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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了解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程度对其生活满意程度的影响以及自评健康的中介

作用。方法：根据CLASS2018数据，将自评健康划分为两类：自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老年人的社会

参与分为志愿参与、劳动参与以及政治参与作为衡量指标，利用逐步回归法分析自评健康对社会参与和

生活满意度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越多，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自评健康

在两者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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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rated health in the elderly group. Methods: Ac-
cording to CLASS2018 data, self-rated health wa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self-rated physic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was divided into voluntary par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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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tion, labor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rated healt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was analyzed by stepwise regres-
sion method. Results: The higher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higher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self-rated health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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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老龄化趋势变得逐渐严峻，“创建积极老龄社会，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受到了学界和全社会

的重点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有三大发展方向：健康、参与和保障。 
对生活满意程度进行评价，可以作为评价老年人生活品质与幸福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可以将老

年人的生活状态、目标等反映出来，实现各方面的综合判断，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与良好的社会参与等显

著相关，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参与会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进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更深层次

的影响。所以，本文在探究老年人社会参与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基础上，重点关注自评健康在二者关系

中的中介效应，在理论上有益于揭示老年人社会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内部作用，在实践上可以通过对自

评健康进行干预，从而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对建设积极友好型老龄社会具有显著的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老年人社会参与界定及特点 

近几年，随着“积极老龄化”这一理念的出现，老人的社会参与问题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成

为热点话题之一。邬沧萍、王高(1991)将“老有所为”界定为：老年人在其自身能力范围内，主动参加社

会发展活动，并对其作出有意义的贡献[1]。杨宗传(2000)认为社会参与能够对社会经济、政治等发展带

来经济价值[2]。在 Aleksej 等(2002)的研究中，社会参与被认为是老年人生活品质的一个主要指标[3]。
Cai(2021)研究表明，社交参与能够改善老人的认知水平，缓解老人的社会及家庭压力[4]。 

综上所述，本文将老年人“社会参与”定义为老年人根据自己的愿望和能力，选择各种对自己的身

心健康有益的、与生活交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活动。本文所研究的社会参与包括政治参与、志愿参

与和劳动参与。 

2.2.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自 21 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多是针对老年人等群体上，并在心

理学、老年学等领域受到广泛关注，调查结果显示，有很多因素会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与国

内相比，国外学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起步更早，国外学者首先提出了老年人比年轻人有更高的生活满意

度。Cummins RA (1997)把生活满意度和精神生活联系起来，并把它看作是一种对精神生活品质的综合评

估[5]。孙鹃娟(2008)将生活满意度界定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态度，从本质上讲，生活满意度是一种对老

人精神生活状态的概括，也是一种对满意程度的表达[6]。根据姜晶梅和张承训(1999)的研究，对老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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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满意程度的影响最大的是经济收入和孤独[7]。张竞月、许世存(2021)研究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8]。李建新与刘保中(2015)的研究表明，通过对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生活

满意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调整后，城乡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仍然有较大差异，这一差异主要来自于城乡老

人的社会心理特征，也来自于城市与乡村的宏观政策背景[9]。 
因此，通过学者们的研究可知，老年群体会比年轻群体有着更高的满意度，本文将老年人生活满意

度定义为一种可以真实地反映出老年人目前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情感态度。 

2.3. 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本文的自评健康包括自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刘灿泳和罗娟(2020)的研究表明，随着社会参与度的

提高，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也随之提高[10]。丁志宏(2018)调查结果显示，各类活动对农村高龄老年人的

身体状况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且参与种类愈多的农村高龄老年人，其身体状况愈好[11]。赵涵、向远、

裴丽君(2021)的研究表明，社会参与、家庭交往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均有一定的相关性[12]。陈洁瑶、方

亚、曾雁冰(2021)指出，不同形式的社会参与对于老人的精神健康有一定的作用，并且具有一定的交互作

用，因此，通过增加老人的社会活动，增加老人的家庭生活，可以改善老人的正面情感，减少负面情感

的产生[13]。何文炯，张雪，刘来泽等人(2022)发现，个人中心型能够显著减轻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但其

改善效应还不够大，并不能对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个人中心型对于乡村老年人的改善效

果更加显著；家庭中心型的城镇老人相对于低参与性养老模式更有可能产生抑郁等[14]。 
综上，虽然学界从不同的方面研究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但得出的结论一致，社会参与能

够显著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 

2.4. 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学界多从年龄和特定群体等角度探讨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效应。Min (2008)的研究表明，在工作中，

老年人的自尊、生活满意度、情感稳定性等都会得到明显的提升[15]。Almedom (2005)的研究表明，社会

参与能够降低老年人的认知障碍，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16]。Croezen 等(2013)发现，社交参与能显著

降低老年人的抑郁情绪，较多的社交介入可降低忧郁感[17]。李宗华、张风(2012)对农村空巢老人生活满

意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参与差异是影响这类群体生活满意度的第二大主要因素[18]。成红磊(2018)
研究结果表示社会参与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19]。刘庆(2020)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参与能够显

著提升我国流动人口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自我效能感也起到了中介作用[20]。
李丹(2019)研究结果表明，空巢老人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非空巢老人[21]。因此，学界认为社会参与会显

著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并在不同的群体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围绕老年人社会参与、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三者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是

大多数集中于两两关系的研究上，基于此，本文以 2018 年 CLASS 数据为基础，基于活动理论，将中国

老年人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将社会参与分为劳动参与、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主观健康分为自评身体健

康状况和心理健康，从这三个部分中，提取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本论文尝试运用中介效应对这一问题进

行研究，探究自评健康在社会参与对生活满意度影响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建

议，促进积极老龄化。 

3. 理论基础及假说提出 

本文选取活动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老年人活动理论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提倡老年人要积极参

与社会活动。当老年人离开熟悉的社会集体和工作岗位之后，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能够提高老年群体的生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4338


黄焯 

 

 

DOI: 10.12677/orf.2023.134338 3352 运筹与模糊学 
 

活满意度，它是响应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方式，基于前文分析得出，社会参与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

满意度，本文的社会参与分为劳动参与、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因此提出第一个假设： 
H1a：劳动参与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H1b：政治参与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H1c：志愿参与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结合老年人活动理论，本文进一步认为社会参与能够通过影响老年人的自评健康进而影响其生活满

意度，自评健康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即老年人通过积极的社会参与，能够有效促进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进而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因此提出第二和第三个假设： 
H2a：自评身体健康在劳动参与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H2b：自评身体健康在政治参与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H2c：自评身体健康在志愿参与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H3a：心理健康在劳动参与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H3b：心理健康在政治参与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H3c：心理健康在志愿参与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下面为中介效应关系分析框架图，如

图 1 所示。 
 

 
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图 1. 分析框架 

4. 数据、模型和方法 

4.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以下简称 CLASS)，本研究采用分层、多阶段随

机抽样的方法，对全国 134 个县(区)的 462 个村庄进行调查，共收集了 11,418 份个体问卷和 462 份社

区调查问卷。在此基础上，根据本论文的研究目的，通过对变量的筛选、缺失值的处理，得到了 7733
份有效样本。 

4.2.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生活满意度，问题为“总的来说，您对您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吗？”，答案采用李

克特量表来测量，对变量进行重新赋值，很不满意和比较不满意合并为 1，一般赋值为 2，满意和很满意

合并赋值为 3，无法回答的样本已做缺失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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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社会参与，主要分为劳动参与、政治参与以及志愿参与三个维度来进行测量，所有

答案皆为二分变量，不参与赋值为 0，参与赋值为 1。其中，在劳动参与部分，采用问卷中的“目前您从

事有收入的/活动是什么?”这一问题；在政治参与部分，采用问卷中的“近三年您是否参加过本地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投票选举？”这一问题；在志愿参与部分，本文将其定义为老年人的志愿参与活动，

采用问卷中的“请问过去一年中，您参加以下活动的频率是？”这一问题，问卷回答包括社区治安巡逻、

照料其他老人/小孩(如帮助购物、起居照料等)、环境卫生保护、调解邻里纠纷、陪同聊天、需要专业技

术的志愿服务(如义诊，文化科技推广等)活动。在上述活动中，只要过去一年参与过一个，就可视为参加

了志愿行动。 

4.4. 控制变量 

本研究以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年收入、文化程度为控制变量。年龄按照出生年份进行计算，年

收入取对数处理，性别、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编码为二分类变量。其中，在“性别”变量中，0 为男

性，1 为女性；在“婚姻状态”变量中，“无配偶”编码为 0，“已婚有配偶”编码为 1；在“受教育程

度”变量中，原始变量是不识字、私塾/扫盲班、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按照 1-6
的顺序进行编码。 

4.5. 中介变量 

本文所涉及的中介变量为自评健康，其中包括“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而“自评身

体健康状况”的使用问题则是“您目前的身体状况如何？”以李克特 5 分量表为测量工具，分值越高表

示被调查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满意。“心理健康”使用问题为“接下来想了解一下最近一周您的心情”

中的 12 个小问题，将所有问题得分进行汇总，其中，对 1、4 和 9 个问题的选项号做逆序处理，使得所

有回答得分越高都代表老年人心理状况越严重。 

4.6.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分层回归方法检验社会参与对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

应检验，分析软件为 Stata17 软件。 

5. 研究结果 

5.1.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整体上讲，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者占 68.51%，生活满意度低者仅占 6.01%。如表 1 所示，老年人

社会参与的占比不高，其中，在社会参与中，劳动参与比例占调查总体的 23.51%，政治参与比例达到最

高，但仍然没有超过半数，占调查总体的 41.58%，志愿参与比例占调查总体的 34.01%。 
在劳动参与方面，男性参与率明显高于女性；政治参与方面，男性参加政治选举比女性稍多；在志

愿服务方面，男性和女性所占的比率几乎没有差别，这或许与中国“男性为外，女性为内”的传统观念

有关。男性需要劳动来获得家庭收入从而维持整个家庭的日常开销，同时，他们也想要获得更多的政治

权利，女性也更乐于参加一些社会志愿活动等。 
城市老年人政治参与与志愿参与所占比重均显着高于农村老人，但在劳动参与中乡村老人所占比重

高于城镇老人。这可能是由城市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多参与社会志愿活动的机会，更想要行使自己的政治

权利，城镇老人更多地选择参与政治和志愿活动，以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而农村上了年纪的老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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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使是老年生活，也想通过工作获得更多的收入。无论在社会参

与的哪一个方面，已婚有配偶老年人的参与率都高于无配偶老年人，这可能是因为有配偶帮助分担家庭，

才得以有空闲的时间进行社会参与。 
 
Table 1.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older persons 
表 1. 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 

自变量 
社会参与 

劳动参与(%) 政治参与(%) 志愿参与(%) 

性别 
男 1033 1648 1312 

女 785 1567 1318 

居住地区 
城市 455 1790 1805 

农村 1363 1425 825 

婚姻状况 
无配偶 463 868 715 

已婚有配偶 1355 2347 1915 

合计 23.51% 41.58% 34.01% 

5.2. 社会参与、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三者间的关系 

在 7733 名老年人中，自评身体健康与劳动参与、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成正相关；心理健康与劳动参

与成正相关，与政治参与、志愿参与及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生活满意度与劳动参与不相关，与政治参

与和志愿参与呈正相关，因此假设 H1a 被否定，假设 H1b 和 H1c 得到验证，具体数据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social participation, self-rated health and life satisfaction 
表 2. 社会参与、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三者间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自评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劳动参与 政治参与 志愿参与 生活满意度 

自评身体健康 1.000 /     

心理健康 −0.255*** 1.000     

劳动参与 0.067*** 0.050*** 1.000    

政治参与 0.136*** −0.055*** 0.165*** 1.000   

志愿参与 0.061*** −0.133*** −0.075*** 0.029** 1.000  

生活满意度 0.329*** −0.257*** −0.009 0.125*** 0.086*** 1.000 

***代表 1%的显著性。 

5.3. 社会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分层线性回归的方法探讨老年人社会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两种模型，

在模型一中，加入了劳动参与、志愿参与、政治参与三个变量；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之上添加了控制

变量。当模型 1 不考虑控制变量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志愿、劳动及政治参与有显著相关。模型 2 中，

加入控制变量后，劳动参与并不显著，控制变量中的居住地区、婚姻状况以及年收入都呈相关关系，如

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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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 1 中，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志愿参与、劳动参与和政治参与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皆

有显著性相关。在模型 2 中，老年人劳动参与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呈现不显著性。这可能是由于在加

入控制变量之后，纠正了劳动参与虚假的显著性。进行了劳动参与的老年人可能更愿意专注于好好享受

自己的晚年生活，不愿意像年轻时候那么劳累地工作，实际上，只有那些做着相对来说轻松且工资相对

可观工作的老年人才会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对生活的满意，因此在模型没有得到改进之前，才会显示出虚

假的显著性[19]。根据相关和回归分析的结果，自评身体健康、志愿参与、政治参与、心理健康和生活满

意度均存在显著相关，符合中介效应的前提条件，而劳动参与的分析结果均不显著，因此在中介效应分

析时剔除此变量，假设 H2a 和 H3a 被否定。 
 
Table 3. Main effect analysis 
表 3. 主效应分析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B Exp(B) B Exp(B) 

志愿参与  0.101***  0.0692*** 

劳动参与  −0.0332*  0.0227 

政治参与  0.152***  0.147*** 

性别    0.0106 

居住地区    −0.0130** 

年龄    0.0000304 

文化程度    0.00539 

婚姻状况    0.0294 

年收入    0.107*** 

注：*p < 0.05，**p < 0.01，***p < 0.001。 

5.4. 自评健康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自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如何对社会参与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本文按

照判别中介变量的三个标准程序，采用逐步回归法分别检验自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否具有中介效

应[22]。 
回归结果如表所示，在对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是否能够提高生活满意度进行单独回归时，两者都对

提高生活满意度具有强显著的正向影响；把自评身体健康放入同一模型中进行回归时，志愿参与、政治

参与和自评身体健康仍然具有强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参照的中介变量的检验程序，在检验志愿参与和政

治参与是否对促进身体健康进行单独回归时，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对促进身体健康具有强显著的正向影响，

说明自评身体健康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参与志愿和政治活动不仅对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同

时也通过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以间接的方式对其产生影响，因此假设 H2b 和 H2c 得到验证，如表 4 所示。 
根据参照的中介变量的检验程序，在检验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是否对促进心理健康进行单独回归时，

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对促进身体健康具有强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越多，心理越健康，

心理健康也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参加志愿与政治活动既直接作用于个体生活满意度，又通过作用于心

理健康而间接作用于个体生活满意度，因此假设 H3b 和 H3c 得到验证，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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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s on physical health 
表 4. 身体健康中介效应结果 

 M1 y y 

x2 0.191*** 0.103*** 0.148*** 

x3 0.0732*** 0.0546*** 0.104*** 

M1 \ 0.216*** \ 

_cons 3.797*** 1.243*** 2.528***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5. Results of mental health mediating effect 
表 5. 心理健康中介效应结果 

 M2 y 

x2 −0.331*** 0.133*** 

x3 −0.819*** 0.0425** 

M2 \ −0.0341*** 

_cons 20.42*** 2.758*** 

***代表 1%的显著性。 

5.5. 异质性分析 

不同地区、性别、婚姻状况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可能都不相同。为了研究社会参与对不同年龄、

性别和户籍居民生活满意度产生的影响，本文将整个样本分成 3 个子样本，即男女、城镇和农村、婚姻

状况，并分别对其进行了回归检验。表 6 报告了不同性别、地域和婚姻状况下，老年人在社会参与方面

的回归结果。 
 
Table 6.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life satisfaction 
表 6. 社会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 城镇 农村 男性 女性 无配偶 有配偶 

政治参与 0.110*** 
(6.52) 

0.232*** 
(10.25) 

0.134*** 
(6.95) 

0.167*** 
(8.70) 0.138***(5.22) 0.151*** 

(9.54) 

其他变量 Y Y Y Y Y Y 

常数 2.626*** 2.452*** 2.568*** 2.556*** 2.530*** 2.578*** 

观察值 4662 3071 3916 3817 2336 5397 

志愿参与 0.0835*** 
(4.95) 

0.118*** 
(4.57) 

0.117*** 
(5.78) 

0.0986*** 
(4.93) 

0.106*** 
(3.79) 

0.105*** 

(6.37) 

其他变量 Y Y Y Y Y Y 

常数 2.636*** 2.528*** 2.586*** 2.591*** 2.549*** 2.607*** 

***代表 1%的显著性。 
 

结合公式 y ax b= + 计算可以得出，无论是在政治参与还是志愿参与方面城镇老人对生活满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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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乡村老人，但是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越多，生活满意度的涨幅要比城市老

年人大，这有可能是因为城市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而农村老年人参与较少。但

当农村老参与了更多的社会活动，他们可能就感觉到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因而生活满意度会变高。在志

愿参与和政治参与方面，老年男性比女性对生活的满意程度高，这有可能是因为男性老年人日常需要通

过工作来支撑整个家庭，而日复一日的劳动过于单调，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能够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

在精神方面给予慰藉。同上，有配偶的老人比没有配偶的老人更满意，这与以往的调查结果相吻合。由

于劳动参与与生活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关系，只将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进行回归。 

6.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老年人社会参与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劳动参与，二

是政治参与，三是志愿参与，研究不同的社会参与方式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并探讨自评健康

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得到的主要结论是： 
第一，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能够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自评健康在社会参与

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状况越健康，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的生活满

意度的提升作用越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人口战略，让老年人享有健康幸福晚年。利用新闻媒体、

抖音等平台适度宣传老年人进行志愿和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为老年人营造积极友好的社会氛

围，提高老年人参与社会的主观能动性和持续性。大力发展“老年志愿者”事业，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志

愿者体系，增加老年人与社会交往的机会，实现老年人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将志

愿服务与社区相结合，让老年志愿者们更好地参加到基层的社会管理中来，推动建立一个和谐、文明的

社区，帮助老年人在志愿服务中发挥余热，降低老年群体的消极情绪，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实现老

年群体的社会性和“老有所为”的真谛，社会要为老年人增能，推动老年人能够积极参与社会的公共决

策，做好充分宣传，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做到让老年人知情选择，发挥老年人的政治作用。 
第二，在不同地区、性别、婚姻状况下，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对提升生活满意感之影响有显著差异。

与农村老年人相比，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对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更大；与女性相比，社会

活动参与对男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更大；与无配偶的老年人相比，政治和志愿参与对有配偶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更大。 
首先，应创造更多的农村老人参加社会生活的机会，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我国农村基层

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社会参与程度远低于城市，但由于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因素的影响，乡村老人的生活

满意度也会有所提升。因此要不断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该协助村委会建设老年人活动

中心，提供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活动设施和器材，偶尔组织适合老年人的活动，为老年人提供棋牌室、阅

读室、舞蹈室等，大力培养农村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带动农村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其次，进一步打造

适老化娱乐空间，创造老年人生活舒适圈，大力开展无障碍升级改造，建设各种类型的老年人活动场所，

适度组织适合老年人的活动，创造社会参与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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