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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清洗的基础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并将样本老年人

子女情况分为有无子女、子女数量以及更为细致的儿子、女儿数量四个自变量，研究子女数量对老年人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生育政策的发展方向提供建议。本文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三类

样本老年人子女情况自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老年人生理因素中，年龄、居

住地、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四个自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老年人子女情况中，多

子并不能使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幸福”，而是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倾向于“幸福”。

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评判依据已不再遵循“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看法，而是更关注于

自身，表现为自我需求是否达到满足。由此，为实现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地与可持续发展，应逐步转变生

育性别偏好；社会保障政策向为父母提供资金支持的子女做出倾斜；同时推进为老服务项目建设，提高

社区为老服务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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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cleansing of the 2021 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CGSS), the subjec-
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was used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the sample of elderly 
children was divided into four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childr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more detailed number of sons and daughters. The impact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was studied, providing sugges-
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ertility policies. This article uses binary logistic regres-
sion analysi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on the subjective well- 
being of elderly people in three types of sample children. The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among the physiological factors of the elderly, age, place of residence, marital status, and physi-
cal health statu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case of elderly 
children, having multiple children does not make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more “happy”, but 
rather tends to be more “happy” when their children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elderly people in China no longer follow traditional views 
such as “raising children to prevent aging” and “having more children and more happiness”, but 
rather focus more on themselves, manifested as whether their own needs have been met. There-
fore, in order to achiev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ertility poli-
cies, gender preference for childbirth should be gradually transformed;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favor children who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ir parents; Simultaneously promote the con-
struction of elderly service projects and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community elderly ser-
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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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疗水平的提升，更提高了人

们的生活水平，尤其近几年，长寿成为人们生活幸福的重要标志[1]。2022 年，我国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

的人口开始迈入老年行列，老年人口数量激增，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需持续关注的重点。基于此，我国自 1982 年起实施的计划生育策略在 2015 年适时变为全面放开二胎策

略，2020 年又转为全面放开三胎策略。国家生育政策方向的改变势必会带来新家庭子女性别组成和子女

数量的差异。根据 2011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显示(CHARLS)，儿女双全家庭的比例越来越少，

仅有儿子和仅有女儿的家庭越来越多，然而儿女双全的家庭数量始终大于仅有儿子或仅有女儿的家庭数

量。在家庭子女结构的变迁下，子女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参与主体之一，所发挥的家庭养老功能是

否依旧显著遭到了质疑[2]。因此，有关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对于完善生育政策、积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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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2. 文献综述 

学界关于子女规模、性别结构对老年人的影响研究起步于近十年，在 2015 年后发表论文数量呈显著

上升，特别在 2018~2020 年期间达到峰值。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快速老龄化时期[3]，这与我国社

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一系列社会支持政策的推进，社会化的养老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部分养

老角色[4]的现象相契合。有关子女状况对老年人的影响研究视角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子女数量

问题的研究，冷晨昕和陈前恒(2019)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 年度数据研究显示，老年人幸福

感与子女数量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且子女数量对女性、城镇、高收入老年人群体幸福感的影

响更为明显[5]。二是对子女性别和序次问题的研究，张若恬、张丹和李树茁(2020)依据 2014 年中国老年

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发现，子女性别结构的影响体现在女儿数量增加对老年人养老资本有显著正

向影响。子女序次结构对两孩老人的影响表现在无论女儿的出生序次先后均对养老资本有促进作用；三

孩老人第一孩性别对养老资本无显著影响，第一孩为儿子时第三孩为女儿和第一孩为女儿时第二孩为女

儿均对养老资本有显著积极影响[6]。三是对子女质量问题的研究，郑晓冬和方向明(2018)运用 2013 年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子女质量的提高，即子女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

位等级的上升则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且高质量子女的数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正向影响边

际递减[7]。综上，关于子女状况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研究国内学者已有了一些借助实证研究的趋势性发

现，但还有些方面仍需探索。例如，研究重点多集中在老年人养老的外在条件、资本及福利，而较少关

注于老年人自身的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因此，在先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 CGSS 2021 数据，

以样本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子女数量及性别组成为自变量，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以期发现在“十
四五”规划时期，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基于此提出优化生育政策的建议。 

3. 数据来源、模型及变量选择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2021 年 CGSS 数据，是在 2018 年综合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年度调查数据对中国社会全面、

系统地描述和分析，揭示中国社会变迁，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制度、结构、行为、

态度等各个层次发展方向和趋势。本文运用 SPSS26.0 软件对数据进行清洗分析，去掉调查状态缺失的样

本老人和相关问题拒绝回答、缺失值后，有效样本总量为 3204 个。 

3.2. 模型选择 

鉴于选取的数据特征，参考李文杰(2017)、陆温婷(2022)的研究模型，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开

展实证分析。首先，建立基本模型，将样本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其次放入子女

情况中的有无子女、子女总数及儿子、女儿数量，最后组成一组嵌套模型。基本模型如下： 

( ) ( ) ( )+

1
1 e xii iP y j X P y j X

α β−
= = =

+
 

其中，y 代表被解释变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实际测量值，i 代表第 i 个选取变量，X 代表所有的解释变量。 

3.3. 变量选择 

本文的因变量为样本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 CGSS 2021 问卷中“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

福？”问题的浓缩，将问卷中的“完全幸福”、“非常幸福”、“比较幸福”归类为“幸福”赋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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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不幸福”、“非常不幸福”、“完全不幸福”归纳为“比较不幸福”赋值 0。 
而作为本文自变量的子女情况，借鉴袁蓓和刘琪(2016)对子女状况的分类[8]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

型。一是有无子女，将 CGSS 2021 问卷中子对女数量的回答分为 = 0 的“没有”和≥1 的“有”；二是子

女数量，由 CGSS 2021 问卷中“请问您有几个子女(包括继子继女、养子养女在内)？”一问而来；三是

儿子、女儿数量，承接第二种类型，则是 CGSS 2021 问卷中“[儿子]请问您有几个子女(包括继子继女、

养子养女在内)？”以及“[女儿]请问您有几个子女(包括继子继女、养子养女在内)？”两问综合而来。上

述三项自变量回答除第一个设置为“有”、“没有”，其余均设置为“2 个及以下”、“3 个及以上”两

个选项，由此将其分别赋值为 1、0。 
控制变量中的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是由 CGSS 2021 问卷中“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农村基本养老

保险？”一问的结果而来，受访老年人回答“是”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为 CGSS 2021 问卷中“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问题

的总结，同上问类似，将回答选项中的“是”赋值为 1，“否”赋值为 0。身体健康状况是由 CGSS 2021
问卷中“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一问的归纳而来，将回答设置中的“很健康”、“比较健

康”设置为“健康”赋值为 1，“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设置为“较差”并赋值为 0。下列表 1 描

述的是本研究所使用的全部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1.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and their description 
表 1. 变量及其描述统计 

变量 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活幸福感 0 = 比较不幸福；1 = 幸福 0.83 0.375 0 1 

有无子女 
子女总数 

0 = 没有；1 = 有 
0 = 2 个及以下；1 = 3 个及以上 

0.98 
0.05 

0.137 
0.225 

0 
0 

1 
1 

儿子数量 0 = 2 个及以下；1 = 3 个及以上 0.07 0.249 0 1 

女儿数量 0 = 2 个及以下；1 = 3 个及以上 0.07 0.263 0 1 

性别 
城乡 

0 = 女； 1 = 男 
0 = 农村； 1 = 城市 

0.48 
0.40 

0.500 
0.490 

0 
0 

1 
1 

婚姻状况 0 = 无配偶；1 = 有配偶 0.75 0.431 0 1 

受教育程度 0 = 小学及以下；1 = 初中及以上 0.01 0.119 0 1 

身体健康状况 

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子女提供生活支持 

子女提供心理支持 

0 = 较差；1 = 健康 

0 = 否；1 = 是 

0 = 否；1 = 是 

0 = 否；1 = 是 

0 = 否；1 = 是 

0 = 否；1 = 是 

0.38 

0.81 

0.94 

0.48 

0.66 

0.52 

0.486 

0.393 

0.239 

0.500 

0.473 

0.50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4. 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4.1. 基本情况 

在本论文筛选的 3204 个有效受访样本中，性别比例趋于均衡，女性占比(52%)稍多于男性(48%)。年

龄分布上，60~69 岁老年人占比将近半数(47.5%)，其次是 70~79 岁老年人(33.4%)，最少的为 90 岁及以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6631


张含蕊 
 

 

DOI: 10.12677/orf.2023.136631 6405 运筹与模糊学 
 

上的老人(0.9%)。居住城乡类型上，超半数老人来自城市(59.9%)，而农村地区则较少(40.1%)。婚姻状况

上，有配偶(75.3%)老人占比将近三分之二，而无配偶(24.7%)老人只略多于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样本老年

人家庭完整度偏高。受教育程度上，受访老人文化程度多数不高，绝大部分集中在小学及以下(98.6%)，
初中及以上则较为少见(1.4%)。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表示肯定的老人(81.0%)超过八成，表示没有的

老人(19.0%)则为少数。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参加的老人(93.9%)是没有参加老人(6.1%)的 15.4 倍，可

见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几乎全部的受访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上，低于半数老人(38.2%)表示健康，而大多

老人(61.8%)表示身体状况较差。具体结果见上表 1。 

4.2. 对自变量的共线性诊断 

表 2 描述的是受访老人人口学特征及其子女情况的共线性诊断。多重共线性最早由 Frisch 于 1934 年

提出[9]，是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而使得估计结果失真[10]。当模型存在共线性，

意味着每一个自变量都会一定程度影响另一个，同时参数估计值的方差将会变得无限大。如果每个参数

的方差都是无限大，那么 OLS 的估计就失去了有效性，更严重的也就失去了一致性了。 
表 2 中模型一是单独对样本老人的人口学特征变量进行的共线性诊断，根据诊断结果显示，人口学

特征变量容差(tolerance)全部大于 0.1 且 VIF (方差膨胀因子)值均小于 3，即受访老人人口学特征不存在共

线性问题。模型二是集合了研究选择的全部自变量，即老年人人口学特征变量加上其子女情况综合进行

共线性诊断，结果数据同模型一一样，即论文所有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关系。综上，可以进行下一

步二元 Logistic 回归，且回归模型的预测准确性不会受其影响。 
 

Table 2. Collinearity diagnosis 
表 2. 共线性诊断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模型一 模型二 

容差 VIF 容差 VIF 

人口学特征 

性别 0.977 1.024 0.949 1.054 

年龄 0.915 1.092 0.784 1.275 

城乡 0.947 1.056 0.910 1.099 

婚姻状况 0.919 1.086 0.875 1.142 

受教育程度 0.971 1.030 0.948 1.055 

身体健康状况 0.981 1.019 0.934 1.070 

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0.922 1.085 0.903 1.108 

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0.939 1.065 0.910 1.098 

子女情况 

有无子女  0.955 1.047 

子女总数  0.611 1.636 

儿子数量  0.764 1.310 

女儿数量  0.698 1.432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0.659 1.517 

子女提供生活支持  0.656 1.523 

子女提供心理支持  0.657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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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老年人健康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 3 描述的是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数据。模型一是本研究的基本模型。

根据模型一的回归结果，受访老年人人口学特征中，年龄、居住地、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四个自变

量对受访人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影响，且四个自变量均为特别显著(P < 0.001)。因年龄的回归系数为 0.057，
即随着受访老年人年龄每增长 1 个单位，其主观幸福感就会上升 105.8%。高龄老人对“剩下的时间有限”

的强烈感受，再加上“知天命”的传统文化习惯的影响，会更加珍惜现有生活[11]。受访样本在中居住在

城市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幸福”的概率是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的 1.727 倍，尽管我国已经加大了全

民医疗保障的力度，但是在农村，老百姓看病和养老依然面临许多难题，尤其是看病不急、看病怕贵这

类观念在农村仍然很难消除。而在婚姻状况方面，没有配偶的受访老人主观幸福感更低，是有配偶受访

老人主观幸福感选择“比较不幸福”的 1.807 倍。对于身体健康状况而言，表示身体状况“健康”的受

访老人选择主观幸福感“幸福”的概率是表示身体状况“较差”的受访老人的 2.666 倍。由此可以发现，

健康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因此，不但要继续完善老年医疗保障制度，为老人提供更好

的基础医疗、日常照料和护理服务，还要重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加强老年心理疏导和援助体系建设，

关爱老人心理健康[12]。 
模型二是在基本模型一的前提下加入了三种类型样本老年人子女情况。分析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发现，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选择主观幸福感“幸福”的概

率为是子女不提供经济支持老人的 1.615 倍。老年人是相对特殊的群体，其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养老金和

财产性收入等，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成为老年人的预期外收入[13]。基本模型一中呈现显著影响的人口学

特征，在模型二中除婚姻一项其它仍然保持显著，尤其是身体健康状况一项与模型一一样表示为特别显

著(P < 0.001)。但同时，年龄、城乡两项自变量由特别显著(P < 0.001)变为显著。 
值得关注的是，表 3 中列出的受访老人子女情况中的有无子女、子女数量、儿子数量以及女儿数量

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并不显著，这和老一辈的传统思想并不相同。对于中年父母

(60 岁以下的父母)，其子女可能正处于受教育阶段或工作初期，在责任伦理的驱动下，父母会持续对子

女进行教育投入，甚至提供住房和抚养孙辈等[14]。在这种情况下，多子女就意味着作为父母要承担更多

的责任，身体及精神压力也会更大，导致降低其主观的幸福度。而对于年长的父母来说，则是处于被赡

养的阶段，其子女的家庭、工作和生活也趋于稳定，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增强，父母获得的经济支

持可能也越多，这对于提高主观幸福感是有裨益的。而本研究的样本老人年龄多集中在 60~69 岁之间，

正是子女逐步有能力反哺父母的时期，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效应也就可以说

的通了。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
derly 
表 3. 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模型一 模型二 

P 值 Exp (B) P 值 Exp (B) 

人口学特征 

性别(以男性为参照) 0.353 1.096 0.742 1.058 

年龄 0.000 1.058 0.001 1.048 

城乡(以城市为参照) 0.000 1.727 0.005 1.696 

婚姻状况(以有配偶为参照) 0.000 1.807 0.087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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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上为参照) 0.943 0.962 0.998 1.471 

身体健康状况(以健康为参照) 0.000 2.666 0.000 2.439 

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以是为参照) 0.217 0.859 0.764 0.938 

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以是为参照) 0.112 0.740 0.645 0.861 

有无子女  0.815 0.855 

子女情况 

子女总数  0.153 0.985 

儿子数量  0.766 0.493 

女儿数量  0.340 1.131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0.020 0.615 

子女提供生活支持  0.324 0.796 

子女提供心理支持  0.269 1.255 

模型拟合效果 

截距(S.E.) 1.592 1.593 

−2Log Likelihood (DF) 2712.313 916.067 

卡方值 8.880 11.535 

Hosmer-Lemeshow 拟合度 0.353 0.173 

4.4. 异质性检验 

为进一步比较不同子女类型的受访老年人在每个维度以及量表整体层面上的差异，即人口学特征的

差异比较，进而选择异质性检验。表 4 描述的是以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三种类型样本老年人子

女情况为自变量，再逐步将样本老年人人口学特征中的性别、居住地、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作为选

择变量进行异质性检验的分析。 
以受访老年人性别作为选择变量，男性老人在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上呈现显著影响；而女性老人在三

种类型子女情况上都不呈现显著影响。以受访老年人居住地作为选择变量，居住在农村的老人在子女提

供生活支持上呈现显著影响，而居住在城市的老人则与之不同，在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上呈现显著影响。

在以婚姻状况作为选择变量进行异质性检验时，数据显示有配偶和无配偶的老人在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上

都呈现显著影响，而其余自变量都不呈现显著影响。在选择变量为身体健康状况时，表示健康和较差的

老人同时在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上同时呈现显著影响，并且表示健康的老人单独在子女总数上呈现显著影

响。因其回归系数为负(−0.222)，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子女总数越少的老人主观幸福感更强。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 在受访老年人人口学特征方面，年龄越大、居住地在城市、有配偶、身体健康状况越好主观幸福

感越偏向“幸福”，而年龄越小、居住地在农村、无配偶、身体健康状况越差主观幸福感越偏向“比较

不幸福”。 
(2) 在受访老年人子女状况方面，子女给予经济而非经济或心理支持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有无子女、子女总数、儿子数量以及女儿数量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多子家庭需要投

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和养育孩子，这会增加父母的工作负担和生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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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Heterogeneity test 
表 4. 异质性检验 

变量 
有无子女 子女总数 儿子数量 女儿数量 子女提供经

济支持 
子女提供生

活支持 
子女提供心

理支持 

回归

系数 
标准

误 
回归

系数 
标准

误 
回归

系数 
标准

误 
回归

系数 
标准

误 
回归

系数 
标准

误 
回归

系数 
标准

误 
回归

系数 
标准

误 

老
年
人
自
评
健
康

 

性别 
男 0.069 0.097 0．128 0.105 0.023 0.071 0.046 0.076 −0.128 0.038 −0.027 0.039 0.041 0.038 

女 −0.186 0.159 −0.158 0.085 0.038 0.071 0.062 0.074 −0.062 0.039 −0.052 0.043 0.012 0.040 

居住地 
农村 −0.029 0.122 −0.138 0.084 0.083 0.066 0.081 0.068 −0.053 0.040 −0.095 0.041 0.003 0.039 

城市 0.035 0.108 0.063 0.098 −0.035 0.074 0.041 0.084 −0.097 0.036 0.015 0.038 0.063 0.036 

婚姻状况 
有配偶 0.017 0.151 −0.052 0.082 0.020 0.063 0.038 0.062 −0.073 0.031 −0.051 0.033 0.033 0.032 

无配偶 −0.052 0.108 −0.105 0.111 0.077 0.086 0.102 0.105 −0.154 0.057 −0.018 0.059 0.015 0.056 

身体健康

状况 
健康 0.024 0.105 −0.222 0.097 0.094 0.066 0.101 0.071 −0.072 0.036 −0.030 0.035 0.011 0.036 

较差 −0.028 0.120 0.002 0.085 0.007 0.069 0.028 0.072 −0.095 0.038 −0.025 0.043 0.046 0.038 

 
(3) 关于本文的创新点，本文运用了 CGSS 2021 的数据展开实证分析，为 CGSS 最新公开的追踪调

查，可以更好地反映出新时期子女状况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性。其次，本文发现

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更能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保障政策应考虑对为父母提供

经济支持的子女进行奖励，鼓励更多的子女做出改变。 

5.2. 建议 

(1)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政策优惠向经济支持父母的子女做出倾斜 
政府可以通过减免或降低纳税义务的方式鼓励年轻人提供经济支持给他们的父母。这可以通过设立

特殊的税收减免或抵免措施来实现，以减轻他们的财务负担。政府还可以提供一些形式的家庭抵免，允

许年轻人将他们为父母提供的支持计入到个人所得税中的抵免额中，从而减少他们需要支付的税款。同

时设立福利计划，向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年轻人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这些计划可以包括现金津贴、

食品券或医疗援助等。相关金融机构也可以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以帮助年轻人支付他们父母的医疗费

用、住房费用或其他急需支出。重要的是，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以确保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子女

能够在财务和心理上得到支持，同时维持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发展。 
(2) 建立多层次的为老服务体系，提高专业人员服务质量 
多层次的为老服务体系应包括社区级别、区域级别和国家级别的服务。这可以包括社区健康中心、

长者日间照料中心、医疗设施等。同时，为了确保为老服务的效果和质量，需要进行持续的评估和改进。

定期收集用户反馈，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和改进。其次，为了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需要培训专业人员，

包括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培训可以涵盖老年人护理技能、沟通技巧和老年人权益保护等方

面。更应合理提高老年服务人才的薪酬待遇、社会地位，将薪酬与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内容联系

在一起，对有突出贡献的老年服务人才进行宣传与表彰，让人们认识到“行行出状元”，老年服务行业

也同样如此[15]。 
(3) 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发力，综合推进为老服务项目建设 
首先，需要进行全面的老年人需求评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医疗和健康需求、社交需求等。这

可以通过调查、焦点小组讨论和与老年人的交流来实现。其次，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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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服务项目的发展。这些政策应该包括资金分配、质量标准、监管和准入要求等；市场需要推动科技

应用，利用科技可以提高为老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例如，可以开发老年人健康监测应用程序，以实时监

测他们的健康状况；社会需要宣传和提高意识，进行宣传活动，提高社会对为老服务项目的认知和支持。

这可以通过媒体宣传、社交媒体和社区活动来实现。最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政府、非营利组织、医疗

机构和私营部门可以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提供综合的为老服务。这有助于整合资源和知识。综合考

虑以上因素，可以建立一个更完善的为老服务项目，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和幸福感。同时，这也有助于社会更好地应对老龄化人口的挑战。 

6. 不足与展望 

6.1. 不足 

本文在有关子女情况的自变量中选取了有无子女、子女总数以及儿子和女儿数量三种类型，但并未

将本文涉及的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生活支持以及心理支持与子女性别和数量进行交叉，以获取更为细致

的样本数据。这也是本文后续研究需要加以注意的地方，使分析更为严谨和具有针对性。 

6.2. 展望 

为解决本文存在的不足，应从更广泛的查阅文献着手，尤其是国外社会保障重点期刊，跟踪国际上

对于子女情况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最新趋势与进展，做好文献综述的国内外比较。再者是细化

本文有关子女情况的交叉分析，进而做到对样本老人的分类更为全面，挖掘并提出方向更为明确的政策

建议。 
总之，学界对于子女情况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仍处于发展的上升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

查(CHARLS)、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以及本文选用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都增加了对

其的调研，本文会持续关注，以期提出更多具有学术价值的新发现。 

参考文献 
[1] 唐强. 人口老龄化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养老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的调节作用[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3, 9: 21-32 

[2] 陈孝群, 华中生, 朱晓莉. 我国家庭子女结构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系分析[J]. 信息与管理研究, 2021, 6(2-3): 
1-12. 

[3] 杨继瑞, 薛晓. 社区居家养老的社会协同机制探讨[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5(6): 106-112. 

[4] 张栋, 郑路, 褚松泽. 养儿防老还是养女防老?——子女规模、性别结构对家庭代际赡养影响的实证分析[J]. 人
口与发展, 2021, 27(3): 96-109. 

[5] 冷晨昕, 陈前恒. 子女数量与老年人幸福感关系研究——基于 CGSS2013 的实证分析[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9, 40(5): 60-68. 

[6] 张若恬, 张丹, 李树茁. 子女数量、性别和序次对养老资本的影响及城乡差异——基于 CLASS 2014 数据的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2020, 4: 68-83. 

[7] 郑晓冬, 方向明. 子女数量、质量与老年人福利[J]. 宁夏社会科学, 2018, 3: 108-119. 

[8] 袁蓓, 刘琪. 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子女状况关联性分析——关于海南黎族的调查[J]. 江汉学术, 2016, 35(6): 
63-68. 

[9] Frisch, R. (1934) Statistical Confluence Analysis by Means of Complete Regression Systems.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slo, 5-8. 

[10] 谢婼青, 姜国麟. 运用重复交易模型编制综合指数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基于参数改进的解决方法[J]. 系统工

程理论与实践, 2022, 42(6): 1434-1447. 

[11] 潘泽泉, 王艺璇, 聂君宇.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临沂大学学报, 2023, 45(2):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6631


张含蕊 
 

 

DOI: 10.12677/orf.2023.136631 6410 运筹与模糊学 
 

164-174. 

[12] 朱文娟. 健康、保障与社会融入: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J].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2020, 
36: 38-47. 

[13] 冯颖. 子女代际经济支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旅游消费视角的实证分析[J]. 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 2021, 
21(8): 75-80. 

[14] 许琪. 扶上马再送一程: 父母的帮助及其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J]. 社会, 2017, 37: 216-240. 

[15] 何永丹. 互联网背景下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对策探讨[J]. 企业改革与管理, 2022, 6: 74-76.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6631

	多子还能多福吗？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CGSS 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Can More Kids Still have More Blessings? The Impact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 2021 Data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文献综述
	3. 数据来源、模型及变量选择
	3.1. 数据来源
	3.2. 模型选择
	3.3. 变量选择

	4. 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4.1. 基本情况
	4.2. 对自变量的共线性诊断
	4.3.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老年人健康的Logistic回归分析
	4.4. 异质性检验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2. 建议

	6. 不足与展望
	6.1. 不足
	6.2. 展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