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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抽样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s模型，分析家庭经济资本、主观

社会阶层感知对我国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社会基本特征变量仍然是影

响商业养老保险购买行为的基本影响因素。家庭经济资本和主观社会阶层感知对我国居民购买商业养老

保险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为发挥商业养老保险对多层次的养老保障的补充作用，要坚定不移发

展经济，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提升家庭购买能力；进一步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丰富商业性养老保险的内

容，激发各社会阶层的购买潜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商业养老保险行业的市场监管。 
 
关键词 

商业养老保险，家庭经济资本，主观社会阶层，购买行为 

 
 

Family Economic Capital,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Perception and the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Purchase  
Behavior of Chinese Resident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18 Data 

Xiaoli Yuan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Received: Jul. 11th, 2022; accepted: Aug. 4th, 2022; published: Aug. 15th, 2022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8593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8593
http://www.hanspub.org


袁小力 

 

 

DOI: 10.12677/aam.2022.118593 5624 应用数学进展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8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sample survey data, a binary logistics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family economic capital and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perception on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pulation and social basic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are still the basic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urchase behavior of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Family economic capital and subjec-
tive social class percep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purchase of com-
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In order to play the supplementary role of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in multi-level endowment security, we should unswervingly develop the economy, im-
prove family income level and enhance family purchasing ability, further develop commercial en-
dowment insurance, enrich the content of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timulate the pur-
chasing potential of all social classes; improv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trengthen the 
market supervision of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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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对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构建提出了巨大挑战，老龄化

的冲击下，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费用支出愈发庞大，我国长期依赖第一支柱养老模式状况愈发不可持续，

社保基金收支运行及政府财政面临严峻挑战，且难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养老保险需求。为应对人口老龄

化，“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强调，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发挥第三支柱在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

系中的作用迫在眉睫。商业养老保险是出于个人保障需求的补充商业养老制度，作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

系的重要补充，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对壮大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力量具有战略意义。然而，当前我国居民商

业养老保险参保率不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随着家庭资产形式丰富化，家庭成了

更为重要的投资主体，家庭资产是居民作出参保决策的经济基础，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选择的影响是不

能忽视的。同时，阶层认同是社会地位最为敏感的反映，人们对当前所在阶层以及未来阶层变化趋势的

判断会影响其所作的各项决策，对是否选择商业养老保险具有一定影响。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是综合家

庭情况、个人因素以及个体社会特征等因素而作出参保行为。鉴于此，本文利用 201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CGSS)数据，采用 logistic 模型，探讨家庭经济资本、主观社会阶层感知及个人特征如性别、受教育程

度、子女数量、婚姻状况等变量对我国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发

展商业养老保险，完善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提供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我国居民商业性养老保险购买行为受到家庭经济资本影响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经济资本是各类社会资源中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资本形式，经济资本的拥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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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行为具有决定作用。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当前，投资主体也逐渐从个人向家庭转变，家庭经济资

产的形式与内容更加丰富，人们的投资意识提高，也使得家庭投资愈发多元化[1]。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本

质上也是一种投资行为，也是家庭抵御风险的一种投资，而如今家庭成为主要投资主体，因此，家庭也

由此成为商业养老保险的主要购买者[2]。综合来看，家庭是主要的投资主体，家庭经济资本变量才是真

正影响参保决策的经济基础。 
由此提出假设 H1：家庭经济资本越高，居民越倾向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2.2. 我国居民商业性养老保险购买行为受到主观社会阶层感知影响 

个体的经济行为不仅受到经济变量的影响，还受到其个体心理特征、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社

会阶层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地位差异，它取决于个体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社会资源等，以及

与他人比较时，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判断[3]。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人际资源

等的拥有量不同，会引发个体之间的认知和行为倾向差异，这些将直接影响人们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

识和行为，从而导致不同阶层的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行为的差异性。较多研究都是在固定的阶层分化上

展开，而现实中个体的社会阶层并非一成不变，社会动态变化着的。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对自身所处阶

层的主观感知是影响其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4]。 
由此提出假设 H2：主观社会阶层感知越高，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大。 

3. 数据来源、变量设定及统计特征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的 2018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项目。2018 年 CGSS 项目调查覆盖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调查采取多阶段

和分层抽样设计，问卷设计科学，数据收集、录入过程严谨，数据资料涵盖广泛，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使用。 

3.2. 变量设定 

3.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关于居民是否购买了商业养老保险，在 CGSS (2018)数据库里主要是依据受访

者对“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商业性养老保险？”这一问题来体现，选项包括参加了、果受访者回答参与了，

则赋值为“1”；若没有参与，则赋值为“0”；将回答为“不适应”的则以缺失值来处理。 

3.2.2. 解释变量 
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经济资本的多少与居民是否选择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密切相关，决定居民的购买

力，影响着居民的参保行为。而家庭经济状况、是否参加投资活动以及家庭所拥有的房产数量是衡量家

庭经济资本的重要因素。因此，选取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是否参与投资活动、家庭拥有房产数作为自变

量。家庭经济状况变量来自问卷“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所在地属于哪一档”将“远低于平均水平”“低

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分别赋值为 1~5，将“拒绝回答”和

“不知道”以缺失值处理。家庭是否参与投资活动变量来自问卷“您家目前是否从事下列投资活动”，

将“没有任何投资活动”设定为“未参与投资活动”，赋值为 0；将“股票”、“基金”、“权证”“炒

房”“外汇投资”“其他”选项都设定为“参与投资活动”，赋值为 1，将“拒绝回答”和“不知道”

以缺失值处理。家庭拥有房产数变量来自问卷“您家现拥有几处房产”，该变量为数值型连续变量，数

值越高，家庭拥有房产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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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社会阶层感知。商业养老保险购不仅仅是居民的经济行为，也是一种社会性行为。社会阶层感

知影响着居民的参保行为，因此，选取主观阶层认知作为自变量。来自问卷“综合来看，在目前这个社

会上，您本人出于社会的哪一层？”将 1~2、3~4、5~6、7~8、9~10，分别赋值为 1~5，将“拒绝回答”

和“不知道”以缺失值处理。 

3.2.3. 控制变量 
为减少自变量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影响的误差，本文选取一定的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设计，

选取个体人口、社会、户籍情况和个人身体健康及参保情况等特征作为控制变量[5]，主要包括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自评)、婚姻状况、户籍、子女数量、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是否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 

3.3. 统计特征 

本文应用 stata14.0 软件对相关变量进行初步描述性分析。模型拟合良好，可建立二元 Logit 回归模

型考察家庭经济资本、社会阶层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对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行为的影响。相关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及赋值说明，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assignment of related variables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赋值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说明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是否参与商业

养老保险 参加赋值为 1，未参加赋值为 0 12,250 0.0800 0.271 0 1 

自变量 

家庭经济状况 赋值为 1~5 12,484 2.573 0.730 1 5 

家庭拥有房产

数量 
数值型连续性变量，数值越高

拥有房产越多 
12,602 1.095 0.645 0 15 

家庭投资 参加赋值为 1，未参加赋值为 0 12,602 0.0920 0.289 0 1 

主观社会阶层

感知 

1~2 赋值为 0；3~4 赋值为 1；
5~6 赋值为 2；7~8 赋值为 3；

9~10 赋值为 4 
12,450 1.421 0.855 0 4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赋值为 1，女性赋值为 0 12,602 0.466 0.499 0 1 

年龄 数值型连续性变量，数值越高

拥有房产越多 
12,602 51.87 16.90 18 118 

受教育程度 未受教育 0，初等教育 1，中等

教育 2，高等教育 3 
12,577 1.671 0.939 0 3 

户口类型 农村赋值为 0，城市赋值为 1 12,572 0.370 0.483 0 1 

婚姻状况 未婚 0，已婚 1，丧偶 2 12,602 1.007 0.497 0 2 

健康状况(自评) 不健康 0，一般 1，健康 2 12,597 1.382 0.792 0 2 

子女数量 数值型连续性变量，数值越高

拥有的子女数量越多 
12,602 1.698 1.260 0 20 

是否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 参加赋值为 1，未参加赋值为 0 12,356 0.749 0.433 0 1 

是否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 参加赋值为 1，未参加赋值为 0 12,515 0.921 0.27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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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所选取的数据，应用 stata14.0 软件进行分析，以“是否参加商业性养老保险”作为因变量，以

家庭经济资本、社会阶层认知作为自变量，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自评)、婚姻状况、

户籍、子女数量、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作为控制变量，纳入二元 logistics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框架，共建立 3 个模型进行分析，将自变量依次带入其中。模

型 1 作为基准模型，体现控制变量的影响；模型 2 加入家庭经济资本变量，体现家庭经济资本变量对商

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模型 3 进一步纳入社会阶层变量，体现主观社会阶层感知对商业养老保险

购买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mily economic capital, subjective social perception and commercial endowment in-
surance purchase behavior 
表 2. 家庭经济资本、主观社会感知与商业养老保险购买行为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性别 −0.128 −0.104 −0.0822 

 (0.0704) (0.0719) (0.0724) 

年龄 −0.0127*** −0.0144*** −0.0151*** 

 (0.00310) (0.00316) (0.00318) 

受教育程度 0.698*** 0.510*** 0.492*** 

 (0.0582) (0.0593) (0.0596) 

身体健康状况(自评) 0.306*** 0.240*** 0.218*** 

 (0.0567) (0.0583) (0.0587) 

户口类型 0.506*** 0.397*** 0.377*** 

 (0.0810) (0.0834) (0.0837) 

婚姻状况 0.299*** 0.320*** 0.311*** 

 (0.0842) (0.0876) (0.0884) 

子女数量 −0.0288 −0.0200 −0.0259 

 (0.0425) (0.0429) (0.0435) 

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0.528*** 0.452*** 0.453*** 

 (0.102) (0.104) (0.105) 

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0.508*** −0.601*** −0.577*** 

 (0.140) (0.142) (0.144) 

家庭经济状况  0.415*** 0.314*** 

  (0.0549) (0.0605) 

家庭是否参与投资活动  0.841*** 0.813*** 

  (0.0901) (0.0906) 

家庭拥有房产数量(单位：处)  0.125** 0.148** 

  (0.0452) (0.0467) 

主观社会阶层感知   0.204*** 

   (0.0503) 

注：***、**、*分别表示通过 1%、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的数值为聚类标准误。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8593


袁小力 

 

 

DOI: 10.12677/aam.2022.118593 5628 应用数学进展 
 

模型 1 回归结果显示，部分控制变量对我国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可将所

选取的控制变量归纳为几个方面。一是基本人口特征，主要涵盖性别、年龄，二是个体基本社会特征，

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拥有的子女数量；三是户籍类型；四是个体身体健康状况自我评价和

其他参保情况，即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是否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具体而言，在个体基本人口特

征方面，性别对于我国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商业养老保险购买行为受到年龄的影

响，年龄越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低。在个体基本社会特征方面，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购

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大；婚姻状况对于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已婚者较未婚

者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概率更高；子女数量对商业养老保险购买行为影响并不显著。户籍类型方面，城

镇户口与农村户口在商业养老保险购买行为上存显著差异，城镇户口居民较农村户口居民购买商业养老

保险的可能性更大。在个体身体健康状况与其他参保情况方面，身体健康状况显著影响商业养老保险购

买行为，健康状况越好，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大[6]；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情况显

著影响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行为，一方面，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者较未参保者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可

能性更高，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者较未参保者购买商业性养老保险的可能性更低。可能的原因是，基本

医疗保险对于商业养老保险具有“替代效应”[7]，随着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扩大，人们的基本医疗得

到保障，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能够增强人们抵御疾病风险的信心，由此，当产生医疗保险支出的时候，

人们就会减少用于其他保险如商业养老保险的支出，二者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8]。 
模型 2 回归结果显示，家庭经济资本变量对我国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即

家庭经济资本越雄厚，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大。具体而言，家庭经济状况所处水平越高，

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倾向越大；家庭参加投资活动较未参加的更倾向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家庭拥

有的房产数量越多，居民越倾向于购买商业性养老保险。 
模型 3 回归结果显示，主观社会阶层感知变量对我国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即主观感知所处的社会阶层越高，居民越倾向于购买商业性养老保险。购买商业性养老保险实际上是居

民为追求更好生活品质的消费[9]，一般而言，处在较低社会阶层的居民往往还停留在基本生活的满足，

而处在较高社会阶层的居民更多追求更高品质生活和未来发展机会，因此，社会阶层越高，居民购买商

业保险的可能性越高[10]。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基于中国社会调查 2018 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本文研究了家庭经济资本、

主观社会阶层感知对我国城乡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本和主观社会

阶层感知都显著影响商业性养老保险的购买行为。 
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变量对我国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家庭经济水平

状况越高，参与投资和拥有房产数量较多的家庭，购买商业性养老保险的可能性更大。商业养老保险实

际上也是一种投资行为，在如今，家庭逐渐成为主要投资主体，家庭经济资本变量便是影响居民参保行

为的决定性经济基础[11]。 
第二，主观社会阶层感知变量对我国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主观感知所处的社

会阶层越高，居民越倾向于购买商业性养老保险。 

5.2. 建议 

第一，坚定不移发展经济，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经济资本是影响居民商业性养老保险购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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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由于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家庭之间的收入水平的差距也较大。当

前，我国低收入家庭仍然占比较多，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发展经济，稳定就业，缩小差距，扎实推进共

同富裕，以此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大范围，深层次刺激对商业养老的需求，提升商业养老保险购买力。 
第二，丰富商业性养老保险的内容，激发各社会阶层的购买潜力。针对不同社会阶层设计不同的保

险项目，根据不同人群的特点，针对性地设计和推广产品，为不同人群设定适合的商业养老保险，并采

取不同的销售策略，为处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提供个性化的产品，以此激发各

个社会阶层的商业性养老保险的购买需求，释放购买潜力。 
第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商业养老保险额市场监管。规范商业性养老保险行业的发展，发

挥商业养老保险在我国养老体系中的补充作用，减少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种种顾虑，增强居民的信任

感，刺激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消费行为，提高参保率。 
第四，加大商业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要不断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注重提升居民的金融知识水

平，加大宣传，提升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知和价值感知，引导和鼓励更多居民参与商业性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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