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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描述我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现状，探究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分析其是

否存在城乡差异。方法：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调查(CLHLS)的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

法从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三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结果：子女生活照料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影响最高，精神慰藉次之，最后为父母经济支持，子女经济支持的作用无显著影响，并且父母经济支持

和精神慰藉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在城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还受性别、文

化程度、家庭生活水平、自评健康状况因素的影响。结论：坚持家庭养老的主导地位，强化家庭养老的

功能和责任，子女要提高对老人的生活照料服务，积极弘扬儒家孝道文化，加强对老人的精神关怀，营

造健康养老的社会环境，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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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explore the im-
pact of children’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and analyze 
whether there are urban-rural differences. Method: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018 China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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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for the Elderly (CLHLS), this paper uses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o 
carry out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three dimensions: economic support, life care and spiritual com-
fort. Result: Children’s life care has the highest impac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fol-
lowed by spiritual comfort, and finally parents’ economic support. The role of children’s economic 
suppor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and the impact of parents’ economic support and spiritual com-
for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t the same tim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s also affected by gender, education level, fam-
ily living standard and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Conclusion: To adhere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family pension,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family pension, children should im-
prove the life care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actively carry forward the Confucian filial piety culture, 
strengthen the spiritual care for the elderly, create a healthy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elderly, 
and improve the health level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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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一直是我国老年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板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 2021
年，我国已经有超过 2 亿的人口年龄达到 65 岁及以上[1]，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越来越

多的中年人步入老龄，伴随着年龄增加，老人随之会产生一些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问题，如身体疾病、抑

郁感增加等，而老年群体数量的增加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社会保险的收支不平衡和劳动力市场结构都

会产生一定挑战。为此《“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健康老龄化”口号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而良好的生活满意度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表现[2]，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

家战略[3]，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生活满意度是对生活福利和生活质量的综合主观评

价指标[4]。以上都表明国家也越来越重视高质量养老的重要性，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

水平也不断提升，中国居民开始更加关注如何提升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那么如何提高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也成为了一个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我国“421”核心家庭比例增大，家

庭照料功能不断弱化。同时受我国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中国老年人的养老观念依旧较为传统，依靠子女

代际赡养的诉求依旧强烈[5]，一直以来，家庭是老年人日常生活和获得照料的最主要场所，并且已有学

者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并发现子女经常联系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更高[6]，可见老

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家庭因素的影响。那么子女代际支持是怎样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的？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吗？ 
据此，本文尝试通过 2018 年 CLHLS 的数据，以子女代际支持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其对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帮助完善代际支持网络、为改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供一定的价

值参考。 

2. 文献回顾 

(一)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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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老年人幸福指数的指标，其能全面的评估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好坏[7]。国内外已

有许多学者对其展开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从整体来看，我国老年人对其生活满意度状况评价为于中

上等水平[8]，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学者从不同层面多

个视角进行分析，杜金学者从社会支持角度研究发现了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均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

生影响[9]；杜鹏学者发现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有助于增强老年群体的参与型资本从而提升生活满意度

[10]；刘冰冰学者从人际关系角度发现对于女性和农村老人来说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明显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11]；陈璐学者从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角度发现提供全方位的社区照料服务可以显著提升城市老人的生活

满意度[12]。 
(二) 子女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 
受限于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子女代际支持承载了我国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子女代际

支持是指老人与家庭子女之间的相互支持，帮助老年人维持身心健康的作用。目前学界对代际支持的研

究主要从经济支持、照护支持、精神关怀三个层面展开[13]，王雨濛学者研究发现老人的子女数量越多对

农村和女性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越高[14]；马会员学者研究发现子女为农村老人提供经济支持可以提升

其生活满意度[15]；王茜学者发现子女提供的生活照料对老人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16]；孙

金明学者认为家庭成员提供的精神慰藉能有效改善老人的身心健康状况，缓解老人的精神抑郁[17]，但同

样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如孙奎立学者研究发现子女的照顾支持和情感慰藉无直接影响[18]。 
总体来看，学界基于不同目标群体、城乡差异等因素已展开多样化研究，也对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

和产生机制进行了多层次研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已形成一定的研究成果，但

学术界关于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于是本文将对此进一步探

讨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和社会支持。 

3. 研究假设、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 研究假设 
结合上述研究分析，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还未形成完全统一的研究结论。一般而言，

子女给予老年人一定的经济支持和帮助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

从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老年人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可能会加重自身负担从而降低生活满意度；

子女为老年人经常提供生活照料服务，可以缓解老年人的生活压力和负担，从而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子女为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能够改善家庭关系和缓解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有助于身心愉悦进而提高老

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同时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生活水平、环境不同，生活在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代际关

系可能存在不同认知。据此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子女向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可以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老年人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会降

低老年人满意度； 
假设 2：子女向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可以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假设 3：子女向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可以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假设 4：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 
(二)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2018 年 CLHLS 数据，该数据来源于对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老年人进

行的长期追踪调查，具有较高的时序性和代表性。问卷内容主要涵盖了老年人的个人家庭基本信息、社

会经济条件、心理特征和身体健康状况、日常生活生活方式和活动能力、生活照料者和参加的社会保险

等。由于 CLHLS 数据库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本文选取年龄在 65 周岁及以上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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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作为基础样本，对核心变量等数据处理后，最终选取出 6009 个样本数。 
(三)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老年人自评生活满意度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通过问卷中“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这一问题进行赋值，删除“无法回答”的样本，将“很不好”“不好”“一般”的回答赋值为“0”，表

现为生活不满意，将“很好”和“好”的回答赋值为“1”，表现为生活满意，最终形成二分类变量。 
2) 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的核心解释变量有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对于经济支持变量，通过子女向父母

提供经济帮助和父母向子女提供经济帮助双向来考察，由问卷中“您的子女在最近一年给您多少经济支

持？”和“您在最近一年给子女提供多少经济支持？”问题来衡量并赋值：子女有经济支持的赋值为“1”，
无经济支持的赋值为“0”，父母有经济支持的赋值为“0”，无经济支持的赋值为“1”；对于生活照料

变量，由问卷中“您的子女为您提供日常照料帮助的总小时数有多少？”问题来衡量并赋值：有生活照

料的赋值为“0”，无生活照料的赋值为“1”；对于精神慰藉变量，由问卷中“您平时与谁聊天最多?”
问题来衡量并赋值：与子女聊天的赋值为“1”，与其他成员和无人解决的赋值为“0”。 

3) 控制变量 
基于已有研究发现，社会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身体健康状况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

响[19]，因此，本文将性别、年龄、生活所在地、配偶情况、文化程度、家庭生活水平、是否有社会保险、

自评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具体变量描述见表 1。 

4. 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结果分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属于二分类变

量，故本文选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究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 ) 0Logit Ln
1 i i j j

pP X X
p

β β β ε
 

= = + + + − 
 

其中，P 表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Xi 代表子女代际支持，分别包含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Xj

代表其他控制变量，β0 表示截距参数， ε 表示随机误差项，βi 代表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通过 βi 的显

著性判断子女代际支持是否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βi 的方向也反映了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

满意度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1.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 不满意 = 0，满意 = 1 6009 0.710 0.454 0 1 

自变量       

子女经济支持 无 = 0，有 = 1 6009 0.716 0.451 0 1 

父母经济支持 有 = 0，无 = 1 6009 0.660 0.474 0 1 

生活照料 无 = 0，有 = 1 6009 0.529 0.499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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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精神慰藉 无 = 0，有 = 1 6009 0.852 0.356 0 1 

控制变量       

性别 女 = 0，男 = 1 6009 0.426 0.495 0 1 

年龄 低龄(65~79 岁) = 0， 
高龄(80 岁及以上) = 1 

6009 0.663 0.473 0 1 

生活所在地 乡镇 = 0，城市 = 1 6009 0.235 0.424 0 1 

配偶情况 无配偶 = 0，有配偶 = 1 6009 0.411 0.492 0 1 

文化程度 文盲 = 0，非文盲 = 1 6009 0.497 0.500 0 1 

家庭生活水平 不富裕 = 0，一般 = 1，富裕 = 2 6009 1.104 0.546 0 2 

是否有社会保险 无 = 0，有 = 1 6009 0.907 0.290 0 1 

自评健康状况 
很不健康 = 0，不太健康 = 1，

一般 = 2，比较健康 = 3， 
很健康 = 4 

6009 2.432 0.909 0 4 

 
表 1 是各个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到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平均值达到 0.7，说明我国

老年人对自身的生活满意度还是较高的。对于子女代际支持，85.2%的老人能享受到子女的精神关怀，

52.9%的老年人能享受到子女为其提供的生活照料，71.6%的老人可以获得子女给予的金钱或物质帮助，

34%的老人还要向子女给予经济支持，发现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中精神慰藉支持最多，经济支持次之，

最少的为生活照料支持。在性别方面，该样本中 42%为男性，57%为女性老人，女性群体偏多；在配偶

方面，有 41%的老人有配偶，59%的老人无配偶，意味着半数以上的老人日常生活中无法获得配偶的照

料，只能依靠自己和其他家属的帮助，这样子女的代际支持显得更为重要；对于文化程度，有 50%的老

人未接受过教育，可见我国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偏低；参加社会保险方面，有 90%的老人都可以享受到社

会保险待遇，社会保险覆盖面较高；家庭生活水平方面，整体的经济水平也是趋于一般，与我国的实际

情况基本吻合；在自评健康方面，主观健康状况均值为 2.43，可见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一般。 
(三) VIF 检验 
在探究各个解释变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回归之前，首先要确保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

线性问题，避免回归系数的不稳定性和标准误的增加，从而影响模型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本文利用

stata17.0 软件对变量进行 VIF 检验，结果见表 2，平均 VIF 值小于 2.5 且各个变量的 VIF 值相对稳定没有

较大的离群值，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进行回归分析。 
 
Table 2. VIF test results table 
表 2. VIF 检验结果表 

变量名称 VIF Tolerance 

子女代际支持 1.09 0.92 

父母代际支持 1.11 0.90 

生活照料 1.22 0.82 

精神慰藉 1.07 0.93 

性别 1.31 0.76 

年龄 1.52 0.66 

生活所在地 1.15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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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情况 1.56 0.64 

文化程度 1.50 0.67 

家庭生活水平 1.12 0.90 

是否有社会保险 1.00 0.99 

自评健康状况 1.08 0.93 

平均 VIF 1.23  
 

(四) 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逐层分析的方法，先在模型一中加入子女代际支持三个核心解释变量，然后模型二在模型

一的基础上加入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等控制变量探究是否会影响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以及对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采取这种方法是为了更好的将子女代际支持的不同方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展示出来，以方便看清各变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显著性变化。回归结果见表 3。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children’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表 3. 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生活满意度 

模型一 模型二 

子女经济支持 −0.227*** 
(−3.50) 

−0.078 
(−1.03) 

父母经济支持 −0.412*** 
(−6.55) 

−0.196** 
(−2.65) 

生活照料 0.161*** 
(2.80) 

0.280*** 
(3.88) 

精神慰藉 0.373*** 
(4.84) 

0.294** 
(3.15) 

性别  −0.327*** 
(−4.36) 

年龄  0.147 
(1.73) 

生活所在地  0.119 
(1.40) 

配偶情况  0.113 
(1.35) 

文化程度  0.192* 
(2.43) 

家庭生活水平  0.913*** 
(13.42) 

是否有社会保险  0.119 
(1.08) 

自评健康状况  1.124*** 
(26.45) 

截距项 0.938*** 
(9.41) 

−3.024*** 
(−14.71) 

伪 R2值 0.0108 0.1974 

观测值 6009 6009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下同。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5457


史子灏 
 

 

DOI: 10.12677/orf.2023.135457 4557 运筹与模糊学 
 

通过模型一的回归结果得知，子女经济支持、父母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回归结果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但子女经济支持和父母经济支持的显著关系是负向的，即子女未向老年人提供

经济支持和父母向子女给予经济支持会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这与研究假设 1 不符，研究假设 2、3 得

到验证，分析认为子女不向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反而更高可能是因为子女提供经济

支持会对家庭关系产生影响，例如子女可能会对老年人的生活进行干涉，防止老年人乱消费等导致老年

人的自主性受到限制，从而降低其生活满意度，或子女之间如果存在矛盾和冲突，提供经济支持可能会

加剧这种矛盾和冲突，从而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另外，老人可能自身对经济物质要求不是特别高，

生活满意度高的评价标准主要放在精神关怀等其他方面。父母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会增加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可能是因为老人给子女提供经济帮助可能增加老人的自我满足感，认为子女在日常生活上的压力和

负担可以减轻，子女过的好自己满足感就高，同时父母给予经济支持有助于增强亲子关系，加深家庭成

员之间的感情联系，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生活照料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性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年

龄增加身体各个机能都在下降并且患病几率提升，子女向老人提供卫生清洁、洗衣做饭等日常生活照料

服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困难，提高生活质量，增加生活满意度。子女向老年人提

供精神慰藉能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原因可能在于子女的陪伴和关心大大降低了老年人面临的孤独和失

落感等情绪，增加老年人的生活乐趣和幸福感，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等控制变量。从模型二的回归结果发现，

当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子女经济支持不再显著，父母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支持显著性降低，生活照料的

系数从 0.161 提高到 0.280，说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受个体特征等影响很大。从个体特征来看，性

别、文化程度、家庭富裕水平、自评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性影响。女性老人、文化程

度高、家庭生活水平富裕，身体自评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更高，年龄、生活所在地、配

偶情况和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因素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缺乏统计学意义。生活满意度在性别之间存在

显著性差异可能是因为女性群体在家庭中承担着更高的社会责任，女性更擅长维护家庭关系，其次女性

更加注重饮食和生活方式，更容易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从而拥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所以女性老人比男

性老人生活满意度更高；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通常具备更好的认知能力，能够很好的适应生活中的各种

变化和挑战，从而内心更容易达到生活满意；家庭生活水平富裕意味着老年人拥有更好的经济条件以及

具备更高的社会地位，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物质娱乐生活、医疗保障资源等各方面；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好

的老人生活满意度高可能是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身体健康的老年

人更容易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情，进而生活满意度更高。 
(五) 基于城乡差别的异质性分析 
城市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社会生活环境和社会保障福利水平要优于乡镇地区，以及城市老年人的

经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城市老年人可以享受到更高质量的服务和更广泛的社交网络，据此，本文探究

子女代际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是否存在城乡差异，结果见表 4。 
通过回归结果可知，父母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在城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城市老年人来说,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父母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关系，

但对于乡镇老年人而言，父母经济支持与生活满意度无显著性意义，只有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能明显提

高乡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研究假设 4 成立。产生该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城市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要高于

农村地区，相较于乡镇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城市老年人家庭经济状况更加富裕，很多乡镇的老年人自身生

活拮据，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为子女给予经济支持，所以父母经济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不显著。而精神慰

藉与乡镇老人满意度显著性比城市老人高可能是因为农村老人的子女大部分都外出打工，老人与子女相

见时间远远少于城市里的老人与子女相见时间，所以在精神慰藉方面，乡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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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ces i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表 4.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城乡差异表 

变量名称 
城市老年人 乡镇老年人 

I II 

父母经济支持 −0.226*** 
(0.083) 

−0.104 
0.160 

生活照料 0.277*** 
(0.080) 

0.378*** 
(0.170) 

精神慰藉 0.205* 
(0.105) 

0.508*** 
(0.190) 

控制变量 有 有 

Pseudo R2 0.1901 0.2190 

观测值 4599 1410 
 

(六) 稳健性检验 
在基准回归结果并考虑城乡差别的异质性分析基础上，考虑到不同计量模型在回归分析中的不足及

其可能导致的结果误差，本文通过将 Logistic 模型替换为 Probit 回归模型的方式对基准回归进行稳健性

检验，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通过表 5 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可知，父母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

神慰藉变量都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性影响，与上文的理论分析和基准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

通过稳健性检验。 
 
Table 5. Robust regression results of Probit model 
表 5. Probit 模型稳健性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生活满意度 

模型一 模型二 

子女经济支持 −0.137*** 
(−3.53) 

−0.045 
(−1.02)   

父母经济支持 −0.247*** 
(−6.61) 

−0.112** 
(−2.62) 

生活照料 0.098** 
(2.82) 

0.158*** 
(3.78) 

精神慰藉 0.227*** 
(4.81) 

0.177** 
(3.26) 

性别  −0.196*** 
(−4.50) 

年龄  0.091 
(1.84) 

生活所在地  0.073 
(1.49) 

配偶情况  0.069 
(1.43) 

文化程度  0.110* 
(2.40) 

家庭生活水平  0.529*** 
(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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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是否有社会保险  0.071 
(1.10) 

自评健康状况  0.663*** 
(26.45) 

截距项 0.575*** 
(9.58) 

−1.769*** 
(−14.99) 

伪 R2值 0.0109 0.1990 

观测值 6009 6009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 CLHLS 2018 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的影响，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子女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关系，子女生活

照料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最高，精神慰藉次之，最后为父母经济支持，父母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影响呈负向关系，即老人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越多，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越高，并且，父母经济支

持和精神慰藉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在城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女性老人、文化程度较高、自

评健康较好、家庭生活水平较富裕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也更高。结合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 坚持家庭养老的主导地位，强化家庭养老的功能和责任 
在子女代际支持的诸多方式中，发现生活照料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很强的显著性且呈正向关系，

即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的日常生活照料越多，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则越高。家庭是老年人最重要的社会支

持网络之一，要坚持家庭养老的主导地位，强化家庭养老的功能和责任，政府可以构建系统性的家庭养

老支持政策，通过顶层设计积极鼓励和引导子女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生活照料服务，加大对养老服务的

投入，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推广家庭护理服务等，同时，强化家庭养老责任并不只是将养老责任完全寄

托在子女身上，社会层面其他主体如社区也要加强对老年人的关爱和支持，如开展社区志愿者服务、设

立老年人活动中心或建立老人护理培训机制，提高子女的护理技能和护理意识。 
(二) 加强对老人的精神关怀，积极弘扬儒家孝道文化 
“孝”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文化，子女负有赡养老人、为老人提供关爱和支持的义务和责任。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工作地点离家越来越远，并且伴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加，人们不得不

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工作和学习中，老人获得的子女精神慰藉大大减少，尤其农村老人在精神空虚

问题上更为严重。因此子女要加强对老人的精神关怀，借助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技术来拓展精神慰藉途

径，增加联系频率；政府层面可以出台相关政策保障劳动者的休假权益真正得到落实；社区可以组织开

展一些文娱活动和免费心理咨询服务，丰富老年人生活和缓解孤独感。 
(三) 营造健康养老的社会环境，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老年人的健康和养老问题亟需解决。

本文研究发现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是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要努力提高老年人的健康

水平，健康养老的社会环境包括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居住环境、社交活动、文化娱乐等方面，需要政府、

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努力，政府可以通过投资建设老年人健康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等，为老年

人提供医疗保健等服务，或者通过举办健康讲座、发放健康教育资料等方式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子

女可以鼓励老人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如跳舞、下棋等或社会公益类活动，让老年人融入到社会参与中提

升归属感，进而提升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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