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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品质生活背景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在大步迈进，问题也在慢慢加深，研究老年人对现有生活

的态度是否满意这对今后提高老年品质生活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调查

(CLHLS)的数据，通过设置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不同指标，并运用二元logistic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发现老年人的自身的婚姻状况、自评健康状况、是否喝酒、孤独状况、子女的照料以及社区所提供的服

务均会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针对此问题，提出以老年人健康生活为宗旨，

开展相关配套服务，提供强有力保障，加强老年人社会参与，给予支持与鼓励，创造良好社区氛围的优

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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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high quality life, the pace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is making great strid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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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s are gradually deepening. It is of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o study whether the 
elderly are satisfied with the attitude towards the existing life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018 China Elderly Health Survey (CLHLS), this paper sets different indicators that affect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and uses binary logistic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lderly’ s own marital status,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whether drinking, loneliness, child care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community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significant indigenous impacts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n response to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optimi-
zation path of taking the healthy life of the elderly as the purpose, carrying out relevant support-
ing services, providing strong protection,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giving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and creating a good community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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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美好生活成为人类独特的价值追求，正为人类的未来书写崭新的篇章。习近

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人民高品质生活。什么是所谓的高品质生活？那就应该

是指人们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方面需要均得到高水平保障和满足的一种生活状态，

是人民内心的主观感受，让内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并能够不断维持下去，物质得以满

足，精神始终充盈。在这种背景下，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衡量我国老年人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同时

也为老年人的高品质生活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 2020 年公开的老龄事业相关公报中，我国老龄人口比重占据相当一部分，目前我国 60 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有 26,402 万人，这占全国总人口的 18.70%；另外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 19,064 万人，占

全国总人口的 13.50%。同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还表明我国目前的老年人口呈现以下特

征：规模庞大，老龄化步伐加快，城乡差异较大，人口素质在努力提升，低龄人口占据过半比重。这些

特征表明我国处于严重的老龄化时代，同时也在说明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健康素质不断提升，新时代的人民正不断增加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与当前的社会矛盾也相呼应。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社会保障的发展，尤其是老龄化问题的逐渐突出，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成为热点话题，

现有文献中发现该类研究成果颇多，其主要集中在社会支持、经济支持、代际支持、老年人自身状况等

方面的研究中。 
在社会支持中，邢亚男(2019)等学者主要通过分析抑郁状态是否会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

间存在中介作用，证明了对老年人社会支持上的重视是实现健康老龄化、增强当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不容忽视的环节，并且它还可以降低抑郁的发生[1]。肖巧玲(2018)等学者在分析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

的关系中，发现社会支持在影响农村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过程中会受到孤独感的中介作用以及自评健

康的调节作用[2]。孙兆阳(2021)等学者证明了现有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养老服务的均衡供给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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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会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3]。 
在经济支持中，张文娟(2018)等学者在探究影响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因素中，发现老年人的生活满意

度会受经济收入好坏的影响且存在着城乡差异，经济状况好的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会感到更好[4]。韩

艳(2020)基于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享有养老金让城乡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更高，并且享有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低于享有城市居民养老保险的老年人，享有城

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村老年人的满意度低于享有同等类型养老金的城市老年人[5]。 
在代际支持方面，殷俊(2020)等学者基于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农村老年群体对生活

的满意度与子代给予父母的一系列经济支持及提供的生活上的照料高度相关[6]。余泽梁(2017)通过运用

2011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发现代际支持在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

用，代际支持在子代与亲代中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尤其代际支持在农村群体中对提

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十分明显[7]。 
除此之外，健康的身体素质在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过程中也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陈璐(2022)

等学者运用有序 logistic 模型建构健康老龄指标体系，发现随着健康老龄的不断分层，老年群体的生存时

间以及生活满意度在不断提升，并会产生长期影响[8]。柳红娟(2020)等学者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

对山东农村老年人进行调研，结果表明老年群体的心理压力和孤独感会影响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并且

孤独感可以中介心理压力与生活满意度[9]。孙奎立(2010)等学者通过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健康的身体素

质直接影响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失去了健康的身体，最不理想的状态便是老年人自由行动的能力受

到极大束缚，同时这无形中也会给自己的子女带来一些生活与工作上的困扰[10]。 
在对已有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后，不难发现大多现有的研究集中在老年人自身因素、经济因素、社

会支持以及代际支持等方面，似乎忽略了老年群体对自身健康生活以及有保障性生活满意度的总体感知

与评价，本文试图进行一些解释与补充，具体划分为人口方面、健康方面、经济收入方面和保障方面，

为今后实现高品质生活，发展健康老龄化，提出合理化建议。 

3. 数据分析 

3.1. 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本文选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简称“中国老年健康调查”，英文简称 CLHLS) 2018 年的

公开数据，该数据最新一次大规模调查时间是在 2017~2018 年，其主要收集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较为详细

的相关信息。本文最终获取的城镇老年人的样本量为 1821 人，其中男性为 863 人，占比 47.4%，女性为

958 人，占比 52.6%，女性人口多于男性。在选取的样本中，年龄在 65~69 岁的有 180 人，占比 9.9%；

70~79 岁的有 446 人，占比 24.5%；80 岁以上有 1195 人，占比 65.6%，总体看来高龄老年人口较多，这

反映了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的现状。在所受教育年限中，最大值为 29 年，这表示其所受教育为高等教育，

最小值为 0 且占比 29.4%，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5.88 年，这与目前整体老年人学历水平是相符的。 
在该问卷中，对于现状的评价采用了五级量表，在此将“很好”、“好”与“一般”归为“满意”，

将“不好”以及“很不好”归为“不满意”一类，在问卷中有关“您觉得现在您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这一问题，其中持有“健康”态度的占比 87.3%，持“不健康”态度的占比 12.7%，总体满意度较高[11]。 

3.2. 变量分析 

1) 因变量。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对各因素分析以及影响程度来了解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因此选取生

活满意度为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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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变量。从人口方面、健康方面、经济支持以及保障性方面进行细分，其中人口方面包含：老年

人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年限；健康方面包含：老年人自评健康、是否喝酒、是否经常感到不

适、是否感到孤独；经济支持包含：个人收入是否够用、子女是否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父母是否给予子

女经济支持；保障性方面：是否拥有社保、子女是否提供照料时间、社区是否为老人提供服务。具体变

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分类 变量名称 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 1 = 满意，0 = 不满意 1 0 0.98 

人口方面 

性别 1 = 男，0 = 女 1 0 0.47 

年龄 连续变量 111 65 85.16 

婚姻状况 1 = 已婚且有配偶，0 = 无配偶 1 0 0.43 

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 29 0 5.88 

健康方面 

自评健康 1 = 健康，0 = 不健康 1 0 0.87 

是否喝酒 1 = 是，0 = 否 1 0 0.14 

是否会感到舒服 1 = 是，0 = 否 1 0 0.17 

是否感到孤独 1 = 是，0 = 否 1 0 0.22 

经济方面 

个人收入是否够用 1 = 是，0 = 否 1 0 1.07 

父母给予子女支持 1 = 是，0 = 否 1 0 0.47 

子女给予父母支持 1 = 是，0 = 否 1 0 0.21 

保障方面 

是否拥有社保 1 = 是，0 = 否 1 0 0.08 

子女是否提供照料 1 = 是，0 = 否 1 0 0.57 

社区是否提供服务 1 = 是，0 = 否 1 0 0.17 

3.3. 模型选择 

在模型构建中设置因变量为生活满意度，即“满意”与“不满意”，由于该变量属于二分类变量，

故采用二元 logistic 逻辑回归，更为直接客观，效应量选择用风险比表示，所谓 OR 值。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需要满足：首先，选取的样本量范围应在自变量的 5~10 倍之间，本实验中最终选取的样本量为 1821，
其中自变量为 14 个，满足此要求；其次，需要对研究设计中选取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最终得

到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均小于 10，说明此研究已解决共线性问题，因而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模型分析。 
在研究的所有自变量中，每一个模型都进行回归分析，每一个回归结果都以 OR 值呈现。具体过程

如下：首先，引入第一类变量，人口要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年限，得到第一个模型；

其次，引入第二类变量，健康方面，包括自评健康、是否喝酒、是否会感到不适、是否感到孤独，得到

第二个模型；然后引入第三类变量，即经济支持中的个人收入是否够用、子女是否给予父母经济支持、

父母是否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得到第三个模型；最后，引入保障方面的因素，包括是否拥有社保、子女

是否提供照料、社区是否提供服务，得到第四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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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 

影响因素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Exp(B) Exp(B) Exp(B) Exp(B) 

人口 

性别 0.764 0.560 0.587 0.590 

年龄 1.034*** 1.022 1.021 1.004 

婚姻状况 0.398*** 0.505 0.492 0.485* 

教育年限 0.997 0.973 0.965 0.968 

健康 

自评健康  0.056*** 0.059*** 0.046*** 

是否喝酒  3.856*** 3.873*** 4.286*** 

是否会感到身体不适  1.498 1.494 1.513 

是否感到孤独  3.6755*** 3.666*** 4.414*** 

经济 

个人收入是否够用   1.749 1.732 

子女给与父母支持   1.225 1.235 

父母给予子女支持   0.819 0.734 

保障 

是否有社保    0.457 

子女提供照料    0.399** 

社区提供服务    2.015* 

注：使用 SPSS26.0 计算得出。其中，*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4. 实证分析 

本文对中国老年健康调查问卷，运用 SPSS26.0 对四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中，霍斯默–莱梅肖是

用来检验模型与真实数据的拟合程度，它的原假设为模型与真实数据拟合良好，备择假设为拟合不好，

如若 P 值大于 0.05，则说明呈现显著性，也就是模型与真实数据拟合良好。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2 和表 3。 
 
Table 3. Holmes-Lemeshaw test 
表 3. 霍默斯–莱梅肖检验 

霍斯默–莱梅肖检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P 值 0.957 0.623 0.519 0.727 

4.1. 人口方面 

通过上述的回归结果，发现老年人在自身婚姻状态(P < 0.1)因素中对生活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而

城镇老年人的男女性别、年龄因素和所受的教育年限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并不存在显著影响。进一步解

释为：已婚且有自己伴侣的城镇老年人比没有伴侣的老年人对生活抱有满意态度的概率会降低 0.515 (OR 
= 0.485)倍。 

在逐渐步入老龄化阶段中，老年人的变化及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大多数子女忙于工作以及自己的小

家庭，与自己的父母相处时间短，陪伴的之间也微乎其微，相比较而言，只有老年人各自的伴侣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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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长久的相随，并尽可能给予对方相互的照料，为对方排忧解难，更有耐心地倾听彼此的心声，相比

没有伴侣或失去伴侣的城镇老年人更容易对生活持有满意的态度。本研究中表明现有的城镇老年人教育

年限普遍较短，尽管教育水平高的老年人健康生活的水平也就越高[12]，但通常城镇老年人比农村老年群

体更有稳定的工作，从而拥有稳定的退休收入与保障，更加容易明白自己的需求，因此会对生活满意度

的影响不大。 

4.2. 健康方面 

在回归结果中显示，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P < 0.01)、是否喝酒(P < 0.01)以及是否感到孤独(P < 0.01)
此类要素对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影响，而是否会感到身体不适未存在显著的影响。具体

解释为，首先是自评健康的老年人比那些自评不健康老年人的对生活表示满意的概率降低 0.954 (OR 值 = 
0.046)倍；其次经常喝酒的老年人比不喝酒的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增加 3.286 (OR 值 = 4.286)倍；然后

是感到孤独的老年人比不孤独的老年对生活的满意度会增加 3.414 (OR 值 = 4.414)倍。而至于城镇老年人

是否会经常感到身体不适这一类要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自评健康状况与是否感到孤独这一类要素具有主观性色彩，主观要素主要表现为各类需求是否得以

满足而呈现出的总体评价，老年人是否喝酒则属于客观指标，是真实发生存在的，主客指标相结合，更

具与代表性。尤其在老年时代，心理疏导、精神慰藉尤为重要，不仅需要关注老人的身体健康，更要注

重心理健康。对于老年人是否会常感到身体不适之所以回归结果不显著，可能由于老年人对于自己身体、

精神上的疾病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适应与习惯，相比较其他指标，从而呈现出不显

著的结果。 

4.3. 经济方面 

在经济状况方面，个人收入是否够用、子女是否给予父母经济支持以及父母是否给予子女经济支持

均未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呈现显著影响。 
随着健康老龄化的推进，老年人的寿命不断延长，城镇老年人普遍拥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因而退休

后的个人收入可以满足自己的一部分需要，虽说子女给予父母金钱上的支持或父母给予子女经济上的支

持可以提高物质感、幸福度，更有可能拉近子代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与往来，显然在现在看来仅仅如此是

不够的，金钱以及物质上的给予还不足够提高他们幸福生活的满意度，而父母需要的更可能是与子女面

对面的交流与陪伴，并非物质上的体现，更应该是心灵上的嘘寒与问暖。每个人都是各自家庭的重要成

员，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谐且又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家庭的和睦与繁

荣，如此一来更会让老年人对生活逐步感到满意、幸福。 

4.4. 保障方面 

在回归结果中，有关城镇老年人其子女是否提供照料(P < 0.05)以及社区是否提供服务(P < 0.1)这一维度

的因素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影响，老年人是否拥有社保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具体理解为，子

女为父母提供生活照料的要比没提供照料的老年群体对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降低 0.601 (OR 值 = 0.399)倍，

社区提供服务比社区不提供服务使老年人感到满意的概率会增加 1.015 (OR 值 = 2.015)倍。 
城镇老年人大多数拥有稳定的工作，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比例较高、时间较长，具有了

较高的普遍性，从而在实证分析中影响不显著。如今工作以及生活节奏加快，正呈现越来越卷的状态，

大多数家庭的子女也是紧绷一根弦，顶着生活的压力，工作是越来越忙，家人见面的次数是越来越少，

尽管面临这样的状况，但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上的关注与照料，使得老年人心理上有了依托与被挂念，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8614


刘美玲 
 

 

DOI: 10.12677/aam.2022.118614 5829 应用数学进展 
 

这会让老年人对生活充满期待，并持有满意的态度。如今养老服务发展不断深入，链条上相互衔接与完

善，老年人未来的养老方式选择更加多样化，社区养老以及社区服务正逐步走向成熟，社区总是会展现

出欢乐、热闹的氛围，同龄群体也较多，老年人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圈子，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的照料

与服务，使老年群体不再仅仅依赖于子女，在这种大家庭的氛围下，老年人自身也会不断感到满意且有

保障性，相信未来也会不断刷新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5. 结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设置多项指标，依据 2018 年的中国健康调查的数据且运用二元 logistic 逻辑回归对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的进行探究，发现：在人口因素方面、健康因素方面、经济收入方面以及保障

因素方面各类具体要素对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在人口方面，城镇老

年人的婚姻状态会显著影响他们对现有生活的满意度，而老年人的男女性别差异、年龄差异以及文化教

育年限长短的不同对该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其次，在健康方面，那些自评健康状况好、

不经常喝酒以及内心孤独感少的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会比较高，而是否会常感到身体不适的城镇老年

人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然后，从经济方面看，老年人拥有自己的个人收入、子女是否为父母提

供经济支持以及父母是否会给子女经济支持均未对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最后，在保障方

面，子女是否提供有关照料、社区是否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对老年人生活的满意度却呈现显著的影响，而

老年人社保的拥有与否无显著影响。 
当前社会不断进步，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健康因素在老年人的生活中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格外突

出，它不仅是身体上的健康，心理、精神方面的健康亦是不容忽视的。健康是获取并得以享受的前提，

它既可以是作为直接因素，也可以是中间因素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以健康为前提的老年生活是

有品质的，也是响应健康老龄化的具体体现。因此，加强老年人的健康保证，提高老年品质生活，丰富

老年生活，是时代为老年群体指明的前进方向。 

5.2. 优化路径 

1) 以老年人的健康生活为宗旨，开展相关配套服务。政府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并且在政策引导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性的作用。要确保养老、医疗保障的完整性与衔接性，深入了解老年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使老年人在老年时代真正地享受到老年福利。面对老年人这类群体，需要继续完善养老保障及养老服务

的系列政策，由于他们一直都是重点关怀和照顾的群体，更需要继续探索新“一站式”社区养老服务模

式，完善老年健康管理体系，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进行不同层次的管理，切实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 
2)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加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发挥志愿者组织的力量，打造和谐友好的老龄环境，

举办丰富的老年活动，激发老年群体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与兴致，尽可能多地创造机会。一方面，可以

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尽可能实现专业化、组织化和市场化，可通过推动构建志愿组织、充分发动公民

参与，这可能还会在促进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方面发挥出附加效用，解决现有低龄老年群体有再就业意愿

的问题；另一方面，集体利益不容忽视，通过正式条文将权力下放，一定程度上给予社区基层志愿组织

必要的权力，能够以合理方式协调正式与非正式公民参与的关系，及时化解矛盾与冲突，共同协助老年

群体学会发现自身价值与生活乐趣，实现自身的独立以及区域中的流动，为努力提升老年生活质量做好

充足的准备，响应高品质生活，享受老年美好生活。 
3) 给予支持与鼓励，创造良好的社区氛围。现阶段“居家养老”的养老模式仍占据较大的比例，温

馨的家庭环境是大部分老年人赖以生活的重要场所，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是比较敏感的群体，而家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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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支撑、陪伴、鼓励的作用，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以带给老年人积极向上的影响，促进身心健康，提高生

活质量，增进情感体验。其次，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可以带动老年群体的积极性[13]，可举办公益讲座、

文艺演出、慢手工制作等活动，营造温暖社区、活跃社区、可依赖社区，从而可以使老年人获得不同的

活动体验，丰富自身情感，充实日常生活，感受身边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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