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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OLS和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实证分析基本养老

保险对提高老年人幸福感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把老年人自我评估的健康水平纳入分析框架，运用中介
效应模型检验基本养老保险如何通过健康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研究结果表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能够

改善老年人的幸福感，健康状况对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的老龄群体幸福感有正向的中介效应。基于此，我

国应进一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层次，更好地为老年人谋幸福。同时，应通过养老服务丰富老年

人的娱乐生活，确保老龄群体的身心健康，切实考虑其主观感受，增强其感受幸福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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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18, this paper uses OLS and Ordered 
Logit regression method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effect of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on improving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On this basis, the health level of self-assessment of the elderly is in-
cluded i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is used to test how the basic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8524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8524
http://www.hanspub.org


于秀青 
 

 

DOI: 10.12677/aam.2022.118524 5001 应用数学进展 
 

pension insurance affects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through heal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tici-
pation in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can improve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and health status has a 
positive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participating in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Based on this, China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national pooling level of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and better seek happiness for the elderl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enrich the enter-
tainment life of the elderly through pension services, ensur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effectively consider their subjective feelings, and enhance their level of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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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在改善与提高退休老年人生活水平和质量中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21 年底，我

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占 14.12 亿总人口的 18.9%，老龄人口数量高达 2.64 亿[1]。老年人在我国人口

结构中占比越来越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关注并提高社会中老年人幸福感具有

影响深远的意义。这不仅体现了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作用，而且实践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和使命。研究基本养老保险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幸福感，使其老有所“幸”，

也有利于促进每个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幸福。 
幸福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它基于自身对生活的满足程度引发的一系列快乐或满意的情绪。经常

萦绕在耳边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等词汇，简单概括了老年群体所谓的幸福感。关注并研究基本养老保

险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具有影响深远的意义。它不仅能体现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生活的保障作用，而

且实践了中国共产党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不仅开拓了提升老年人幸福感途径，使其老有所

“幸”，也有利于促进每个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幸福。 
常言道，身体健康是一切的前提。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关乎到是否能够幸福地生活，健康水平一定程

度上也体现出我国养老保险对健康是否有影响。健康是老年人参加养老保险和提高其幸福感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因此，关注老年人的健康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老年人的幸福感与健康、基本养老保险的关系。 
本文运用 CGSS2018 的数据，对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能否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同时考虑

到健康在两者中的中介作用。通过提出研究假设，构建研究模型，运用回归模型对数据的结果做定量分

析，并得出结论和启示，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学术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意义。 

2. 文献回顾与假设研究 

2.1. 基本养老保险与老年人幸福感 

国内外学者对幸福感的研究走过了三四十年的历程，最早起源于 Easterlin (1974) [2]的研究，他指出

影响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诸多的，小到个人收入，大到社会的外部环境都会对个人的幸福感产生正向

或负向的影响。今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于幸福感与养老保障间的关系。周海珍等(2021) [3]运用倾向得分

匹配法研究，发现商业养老保险对于正在领取养老金居民的幸福感正向促进作用大于处于缴费阶段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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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蒲晓红等(2020) [4]基于 CGSS2015 调查数据发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可以明显改善中低收入居民的

幸福水平，但对高收入居民影响不大。邓大松等(2019) [5]采用 CHFS 数据分析发现，养老保险对中国农

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假设 1：参与基本养老保险能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 

2.2. 健康在基本养老保险与老年人幸福感的中介效应 

学者对于基本养老保险与健康的关系研究也逐渐增多。吴玉峰等(2022) [6]利用 CHARLS 2008~2018
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改善了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陈美等

(2021) [7]基于 CLHLS2018 数据分析发现，社会养老保险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保护作用。李琴等(2021) 
[8]基于三年的 CHARLS 数据定量研究，发现较高待遇水平的养老保险能抑制丧偶对老年健康造成的不利

影响。Filho I (2008) [9]的研究表明，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提高老人们的收入并改善其生活质量，

降低“因老返贫”的发生率，改善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 
假设 2：参与基本养老保险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刘念等(2022) [10]基于 CFPS 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健康能促进基本医疗保险带来的幸福感的提高。

倪超军(2020) [11]认为基本养老保险给退休后的生活提供保障作用，有利于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从而提

升增强居民的幸福感知。何辉(2019) [12]从健康中国战略背景的角度出发，实证结果发现，居民的自评健

康在基本养老保险和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 
假设 3：健康在参与基本养老保险与提高老年人幸福感方面起着中介作用，即参加养老保险会改善

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然后通过健康来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图 1. 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上述 3 个研究假设，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不仅

能够直接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而且参保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通过健康来间接提升老年人的幸

福感。 

3. 数据、变量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 201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调查数据。CGSS 是我国最早的覆盖面广、综合性

强的学术追踪调查项目。CGSS 的调查数据和相关资料向全社会公开，各学者可根据研究需要下载，作

为研究中国基本情况的数据库之一，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使用 Stata 14 软件，选取的研究对象为 60 周岁

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在剔除了不知道、不适用等缺失数据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数量为 3786 个。 

3.2. 变量选择与说明 

被解释变量：幸福感。采用主观指标来衡量，其体现了老年人对当前生活的自我评价和主观感受。

CGSS2018 问卷中通过“您觉着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来询问被访者，以 1~5 为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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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越大表示幸福感越高。 
核心解释变量：养老保险。本文采用 CGSS2018 问卷中通过“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农村基本养老

保险”来衡量被访者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的情况，将其设置成 0~1 二元虚拟变量。 
中介变量：健康采用自我健康评价值来衡量老年人的健康指标，其中自评健康采用连续变量的形式

表示。CGSS2018 问卷中通过“您觉着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询问被访者，以 1~5 为老年人自评身体

健康打分，值越低代表其健康状况越差。 
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地区、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等。各变量的

选取与说明见表 1 所示。 
 
Table 1. Selection and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变量 变量说明 

因变量 幸福感 当前主观幸福感 1~5 (非常不幸福–非常幸福)。 

核心自变量 参加养老保险 参加 = 1，未参加 = 0。 

中介变量 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状况 1~5 (很不健康–很健康)。 

控制变量 年龄 调查时样本个体的年龄。 

 性别 男性 = 1，女性 = 0。 

 地区 样本所住地区 1~4，其中东部地区 = 1，中部地区 = 2，西部地区 = 3，东

北地区 = 4。 

 户口 农村户口 = 0，非农村户口 = 1。 

 婚姻状况 有配偶 = 1，无配偶 = 0。 

 受教育程度 最高受教育程度 1~5，其中文盲 = 1，小学 = 2，初中 = 3，高中 = 4，大学

及以上 = 5。 

 个人年收入 取收入的对数。 

资料来源：利用 Stata14 软件对 2018 年 CGSS 数据整理计算所得。下表同。 

3.3. 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设 1，本文运用 OLS 和 Ordered Logit 模型检验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构建模型

(1)，设置如下： 

0 1 2happiness insurancei i i iXβ β β ε= + + +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happinessi 表示第 i 个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核心自变量 insurancei 表示第 i 个老年人是

否参加养老保险， iX 为其他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 0β 为常数项， 1 2,β β 为待估参数， iε 为误差项。 
为验证假设 2、3，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004) [13]的做法检验健康在参与养老保险与老年人幸福感之

间的中间效应，构建模型(2) (3) (4)，设置如下： 

0 1 2happiness insurancei i i iXγ γ γ ε= + + +                         (2) 

0 1 2health insurancei i i iXω ω ω δ= + + +                          (3) 

0 1 2happiness healthi i i iXϕ ϕ ϕ µ= + + +                          (4) 

其中，中介变量 healthi 表示第 i 个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0 0 0, ,γ ω ϕ 为常数项， 1 1 22 2 1, ,, , ,γ γ ω ω ϕ ϕ 为待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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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ε δ µ 为随机误差项。模型(2)中的系数 1γ 表示自变量 insurancei 对因变量 happinessi 的总效应；模型(3)
中的系数 1ω 表示自变量 insurancei 对中介变量 healthi 的效应。本文中介效应的效果值用中介效应与总效应

比值表示： 1 1 1ωϕ γ ， 1 1 1ωϕ γ 为中介效应的系数乘积。 

4. 实证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样本中，老年人的平均年龄为69.5 (标准差为7.38)，年龄范围从60岁到104岁。男性占比为50.55%
略高于女性占比的 49.45%。从地区分布上来看，东部地区占比为 46.01%，中部地区占比为 21.18%，西部地

区占比为 21.08%，东北地区占比为 11.73%。从户口类型上来看，农村户口占比为 45.51%，非农村户口占比

为 54.49%。此外，有配偶的占比为 71.26%，丧偶、离异等无配偶的占比为 28.74%。在最高受教育水平方面，

最低水平文盲的占比 22.87%，占比最多为 28.68%是小学文凭，初中文凭和高中文凭的占比分别为 24.14%和

16.27%，占比最少仅为 8.03%是大学及以上学历。个人年收入的对数平均值为 9.45 (标准差为 1.45)，范围从

4.16~15.42。老年群体的平均幸福感为 3.98 (标准差为 0.82)，表明老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其中 87.14%
老人们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仅有 18.86%没有参加该保险。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平均值为 3.15 (标准差为 1.05)，
表明老人们的健康水平处于“一般”状态。对老年人幸福感和养老保险参与情况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相较于

未参加的老年人，参加的老年人幸福感更倾向于高水平的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具体情况见表 2 所示。 
 
Table 2. Variab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百分比(%) 范围 

老年人幸福感 3.98 0.82  1~5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0.87 0.33  0~1 

参加   87.14  

未参加   12.86  

健康状况 3.15 1.05  1~5 

年龄 69.50 7.38  60~104 

性别 0.51 0.50  0~1 

男   50.55  

女   49.45  

地区 1.99 1.07  1~4 

东部地区   46.01  

中部地区   21.18  

西部地区   21.08  

东北地区   11.73  

户口类型 0.54 0.50  0~1 

农村户口   45.51  

非农村户口   54.49  

婚姻状况 0.71 0.45  0~1 

有配偶   71.26  

无配偶   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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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受教育程度 2.58 1.23  1~5 

文盲   22.87  

小学   28.68  

初中   24.14  

高中   16.27  

大学及以上   8.03  

个人年收入 9.45 1.45  4.61~15.42 

4.2. 相关性分析 

对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参加养老保险与老年人幸福感之间在 1% (B = 
0.2348)水平上显著有正相关，即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幸福感更高。参加养老保险与健康之间在 1% (B 
= 0.0304)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即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龄群体多是参加养老保险的。同样健康与老年

人幸福感之间也在 1% (B = 0.0662)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即老人们身体越健康幸福感获得也越高。具

体见表 3 所示。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of main variables 
表 3.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 

变量名称 老年人幸福感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健康状况 

老年人幸福感 1.0000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0.2348*** 1.0000  

健康状况 0.0662*** 0.0304*** 1.0000 

注：***、**、*分别表示 P < 0.01，P < 0.05，P < 0.1。 

4.3. 基准回归分析 

表 4 是全样本基准回归分析的结果，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分别运用了最小二乘法(OLS)和
Ordered Logit 模型两种方法进行回归。模型(1)~(4)的估计结果表明，老年人参加养老保险对获取幸福感

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首先，模型(1)表示在不添加控制变量时参加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回归结果。

估计结果表明，参加养老保险在 1%显著水平上能提高老人们幸福感，与假设 1 相符。其次，模型(2)在
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参加养老保险依然能显著提高老年人幸福感。参保的老年

人，多了一笔定期、稳定养老金收入，降低了老人们由于没有直接经济来源带来的金钱压力，基本的日

常花销获得保障，生活质量得到提高，故其幸福感逐步提高。 
控制变量方面，年龄与老年人幸福感成正相关，年龄越大幸福感越强，与“老来得福方为福”的传

统观念相符。与女性相比，男性老年人幸福感较底。男性一般承受者家庭的主要负担，是一家之主，操

行担忧的事情比女性多，所以其获得幸福比女性少。没有配偶的老年人，比有配偶的老年人幸福感低。

有配偶的老人们可以和伴侣分担、共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但无配偶的老年群体只能独自承担痛苦，故

其幸福感低于有配偶的老年人。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对幸福感有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感知幸

福的能力越强，可以从精神等方面得到满足，进而越幸福。个人的年收入越高，老年人的幸福感越强。

个人的收入越高，可以轻松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开支，在各方面自我满足的能力较高，因此其幸福感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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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此外，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所处的地区和户口类型因素对其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故老年人幸福

感的高低不受地区和户口类型影响。 
模型(4)所选取的控制变量与模型(2)相同，采用有序 Logit 方法再次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 OLS 和

Ordered Logit 两种方法得出的回归结果方向相同、数值大小相似，表明模型设定具有稳健性，结果可靠。

综上所述，参加养老保险能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假设 1 得到验证。 
 
Table 4. Influ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pension insurance on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表 4. 参加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OLS OLS Ordered Logit Ordered Logit 

参加养老保险 0.1617*** (0.0396) 0.1186*** (0.0399) 0.3463*** (0.0962) 0.2584*** (0.0982) 

年龄  0.0110*** (0.0019)  0.0265*** (0.0046) 

性别  −0.0757*** (0.0275)  −0.2032*** (0.0670) 

地区  −0.0099 (0.0132)  −0.0171 (0.0321) 

户口  −0.0547 (0.0399)  −0.0829 (0.0974) 

婚姻状况  0.0962*** (0.0310)  0.2287*** (0.0757) 

受教育程度  0.0258*** (0.0135)  0.0419*** (0.0330) 

个人年收入  0.0711*** (0.0139)  0.1601*** (0.0341) 

常数项 3.8419*** (0.3700) 2.3969*** (0.1913)   

切点 1   −4.2446 (0.1783) −0.9209 (0.4879) 

切点 2   −2.3356 (0.1042) 0.9959 (0.4668) 

切点 3   −1.2343 (0.0926) 2.1093 (0.4656) 

切点 4   1.4701 (0.0938) 4.8678 (0.4726) 

Prseudo R2/R2 0.0044 0.0310 0.0015 0.0127 

注：***、**、*分别表示变量通过 1%、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报告的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4.4. 健康中介效应的检验分析 

表 5 中的模型(1)~(3)报告了参加养老保险通过健康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机制验证。模型(2)的结果显

示，参加养老保险助力于提升老年人自身的健康状况，这与假设 2 相符。依次检验法是间接检验中介效

应的方法，通过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发现，中介变量健康状况对自变量回归、因变量老年人幸福

对中介变量和自变量回归，故健康在参加养老保险对提高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这与假

设 3 相符。人们随着年纪的变老，身体健康状况与日俱“衰”，免不了有一些高血压、高血糖等基础病，

甚至是比较严重肿瘤、癌症等其他方面的疾病。身患疾病的老年群体，不仅要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还要

担忧治疗费、医药费、能否康复等方面的问题，在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进而幸福感较低。而身体

健康的老人们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故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越好，其幸福感就越强。此外，健康的中介效应

结果显示，健康在参加养老保险对提高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效果值为 4.83%。综上所述，假设 2、3 得到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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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est of health intermediary effect 
表 5. 健康中介效应的检验 

自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老年人幸福感 健康状况 老年人幸福感 

参加养老保险 0.2584*** (0.0982) 0.1466*** (0.0881) 0.2639*** (0.0983) 

健康状况   0.4466*** (0.032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切点 1 −0.9209 (0.4879) −2.9412 (0.4382) 0.5745 (0.5021) 

切点 2 0.9959 (0.4668) −0.9319 (0.4342) 2.5125 (0.4822) 

切点 3 2.1093 (0.4656) 0.3424 (0.4339) 3.6548 (0.4819) 

切点 4 4.8678 (0.4726) 2.4847 (0.4365) 6.5248 (0.4919) 

Prob > chi2 0.0000 0.000 0.0000 

Prseudo R2 0.0127 0.0183 0.0356 

5. 结论与相关讨论 

本文基于 CGSS2018 年的数据，运用 OLS 和有序 Logit 回归方法探讨了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幸福

感的影响，同时引入中介变量：健康状况，进一步检验健康在养老保险与老年人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

具体结论如下。第一，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对于老年群体来说，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不仅能够为退休后的生活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而且能增强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老人们的幸福感也随之增加[14]。第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健康有积极的显著影响。养老保险在保障老

年人的基本生活的同时，减轻了他们心理压力，有利于改善对自我的健康评估。充分证明了健康对于提

升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性[15]。第三，健康在养老保险与提高老年人幸福感影响中发挥着重要中介作用。

基本养老保险的参加对老人们的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良好的自评健康对提高老年人幸福感具有

显著影响[16]。身体健康是老龄人享受老年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获得幸福感的垫脚石。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要进一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全国统筹，确保每位老年人养老金的及时发放。

同时，要丰富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基本的生活、医疗等帮助，并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的娱乐生活，确

保老年人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水平，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主观感受，增强人民福祉。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分析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没有对不同性别、年龄等变量在幸福感方面进

行异质性检验，使本文的研究更饱满。其次，仅依靠 2018 年的截面数据研究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滞

后性，不能反映当前老年人幸福感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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