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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究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是一个紧迫的而具有现实意义的难题。2021年国家推行“三胎”政策，提倡

每个家庭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在此背景下，探究子女数量对我国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上有何影响这一问

题，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举措。通过对2018年中国健康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采用二项

logistic模型的分析方法，来探寻子女数量对中国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上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在控制

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子女数量与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并且每个家庭养育的后代越

多，老年人更容易选择在家庭养老，当子女的数量为三个时，老年人最有可能选择家庭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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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urgent and practical problem to explore the choice of ways for the elderly. In 2021, the 
country introduced the “three-child” policy, which advocates that each family can have three 
children. In this context,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positive aging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n the choice of pension mode for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ata of China’s health care tracking survey in 2018, the binomial logistic model was adopted 
in this paper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n the choice of 
pension methods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Studies show that, under the premise of controlling oth-
er variabl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s 
choice of pension mode, and the more offspring raised by each family, the easier the elderly 
choose family pension. Wh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s three, the elderly are most likely to choose 
family 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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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 2.4 亿人，

里面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部人口的 12.6%，有 1.776 亿，有专家预测，2030 年我国 65 岁以上的老

年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会继续增加，占比将达到 18.7%，2050 年将会上升到 30.8%，即平均每 10 个

人里有 3 个人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1]。受到以前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由原来的“多子多

福”向独生子家庭转变，即每个家庭只生育一个子女，家庭小型化、核心化，很多家庭“上有老，下有

小”，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形势很严峻，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受到极大挑战，于此同时，新型养老方式的开

始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养老的忧虑，但是仍需要更深入的探究和改进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

求。2021 年 5 月 31 日，我国发布政策推行三胎支持，应对生育水平持续走低。探究子代数量与老年人

养老方式影响机制对探究“三胎”政策背后机理和积极应对老龄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着

眼于子女数量探究其影响养老方式选择的机制，预析我国老年人养老方式的未来趋势，明晰“三胎”政

策背后的机理，探究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是一个紧迫的而具有现实意义的难题，这顺应时代的潮流，

是构建美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好地应对老龄化问题。 

2. 文献综述 

随着传统养老观念的改变，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开始多元化转变，其他养老新型方式的出现，如社区

居家养老，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多元化，老年人选择何种养老方式引起学者的普遍关注。关于影响老年人

养老方式的选择，在学界有很多学者研究，本文主要研究探讨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上的影响

作用。根据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养老非常重要。国内外已有研究显示，家庭养育的子

女数量越多，老年人年老后从子女那里获得的经济支持随之增多，即两者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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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显然成为学界共识。郭志刚[3]提出家庭生育的子女越多，老年人年老后从子女那里获得的代际

供养也越多，选择居家养老的可能性也越大。徐勤[4]认为家庭生育的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年老后获得

的供养也越多，老人会倾向居家养老，但是他发现如若老年人生育 5 个子女，老年人年老后获得的来自

子女的供养和经济支持相比其子女数量少于 5 时要减少，这时老年人会倾向于社会养老。齐美尔(Zimmer) 
[5]提出家庭养育的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个，老年人垂老后从后代那里获得的经济支持随之增多。沃森[6]认
为如果家庭养育的后代数量过多，会影响老年人福利水平。Lam [7]认为家庭养育的后代数量越多，越容

易发生代际冲突等种种矛盾；石智雷[8]认为多子不一定代表多福，家庭养育的子女数量越多，越容易造

成相互推诿老年人无人照料等搭便车行为；夏传玲，麻凤利[9]认为家庭养育后代数量不影响老年人养老

方式的抉择；谢桂华[10]、周律[11]认为老年人不会因为子女数量多少而得到更多的帮助，独生子女也不

一定给父母提供更少的帮助。陈洁君[12]、牛楠和王娜[13]等人表示家庭养育子女的数量和农村家庭养老

资源的获取呈现显著正相关，即家庭养育的子女数量越多，农村老年人从子女那里得到的家庭养老资源

随之增多，越容易倾向于居家养老。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集中于子代数量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在养老方式选择问题上的研究多关注

子代数量对家庭代际支持功能，综合分析子代数量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较少且不够具体。因此，

本文将养老方式划分为居家养老和社会养老，通过对 2018 年 CHARLS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将年满 60 岁

及其以上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子代数量对老年人养老方式的影响，明晰“三胎”政策背后的机

理，更好地应对老龄化问题。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论文的研究数据是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18 年的数据，针对中国 45 岁以上家庭和个人的

微观数据，具有代表性。本文年满 60 岁及其以上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剔除样本存在的

缺失值及不符合要求的后，最终得到 10,044 个样本。 

3.2. 变量说明 

3.2.1. 变量的设定 
本研究从问卷调查中选取的因变量为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在 CHARLS 问卷中，即(CHARLS2018)

追访问卷中的问题 CA017_i。该变量显示的是受访者的居住类型，问卷中的题目是“您在居住地址居住

的类型是？”，问卷调查将回答“家庭住宅”归为“居家养老”一类并赋值为 0，让“养老院或其他养

老机构”、“医院”和其他归类于“社会养老”并赋值为 1，是一个二分变量。本文的自变量为子代数

量，根据调查问卷中的“包括亲生子女、继子女和养子女，一共有多少个健在的子女？”这一问题进行

设定。 
本研究从问卷调查中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教育、婚姻、健康自评状态、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等 6 个指标，变量赋值、含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Table 1. Assignment, meaning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elated variables 
表 1. 相关变量的赋值、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其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居住类型 家庭住宅 = 1，其他 = 0 0.980 0.139 

子代数量 具体数量 3.355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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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年龄 60~69 岁 = 1；70~79 岁 = 2；80 岁以上 = 3 68.781 6.649 

性别 男 = 1；女 = 0 0.490 0.499 

教育 1 = 初中及以上，0 = 初中以下 0.253 0.435 

地域 居住农村 = 0，居住城镇 = 1 0.264 0.440 

婚姻状态 有配偶 = 1，无配偶 = 0 0.794 0.403 

健康自评状态 很好、比较好、一般 = 1，比较差、非常不好 = 0 0.690 0.462 

是否参与养老保险 参与养老保险 = 1，否则 = 0 0.205 0.404 

是否参与医疗保险 参与至少一项医疗保险 = 1，无医疗保险 = 0 0.970 0.170 

3.2.2.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选取的 10,044 个样本中，以下是本文涉及的全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的表格：从表格数

据可得，在挑选的 10,044 位老年人样本中，有 98%即 9845 位老年人的养老方式是居家养老，这说明在

我国居家养老仍然是我们国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方式；从子代数量上看，平均每个老年人有 3 个子女；从

个人特征看，以低龄老年人为主，平均年龄 68.7 岁；并且老年人中女性多于男性，女性占比 50.1%，总

体上男女比例相当；在选取的样本中老年人受教育水平大部分不高，大部分为小学文化或文盲状态，只

有 25.3%老年人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这可能与当时教育读书不普及有关，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多数老

人居住在农村，居住城镇老人占比 26.4%；少部分老年人单独居住，没有配偶，有配偶老人占比 79.4%，

大部分老年人对自身健康自评较为好，自评健康状况较好占比 69.0%；从社会保障水平上看，有 97.0%
老年人参加了医疗保险，但是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较少，仅占样本量的 20.5%。 

3.3. 分析策略 

本研究采用 Stata 16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分析过程包括三个步骤。 
首先，逐步嵌入的方法先在模型中引入子女数量，得到模型 I；在模型 I 的基础上，引入本研究的控

制变量(性别、教育、婚姻、健康自评状态、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得到模型 II。 
随后，由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因此构建如下二项 Logit 模型，验证子代数量与老年人养老方式的

关系： 

( ) ( ) 0 1 1 2Logit ln 1P P P X Xβ β β ξ= − = + + +    

其中， ( )Logit P 表示受访者的选择何种养老方式的几率，X1 表示子女数量，X 为控制变量，ξ 为误差项，

β1 和 β2 为变量的回归系数。由于本文以子女数量为 1，作为自变量参照类，所以应该解释为：与子女数

量为 1 相比，其他子代数量对老年人养老方式的相对影响。 
最后，将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变量纳入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得模型 III，根据对 Probit 和 Logit 回

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4. 实证分析 

4.1. 回归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本文探究了子代数量对于老年人养老方式的影响效应。通过 Logit 模型与 Probit 模型的对比来进行稳

定性检验。将子代数量这个核心解释变量引入 Logit 模型考察，得到本研究的模型 I；将本研究的控制变

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加入 Logit 模型，得到模型 II；将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变量加入 Probit 模型，得到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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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模型 III，如下表 2 所示。 
在表 2 中核心解释变量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在两个模型中显著性保持一

样，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模型 1 考察了子代数量对老年人养老方式的影响。模型 1 结果表明，在本

研究考虑的控制变量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子代数量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较于未生

育子女的老年人，家庭中生育的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会更加倾向居家养老。这和学界大部分学者的主

流观点相一致。具体解释为：在家庭中，家庭成员在老年人老年养老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并

且家庭中养育的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从后代那里获得的代际经济支持也越大，对于老年人特别是农村

老年人来说，家庭中抚育的后代数量越多，不仅可以分担子女赡养压力，而且可以增加老年人获得的养

老资源[14]。家庭抚育的后代数量越多，老年人年老后从后代那里获得的生活照顾随之增多，需求得到满

足，老年人更容易对生活满意和感到幸福，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 
 
Table 2. The estimation result of Logit model of the number of offspring on the pension mode for the elderly 
表 2. 子代数量对老年人养老方式的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I (logit) 模型 II (logit) 模型 III (probit) 

子代数量 0.282*** (0.074) 0.207** (0.076) 0.088** (0.033) 

性别 ___ −0.677*** (0.155) −0.261*** (0.063) 

教育 ___ −0.037 (0.176) −0.024 (0.074) 

地域 ___ −1.466*** (0.161) −0.596*** (0.070) 

婚姻状态 ___ 0.419* (0.169) 0.172* (0.072) 

健康自评状态 ___ −0.200 (0.166) −0.087 (0.068) 

是否参与养老保险 ___ 1.451*** (0.228) 0.582*** (0.093) 

是否参与医疗保险 ___ 0.561 (0.353) 0.200 (0.157) 

_cons 2.987*** (0.242) 3.162*** (0.456) 1.753*** (0.201) 

N 10,044 10,044 10,044 

注：括号里为标准差；*、**、***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 0.05、0.01、0.001，下同。 

4.2. 结果分析和假设检验 

4.2.1. 子代数量影响的解释 
模型 I 考察了子代数量对老年人养老方式的影响。模型 I 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子

代数量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较 
于未生育子女的老年人，家庭抚育后代数量越多，老年人会更加偏好居家养老。这和学界学者的主

流观点相一致。为了探索家庭中抚育后代数量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作用机理，本研究对于表 2 模型

1 中子代数量的具体影响做了更加细致的划分，表 3 主要显示了具体的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

的影响关系，因为选取的样本中，剔除缺失值和数据整理之后，老年人的生育子女数量最小值为 1 个，

最大值为 4 个，表 3 中均已子女数量为 1 作为参照组进行分析。 
表 3 的数据结果显示，随着家庭养育子女的增多，老年人越容易偏好居家养老。后代数量与老年人

养老方式抉择上呈现显著正相关。在控制本研究其他所涉及的变量保持一致的条件下，当老年人养育有

2 个子女时，即子女数量为 2 时，相较于家中有 1 个子女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的概率增加 97.5%；当家

中养育有 3 个子女时，即子女数量为 3 时，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的概率上升到了最大值，相较于家中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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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1 个子女，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的概率增加到 97.7%。结果表明，当子女数量为 3 时，老年人选择家

庭养老的可能性最大，也由此可见，子女数量为 3 是拐点。 
 

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the number of offspring on the pension mode for the elderly 
表 3. 子代数量对老年人养老方式的影响 

子代数量 社会养老 居家养老 总计 

1 19 (0.0370) 494 (0.963) 513 

2 24 (0.025) 956 (0.975) 980 

3 70 (0.023) 2947 (0.977) 3017 

4 86 (0.015) 5448 (0.964) 5534 

总计 199 9845 10,044 

4.2.2. 其他变量的影响 
就控制变量而言，在选择是居家养老还是社会养老方面，老人的健康自评状态和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不是显著的影响因素。婚姻状态和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养老方式抉择上，有显著的正相关，这

说明当老年人有配偶时或已经参加养老保险，退休老年生活有保障时，老年人容易偏好居家养老，这可

能是因为很多有配偶的老年人可以相互照料，在生活中可以相互扶持，可以独立自己生活，不需要社会

过多帮助，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水平是养老保险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参加养老保险老年人有养

老金收入，因此，说明当老年人有配偶时或已经参加养老保险，退休老年生活有保障时，老年人容易偏

好居家养老；此外，地域、性别、教育对老人养老方式选择上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如果受教育程度越高、

居住在城镇的男性老年人更愿意偏好社会养老。这可能是因为，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接受过高等教育

或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对社会养老政策接受程度高，也更容易选择社会养

老；由于中国长期“女主内，男主外”思想影响，男性老年人长期外出工作，接触新思想影响更容易接

受社会养老，女性长期在家照顾子女，更加期待子女“反馈”，年老时能负担的自己照料工作，往往倾

向于居家养老。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利用二项 Logit 模型，分析验证了子女数量对老年

人养老方式选择的作用机理。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不断推进居家养老的养老方式。具体可以通过将家庭和社区结合起来，发展以家庭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的创新型的居家养老方式，让老年人在家就可以享受照料服务，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第二，

大力推进“三孩政策”政策的推广。受以前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和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很多家庭常常“上

有老，下有小”，家庭会倾向于把更多的照顾和关心投入照顾下一代中，常常会忽视对于老年人的照料，

特别是对于独身子女的老人尤其严重，因此，国家可以创新三胎政策宣传方式以及提出相关促进三胎的

政策，比如提供津贴、增加产假时间等等。第三，最后，积极引导社会自觉传承孝道。在现在社会，对

于多子女家庭来说，多子未必多福。多子女家庭的老人偏好选择机构养老，子女数量多容易产生互相推

诿等搭便车的行为。由子女之间互相推诿从而导致老年人年老时无人照料等问题需要被关注。为什么有

些老人有着很多后代，却仍然面临着“无人照料”的困境，探究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孝道的缺失。

因此，政府要引导人民遵循孝文化、传递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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