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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截面数据，研究老年人健康行为对其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研究结果

发现体育运动行为、心理健康行为对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有显著影响。体育运动行为倾向、心理健康行

为倾向越高的老年人，越不会由于健康问题影响工作或其他日常活动，其生活方式也越科学合理和健康。

可见，老年人健康行为能够对其生活方式产生直接、显著的影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通过保持健康

行为去改变。此外，本文还发现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也是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影

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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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7 cross-sectional data of the “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the impact of 
social behavior tendencies on the elderly on their healthy lifestyle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behavior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healthy lifestyle of the elderly. The higher the 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 tendency and mental 
health behavior tendency, the less the health problems affect work or other daily activities, and 
the more reasonable and healthy their lifestyles are. It can be seen that social behavior tendenc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ealthy lifestyle of the elderly and can change their unhealthy lifestyl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found that the highest level of education and marital status also signif-
icantly affect the lifestyle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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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纵观人类发展史，借鉴发达国家最先开始的老龄化现象，经济的进步必然导致人口结构发生改变，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逐渐达到小康水平、寿命延长，其结果就是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根据国际社

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思想，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最有效办法是保持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延长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年限，将老年人的带病、带伤残期缩短到生命的最后很短的时间内[1]。当前，

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制约人类健康的首要因素，生活方

式的变化会引起个人乃至社会的健康问题[2]。“健康生活方式”是生活方式中最积极的内容。现代社会

日新月异，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较差，同时对于健康生活方式认知浅显，大多数老年人

的思维和行动还停留在勤俭节约、久坐不动且社会活动少的层面。《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明确指

出：开展老年健康促进行动，指引老年人养成同社会发展相匹配的生活方式，对于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

平、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以实现健康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3]；2016 年《“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指出，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是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老年人是“健康中

国”战略目标所关注的重点群体[4]。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已越来越明显，伯纳丁·希

利博士说：“改变生活方式可以给人们带来好处。遗传是决定一个人抗病能力的重要因素，对于老年群

体而言，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发挥疾病预防的重要作用，同时会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健康的生活方式

可以预防或推迟许多慢性病的发生，提高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正视并适应人口老龄化，达到我国“健

康老龄化”的理念[5]。因此，让老年人摒弃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将“健康生活”思想深入人心中，践行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内容。 
当前我国老年人的日常行为是否健康，哪些是老年人的健康行为？健康行为对其健康生活方式是否

有影响？影响程度怎么样？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尤其是已经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导致疾病、

进而对他们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影响的这部分老年人，增强其健康行为是否能够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749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一欣 等 
 

 

DOI: 10.12677/aam.2022.117498 4720 应用数学进展 
 

还有待论证。因此，本文的研究，即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下，通过微观截面数据，探究当前我国老年人

健康行为对其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 

2. 文献回顾 

针对老年人健康行为与健康生活方式的研究，可以起源于活动理论和增权理论。活动理论认为，老

年人健康行为是保护自尊、满足心理需求与健康长寿的基础和关键，保持合适的智力、适当的体力并参

与到一定的社会活动中，是老年人践行健康生活需要做出的改变，也有助于促进积极老龄化[6]。该理论

也认为，健康行为倾向越高的老年人，身体更加健康，也能有更好的精神状态，从而保持更为健康的生

活方式。增权理论则是从促进老年人健康社会行为的视角，鼓动老年人融入到社会活动中，重拾自我价

值，这对促进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提升生活满意度，享受美好幸福的晚年生活都是有帮助的[7]。 
从老年人健康行为与健康生活方式的实证研究来看，形成了两种研究视角，一种是从医学和心理学

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出发，如李锐(2010)等，从医学营养治疗如何影响生活方式展开细致研究，以在糖尿

病防治中的应用进展为具体实践，探究其对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8]；潘子瑞(2021)等以心血管高危人群

这个大样本为具体研究对象，分析其健康行为，概括和提炼了健康生活方式的几种类型[9]；李艳辉(2021)
等将视角聚焦于儿童由于健康行为问题所造成的血压整体偏高现象，认为健康行为的培养有利于降低儿

童的血压[10]；赵红深(2007)等讨论了心理健康与健康生活方式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认为健康生活方式与

心理健康水平呈现高度正相关[11]。另一种是基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老年群体健康行为与健康生活方式

之间的复杂关系，学术界也进行了诸多探索。如于宜民(2020)等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生活方式和民众健

康息息相关并以逻辑递进解释[12]。崔德刚(2021)等人认为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可以提供健康效益，改善

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促进社会适应和活动行为及营养，提高健康寿命，改善生活质量和福祉[13]。邹伟

琦(2021)提出老年人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参与到社会交际中，对其健康生活方式能产生良好影响，使老年

人形成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14]。郑晓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影响老年人健康促进生活方

式的显性因素及潜在因素，结果发现老年人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水平仍需要提升，尤其是运动行为及健康

责任维度[15]。 
关于老年人健康行为和健康生活方式两者间关系的研究，现有的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前期研究

较为丰富，这积累了较好的学术经验，方便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但目前学界缺乏针老年群体精准化健

康行为的研究，健康行为如何影响其健康生活方式，这其中的复杂影响机理尚未明确。运用数理模型对

老年群体健康行为进行更为细致化的研究，这是本课题所要研究的方向。本文将引入工具变量，利用其

来解决这个问题，老年人健康行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调节和限制效应研究则有待丰富。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假设 

老年人的健康行为从活动理论和增权理论来看，是有利于老年人摒弃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本文也认

为健康行为的增强能够让老年人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中，通过社会行为与他人保持联系，保持良好的生

活状态，进而提高生活质量，延续生命的长度，也在一定程度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基于以上，本文提出

以下四点研究假设。 
假说 1：营养行为对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有显著正向影响，正确的营养行为能促进其健康生活方式。 
假说 2：体育运动行为对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适当的体育运动行为能促进其健

康生活方式。 
假说 3：社会适应行为对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适当的体育运动行为能促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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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方式。 
假说 4：心理健康行为对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同样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适当的心理健康行为能促

进其健康生活方式。 

3.2. 数据来源 

CGSS 最新年份 2018 年数据结果显示(图 1)，最近两周，从未因为健康问题而影响其日常生活的人数

约占总调查人数 40%，其余 60%均不同程度的由于健康问题而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由此可见，当前

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存在不健康特征，基于此，本文使用适用于研究主题的 2017 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cgss
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调查项目，且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数据来源，调查对象是通过抽

样选择的我国大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12,582 个家庭，全面收集其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层次

的数据。由于本文研究是针对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因此筛选了原始数据中小于等于 1957 年出生共 4372
个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约占总样本的 35%，其中，男性老年人 2074 人，占比为 48.7%；女性老年人 2187
人，占比 51.3%。多为 60 至 74 岁年轻的老年人，占比 76.3%。同时，剔除变量中“不知道”、“拒绝回

答”等重要变量的观测值、缺失值和奇异值，本文所用数据包括了 4288 个样本，其中 4288 个样本都拥

有完备的分析变量所用信息。 
 

 
Figure 1. Current status of lifestyles in the elderly 
图 1. 老年人生活方式现状 

3.3. 变量的测量 

1) 因变量：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由于本调查数据缺乏直接反映生活方式的有关数据，因此本文选

取“在过去的四周中，由于健康问题影响到您的工作或其他日常活动的频繁程度”为被解释变量，原变

量中 1，2，3，4，5 分别表示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由于考虑到变量所调查的是最近四周，

时间跨度较短，因此将变量重新定义，将 1 定义为过去四周中，有因健康问题影响到工作或其他日常生

活，2 定义为没有健康问题有影响到工作或日常生活。以此来表示老年人是否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2) 自变量： 
① 营养行为。根据研究设计和现有研究，本文使用 BMI 来反映老年人的营养，由于数据中没有直

接给出 BMI，本文使用“您目前的身高是(厘米)”、“您目前的体重是(斤)”两个题项，通过 BMI 的计

算公式：体重 ÷ 身高 2计算老年人的 BMI 值，并将变量定义为肥胖、偏瘦或超重、正常，分别赋值 1、
2、3。 

② 体育运动行为。本文用“过去一年，是否经常从事体育锻炼活动”来反映老年人的体育运动行为，

题项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按照李克特量表法分别赋值为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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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分值越高，表示老年人的体育运动越高。 
③ 社会适应行为。本文“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在您的空闲时间社交/串门”来反映老年人的

社会适应性为，题项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按照李克特量表法分别

赋值为 1、2、3、4、5。分值越高，表示老年人的社会适应程度越高。 
④ 心理健康行为。本文使用“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来反映老年人

的心理健康状况，题项均为“总是”、“经常”、“很少”、“有时”、“从不”按照李克特量表法分

别赋值为 1、2、3、4、5。分值越高，表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3) 控制变量：参考以往健康生活方式的文献，本文的自变量除了关注变量健康行为外，还选取了可

能对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其他变量，如性别、最高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家庭经

济状况(见表 1、表 2)。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 

类型 选项 频数 占比% 

性别 
男 2074 48.7 

女 2187 51.3 

最高教育程度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1004 23.6 

私塾、扫盲班 76 1.8 

小学 1322 31.0 

初中 1048 24.6 

职业高中 16 0.4 

普通高中 312 7.3 

中专 169 4.0 

技校 17 0.4 

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 77 1.8 

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 91 2.1 

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 33 0.8 

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 86 2.0 

研究生及以上 4 0.1 

其他 6 0.1 

政治面貌 

群众 3554 83.4 

共青团员 37 0.9 

民主党派 8 0.2 

共产党员 662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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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婚姻状况 

未婚 66 1.5 

同居 87 2.0 

初婚有配偶 2825 68.6 

再婚有配偶 83 1.9 

分居未离婚 25 0.6 

离婚 52 1.2 

丧偶 1023 24 

家庭经济状况 

低于平均水平 2072 48.6 

平均水平 1871 43.9 

高于平均水平 318 7.5 

 
Table 2. Meanings, assignment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的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与取值范围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 1，女 = 2 1.52 0.500 

最高教育程度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 1， 
私塾、扫盲班 = 2，小学 = 3，初中 = 4， 

职业高中 = 5，普通高中 = 6， 
中专 = 7，技校 = 8，大学专科 = 9、10， 
大学本科 = 11、12，研究生及以上 = 14 

3.69 2.497 

政治面貌 群众 = 1，共青团员 = 2， 
民主党派 = 3，共产党员 = 4 

1.48 1.089 

婚姻状况 
未婚 = 1，同居 = 2，初婚有配偶 = 3， 
再婚有配偶 = 4，分居未离婚 = 5， 

离婚 = 6，丧偶 = 7 
3.98 1.767 

家庭经济状况 低于平均水平 = 1，平均水平 = 2， 
高于平均水平 = 3 

1.59 0.626 

自变量 

营养行为 BMI 不正常 = 1，BMI 正常 = 2 1.00 0.000 

体育运动行为 
从不 = 1，很少 = 2，有时 = 3， 

经常 = 4，非常频繁 = 5 

2.46 1.78 

社会适应性为 2.68 1.141 

心理健康行为 总是 = 1，经常 = 2，很少 = 3， 
有时 = 4，从不 = 5 

3.73 1.029 

因变量 是否具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 = 1，否 = 2 1.26 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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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方法 

本文所有数据数据处理均使用 spss26，把因变量操作化为具有“满意”和“不满意”两种情况的二

分选择变量，据此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分析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 
模型公式为： 

( ) ( ) ( )1
1

1

1 e
n

j jj

n
i j jj X

p F y F X
β

β
=

= − ∂+∑
= = ∂ + =

+
∑                       (1) 

通过对(1)式进行对数变换，得到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式(2)： 

1
ln

1

i
n

j ji j

p X
P

β
=

 
= ∂ + − 

∑                                (2) 

4. 老年人健康行为对健康生活方式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强行进入策略和逐步筛选策略(向前：LR)两种方法进行逻辑回归，共构建了 3 个回归

模型。模型一、模型二，采取强行进入策略，分别引入控制变量、营养行为变量、体育运动行为变量、

社会适应行为变量、心理健康状况变量，模型三采用逐步筛选策略(向前 LR)，各模型的整体检验结果及

Logistic 回归结果分别见表三和表四。 
如表 3 所示，3 个模型显著性检验 P < 0.05，可见，3 个模型自变量整体上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的线性

关系，同时，比较 3 个模型的 Hosemer-Lemeshow 检验的概率 sig > 0.05，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较

好。通过综合对比3个模型的~2倍对数似然值、Cox & Snell R2值、似然比卡方值、Hosemer-Lemeshow (sig)、
自由度发现，模型三的综合拟合效果最佳，因此本文依照模型三的分析结果进行最终分析。 

 
Table 3. Overall test results of the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ealthy lifestyle in the elderly 
表 3. 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影响因素模型整体检验结果 

预测准确率 
(%) 

−2 倍对数 
似然值 

Cox & Snell 
R2 

Nagelkerke  
R2 

Hosemer- 
Lemeshow 

(sig) 

似然比 
卡方值 自由度 P 值 

74.6 4529.305a 0.076 0.113 0.949 2.746 8 0.000 

80.1 3812.082a 0.219 0.322 0.175 11.508 8 0.000 

80.0 3821.457a 0.217 0.320 0.835 4.240 8 0.000 

 
模型三的分析结果(表 4)显示，通过控制性别、最高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

等变量后，老年人健康行为变量的显著性检验结果为：老年人的体育运动行为、心理健康行为对健康生

活方式的影响均为正向显著影响，营养行为、社会适应性为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假说 2、假说 4
获得了验证。 

1) 体育运动行为对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程度。 
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老年人的体育运动行为是健康生活方式显著的正向影响因素。根据回归结

果显示，体育运动行为频繁程度低的老年人，生活方式出现问题的发生比是体育运动行为频繁程度低的

老年人的 2.053 (e0.719)倍。交叉表分析结果显示，由于从不参加体育运动行为而出现健康问题的老年人所

占比例为 81.8%，反观总是进行体育运动行为的老年人中出现健康问题的人数比例则下降至 56.6%。可见，

老年人可以通过体育运动这种健康行为改善其健康生活方式，降低因健康问题出现的概率，假说 2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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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验证。 
2) 心理健康行为对于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 
其他因素不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行为是健康生活方式的正向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示，老年人感

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越高，生活方式出现问题的发生比将扩大 11.065 (e2.404)倍，交叉表分析结

果显示，感到心情抑郁沮丧频繁程度为总是的老年人，显示其生活方式不健康的人数比例达到 91.5%，

相反，从没有过抑郁心情的老年人出现健康问题的比例下降至 41.5%，可见，心理健康行为可以改善其

健康生活方式，增加生活方式的健康程度，假说 4 得到了验证。 
 

Table 4. Results of a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healthy lifestyle in the elderly 
表 4. 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影响因素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控制变量 

性别 −0.085 0.077 0.919 −0.122 0.086 0.885 

最高教育程度 0.442*** 0.121 1.557 0.283** 0.131 1.327 

政治面貌 0.376*** 0.101 1.456 0.171 0.115 1.186 

婚姻状况 −0.569* 0.300 0.566 −0.813** 0.331 0.443 

家庭经济状况 0.350*** 0.079 1.419 0.113 0.089 1.120 

自变量 

营养行为    0.191 0.162 1.210 

体育运动行为    0.700*** 0.101 2.014 

社会适应行为    −0.243* 0.138 0.785 

心理健康行为    2.370*** 0.407 10.699 

常数项 −1.668*** 0.300 0.189 −2.353*** 0.532 0.095 

变量 
模型三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控制变量 

性别       

最高教育程度 0.762*** 0.131 2.143    

政治面貌       

婚姻状况 −0.815** 0.331 0.442    

家庭经济状况       

自变量 

营养行为       

体育运动行为 0.719*** 0.099 2.053    

社会适应行为       

心理健康行为 2.404*** 0.406 11.065    

常数项 −2.273*** 0.511 0.103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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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认为全人类整体健康发展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16]，但西方

发达国家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发展并必能完全解决不同人群、不同类型人口之间的健康差异问题[17]。研

究者们也普遍认识到健康行为、健康生活方式是人们健康水平影响因素中的两大主旋律。当前的研究主

要从医学和心理学、社会学等视角为起点，研究健康行为与健康生活方式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对老年

人健康行为进行细致化的研究，运用数理模型探究不同健康行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差异性影响。 
本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的问卷数据分析老年人健康行为对老年人健康生活方

式的影响，探索其内在的影响机制。数据结果表明，不是每一种老年健康行为都能显著积极的影响其健

康生活方式，老年人的营养摄入等行为、社会交往等社会适应性行为，并未反映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显

著影响；老年人体育活动行为、心理健康行为对老年人的影响显著。 
健康生活方式对老年人健康水平所起的作用最大，这种观点已经被全社会共同接受，需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转变老年人思维，摒弃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由此提高老年人整体生活水平。首先，要从老年人

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认知着手，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和其他

事务一样，也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需要加以正确引导，尤其是子女的亲身带领，才能不断排除传统

观念的影响和其他社会思潮的干扰，加快它的养成速度；要加强各媒体的正向宣传，老年人能够获取到

的时代信息，一部分来自于儿女的灌输，一部分来源于电视杂志等报道，因而，网络媒体的报道宣传能

够较大影响老年人的关注焦点；要广泛运用媒体号召全社会关爱老年人，宣传孝道，多报道孝敬老人的

先进事迹，引导老年人以乐观向上的心态，多走出门参加社交类活动，过好每一天生活。其次，推进公

共体育设施建设。可以在社区中或利用废弃空地、现有公园等修建健身步道，配备体育健身器材，让更

多老年人走出家门就能锻炼身体，在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上，可以考虑增加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如在健

身道上绘制和安装路面标识等，还可以联合社区组织，积极的组建老年人体育锻炼团队，带领老年人共

同锻炼。最后，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政府及社会各界为老年人提供各种与社会互动机会和资源，让他

们感受生活的乐趣和意义，切实履行“老有所为”对社会的承诺，为老年人建设健康、快乐、幸福的精

神家园；子女也应多多关注家里老人的心理问题，让老年人参与家庭事务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老年

人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对于健康的身体而言是相当重要的。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伴随着社会的变化，

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解读也不断优化，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提倡良好的健康行为，促进老年人健康生

活方式养成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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