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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上海市养老服务相关情况》调研的数据，研究养老方式的决定权对老年人郊区养老意愿的影响。
采用Ologit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养老方式的决定权对老年人郊区养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由老年人自

己决定和由子女和配偶共同决定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郊区养老意愿。子女的经济支持可以提高老年人郊

区养老意愿，老年人的代际照料会降低郊区养老意愿。因此，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应该由自己决定，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 
 
关键词 

养老方式，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Right to  
Decide the Mode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Provide  
for the Aged in the Suburbs 

Jingyi Zhao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Received: Aug. 3th, 2023; accepted: Sep. 11th, 2023; published: Sep. 22nd, 2023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Shanghai pension service related situation’ surve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
fluence of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of pension mode on the 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to provide 
for the elderly in the suburbs. Using Ologit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ight to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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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e the mode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lderly’s willingness to pro-
vide for the aged in the suburbs, decisions made by the elderly themselves and by their children and 
spouses together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to provide for the elderly in 
the suburbs. Children’s economic support can improve the elderly’s willingness to provide for the 
elderly in the suburbs,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care of the elderly will reduce the willingness to 
provide for the elderly in the suburbs. Therefore,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analysis results that the 
pension problem of the elderly should be decided by themselves and fully respect their w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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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加剧，预计到 2050 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4.8 亿，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养老

难题是全社会不容忽视的发展问题[1]。与老年人口社会保障密切相关的养老方式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和

学术界的关注。现有研究结果一致表明，目前我国社会中最主要的养老方式是家庭养老，子女在老年人

的养老模式、地点、内容等方面承担重要角色[2]。 
当前，老年失能失智群体的规模日益庞大，大部分家庭或社区却无力进行全天候且专业的居家照顾，身

体素质较好的老年人也需要更多关爱与陪伴，但工作繁忙生活奔波的子女却常常无暇顾及[3]。养老机构逐

渐成为需要生活照料与情感关怀的高龄、失能老人更倾向的选择[4]。同时也带来了中心城区养老资源紧缺，

郊区养老资源空缺的问题。促进老年人往郊区流动是缓解中心城区养老资源紧缺，同时充分利用郊区养老资

源的关键措施。分析老年人郊区养老意愿对于释放中心城区养老压力，提高老年人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养老方式的划分 

养老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和

养老方式的选择成为社会的关注点。目前，我国养老方式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和机构养老为依托的

养老方式，选择家庭养老占比较高[5]。家庭养老是指由子女承担责任对父母进行物质供养、生活照料和

精神慰藉的一种养老方式。但是在新的政策背景下，人们的养老观念已经发生转变，老年人养老方式的

选择也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社区养老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辅助、老年人生活照料和精

神慰藉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养老服务方式[6]。主要区别在于社区养老是在一定条件下和范围内提供一些家

庭力所不及的生活照料服务，在经济供养上主要由个人、家庭或政府负责，是对家庭养老的一种补充。 

2.2. 养老方式对老年人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有关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成果较多，关于养老方式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及健康水平。有学者研究指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以及

健康水平对老年人的养老方式选择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男性、低龄老年人以及健康水平较差的老年人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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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选择机构养老[7]。二是社会因素和经济特征。老年人的收入、职业、养老金等特征影响着他们的养

老方式选择意愿[8]。三是居住安排与代际关系。家庭的规模大小、与家庭成员的居住安排和距离以及家

庭间的代际关系等是影响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意愿的重要因素[9]。四是地理位置、传统文化的差异。由

于我国不同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当地的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老年

人因现实条件和养老观念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养老方式选择意愿[10]。现有对于养老方式选择的研究，

大多集中于子女对父母养老方式的选择的影响分析。当前，父母独居养老已是普遍现象，子女在选择理

想的父母养老方式时仍受传统道德观念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的影响[11]。有研究显示，老年人同谁生活在一

起，是养老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直接决定着老年人的经济供养以及生活服务方式，当前中国老年人在

居住方式表现出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12]。 
综上所述，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已经在逐渐转变，养老方式的选择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养老方

式的选择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在哪里养老的问题已经成为老年人和子女较为关注的问题。养老到底由

谁决定更有利于老年人的郊区养老，释放中心城区的养老压力对于优化养老服务资源，提高老年人养老

服务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研究养老方式的决定权对于老年人郊区养老意愿的影响，从而帮助

优化养老服务资源配置。 

3. 数据和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上海市养老服务相关情况》调查问卷。数据调查对象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调

查范围包括上海市中心城区、郊区和城郊结合区共 16 个区域的老年人。该问卷对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情况、

郊区养老认知、养老需求、养老服务需求以及老年人基本信息进行了详细调查。 
《上海市养老服务相关情况》调查问卷共有 3067 个样本，最终得到 2097 有效样本。 

3.2. 变量解释 

文章的变量选取见下表 1。本文以老年人是否考虑郊区养老作为因变量，采用问卷中“您是否考虑

到郊区养老？”作为依据，选择是赋值为 1，选择否赋值为 0。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因变量 是否郊区养老 是 = 1，否 = 0 

自变量 郊区养老由谁决定 由自己决定 = 1，由自己决定 = 2，由配偶决定 = 3，
由配偶和子女共同决定 = 4 

控制变量 

子女的经济支持 是 = 1，否 = 0 

性别 男性 = 0，女性 = 1 

年龄 连续变量 

婚姻状况 已婚 = 1，未婚 = 0 

受教育程度 连续变量 

子女数量 连续变量 

隔代照料支持 是 = 1，否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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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自变量为选择郊区养老由谁决定。由谁决定包括由父母自己决定、由子女决定、由配偶决定

以及由子女和配偶共同决定。 
本文的控制变量有：子女经济支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隔代照料支

持。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下表 2 所示，因变量“老年人是否去郊区养老”的均值为 0.537，也就是说大

约有一半的老年人具有郊区养老的意愿，未来可能会选择去郊区养老。郊区养老由谁决定这一自变量有

4 仲情况，控制变量中，子女经济支持这一自变量的均值为 41.6，也就是说大约有 40%的老年人会享受

到子女的经济支持。从性别来看，样本中男女几乎各占一半，女性稍高于男性，平均年龄为 68.62 岁，

接近于 95%的老年人婚姻状况为已婚或者丧偶，样本中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均值为 4.177，大多数年人的

学历处于初中和高中之间，样本中城镇户口占比接近 70%，每个老人平均拥有 2~3 个孩子，36.8%的老

年人会对孙子进行隔代照料。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郊区养老 2158 0.537 0.499 0 1 

去郊区养老，由谁决定 2142 2.665 1.384 1 4 

子女经济支持 2125 0.416 0.493 0 1 

性别 2158 0.543 0.498 0 1 

年龄 2147 68.62 6.395 60 100 

婚姻状况 2157 0.947 0.225 0 1 

文化水平 2158 4.177 1.808 1 9 

户籍类型 2158 0.723 0.448 0 1 

子女数量 2158 2.591 0.865 1 6 

隔代照料支持 2158 0.368 0.482 0 1 

注：***p <= 0.01, **p <= 0.05, *p <= 0.1。 

4. 实证分析 

4.1. Ologit 回归分析 

本文因变量为是否选择去郊区养老，选择“是”的为 1，选择“否”的为 0，因此本文采用 Ologit
回归模型检验老年人养老方式的决定权对郊区养老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3。 

回归结果有以下几点可以关注：第一，养老由谁决定会影响老年人选择郊区养老的意愿，相比于由

子女决定，由自己决定和由子女和配偶共同决定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郊区养老意愿，由配偶做主影响结

果不显著。第二，控制变量中，子女的经济支持、性别、年龄、户籍类型、隔代照料支持会对老年人郊

区养老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子女的经济支持会提高老年人的郊区养老意愿，隔代照料支持会降低

老年人的郊区养老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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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results of Ologit regression between decision right and willingness to provide for the aged in suburb 
表 3. 养老决定权与郊区养老意愿 Ologit 回归结果 

郊区养老意愿 Coef. St.Err. [95% Conf Interval] 

自己决定 0.529*** 0.164 0.208 0.85 

配偶决定 0.326 0.244 −0.152 0.804 

子女和配偶共同决定 0.51*** 0.158 0.202 0.819 

子女经济支持 0.223** 0.094 0.039 0.407 

性别 −0.047* 0.091 −0.224 0.131 

年龄 −0.041*** 0.008 −0.056 −0.026 

婚姻状况 0.288 0.201 −0.105 0.682 

文化水平 0.024 0.026 −0.027 0.075 

户籍 −0.211** 0.104 −0.415 −0.006 

子女数量 0.073 0.056 −0.036 0.183 

隔代照料支持 −0.162* 0.093 −0.021 0.345 

注：***p <= 0.01, **p <= 0.05, *p <= 0.1。 

4.2.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使用替换回归法，使用 O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下表 4 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

改变回归模型之后，实证分析的结果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变化。养老方式的决定权对于老年人郊区养老

意愿仍然具有显著影响，由自己决定和由子女和配偶共同决定仍然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郊区养老意愿，

证明结果稳健。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表 4. 稳健性检验 

郊区养老意愿 Coef. St.Err. [95% Conf Interval] 

自己决定 0.329*** 0.102 0.130 0.528 

配偶决定 0.203 0.152 −0.094 0.500 

子女和配偶共同决定 0.319*** 0.098 0.127 0.510 

子女经济支持 0.138** 0.058 0.024 0.252 

性别 −0.029 0.056 −0.140 0.081 

年龄 −0.025*** 0.005 −0.034 −0.016 

婚姻状况 0.179 0.124 −0.065 0.423 

文化水平 0.151 0.016 −0.017 0.047 

户籍 −0.130** 0.065 −0.256 −0.003 

子女数量 0.045 0.035 −0.023 0.113 

隔代照料支持 −0.101* 0.058 −0.215 0.013 

注：***p <= 0.01, **p <= 0.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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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异质性分析 

将样本分为男女两组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见下表 5。结果显示，对于男性而言，老年人养老决定

权由子女和配偶共同决定时会显著提高他们的郊区养老意愿。而对于女性来说，由自己决定和由子女和

配偶共同决定都会显著提高郊区养老意愿。 
 
Table 5.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5. 异质性分析 

郊区养老意愿 男性 女性 

自己决定 0.344 (0.238) 0.685*** (0.230) 

配偶决定 0.09 (0.328) 0.553 (0.384) 

子女和配偶共同决定 0.540** (0.234) 0.507** (0.217) 

子女经济支持 0.110 (0.143) 0.259** (0.126) 

性别 −0.033*** (0.011) −0.050*** (0.011) 

年龄 −0.247 (0.284) 0.773*** (0.299) 

婚姻状况 0.042 (0.039) 0.005 (0.036) 

文化水平 −0.168 (0.152) −0.265* (0.145) 

户籍 0.108 (0.081) 0.066 (0.079) 

子女数量 −0.581*** (0.142) 0.155 (0.126) 

隔代照料支持 0.344 (0.238) 0.685*** (0.230) 

注：***p <= 0.01, **p <= 0.05, *p <= 0.1。 

5. 研究结论和启示 

本文使用《上海市养老服务相关情况》调研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老年人养老方式的决定权对郊区养老

意愿的影响。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老年人自主决定自己的养老问题会促进老

年人选择去郊区养老的意愿，相比于由子女做决定，由老年人自己决定和由子女和配偶共同决定会显著

提高老年人的郊区养老意愿，由配偶做主影响不显著，与家人居住在一起，由老年人自己决定促进效应

更为明显。其次，在控制变量中，子女给予老年人经济支持会显著提高老年人郊区养老意愿，老年人给

予隔代照料支持会显著降低老年人郊区养老意愿。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提倡“我的养老我做主”，老年人掌握养老决定权。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应该充分尊重老年人

的意见，将决定权交到老年人自己手中，子女在父母养老问题中起辅助作用，更多的给予经济支持和情

感支持，由老年人自主决定他们的养老地点和养老方式。不管与子女住不住一起，子女都应履行照料父

母的义务，子女应该经常看望服务，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 
第二，积极发展智慧养老服务新业态，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将养老服务与大数据、智能

化融合，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实现跨区发展。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规范建设、科学管理的原则建

设供养机构，建立健全各项管理服务制度和规范服务，按统一标准建设的人员要求配齐医护人员，确保

服务质量，不断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应鼓励在郊区积极打造养老社区的发展，为老年

人提供景色宜人的生活环境，同时与旅游、教育等相关产业及配套产业进行广泛融合，为老年人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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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的兴趣培养与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 
第三，构建信息化、共享化的养老服务平台，为老年人郊区养老提供便利。推动信息互通和共享应

用，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探索中心城区同郊区各类养老服务标准的互通互认，以中心城

区养老服务平台为基础，广泛归集中郊区养老机构信息、郊区养老政策信息等，打造覆盖中心城区连通

郊区养老服务模式的全市联网养老服务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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