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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和长寿调查(CLHLS)的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支持对老年人居住意愿的

影响。本文将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分别考察其对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老年人

的居住意愿会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老年人的个人特征也影响其居住意愿。在老龄化

加剧以及少子化的背景下，应考虑利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展多元养老服务，为独居老人构建完备的

社会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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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support on the residential intention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using data from the 2018 Chinese Elderly Health and Family Happiness 
Survey (CLHLS). The environment is divided into social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both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have an impac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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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ial intention of the elderly.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idential intention of the elderly is also 
affected by its own factors.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and fewer children, we should consider the us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o develop diversifi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provide a complete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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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所导致的，从家庭方面来说，它将加剧家庭养老负担；从

公众整体来看，这也增加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压力。截至 2020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 2 亿，

约占全国人口的 18%；而 65 岁及以上人口约有 1.9 亿，比重约占全国人口 13%。除了庞大的老年人口规

模外，我国老龄化进程也不断加快。2010 年至 2020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在过去十年中增加

了 5.44%，65 岁及以上的人增加了 4.63%。与前十年相比，这两部分的人口比例分别大幅增加了 2.51%
和 2.72%。 

与此同时，中国低出生率现象也变得越来越加剧。国际公认 1.5 为出生警戒线，自 2020 年以来中国

的总和出生率已降至 1.49。同时，2020 年共有 1003.5 万新生儿出生和登记，也已是连续五年下跌。在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背景下，少子化也为我国带来严峻挑战，如青年人口断崖式下跌导致未来劳动力

有效供给的减少等。 
当“老龄化”碰到“少子化”，我国养老问题呈现更多的矛盾，养老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老龄化

现象导致老年人数量众多，低出生率现象的加剧导致年轻人数量减少，这两种现象的冲突导致增加了老

年人的抚养比，年轻人的养老压力不断扩大。当年轻人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以工作为生时，也在一定

程度上加剧了“空巢老人”的现象；年轻人若不承担家庭的赡养功能，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无法融入子女

和社会，从而加剧老年人抑郁或自杀的现象[1]。 
在目前人口结构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空巢老人”的出现冲击着过去传统“养儿防老”的

观念，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也呈现多元化，这一现象值得引起我们关注。老年人更期望选择什么样的居住

方式进行养老？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上述问题尚不清晰。尽管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在

我国学界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也有相关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鲜有从环境支持角度对老年人居住意愿

进行研究分析。为此，本文从 2018 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中选取样本，并使用 stata 
16.0 从环境角度对老年人的居住意愿进行考察。一方面识别环境支持对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产生了怎样的

影响；另一方面期望通过老年人居住意愿分析，为发展多元养老模式带来新的洞见和发现。 

2. 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老年人居住意愿指老年人所希望的居住方式，对于老年人居住意愿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于寻找影响老

年人居住意愿的原因和条件。对老年人居住意愿的研究有利于我们理解影响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因素，并

且在老龄化与少子化的背景下，推动发展多元的养老模式，使老年人老有所居，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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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保障。 
在识别影响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因素方面，目前国内外学者已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有年龄、婚姻、子

女、健康等一系列特征变量。(刘增法等，2022)将已有的影响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因素整合为三类变量：个

体基本特征、家庭社会支持以及健康状况[2]。由于刘增法等学者几乎整合了所有影响老年人居住意愿的

变量，将老年人居住意愿看作是由个体特征、家庭社会、健康状况等三者共同影响的，对于老年人居住

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较为完整和全面。为此，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并整合，主要从环境支持角

度对老年人居住意愿进行分析找出其影响因素。 
(一) 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可以影响老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宏观层面来说，自然环境泛指老年人居住所处的社区

环境，是老年人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而社区环境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社交活动等产生影响。(卢
杉，2021)考察了社区环境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区交通越便利、社

区基础人居环境越好，老年人心理越健康[3]。(李经纬等，2021)研究发现社区建成环境会对老年人的社

交活动产生影响。老年人若居住在距离中心城区较近，道路质量较好，周边 1 km 范围内拥有老年人活动

中心、健身器材场地、图书馆等的社区，则社交活动水平较高[4]。 
从更微观的角度来说，自然环境即老年人居有其所的“所”。老年人是否自有住房以及住房的质量

如何等方面的客观条件都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心理状况及感受。(尹银等，2010)通过研究发现住房会影响城

市老年人的家庭代际支持。老人所居住的住房质量越好，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越高，而老年人就会

越感到子女孝顺[5]。(聂建亮等，2022)考察了居住条件会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怎样的影响。结果

显示，房屋建造者为子女、居住在楼房、房屋更新、房屋建筑面积更大，农村老人会有更高的主观幸福

感[6]。也有学者研究发现住房会影响老年人选择怎样的居住方式，但在学界产生了不同的研究结果。一

部分学者通过研究认为，没有自己产权房子的老人倾向于与子女同住[7] [8] [9]；而也有学者研究表明，

拥有住房的老人在实际中更有可能与家人同住[10]。 
因此，本文从微观角度结合已有的文献，用老年人是否自有住房表示自然环境，提出如下假设： 
H1：自然环境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意愿。 
(二) 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主要指老年人所处的代际和社会关系网络。在传统的养老行为中，大多数老年人主要依靠

子女安享晚年，“养儿防老”至今仍是主流观念。因此，代际关系在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尤为重要，以往

研究也表明代际关系会对老年人的健康及心理产生影响。(贾仓仓等，2021)研究发现，代际情感支持和日

常照料对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呈显著的正向作用[11]；同时，(殷俊等，2017)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子女的经

济支持以及生活照护显著提升老人的生活满意度[12]。(王萍等，2021)考察了社会支持对老年人死亡焦虑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代际间的联系频率及亲戚网络能够显著减缓老年人的死亡焦虑[13]。 
随着“少子化”的加剧，子女数量不断的减少，越来越多的子女外出打工已“无暇”照顾老人，“空

巢老人”的数量不断上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不再仅仅依靠子女，社会提供的养老服务成为老年人主要

的生活保障。社区是老年人的主要活动场所，公共服务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渠道，这就是为什

么社区养老服务与老年人的关系也对老年人产生影响。(邓大松等，202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区养老服

务可以直接影响老年人健康脆弱性[14]。(邓保国等，2021)通过研究发现，社区对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

响应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15]。(陈谦谦等，2020)结合社会支持理论，分析了社区养老服务会对老

年人心理健康改善产生怎样的影响，发现不同类型的社区养老服务对于老年人心理健康改善的影响程度

不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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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用子女粘性以及社区所提供的养老服务代表老年人的社会环境，

提出如下假设： 
H2：社会环境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意愿。 
另外，学界研究发现老年人居住意愿受其失能程度及其他个人特征的影响[17] [18] [19] [20] [21]。因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影响其居住意愿。 

3. 数据来源、变量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样本来自 2018 年中国老年人健康和长寿研究(CLHLS)的数据。CLHLS 最早于 1998 年进

行基线调查，它系统全面地收集了老年人的基本情况以及其家庭的基本状况，是全国范围内开始时间最

早、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科学调查。2017-2018 年是 CLHLS 最近一次调查，共调查了 15,874 名老年人。 

3.2. 主要变量定义 

3.2.1. 被解释变量 
老年人的居住意愿是本文中被解释变量。根据问卷“您希望哪一种居住方式”并结合受访者的回答

进行赋值。剔除掉那些回答“不知道”的样本后，剩余有效总样本量为 9663 个，由于回答“敬老院、老

年公寓或福利院”的样本较少(仅有 52 个)，因此不考虑后，本文将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分为三类，“独居

且子女居住远近无所谓”、“独居但子女最好住在近处”以及“与子女一起居住”，样本数为 9611 个。

表 1 是选取的样本中老年人居住意愿的统计概览。 
 

Table 1. Statistics of residential intention of the elderly 
表 1. 老年人居住意愿统计 

老年人居住意愿 频数 占比(%) 

独居且子女居住远近无所谓 1286 13.38 

独居但子女最好在近处 3473 36.14 

与子女一起居住 4852 50.48 

样本数 9611  

 
从表 1 老年人居住意愿统计可以看出，一半的老年人还是倾向于与子女一起居住，而老年人居住意

愿中占比最少的为“独居且子女居住远近无所谓”，占比 13.38%。 

3.2.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环境支持，分为自然环境支持和社会环境支持两方面。其中自然环境用老年人是

否自有住房表示，问卷中题目是“您家现在的住房是以谁的名义购买/自建/继承/单位分配/租/借住的”，

若受访者回答“本人或配偶”即为老年人自有住房，其他回答则视为老年人无自有住房。社会环境用子

女粘性以及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数量表示，其中子女粘性指是否有子女常来看望，若有子女常来看望老

人则为子女粘性大，若无子女常来看望老人则为子女粘性小。 

3.2.3. 控制变量 
除了环境支持因素外，还有许多其他老年人个人特征因素会对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产生影响。本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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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数量、经济情况、自评健康、ADL、IADL 作为老年人个人特征方面

的控制变量，表 2 为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 
 

Table 2. Basic data of research objects 
表 2. 研究对象基本资料 

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226 43.97 

女 5385 56.03 

年龄(岁) 

60~70 1515 15.76 

71~80 2556 26.59 

81~90 2427 25.25 

91~100 2089 21.74 

≥101 1024 10.65 

婚姻状况 
有配偶 4426 46.05 

无配偶 5185 53.95 

子女人数 

0 71 0.74 

1 774 8.05 

2 1560 16.23 

≥3 7206 74.98 

经济状况 

很困难 106 1.10 

比较困难 809 8.42 

一般 6767 70.41 

比较富裕 1654 17.21 

很富裕 275 2.86 

自评健康 

很不好 119 1.24 

不好 1234 12.84 

一般 3757 39.09 

好 3331 34.66 

很好 1170 12.17 

ADL 障碍 
是 3132 32.59 

否 6479 67.41 

IADL 受损 
是 6047 62.92 

否 3564 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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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针对以上所述变量定义，做出表 3 描述性统计如下： 
 

Table 3.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赋值与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居住意愿 
独居且子女居住远近无所谓 = 1； 

独居且子女最好在近处 = 2； 
与子女一起居住 = 3 

2.371 0.708 

核心自变量    

自然环境 是否自有住房，是 = 1；否 = 0 0.515 0.500 

社会环境 是否有子女常来看望，是 = 1；否 = 0 0.958 0.201 

 社区提供的服务数量，无 = 0；1~3 项 = 1； 
4~6 项 = 2；7 项以上 = 3 

0.874 0.843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 1；女 = 0 0.440 0.496 

年龄 60~70 = 1；71~80 = 2；81~90 = 3； 
91~100 = 4；100 岁以上 = 5 

2.849 1.232 

婚姻状况 有配偶 = 1；无配偶 = 0 0.461 0.498 

子女人数 0 个 = 0；1 个 = 1；2 个 = 2， 
3 个及以上 = 3 

2.654 0.657 

经济状况 很困难 = 1；比较困难 = 2；一般 = 3； 
比较富裕 = 4；很富裕 5 

3.123 0.632 

自评健康 很不好 = 1；不好 = 2；一般 = 3； 
好 = 4；很好 = 5 

3.437 0.906 

ADL 限制 是 = 1；否 = 0 0.326 0.469 

IADL 受损 是 = 1；否 = 0 0.629 0.483 

4. 实证方法 

4.1. 基本回归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主要有三类，即“独居且子女居住远近无所谓”、“独居

但子女最好在近处”、“与子女同住”。且各变量之间没有顺序关系，因此本文选择多分类 logit 模型分

析环境支持对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影响。mlogit 是二项 logit 的进一步扩展，能够对被解释变量所有类别配

对进行并进行二项 logit 参数估计。本文建立了 3 个主要的模型，模型(1)与模型(2)将“与子女同住”设为

参照组，考察环境支持对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影响。模型 3 则以“独居但子女最好在近处”为参照组，比

较分析各因素对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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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Multi-classification logit model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intention of the elderly 
表 4. 老年人居住意愿多分类 logit 模型分析 

自变量 
模型(1) 

独居且子女居住远近 
无所谓/与子女同住 

模型(2) 
独居但子女最好在 
近处/与子女同住 

模型(3) 
独居且子女居住远近 
无所谓/独居但子女 

最好在近处 

自然环境 是否自有住房 1.15*** 1.20*** −0.04 

社会环境 是否有子女常来看望 −0.79*** −0.08 −0.70*** 

 社区提供的服务数量 −0.00 0.08*** −0.08** 

个人特征 性别 0.10 −0.03 0.13* 

 年龄 −0.22*** −0.14*** −0.08* 

 婚姻状况 0.93*** 0.76*** 0.17** 

 子女人数 0.02 0.11*** −0.09* 

 经济状况 −0.06 0.03 −0.08 

 自评健康 0.07* 0.03 0.04 

 ADL −0.18** −0.10* −0.09 

 IADL −0.17** −0.01 −0.15* 

_cons  −1.03*** −1.29*** 0.26 

N = 9611     

注：*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4.2. 实证分析结果 

从表 4 的模型(1)和模型(2)可以看出，在自然环境方面，相对于没有房产的老人，自有住房的老人更

倾向于独居，且对子女居住远近无要求，在 1%水平上显著。 
在社会环境支持方面，模型(1)和模型(3)表明，相对于没有子女常来看望的老人，有子女常来看望的

老人与子女粘性大，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或期望子女能够住在自己附近，在 1%水平上显著。模型(2)
和模型(3)表明，在社区为老人提供的社会服务方面，相对于老人所在社区不提供或提供服务少，社区服

务提供数量越多，老人越倾向于独居且期望子女能够住在自己附近，分别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在老年人个人特征方面，从模型(3)可以看出，相对于女性老年人想独居并且子女住在附近来说，男

性老年人更倾向于独居且对于子女居住的远近无所谓，并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模型(1)和模型(2)表明，

年龄越大，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一起居住，在 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3)也进一步显示，对于独居但

子女居住远近的问题上，年龄越大的老人越期望子女住在自己附近，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在婚姻状况

方面，模型(1)和模型(2)说明相对于没有配偶的老年人，有配偶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与配偶独居，且对子女

居住远近无要求，并在 1%水平上显著；模型(3)也进一步表明，在独居但子女居住远近的问题上，相较

于无配偶的老年人，有配偶的老年人对于子女居住远近并没有要求，在 5%的水平上显著。在子女人数方

面，模型(2)和模型(3)表明，子女人数越多的老年人越倾向于独居且期望子女住在自己的附近，分别在 1%
和 10%的水平上显著。在自评健康方面，模型(1)显示自评健康越好的老人越倾向于独居且对子女居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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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无要求，并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模型(1)和模型(2)表明，相对于 ADL 无障碍的老人，ADL 有障碍的

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一起居住，分别在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在 IADL 是否受损的情况来看，模型

(1)和模型(3)表明，相对于 IADL 未受损的老人，IADL 受损的老人更想与子女一起居住，或期望子女能

够住在自己附近，分别在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5. 异质性分析 

针对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对老年人居住意愿分城乡异质性考察，如表 5 和表 6 所示。 
 

Table 5. Mlogit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intention of the urban elderly 
表 5. 城市老年人居住意愿 mlogit 回归分析 

自变量 

居住意愿 

模型 1 
独居且子女居住远近 
无所谓/与子女同住 

模型 2 
独居但子女最好在 
近处/与子女同住 

模型 3 
独居且子女居住远近 
无所谓/独居但子女 

最好在近处 

自然环境 是否自有住房 0.82*** 0.82*** −0.01 

社会环境 是否有子女常来看望 −1.04*** −0.21 −0.84*** 

 社区提供的服务数量 0.09 0.12*** −0.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_cons  −0.49 −0.16 −0.33 

N = 2814     

注：*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Table 6. Mlogit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intention of rural elderly 
表 6. 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 mlogit 回归分析 

自变量 

居住意愿 

模型 1 
独居且子女居住远近 
无所谓/与子女同住 

模型 2 
独居但子女最好在 
近处/与子女同住 

模型 3 
独居且子女居住远近 
无所谓/独居但子女 

最好在近处 

自然环境 是否自有住房 1.26*** 1.36*** −0.10 

社会环境 是否有子女常来看望 −0.66*** −0.05 −0.61*** 

 社区提供的服务数量 −0.08 0.05 −0.1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_cons  −1.26*** −2.06*** −0.80*** 

N = 6750     

注：*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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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和表 6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城市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受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

中子女粘性的影响是没有差异的，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区为老年人所提供的社会服务而言，城市老

年人的居住意愿受社区提供的社会服务影响较大，分为“独居”或“与子女同住”，且在 1%的水平上显

著；而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受社区提供的社会服务影响较小，仅在子女居住远近的问题上有差异，并

在 5%的水平上显著。 

6. 结论 

本文采用 2017~2018 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调查(CLHLS)的 9611 个样本数据，考察了环境支持

对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环境支持会对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产生影响。在自然环境方面，

自有住房的老人更倾向于独居，且对子女居住远近无要求。在社会环境方面，与子女粘性更强的老年人

更期望与子女生活在一起；而对于子女粘性小的老人更想要独居。社区为老人提供的社会服务数量越多，

老年人越倾向于独居且希望子女住在近处。同时，针对城乡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分析发现，在社会环境方

面，相对于农村老年人，所在社区提供的社会服务会对城市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产生更大的影响。本文的

研究发现能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环境支持对于老年人的居住意愿的影响，并且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受哪些

因素的影响，对今后为老年人构建多元养老方式提供了思路。本研究对我国的构建和发展多元养老方式

可能带来如下启发： 
首先，就自然环境而言，有无住房的客观条件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意愿。自有住房的老年人更倾

向独居，而对于居无定“所”的老年人，会期望依靠子女养老，与子女一起居住。这说明住房为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理环境，有助于老年人老有所“居”，对于其实现自主养老是有利的。 
其次，就社会环境而言，一方面，子女粘性会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子女粘性大，老年人期

望与子女一起居住或子女住在附近；而对子女粘性小的老年人期望独居。可见，代际关系会影响老年人

的心理状况。子女粘性小也是如今“空巢老人”社会现象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增加老年人的幸福

感改善其心理健康，在社会环境方面，子女粘性应该适当加大，提倡子女“常回家看看”。 
对于社会环境的另一方面，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也会对老人的居住意愿有显著的影响。社

区所提供的养老服务数量越多，老年人越倾向于独居。这表明，在如今少子化的背景下，社区为老年人

提供的社会服务可以适当缓解子女的赡养负担，老年人不再仅仅依靠子女养老，社区也为其晚年生活提

供重要保障。同时，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对于城乡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也会有异质性影响。相对于农村老

年人，所在社区提供的社会服务会对城市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社区

为老年人提供的养老服务，为独居老人构建社会支持体系。 
最后，老年人的个人特征也会影响其居住意愿，因此要发展多元养老模式，为不同群体的老年人提

供合适的养老方式。特别是，当社区向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时，服务的针对性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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