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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literatures were retrieved and integrated, and finally some factors which can affect resi-
dential satisfaction of the aging people were obtained. They were internal environment, exter-
nal environment, accessibility of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and pollution. Besides, modernization 
would also influence the dwelling satisfaction but not much. And the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plays the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s of dwelling conditions on older perso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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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点分析了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环境影响因素。通过整理整合已有的老人居住满意度研究，结果发现

可以将居住满意度的因素分为：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基础设施便利程度和污染问题。同时现代化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老人居住满意度，但是影响较低。且居住满意度将作为环境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中介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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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之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老年(60 岁以上)人口数量

的增长速度在不断提高。据联合国调查统计，2050 年世界人口将会到达 90~100 亿，其中 60 岁以上的老

年人口数量将达到 20 亿，65 岁以上的人口也将达 15 亿，很快就会超过 5 岁以下儿童的人数。 
居住满意度一直是环境心理学重要的研究方向，它是一种用来评估感知到的生活质量的指标

(Amérigo & Aragonés, 1997)。许多学者认为居住满意度与住宅的内部环境(房子本身)、外部环境(社区条

件或周边条件)、邻里关系(社会关系)、安全问题、便利性、基础设施和健康问题(污染)等都密切相关(Siu 
& Wong, 2001; Loo, 2000; Rioux & Werner, 2011)。另外，居住满意度作为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居

住满意度高的人，往往生活满意度也相对较高。但针对老年人的居住满意度和基于居住满意度的生活满

意度研究却相对较少，而且相关文章也往往因为分析因素较多(包括住房产权、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

独居或与子女共居等)，对环境因素关注不够。本文将结合全球城市化的大趋势，分析整理已有的研究结

果，单独对环境层面的因素进行相对系统的文献综述。 

2. 老人居住满意度的环境影响因素 

老人居住满意度受自身人格特点、认知风格、社会关系(邻里关系)和环境的共同作用(Amérigo & 
Aragonés, 1997)。在不同文献中，老人居住满意度的环境影响因素说法各异，但主要内容基本不变。作者

排除人格、社会和治安等因素，大体总结四个环境影响因素如下。 

2.1. 内部环境 

室内光线、走廊光线、拥挤程度、温度、通风、安全设施、楼梯、楼层管理等室内条件会影响老人

的居住满意度(Siu & Wong, 2001; Loo, 2000)。一项针对西班牙中老年人的研究发现，居住满意度与内部

环境(如舒适度、大小、采光、隔热性能)有关(Rojo-Perez et al., 2001)，国内的研究也同样证明了住房面积

大小、煤气和暖气等设备会影响老人的满意度(周俊山，尹银，2013)。另外一项针对香港 65 岁老年人的

研究表明，内部条件的影响程度高于外部条件(Phillips, Siu, Yeh, & Cheng, 2005)。内部条件的重要性如此

之大，可能与老人活动能力和活动意愿低相关。他们的基本生活区域都在住宅内和住宅附近，因此更加

重视内部环境。研究结果表明，要提高老年人的居住满意度，必须优先改善住宅内部问题。 

2.2. 外部环境 

一项针对西班牙 316 名 50 岁老人的研究发现，老人的居住满意度不仅考虑室内环境，还考虑外部环

境，如对公共空间、休息区、绿地和人行道等的外部环境评价也是老人居住满意度的预测指标

(Fernández-Portero, Alarcón, & Padura, 2017)。已有大量的文献综述认为，邻里环境的外观外貌是老年人对

环境和总体满意度评价的重要基础(Kahana, Lovegreen, Kahana, & Kahana, 2003)。一项针对马德里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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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65~85 岁)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个观点：老年人关注自己住宅的外部环境，如街道状况、停车场拥挤程度

(Rojo-Perez et al, 2001)。 
外部环境是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人口增长和汽车增加带来了拥挤问题，

绿植和公园等美化环境的成分在也似乎有减无增，严重影响了老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外部环境恶化对

老人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未引起大部分人的重视，改善外部环境任重而道远。 

2.3. 基础设施便捷程度 

研究表明，老年人的住房选择与当地设施的便利程度呈显著相关作用(Hunt, Merrill, & Gilker, 1994)。
距离是老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影响对商店、服务和社交设施的可达性(Sýkorová, 2008)，安全、可

支付和运转高效的交通条件(包括步行和交通工具)对于老人来说十分重要。在一项对中国 6 个社区老人的

调查中发现，社区的服务优度和服务可及度这两个因子，能一定程度上预测城市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满意

度(颜秉秋，高晓路，2013)。 
总之，基础设施的位置、距离基础设施的距离、交通流畅和安全度等，都会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满意度。

已有研究认为这是因为老年人的流动能力受限，但也还可能是因为老人的生活圈较小。因此几个基础设施

(如商场、菜市场、药店)自然成了较为重要的目的地，它们的基础设施的便捷程度才受到了老人的重视。 

2.4. 污染问题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居住满意度，除了与住宅的内外环境有关，还与当地的健康问题密切相关。一

项对香港 65 岁老年人口的研究结果显示，外部污染问题会影响老人的居住满意度(Phillips, Siu, Yeh, & 
Cheng, 2005)。另一项研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 年)以及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空气质量指数 2013
年历史数据，运行有序离散选择模型，结果发现空气质量对老年人的影响显著，对城市的低收入老年人

的影响尤为显著(笪舒扬，2016)。近年来光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不断肆虐威胁着

人类身心健康，减轻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工作迫在眉睫。 

3. 城市化进程对老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 

3.1. 城市化带来的影响——以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为例 

城市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中心聚集地，伴随着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历史上第一次生活在城市的人比

农村地区多。而且到 2050 年，全球城市人口的比例预计超过 66%，将高于 1950 年的 30%。目前最受影

响的国家可能是二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不得不试图建立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

甚至有的寻找生存的新方式，重新变回资本主义国家。中欧和东欧地区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在 1990 年开始，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营利性公司的入侵，大幅改变了当地的居住环境、自然景观和基础设施服务功能

(Enyedi, 1998; Ouředníček & Temelová, 2009; Ruoppila & Kährik, 2003; Temelová, Novák, Ouředníček, & 
Puldová, 2011)。城市化带来了多元服务、更短的交通距离和更好的人行道(Föbker & Grotz, 2006; Patterson 
& Chapman, 2004)，但也带来了生活成本高、犯罪频发、交通繁忙和社会交往弱化(Fokkema, Gierveld, & 
Nijkamp, 1996)。 

一项根据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社会支持和住房本身四维度，对布拉格两个城市 225 名老人的居住

满意度的研究发现，老人对当地的设施(最重要是药店和食品店)和住宅的内部环境较为满意；然而对偶尔

的公共空间拥挤程度表示困扰，尤其当游客增加时(Temelová & Dvořáková, 2012)。综合而言，作为战后

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捷克首都布拉格，老人对快速变化的居住环境的满意度较高，未明显恶化

(Temelová & Dvořáková,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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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中国同样是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面临着如何合理城市化这一重大难题。

国内的研究显示，老人主要对居住环境拥挤和污染问题严重表示不悦，对城市化的其他方面并没有太大

的抱怨。结合布拉格和中国的研究结果，中国政府最应致力于降低房价，开发更多土地以供住房和公共

空间使用，以减少拥挤问题；同时也需要努力减弱环境污染，如北京的雾霾现象。这才是提高老人的居

住满意度最佳方式。 

3.3. 深圳老人居民满意度 

改革开放使深圳在 40 年间从渔村发展为大都市，城市化的进程速度之快、程度之巨远远超过大多数

城市。一项利用“老年人生活质量调查表”的研究发现，深圳宝安区 1055 名老人中 89.1%的居住条件良

好(徐涛，2003)，但对于心理因素——居住满意度探讨较少。另一项研究表明，截至 2010 年，深圳既有

居民对室内环境、室外环境、公共配套、交通出现和物业管理五个维度的满意度都较均衡，平均分在 60~70
之间，其中最不满意的是室外环境，不满意比例达 18.66% (郭永聪，郑剑娇，刘刚，王佳亮，周青峰，

2014)，不过该研究并未对老人这一特殊群体进一步调查。 

4. 老人居住满意度能预测生活满意度 

一项针对西班牙 316 名 50 岁老人的研究显示，内部环境(室内照明、温度、通风、电梯等)和广义的

外部环境(包括外界环境、基础设施和污染问题)的都会影响居住满意度，而居住满意度将作为中介变量最

终影响生活满意度(Fernández-Portero, Alarcón, & Padura, 2017) (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iv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dwelling condi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图 1. 居住满意度在居住环境与生活满意度之间作用的中介作用 
 

预期也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旦老人感觉居住环境与预期不同，居住满意度将会降低，生活满

意度将严重受损(Fernández-Portero, Alarcón, & Padura, 2017)，对中国香港的老人的研究也证明了预期的作用

(Phillips, Siu, Yeh, & Cheng, 2005)。因此提高居住环境质量、适当降低预期或许是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方法。 

5. 总结与展望 

老人的居住满意度受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基础设施便利程度和污染问题的影响。城市化进程在其

中也扮演着一定作用，主要通过影响拥挤和污染程度给居住满意度带来影响。不过从研究结果来看，老

人并未过多对城市化表示困扰。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近几年来空巢老人、归巢老人、迁居不适等问题成为了中国的热点话

题之一，于情于理都必须要关心重视这一群体。高的生活满意度能促进老人的身心健康和减轻子女对老

人的担忧，政府需要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改善环境，比如增加住房面积、减少环境污染和提高基础

设施的便利性，从而提高老年人的居住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营造一个对老年群体更有保障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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