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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社区环境作为WHO健康社会影响因素模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关

键因素，探讨社区环境状况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亟待关注。方法：本文2016~2020年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时间—个人”分层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社区环境对我国农村老年人身心

健康的影响。结果：跟踪期内随着时间变化，老年人生理、心理不健康概率呈现倒U型变化，自评不健

康概率呈U型变化；社区物理环境和社区社会环境均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心理及自评健康有正向促进作

用。结论：社区环境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影响的重要性，建议改善社区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来促进农

村老年人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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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Community environmen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WHO model of health 
and social impact factors, is also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rural el-
derly people.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urgently requires attention. Method: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rural elderly 
in China using the “time individual” hierarchical logistic model based on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data from 2016 to 2020. Result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over time during the 
tracking period, the probability of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unhealthy elderly people shows 
an inverted U-shaped change, while the probability of self-rated unhealthy people shows a U-shaped 
change; both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community have a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self-assessment health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ru-
ral elderly people. It is recommended to improve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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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四五”时期国家发展规划明确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1]。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整体发展水平一直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却比城市

更为严重，健康是每个个体生命全周期中的核心问题。因此关注农村人口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是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现的关键。同样，我国正在发展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的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农村社区作为基层社会单位，是国家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

社区作为共同的社会地域，是农村老年人离不开的日常生活环境。社区环境作为农村老年人生活中必不

可缺的一部分，在以往的研究发现良好的社区环境能显著地延缓老年人认知衰退速度，对认知能力有保

护作用。同样也有国内外研究发现健康的心理受到所居住的和谐温馨社区环境影响[2]，环境与健康之间

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的。而过去的研究社区环境对农村老年人健康影响多集中仅停留在单一健康维度或

横截面数据的分析，纵向研究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因此，本文利用中国追踪调查(CFPS) 2016~2020 年三

期个体追踪数据，建立分层 Logistic 模型分析社区环境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并基于研究发现

提出合理化建议，为促进农村老年友好社区环境建设，促进老年人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2. 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2.1. 社区环境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 

国际学者较早关注社区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并发现社区因素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对健康产生影响。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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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社区环境可以分为五种类型：1) 居民所共享的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硬件环境和自然特征；2) 居家、

工作与娱乐场所中对健康产生影响的环境；3) 由私人提供的或公有的维持人们日常生活的服务；4) 所居

住的社区涉及的文化特征；5) 居民或大众的社区认同度[3]。后逐渐被简化为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其中，

物理环境指物质资源或基础设施方面的资源，社会环境一般指集体的社会功能与社会行为。 
在以往关于社区物理环境方面与健康的研究中，从青少年的角度看，国际学者通过对 728 名青少年

使用六项凯斯勒心理痛苦量表进行筛查表明，33.8%的青少年患有情绪和焦虑障碍。并利用协方差结构得

到很强拟合优度的模型，强调不同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社区环境因素将有助于支持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4]。有国外学者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自评健康和潜在环境相关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有益

于生长健康的激素是与家庭、社区环境因素是呈显著正向相关的[5]。针对于老年人的研究中，研究者通

过开发公共开放空间指标，从而得到物质环境中社区公共开放空间、公共服务设施可以为居民提供活动

场所，促进社区人民身体活动和人际交往，从而影响着居住者的身心健康[6]。同样，研究发现园艺活动

可能会增强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放松，从而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7]，并尝试通过控制个人的社会经济

地位，健康状况和人口特征等，以及关于农村基础设施和社区资源的可用性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农村老

年人生活在基础设施差、没有医疗机构的农村社区更有可能抑郁，并指出对于农村老年人研究能够降低

反向因果的影响，即农村老年人所处生活环境较贫苦，已经适应了条件较差的社区环境，而对于本身处

在生活条件优越地区的老年人突然受到生活环境或条件的限制，容易出现一些生理及心理的不适应从而

影响研究结果的真实性[8]。 
从社会环境方面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角度看，国外学者研究欧洲城市 124 个社区的 3948 名居民，得

出心理健康与活力存在着相关关系但影响较小，而社会环境则更多与居民的心理健康存在关联，良好的

社区环境能够有益于居民的心理健康，其中涉及的社区环境包括社区安全、邻里交往、社会支持等方面

[9]。且居住在社区幸福感较高的社区的居民，能够实现更高的理想心血管健康率[10]。有关认知健康方

面的研究发现，良好的社区社会环境对农村老年人的认知健康有着重要的保护作用，老年人居住社区能

提供的资源越好，活动和交往的场所越多，与社区邻里关系融洽和睦，其认知健康情况越好[11]。国内，

学者尝试运用多指标累加拟合城镇社区基础设施指标，发现良好的社区基础有利于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

感，而主观幸福感也能从总体上反映人们心理健康状况[12]。并从社会关系等塑造的环境上，得出邻里关

系、社区归属感等社会环境对居民健康存在显著影响[13]。 
本文旨在分析社区物理环境与社区社会环境与农村老年人生理、心理及自评健康状况的关系，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H1~H6： 
H1：社区物理环境对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2：社区社会环境对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3：社区物理环境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4：社区社会环境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5：社区物理环境对农村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6：社区社会环境对农村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不同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状况差异 

随着医学干预模式的转型和健康影响因素研究的深入，健康发展模型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经

历四个阶段的发展，进展为健康状况发展是个体在维护和提高自身健康的一个过程。国内学者在研究中

提到，个体的健康发展有着鲜明的时间特征，个体的健康发展过程有着时间累积效应，包括着风险因素

累积和保护性因素累积，影响健康的因素会聚焦和累积[14]。然而以往的研究中较多的是对青少年以及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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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健康发展的研究，对于老年人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构建分层模型研究农村老年人随时间变化的

健康状况以及个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3. 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3.1. 数据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数据库。该数据调查旨在通过

跟踪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从而反映出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等方面的变化，具有很

强的全国代表性。本文主要使用的是 2016~2020 年三轮的个人追踪数据。根据研究问题所需，从 2016 年

成人个人问卷数据库中筛选出居住地区为乡村的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删除核心变量社区环境变量的

缺失记录，最终共 4236 名老年人作为本文基线研究对象，2018 年共追踪到 3648 名老年人，2020 年共追

踪到 2463 名老年人。 

3.2. 模型设定 

本文分别以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自评健康为被解释变量，以农村老年人居住的社区

环境为关键解释变量，构建“时点–个人”分层 Logistic 模型，分析社区环境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

影响[15]。2016~2020 年期间农村老年人被重复追踪，追踪时间为第一层分析单位，用以揭示同一农村老

年个体的身心健康随时间的变化过程。农村老年人个体为第二层分析单位，用以探讨不同特征的老年人

个体身心健康的差异。分层模型的基本模型包括零模型和完整模型，并根据模型的 ICC 值估计组间变异

系数，若 ICC 值很大则代表组间的效果不可以忽略，分层是合理的。具体模型如下： 
零模型： ( ) 2

0 varij j ij ijP e eβ σ= + =  

( )0 00 0 0 00varj j jrβ µ µ τ= + =  

完整模型： 0 1 2. .ij j j j kj kj ijP PE SE X eβ β β β= + + + +  

0 00 01 1 0j ij jr r Wβ µ= + +  

( )2
00 00ICC τ σ τ= +  

其中，Pij 为第 i 个时间点第 j 个老年人生理、心理或自评不健康的发生概率；PE.为社区物理环境变量；

SE.为社区社会环境变量；Xkj 为所引入的控制变量；β0j 为第 j 个调查个体层因变量的截距项；βkj 表示第 s
个变量的回归系数；r00 为所有调查个体层因变量的平均值；eij 表示为第 j 个调查个体层单位对因变量的

随机效应；μ0j 表示为调查个体层模型的残差；在完整模型中的 r00 是截距项，r01 是斜率，用来表示调查

个体层解释变量是怎样对时间层截距产生影响的。 

3.3. 变量选择 

3.3.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近两周是否患病”、“是否抑郁”、“自评健康”分别作为生理、心理、

综合健康的研究指标，变量取值均为 0~1 二分类。生理健康选择问卷中的“过去两周身体是否不适”，

回答是取值为 1 表明不健康、否取值为 0；心理健康选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的 CES-D8 问题数据作为有效

的心理健康测评指标，量表得分大于等于 12 分记为抑郁，取值为 1，反之记为不抑郁，取值为 0；自评

健康作为一项综合性的躯体健康测评指标，作为老年人综合健康衡量指标，将选项“一般”“不健康”

共同处理为不健康，取值为 1，将选项“非常健康”“很健康”“比较健康”处理为健康，取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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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被访者所在地区的社区环境状况，具体将环境变量处理为社区物理环境和社

区社会环境。其中社区物理环境由“小区公共设施状况”、“小区周边环境”、“小区周边治安状况”、

“医疗机构条件”定义；社区社会环境由“小区邻里关系”、“邻居帮助”、“对小区的感情”定义。

社区物理与社会环境是分别对相关问题求和取均值所得，取值范围为 1~5 分，分值越高代表环境状况越差。 

3.3.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来自于 2016~2020 年的成人数据，选取以下个人特征、生活方式与家庭特征三

组变量。个人特征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出生队列、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所居住区域、是否领取养老

金、是否有医疗保险、是否有慢性病；个人生活方式包括是否吸烟、是否喝酒；家庭特征包括隔代照料、

子女是否提供经济帮助、子女是否提供照料支持。 

4. 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设定的分层回归模型，得到社区环境与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模型拟合结果如表 1 所示，

结果由 OR 值、显著性水平及标准差构成，表中仅展示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产生影响的核心解释变量

及显著影响的控制变量。表 1 的模型 ai (i = 1, 2, 3)为农村老年人生理、心理以及自评健康状况的零模型；

模型 bi (i = 1, 2, 3)为引入时间变量的分层模型；模型 ci (i = 1, 2, 3)为引入时间变量以及社区环境变量的分

层模型；模型 di (i = 1, 2, 3)为引入时间变量、社区环境变量及所有控制变量的最终模型。 
零模型 ai 结果显示，组内相关系数 ICC 值在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心理、自评健康方面可以解释不同

农村老年人个体间健康差异分别 37.1%、45.5%、53.2%，通过了 0.1%显著性检验，结果说明不同的农村

老年人个体的身心健康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有必要采用分层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在模型 bi 中引入时间变

量，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生理、心理不健康概率随时间变化呈倒 U 型，自评不健康概率则呈 U 型变化，

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随着时间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 
在引入时间变量和社区环境变量的模型 ci 中，社区物理环境得分每增长 1 分，农村老年人身体不适

的发生率上升 13.2%；社区社会环境得分每增长 1 分，农村老年人身体不适的发生率上升 38.9%。社区物

理环境得分每增长 1 分，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上升 31.5%；社区社会环境得分每增长 1 分，农村

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上升 98.8%。社区物理环境得分每增长 1 分，农村老年人自评不健康的概率上升

32.4%；社区社会环境得分每增长 1 分，农村老年人自评不健康的概率上升 53.9%。 
最后，在模型 ci 的基础上引入所有的控制变量，得到完整分层回归模型 di。结果表明在有效的引入

可能影响结果的控制变量下，社区物理环境和社区社会环境与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关系是有显著正向

影响的，说明社区环境的改善与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因此，本文提出的假设

H1~H6 得到验证。组内相关系数在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心理、自评健康可以解释不同个体间健康差异分

别为 26.7%、37.5%、48.4%，说明不同农村老年人个体随着时间变化而身心健康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据

模型 di 的 OR 值可知，控制变量的引入导致社区环境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有所不同，呈现上升

和下降情况。具体表现为社区物理环境得分每增长 1 分，农村老年人身体不适的发生率上升 16.0%；社

区社会环境得分每增长 1 分，农村老年人身体不适的发生率上升 29.0%，对于生理健康的影响在 1%的水

平上显著。社区物理环境得分每增长 1 分，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上升 38.0%；社区社会环境得分

每增长 1 分，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上升 82.2%。社区物理环境得分每增长 1 分，农村老年人自评

不健康的概率上升 46.3%；社区社会环境得分每增长 1 分，农村老年人自评不健康的概率上升 43.9%。对

于心理、自评健康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 
针对于引入的控制变量来说，农村男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优于女性，且在 1%水平显著，农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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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老年人一般会承担着更重的家庭角色，照顾子女甚至进行隔代照料，身体和心理受到的压力和劳累较

多可能是导致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的原因；受教育情况来看，总体来说学历程度越高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

况较好，农村老年人的认知层面的不同看待事物以及生活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教育水平高的农村老年人

可能更加懂得怎样品味生活，幸福快乐地度过老年时光；婚姻状况上，在婚状态的农村老年人身心更加

健康，另一方的陪伴减少了生活的孤单和劳累，从而有益于身心健康；区域变量中居住在西部区域的农

村老年人拥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健康状况相比未患病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差，慢性病的影响导致农村老年

人的身体机能下降，带来心理影响和负担从而导致心理产生问题。喝酒情况等均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心

理及自评健康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均在 5%以上的水平上显著。子女的照料支持以及经济支持也一定程度

的对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影响。 
 
Table 1. Hierarchical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表 1. 分层 Logistic 回归结果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自评健康 

模型 a1 模型 b1 模型 c1 模型 d1 模型 a2 模型 b2 模型 c2 模型 d2 模型 a3 模型 b3 模型 c3 模型 d3 

ICC 0.371 
(0.020) 

0.372 
(0.020) 

0.363 
(0.020) 

0.267 
(0.021) 

0.455 
(0.020) 

0.456 
(0.020) 

0.437 
(0.021) 

0.375 
(0.022) 

0.532 
(0.016) 

0.532 
(0.016) 

0.519 
(0.017) 

0.484 
(0.020) 

社区物

理环境 
  1.132** 

(0.062) 
1.160*** 
(0.060)   1.315*** 

(0.083) 
1.380*** 
(0.084)   1.324*** 

(0.087) 
1.463*** 
(0.099) 

社区社

会环境 
  1.389*** 

(0.079) 
1.290*** 
(0.068)   1.988*** 

(0.137) 
1.822*** 
(0.120)   1.539*** 

(0.105) 
1.439*** 
(0.100) 

t  0.979 
(0.017) 

0.978 
(0.017) 

0.958** 
(0.017)  1.001 

(0.019) 
0.999 

(0.019) 
0.993 

(0.019)  0.969* 

(0.016) 
0.971* 

(0.016) 
0.925*** 
(0.018) 

t2  0.944*** 
(0.013) 

0.942*** 
(0.013) 

0.949*** 
(0.013)  0.971** 

(0.015) 
0.097** 
(0.015) 

0.975* 

(0.015)  1.024* 

(0.014) 
1.024* 

(0.014) 
1.028* 

(0.016) 

性别(参照水平：女) 

男    0.628*** 
(0.048)    0.562*** 

(0.050)    0.674*** 
(0.066) 

受教育程度(参照水平：小学及以下) 

初中    0.724*** 
(0.073)    0.786** 

(0.089)    0.567*** 
(0.074) 

高中及

以上 
   0.795 

(0.117)    0.642*** 
(0.106)    0.550*** 

(0.105) 

婚姻状况(参照水平：否) 

是    0.903 
(0.072)    0.448*** 

(0.045)    0.820** 
(0.083) 

区域(参照水平：东部) 

中部    0.998 
(0.075)    0.911 

(0.079)    0.919 
(0.089) 

西部    1.578*** 

(0.123)    1.509*** 
(0.140)    0.902 

(0.090) 

退休养老金(参照水平：否) 

是    0.931 
(0.071)    0.978 

(0.083)    0.809**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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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慢性病(参照水平：否) 

是    4.068*** 
(0.256)    2.179*** 

(0.159)    3.336*** 
(0.246) 

吸烟(参照水平：否) 

是    1.080 
(0.083)    1.170* 

(0.101)    0.809** 
(0.077) 

喝酒(参照水平：否) 

是    0.836** 
(0.071)    0.708*** 

(0.066)    0.609*** 
(0.062)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参照水平：否) 

是    1.340*** 
(0.081)    1.030 

(0.070)    1.117 
(0.079) 

子女提供照料支持(参照水平：否) 

是    1.145** 
(0.068)    

1.191** 
(0.081)    0.942 

(0.066) 

注：***表示 p < 0.0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10，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 

5. 结论与建议 

社区环境作为农村老年人进行日常活动的主要社交场所，已逐渐成为影响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

要因素。综合以往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6~2020 年三期数据，在控制老年人人口社会学、生

活方式、家庭因素等变量下，利用分层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纵向分析社区环境对于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

影响，得到社区物理环境和社区社会环境对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着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状况的改善

与提升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具体研究结果表明，其一，社区物理环境对于农村

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物理环境基础设施配备、治安环境、医疗机构条件越好，农村

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越好；其二，社区社会环境对于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邻里关

系亲密、小区融洽程度高、对小区有感情的农村老年人，身心均呈现较好的健康状态。其三，随着时间

变化，农村老年身心健康变动趋势不同，同时，其健康程度亦受个人因素、生活方式、家庭因素的影响。 
基于上述所得到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重视并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

善小区的公共设施建设，政府及相关社区加大对小区周边环境的绿化与改造，建设舒适型社区。提高小

区的安保能力，能在第一时间切实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安全。提高农村老年人所居住环境地区的医疗水平，

构建可信可靠的医疗机构。努力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农村发展规划，切实加

强国家“乡村振兴”行动，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进程中融入老年友好视角，提升农村硬件场地、

机构环境的老年友好程度，为老年人营造宜居的社区物理环境。第二，重视并加强社区社会环境发展。

逐步深化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建设发展农村社区日间照料、探访关爱、休闲娱乐等养老服务项目，开展

“尊老敬老”、“走出室内”等不同主题社区活动，增进邻里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提升社区服务能

力，为农村老年人创造老年友好的社会环境。第三，建议农村老年人保持健康相关行为，发挥家庭代际

支持作用。在农村加大健康行为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农村老年人健康意识，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

发挥家庭代际支持在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中的重要支撑作用。本研究在社区环境对老年人身心健康影响

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社区环境数据获取的不足，社会快速的发展而导致环境的改善产生了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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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影响，因此建议在以后的研究中，开展更为深入广泛的追踪研究，全面地探讨环境对于老年人健

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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