 ０ ． ８ １ ０ １ ．２３ ５

家庭年收入０ ． ９４４ １ ． ０６０家务能力 ０ ． ７５ ６ １ ．３２２

养老金０ ． ８７９ １ ． １ ３ ７自评健康状况０ ． ６ ８９ １ ． ４５２

子女关系满意度０ ． ８９０ １ ． １ ２３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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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根据 ５ ．２ 和 ５ ． ３ 小节中的单因素分析和无序多分类的 Ｌｏｇｉｓ ｔ ｉｃ 回 归结果 ， 得出显著

影响因素 以及各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不易直接观察的相互关系 ， 但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

中介效应及其作用路径和作用大小 ， 还有待进
一

步确认 。 因此本文使用路径分析来深入

探索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之间的潜在机制及其具体效应 。 首先 ， 分别就本文

建立的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 、 需求因素三个潜变量进行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 其

次 ， 再将 ３ 个测量模型带入结构方程模型验证进行路径分析 。

５ ．４ ．１ 估计类型选择与模型评估标准

由于本研究部分变量属于类别数据 ， 因子分析假设潜变量的分析模型是其为连续型

的 ， Ｍｐｌｕｓ 支持类别分析处理方法 ， 提供加权最小二乘均值和方差调整估计 （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ｄ
ｊ
ｕｓｔｅ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 ＷＬＳＭＶ

）
。 ＷＬＳＭＶ估计方法 由

Ｍｕｔｈ６ｎ 等人经过模拟研究评估 ， 专 门为了处理类别变量而设计并且其表现优于其他估

计方法 ［
９８

］

。 因此在处理类别变量数据时 ， ＷＬＳＭＶ 是较稳妥且最佳方法 。

Ｍｐｌｕｓ 中对路径分析模型的拟合程度及适配程度的评价 ，

一

般呈现非规范拟合指数

（ Ｔｕｃｋｅｒ－ ｌ ｅｗｉ ｓＩｎｄｅｘ ，ＴＬＩ ） 、 比较拟合指数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 ｉｔ ｌｎｄｅｘ ， ＣＦＩ ） 、 标准化均方

根残差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 Ｒｅｓ ｉｄｕａｌ ， ＳＲＭＲ ） 、 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ｆ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 ＲＭＳＥＡ ）４ 个指标结果 。 评判
一

个模型拟合合格的界值

为 ： Ｘ

２

值越小越好 ， 且要求 Ｐ＞〇 ． 〇５
；ＴＬＩ＞０ ． ９０ ；ＣＦＩ＞０ ． ９０

；ＳＲＭＲ＜０ ． ０５
；ＲＭＳＥＡ＜０ ．０８ 。

其中 ， Ｘ

２

对被测样本量的大小非常敏感 ， 当样本量较大时 ， 往往导致 Ｘ
２

变大 ， 此时原本

拟合较好的模型都很容易被拒绝 。 温忠麟等人 （ ２００４ ）
ｌ
＂
Ｈ人为当样本量 Ｎ＞ １ ０００ 时不建

议使用卡方准则 ， 因此所构建模型是否达到适配标准需要参考其它 的适配度指标 。 当构

建的测量模型中所有待估计的参数正好与协方差矩阵中的元素相等 ， 模型适配度卡方值

会等于 ０ ． ０００ ， 表示模型是
一

种饱和模型 （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 ， 称为刚好识别 （
ｊ
ｕｓ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 ｅｄ ） ，

这时更应该关注变量系数是否显著 ， 及其在显著情况下的大小 。

５ ．４ ．２ 测量模型估计

本文依据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Ｇａｒｂ ｉｎｇ （ １ ９９ ８ ） 提出两阶段方法 （ ｔｗｏ
－

ｓｔｅ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的建议 ，

先进行整体测量模式之验证性因素分析 （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 ， ＣＦＡ ） ， 经检验模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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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适配度后 ， 再进行结构方程模式之检验及因果关系之分析 。 验证性因素分析是进行整

合性 ＳＥＭ 分析的
一

个前置步骤或基础框架 。 由于本研究涉及变量较多 ， 为尽量保证观

测变量间属性统
一

， 根据相关文献和经验法则 ， 将相应变量分属到不 同 的潜变量中 ， 使

得更好解释理论假设 ， 保留实际意义更具有解释性的变量 。 在验证性因素分析 中删除系

数不显著 （办 ０ ． ０ ５ ） 的观测变量 ， 使各变量的系数均显著 ， 各个模型 的拟合指标均有
一

定程度的提升 ， 测量模型达到适配标准 。 各测量模型 的验证结果如下 图 ５
－

２ ：

家务勸

Ｚ
斷離

１ ． ０００
＊ ＊ ＊

 １ ．０００
＊ ＊＊

ｙ
＾ 所

＾Ｈ
靡

丨／３５０
－ — 黑 ｌＺ

１ 。，

 ＼、
＾ｇ评健康

、

’

＼新农合
一－

一
＾＼

３ ０９
＊＊ ＊ Ｉ ２７８

＊￣

＿
Ｉ

＼＼
、 越＃

、當－

｜、 子女同住

图 ５
－２ 测量模型 图

以倾向特征作为潜变量 ， 将年龄 、 性别 、 受教育程度 、 所在区域 、 是否务农等类别

变量纳入作为观测变量 。 采用适合类别变量的 ＷＬＳＭＹ 进行参数估计 ， 删除路径系数不

显著 （ Ｐ＞ ０ ． ０５ ） 的测量变量并且使各变量的路径系数均显著 ， 模型 的各拟合系数均有
一

定 程 度 的 提 升 。 结 果 显 示 测 量 模 型 适 配 度 如 下 ： Ｘ
２
＝

〇 ． 〇 〇 〇 ；ＣＦ Ｉ
＝

１ ． ０ ０００ ． ９０ ；

ＴＬ Ｉ
＝

１ ． ０ ０ ０＞ ０ ． ９ ０
；ＳＲＭＲ＝０ ． ００３＜０ ． ０ ５

；ＲＭＳＥＡ＝０ ． ０００＜０ ． ０ ５ ， 达到模型适配标准 ， 且系数

尸＜０ ． ００ １ ， 路径均显著 。

以使能资源作为潜变量 ， 将医疗保险情况 、 新农合养老金 、 家庭年收入 、 子女联系

情况 、 子女数量 、 子女同住情况 、 日 常照料者和婚姻情况类别变量纳入作为观测变量 。

采用适合类别变量的 ＷＬＳＭＶ 进行参数估计 ， 删除路径系数较小或者不显著 的变量 ， 模

型 的 各拟合系数均有
一

定程度 的提升 。 结果显示测量模型适配度如 下 ： Ｘ

２
＝

１ ５ ． ３ ８ ０
；

ＣＦ Ｉ
＝

０ ． ９ ８ ８＞０ ． ９ ０
；ＴＬ Ｉ

＝

０ ． ９６３＞０ ． ９０
；ＳＲＭＲ二０ ． ０ １ ６＜０ ． ０ ５

；ＲＭ ＳＥＡ＝０ ． ０ ３ ７＜０ ． ０ ８适配尚可 ，

达到模型适配标准 ， 且路径 ＰＯ ． Ｏ Ｏ ｌ ， 路径均显著 。

以需求因素作为潜变量 ， 将家务能力状况 、 身体功能状况和 自 评健康状况 、 抑郁状

况 、 子女关系满意度纳入作为观测变量 ， 采用适合类别变量的 ＷＬＳＭＶ 进行参数估计 ，

结 果 显 示 测 量 模 型 适 配 度 如 下 ： Ｘ

２
＝

７ ９ ． １ ６０ ；ＣＦ Ｉ
＝

０ ． ９ ６７＞０ ． ９ ０ ；ＴＬ Ｉ
＝

０ ． ９０ １ ＞０ ． ９ ０ ；

ＳＲＭＲ＝ ０ ． ０２ ５＜０ ． ０５
；ＲＭ ＳＥＡ＝０ ． ０ ８ ８ ， ＲＭＳＥＡ 略大于 ０ ． ０ ８ ， 模型适配度基本到达适配标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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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 考虑到纳入变量在回归 中均为显著影响变量且模型 中路径 Ｐ＜０ ． ００ １ 均显著 ， 故先不

作删除变量 ， 待后续结构模型 中再做调整 。 上述测量模型的适配度基本达到相应的建议

值 ， 表示拟合 良好 ， 验证了其包含的变量可以代表三个潜变量的共同作用 。 鉴于此 ， 将

上述 ３ 个测量模型进
一

步带入结构方程模型验证 。

５ ．４ ．３ 模型拟合修正

根据 ３ ．２ ． １ 小节设定的研究假设 ， 建立衡量潜变量之间关系的初步假设路径模型 ，

验证各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 。 在 Ｍｐ ｌｕｓ８ ． ３ 中输入语句对假设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绘制

和估计参数 。 依据中介效应的程序 ， 先检验各潜变量对养老模式选择的直接效应 ， 再检

测加入中介变量后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情况 以及各路径系数变化的显著程度 ， 最终确定

结构模型 图 ２ 的 因果机制关系 。 基于研究理论和经验法提出 的假设模型经过适配度检验

后 ， 模 型 具 体 拟 合 指 标 为 ： ；ＣＦＩ
＝
０ ． ９ １ １ ＞０ ．９０ ；ＴＬＩ

＝
０ ． ８ ８ ３＜０ ．９０ ；

ＳＲＭＲ＝０ ．０４６＜０ ． ０ ５ ；ＲＭＳＥＡ＝０ ． ０５ ２＜０ ．０８ 。 其中 ， ＴＬＩ指标未大于０ ． ９０尚未达标 ， 表示

假设模型需要进
一

步修正 ， 参考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和 ＭＩ 修正指标提示 ， 考虑做出 以下

修正 ： （ １ ） 倾向特征与养老模式选择之间的路径没有达到 ０ ． ０５ 的显著水平 （ ／
＞
＞０ ．０５ ） ，

研究假设不成立 ， 考虑删除该路径 ；
（ ２ ） 结构模型 中子女满意度变量因子载荷系数为

０ ． １ ５ ８＜０ ．３ ００ ， 说明其对于因变量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 故作删去 。 以上修正后模型达到较

好的拟合情况 ， 所有拟合优度指数均达标 。

５ ．４ ．４ 模型拟合评价

ＭａｒｓｈＨａｕ 和 Ｇｒａｙｓｏｎ 将结构方程的拟合优度指数分成三大类 ：

一

是绝对指数

（
ａｂｓｏ ｌｕｔｅｉｎｄｅｘ

） ；
二是相对指数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

， 也称为增值指数 （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ｄｅｘ

） ； 三是

简约指数 （ ｐａｒｓ ｉｍｏｎｙｉｎｄｅｘ ） ， 用来评判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的优秀程度 ［＿
。 关于 以上三

类指标 ， Ｍｐｌｕｓ 提供 以下 ５ 个测量指标 ， 模型拟合结果数据如下表 ５ －

１ ９ ：

表 ５
－

１ ９ 修正后的模型适配指标及适配值

统计检雜 适配的标准或临界值结果数据模型适配判断

Ｔ２

越小越好 ５ ６ １ ． １ ５７基本符合

ＴＬ Ｉ＞０ ．９０ ０ ． ９０ ５符合

ＣＦ Ｉ＞０ ． ９０ ０ ． ９２９符合

ＳＲＭＲ＜０ ． ０５ ０ ． ０４６符合

ＲＭＳＥＡ＜０ ． ０５ 良好 ；

＜０ ．０８ 适配尚可 ０ ．０５ １符合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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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模型进行修正后 ， 结果显示模型 的 Ｘ

２
＝

５ ６ １ ． １ ５ ７ ，Ｔ＾Ｏ ． Ｏ Ｏ ｌ ， ＤＦ＝４ １ ， 符合适配要

求 ， 未达到最佳标准可能是 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大导致 ， 此所构建模型是否达到适配标

准需要参考其它的适配度指标 。 模型其他相关适配度指标基本符合适配标准 ， 所构建的

模型较为合理 ， 具有较高的拟合度和稳定性 ， 复杂程度合理 。

５ ．４ ．５ 模型路径分析

本文所构建的我 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影响 因素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如下 图 ５
－

３ 。 分析模型 中各潜变量之间 的效应关系 ， ３ 个潜变量均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结果

有显著影响 。 Ｂｏｏｔｓ ｔｒａｐ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的 中介效应显著 。

． ３８８
＊＊＊
－

． ２３８
＊ ＊＊

６３２
＊ ＊＊



． ７９４
咖

＾弄老誠

图 ５
－

３ 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图

对倾 向特征 、 使能资源 、 需求因素 ３ 个潜变量对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效果进行分解 ，

标准化效应值可具体见下表 ５
－２ ０ 。 其中标准化直接效应值为外生潜变量直接对 内生潜变

量影响的大小 ， 其数值等于标准化回归系数值 ； 标准化间接效应值可 以通过相应 中介变

量间 的直接效应值相乘得到 ［
１ Ｑ Ｉ

］

。

表 ５
－

２ ０ 路径分析的标准化效应值

路径 效应值Ｓ ．Ｅ ． ９ ５％Ｃ Ｉ

直接效应

Ｈ ａ ｌ 使能资源－＞养老模式选择 ０ ． ７ ９４０ ． ０３ １０ ． ７３２－０ ． ８ ５ ６

Ｈ ａ２需求因素 －＞养老模式选择－

０ ． ２３ ８０ ． ０３４－

０ ． ３ ０ ８
—

０ ． １ ７ ５

间接效应

Ｈ ｂ ｌ 倾向特征 －＞使能资源－＞养老模式选择 ０ ． ５ ０２０ ． ０２６０ ．４５ ２－０ ． ５ ５ ７

Ｈ ｂ２ 倾 向特征 －＞使能资源－＞需求因素－＞
养老模式选择－

０ ． ０ ５ ８０ ． ０ １ ２－

０ ． ０ ８ ８
—

０ ． ０ ３ ８

总效应 ０ ．４４ ３０ ． ０２ ００ ．４ ０５－０ ． ４ ８４

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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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中介效应 ， Ｈａｙｅｓ 和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 ２０ １４ ） 建议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进行相对 中介效应

的显著性判断 。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法是
一

个非参数的重新抽样程序 ， 判断方法是求 出 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的 ９ ５％的置信区间 ， 如果置信 区间不包含 ０ ， 则表明相对中介效应显著 ［
１ Ｑ２

］

。

经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 ， 本文的路径的 ９ ５％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０ ， 中介变量的 中介效应均显

著 。 ３ 个潜变量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的影响因素作用如下 ：

（ １ ） 倾向因素的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路径

Ｈｂ ｌ 倾向特征－＞使能资源－＞养老模式选择 ， 该假设路径得到验证 。 其中使能资源起

部分中介作用 ， 倾向特征能通过使能资源间接影响养老模式选择 ， 路径系数的 户＜０ ．００ １ ，

其间接效应为 ０ ．５ ０２ 。

Ｈｂ２ 倾向特征 －＞使能资源－＞需求因素－＞养老模式选择 ， 该路径得到验证 。 其中使能

资源和需求因素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 倾向特征通过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间接影响养老模

式选择 ， 路径系数的 Ｐ０ ． ００ １ ， 其间接效应为 －０ ．０５ ８ 。

（ ２ ） 使能因素的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路径

Ｈａ ｌ 使能资源－＞养老模式选择 ， 该假设路径得到验证 。 使能资源能直接影响养老模

式的选择 ， 路径系数 Ｐ０ ．００ １ ， 其直接效应值为 ０ ．７９４ 。 影响程度绝对值在所有路径 中最

大 ， 说明使能资源潜变量对于养老模式选择非常重要 。

（ ３ ） 需求因素的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路径

Ｈａ２ 需求因素－＞养老模式选择 ， 该假设路径得到验证 。 需求因素能直接养老模式的

选择 ， 路径系数 Ｐ＜０ ．００ １ ， 其直接效应为 －

０ ．２３ ８ 。

综上所述 ， ３ 个潜在变量均对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 ， 总效应

为 ０ ．４４３ 。 其中 ， 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具有直接及间接影响 。 倾向特征仅存在间接影响 ，

通过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 中介变量的作用于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 。 原假设路径 Ｈａ３

倾向特征 －＞养老模式选择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Ｐ＞〇 ． 〇５ ）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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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讨论分析

６ ．１ 我国农村养老模式整体情况

从本轮健康数据调查中发现 ， 农村老年人首选家庭养老模式 ， 占 比为 ６ １ ． ６６％ ， 养老

支持力的主要来源于子女供养 ， 与陈成文 ［
１ Ｇ３

］

、 李国梁 ［
１ ０４

］

、 刘艳 ［
６ ５

］等学者研究结果
一

致 。

可见 ， 家庭养老在中 国农村养老体系 中仍然 占据重要地位 ， 在经济上 以家庭供养为主 ，

这是历史沿革下来约定俗成的养老方式。 可能的原因有 以下 ：

一

是本文调查发现我国农

村老年人的子女数量较多 。 虽然我国在 １ ９７８ 年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之
一

， 当时适

孕青年 目 前基本刚达到老年人年龄界限 ， 受到计划生育
一

定程度影响独生子女或无子女

老年人 占 比 ８ ．４％ ， 但仍有九成家庭子女数量在两个及以上 。 受村社和家庭伦理影响 ， 老

人的的子女数量越多越强 ， 在情感上越倾向选择代际支持的家庭养老 。 二是农村地区老

年人对家庭和亲情的依赖更为强烈 ， 在子女赡养老人传统观念传承的现实条件下 ， 家庭

．

养老将始终 占主导地位的养老模式 。

本文研宄结果表明 ， 社会养老的选择人数位居第二 ， 占 比为 ３ ５ ．０ １％ 。 与韩闻芳 ［
６？

１研

究中所获 ＣＨＡＲＬＳ２０ １ １ 年基线调查数据不同 ， ７ 年后的追踪调查数据显示 ， 社会养老

的认可度有所提高 ， 养老金的实施实际上会动摇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地位 ， 对传统农村

中子女赡养老人的养老模式产生冲击 ， 推进社会化养老的进程 。 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 ，

在农村的养老金更多发挥的是
一

种补偿功能 ， 而非代际支持的挤出作用 ， 王进文 （ ２０２３ ）

［
１ （）５

］研宄发现农村基础养老金普遍只 能满足老年人的温饱需求 ， 不足以支撑他们获得更

高层次的养老服务及追求较为舒适的晚年生活 。 本文调查得出的高龄老年人靠微薄养老

金的社会养老或许只是低阶的生存 。

本文研宄结果表明 ， 自我养老的选择人数最少 ， 占 比为 ３ ． ３ ３％ ， 农村老年人 自我养

老能力有限 ， 与其他学者研宄
一

致 ［
６ ５

］

。 随着农村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和身体机能的衰退 ，

劳动获得财富的能力逐渐下降 ， 随着储蓄财富的不断消耗 ， 并不能支撑老年人未来无担

忧的老年生活 。 事实上 ， 养老模式的实现是 以经济条件做基础 ， 当养老支持力获得途径

缺乏时 ， 养老模式的本质也难以发挥其功效 。 然而农村多子女家庭结构很难让原始家庭

有较多积累养老资本的机会 ， 在家庭代际和谐和子代婚姻等传统伦理制约下 ， 父代在子

代成年后瓦解 自 己原始资产积累嵌入不同子代的家庭 ， 仅留有限的养老资产过 自养生活 。

在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 ， 自我养老实际上是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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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下的被动养老选择 ， 伴随而来的是降低生活标准和压缩养老需求 ， 并非是
一

种理想状

态 ［
３ ９

］

。

通过本次健康数据下的老年人现状发现 ，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 其他学

者也得出相似结论 ［
９５

］

。 通过健康数据调查的统计分析表明 ， 我国农村老年人失能率达到

８ ． ５％ ， 日 常家务能力丧失率达到 ２０ ．４％ ， 自评健康状况非健康率达到 ８ ０％ ， 患有慢性病

率达到 ４６ ．０％ ， 抑郁症状况的老年人 占到 ２６ ．２％ ， 与方黎明 （ ２０ １ ７ ）
［

１ Ｇ６
］基于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 １ ３ 调查数据研究结果相似 ， 我国农村老年人健康风险较高 ， 还需要重点关注这部分老

年人的实际养老 。

６ ．２ 养老模式选择的影晌因素

通过单因素分析和 Ｌｏｇｉ 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 ， 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需求

因素在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中均有显著影响 。 倾向特征因素中 的年龄、 性别 、 受教

育程度 、 所在区域和务农情况 ５ 个变量 ； 使能资源因素中的缴纳医疗保险类型 、 参加新

农保 、 家庭年收入、 子女数量 、 子女联系 、 子女同住 、 婚姻情况和 日常照料者情况 ８ 个

变量 ； 需求因素中的 自评健康状况 、 家务能力情况、 抑郁状况、 感知满意度情况 ４ 个变

量均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 。

６ ．２ ． １ 倾向特征对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 ， 倾向特征因素中 ， 年龄、 性别 、 受教育程度 、 所在区域和务农情况

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 ， 与研究假设相 同 。

年龄显著影响养老模式选择。 高龄老年人倾向社会养老 ， 低龄老年人倾向选择家庭

养老 ， 与邓颖 ［
１ （）８

］结论
一

致 。

一

种可能的解释是 ， 年轻父母
一

定程度上还能够为子女提供

剩余价值 ， 而子女作为回报也会给予相应经济补助 。 年龄越大生活 自理能力越差 ， 长时

间 的养老分歧会让子女在养老问题上存在相互推诿扯皮的情况 ， 使得年老父母对家庭养

老的认可度下降 ， 从而选择更为独立的养老金 、 高龄津贴等社会保障养老 。 宋亚君 ［
１ ＜ ）９

］认

为 ， ８ 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子女普遍都 己经有往下两代子孙 ， 其精力更多投入在 自 己的子

孙身上 ， 而对于 ８ ０ 岁 以上的老年人 ， 子女对其的关注会相应减少 。

性别显著影响养老模式选择 。 本文研宄结果表明 ， 女性农村老年人比男性倾向选择

社会养老模式 。 有研究发现男性老人比女性老人更传统 ， 更倾向家庭养老 这可 以解

释为 ，

一

是农村女性老年人 由于在劳动能力方面较弱于男性 ， 老年时期的经济安全状况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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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自我保障能力较低 ， 社会保障支持是其解决养老的经济困境的重要途径 。 二是通常情

况下女性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和 自理能力普遍强于男性 ， 能够更加独立的生活 。

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养老模式选择 。 文化水平高的农村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的概率

大 ， 文化水平低倾向选择家庭养老 ， 与其他学者结论
一

致 ［
２７ ＇
ｎ ｈ４ ８ ］

。 这可 以解释为 ，

一

是

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接受社会化养老观念 ， 具有较高的风险防范意识 。 尤其是各类养老

金在社会中 的推行 ， 文化水平较高的老年人更容易通过各种宣传途径了解到回报率更高

的商业养老保险 ， 进而有较高的投保意愿 ， 养老准备更为周全 ； 另
一

种解释是低学历老

年人受到识字少的限制 ， 社会参与程度较低 ， 对新兴事物接受程度低或者嫌麻烦 ， 深受

养儿防老传统观念影响执着于家庭养老 。

所在区域显著影响养老模式选择 。 从区域视角来看 ， 中部地区的农村老年人倾向选

择家庭养老模式 ， 自我养老的可能性不大 ， 东部地区老年人更有意愿选择社会养老和 自

我养老 ， 与其他学者研宄
一

致 ［
８９

］

。 这可 以解释为 ， 在中部地区的家庭年轻劳动力普遍到

经济发达地区打工 ， 原生家庭会 由于子女外出打工而经济条件有所改善 ， 子女会给予农

村家中老人更多 的养老支持 。 东部地区农村经济相对发达 ， 国家福利和集体红利相

对密集 ， 有助于摆脱子女养老 ， 有实现老年人独立式养老的条件基础。

务农情况显著影响养老模式选择 。 当前务农家庭的农村老年人倾向于家庭养老 ， 多

依靠子女支持 ， 这与其他学者得出的结论
一

致 ［
２７

］

。 这可以解释为 ，

一

是随着务农家庭的

老年人劳动能力的下降 ， 逐渐失去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 在 自我储蓄无法满足养老基本

需求的 同时 ， 家庭子女的供养是务农老年人最主要的支持力 ；
二是相较于非务农家庭 ，

务农家庭通常 以 田 间劳动为主 ， 老人的识字率和文化程度普遍低 ， 对于社会养老保险此

类养老方式的 了解程度和参与意愿更低 。

６ ．２ ．２ 使能资源对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 ， 使能资源因素中 的医疗保险 、 新农保、 家庭年收入 、 子女数量 、 子

女联系 、 子女同住 、 婚姻情况和 日 常照料者情况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均有显著影

响 。

医疗保险的缴纳类型显著影响养老方式选择 ， 例如缴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商业医

疗保险这类高水平的医疗保险 ， 能够体现老年人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强的经济保障能力 ，

其 自我生活能力也会相对较强 ， 对于子女的依赖程度越低 ， 与王铮 ［
１ （ ）３

］结论
一

致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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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发现 ， 新农保在农村社会养老中 的作用发挥较小 。 有学者研究表示 ［
１ Ｇ４

］新农

保对社会养老的替代效应主要针对家庭养老保障能力较弱的农村居 民 ， 对家庭养老保障

能力较强的农村居民无显著影响 。 可 以解释为 ，

一

是 目前新农保的保障水平较低 ， 只能

保障老年人基本 日 常生活 ， 随着外出务工的子女收入增加和老年人逐渐多样化的养老需

求 ， 子女给予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可能远大于新农保养老金的基本养老保障 。 程令国 ［
１ Ｑ５］

认为尽管新农保在增强农村老年人经济独立方面起到
一

定的作用 ， 但子女依然是农村老

年人 日常生活开支的主要经济来源 ， 可见 ， 养老金对代际支持起到的可能是
一

种弥补功

能而非挤出作用 。 二是针对本次健康调查样本的其他养老保险进行统计７Ｓ发现 ， 样本农

村老年人中 ４９９ 人 （ １ ６ ． ７５％ ） 可能由于早年外 出打工而拥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 鉴于新

农保对农村老人养老的支持力非常有限 ， 在本次样本研究结果中认为可能并非社会养老

的主要支撑力 ，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 商业养老保险和农民失地征地养老金也可能起到社

会养老作用 。

家庭年收入显著影响养老模式选择 。 当前多数农村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存款或者只有

很少的存款 ， 表现为家庭收入不足时会 向子女或者子女也愿意提供更多的养老支持 ， 更

倾向选择家庭养老 。 当老年人家庭收入越高 ， 向子女获取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越小 ， 与其

他学者研宄
一

致 ［
４ ８

］

。 同时 ， 退休后收入较高的家庭 ， 能够反映老年人的经济创收能力 ，

一

般其参保能力同样较强 ， 这些老年人由于 内在驱动力更倾向于独立养老 ［
２７

，
１ Ｑ６

］

。

既往研宄在子女状况方面都较为显著影响 ， 家庭规模的大小会影响家庭支持力可能

性与多少 ， 影响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行为 ［
５４

］

。 本调查结果显示 ， 子女数量越少的老年人

倾向选择社会养老而非家庭养老 ， 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倾向选择家庭养老 ， 独生子女

或者无子女老年人相较于家庭养老更倾向于选择 自我养老而非家庭养老 ， 与其他学者研

宄
一

致 ［
５６

］

。

一

方面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家庭中 ， 老年人 自 觉子女家庭经济负担重而

难以给予足够的赡养资源时 ， 会尽可能减少依赖子女 ； 另
一

方面 ， 学者研究发现 ， 独生

子女家庭中老年人的个人养老储存意识更强 ， 正逐渐从
“

依赖养老
”

转变为
“

独立养老
”

。 子女同住和 日 常照料者储备意味着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关系更为密切 ， 增加子女

照料和提供养老支持的机会 ， 老年人则会倾向选择家庭养老 ， 结果与其他学者研宄
一

致

［
６０

］

Ｏ

婚姻状况方面 ， 非 己婚老年人比 己婚老年人更可能选择家庭养老 ， 与其他学者研宄

一

致 Ｉ
４４＃

。 离婚的老年人本身的 自我保障能力较弱 ， 外加缺少配偶照料 ， 精神生活较为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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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和脆弱 ， 养老容易依赖子女 。 己婚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普遍有老伴间的相互照料 ， 并

且两个人的养老金对 日常生活的保障程度相对较高 ， 因此对子女养老依赖程度没有非己

婚老年人高 。

６ ．２ ．３ 需求因素对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 ， 需求因素中 ， 自评健康状况 、 家务能力情况 、 抑郁状况 、 感知满意

度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模式选择均有显著影响 ， 研宄假设基本得到验证 。

健康需求因素方面 ， 研究结果显示当健康状况不佳时 ， 老年人通常不会选择 自我养

老 ， 而选择社会养老还是家庭养老可能有更加复杂的原因 。 自评健康状况方面 ， 健康状

况较好的老年人倾向家庭养老 ， 自评健康状况差倾向社会养老 ， 与假设有部分冲突 ， 但

结果合乎常理 ， 可能的原因
一

是 自评健康状况较低说明老年人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 在

没有失能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会尽量减少麻烦在外的子女 ［
１ （ ）８

＿

１ （）９
］

。 二是通常情况下健康

状况差意味着医疗开支増多 ， 会更多依赖于医疗保险 、 商业保险等社会保障支持 。 家务

能力失能方面 ， 家务能力受损的老年人倾向家庭养老 ， 原因可能是老年人身体功能受损

而独立生活有困难 ， 而农村地区受到社会资源与家庭经济限制 ， 在传统观念里倾向子代

提供 日 常照料或者经济支持 ［
ｍ

］

。 研究结果显示 ， 没有抑郁症状的老年人会倾向选择家庭

养老 ， 可能是家庭养老下给予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和经济支持多于社会养老和 自我养老 ，

对老年人精神状况有所改善 。

自评满意度方面 。 学者研宄认为 ， 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和 日 常照料是 自评

满意度的关键 ［
１ １ １

］

。 可以发现 ， 较高子女关系满意度的老年人会倾向选择家庭养老模式 ，

与子女关系不好的老年人更倾向选择社会养老模式 ， 与其他学者研究
一

致 ［
５ ６

］

。 宄其原因 ，

一

种可解释原因为农村家庭中半数以上家庭都存在养老纠纷问题 ， 并且纠纷的首要原因

是子女不愿养老 ， 子女之间对于养老 问题的推诿扯皮也易导致农村养老的
“

公地悲剧
”

在这种情况下 ， 父母对子女的满意度也会较差 ， 继而选择社会养老 ［
Ｕ ２Ｍ １ ３

］

。 在慢性病和

身体 日 常生活障碍方面 ， 单因素分析显著影响但并没有进入到回归模型中 ， 考虑是单因

素分析中其他混杂因素的掩盖作用 ， 也可能是因为与家务能力的共线性问题而将其他健

康评判指标剔除 。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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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潜在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探讨

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均对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产生 了直接或间接影响 ，

影响养老模式选择路径有 ２ 条 ， Ｈｂ ｌ 倾向特征－＞使能资源－＞养老模式选择 、 Ｈｂ２ 倾向特

征 －＞使能资源－＞需求因素 －＞养老模式选择 ， 总效应为 ０ ．４４３ 。

６ ．３ ． １ 使能资源在养老模式选择中的中介效应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 使能资源在个人倾向特征和养老模式选择中起到中介作用 。 影

响机制为倾向特征会通过使能资源影响到养老模式选择行为 ， 该路径标准化效应值为

０ ． ５ ０２ ， 正向影响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 ， 即倾向特征值越高 、 使能资源值越高的老年人越

倾向选择社会养老模式 。 倾向特征包含年龄、 受教育状况 、 所在区域状况人口学和社会

特征 ， 往往可 以反映个人社会地位 、 经济收入和心理思想的综合特征 。 使能资源包含家

庭年收入、 医疗保险 、 养老保险和子女同住情况 ， 综合反映家庭和经济保障能力 。 例如 ，

地区经济发达且受过教育的农村老年人 ， 在退休后获得其他来源的收入更多 ， 当接受新

事物的能力和意识较强时 ， 往往个体的社会保险的参与率也会越高 。 东部地区 由于发展

红利有更多的途径获得经济资源保障 ， 从而减小对子女和家庭的依赖 ， 更能够接受社会

养老 ［
５４

］

。 同时 ， 本文研宄结果发现 ， 使能资源对养老模式的标准化效应值为 ０ ．７９４ ， 直

接效应值最大 ， 说明是影响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重要中介变量 。 经济基础本质上是农

村地区养老模式行为决策的基础 ， 高收入家庭具有较高的缴费能力 、 经济保障能力较强 ，

老年人在时下主体意识觉醒的背景下更愿意摆脱依赖而转向独立养老 ［
１ １ ４＿

１ １ ５
］

。 有学者研

宄表明 ， 社会保障具有
一

定收入效应 ，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 对农村养儿防老具有

一

定的替代作用 ，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分散
一

部分的养老风险 ， 降低老人对子女和

家庭的依赖 ［
１ １ ６

＿

１ １ ９
］

。

６ ．３ ．２ 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在养老模式选择中的链式中介效应

本文研宄结果显示 ， 倾向特征与养老模式选择之间 ， 存在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影响

的链式中介作用 。 Ｈｂ２ 间接效应的影响机制为倾向特征会通过使能资源 、 需求因素最终

影响到养老模式选择行为 ， 其间接效应值较低 ， 为 －

０ ． ０５ ８ 。 当路径较长时 ， 其在路径影

响过程中更可能掺杂混杂因素影响 ， 对最终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较小 ［
７３

］

。 其中使能资源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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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向影响需求因素 ， 与其他学者研究
一

致 。 学者普遍研宄认为 ， 经济家庭特征和健康呈

现正 向关系 ， 当收入较高 、 医疗保障能力等使能资源较强的人群往往对健康状态更为关

注 ， 有学者研宄发现子女同住能够减轻老年人的负 向情绪 ［
１ ２Ｗ ２２

］

。 有学者研宄指出老年

人的养老金收入能够有效提高其 自评健康 ［
１ ２３

］

。 加入需求因素后该路径整体负 向影响养

老模式选择 ， 与 回归方向
一

致 ， 可以解释为需求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具有挤

出效应 。 学者研宄发现０１

， 当健康状况较好时 ， 老年人对于参加社会保险 、 养老保险的

需求不强烈 ， 因此 日常的经济状况受到农村地区子女依赖路径 ， 倾向于家庭养老 。 然而

一

旦 自评健康或者心理健康较低 ，

一

方面社会保障的参保和风险防控意识加强 ， 日 常医

疗服务利用消耗增多 ； 另
一

方面因为农村地区子女外出务工居多的特殊性 ， 留守老年人

虽然心理依赖子女 ， 但为了维持代际和谐尽可能减轻子女生计与工作压力 ， 而尽量减少

麻烦子女 ， 甚至会出现久病不医的现象 ， 从而恶化疾病状况 ［
１ １ Ｇ

，
１ ２４

］

。 养老模式的选择实

际上也是对于养老资源的利用 ， 这也实际印证了现实条件下我国农村地区家庭养老功能

在逐步减退 ［
６３

］

。 尤其是这种情况下的空巢 、 孤寡老人群体缺少子女健康信息供给 、 日 常

健康监督和及时的经济支持 ， 很可能面临更差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水平 。 综上 ，

一

方面要

关注农村地区亚健康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问题 ， 给予相应的经济支持能够改善农村

老人的健康水平 ［
｜ ２５

］

； 另
一

方面囿于 目前农村社会化养老基础设施的不健全 ， 关注健康

状态较差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现状 ， 倡导子女就近居住或者打工 ， 以便给予更多有效

支持和情感关怀 ［
１ ２６

＿

１ ２ ８
］

。 本研宄结果显示 ， 养老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变量选

择和路径关系较为复杂 ， 它们之间还可能存在其他中介 以及调节变量 ， 后续研宄中关于

养老模式与需求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 纳入变量及影响路径上值得进
一

步探讨 。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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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 语

７ ．１ 结论

本文 旨在探讨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 ， 为巩固和发

展家庭养老 ， 促进社会化养老保障 ， 提高农村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 本文

认为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会受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 、 需求因素中各变量影响 ， 并利

用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 １ ８ ） 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 。 研究结论主要 由 ３ 部分组成 ，

一

是农村老年

人养老模式选择现状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二是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多 因素分析得出 的影响

养老模式选择的因素 ， 三是各影响因素之间的路径分析结果 ， 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

７ ． １ ． １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 占主导 ， 社会化养老程度较低 ， 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本文在健康数据调查下得 出结论 ：

一

是在农村地区 ， 传统家庭养老仍然主导地位 ，

老年人 自 养能力较弱 。 二是 由于较强的经济发展能力和可及性较高的医疗服务 ， 东部地

区 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脱离子女进行
“

独立养老
”

， 选择 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 的 比例

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 三是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 患慢性病 、 抑郁状况和

曰 常家务失能率较高 ， 自评健康普遍偏低 。 基于现实情况和政策指 引 ， 在农村地区既要

继续巩固和发展家庭养老 ， 又亟待加强社会化养老的支撑和补充作用 。

７ ． １ ．２ 倾向 、 使能和需求因素均对养老模式选择产生影响

通过 Ｌｏｇ 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的研宄结果表明 ， 倾 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在农村老

年人养老模式选择中均有显著影响 ， 具体而言 ， 各养老模式的老年人基本特征包括以下 ：

家庭养老模式的老年人基本特征包括 ： 年龄 ６０
？

７０ 岁 ， 男性 ， 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

度 ， 务农家庭 ， 中西部地区的个人倾向特征 ，

？ 拥有城乡基本医疗保险或没有基本医疗保

险 ， 家庭年收入 ５ ０００ 元以下 ， 有新农保养老金 ， 非己婚状态 ， ４ 个及 以上子女 、 与子女

同住 ， 有 日 常照料者储备的使能资源特征 ； 自评健康状况较好 ， 独立家务能力较差 ， 子

女关系满意的需求因素特征 。

社会养老模式的老年人的基本特征包括 ： 年龄 ８ １ 岁及 以上 ， 女性 ， 初高中 以上学

历 ， 非务农家庭 ， 东部地区 的个人倾向特征 ， 拥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其他医疗保险 ，

家庭年收入在 ５ ０００ 元以上 ， 己婚 ， ３ 个及 以下子女 ， 不与子女同住 ， 自评健康状况较差 ，

无 日 常照料者储备 ， 轻度抑郁 ， 子女满意度较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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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养老模式的老年人的基本特征包括 ： 东部地区 ， 初高中 以上学历 ， 家庭年收入

５０００ 元以上 ， 不与子女同住 ， 独生或者无子女老人 ， 己婚 ， 具有完全家务能力 ， 子女关

系不满意 。

总结来看 ，

一

是 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模式下的老年人更多位于东部地区 ， 经济条件

较好 ， 缴纳的医疗保障类型水平高 ， 受教育程度较高 ， 子女数量相对较少 、 不同居或子

女状况不满意 ， 已婚状态但可能主观健康评价较差 。 例如针对社会养老和 自我养老下容

易导致生理和心理健康 问题的老年人给予定期健康管理 ；

二是家庭养老模式下的老年人普遍家庭收入偏低 、 受教育程度偏低 、 子女数量较多

且多数同居 ， 非己婚 ， 拥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 对子女满意度较高 ， 自评健康较高 ， 但

可能部分有 日 常家务失能状况 ， 有失能情况存在时家庭养老功能作用发挥 ， 新农保在家

庭养老中更多发挥补充作用 。

７ ． １ ．３ 注重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对养老模式选择的作用

通过路径分析得到结论 ， 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均对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

产生 了直接或间接影响 ， 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的 中介效应显著 ， 使能资源、 需求因素不

仅分别对养老模式选择产生直接影响 ， 还在倾向特征与养老模式选择中起着部分中介作

用 。

综上 ， 针对研宄结论我们可以为本文研宄建议提供相应提示 ：

一

是倾向特征只能通

过中介变量对养老模式选择产生效应 ， 提示主体在养老制定政策与执行措施过程中要同

时关注老年人的个人倾向特征对养老选择行为的间接影响 ， 考虑不同特质老年人实行相

适宜的保障服务 。 二是使能资源的直接路径系数值显示使能资源是影响农村养老模式选

择的重要因素和关键中介变量 ， 提示在农村社会化养老进程中要注重老年人的养老经济

保障能力 ， 关注家庭使能资源对养老的支持作用 。 三是加入需求因素对养老模式选择具

有挤出效应 ， 提示我们要关注农村老年人健康管理 ， 尤其是空巢 、 生活 自理能力差的老

年人 ， 同时推动发展型家庭支持政策 ， 减轻子女因为老年人疾病产生的养老负担 ， 巩固

家庭养老稳定 、 有效的可持续发展 。

７ ．２ 建议

依据 以上研宄结论 ， 本小节结合理论基础从个人 、 国家 、 家庭 、 社会角度提出 以下

几点建议 ， 为巩固和发展家庭养老功能 ， 促进社会化养老保障 ， 提高农村地区养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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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多层次和多支柱的政策发展提供参考 。

７ ．２ ． １ 转变养老观念 ， 实现积极老龄化

农村养老模式容易受到传统养老观念的惯性影响 ， 老年人在传统家庭养老与社会养

老 、 自我养老之间容易产生牵扯 ， 对家庭养老的依赖性较强 。 调查显示 ， 独生子女或者

无子女老年人 占相当 比例 ， 受计划生育影响未来这个比例很可能持续上升 ， 独居 、 空巢

老年人养老 ， 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 失能 、 抑郁和患慢性病人 口数量庞大 。

“

积

极老龄化
”

观点在 １ ９９６ 年 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 ， 而 自我养老是
一

种符合世界卫生

组织倡导的
“

积极老龄化
”

和老年活跃理论的理念 ， 能够减轻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负担的

过渡养老模式 。 针对农村 自养能力弱的现状 ， 鼓励中老年人积极转变养老观念 ， 由
“

依

赖
”

到
“

独立
”

， 多通过 自我积累来规避未来可能存在的养老风险 ， 为 自我养老作为经

济 、 健康和精神方面的储备
［ １ ２９ ］

。

在积极老龄化社会框架下 ， 推动老年有为的社会认知重构 ， 老年人不应该只是养老

服务的消费者 ， 还应发挥 自 身的主观能动性 ， 参与到农村社会构建的活动中来 。 根据马

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保障老年人的生存基本 ， 包括衣食住行等 曰

常生活的需要和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的需要 ， 需求因素在养老模式选择中 的挤出作用也

提示我们在农村地区多宣传
“

健康中 国
”

号召 ， 提高农村老年人对身体健康的维护 ， 经

常体育锻炼 ， 形成 良好的饮食习惯 ， 定期参加体检 、 并在村社区实施慢性病管理行动 ，

提高生命质量 ， 实现
“

老有所养
”

和
“

老有所医
”

目标 。 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 ， 精神

慰藉和 自我价值的实现则是老年人更为关注的焦点 。 除了在家庭中为子女贡献余热外 ，

还通过村社区 内成立老年志愿服务团队 ， 参加力所能及的村庄公共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 ，

不仅可以提升老年人的 自我效能 ， 还能够实现对村庄社会的福利供给与价值增量 ， 也能

够减少老年人抑郁几率的发生 ， 实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 、 老有所乐 、 老有所学 、 老有

所为 。

７ ．２ ．２ 提髙经济保障 ， 构建农村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提升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 ， 促进社会化养老方面应注重使能资源的 中介效应 ，

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 近年来新农保的补助标准逐渐提高 ， 但对于农村居民 ， 其

作用更多发挥 的是家庭养老的补充作用 ，

一

方面新农保的原则为
“

保基本 、 可持续
”

， 保

障农民退休后 的基本生活 ， 是具有普惠性的养老保险 。 另
一

方面 ， 现实状况下与城镇相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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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 ， 新农合仍存在报销 比例较低 、 统筹层次较低 、 覆盖面狭窄的 问题 。 因此 ， 参保者

老年时领取的养老金可能难于与当地的生活经济水平相匹配 。 统计数据可得 ， ２０ １ ８ 年农

村老年人平均可领取的基础养老金每年为 １ ０ ５６ 元 ， 每月得到的养老金收入不足百元 ，

而 ２０ １ ８ 年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１ ２ １ ２４ 元 。 黄文嘉 （ ２０２２ ）结合基础养老金与农

村居 民人均净收入发现 ２０ １ ８ 年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为 ２ １％ ， 远低于国际劳工组

织所要求的最低 ４０％ 。 可见 ， 目 前新农保的保障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 因此 ， 现实

条件下 ， 即使拥有基本医保 、 新农保等基本社会统筹类保险 ， 部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经

济支持力仍以子女供养为主 。 即使是社会保障为支持力的农村家庭 ， 很可能仍处于低层

次 、 低保障的生活水平 。

经济资源是保障老年人养老的基础 ， 在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普遍较差 ，

同时家庭收入和代际支持普遍不足的情况下 ， 新农保和基本医保是农村老年人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条件 。 要让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网络更好的服务于农村老年人 ， 降低代际转移负

担的途径在于 ， 政府应着力于多层级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调整 。

一

是要增强农村

医疗保险 、 大病医保、 医疗救助 、 长期照护等各类医疗保险的保障和兜底作用 ， 向弱势

群体适当倾斜政策 ， 不断完善财政补贴机制 ， 在养老金缴费和发放环节对失独、 失能 、

空巢和贫困老年群体加大补贴力度 ？

，
二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内逐步提高农村地

区 的新农保４ 卜贴水平 ， 尽可能扩大养老保障覆盖面 ， 保障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水平与

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各方面相匹配 ， 将其发展成为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的适当拓展

与补给 ；
三是要推动高水平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地区的实施和推广 。 ２０２２ 年国务院颁布

《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 》 中指出要健全多层次 、 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 。 政府福

利性政策支持下的养老保障往往难 以推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 ， 应该针对不同群体

开发特定的保险模式 ， 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家庭早 日参与 、 积极参与 ， 发挥商业保险对社

会保险的有益补充 ， 在政策指引 下提高农村个人养老金的保障功能 。

７ ．２ ．３ 巩固家庭养老 ， 推动发展型的养老政策构建

通过研究结果得到 ， 家庭养老依旧是我国农村老年人老有所依的关键主体和基础单

元 。 不可否认的是 ， 家庭养老作为中 国养老的主要方式 ，

一

方面重度依赖于家庭和子女

的支持力 ， 但另
一

方面却可以较大程度减轻政府在养老社会保障上的负担 ， 尤其是在农

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和力度不健全的情况下 ， 家庭养老为老人养老提供有效支持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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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 在我国农村养老的现实情 和政策指 引 下 ， 应多注重家庭使能资源对老年人选择的

中介效应 。 城镇二元化导致年轻劳动力的地区迁移 ，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 伴随着农村空

巢、 孤寡老人数量的增多 ， 健康状况恶化的现状 ， 适当推动发展型家庭成长 ， 有效整合

家庭和村社区的资源是提升家庭养老的动能 。

一

是推动发展型家庭的养老政策建构 。 从

政策视野来看 ， 家庭是农村养老秩序建构的基础单元 ， 普通家庭的政策支持力度是非常

有限的 。 对此 ， 将
“

家庭政策
”

纳入到公共政策构建中 ， 重新厘清国家与家庭在养老制

度中的责任边界与功能权责 ［
１ （） ５

］

。 重视农村家庭为整体的建设 ， 最重要的是强化家庭发

展能力 ， 拓展和延续家庭功能 。 以农村家庭整体作为福利发展的对象 ， 尤其是正在承担

赡养老人责任的家庭 。 落实以户为单位的税收优惠政策 ， 允许社会保障在家庭成员之间

转换 ， 社保中可负担家庭成员对老人长期照护费用等有针对性的优惠项 目及补助计划 ，

强化家庭 自 身的功能与韧性 ， 减少子代家庭负担从而反馈到承担起对父辈养老责任 。 二

是提高发展型养老福利能力 。 对独生子女、 空巢 、 贫困家庭提供更多资源与创造就业机

会 ， 缓解由于家庭能力发展不足和社会财力不足而产生的养老困境 ， 提高老年人 自 身的

经济创收能力 ， 增强其经济独立性 ， 降低对代际的传统依赖性 ， 提升家庭养老功能 ， 预

防可能出现的养老困境 ［
１ ３ １

］

。

７ ．２ ．４ 推动多元养老 ， 发挥农村社区治理作用

相较于城镇社会化程度高的养老模式和服务 ， 农村地区的养老体系 由于长久以来的

经济流动倒挂而难 以发展 ， 社会化程度较低 ， 养老支持力来源较为单
一

。 推动多元养老

模式在农村地区 的发展 ， 应根据农村熟人社会色彩明显的特点 ， 积极发挥农村社区的治

理主体的作用 。 首先 ， 不仅要解决老年人最基本的物质方面的养老需求 ， 还需要依据养

老需求结构的层次性 ， 关注 由于子女缺位的空巢、 高龄老年人持续的精神慰藉服务 。 可

以发挥村民 自治组织 、 社会 、 市场等多元主体作用 ， 整合农村社区养老资源 ， 推动
“

人

人参与 、 包容友好
”

的农村养老共同体建构 ， 推进村庄文化治理有效 ， 营造老人友好的

社会风气 。 通过建立村庄 内老年照料中心 、 老年活动 中心等互助性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 ，

发展农村互助养老 ， 保障 日 常照料 ，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 是基于农村地区实际情况和资

源禀赋优势解决我国农村养老社会化难题的重要举措 。

其次 ， 基于农村社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 的主体地位 ， 可 以根据不同老年人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个人需求因素对其生活保障给予具体的政策支持 。 例如 ， 在农村社区开展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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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政策的宣传活动 ， 组织优质商业养老保险的试点和推广 ， 优先在教育程度高 、 参

保意愿强的群体中宣传 。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将养老负担分散到政府 、 社会、 家庭

和非社会组织四方面 ， 不仅可 以减轻家庭和政府的养老和财政负担 ， 而且拓宽退休后老

年群体的金融收益 ， 为其晚年生活多
一

份经济保障 ， 还能够推动农村社会化多元付费养

老服务的发展 。 针对务农家庭 ， 剩余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和老年人 自 身劳动能力的丧失而

闲置土地 ， 农村社区可 以推动这些家庭的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 ， 促进农业发展的提质增

效和转型升级 ， 落实政府出 台的支农惠农政策 ， 丰富农村家庭收入来源 ， 增强养老经济

保障能力 ， 使土地资源成为其重要生活保障之
一

。 对于独生子女或者无子女家庭的农村

老年人 ， 当地政府或者集体经济组织须通过各种形式给予养老补助和奖励金 ， 提供生活

照料、 医疗护理、 精神慰藉等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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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３ 创新性

综合以往学者养老模式的研宄分析 ， 本文有 以下三点创新 内容 ：

其
一

， 样本范围和结论适用性方面 ， 养老模式选择的实证研究多是源于某省份或者

地区小范围 、 自行设计问卷的实证调查 ， 其结论适用性受到限制 ， 基于全国性大规模样

本实证数据的研究相对较少 。 本文采用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 １ ８ ） 数据库 ， 考察全国农村老年人

的基本状况及相关特征 ， 研究结果的适用性能够得到较好的推广 。

其二 ， 实证研宄方法方面 ， 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描述统计 、 相关分析以及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法 ， 运用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ｔ 模型和路径分析相结合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 不仅能够

增强研究结果的可对比性 ， 结合安德森模型的基本理论框架进行筛选变量和设定研究假

设 ， 还能够验证安德森模型路径假设和中介效应 ， 能够克服传统回归模型分析方法的局

限性 ， 使得影响因素研究更为充实和完善 。

７ ．４ 局限性和未来展望

本文在以往学者研宄的基础上做出部分突破与创新 ， 但是仍然会存在
一

些不足 ： 其

―

， ＣＨＡＲＬＳ 调查组由于受到国 内新冠疫情的影响 ， 暂缓 ２０２ １ 年的调研进程 ， 目前无

法及时开展最新数据研宄 ， 使用 ２０ １ ８ 年横断面数据也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

后续研宄可采纳最新数据进行深挖了解前沿动态 ， 为政策和制度制定提供更加全面与及

时的参考 。

其二 ， 本文尚未对农村特殊老年群体 （ 空巢 、 独生子女家庭 、 失能老人 ） 具体分析 ，

而对农村老年群体的划分可提升本文研究层次 ， 也能够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来保

障特殊老年群体的社会福祉 。

其三 ， 安德森模型对于变量概念的定义较为抽象未有具体的测量指标 ， 因此在变量

的选择上只能尽可能找贴切的变量指标 ， 可能存在变量纳入不全面的局限 。 同时 ， 实际

应用 中安德森模型倾向特征 、 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间 的关系可能较理论模型更为复杂 ，

变量因素涉及更为多样 ， 后续研宄中可以进
一

步纳入探讨中介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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