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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是这个战略的重要环节。随

着老龄化不断推进，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不仅取决于自身，更离不开社会支持。因此，

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讨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CHARLS2018数据，运用二

元Logistic回归发现子女经济支持、医疗保险、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子女探望频率、子女联系频率与社交

活动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在定量研究基础上，结合深入访谈法，进一步发现子女物质与精神

支持、养老保险对满意度的重要性。研究发现：在国家推进积极人口老龄化战略背景下，大部分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较高，工具性、情感性、同伴性的多元化社会支持对提升生活满意度具有必要性。在重视家庭养

老地位的前提下，增设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积极推进老年人参保与社交，真正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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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y’s 20th National Congress pointed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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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improving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strategy.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aging, the improvement of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especially the oldest old, not only depends on themselves, but also 
depends on social support. Therefor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ARLS2018,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find that children’s financial support, medical 
insurance, home and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children’s visit frequency, children’s contact fre-
quency and social activitie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On the 
basi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combined with the interview method, further found the importance 
of children’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and pension insurance to satisfaction. It is found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to promote active population aging, most elderly 
people have a high degree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diversified social support of instrumental, emo-
tional and peer nature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life satisfaction. On the premise of attaching im-
portance to the status of family elderly care, we will add home and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
vices, actively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in insurance and social networking, and 
truly implement the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Keywords 
Life Satisfaction, Social Support, Elderl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得到全方位改善，为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需要发展养

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更是因为我国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

截至 2022 年底，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80 亿，占总人口的 19.8%，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家庭结

构呈现少子化、小型化、简单化，老年人空巢化突出，需要家庭成员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带给他们适当的情

感联系、物质帮助与日常照料。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持续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并非家庭式流动，在大量农

村和欠发达地区，年轻人口的流动留下大批空巢老人，把这部分人群安顿好、照顾好离不开全社会一起努

力。由此可以预见社会支持对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基于此，本文通过文献和访谈厘清社会支

持的维度和内容，研究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对纳入模型的各项

变量进行分类与实证分析，并结合访谈，得出结论与政策建议，助力实现真正的“老有所为”，帮助老年

人实现“积极老龄化”。 

2. 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年龄达到 60 周岁的人对其生活状态的总体评价[1]，不仅作为衡量其生活质量

的重要指标，也是个体实现成功老龄化的重要评价标准[2]。国内外有关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比较丰

富。在现有文献中，许多学者研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因素、健康状况、代际支持

等。结果表明，经济状况较好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高[3] [4]，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319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丁诺 
 

 

DOI: 10.12677/ass.2024.133190 85 社会科学前沿 
 

更显著[5]。而城乡老年人是否能收到家庭经济支持受老年人需要结构、家庭结构、代际支持交换等因素

影响[6]。更有学者较全面地考虑多种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得出老年人的经济水平、健康状况以及

代际情感支持等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7]。 
社会支持是另一重点概念，既涉及家庭内外的供养与维系，也涉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支援与帮助

[8]，是通过他人提供的帮助，个人可获得情感性、工具性、交往性等支持[9]。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从不

同维度划分社会支持，如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10] [11]，实质性、情感性和可获得性支持[12]，或工具

性支持、情感性支持、信息性支持与同伴性支持[13]。目前有关社会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反映

出社会支持内容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国外研究提出心理健康对社会交往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起到了中介

作用[14]。国内学者认为经常参与社交活动或社会活动利于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15] [16]。在现实生活

中，生活满意度需要衡量多种因素，不仅需要物质支持，也需要精神支持，情感上的陪伴关爱对老年人

尤为重要[17]。社会给予老年人多重保障与服务能够营造更好的养老环境，已有研究揭示社会包容与老年

人总体生活满意度有显著联系[18]。 
本文尝试回答不同内容的社会支持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总体上看，国外关于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心理健康、社会活动等领域，国内的研究范围更贴近生活需求，涉及

情感慰藉、养老模式选择、保险类型、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又因 CHARLS2018 数据在社会支持领域更多

被用于研究对指定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且往年至今的 CHARLS 数据库更多聚焦于代际支持。本文

欲选取 CHARLS2018 数据，相对研究较少的社会支持领域，并通过文献回顾参照社会支持内容维度将社

会支持进行分类，即工具性、情感性、信息性与同伴性支持。 

3.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思路 

本文使用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跟踪调查全国跟踪调查的横截面数据，研究现有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影响因素。使用 Stata15.0 进行数据处理，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的“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

的公民”，筛选出老年人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从问卷信息中选取有关社会支持的核心变量，同时设置控

制变量。研究目的是研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社会支持变量根据内容分类为工具性、情感性、

信息性和同伴性支持，由于并不能从问卷中选取信息性相关变量，本文就以上三种类型来研究。基于本

文的研究目的与相关文献的梳理，模型纳入 7 个控制变量和 7 个解释变量，并剔除缺失值、拒绝回答、

不知道等无效回答，最后获得样本规模 9772 人。 

3.2. 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的自评生活满意度。根据 CHARLS2018 问卷内容，对问题“总体来看，您对

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的答案进行赋值，老年人回答“极其满意”“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

归类“满意”，赋值 1，“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归类“不满意”，赋值 0，形成二分类变量。

由表 1 可得，有 8704 个老人对生活表示满意，占比达 89.07%。 
解释变量为社会支持。按照社会支持的定义与分类，本文分为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同伴性支持。

工具性支持变量包括：(1) 子女经济支持，指过去一年子女不和老年人居住时，从子女那里收到的经济支

持，通过将钱、物的数额进行加总所得。由于我国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经济支持是双向的[19]，子女会给

予父母经济上的支持，作为满足老年人物质支持的一种方式，而父母同样也会在经济上给予子女帮助。因

此，对该变量进一步处理，结合数据库中的年老父母给子女经济支持的数额相减，定义为“子女经济支持”

变量，有子女经济支持表示子女经济支持大于给子女经济支持，赋值 1，子女经济支持小于等于给子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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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支持或者无子女，赋值 0；(2) 医疗保险，指目前是否参加以下医疗保险，包括原题设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险，参加一种及以上赋值 1，表示“参加”医疗保险，反之则表示“不参

加”医疗保险，多达 97.03%的老年人参加医疗保险；(3) 养老保险，以是否正在领取，预计将来可以领取

或者目前正在缴费养老保险来衡量，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等，与医疗保险变量一样设

置二分类，表明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有多达 90.76%的老年人参加养老保险；(4)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保

留原题中的所有种类，包括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 7 类养老服务或其他，处理为二分类，即“不享受”与“享

受”，没有享受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多达 79.97%。情感性支持变量包括：(1) 子女探望频率，源自题设

“不和子女一起居住时，多久能够见到子女一次”，将题设选项也均转化为具体天数，原类别为“几乎从

来没有、每年一次、每半年一次、每三个月一次、每月一次、每半个月一次、每周一次、每周 2~3 次、差

不多每天”改为 0、1、2、4、12、24、52、130、365 次一年，再经过频率正向处理与多子女数据取平均

新设类别，定大于等于 52 次一年(约一周一次)的为“经常探望”，小于 52 次一年的为“很少探望”，得

到更多老年人在过去一年很少见到子女；(2) 子女联系频率，来自题设“不和子女一起居住时，多久跟子

女通过电话、短信、微信、信件或者电子邮件联系一次”，数据处理与子女探望频率一致，子女经常联

系老年人的更多。同伴性支持在本文指社交活动，具体指去社区活动室、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等多

项内容。数据处理分类与居住和社区养老服务一致，根据参与的次数分 5 类，没有参加社交活动的占

51.32%。 
控制变量为老年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婚姻状况、慢性病与子女经济状况，分

为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表 1 对研究所涉及的变量的赋值情况与样本情况进行了说明。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及赋值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比例% 

被解释变量 

生活满意度 9772 0.891 0.312  

1 = 满意 8704   89.07 

0 = 不满意 1068   10.93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年龄 9772 68.729 6.595  

 最小值 60 最大值 108 

性别 9772 0.492 0.500  

1 = 男 4812   49.24 

0 = 女 4960   50.76 

受教育程度 9772 1.302 0.563  

1 = 小学及以下 7272   74.42 

2 = 中学 2118   21.67 

3 = 专科 314   3.21 

4 = 本科及以上 68   0.70 

婚姻状况 9772 0.796 0.403  

1 = 有配偶一起生活 7777   79.58 

0 = 无配偶一起生活 1995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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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户口类型 9772 0.770 0.421  

1 = 农业户口 7528   77.04 

0 = 非农业户口 2244   22.96 

慢性病 9772 0.472 0.499  

1 = 有慢性病 4609   47.17 

0 = 无慢性病 5163   52.83 

控制变量 
(家庭特征) 

子女经济状况 9772 2.718 1.821  

1 = 没有收入 4866   49.80 

2 = 少于 5 千 150   1.53 

3 = 5 千与 1 万之间 233   2.38 

4 = 1 万与 5 万之间 2538   25.93 

5 = 5 万与 10 万之间 1365   13.97 

6 = 10 万及以上 620   6.34 

解释变量 
(工具性支持) 

子女经济支持 9772 0.503 0.500  

1 = 有子女经济支持 4911   50.26 

0 = 无子女经济支持 4861   49.74 

医疗保险 9772 0.970 0.170  

1 = 参加 9482   97.03 

0 = 不参加 290   2.97 

养老保险 9772 0.908 0.290  

1 = 参加 8869   90.76 

0 = 不参加 903   9.24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9772 0.200 0.400  

1 = 享受 1957   20.03 

0 = 不享受 7815   79.97 

解释变量 
(情感性支持) 

子女探望频率 9772 0.242 0.428  

1 = 经常探望 2363   24.18 

0 = 很少探望 74.09   75.82 

子女联系频率 9772 0.215 0.411  

1 = 经常联系 2104   21.53 

0 = 很少联系 7668   78.47 

解释变量 
(同伴性支持) 

社交活动 9772 0.487 0.500  

1 = 参加 4757   48.68 

0 = 不参加 5015   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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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型选择 

被解释变量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分为“满意”与“不满意”，属于二分类变量，因此借助

Stata15.0 软件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对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使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

样本量是解释变量的 5 倍以上，本文解释变量 7 个，样本量 9772 个，满足该条件；第二，对解释变量进

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到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10，且 VIF 值均大于 1，小于 1.1，由于 VIF 大于 1，越接

近 1，多重共线性越弱，因此本文各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较弱，可进入模型。 

3.4.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逐步回归嵌套的方式，得到表 2 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具体分两步，第一步将控制变量

纳入模型，以老年人自评生活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得到模型 1；第二步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本文主要研究的解释变量，得到模型 2。 
模型 1 为控制变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从个体特征来看，年龄与生活满意度成正相关，随

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提升生活满意度评价；男性老年人更易对生活持满意态度，生活满意发生比是女性

老年人的 1.425 倍；中学较小学学历老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专科与本科及以上的样本量较少，在本

文回归结果中并未显著；生活中有配偶一同生活，有利于明显增加生活满意度(p < 0.01)；慢性病变量系

数为负，对生活满意度呈现明显负相关关系(p < 0.01)，患慢性病的老年人对生活表示满意的发生比是不

患慢性病的 0.649 倍。从家庭特征来看，子女间经济条件有较大的差距，子女经济状况对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产生正负向程度的影响，相比“少于 5 千”，子女经济状况少于 5 千、5 千与 1 万、1 万与 5 万之间

均抑制了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提升，而 5 万及以上的两类则是表现出子女的经济状况越好，他们父母的生

活满意水平也相对越高。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社会支持进入模型。可得三类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不同程度的作

用。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转不显著，局部子女经济状况显著性减弱，其余变量保持不变。 
第一，工具性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本文指子女经济支持、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的影响。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十亿四千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百分

之九十五。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率相对较高，值得思考两者是否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医疗保险

回归系数为正，呈正向显著关系(p < 0.1)，参加医疗保险可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参加医疗保险的老年

人生活满意的发生比提高了 35.1%。较之没有子女经济支持甚至是给子女经济帮助小于父母给子女的经

济帮助的，无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该结果可能与将无子女的老年人归类为“无子女

经济支持”有关。养老保险在本文不显著，有研究表明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较大程度影响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16]，养老保险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20]。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方面，社区护理、健

康管理、定期检查、养老服务中心等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为老年生活起到保障作用，模型显著(p < 0.01)，
享受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更容易对生活满意，与没享受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人相比，享受的人对生活满

意的发生比提高了 58.9%。 
第二，情感性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情感性支持聚焦于子女所代表的家庭作用，具体指子女探

望频率和子女联系频率。子女探望是见面式的亲情交往，子女联系则是借助于电子设备进行的线上联系。

回归结果显示子女经常探望和联系父母能够对年迈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满足养老精神慰藉。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子女异地求学、工作等原因，影响子女探望父母的次数，减少了情感交流的频率。

受益于科技发展，可以通过线上软件与父母发信息、通话、视频来增加子女与父母的交流，老年人多与

子女来往可以增进代际关系，也有利于营造更融洽的家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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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同伴性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参加社交活动的回归系数为正，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明

显正向促进作用(p < 0.01)。现实中，老年人加入社区活动室、上老年大学、参加培训课堂、志愿者活动

或者慈善活动，以及跳舞，健身，给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等，往往会被认为能够

丰富老年生活。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 of social suppor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表 2.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系数 OR 值 系数 OR 值 

个体特征 

年龄 0.017*** 1.017 0.017*** 1.017 

性别     

男 0.335*** 1.398 0.354*** 1.425 

受教育程度     

中学 0.159* 1.172 0.129 1.137 

专科 0.433 1.542 0.373 1.452 

本科及以上 0.806 2.240 0.707 2.027 

婚姻状况     

有配偶一起生活 0.384*** 1.469 0.358*** 1.430 

户口类型     

农业户口 −0.445*** 0.641 −0.372*** 0.689 

慢性病     

有慢性病 −0.403*** 0.668 −0.432*** 0.649 

家庭特征 

子女经济状况     

少于 5 千 −0.948*** 0.387 −0.938*** 0.392 

5 千与 1 万之间 −0.572*** 0.564 −0.619*** 0.538 

1 万与 5 万之间 −0.193** 0.825 −0.203** 0.816 

5 万与 10 万之间 0.206* 1.229 0.162 1.176 

10 万及以上 0.420** 1.523 0.358* 1.430 

工具性支持 

子女经济支持     

有子女经济支持   −0.156* 0.855 

医疗保险     

参加   0.301* 1.351 

养老保险     

参加   0.098 1.103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享受   0.463*** 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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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情感性支持 

子女探望频率     

经常探望   0.165* 1.179 

子女联系频率     

经常联系   0.194** 1.214 

同伴性支持 
社交活动     

参加   0.217*** 1.242 

 常量 1.045** 2.845 0.469 1.599 

注：使用 Stata15.0 计算得出。显著性水平***p < 0.01, **p < 0.05, *p < 0.1。 

4. 基于访谈的结论 

基于回归结果，为探究多种因素在当前是否影响老年人对生活的评价，并对模型不显著的解释变量

进行补充说明，设计了相关访谈。访谈结果依据访谈对象的回答，并结合其子女、孙子女的访谈记录，

综合考量老年人当前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现状，对结果进行差异化分析，以期获得个体、家庭、社会

支持情况对满意度的影响作用，重点归纳总结出补充定量结果的内容。 
此次接受访谈的老年人共 17 人，分别来自 11 个不同的家庭，访谈 6 和 7、8 和 9、10 和 11、12 和

13、14 和 15、16 和 17 均为夫妻关系。其中 11 人农村户口，6 人城市户口；9 人为男性，8 人为女性。

整体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达到较高水平，17 人均表示对当前生活满意，与前文数据中对生活满意的整体情

况基本一致，说明我国当前对老年人的总体福祉较好。 

4.1. 与子女的交往与支持 

“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难以为续，与现代化背景下子代压力增大有很大关系[21]，老年人子女一代

基本上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与压力中。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的推进，养

老生活的经济来源更加多样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子代对父母进行金钱、物

品上的物质满足，有利于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物质满足需要与精神满足相结合，子代与老年人之间的

情感慰藉尤为重要。定量研究发现子女增加探望与联系父母的频率，可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反观

联系的显著效用更强。如访谈 4、8 和 14 所提及，访谈中大多老年人反映子女探望行为伴随着实物方式

的礼物，而老年人自身由于在物质上能够自足，不需要子女在物质上的帮助，而是期望情感的交流，独

居和与子女同居的老人都渴望家人的陪伴与关爱。 

访谈 2：两个孩子，他们收入都差不多三四十万，我住的这个是农村自建房，平时和儿子家住在一起，女儿外

嫁一个月回来一次，不怎么打电话，她主要从兄弟姐妹那了解家里的情况。我平时的开销儿子家里管着。 

访谈 3：我有三个孩子，他们和自己的另一半收入加起来都有个七八十万。以前儿子和女儿半个月来一次，疫

情管控放开以后，我的老婆前段时间去世了，现在就我一个人住了，他们轮流一周来看望我一次。我物质上能自足，

他们来我这都会带点东西，钱我基本不收，我自己的够用的。儿子女儿我平常倒是不怎么给他们钱，他们之前有急

用钱的时候，我给过一些，但后面还我了。 

访谈 4：我的两个孩子，大的 30 岁，已经结婚了，他们家收入 40 万出头，小的那个 26 岁也有工作了，收入 12

万左右，我们一起住在村里的自建房。我做生意一年挣个 30 多万，平常偶尔会给他们点钱。 

访谈 8：两个子女，一儿一女，他们一家年收入 30 多万，另一家 40 多万，基本上每周都来我这吃饭聚聚，会

给我们带水果和海鲜什么的。电话有事情才会打，一般不打。现在因为拆迁，我们俩住在老年过渡房，平常用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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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存下来的钱，他们也不用给我们钱，我们平时会给孙女、外孙女发点红包。 

访谈 14：我们有两儿子两女儿，他们经济条件两个一般，两个还不错，具体总收入多少没和我们说过。因为住

得近，女儿和儿子经常来，过两天就会来。食物、生活用品、衣服会带来，逢年过节、看病都给钱。 

4.2.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从回归分析得出参加医疗保险对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而养老保险并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养老保险和与子女间的经济支持相关联。

17 人中仅 1 人(访谈 3)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养老保险，而访谈 16、17 虽参加养老保险，但养老金无法满

足日常基本开销。在自身养老金和储蓄充足的情况下，对子女经济支持的需求减弱；而当年迈父母无法

自足时，往往子女会给予经济支持来增加年迈父母的物质基础。 

访谈 1：我有养老保险，单位给我发养老金，我以前在少年宫当老师，养老金足够用，也有不少存款。我喜欢

旅游，每年都会花点钱去游玩，女儿有时间会陪我一起去，我也会自己去，上次就自己去香港玩了一圈。 

访谈 3：我没参加养老保险，儿子女儿会给我钱，但我还在做苗木生意，收入一年有个十几万，够用了。 

访谈 5：参加的，好几年前村里组织我们一群老年人一次性缴清，就有养老保险了，每个月能拿到两千多块钱。

衣食住行平时由我女儿她们承担，我的日常生活是老二照顾的，养老金大部分能存起来。 

访谈 7：养老金足够日常开销，不需要子女对我们进行经济上的支持。八十年代我在单位上班，后面选择创业。

曾买过太平洋人寿商业养老保险，退休以后每个月发 121 元，到现在 121 元真的不值钱，所以后面一次性缴费 15 年

养老保险，就有更好的生活保障了。 

访谈 16：参加了养老保险；但养老金少，不够用，所以子女给的钱都会收，攒起来给孩子当做应急资金。 

综上可发现接受访谈的老年人视养老保险为养老生活保障的重要部分，养老金能够提高物质保障，

得以对实证部分“养老保险变量对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不显著”进行补充。 

5. 结论与政策讨论 

基于定性定量的研究，本文认为社会支持多元化具有必要性。实证研究探究了工具性、情感性、同

伴性社会支持对老年人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其中子女经济支持、医疗保险、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社交

活动、子女探望与子女联系频率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经济支持是老年生活的物质基础，

当老年人经济自足的时候，对子女给予金钱支持的需求较小，更多偏向情感上多联络。参加医疗保险能

够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而回归中并不显著的养老保险变量，在访谈中被老年人认为非常重要，养老

金使他们的基本开销有了保障。综合访谈对象提出的建议与需求，反映了定期体检、健康管理服务、老

年食堂、便民菜场的必要性，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与社交活动方面，适合老年人的

服务项目活动应趋向多样化。回归结果也显示增加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和参与社交活动对提高满意度有

益。访谈 11 认为活动种类缺少，已经影响了老年人出门的积极性。多样的活动内容与养老服务可以满足

不同老年人的喜好，进行自由选择。在多种社会支持的辅助下，利于提供更有质量的养老生活。 

访谈 2：现在社会发展太快，通货膨胀下钱不值钱了，吃喝不是大问题，但住房，子女养育花销太高了。 

访谈 5：希望提供定期体检和上门病情问访。 

访谈 8：周围都是高层小区，近距离缺少大型菜场，买菜不便利，希望社区设老年食堂，平时可以不做饭。 

访谈 11：村里的集体活动种类少，大家开始不太爱串门了，在家一个人的时候很无聊。 

访谈 13：养老服务中心推出可以吃饭的项目，且价位合适。 

访谈 17：养老金高一点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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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已得结论，提出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社会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第一，重视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是我国三种主要的养老模式，需重视家庭

养老地位的回归。深受传统“养儿防老”“以孝为先”文化影响，现今小型化的家庭结构不利于子女和

父母近距离交流，所以更应强化家庭的养老功能，需将家庭作为养老的基础单位，借助配偶、子女的陪

伴与支持，保障老年生活。亲情依托下加强子代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与情感慰藉更有利于应对日益加剧

的人口老龄化。子女作为家庭中社会活动最为活跃的劳动者，更需要重视承担家庭的责任，将关心父母、

照顾父母作为自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增设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一个良好的养老环境需要多方共同建设，倡导健康老龄化、积极

老龄化，而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享受更多项服务，能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社区作为老年人容易接触到的对象，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我国越来越多的家庭正面临“养老”和

“抚幼”的双重压力[22]，社区提供场所和设备，构建更为现代化、信息化的服务系统，借鉴互助养老、

老年大学、社区活动室，提供多样的活动与服务，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为老年人的生活整合周边养老

资源，助于老年人就地养老，辅助家庭支持老年人生活。 
第三，推进老年人参保与社交。研究中部分老年人并未参加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而回归与访谈中

能够补充体现参保的重要影响作用。并且应当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可根据自身情况，在享受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参加社交活动的同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给其他人提供帮助，更好地发挥

老年潜力。家庭成员应该帮助老年人接触时代发展的新事物，比如说新型通讯设备、电子产品，督促老

年人科学养老，多沟通，多交流，多交友。 
第四，真正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该法从家庭赡养与扶养、社会保障、法律责任等多种角度

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对老年生活所需的社会环境、代际支持、养老产业等多领域进行规范，需要社

会各界支持并依法履行。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与进步，法律法规需根据新的人口结构、社会问题、

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调整、增设，来优化社会、家庭、个人共同努力建设的养老环境。应以制度为基础，

真正贯彻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的各项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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