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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大众对健康的日益关注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商业养老保

险近年来得到了迅猛发展，呈现出需求多样化的趋势。本文基于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分析，

运用STATA软件，构建Logit模型并从多角度量化研究了影响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因素。研究发现，居民

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身体状况及个人风险意识对商业养老保险购买需求具有显著

性影响，为推动商业养老保险进一步发展，保险公司应不断改善知名度和服务水平。 
 
关键词 

商业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养老，影响因素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Demand 
—Based on CGSS2017 Data Analysis 

Jie Pe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Received: May 21st, 2022; accepted: Jun. 11th, 2022; published: Jun. 21st, 2022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creasing concern for health and the support of na-
tional policies, showing a trend of diversified dem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data, this paper uses the STATA software to construct a Logit mode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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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fy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mand for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from multiple pers-
pectives. It is found that age, gender, education, socio-economic status, physical condition and 
personal risk awarenes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mand for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
ance, an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insur-
ance companies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ir visibility and servic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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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如何养老已成为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面临的难题。在社

会层面，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到 2020 年，我国总人口的 18.7%已超过 60 岁[1]；在国家层面，《中

国统计年鉴 2021》数据显示，到 2020 年底，我国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 19,064 万人，占总人口的

13.5%，老年抚养比为 19.7%。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总数过亿的国家，养老已经成为民生发

展的头等问题。 
党的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

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2]。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是国家保障的，

由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组成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二层次是企业为其员工设立的补充性养老

金；第三层次是商业养老保险[3]。在提出“健康中国”概念的同时，我国还制定了《健康中国 2030》规

划框架，提出保险业必须在塑造和完善国家医疗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多样化的商业健康保险产

品，为深化医疗改革作出贡献。 

2. 商业养老保险介绍 

2.1. 商业养老保险简介 

作为一种金融保险，养老保险也可视为一种长期性资产，帮助维持老年生活水平不至于发生较大滑

坡。2021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实现基本养老保

险国家统筹，并使养老保险第三支柱规范发展。为老年人发展更具包容性的护理和互助服务，改善传统

服务措施，为老年人和其他群体提供更全面的关爱服务[4]。其中基本养老保险是通过国家立法，保障劳

动者在年老失去劳动能力时，可以获得保障晚年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帮助的保险制度。商业养老保险是

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被保险人通过交纳保险费，按照规定的年龄从保险公司领取养老金[5]。 

2.2. 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 

1) 社会日益老龄化，养老保险面临着沉重的压力。 
目前，整个世界正经历着老年人数量的快速增长，我国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老年抚养比逐年

增高。近年来，社会家庭结构不断调整，小型核心家庭模式已逐渐取代传统多代同住局面。所以居家养

老观念也正在逐渐弱化，这也使得改进与提高养老保险服务水平越来越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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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养老保险存在不充分，覆盖范围有限。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 2021 年底，我国有 48,075 万

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庞大的人口数量背景下，我国的养老保险覆盖面存在很大的不充分。

因此，商业养老保险是各地区未被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的人们的不错选择[5]。 
3) 更多人追求高品质生活，为老年生活减轻经济负担。 
在未来的十年里，大部分开始进入老年生活并需要养老金的人将是那些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工作的人。

这部分人赶上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生活水平普遍较好[5]。因此，为了维持退休后

较高的生活质量，这部分中产阶级群体更有可能早做打算，将部分资金投入商业养老保险，即这些中高

收入人群出于对长远的规划，具有更高的保险意识，对商业养老保险购买需求也高[5]。 

3. 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影响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居民文化教育程度、身体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个人风

险意识等。本研究着重从所学习的专业出发，主要探究社会保障因素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根据

研究问题设计了本项研究的基本框架，如表 1 所示。在现有文献、问题以及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本文提

出以下假设。假设 1：性别会影响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具体来说，性别不同，对商业养老保险

需求度也不同，即女性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要高于男性或男性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要高于女性。假

设 2：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度与其文化教育程度有关。假设 3：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度与其

经济水平有关。假设 4：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度与其内心的风险意识有关。假设 5：居民对商业养

老保险的需求度与其身体状况有关。有关作为人类发展中的一种风险化解机制，商业养老保险是缓解当

前危机、解决潜在风险和改善整体福利的一种方式，目的是防止和减少个人的脆弱性，提高个人的福利。 
 
Table 1. Influencing factors assumptions 
表 1. 影响因素假设 

名称 问卷 变量 

性别 性别 

自变量 

受教育程度 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 

社会经济地位 

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的经济社会地位是 

您家 2016 年全家家庭总收入 

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 

风险意识 您家目前是否从事下列投资活动 

身体状况 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 

需求度 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商业养老保险 因变量 

 
在开始数据分析之前，有必要进一步操作本研究中使用的关键概念，即自变量的概念操作化。在数

据库中的数据做缺省处理后，对变量进行重新编码。“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为”的选项为“1 = 小学，2 
= 初中，3 = 中学，4 = 本科及以上”。“是否从事下列投资活动”、“目前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经

济状况”同理，完成重新编码。对“没有选择”、“不适用”、“拒绝回答”等数据按缺失值处理。通

过 2017 减去出生年份计算出结果并生成新的年龄变量。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编码为 1，女性编码为 0。 
设置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为因变量。本研究中使用的保险需求是指受访者对其目前生活质量的总体

评估，基于他们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最后得出是否认为具有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其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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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主观性，根据评估者自己的标准而不是其他标准来评估的；稳定性，主要衡量受访者长期的情绪

反应和生活满意度，给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值；整体性，包括对受访者自身情感表达的评估和对认知判断

的综合评估。2017 年 CGSS 调查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问法：“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

选项为：“1. 城市基本医疗保险；2. 商业医疗保险；3. 商业养老保险”。本研究将选择未做选择选项

的认定为未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并对选项进行编码，“商业参加养老保险”设为 1，“未参加商业养老

保险”设为 2。如表 2 所示。 
 
Table 2. Dependent variable selection 
表 2. 因变量选择 

因变量 CGSS2017 处理后因变量 

商业养老保险需求 

你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1. 参加 

2. 没有参加 
3. 拒绝回答 
4. 不知道 
5. 不适用 

简单化处理： 
1 = 参加 

2 = 没有参加 

 
本研究使用 CGSS 数据库来分析社会保障因素与商业养老保险需求之间的联系，同时还考虑到其他

变量。它是对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定量研究，其主要方

法是“二次分析”，使用公开数据进行建模与分析。为此，以 CGSS 2017 年的数据为对象，使用 STATA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添加变量并重新编码，对感兴趣的变量进行处理，建立一个可直接用于分析的

数据库。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异方差检验、多元协方差检验和多元回归模型被应用于待分析的对象数据

库。 

4. 实证分析 

社会保障项目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度的影响。结合 CGSS2017 数据库中搜集的数据，从中选取

了“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个人风险意识”这四个变量，作为回归

模型的自变量，探究它们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度的影响。如表 3 所示。 
 
Table 3. Factors influencing demand for residents’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表 3. 居民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影响因素 

自变量 相关系数 标准误差 P 值 

性别(女) −0.0092 0.0050 0.068 

受教育程度 −0.0059 0.0006 0.000 

社会经济地位 0.0135 0.0035 0.000 

家庭年收入 −0.0041 0.0012 0.001 

家庭经济状况 −0.0057 0.0040 0.159 

身体健康状况 −0.0087 0.0022 0.000 

个人风险意识 0.1198 0.0128 0.000 
 

本研究分别做了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度和各社会保障项目的交互模型，得出结论：商业养老保险和性

别的交互项呈一般性显著，即它二者交互效应较弱，也就是说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度受居民性别影响较

小，男女之间需求度无太大差别。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地位、身体健康状况、个人风险意识则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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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交互项显著，即它们之间存在交互效应，也就是说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度受到居民受教育程度、

家庭经济地位、身体健康状况以及个人风险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后，R2 为 0.0615，说明

相关性显著。 
 
Table 4. VIF test 
表 4. VIF 检验 

Variable VIF 1/VIF 

性别(女) 1.03 0.974 

受教育程度 1.39 0.718 

社会经济地位 1.52 0.656 

家庭年收入 1.30 0.770 

家庭经济状况 1.61 0.623 

身体健康状况 1.20 0.832 

个人风险意识 1.14 0.878 

Mean VIF 1.31 
 

 
Figure 1. Heteroskedasticity test 
图 1. 异方差检验 

 
由于多元线性模型存在不确定性，利用多重共线性检验和异方差检验来检验变量，如图 1、表 4，检

验合格，认为居民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身体健康状况、个人风险意识对商业养老保险的

需求度具有显著性影响。 

5. 结论与讨论 

综合分析，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因素，主要是受到居民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身

体健康状况、个人风险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 
从性别方面来分析，男女性别不同，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异。在家庭定位中，女性相比于男性，更具

有忧患意识，看问题也更具有长远意识。为了减轻未来发展的波动性，女性会更多地考虑用保险来保障

生活的稳定，提供经济补偿。但总体差别不大。 
从受教育程度来分析，教育的进步使得学历高的公民越来越多，而受教育程度的上升对商业养老金

保费收入产生了影响。文化教育水平越高的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越低。随着我国基本医疗、养

老制度的不断完善，保险覆盖范围实现了在整个社会继续扩大和增长。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追求高质量

生活，对保险有着自己的认识和想法，会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适合的养老保障。 
从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来分析，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月收入稳步增长，可以直接提高人

们购买商业保险的购买力。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健康保障的需求和对商业

保险的认识将增加，这反过来又会促进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 
从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来看，身体素质较差的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度越高；身体状况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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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需求度则较弱。身体素质较差的居民，对未来充满忧患意识，商业养老保险可以保障其老年生活

质量不受较大滑坡，维持其基本生活。 
从居民的风险意识来分析，商业养老保险除了传统的保障功能之外，当前作为一种新型的理财方式，

还具有风险管理功能。对于爱好风险，喜欢冒险之人，股票、基金等的投资使其经济生活具有较大风险，

商业养老保险为未来的不确定性提供了保障，他们对该保险的需求度较高；对于厌恶风险，追求稳妥的

人，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度则较小一些。 
近年来，商业养老保险越来越普遍，承担了部分社会保障风险，提高养老保障水平、丰富养老保障

供给、减轻政府负担、促进养老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等多种功能[6]。因此，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推

动保险业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和完善，严格规范政策执行过程，强化对商业保险市场的监督，规范市场

秩序，并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对侵权行为进行执法和起诉。同时，保险业应定期为员工提供

培训和讲座，灌输公平经营和公平服务的理念；建立内部监督机制，强化责任追究，确保业务经营的合

规性，不断提升保险公司的知名度和服务水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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