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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有利于老年群体积极健康生活，这对老年群体生活的的满意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为依托，通过选取2974个样本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

中国社区居家的老年群体对生活的满意情况进行分析。逻辑回归模型主要解决二分类的问题，各个因素

对于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生活的影响从概率值方面看更为可观。逻辑回归模型相较于其他算法模型(如线

性回归等)对于分类变量的要求更为宽泛，准确率更高。研究结果：在正式社会支持中，基本的生活和医

疗的社区保障在老年社区家庭养老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在非正式社会支持中，子女们

对老人的经济帮助和和子女们与老人的接触交流时间，可以显著推动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社交

活动对其生活满意度没有明显作用。结论：正式支持在社会养老中是以政府为核心发挥作用的基础性养

老保障；非正式社会支持以老年人与子女的感情联系、经济联系和社交圈子等途径发挥社会养老的辅助

性作用。在协调有效、精准配套的基础上，有效促进了官方的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的形成合力，并充

分发挥其功能契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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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ound social support system is conducive to the positive and healthy life of the elderly, whi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2018), 2974 samples were selected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people at home in Chinese communities. Re-
sults: In the formal social support, the basic life and medical community security plays an impor-
tant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in the elderly community. In informal social 
support, children’s economic assistance to the elderly and their contact with the elderly can sig-
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social activities have no sig-
nificant effect on their life satisfaction.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mainly solves the problem of 
two classificat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n the life of elderly community home care 
is more considerab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bability value. Compared with other algorithm 
models (such as linear regression, etc.),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has wider requirements for 
classification variables and higher accuracy. Conclusion: Formal support is the basic old-age secu-
rity with the government as the core. Informal social support plays an auxiliary role in social 
pension by means of emotional connection, economic connection and social circle between the el-
derly and their children. On the basis of effective and accurate coordination, it effectively pro-
motes the formation of joint force between official support and informal support, and gives full 
play to its functional fi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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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我国开始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城镇化的加快，社区养老面临着许多严

峻的问题。现阶段由于人口老龄化步伐加速，老年人人数快速增长，当前社会养老方面存在着很大压力

和巨大的挑战。老龄化问题并不仅仅是社会民生问题，而且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公共问题。从老年

群体本身来看，社会养老事业的发展能够改善社会民生的需要。而面对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出现的问题，

如何更好地应对社会养老服务需要的转变，怎样更好地适应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新发展趋势，

必须从多角度入手，对在社会支持体制下的社会养老服务体制加以优化与创新，进而剖析社区支持对社

会养老服务老年人生活的满意度的影响原因，从而建立健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多元化的保障渠道，

提高社区养老服务的专业水平，使我国在社会支持基础上的社区养老服务各具特色，从而为我国老年群

体的养老生活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 

2. 文献综述 

2.1. 老年群体社区居家生活的满意度研究 

从 2009 年，李德明、陈天勇(2009) [1]等学者认为我国以社区为依托的养老服务工作有待加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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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居家养老方式仍处于主要地位，社区服务发展仍有很大空间。周娅、付媛媛、孟繁媛(2022) [2]等学

者以 60~80 岁独立生活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对其适能情况及生活满意度展开研究，认为社区日常生活

独立的老年人对目前的生活处“满意”的状态。这一方面也和被调查老人的身体较好、能够自主生活或

是老人是与子女同住且能够得到子孙辈的照顾和关爱相关。许加明(2022) [3]认为，不同的居住环境对人

的生活影响也有差异。为了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要尽量避免老人独居生活。安排老人和孩子的

孙辈共住，这不仅在提供了给予客观支持的环境，而且还可以在客观环境中给与主观情感的支持，使老

年人得到物质和精神的保障。郑超、才学韬(2020) [4]在研究家庭关系、医疗消费对老人日常生活评价的

影响时得出，家庭关系与照顾会影响就医的及时性进而影响医疗消费；另一方面，家庭照料通过降低老

年群体的孤独感，提升自我健康评估水平，这对高龄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2.2.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满意度研究 

1) 老年人生活的代际支持 
余泽梁(2017) [5]认为代际支持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的评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分别就子辈和亲代的

调查研究表明，就子辈支持来说，代际支持的影响对农村老年群体更大。而就亲代支持来说，影响乡村

老人与都市老年人生活的原因也各有不同，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时间资源影响更大，对于城市老年人

来说经济资源影响更显著。由此，城乡之间，老年人对于日常生活的满意度是不相同的，并且代际影响

因素是各不相同的。然而本文对这一方向的探讨仅停留在经济发展与生存方面，研究过程中忽略了老年

群体的情感因素。 
2) 老年人生活的子女支持 
殷俊、游姣(2020) [6]的调研重点聚焦于农村老人，子女经济支持能力可以明显影响农村老人的生存

满意度。子代的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都十分明显的提升了农村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学者们在科研基础上

将二种支持方式作为模型，生活照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支持对农村老人的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影响，

其中经济支持对男性人群以及中低年龄的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则更明显，孩子们的支持在年龄、

性别方面没有明显的影响。 
3) 老年人生活的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又分为了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类。学界对不同方面的社会支持进行了探讨。郑志丹

和郑研辉(2017) [7]在“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为主的养老方式和当下“社会养老”方式共同发展递进

的情势下，也指出了社会支持中的家庭代际支持情况是由老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情况所决定，两者为协

同发展的作用。社会支持在老年人健康状况保持良好的同时，也能够提高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刘视

湘、孙燕(2020) [8]相信社区的支持能够通过社会中介作用，进而提升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满意度。他

们认为的中介因素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生命意义。研究主要以老人的生命意义感和身心健康

水平两个维度作为中介因素进行探讨。邢亚男(2019) [9]等学者指出社会支持会直接老年人生活的满意

度，但在影响过程中“抑郁”作为起中介作用的因素进行间接的调节与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在社

会支持的基础上，提倡社会更应注重老年人的抑郁情绪，降低抑郁情绪的发生，更要发挥主观支持的

积极作用，加强对老年人抑郁问题的重视，减少抑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此更好的发挥社

会支持的有效作用。 
从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来看，已有对社会支持理论中的主观支持与客观支持、正式支持与

非正式支持方面的研究，这对于社会老年人和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康发展和改革创新提出了理论依据。

学界中所提出的代际支持和子女支持等社会支持，对于老人对日常生活的满足程度产生了各不相同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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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方法与数据/分析框架 

社会支持是广泛存在的一种友好的社会现象，指社会对于一定弱势群体给予帮助和服务的行为。它

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通常分为客观实际的支持和主观情绪或体验上的支持。社会支持还可以按照

提供帮助的主体划分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本文在选取自变量时，按照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进行

了选择和分类。本文参照该种分类，前者主要表现为可以体现国家政策法律特点且有正式组织和正式制

度的保障性支持；后者主要是来自家人、朋友等非社会关系提供的服务和援助。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

调查 2018 年数据为依据，就社会支持对老年群体社区居家养老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数据分析与研究，

见图 1。以年龄在 60 岁或以上，且长期以社区居家为养老方式的老年群体界定为研究对象。在经过样本

筛选后，根据结果对 2974 个样本数据展开研究，运用 Logit 模型，分析所选取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对社区

居家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图 1. 分析框架 

3.2. 变量选择与解释 

因变量选取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将其简化成二分类变量，应用二元 Logit 模型。并将社会支持、

个体特征纳入模型中作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将自变量从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方面进行展开。所谓

正式支持，包括了养老保险、社会照料、医疗保险。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根据原始问卷进行筛选，将子女

经济支持、社交活动、子女与老年人联系的频率纳入研究中。控制变量有性别、年龄、学历和婚姻状况。 
因变量选取为老年群体对日常生活满意度。该变量选取原始问卷中满意度部分“总体看来，您对生

活是否感到满意？”回答方式有及其满意、很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和什么也不满意。对此在进

行模型验证前进行赋值(如表 1)。 
自变量为正式支持。养老保险选取问卷中“您是否正在领取，预计将来可以领取或目前正在缴费政府

机关退休金、事业单位退休金或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根据原始问卷有或者没有进行相应赋值。医疗保

险根据原始问卷选取“您本人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医疗保险？”根据问卷中的具体分类，本文也将答案简

化为二分类变量，以有或者没有进行赋值。自变量社会照料“如果在以后您的生活方面需要社会照料，包

括饮食，穿衣，或亲人或亲友能长期照料您吗？”根据原始问卷有则赋值为 0，没有社区照料赋值为 2。 
自变量为非正式支持。子女经济支持又称家庭子女资助“过去一年，孩子在不与您住在一起时，您

或您的伴侣在孩子身上获得了哪些经济帮助？”将问卷答案重新赋值，有子女经济支持赋值为 1，没有

则为 0。与子女联系的频率变量选取原始问卷中“老人多长时间跟子女通过来电、微信以及电子邮件等

联络一次？”在本文中将经常联系(几乎每天、一周 2~3 次、一周一次、两周一次)赋值为 1 ，很少与子

女联系(一个月一次、三个月一次、六个月一次、一年一次、几乎从不、其他)赋值为 0。自变量社交活动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8599


房博文 
 

 

DOI: 10.12677/aam.2022.118599 5680 应用数学进展 
 

选取原始问卷中“上个月是否参加了社交活动？”有则赋值为 1，没有则赋值为 0。赋值见表 1。 
除自变量以外，将个人特征中的年龄、学历、性别和婚姻状况纳入到控制变量中去。样本特征中，

将年龄具体归为了三个年龄阶段：60~69 岁、70~79 岁以及 80 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控制变量中的婚姻

情况，将问卷中的结婚不与配偶一起住、离异、丧偶、未曾结婚几项统一归为“无配偶”，除此之外，

结婚被定义为有配偶。其他具体的变量赋值与解释见表 1。 
 

Table 1.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 赋值 

自变量 

正式社会支持 

养老保险 有养老保险 = 0，无养老保险 = 2 

医疗保险 有医疗保险 = 0，无医疗保险 = 2 

社区照料 有社会照料 = 0，无社会照料 = 2 

非正式社会支持 

子女经济支持 有子女经济支持 = 1，无子女经济支持 = 2 

与子女联系频率 经常见到 = 1，偶尔见到 = 0 

社交活动 有社交活动 = 1，无社交活动 = 0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 满意 = 1，不满意 = 0 

控制变量 

个人特征 

性别 男 = 1，女 = 2 

年龄 60~69 岁 = 1，70-79 岁 = 2，80 岁及以上 = 3 

学历 小学及以下 = 1，初中、高中、中专、大专 = 2，本科及以上 = 3 

婚姻状况 有配偶 = 1，无配偶 = 2 

3.3. 模型与假设 

本研究用统计 STATA14.0 软件用 Logit 模型进行分析，将社会支持对社区居家老年群体生活的满意

度进行剖析。基本模型架构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即： ( )1 1 1m mP X Xα β β= + + 。因模型两侧取值不同，

且 P 值与自变量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为 S 形曲线关系，需建立以 logitP 为因变量的模型： 

( )0 1 1logit 2P PP x xβ β β= + + + 。 

0 1Logit k
i iiP xβ β

=
= +∑  

模型中 P 代表老年群体对日常生活满意度的概率， iβ 视作回归系数， 0β 视作常数项。 ix 视作影响老年群

体社区居家生活满意度的各个自变量。 iβ 为正数，说明该影响因素(自变量)对老年群体日常生活满意情

况有正向的影响；相反情况下，则变量对老年群体满意度的影响为消极影响。 
研究假设。1) 在正式社会支持方面，养老保险与基本社会保障制度都将提高我国社区老年人的生存

满意度。2) 正式社会支持中，社会给予的照料可以提升老年人社区居家老年群体生活的满意度。3) 非正

式社会支持中子女经济帮助和老人与子女见面联系的频率，可以提高在老年人社区居家生活的对老年群

体生活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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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结果分析 

结果可以明显看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对该论证情况影响不大。在正式支持中，养老保险与基本社会

保障制度以及社会照料均能明显的增强社区居家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分别在 0.01、0.05 的水平上显

著。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生活满意度显然比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的数据更高。本研究选取的自变量中，社

交活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加入控制变量后，可以看到 Prob > chi2 = 0.000，R2 = 0.437，模型应用得出的

结果较好。模型具体输出的结果见表 2。 
 
Table 2. Logit model results of life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community home care 
表 2. 老年群体社区居家养老生活满意度的 logit 模型结果 

  a1 a2 

EQUATION VARIABLES 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 
(加入控制变量) 

satis 养老保险 0.7184*** 0.5571*** 

P  (0.0001) (0.0045) 

 医疗保险 0.6143*** 0.5194*** 

P  (0.0038) (0.0004) 

 子女经济支持 0.2768** 0.2951** 

P  (0.0151) (0.0101) 

 社会照料 0.6745*** 0.6771*** 

P  (0.0000) (0.0000) 

 社交活动 −0.0341 0.0319 

P  (0.7789) (0.7961) 

 与子女联系频率 0.3765*** 0.3176*** 

P  (0.0009) (0.0065) 

 婚姻状况  0.1816 

P   (0.1384) 

 学历  0.2143 

P   (0.1715) 

 年龄  −0.0039 

P   (0.9657) 

 性别  0.3720*** 

P   (0.0019) 

 Constant 1.0708*** 0.5374** 

P  (0.0000) (0.0436) 

 Observations 2974 2974 

注：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数据显著情况*p < 0.1，**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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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式社会支持政策对老年人日常生活和生活的满意度影响出发。首先是养老保险，老年人具备养

老保险和，无疑是为老年人的生活给予的重大保障。在具体的样本中，可看出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比

未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更高。养老保险基本满足了老年人的基本保障需要。由于中

国社会保险体系的健全，养老保险制度使老年人的生活基本实现了“老有所养”，一定程度地促进了生

活的满意度。其次是医疗保险。老年人的患病率明显高于青年中年群体，而医疗保险能够更好的发挥健

康绩效，满足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和增加生活的满意度。再者是社会照料，本文采取问卷中家人、朋友、

同事等是否能够提供照顾来进行探讨。这也进一步的验证了研究假设 1。社会照料不仅家人、朋友和同

事间的照顾，还包括健康服务和健康照顾，这对老年人的身体和生理的健康状况有较大的积极影响，促

进老人对社会的适应性和对生活的满意度并且跟据实证得出的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 2。怎样提高社区的

基础服务设施为社会照料奠定物质基础一直是社会家庭日常生活发展中重要的问题。从非正式支持影响

社会居家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效果来看。首先是经济保障(子女经济支持)。儿女给予日常生活经济保障，

一定意义上提高了老年人居家养老生活的满足感。老年人大多为退休、失业、没有能力就业等老人，缺

乏一定的经济来源，因此儿女的经济保障给老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物质上的保证，改善了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使得老年人不会因经济困难而造成对生活的失落。其次是与子女联系频率。子女与父母间的联系

次数影响生活的满意度子女与老人联系的频率越高，越能够缓解老年人心理上的孤独感，给与老年人精

神上的帮助与支持。显而易见，老人与子女间的联系成为解开老人孤独烦闷的重要的一环，子女的关爱

和看望使得老年人有生活的依赖和寄托。即便在“养儿防老”观念逐渐发生改变时，子女的养护和关爱

无疑增加了老人对生活的信心。因此，根据模型显示的结果，验证和解释了研究假设 3。 
从个体特征中来看。1) 学历水平(p = 0.1715 > 0.1)不能影响老年群体对生活的满意度。年龄每增加一

岁，学历在老年养老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渺小。因此，据模型检验的结果看出，学历未能通过显著

性检验。2) 作为控制变量的年龄(p = 0.9657 > 0.1)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年龄的增长往往会致使老年人生

活能力的下降，这不但会大大降低老年人的生存满意度，更会加剧老人对生存的“不满意”。但是，年

龄对社区居家老人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促进作用。3) 婚姻状况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本研究中，有无

配偶对于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不大。即便是在有配偶的情况下，两人都尚处在高龄阶段，生活上同时

处于能力下降，这对双方的生活并不能带能积极的正向作用。若有任何一方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且能够更

好的给与对方关爱与照顾，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区居家老人的生活满意度。然而，在本研究模型验

证的结果中，后者的影响并不显著，婚姻状况也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总体来说，未加入控制变量之前，正式支持中养老保险(p = 0.0001 < 0.01)、医疗保险(p = 0.0038 < 0.01)

和社会照料(p = 0.0000 < 0.01)的提供均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非正式支持中子女经济支持(p = 0.0151 < 
0.05)和与子女的联系频率(p = 0.0009 < 0.0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分析，正式支持

中，养老保险(p = 0.0045 < 0.01)、医疗保险(p = 0.0004 < 0.01)、社会照料(p = 0.0000 < 0.01)也通过显著性

检验。非正式支持中，子女经济支持(p = 0.0101 < 0.05)和与子女的联系频率(p = 0.0065 < 0.01)也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控制变量中，性别(p = 0.0039 < 0.01)对于社区居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差异。据此，社会支

持与社区居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现两类因果关系：一是社会支持的决策会受到老年人生活情况的影响。

二是社会支持决定了社区居家老年人生活水平。 

4. 结论与建议 

每个人都会变老，生老病死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不仅仅关系到老年群体本身，

更关乎社会的民生和社会保障的发展与完善。我们应给予老人更多的社会支持与关心，让他们在这个经

济高速发展、智慧社会的到来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掉队，共享社会带来的支持与美好。社区居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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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在社会支持下为创新老年人养老服务提供了新思路。研究结果清晰的阐释了社会支持在促进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方面的作用。无论使社会保险还是非正式支持中的情感和精神支持，根据其结果，本文提出以

下三点建议，以增强社区支持对老年社区居家养老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以此来提高对老人日常生活的

满意度，从而改善老人的生活健康水平，使老人有个舒心的晚年生活。 
第一，更好地激发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积极作用。尤其在政府正式支持中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系统，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障涵盖范围并惠及到更大部分的老年人，

实现老年人积极健康养老。不仅在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如其他主体也应作出完善应对。政府需清

晰各部门的职能、发挥以政府为主导的作用、承担起社会中的养老责任，提供社会及老人所需的资源，

进一步优化养老资源配置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养有所满意。 
第二，加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协调结合机制。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作用虽然有所不同，

但为了使社区居家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得到改善和提高，我们并不能将正式社会支持的支援作用与非

正式社会支持的支援作用视作替代效果。通过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安排下，层层落实好保险制度对老年人

的基础和首要保障作用，在此基础上，更好的发挥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作用，真正顺应社会的“积极老龄

化”，让更多社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在社会支持下提高老人对生命的认同、对生活的满意度。 
第三，建立以公共财政资源为主体，以社会资源为补充的老年社会福利及服务体系。在发展社会养

老服务事业中，还必须广泛动员地方经济社会能力，并主动吸纳社会发展所支持的多种资源，例如民间

资金，通过投资建设养老院和社区养老生活服务设施，在家庭住房、家政服务和老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

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并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以企业创办、政务购买等形式开展多样化

的养老服务产业，创新养老服务模式，以满足更多老年群体在生活照料和健康服务方面的需求，进一步

提升老年群体对日常生活的满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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