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3, 10(3), 547-561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3071  

文章引用: 何佳敏, 李红艳. 社会保险和家庭环境对养老责任归属的影响机制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3, 10(3): 
547-561. DOI: 10.12677/ar.2023.103071 

 
 

社会保险和家庭环境对养老责任归属的 
影响机制研究 

何佳敏，李红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5月9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16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28日 

 
 

 
摘  要 

目的：在人口老龄化和养老多元化的背景下，延迟退休和养老责任问题的矛盾会一直存在，而探讨社会

保险和家庭环境因素对养老责任归属的影响，对缓解老年人的养老归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

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ISM模型，从社会保险和家庭环境层面出

发分析老年人养老责任归属问题，并进一步分析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层次关系。结果：从回归结果

看，社会保险、家庭环境及个体人口特征等层面的变量对老年人养老责任的归属均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

响。从ISM模型结果看，社会保险和个体特征是表层直接因素，家庭环境是中间层间接因素，受教育程

度是深层根源问题。结论：本文从支持三孩生育政策、推动实施延迟退休年龄、营造养老氛围以及构建

养老责任共同承担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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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diversification of pension, the contra-
diction between delayed retirement and pension responsibility will always exist. It is of great sig-
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nsurance and family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at-
tribution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pension attribution of the elderly. 
Method: Based on the 2018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 this paper uses the disordered mul-
ti-classification Logistic-ISM model to analyze the attribution of the elderly’s pension responsibil-
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surance and family environment,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log-
ical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s: From the regression re-
sults, variables such as social insurance, family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demographic charac-
teristic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ttribution of the elderly’s pension re-
sponsibility.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ISM model, social insurance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surface direct factors, family environment is the intermediate indirect factors, and education 
level is the deep root problem. Conclus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supporting the three-child fertility policy,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stponing 
the retirement age, creating a pension atmosphere and building a pension responsibility sharing 
mechanism, so as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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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60 岁

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8.70% (见图 1)，比 2010 年上升了 5.44%，在支出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养老

保险基金面临越来越大的支付压力，甚至有一部分省份出现了当期收不抵支的状况，基金穿底风险日益

凸显。同时伴随着少子化程度的不断加剧，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进一步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

加深，养老问题快速凸显和强化，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养老压力。究其原因在于没有厘清由谁来提

供养老资源，也可理解为“谁来承担赡养老年人的责任[1] [2]”。因此，要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关键在

于解决养老责任问题。 
关于养老责任，是指由个人、家庭、政府或其他主体承担老年人的养老，提供经济、精神慰藉等养

老保障支持[1]。随着养老责任主体趋于多元化发展，家庭行为与其个体特征成为学者们研究养老责任的

重要理论出发点。从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观念来看，老一辈一般通过子女来解决他们的老年生活问题，

养老是家庭的主要责任：虽然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在逐步下降，但是仍然是养老责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2]。
人口特征、社会特征、家庭特征对农村居民的养老责任意识具有显著影响[3]。 

然而，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多元化养老方式的兴起，必然导致其他主体介入。养老责任不再局限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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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社会和政府逐渐承担起养老责任[4] [5] [6]。社会养老是指集中整个社会的所有相关资源，然后再分

摊到每位老年人的头上。其中，政府在发挥兜底性的保障作用[7] [8] [9] [10]，特别针对农村居民、失独

家庭甚至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 
同时，在家庭养老功能逐渐丧失，养老服务、养老产业尚未健全的背景下，自我负责养老模式开始

引起广大关注。学界中对自我养老产生了诸多的讨论。在现实生活中，自我养老常常和家庭养老、社会

养老相辅相成。因此，自我养老并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养老方式[11] [12]。 
纵览文献发现，目前关于养老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养老责任主体认知的影响因素、养老模式的选

择等方面，而关于社会保险和家庭环境对老年人养老责任的研究较少[13] [14]，且研究对象大多倾向农村

居民[15] [16] [17]。为正确认识中国居民倾向于养老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继续引领“老龄健康”领域的

相关研究，本文基于 201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社会保险和家庭环境对养老责任的影响，

以推动中国老龄健康事业的发展。 
 

 
Figure 1.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图 1. 人口年龄结构和老年抚养比 

2. 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2.1. 理论分析 

1) 社会保险与养老责任 
社会保险对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由于家庭规模向核心化发展，导致家庭养老功

能减弱，因此要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18] [19]。从社会契约理论上来看，社会保

险是政府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普惠性的养老服务，具有较强的社会契约精神[20]。 
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关系最为密切：养老保险能保障老年人的基

本生活，医疗保险则能有效缓解疾病所带来的医疗负担。本文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方面阐释社会

保险与养老责任归属的关系。 
步入老年时期，随着经济来源的丧失和健康状况的下降，对医疗、老年照护等需求大幅上升[21]，中

国医保研究会 2017 年数据显示，60 及以上人口段的住院医疗费用占比高达 53.3%。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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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居民的医疗负担，但仍需自费一定比例的费用，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日

益下降的老年人来说，医疗费用是一笔不可避免且不小的开支，都将加重自己和家庭的负担。章蓉和李

放研究指出医疗保险显著降低了老年人慢性病的自付比例，减轻了老年人的医疗负担[22]。王正文等学者

研究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提供农村中老年居民生活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3]。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身为经济“理性人”的老年人更愿意参加养老保险以

抵抗风险、购买社会性服务和其他养老资源以满足其需要。居民参加养老保险，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参

保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降低了老年人在经济来源和生活照料方面对子女的依赖，为养老责任由家庭转

向自己或政府提供了支撑。汪润泉研究发现养老保险淡化子女养老观念的净效应，也弱化了人们的家庭

养老观念[24]。张川川和陈斌开研究表明以新农保为基础的农村社会养老模式对传统的家庭养老存在一定

程度的替代[25]。乐章研究证明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整合自己、子女、政府和社区的力量，并对农民

的养老方式选择和老年生活预期产生显著影响[26]。 
综上分析，社会保险的保障能力直接影响了养老责任的归属，社会保险保障水平越高，对老年人的

保障效果也越显著，老年人也会因此认为政府具有养老义务。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参加社会保险的老年人更加认同政府负责养老。 
2) 家庭环境与养老责任 
费孝通教授于 1983 年提出反馈模式论，即每一代都抚育下一代，下一代再赡养上一代[27]。反馈

模式论成为家庭环境与养老责任之间关系问题研究理论。照顾供养父母是为人子女应尽的义务，反馈

模式在子女负责养老上得到了深刻体现。只有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才能让老年人切实的感受到子女

关怀、儿孙绕膝的家庭温暖，亲人的精神慰藉只有血脉相连的亲人才能提供，这恰是其他养老方式所

无法替代的。 
其次，由于生育率的下降以及独生子女父母群体逐渐步入老年生活，当代老年人面临着未富先老以

及养老需求多元化、未备先老等现实问题，在失去经济来源后，需依靠子女来负责自己的晚年生活。养

儿防老在家庭养老中具有重要作用[28]。子女供养老年人在养老责任中占有重要地位，农村养老责任的传

递通过家庭财富的转移来实现[29] [30]。 
一般认为，子女数量对家庭养老有重要影响。中国人受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子女

数量越多，越能担当起赡养老年人的责任[31]。家庭子女数量较多，这就为子女养老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李建新等人研究发现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养老意愿受子女数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的影响[8]。
然而子女越多的家庭越可能因为老年人的养老、财产等问题产生纷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子女的数量

对养老责任不一定具有很大的影响。夏传玲等学者研究发现家庭养老与子女数没有直接关系，有无子女

才是问题的关键[32]。 
基于以上分析，子女作为重要的养老资源，对养老责任的归属具有重要影响，子女数量越多，承担

养老责任的能力越强，但子女越多也会出现推诿养老责任的情况，因此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不一定更

加认同由子女负责养老。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有子女的老年人更加认同子女负责养老。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分层思想作为传统社会分层理论，对养老责任由谁承担具有的一定的影

响。韦伯认为社会分层的条件是多元的，所以处于同一阶层的人们也会有很大的差异。经济水平越高的

家庭能够提供经济支持越多并且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先进、开放的思想观念，多元化的养老需求推动了

大量老年人离开家庭，向资源更加丰富的社会迈进。青壮年人口为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而外出务工，同时

也削弱了子女应承担的养老责任，如老年人从子女身上获得的经济支持增多，而日常照顾和精神慰藉日

益减少。经济富裕的老年人则通过向家庭外购买服务来追求更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同时也降低了对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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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程度。穆光宗认为虽然我国当前以家庭养老为主，但应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养老和助老事

业[33]。贺巧知提出农村养老保障需要向社会养老发展[12]。 
基于上述分析，经济水平越高的家庭能够提供越好的经济支持，经济能力是老人自我养老的有效保

障，因此老年人可能更加认同自我负责养老。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家庭经济水平高的老年人更加认同自我负责养老。 

2.2. 研究方法 

1) 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 
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适用于处理多分类问题，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和可解释性。本文使用无序多

分类 Logistic 模型对多项分类变量“养老责任”进行回归分析，以探究社会保险和家庭环境因素对养老

责任的影响。在考虑老年人群体(>=60 岁)的背景下，这一研究对响应老龄事业多元化发展和积极呼应国

家人口老龄化政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的特点也使得研究结果具有较好

的解释性，可以为相关政策和决策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本文建立以养老责任为因变量，社会保险、家庭环境和个体人口特征为自变量的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进一步分析老年人养老责任的归属，模型如下： 

( )
( ) 0 01Logit ln kh h

h ii

P y h X
P x

P y j X
β β

=

 =
= = +  = 

∑                        (1) 

其中， ( )1 2 3 4, , ,=Y y y y y 表示本文中的因变量养老责任， ( )1 2, , ,=  kX x x x 表示自变量， hP 为养老责任类

型 h 的响应概率 ( )1,2,3,4=h ，养老责任类型 j 为参照组 1,2,3,4=j ，且 ≠j h ，k 表示自变量个数， β 表

示回归参数。 
2) 解释结构模型 
通过解释结构模型(以下简称“ISM 模型”)确定相关的影响因素，利用矩阵模型分析各因素间的关联

性和层级关系，最终确定主(次)要因素及其关联结构。 
基于 ISM 模型的养老责任影响因素分析步骤如下： 
步骤一：分析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建立邻接矩阵 A。 

1,
0,1, , ; 0,1, ,

0,
i j

ij
i j

S S
a i k j k

S S
= = =


 

对 有影响时

对 无影响时
                     (2) 

步骤二：根据邻接矩阵计算可达矩阵 M。 

( ) ( ) ( ) ( ) ( )1 1 2 1M A I A I A I A I A Iλ λ λ+ −= + = + ≠ + ≠ ≠ + ≠ +                (3) 

式(3)中，I 为单位矩阵，2 ≤ λ ≤ k，且遵循布尔逻辑运算法则。 
步骤三：确定各因素间的层级结构 L。 

( ) ( ) ( ){ , 0,1, ,= = = i i i iL S P S Q S P S i k                        (4) 

式(4)中，L 为关系层次， ( )iP S 为可达集，包含可达矩阵从 Si 出发直接或间接到达的全部要素； ( )iQ S 为

先行集，包含可达矩阵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到达 Si 的全部要素。 
步骤四：绘制 ISM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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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该调查涵盖了社会保险、子女数量、家

庭经济水平和个体人口特征等内容，与本次研究主题较为契合。运用 Stata14.1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共

收集有效问卷 12787 份，剔除无效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 4186 份。 

3.2. 变量选取 

1) 因变量 
本文以养老责任为被解释变量。选取问卷中“您认为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定义为养老责任，

将选项划分为政府负责、子女负责、自我负责和三方共同负责四类，其中将三方共同责任作为参照组。

同时，选取社会保险、家庭环境作为自变量，个体人口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各个变量的定义与描述

如表 1 所示。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VIF 

被解释变量 养老责任 三方共同责任 = 1，子女责任 = 2，自

我责任 = 3，政府责任 = 4 
2.097 1.005  

解释变量 

医疗保险 未参加 = 1，参加 = 2 1.93 0.255 1.14 

养老保险 未参加 = 1，参加 = 2 1.847 0.36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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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 0.611 1.10 

子女数量 无子女 = 1，一个子女 = 2，两个子女 
= 3，三个及以上 = 4 

3.08 0.861 1.25 

控制变量 

性别 女 = 1，男 = 2 0.477 0.5 1.06 

年龄 连续变量 70.31 7.263 1.24 

婚姻 无配偶 = 1，有配偶 = 2 1.696 0.46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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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 0.936 1.24 

自评健康 不健康 = 1，一般 = 2，健康 = 3 2.083 0.839 1.06 

 
2)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社会保险和家庭环境，选取问卷中的“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保险/公费医疗”和“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衡量社会保险的主要变量，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分

别划分为“未参加(参照组)、参加”两类，对未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赋值为“1”，参加者赋值为“2”，

医疗保险作相同处理；家庭环境将从子女数量和家庭经济水平两方面进行分析。将子女数量划分为没有

子女(参照组)、一个、两个、三个及以上四个类别。选取“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作

为衡量家庭经济状况的主要变量，将选项合并划分为“低于平均水平(参照组)、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

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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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变量 
为防止内生变量的影响，本文选取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婚姻 5 个个体人口特征作

为可能影响养老责任的控制变量加入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以老年人群体(>=60 岁)为主要考察对象，选取

问卷中“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来衡量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将选项合并为“不健康(参照组)、
一般、健康”三个类别；将受教育程度合并为“小学及以下(参照组)、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四类；

将婚姻状况分为“无配偶和有配偶”两类。 

3.3. 样本分析 

如图 2 数据所示，自我养老和政府养老的占比较低，可能是居民的养老意识不强，关注养老的时间

较晚，没有意识到未来养老问题的严峻性。其次，我国积累养老金的时间较短，老龄化、少子化趋势让

缴纳社保的人逐渐减少，政府需要继续给退休的人群提供他们的养老金，逐步提升的养老金给政府带来

了巨大了压力。41.54%的老年人认为应由子女承担养老责任，31.63%认为由三方共同承担负责，认为由

自我和政府负责养老的分别占 12.37%和 14.45%。同时，从社会保险和家庭环境两个层面的具体占比来看，

老年人认为养老责任的归属应该主要由子女负责，可见虽然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逐渐弱化，但子女仍是

老年人的主要养老归属，也体现出老年人对多元主体共同承担养老责任的期望。 
 

 
Figure 2. Cross analysis of the elderly pension responsibility 
图 2. 老年人养老责任的交叉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的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与嵌套模型分析社会保险和家庭环境因素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归属

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2。在进行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之前，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各变量间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一般认为方差膨胀因子大于 10，则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的检验结果

表明，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10，三个模型中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 1.24，即所选取的变量之间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嵌套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进一步查看模型的拟合性优度，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在拟合过程中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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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用事件发生的概率表示出来。本文依次将社会保险、家庭环境和个体人口特征纳入模型中，以验

证研究假设。基于被解释变量是多分类变量，本文选择以三方共同负责为参照组，运用 Stata 统计软件分

为三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各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2。具体分析如下： 
1) 社会保险与老年人对养老责任的影响 
模型 1 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家庭环境和个体人口特征变量的情况下，在 1%水平上，相较于未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基本养老保险对子女负责养老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发生比得出，选择子女

负责养老的发生比比未参保老年人低了 29.25%，说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更不认同子女养老(VS
三方共同负责)。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在 10%水平上对政府负责有正向影响，对自我负责并没有

显著的影响，说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更认同政府养老(VS 三方共同负责)。社会保险中的医疗保

险因素对老年人养老责任的影响不显著，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 1 成立。 
 
Table 2.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insurance and family environment on the attribution of elderly care re-
sponsibility 
表 2. 社会保险、家庭环境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归属影响的实证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子女负

责 
自我

负责 
政府负

责 
子女负

责 
自我负

责 政府负责 子女负

责 
自我负

责 政府负责 

社会保险          

医疗保险 
−0.049 −0.327 −0.272 −0.064 −0.356* −0.249 −0.024 −0.408* −0.29 

(−0.31) (−1.54) (−1.30) (−0.41) (−1.66) (−1.17) (−0.15) (−1.87) (−1.35) 

养老保险 
−0.346*** 0.08 0.275* −0.224** 0.027 0.297* −0.158 −0.001 0.26 

(−3.23) −0.5 −1.71 (−2.06) −0.17 −1.82 (−1.44) (−0.01) −1.57 

家庭经济

水平 
         

平均水平 
   −0.139* 0.17 −0.290*** −0.037 0.055 −0.315*** 

   (−1.81) −1.53 (−2.81) (−0.46) −0.48 (−2.96) 

高于平均

水平 
   −0.359** 0.479** −0.389* −0.092 0.242 −0.516** 

   (−2.29) −2.52 (−1.86) (−0.56) −1.22 (−2.38) 

子女数量          

一个子女 
   −1.002*** −0.338 −1.021*** −0.864** −0.47 −1.051*** 

   (−2.90) (−0.71) (−2.80) (−2.46) (−0.97) (−2.84) 

两个子女 
   −0.349 −0.262 −1.263*** −0.36 −0.363 −1.243*** 

   (−1.02) (−0.55) (−3.45) (−1.03) (−0.75) (−3.33) 

三个及以

上 
   −0.144 −0.57 −1.400*** −0.22 −0.673 −1.352*** 

   (−0.42) (−1.19) (−3.83) (−0.63) (−1.39) (−3.63) 

性别 
      0.12 −0.114 0.086 

      −1.55 (−1.06) −0.84 

年龄 
      −0.007 0.020** 0.005 

      (−1.18) −2.46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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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婚姻 
      0.009 0.240* 0.087 

      −0.1 −1.89 −0.74 

健康          

一般 
      −0.098 0.153 −0.064 

      (−1.01) −1.06 (−0.50) 

健康 
      0.001 0.348*** −0.169 

      −0.02 −2.58 (−1.35) 

受教育程

度 
         

初中 
      −0.482*** 0.255* 0.158 

      (−4.90) −1.87 −1.22 

高中 
      −0.803*** 0.242 0.119 

      (−6.51) −1.57 −0.79 

大专及以

上 

      −1.070*** 0.433** 0.626*** 

      (−5.51) −2.16 −3.37 

常数项 
0.609*** −0.703*** −0.769*** 1.034*** −0.371 0.545 1.566*** −2.211*** 0.08 

−4.1 (−3.44) (−3.75) −2.84 (−0.73) −1.35 −2.7 (−2.72) −0.11 

伪 R2 0.0026 0.0026 0.0026 0.0233 0.0233 0.0233 0.0399 0.0399 0.0399 

样本量 4186 4186 4186 4186 4186 4186 4186 4186 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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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家庭环境与老年人对养老责任的影响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模型 2 中加入家庭经济水平和子女数量两个变量，即家庭环境因素对养老责任

的影响，可以看出基本养老保险的显著性没有变化，证明了模型 1 的稳健性。医疗保险对自我负责养老

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老年人不认同自我养老(VS 三方共同负责)。 
回归结果显示，家庭环境因素中平均经济水平家庭的老年人更加不认同子女负责和政府负责(VS 三

方共同负责)，发生比分别比低于平均水平的家庭低了 12.98%和 25.17%。同时，只有在家庭经济水平高

于平均水平时，会对老年人的养老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VS 三方共同负责)，即家庭经济水平越高，

老年人更加认同养老由自我负责，发生比比低于平均水平的家庭高了 61.45%；但更加不认同子女负责和

政府负责(VS 三方共同负责)，高于平均水平家庭选择子女负责和政府负责的发生比分别是 30.16%和

32.23%。可见，家庭经济水平对老年人的养老责任的归属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影响，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

是老年人家庭经济水平较高，在退休时经济支持较多，先进、开放的文化接触的机会也较多，因此对新

型的养老模式比较容易接受。据此，本文提出的假设 2 成立。 
此外，子女数量对养老责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较于无子女的老年人，有子女的老年人更加不

认同子女负责和政府负责(VS 三方共同负责)。根据发生比可以得出，拥有一个子女的老年人选择子女负

责的发生比比无子女的老年人低了 63.29%。有子女的老年人对政府负责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子女数

量越多的老年人越不认同政府负责，其发生比分别比无子女的老年人低了 63.98%、71.72%和 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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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文提出的假设 3 不成立。 
3) 个体人口特征与老年人对养老责任的影响 
在模型 3 中加入个体人口特征对养老责任的影响，除了基本养老保险和家庭经济水平对子女负责

和政府负责不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系数符号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从个体人口特征来看，除性

别和自评健康为一般以外，其他变量对养老责任均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年龄、婚姻和自

评健康因素对养老责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婚姻对老年人认同养老责任的显著性不强，有配偶

的老年人更加认同养老由自我负责(VS 三方共同负责)。自评健康为健康的老年人更加认同养老由自我

负责(VS 三方共同负责)。这或许是因为身体较为健康的老年人拥有较强的生活自理能力，所以更倾向

于自我负责养老。 
与三方共同负责相比，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对养老责任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

越高越不认同子女负责养老；受过初中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的老年人更加认同自我负责和政府负责养老(VS
三方共同负责)。根据发生比可以得出，初中和大专及以上的老年人认同自我负责的发生概率分别高出小

学及以下学历老年人的 29.05%和 54.19%，认同政府负责的高出 87.01%。这说明学历越高的老年人对政

府养老的相关政策越熟悉、理解能力越强，越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养老服务。其次，一般来说收入与受

教育程度成正比，学历高的老人经济能力越强，社保更完善，自我养老能力越强。 

4.2. ISM 模型的结果与分析 

根据 ISM 系统分析的步骤，依次构建因素间的邻接矩阵 A 和可达矩阵 M。上述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结果显示影响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用 S0 表示养老责任，S1~S4 分别代表三方共同负责、子女负

责、自我负责和政府负责，用 S5~S13 分别表示影响养老责任归属的因素。首先，通过给予上述理论分析

并咨询相关专家学者的基础上，确定了 14 个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见图 3。 
 

 
Figure 3.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influencing factors 
图 3. 影响因素逻辑关系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3071


何佳敏，李红艳 
 

 

DOI: 10.12677/ar.2023.103071 557 老龄化研究 
 

根据邻接矩阵 A (见表 3)和步骤二可得到可达矩阵 M (见表 4)。 
 
Table 3. Adjacency matrix A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表 3. 养老责任归属的邻接矩阵 A 

A S0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2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S3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S4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S5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S6 0 0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S7 0 0 0 0 0 1 1 1 0 0 1 1 1 0 

S8 0 0 0 0 0 0 1 0 1 1 0 0 0 0 

S9 0 0 0 1 1 0 0 0 0 1 0 0 0 0 

S1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S11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S1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S13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1 

 
Table 4. The reachable matrix M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表 4. 养老责任归属的可达矩阵 M 

M S0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2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S3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S4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S5 1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S6 1 0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S7 1 1 1 1 0 1 1 1 0 0 1 1 1 0 

S8 1 0 1 1 1 0 1 0 1 1 0 0 0 0 

S9 1 0 0 1 1 0 0 0 0 1 0 0 0 0 

S10 1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S11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S12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S1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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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可达矩阵和步骤三，确定各层所包含的要素集分别为 L1 = {S0}，L2 = {S1, S2, S3, S4}，L3 = {S5, 
S6, S9, S10, S11, S12}，L4 = {S7, S8}，L5 = {S13}。根据层次关系，用有向边连接同一层级及相邻层级

的因素，可以直接看出各影响因素所在的层级位置以及各指标间的关系，最终得到影响养老责任归属的

ISM 模型层级结构图(见图 4)。 
 

 
Figure 4. ISM mode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diagram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图 4. 养老责任归属的 ISM 模型层级结构图 
 

由图 4 可知，受教育程度是深层根源问题，并通过家庭经济水平和子女数量中间层因素，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年龄、婚姻、健康以及性别是影响养老责任归属的表层直接因素。 
ISM 模型结果显示，通过对养老责任归属影响因素的分析，各影响因素呈现多层级分布状态。由养

老责任归属 ISM 模型层级结构图中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处于模型的最底层，对其他影响因素都具有影

响，说明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养老责任归属的根本因素。家庭经济水平和子女数量位于第四层级，是养老

责任归属中比较深层次的影响因素，二者互不影响，但同时又受到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子女数量对养老

保险和性别具有直接影响；家庭经济水平影响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年龄、婚姻和健康五个因素；其中，

养老保险同时受到家庭经济水平和子女数量的直接影响。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年龄、婚姻、健康以及

性别是影响养老责任归属的表层直接因素，这些因素在影响养老责任归属的同时又受其他因素影响。 

5. 讨论与建议 

5.1. 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和 ISM 模型具有较好的科学性 

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的分类模型。与其他经典的分类模型，例如

线性回归和支持向量机等算法相比，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具有以下优点：可以处理多分类问题，特

别是需要对每个类别输出预测概率的情况；具有较强的鲁棒性，能够处理有异常值的数据；具有很好的

可解释性，可以解释模型的参数和输出结果，为决策提供支持。然而，这种模型对异常值比较敏感，在

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获得最佳的分类效果。ISM 模型适用于变量众多、关系复杂的系统分析，可用于方

案排序和生成层级清晰的结构模型。本文在使用这两种模型的过程中，发挥了这两种方法各自的优点，

且研究结果没有受异常值干扰，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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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结论 

本文基于 2018 年 CGSS 数据，采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与嵌套模型分析社会保险和家庭环境因

素对老年人养老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三方共同负责相比，社会保险、家庭环境及个体人口特征的

不同因素对老年人养老责任的归属具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社会保险对老

年人养老责任具有重要影响。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降低了对子女的需求，为养老责任由家庭转向自己

或政府提供了支撑。然而参加医疗保险的老年人降低了自我负责养老的概率。第二，家庭经济水平较高、

受教育程度高和身体健康的老年人更认同由自己负责养老。第三，有一个子女的老年人更加不认同子女

负责和政府负责，且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越不认同政府负责。 

5.3. 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从支持三孩生育政策、推动实施延迟退休年龄、营造养老氛围以及构建养老责

任共同承担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1) 鼓励三孩生育政策的落实。三孩政策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而实行的一种计划生育政策。根

据上述研究表明，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的养老责任归属问题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应积极贯彻落实三孩生

育政策，进一步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优化养老责任归属问题。 
2) 推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方案以及大力发展银发经济[34]。推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可以对领取养老金人数及缴纳费用人数进行调节，提高社会保险待遇，还能相对缓解社会养老、医疗等

方面的压力。 
3) 增强社会舆论效应，营造良好的养老氛围。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举办了相关活动，弘扬“孝道”、

“尊老”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中华传统美德，增强对养老的重视程度。充分发挥各大媒体的宣

传和教育作用，培育公众理性、正确的养老观念，从观念上引导公众接受正确的养老宣传，构筑全社会

共同承担养老责任的良好氛围，推动老年宜居社会的建设。增强养老意识，帮助老年人选择健康的生活

方式，提高老年人的自我健康管理。 
4) 协同各方力量，构建养老责任共同承担机制。充分整合和运用各方的资源，由子女、政府、社会

共同承担养老责任，推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系统，提高老年人

的养老质量，引导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力量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促进

养老责任由家庭向共同养老转移。 

5.4. 不足和展望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老年人养老责任归属的影响因素众多，本文使用社

会保险和家庭环境作为自变量，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第二，没有从政策和制度的角度考虑对养老责任归

属的影响。随着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实施，许多人的养老责任归属发生了变化。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

方面完善：一是可以从劳动力市场、职业发展、性别、家庭背景等与养老责任归属密切相关的因素深入

探索影响养老责任归属的机制。二是从政策和制度的角度探索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责任归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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