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应用数学进展, 2022, 11(1), 141-148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1020   

文章引用: 唐立梅. 家庭经济资本、信息渠道影响与我国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研究[J]. 应用数学进展, 2022, 
11(1): 141-148. DOI: 10.12677/aam.2022.111020 

 
 

家庭经济资本、信息渠道影响与我国居民商业

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研究 
——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唐立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 
 
收稿日期：2021年12月13日；录用日期：2022年1月3日；发布日期：2022年1月18日 

 
 

 
摘  要 

本文基于CGSS2017年数据，利用二元Logit模型检验了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渠道对居民商业性养老保险

的参保意愿。数据分析表明，个体人口、经济、社会特征是影响商业性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基本影响因素。

家庭经济资本变量(“家庭拥有房产数”、“家庭投资情况”)对居民参保概率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信息

渠道(“社会互动”、“互联网使用概率”)主要通过线上、线下互动渠道对我国居民商业性养老保险参

保意愿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所以我们要发展有针对性的养老产品和服务，加强保险宣传力度，完

善金融教育体系，构建信息平台，重视社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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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17, this paper uses the binary logit model to test the household eco-
nomic status and information channel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commercial endowment in-
surance. Data analysis shows that individual 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bas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commercial old-age insurance. Family economic 
capital variables (“number of houses owned by families”, “family investment”) have a positive ef-
fect on residents’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probability. Information channels (“social interaction”, 
“Internet use probabilit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mainly through online and offline interactive 
channels. Therefore, we should develop targeted pension products and services, strengthen in-
surance publicity, improve the financial education system, build an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pay 
attention to soci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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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年轻人生育意愿明显降低，我国生育率已经跌至 1.3，进入了

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同时我国老龄化现象日渐明显，相关人口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人数量可达 1.8 亿，并且持续增长。我国社会中人口老龄化比率持续增加，这种趋势也造

成了老龄人口赡养比的持续攀升。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在低生育率和高速人口老龄化的双重

因素下，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承担绝大部分养老负担，养老金收缴率有所下降，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覆

盖范围亟待拓宽，仅占到企业职工的 10%。 
在此情况下，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可以在国家养老保险发展过程中发挥补充效果。商业养老保险，

亦被视为退休金保障，这种长期人身险是一种特殊的年金保险。商业性养老保险与国家养老保险的区别

之处在于商业性养老保险是属于商业行为，不要求强制参保。商业养老保险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个人养老保险市场化、社会基本统筹养老保险税收化方面的改革需要商业养老保险的支持

与配合[1]。商业养老保险有助于健全我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补充社会保险供给不足的短板，减少

政府财政支出[2]。 

2. 研究现状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虽然出台了一些政策来鼓励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居民对

商业性养老保险了解程度有限，市场需求较低，民众参保比例不高，这也是商业养老保险无法发挥对社

会保险的补充作用的重要原因。生命周期消费理论阐明了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因人生所处阶段不同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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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其消费习惯也一直发生改变。Kunreuther 的保险决策理论指出个人通过收集有关保险的信息，从

而意识到购买保险是应对风险的有效方式。 

2.1. 我国居民商业性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受到家庭经济资本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整体收入不断攀升，资产种类更为丰富，家庭成为了商业养老保险的主要购

买者。家庭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行为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消费或投资活动，学者们认为家庭经济状况

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陈其芳(2016)认为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而家庭年收

入低的农村居民家庭更倾向于将富余的钱存进银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意愿较低[3]。 
张强、杨宜勇(2017)认为家庭资产、儿女数量、个人收入水平会显著影响居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

为，政府要重视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社保待遇[4]。郑路、徐旻霞(2021)认为我国城镇居民商业养老

保险的参保行为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居民会降低对金融信息的关注度，这种影响在不发达地区和文

化水平低的群体中更为明显[5]。高立飞、王国军(2021)认为人口流动带来的不稳定性，会提高居民购买

商业保险的意愿，这种影响还存在家庭、社会、个人方面的异质性，所以要重视对流动人口的风险意识

培训，提高流动人口的风险保障水平[6]。据此，研究提出： 
假设 1：家庭经济资本越高，我国居民越愿意购买商业性养老保险。 

2.2. 我国居民商业性养老保险参保意愿受到信息渠道的影响 

西方国家的商业养老保险普及率远高于中国，但由于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了解途径有限，因此信

息渠道的广泛使用可以帮助居民及时筛选商业保险的有效信息，影响居民的实际保险参保情况，提高居

民预防风险的意识，所以学者们认为信息渠道对居民的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具有显著影响。郭士祺、

梁平汉(2014)认为中国家庭参与股市决策的行为受到社会互动和网络平台的影响[7]。许燕(2016)认为人们

对健康险的需求受对保险认知程度的影响。随着居民对保险知识的掌握，健康养老保险产品在人们心目

中的位置有所提升[8]。杨碧云、吴熙、易行健(2019)提出互联网的使用可以增加居民购买商业保险的几

率，尤其是在不发达、低收入的地区有效降低了保险交易成本[9]。彭魏倬加(2021)指出媒体和社会互动

都会对居民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中新媒体的作用尤为显著，因此保险公司要抓住

信息化所带来的机遇，并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督力度[10]。由此推测，线上及线下的信息渠道可能有利于提

高居民参保率。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假设 2：互联网使用、社会互动两类信息渠道越畅通，我国居民更愿意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7 年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的数据，该调查

有效问卷共 12,582 份，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根据调查对象，本研究对 CGSS 数据进行筛选处理，为消

除个别极值对数据分析的影响，将“个人全年总收入高于百万数”的居民剔除，同时将问卷调查中的“不

知道”和“拒绝回答”选项设定为缺失值，最终本文包含的样本量为 12,576 个，其中购买商业性养老保

险的人数为 950 人，占比 7.7%。 

3.2. 变量设定 

3.2.1. 因变量 
本研究将“您是否参加商业性养老保险”作为因变量，对我国居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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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原问卷设定了“参加了”、“没有参加”、“不适用”、“不知道”、“拒绝回答”五类选项，研

究将后三类选项观测值设置为缺失值，将“参与”赋值为 1，“不参与”赋值为 0。 

3.2.2. 自变量 
结合相关学者研究和参考有关文献后，本研究将 CGSS (2017)数据库中影响我国居民商业性养老保险

参保意愿的因素分为控制变量和自变量，自变量分为家庭经济资本、信息渠道两个维度。 
1) 家庭经济资本维度 
家庭经济资本高低与居民商业保险购买力有着密切联系，影响着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所

以本研究选取的自变量分别为家庭拥有房产数、家庭投资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总收入。家庭拥有

房产数变量来源于受访者对“你家现拥有几处房产”问题的回答，作为数值型连续变量，该变量的数值

越高，意味着家庭房产越多。家庭投资情况变量来源于受访者对问题“您家目前是否从事下列投资活动”

问题的回复，本研究将“没有任何投资活动”设定为“未参与投资活动”，赋值为 0，将各类投资活动

选项合并为“参与投资活动”，赋值为 1，并对问题中的缺失值加以处理。家庭经济状况变量来自受访

者对问卷中家庭经济状况问题的回答，将选项分别进行赋值(“远低于平均水平”为 1、“低于平均水平”

为 2、“平均水平”为 3、“高于平均水平”为 4、“远高于平均水平”为 5)，将其他观测值作为缺失值

处理。 
2) 信息渠道维度 
本研究选取社会互动情况和互联网使用情况作为自变量。社会互动情况变量来自受访者对问卷中在

过去一年中空闲时间社交状况的回答，本研究将观测值分别进行赋值(“从不” = 1、“很少” = 2、“有

时” = 3、“经常” = 4、“非常频繁” = 5)，将“不知道”和“拒绝回答”选项视为缺失值并加以处

理。互联网使用情况变量来自于受访者对问卷问题“过去一年，您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是”的回答，本

研究将选项分别进行赋值(“从不” = 1、“很少” = 2、“有时” = 3、“经常” = 4、“非常频繁” = 
5)，将其余选项视为缺失值。 

3.2.3. 控制变量 
参考知名学者的现有研究，本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全年总收入、个人社会阶层、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情况作为控制变量。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赋值情况见表 1 所示。 

3.3. 统计特征 

本研究对样本筛选并进行变量赋值后，有 12,576 个有效样本。本文应用 Stata16.0 软件对相关变量进

行描述性分析，其中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居民 950 人，仅占有效样本的 7.7%；未参加商业性养老保险人

的居民，占比达 92.3%，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赋值情况见表 1。 

4. 实证分析 

4.1. 实证结果 

运用 Stata16.0 软件对选取数据进行分析，以“是否参与商业性养老保险”作为因变量，以家庭经济

资本、信息渠道作为自变量，将个体人口、社会、经济、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对变量进行二元 Logit 回归

模型分析，根据研究目的，共建有 4 个模型。模型 1 作为基准模型仅体现控制变量的影响，模型 2 分析

家庭经济资本变量对商业性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模型 3 反映信息渠道变量对商业性养老保险参保

行为的影响，模型 4 体现的是所有变量(包括家庭经济资本变量、信息渠道变量和控制变量)对商业性养老

保险参保行为共同影响的结果。模型 1、模型 2、模型 3、模型 4 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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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assignment description of relevant variables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赋值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说明 

因变量 居民参保行为 是否参与商业性养老保险 “未参加” = 0；“参加” = 1 

控制变量 

个体人口特征 
性别 “男” = 1；“女” = 0 

年龄 数值型连续变量 

个体社会特征 
最高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1；“初高中” = 2； 

“中专技校” = 3；“大学专科及以上” = 4 

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情况 “未参加” = 0；“参加” = 1 

个体经济特征 
个人全年总收入(对数) 数值型连续变量 

个人社会阶层 1~10，数值越高，个人社会阶层越高 

自变量 

家庭经济资本变量 

家庭拥有房产数 数值型连续变量 

家庭是否参与投资活动 “未参加” = 0；“参加” = 1 

家庭经济状况 
“远低于平均水平” = 1；“低于平均水平” = 2；

“平均水平” = 3；“高于平均水平” = 4； 
“远高于平均水平” = 5 

信息渠道变量 
社会交往互动频率 “从不” = 1；“很少” = 2；“有时” = 3； 

“经常” = 4；“非常频繁” = 5 

互联网使用频率 “从不” = 1；“很少” = 2；“有时” = 3； 
“经常” = 4；“非常频繁” = 5 

 
Table 2. Binary Logit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mily economic status, information channels and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
an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表 2. 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渠道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二元 Logit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性别 0.7932769** 0.8130315** 0.8024072** 0.8201105* 

年龄 0.9920816** 0.9907743** 1.000832 0.9984548 

最高教育程度 1.34843*** 1.264572*** 1.277141*** 1.215135*** 

个人全年总收入(对数) 1.667599*** 1.529101*** 1.590798*** 1.476179*** 

个人社会阶层 1.119301*** 1.082336** 1.107311*** 1.074939* 

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1.359115* 1.440095* 1.420189* 1.492069** 

家庭拥有房产数(单位：处)  1.154306**  1.147503** 

家庭是否参与投资活动  0.5159915***  0.550416*** 

家庭经济状况  1.06111  1.049934 

社会互动(社交/串门)   1.19794*** 1.184426*** 

互联网使用状况   1.196449*** 1.16867*** 

LR chi2 620.07 665.62 670.36 704.60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N 12,576 12,576 12,576 12,576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 p < 0.001、p < 0.01、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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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 回归结果显示，个体人口特征(性别、年龄)、个体社会特征(最高教育程度、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情况)、个体经济特征(个人全年总收入、个人社会阶层)这三个方面的控制变量中，部分控制变量可预

测我国居民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1) 人口特征中，性别越倾向于男性，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概

率就会下降 20.67%。年龄每增长一个单位，居民购入商业养老保险的概率将降低 0.79%。2) 个体社会特

征中，最高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居民购入商业养老保险几率会提升 34.84%。越倾向于购买基本医

疗保险的居民，其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会提升 35.91%。3) 从个体经济特征方面来看，个人全年总收

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购买商业性养老保险的几率将增加 66.76%。社会阶层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购

买商业性养老保险的几率将提高 11.93%。总的来看，居民个人的经济实力是决定其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意

愿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同时，还需要考虑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情况。 
模型 2 回归结果显示，家庭经济资本变量对我国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优越

的家庭经济资本可以增加居民额商业养老保险参保意愿。 
具体来说，家庭占有房产数每多一个单位，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几率将增加 15.43%。家庭投

资方面，乐于进行投资活动的家庭与不愿投资的家庭相比，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概率将降低 48.4%。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经济状况变量对我国居民的商业性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影响不显著，与大多数学者的

研究有所出入[11]。可能是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变量无法避免受访者主观判断的影响，致使其与家庭实际经

济水平存在差异。 
模型 3 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互动变量对我国居民商业性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即社会互

动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概率将增加 19.8%。互联网使用频率变量对我国居民商

业性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互联网使用频率每提升一个单位，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

保险的概率将增加 19.64%。 
 

Table 3. Probit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mily economic status, information channels and commercial endowment in-
suran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表 3. 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渠道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性别 −0.1135** (0.0397) −0.0969* (0.0403) −0.1017* (0.0399) −0.0879* (0.0404) 

年龄 −0.0037** (0.0012) −0.0044*** (0.0012) 0.0006 (0.0014) −0.0008 (0.0015) 

最高教育程度 0.1587*** (0.0204) 0.1242*** (0.0214) 0.1331*** (0.0216) 0.1055*** (0.0225) 

个人全年总收入(对数) 0.2514*** (0.0223) 0.2079*** (0.0223) 0.2272*** (0.0228) 0.1903*** (0.0228) 

个人社会阶层 0.0556*** (0.0128) 0.0366* (0.0143) 0.0502*** (0.0130) 0.0331* (0.0143) 

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0.1625* (0.0768) 0.1947* (0.0777) 0.1841* (0.0774) 0.2117** (0.0781) 

家庭拥有房产数(单位：处)  0.0826** (0.0246)  0.0804** (0.0247) 

家庭是否参与投资活动  −0.3753*** (0.0535)  −0.3443*** (0.0537) 

家庭经济状况  0.0375 (0.0330)  0.0320 (0.0332) 

社会互动(社交/串门)   0.0893*** (0.0192) 0.0836*** (0.0195) 

互联网使用状况   0.0834*** (0.0173) 0.0710*** (0.0177) 

Pseudo R2 0.1109 0.1222 0.1193 0.1288 

N 12,576 12,576 12,576 1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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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4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变量、家庭经济资本变量和信息渠道变量的共同影响下，控制变量仍

然具有显著性，这与模型一的结果基本相同，但是年龄出现了不显著的情况。家庭经济资本变量(家庭拥

有房产数、家庭投资情况)也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影响，与模型二的结果一致；而信息渠道变量(社会

互动、互联网使用频率)也具有显著影响，与模型三基本一致。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 Logit 模型的稳健性，选用另一种回归模型——Probit 模型对相同的变量进行分析，通过两

种模型回归结果的一致性来检验稳健性。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通过更换回归模型，家庭经济资本变量与信息渠道变量的回归结果

与表 2 具有一致性，且边际效应的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均相同，这表明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本文通过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对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

参保行为受家庭经济资本、信息渠道的影响。1) 家庭经济资本变量(家庭投资情况、房产情况)可以促进

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经济资本变量要比控制变量对参保行为的影响更显著，所

以家庭经济资本变量是影响居民参保意愿的重要经济条件。2) 信息渠道变量(社会互动、互联网使用状况)
可以促进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乐于社交的居民，会通过社会互动产生“跟进”心理，提高其参与商

业养老保险的意愿。3) 控制变量方面，年龄、性别、个人经济特征、个体社会特征对我国居民商业医疗

保险参保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5.2. 对策建议 

1) 发展有针对性的养老产品和服务 
人们购买养老保险产品的意愿会受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个人收入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要丰

富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层次，对现有保险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扩大商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积。保险公司

要利用自身的精算能力和深厚资源对不同家庭结构和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养老需求进行分析[12]。推出符

合居民实际购买力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对经济困难家庭给予一定补贴，提高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意

愿，要适当引导居民对新型险种的尝试，从点到面逐步推广[13]。此外，要重视保险专业人才的培训，加

强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 
2) 加强保险宣传力度，完善金融教育体系 
由于人们尚未意识到商业性养老保险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较少。因

此保险公司推广养老保险产品的时候，要尽可能详尽地介绍保险条款、规则，提供专业咨询服务，进行

养老知识普及。 
政府要完善和修改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明晰政府、金融机构、社会组织所应

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相关监管机构要强化保险资金投资的政策约束。此外，在农村地区要加强对商业养

老保险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进一步拓展农村保险市场[14]。深入了解家庭实际养老需

求，树立家庭保障意识，增加城乡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同度，缩小城乡金融发展差异。 
3) 构建信息平台，重视社会互动 
在大数据时代，商业养老保险的风险测算要以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为基础，若可通过相关信息平台查

询养老保障等信息，提升居民的保险体验效应和购买意愿。同时政府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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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要重视居民交往过程中社会互动的信息传递功能，正确利用居民的主观效应，结合线下的保险代理人

模式，积极开展市场调研，实现多元化养老保险产品供给，完善消费者的保险产品体验效应，积极探索

与消费者沟通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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