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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探析了影响补充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的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对各因素之

间的层次性与作用机理进行了综合分析。在影响用户补充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的因素中，性别、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子女数量、代际经济支持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程度的看法、预期养老

方式、对养儿防老的看法、基本养老保险满意度、补充养老保险了解程度为表层影响因素，家人健康状况

为中层影响因素，年龄为深层次因素，其影响程度较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即增强养老风险

意识、加大补充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提高补充养老保险的补充力度、丰富补充养老保险产品供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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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supplementary pension insurance, and uses the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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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hierarchy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among each factor. Amo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users to participate in supplementary pension insurance, gend-
er, education level, marital status, number of children,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 per ca-
pita annual income of the family, views on the level of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protection, expected 
elderly care methods, attitudes towards child rearing and elderly prevention, satisfaction with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supplementary pension insurance are surface level influen-
cing factors, while family health status is middle level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age is a deep-seated 
factor that has a deeper impact. On this basis,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enhanc-
ing awareness of pension risks, increasing publicity efforts for supplementary pension insurance, 
improving the supplement of supplementary pension insurance, and enriching the supply of supple-
mentary pension insuranc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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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深、养老市场不规范与人们日益增长的养老保障需求，改善老年人生活品质是实

现 2035 远景目标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其中，由于我国地区、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补充养老

保险作为调节地区和城乡差异引起的保险需求差异，能有效发挥其对养老保险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

用，补充养老保险的健全和完善是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重点。因此，为化解养老风险，探讨构建适合我

国国情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大势所趋[1]。 

2. 补充养老保险研究现状 

为应对不断加深的人口老龄化，结合实际国情，我国建立起了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补

充养老保险是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居民的养老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补充养老保险是相对于基本养老保险而言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广，但只能满足参保人基本生存

需求，补充养老保险就是对多样化、高质量的老年生活需求的补充。目前已有研究认为补充养老保险包

含企业和职业年金及商业养老保险两大类。《统计年鉴》显示，在 2011~2020 年之间，参保企业年金的

人数逐年增加，截至 2020 年已有 2718 万人参加企业年金，参与企业多达 10.5 万多户。但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9.99 亿人，全国企业总量 6 千多万，对比表

明我国企业年金参保范围小，与基本养老保险还未实现有效衔接互补，另外，反映出中小企业参与企业

年金积极性较低，大部分企业职工并未享受到这项补充保险，企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的功能较微弱。职

业年金属于国家强制建立，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达 3612 万人，截至 2019 年 5 月底，加入职业年金的职工人数为 2970 万人，覆盖率达到 82%，其中

实际缴费人数占比 96.5%，职业年金结余规模已近 6100 亿元。据中国保监会统计，2020 年 1 至 9 月，保

险行业养老年金保险保费收入为 551 亿元，截至 2020 年 9 月，商业养老保险有效保单超过 8000 万件，

积累了 5600 亿元的保险责任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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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定补充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 

在针对补充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中，相关因素分析复杂多样，运用解释结构模型来分

析补充养老保险购买意愿因素是否具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在知网上通过对相关文献近百篇的研究基础

上进行整理归纳分析，筛选出影响补充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最终归结为以下四类：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观念因素、政策因素。具体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abl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supplementary pension insurance demand 
表 1. 补充养老保险需求参与意愿影响因素表 

分类 编码 影响因素 

个体特征 

Q1 性别 

Q2 年龄 

Q3 受教育程度 

Q4 婚姻状况 

家庭特征 

Q5 子女数量 

Q6 代际经济支持程度 

Q7 家庭人均年收入 

Q8 家人健康状况 

观念因素 

Q9 对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程度的看法 

Q10 预期养老方式 

Q11 对养儿防老的看法 

政策因素 

Q12 基本养老保险满意度 

Q13 补充养老保险了解程度 

Q14 补充养老保险满意度 

4. 研究结果 

1) 建立邻接矩阵 A 
运用德尔菲法对相关研究领域专家进行匿名问卷意见征询，加之该领域相关文献研究基础，在确保

研究科学前提下对各影响因素间的相关关系进行确定，进而创建邻接矩阵。邻接矩阵 A (见表 2)描述了影

响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其中“1”表示行因素对列因素有直接或者间接影响，“0”表示行因素对

列因素无影响。 
 
Table 2. Adjacency matrix table 
表 2. 邻接矩阵表 

 Q1 Q2 Q3 Q4 Q5 Q6 Q7 Q8 Q9 Q10 Q11 Q12 Q13 Q14 

Q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Q2 0 0 0 0 1 0 0 1 1 1 1 0 0 0 

Q3 0 0 0 1 0 1 1 0 1 1 1 0 1 0 

Q4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Q5 0 0 0 0 0 1 1 0 0 1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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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Q6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Q7 0 0 0 0 1 1 0 0 1 0 0 0 0 0 

Q8 0 0 0 0 1 1 1 0 0 1 0 0 0 0 

Q9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Q1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Q11 0 0 0 0 1 1 0 0 1 0 0 1 1 1 

Q12 0 0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Q13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Q14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2) 建立可达矩阵 M 
可达矩阵是描述各核心范畴之间具有任意传递关系的矩阵，表明所有构成要素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关

系[2]。首先，基于“邻接矩阵”基础上，计算“邻接矩阵”与“单位矩阵”(从左上角到右下角的对角线

上的元素均为 1)之和(见表 3)，当 ( ) ( ) ( )A I k 1 A I k A I k 1+ − ≠ + = + + 时，即可得到矩阵 M = (A + I) k (k
表示 k 次方，每相乘一次数字加 1) [3]。 
 
Table 3. Adjacency matrix and identity matrix addition table 
表 3. 邻接矩阵与单位矩阵相加表 

 Q1 Q2 Q3 Q4 Q5 Q6 Q7 Q8 Q9 Q10 Q11 Q12 Q13 Q14 

Q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Q2 0 1 0 0 1 0 0 1 1 1 1 0 0 0 

Q3 0 0 1 1 0 1 1 0 1 1 1 0 1 0 

Q4 0 0 0 1 1 1 1 0 0 0 0 0 0 0 

Q5 0 0 0 0 1 1 1 0 0 1 1 0 0 0 

Q6 0 0 1 0 0 1 1 0 0 0 1 0 0 0 

Q7 0 0 0 0 1 1 1 0 1 0 0 0 0 0 

Q8 0 0 0 0 1 1 1 1 0 1 0 0 0 0 

Q9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0 0 

Q10 0 0 0 0 1 1 0 0 0 1 0 0 0 0 

Q11 0 0 0 0 1 1 0 0 1 0 1 1 1 1 

Q12 0 0 0 0 1 1 0 0 1 1 0 1 1 1 

Q13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1 

Q14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1 
 
Table 4. Accessibility matrix table 
表 4. 可达矩阵表 

 Q1 Q2 Q3 Q4 Q5 Q6 Q7 Q8 Q9 Q10 Q11 Q12 Q13 Q14 

Q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Q2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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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Q3 0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Q4 0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Q5 0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Q6 0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Q7 0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Q8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Q9 0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Q10 0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Q11 0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Q12 0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Q13 0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Q14 0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可达矩阵”(见表 4)展示的要素之间如果数字为 1，则表示某要素到另一要素之间存在着路径；如

果数字为 0，则表示某要素到另一要素之间不存在路径。 
3) 确定因素间的层级结构 
通过对可达矩阵 M 的各影响因素划分层级，从而构建解释结构模型，而因素的层次分解和提取条件

是基于：R(Qi)∩A(Qi) = R(Qi)，可达集合 R，其表示“可达矩阵”某要素对应行中，包含有 1 的元素集

合，即从可达矩阵 M 中，从因素 Qi 出发可以到达的全部因素的合集；先行集合 Q，其表示“可达矩阵”

某要素对应列中，包括有 1 的元素集合，即在可达矩阵 M 中可以到达的因素 Qi 的全部因素的合集；交

集 A，其表示可达集合 R 和先行集合 Q 的交集。以上述条件和可达矩阵为基础，各因素的可达集与先行

集的交集如表 5 所示。 
 
Table 5. Intersection table of reachable set and antecedent set 
表 5. 可达集与先行集的交集表 

 可达集合 R 先行集合 Q 交集 A = R∩Q 层级 

Q1 1 1 1 1 

Q2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2 2 3 

Q3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 

Q4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 

Q5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 

Q6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 

Q7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 

Q8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2, 8 8 2 

Q9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 

Q10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 

Q11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 

Q12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 

Q13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 

Q14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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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得到 L1 = {Q1, Q3, Q4, Q5, Q6, Q7, Q9, Q10, Q11, Q12, Q13, Q14}，从而抽取出该层所有

的元素重新形成一个新的矩阵，根据计算得出：L2 = {Q8}，L3 = {Q2}。从而完成了对可达矩阵 M 进行

层级划分的要求，实现了补充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层级化分，具体如表 6 层次分解表所示。 
 

Table 6. Hierarchical breakdown table 
表 6. 层次分解表 

层级 要素 

第 1 层(顶层) Q1, Q3, Q4, Q5, Q6, Q7, Q9, Q10, Q11, Q12, Q13, Q14 

第 2 层 Q8 

第 3 层(底层) Q2 
 

层次分解表格展示了各要素的层次分布情况：第一：层次分解的目的在于了解各要素层次分布关系；

第二：顶层表示系统最终目标，往下各层分别表示是上一层的原因；第三：底层表示系统最初的原因，

往上各层分别是下一层的结果。 
4) 模型结论分析 
由上可知，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数量、代际经济支持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基

本养老保险保障程度的看法、预期养老方式、对养儿防老的看法、基本养老保险满意度、补充养老保险

了解程度是补充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的表层影响因素。由结果可知，观念因素和政策因素处于浅层影响因

素，在影响补充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的众多因素中表现并不明显。在考虑家人健康状况下，随着家庭成员

年龄的增长，对养老的需求逐渐增大，标准逐渐提高，出于对风险防范的考虑，用户需要有一定的经济

支持，以此来获得安全保障。 
家人健康状况是补充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的中层影响因素，家人健康状况的好坏为用户是否愿意参与

或购买补充养老保险的经济基础。在不受其他条件约束时，家人健康状况好的用户在补充养老保险服务

方面的支出往往更高。但家人健康状况处于中层影响因素序列，也有可能是老人考虑到家人健康状况对

家庭的经济影响，家庭成员健康程度越高，家庭成员为老人代缴补充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高，或老人能

够有更多的资金去缴纳补充养老保险，而不是用于代际支持等方面。 
在影响补充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的因素中，年龄是最根本与最深层次的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民对生活水平有了更高要求和最新标准，所以养老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必要的一环。

一般随着年龄的增长，用户对自身的养老需求逐渐增大，具有保险偏好的用户也具有购买其他保险的倾

向，愿意购买保险的老年人，其经济状况较良好且风险认知较高，不会过多担忧其子女照顾减弱，会比

较容易购买补充养老保险。 

5. 结论及建议 

1) 增强养老风险意识 
目前“养儿防老”观念深入人心，同时居民对“养老保险能否有效保障居民养老”的看法也影响了

参保意愿。居民更倾向于子女赡养或者自我储蓄，而非养老保险。因此，需要采取各种形式转变居民养

老观念，树立养老风险意识。政府应当加大养老科学知识普及教育，将“养儿防老”等守旧传统观念淡

化，帮助居民树立多主体养老观念，即个人、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全社会养老压力，帮助居民认识到补

充养老保险能够有效改善保障水平[4]。 
2) 加大补充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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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设补充养老保险宣传服务队伍。可以动员当地养老部门的工作人员、志愿者等等，多个年龄

段、多种身份的人们来组建宣传小队。二是举办相关养老观念宣传活动。加深居民对补充养老保险的认

知，通过各种宣传活动工作来调动城乡居民的参保积极性。三是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对城镇居民加强宣传。

社区可以通过张贴海报、电话通知、制作创意短视频、广泛转发居民群等多种形式展开宣传。对农村居

民的宣传，政府部门可以充分利用乡镇集会、节日观光交流会等机会播放补充养老保险政策宣传视频，

让工作人员派发补充养老保险宣传单、宣传册和宣传袋。通过集中下乡促宣传、市县联动齐发力、组织

保障强落实，有效扩大农村居民补充养老保险知识宣传面和覆盖面[5]。 
3) 提高补充养老保险的补充力度 
政府层面要适度提高给予参保居民的资金补贴，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财政收支状况建立特殊群

体差异性的资金补贴机制，根据收入困难程度、身体残疾状况等制定差异化补贴标准，对不同群体的居

民实行差异化补贴。另外，保险公司层面要找准补充的领域，一是保障水平的补充，提供不同层次和类

型的产品服务；二是保障范围的补充，社会养老保险的对象是劳动者，那些非劳动者则不在承保范围内；

三是业务经营与管理上的补充，如资金运用、风险管理等等[6]。 
4) 丰富补充养老产品供给，注重服务质量 
养老产品的内容上可以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研发个性化、多元化个人养老金产品，配备优秀的投资运

营团队，保证养老资产的保值增值，取得良好的收益水平，高质量满足个人养老投资需求，利用产品吸

引力赢得更多人理财的青睐与信任。其次，养老保险产品的供给，可以细分市场、产品创新，提供丰富

化、层次化、专属化的养老保险产品。另外，养老产品服务的顺序上包括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其中

的细节服务产品更是具有其广泛性和复杂性。服务的广泛性，让保险员工在服务中有充分的展示空间和

舞台，服务的复杂性更需要保险员工具有足够的服务能力、良好的服务态度，为用户提供一个完善、高

品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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