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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2018年的CLHLS数据，研究我国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采用描述性分析和二元

Logistic回归，以分析个人基本情况、居住环境、家人陪伴情况、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这四个维度对独居

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经研究发现：老年人是否感到孤独、生活来源是否够用、自评健康状态、

家中是否漏雨或者被水淹过、子女看望率和社区是否提供精神慰藉聊天解闷是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因素。文章得出如下结论：为提高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并加快融入“健康老龄化”理念，应当保障

独居老人最基本的生活水平，重视独居老人的健康状况并且着重关注独居老人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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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LHLS data of 2018,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in China.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re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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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the impact of four dimensions, namely personal basic situation, living environment, family 
companionship and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supply,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This study found that whether the elderly feel lonely, whether the sources of living 
are enough,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whether the home is leaking or flooded, the rate of children’s 
visit and whether the community provides spiritual comfort and chat a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The article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and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into the con-
cept of “healthy aging”, the basic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should be ensured and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both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liv-
ing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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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出生人口速度放缓，我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2021 年我国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 2 亿，占总人口数 14.2%，近十年来，老年抚养比增长 8.7%。据预测，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不断增大，到 2100 年，该值为 33.75% [2]，这表明我国将逐渐转为重度

老龄化社会(65 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 21%)。面对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将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社

会发展中[3]，不仅要老年人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理状态，而且要营造一个对老年人友好的社会

环境[4]。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设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做出主观判断，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不

仅可以体现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5]，也能为实现我国健康老龄化提供理论依据。由于传统观念的

影响，我国老人首选的养老方式居家养老[6]。居家养老分为与家人共住和独居，为了不麻烦自己的子女，

大多数老年人会选择独居。根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以上独居老年人达到了 2486.1
万人，而且这种规模和比例都在持续增长[7]。独居老人作为老年人当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尤

其值得关注和重视。影响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来自个人、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为了有效提

高独居老人的生活质量，科学分析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本文选取 2018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中独居老人的相关数据，利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方法对独居老人的生

活满意度进行分析，旨在科学、客观地挖掘影响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 

2. 数据及变量选择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8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CLHLS) [8]，调查覆盖全国 23 个省市自治区的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通过问卷进行调查，其中调

查内容分为七个板块，分别是基本状况、对现状的评价及性格情绪特征、个人能力、生活方式、日常活

动能力、个人背景及家庭结构及生理健康。本文结合研究目的来筛选数据，以独居老人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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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问卷中的采访年份选择为 2018 年，居住方式选择为“独居”的老人数据筛选出来，再对筛选数据进行

清洗，最终得到 1342 个样本量。 

2.2. 变量选取 

2.2.1. 因变量选取 
本文将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对应于问卷中 B1-1 中“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其中共有 6 个回答，剔除“无法回答”选项，将“很好”和“好”的选项合并成“生活满意”，将“一

般”、“不好”、“很不好”的选项合并成“生活不满意”。同时将 2017 年和 2018 年独居老年人的生

活满意度情况对比，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Effective percentage of life satisfaction 
表 1. 生活满意度有效百分比情况 

 生活满意 生活不满意 

2017 63.0% 37% 

2018 59.6% 40.4% 

 
可以看出 2018 年独居老人对生活满意的占比低于 2017 年，这说明独居老人对生活满意度的情况值

得讨论。 

2.2.2. 自变量设定 
本文纳入的自变量包含：独居老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居住环境、家人陪伴情况、社区养老服务供给

四个维度作为自变量。 
1) 个人基本情况 
本文将独居老人的性别、婚姻状况、孤独感、受教育程度、生活习惯、经济状况和患病情况作为个

人基本情况的变量。在生活习惯中，将老年人现阶段是否吸烟、是否饮酒、是否锻炼纳入其中。吸烟、

饮酒及锻炼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老年人身体状况好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让老年人

拥有更强的自理能力，对当前生活满意度也会提高。同时在患病情况中，纳入独居老年人有没有因为健

康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受到限制和自评健康状态这两个因素，这也是考虑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会间接影响

到生活满意度。对于经济方面，纳入独居老年人是否享受离/退休制度和生活来源是否够用这两个变量，

如果独居老人生活来源不够用，就需要无时无刻操心自己的生活，幸福感就会降低，也会影响生活满意

度。如果享受离/退休制度，拥有养老金等其他国家福利政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独居老人的生活质

量。“知识改变命运”，对于当前调查的独居老年人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一般来说，生活水平也普

遍较高，幸福感也会较高。没有什么孤独感的老年人心理精神状态会好很多，因此对生活的满意度一般

较高。 
2) 居住环境 
独居老人的居住方式都是独居，老年人由于精力及体力的原因基本会一直待在家中[9]，因此居住环

境很重要，居住环境越好，一般来说生活满意度越高。在居中环境这个维度中，纳入现居住地类型、家

中是否出现过漏雨、被水淹或水管破裂的情形、家中是否经常有股霉味及从独居老人家到最近的医疗机

构的距离。前三个因素是侧面反应独居老年人的居住环境，针对于最后一项来说，人到老年，身体机能

各方面下降，生病的几率大幅提升，需要长期去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因此从家到医疗机构的距离就很重

要。距离越近，独居老人越方便，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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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人陪伴 
很多关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都是将居住方式作为主要因素来探究，居住方式为独居的老人无

法得到及时照料，一般来说会减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10]。除开没有家人的独居老人，独居老人的家人

对老人的陪伴主要体现在对老人生病照料和日常照顾上。在老人生病时，越是至亲的照料，说明至亲对

他的重视度高，不易产生老了生病无人照顾的抑郁情绪，在现阶段的生活满意度也会高。在日常照料上，

一是根据近一周老人的亲属为其提供日常照料帮助的总时长，时长越长，说明与亲属的互动时间长，情

感交流多[11]。二是通过老人子女的孝敬率来体现。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会

让老人晚年生活更幸福。本文将问卷中对老人子女的调查进行转换，计算出每个老人的子女数，再选取

“子女是否常来看您”的选项，计算出有多少子女经常照看老人，二者相除，计算老人子女的孝敬率，

老人子女越孝顺，越能满足老人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和家庭关爱[12]。 
4)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 
以往对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没有加入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这一因素，因此加入这一因素是一

大创新点。社区养老服务中选取了以下几个变量：社区是否提供起居照料、社区是否提供精神慰藉聊天

解闷、社区是否提供上门看病、社区是否组织社会和娱乐活动。对于老年群体，随着年龄增大，他们个

体生理上的衰老和免疫力的下降使得生活自理能力变弱，对于独居老人更是如此，相较于与家人一起生

活，独居所获得的情感支持就会少很多，这时社区就需要提供一些养老服务让独居老人与外界频繁互动，

在互动中获得情感支持，提高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的自变量主要是个人基本情况、居住环境、家人陪伴情况、社区养老服务供给

这四个维度，在每个维度下面又有各自的变量，其中对婚姻状况、孤独感、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状态、

医疗机构、提供照料时长、生病照料和子女看望这些变量做了相应的处理。相应的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

计(见表 2)。 
 
Table 2. Definition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自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个人基本情

况 

性别 男 = 1；女 = 0 

婚姻状况 目前有配偶(已婚) = 1；目前无配偶(离婚/丧偶/未婚) = 0； 

孤独感 感到孤独(总时/经常/有时) = 1；感到不孤独(很少/从不) = 0 

受教育程度 大于 6 年 = 2；上过 1-6 年 = 1；没上过书 = 0 

吸烟情况 现在吸烟 = 1；现在不吸烟 = 0 

饮酒情况 现在饮酒 = 1；现在不饮酒 = 0 

锻炼情况 现在锻炼 = 1；现在不锻炼 = 0 

是否享受离/退休制度 享受离/退休制度 = 1；不享受离/退休制度 = 0 

生活来源 生活来源够用 = 1；生活来源不够用 = 0 

自评健康状态 健康状态好(好多了/好一些/没变) = 1；健康状态差(差一些/差多了) = 0 

日常生活能力 受到很大限制 = 2；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 1；没有受到限制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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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居住环境 

现居住地类型 乡村 = 2；镇 = 1；城市 = 0 

家中漏雨水淹 是 = 1；否 = 0 

家中霉味 有 = 1；无 = 0 

医疗机构 从家到最近的医疗机构距离： 
0~1 公里 = 2；1~3 公里 = 1；大于 3 公里 = 0 

家人陪伴情

况 

提供照料时长 一周累计时间： 
大于 20 小时 = 2；10~20 小时 = 1；0~10 小时 = 0 

生病照料 
照料人： 

至亲(配偶/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儿子和女儿/孙子女) = 2；除至亲的人(其
他亲属/朋友邻里/社会服务/保姆) = 1；无人帮助 = 0 

子女看望 比率： 
80%~100% = 2；50%~80% = 1；小于 50% = 0 

社区养老服

务供给 

起居照料 有 = 1；否 = 0 

上门看病送药 有 = 1；否 = 0 

精神慰藉，聊天解闷 有 = 1；否 = 0 

组织活动 有 = 1；否 = 0 

3. 回归结果分析 

3.1.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简介 

Logistic 回归是由 Cox 在 1958 年提出[13]，相较于要求因变量为连续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Logistic
回归模型可以研究离散变量和定性变量。对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需要先定义一个线性函数： 

0 1 1 2 2= + + + + m mz w w x w x w x  

其中， 0 1 2, , , , mw w w w 是模型的权重， 1 2, , , mx x x 是输入特征。z 表示线性函数的输出。然后，将线性

函数的输出作为输入，传递给一个称为 sigmoid 函数的非线性函数，将其转换为概率值： 

( ) 1
1 e−=
+ zf z  

其中，e 是自然对数的底数。最终，可以使用预测阈值(通常是 0.5)将 ( )f z 的输出转换为二分类的预测

结果：当 ( ) 0.5≥f z 时，预测为正类，否则预测为负类。相较于其他二分类模型，如决策树、随机森林、

感知机等，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具有方法简单、计算代价不高、解释性强且对稀疏数据友好等特性。

由于“老年人对生活是否满意”这一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且所收集的数据能够很好的利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拟合，本文选用了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影响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进行多因

素分析。 
先对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检验，首先分析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得到的最大值为 1.527，

远小于经验数值 10，这说明自变量之间没有相关关系。其次，进行模型拟合优度检验，通过检验得

出 2χ 为 1525.152，P 值为 0.00 (小于 0.05)，整体来说模型有意义。再进行 Hosmer-Lemeshow 检验，

得到的 P 值为 0.954，大于给定的 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可以进一步进行研究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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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回归结果及分析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3)。从个人基本情况、居住环境、家人陪伴情况、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这四个维度

分析对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其中显著影响的自变量是是否感到孤独、生活来源是否够用、自评

健康状态、家中是否漏雨或者被水淹过、子女看望率和社区是否提供精神慰藉聊天解闷。 
 
Table 3. Logistic model regression of life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表 3. 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的 Logistic 模型回归 

 自变量 P 值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个人基本情况 

性别 0.013* −0.379 0.152 

婚姻状况 0.871 −0.034 0.212 

孤独感 0.000*** −0.828 0.127 

受教育程度 0.833 −0.022 0.106 

吸烟情况 0.692 −0.076 0.191 

饮酒情况 0.200 0.240 0.187 

锻炼情况 0.465 0.100 0.138 

是否享受离/退休制度 0.073 0.352 0.196 

生活来源 0.000*** 1.074 0.182 

自评健康状态 0.000*** 1.214 0.187 

日常生活能力 0.427 0.089 0.112 

居住环境 

现居住地类型 0.753 0.032 0.101 

家中漏雨水淹 0.025* −0.348 0.156 

家中霉味 −0.527 −0.108 0.171 

医疗机构 0.116 −0.129 0.082 

家人陪伴情况 

提供照料时间 0.179 0.131 0.098 

生病照料 0.735 0.042 0.123 

子女看望 0.021* 0.190 0.082 

社区养老服务

供给 

起居照料 0.403 0.228 0.273 

上门看病送药 0.564 0.085 0.147 

精神慰藉，聊天解闷 0.142 −0.336 0.229 

组织活动 0.627 0.089 0.183 

注：***P < 0.001，**P < 0.01，*P < 0.05。 

3.2.1. 个人基本情况方面 
是否感到孤独、生活来源是否够用、自评健康状态对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最显著，而性别、

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吸烟情况、饮酒情况、锻炼情况、是否享受离/退休制度、日常生活能力对独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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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对于影响显著的自变量可能的解释是：感到孤独和自评健康状态差的独

居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低，前者是心理层面上的亚健康，是老人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表现，后者是

生理层面上的亚健康，老人机体衰老，精神状态及身体都大不如以前，会让他们产生落寞感及无助感，

进而对生活满意度有所减低[14]。而生活来源这方面则代表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生活来源不够用，

则说明独居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达标，可能最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自然而然就会让老人对当前生活

失望。 

3.2.2. 居住环境方面 
家中是否漏雨或者被水淹过对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最显著，而现居住地类型、家中霉味和从家

到医疗机构距离对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相较于影响效果不显著的三个变量，家中是否漏雨

或者被水淹过是最能直观反映独居老人的生活环境的。老年人由于身体衰老，大多数时间都是待在家中，

所以家中环境至关重要，至少要能满足基本的遮风避雨，如果连最基本的要求都达不到，就会直接影响

老人的生活质量。 

3.2.3. 家人陪伴方面 
子女看望率对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最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对子女的孝顺期待对其孤独感

的产生会有显著影响[15]，而孤独感又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于独居老人而言，他们由于各

种原因而选择独自一人居住，子女无法与父母同住来尽孝，这就需要子女在老人提出需求时，给他们提

供必要帮助和日常陪伴。 

3.2.4.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方面 
社区是否提供精神慰藉聊天解闷对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最显著。独居老人的家人陪伴的缺少，

会造成老年人的孤独感，加重抑郁方面的问题[16]，导致幸福感下降，同时也会导致生活满意度下降。社

区提供聊天解闷，也是在为缺少家人陪伴的老人提供情感支持及精神陪伴，减少独居老人的孤独感。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聚焦于独居老人这一群体，探究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基于 2018 年的 CLHLS 数据

通过二元 Logistic 模型探讨个人基本情况、居住环境、家人陪伴情况、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对独居老人生

活满意度的影响。从个人基本情况来看，感到不孤独、生活来源够用、自评健康状态好显著影响独居老

人的生活满意度。从居住环境来看，家中漏雨或者被水淹过对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影响。从家人

陪伴来看，子女看望率高对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影响。从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来看，社区提供精神

慰藉聊天解闷对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影响。 
为了加快融入“健康老龄化”的观念，就要做好各类措施来提高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不仅要保

障独居老人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社区或者乡镇对该辖区的独居老人生活情况摸底，如是老人家庭经济状

况不好，则对其进行补助，对独居老人破损房屋进行修缮，同时健全老年人社会保障机制。而且应当重

视独居老人的健康状况，定期对老人进行体检，宣传健康保健知识，加强锻炼提高身体素质。还要着重

关注独居老人的心理健康，在本数据集中，有 17.6%的独居老人希望与子女共住，所以在子女有能力有

条件的情况下，同时遵循老人意愿，倡导子女与老人同住。对于独居老人所在社区应当多给独居老人开

展提供精神慰藉的活动，让老年人得到及时的心理疏导，预防孤独感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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