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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是缓解养老金给付压力和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方式。

基于Probit模型，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并分别对城镇居民和农村

居民的参保决策进行对比分析。分析得出：互联网使用可以有效促进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购买；在城

乡差异中，互联网使用促进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作用对农村居民影响较城市居民的明显。通过以上分析

为促进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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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lieve the pressure of pension payment and construct a multi-level en-
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Based on the Probit mod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In-
ternet use on the purchase decision of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for urban and rural res-
idents,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decision of urban resi-
dents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nternet us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urchase of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Among the differences be-
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effect of Internet use in promoting the purchase of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is more obvious for rural residents than for urban residents. Through the 
analysi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our third pillar endowment insurance to provide feasibl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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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深入发展，老年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

一项国家战略。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

保险的养老保险体系。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是养老金支付的“主力军”，承担了主要保障

责任，但在老龄化发展趋势下，其支出压力日益加大；第二支柱为企业(职业)年金，与第一支柱发展规

模很小；第三支柱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发展较为缓慢，近几年开始得到关注，但总体而言对养老保障的

支撑不足。同时，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新格局下，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少子化家庭、不

婚族、丁克族等生育观念逐渐成为社会热议话题，独生子女面临的养老压力不断加大。可见，加快发

展商业养老保险，在缓解养老金给付压力的同时，有利于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助推养老保险

体系的平稳和持续发展。 

2. 相关理论综述和研究假设 

通过购买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是居民完善自身养老保障的有效方式。早在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要推动商业养老保险多元化供给，为居民针对

性地提供多样化的养老保障选择。郭士祺研究指出在股票市场中，互联网与社会参与渠道可以有效提供

信息，促进居民的股票购买行为[1]。杨碧云等表明网络使用对居民购买家庭商业保险有正向影响[2]。一

般而言，居民除了通过电视、报纸等基本渠道获得商业养老保险的相关信息外，还会通过互联网、手机

的使用等线上渠道获取信息。居民通过使用线上渠道，既方便快捷，又能降低获取信息成本，不受时间

地点的限制[3]。童杉杉研究了教育水平、媒体使用对我国城乡居民商业医疗和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

利用 Logit 模型回归发现媒体使用中互联网对商业医疗和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影响最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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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分析互联网使用与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决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

展路径的探索。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 1：居民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提高，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有促进作用。 
此外，我国各区域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互联网普及率

可能不高，导致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普遍偏低，从而也较少会通过互联网去获取商业养老保险相关资讯。

同时，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市场一直以来存在参与主体少、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保险公司和农民参与积

极性都不高，进一步阻塞了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发展[5]。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 2：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存在差异。 
基于上述假设，本文将从微观视角出发，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7 的数据研究互联网使用

是否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决策有促进作用，并区分互联网使用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参保决策的

影响，进一步丰富商业保险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3. 数据来源和变量界定 

3.1. 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数据取自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的问卷调查数据。通

过提取其中有关居民互联网使用情况以及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情况等数据，整理分析样本。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情况，有效样本为 12,341 个。核心解释变量为互联网使

用情况(包括手机上网)，有效样本为 12,574 个。此外，本文未将 70 岁以上老人的样本考虑在内，因为这

部分人群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较低。最终，一共得到 10,115 个有效样本。 

3.2. 变量界定与模型构建 

3.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城乡居民是否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取值为 1，未参与的取值为 0。

有效数据共有 9917 个，其中居民参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仅有 8.88%。 

3.2.2. 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包括手机上网)情况，根据使用频率分为 5 个级别：从不使用、很少使用、有时使用、经

常使用和频繁使用，以 1~5 来表示。 

3.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户口类型、人口流动情况、基本养老金参保情况、家庭全年

总收入、居民金融投资情况、未成年子女数量、婚姻状况、性别和年龄。其中受教育水平按照“文盲”、

“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分别赋值 0~4；健康状况按照“很不健康”、“比较

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分别赋值 1~5；人口流动情况按照“流动人口”和“本

地人口”赋值 1 和 0；基本养老金参保情况，将“参加”取 1，“没有参加”取 0；婚姻状况中将“初婚

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分居未离婚、同居”赋值 1，“未婚、离婚、丧偶”赋值 0；性别按照“男”和“女”

赋值 1 和 0。样本变量和解释详见表 1。 

3.3. 模型构建 

本文适合利用 Probit 模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居民是否持有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Comm_pen Internet Controli i i i i i iα β β 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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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 Comm_peni 表示居民 i 的商业养老保险决策； Internet i 表示居民 i 的互联网使用情况。 Controli

为一系列影响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决策的控制变量； iε 为随机误差项； iα 和 iβ 为待估参数。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 1 所示，可知居民平均年龄约为 49.3 岁，男性约占 46.67%，女性占 53.33%。

已婚居民超过五分之四。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有 70.85%。本地居民约

占 84.63%，流动人口约占 15.37%。全年家庭总收入均值约为 9 万元。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ample variables 
表 1. 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

变量 
商业养老金

参与情况 参加 = 1，没有参加 = 0 9917 0.0888 0.285 0 1 

解释 
变量 

互联网使用

频率 

从不使用 = 1，很少使用 = 2，
有时使用 = 3，经常使用 = 4，

频繁使用 = 5 
10,110 3.145 1.684 1 5 

控制 
变量 

受教育程度 文盲 = 0，小学 = 1，初中 = 2，
高中 = 3，大专及以上 = 4 

10,101 2.283 1.250 0 4 

健康水平 
很不健康 = 1，比较不健康 = 
2，一般 = 3，比较健康 = 4，

很健康 = 5 
10,113 3.592 1.072 1 5 

人口流动情

况 流动人口 = 1，本地人口 = 0 10,082 0.154 0.361 0 1 

基本养老金

参与情况 参加 = 1，没有参加 = 0 9939 0.709 0.454 0 1 

家庭全年总

收入 家庭全年总收入 9203 90,048 282,279 0 9.991e 

未成年子女

数 未成年子女数 9979 0.496 0.800 0 16 

婚姻状况 
“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

分居未离婚、同居” = 1，“未

婚、离婚、丧偶” = 0 
10,115 0.806 0.396 0 1 

性别 男 = 1，女 = 0 10,115 0.467 0.499 0 1 

年龄 年龄 10,115 49.31 13.38 22 70 

4.2. 互联网使用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 

首先对假设 1 进行验证分析，运行结果如表 2 所示。模型 1 为控制变量组，模型 2 为互联网使用对

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在 1%的水平下，互联网使用对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存

在显著性的正向影响，通过将 probit 结果转换成可量化比较的概率，得知在互联网使用频率从 1 到 5 时，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8584


黄清敏 
 

 

DOI: 10.12677/aam.2022.118584 5552 应用数学进展 
 

居民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概率分别从 0.02%、0.04%、0.05%，0.07%上升 0.11%，即居民使用互联网的频

率越高、互联网接触更加频繁，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倾向就越高。因此假设 1 得到有效验证。 
 
Table 2. Influence of Internet use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表 2.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解释变量 互联网 internet  0.106*** 

 (0.0174) 

其他控制变量  control YES YES 

样本数 8,828 8,826 

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01，**p < 0.05，*p < 0.1。 

4.3.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 

由上述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城乡差

距的存在，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在互联网普及性、可及性和使用频率上会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互联网

对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在商业养老保险购买决策上可能会存在差异。本文根据居民户口性质划分城市居

民和乡村居民两组样本，并进行分组验证。 
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可见互联网使用在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决策上对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都有显

著的正向关系；但是，通过对比，明显可知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的购买决策影响较城市居民的大，假

设 2 得到验证。原因可能在于，互联网在城市的普及率较高，城镇居民通过使用互联网经常可以接收到

有关商业养老保险的信息，久而久之对投资金融信息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并对商业养老保险有一定了解

基础；而对农村居民来说，乡村网络基础建设不完善，互联网的使用频率不高，平时接触商业养老保险

相关政策信息的机会不多，随着互联网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农村居民在接收到商业养老保险等相关新知

识时，会引起其较大的关注度，因此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的购买决策影响较城市居民的大，两者会存

在一定差异。 
 
Table 3. Influence of Internet use 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of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residents 
表 3.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 internet 
0.0790*** 0.105*** 

(0.0238) (0.0275) 

其他控制变量  control YES YES 

样本数 3898 4906 

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01，**p < 0.05，*p < 0.1。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 Probit 模型，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并分别对城镇居民和

农村居民的参保决策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互联网使用可以有效促进居民参与商业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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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第二，互联网使用在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对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有一定差异，其中对乡

村居民的影响较城市居民的大。基于上述结果，为促进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第一，加快顶层制度设计，创新发展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是一项整体工程，

要坚持系统观念，大力发展真正具备养老功能的专业养老产品，包括养老储蓄存款、养老理财和基金、

商业养老金等，引入符合养老金融要求的更多类型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第三支柱养

老保险发展新路径。 
第二，加快商业保险与大众传媒的深入融合，注重正面信息的传播。一方面，可以拓宽商业保险的

传播渠道，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新技术，线上线下相结合，促进保险业向信息化、智能化转

型；另一方面，需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从业机构合规经营，建立健全标准体系，规范从业人员道德风

险，为保险业与大众传媒的融合营造适宜的环境。 
第三，政企合作加强养老金融知识普及。可以由政府牵头，金融机构参与支持，加强居民金融素养

培育，引导老百姓不断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养老意识；同时加强居民数字素养培育，弥合“数字鸿沟”，

增强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能力，培育金融投资养老观念，促进商业养老保险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 郭士祺, 梁平汉. 社会互动、信息渠道与家庭股市参与——基于 2011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J]. 经济

研究, 2014(1): 116-131. 

[2] 杨碧云, 吴熙, 易行健.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商业保险购买——来自 CFPS 数据的证据[J]. 保险研究, 2019(12): 
30-47. 

[3] 谢家智, 吴静茹. 数字金融信贷约束与家庭消费[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9-20. 

[4] 童杉杉, 江生忠. 教育水平、媒体使用与商业保险参保行为——基于 CGSS2015 的调查数据[J]. 保险职业学院学

报, 2021, 35(2): 41-47. 

[5] 高立飞, 王国军. 人口流动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基于 CGSS2017 数据的实证分析[J]. 河北经贸

大学学报, 2021, 42(2): 85-91.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8584

	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
	——基于CGSS2017的调查数据
	摘  要
	关键词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Use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Purchasing Decisions of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Based on CGSS2017 Survey Data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相关理论综述和研究假设
	3. 数据来源和变量界定
	3.1. 数据与样本
	3.2. 变量界定与模型构建
	3.2.1. 被解释变量
	3.2.2. 解释变量
	3.2.3. 控制变量

	3.3. 模型构建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4.2. 互联网使用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
	4.3.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