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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外出务工人口作为我国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他们的流动无论是对流入地还是流出地来说，都具有重

大的意义，同时也对我国的养老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农村人口外流的背景下，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

模式的农村地区养老方式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老人的养老满意度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养老满意度受什

么因素影响？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本人以河南省禹州市为例，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父母为调查

对象，以发现当代社会在农村大量外出务工的背景下农村养老现状及问题。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

方式获取数据，并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影响农村地区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提升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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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migrant workers ar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labor force in China, and their flow is of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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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to both inflow and outflow places, and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ension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population exodus, what challenges will the old-age care in rural 
areas with family care as the main mode of care be faced? How will the elderly’s retirement satis-
faction change? What factors affect retirement satisfaction? This is our focus. Taking Yu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I take the parent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s the survey objects to 
find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rural elderly care in the context of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is study mainly obtained data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obtain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care 
in rural areas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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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农村人员外出务工的过程中，引发了除去劳动力“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这一要素外，还有资本、

土地以及技术等多种要素资源的结构重组[1]。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出现，不仅支持了国家的发展需要，而

且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外出务工然后返乡，可以有效带动县镇经济的发展[2]。但是在过程中，由劳动力资

源所引发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再加上中国家庭养老的传统，必然导致一定的结构性紧张。而在农民离土

过程中，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养老问题之间关系的紧张必然会产生相应的代价。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流

动无论是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来说都是巨大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工流动的同时不仅仅增加

了自己与家庭的收入，更是解决了工业发展中劳动力分布不平衡的问题，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但是，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流动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

益加深，加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并未建立，尤其对人口外流地的老人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

战。虽然有政府的资助，然而现如今大多居住农村的老人的养老问题仍需依靠子女来解决。故人口流动

背景下，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模式的农村地区养老方式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老人的养老满意度又会发

生怎样的变化？养老满意度受什么因素影响？这就是本篇文章提出问题的初衷。在农村地区，养老问题

的形式日益严峻，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又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对大多农村劳动力来说外出务工目前

仍是实现增收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研究人口外流背景下农村地区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对探究人

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无疑是重要的。 

2. 调查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次调查以河南省禹州市农村地区为调查地点，2022 年 2 月至 3 月，笔者对该市进行实地调查，并

填写了 150 份结构式问卷。在本次调查中，调查工作由笔者亲自进行，问卷的有效回收率较高，为 99.34%。

具体抽样方法是：由于 2022 年疫情的特殊情况，本文的样本结合现实情况，采取偶遇抽样的原则来选择

调查对象。由于部分农村地区老人文化水平较低，许多问题的答案以笔记录后再摘录到问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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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在河南省禹州市展开并进行实地研究，拟采用三种方法即问卷调查、结构式访谈以及定量

分析法进行数据的收集和研究。 
问卷调查法。通过设计问卷，对样本村符合条件的老人进行调查，调查问题包括基本情况，收入情

况、健康状况、养老满意情况等等展开调查。以农村地区老人为中心，全面了解人口外流的情况下农村

老人养老现状。问卷调查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针对文化程度较高且比较配合的调查对象，这部分

问卷由本人填写，但农村中许多老人知识水平有限，故对这部分调查对象采取访谈调查的方法，由调查

员提出问题并根据具体情况填写问卷。 
结构式访谈。由于文问卷调查具有一定的缺陷，信息可能不够详尽，本次调查采取部分个案访谈。

与部分老人进行深入交流，来了解他们真正的情况与期盼。具体内容包括调查者的家庭情况、生活状况、

养老情况、心理期望等方面，进一步获取更加详实的资料。 
定量分析法。根据调查问卷，采用 SPSS 22.0 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因子分析可以将众多变量

提炼为几个因子，用这几个因子代表原有的变量，并可以根据因子对变量进行分类。故而本文通过因子

分析法进行数据的处理，通过用少数几个因子来描述禹州市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养老满意度主要影响因

素的目的，从而方便地找出人口外流的背景下影响农村老人养老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以及它们的权重，并

根据权重分析找出其主要因素，提出在人口外出流动的背景下提高农村养老满意度的建议。 

3. 数据分析 

3.1. 基本特征分析 

笔者通过运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整理，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子女外出占比等基本

情况表 1 所示：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pondents 
表 1. 被调查者的基本特征统计 

变量 选项 频数 频率 变量 选项 频数 频率 

性别 

男 75 50.3% 
子女外出 
务工比例 

0 37 12% 

0~1/3 30 20.1% 

1/3~1/2 23 15.4% 

女 74 49.7% 
1/2~1 41 27.5% 

1 18 24.9% 

身体状况 

健康 53 35.3% 

年龄 

小于 55 0 0% 

良好 46 66.4% 56~65 72 48.3% 

体弱多病 49 32.7% 66~75 64 43% 

不能自理 1 0.7% 大于 75 13 8.7% 

收入状况 

小于 500 54 36.2% 

居住情况 

与子女 69 46.2% 

500~1000 48 32.2% 与配偶 51 34.2% 

1000~2000 35 23.5% 独居 4 26.8% 

大于 2000 12 8.1% 其他 25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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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并不探讨人口外流通过哪些方式对农村地区产生了影响，而是尝试回答会对这部分地区老人的

年老生活的具体影响因素。子女外出是否影响他们父母对养老的态度是我们首先要探讨的问题，具体分

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results of “The influence of children’s going out status on par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elderly care” 
表 2. “子女外出状况对父母养老满意度影响”结果 

控制系数 占比 满意程度 

年龄&身体状况&生存能力满意度 

占比 

相关 1.000 0.269 

显著性 . 0.002 

df 0 129 

抑郁程度 

相关 0.269 1.000 

显著性 0.002 . 

df 129 0 

 
所谓占比，即外出务工子女数量占子女总数量的比例。在量表中，我们用了总体满意度来测量老人

的养老满意度，并有是否两个选项，最后进行计分。“满意” = 1；“不满意” = 2。得分越高，表明老

人养老满意度越低。在分析结果中，显著性水平为 0.002，说明二者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性为 0.269。
表明外出务工子女数量占子女总数量的比例越低，其父母的养老满意度反而会越高。 

我们采用 SPSS 22.0 的双变量来验证与农村地区老人养老满意度有关的其他基本因素，为了使结果

更加具有代表性，我们在自主抽样中的样本数选择 100，并选择双尾检验。在 95%的置信区间内，如果

显著性水平小于 0.05 表示二者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反之并不能证明二者显著相关。结果如表 3 所示，显

著性水平为 0.00，证明其收入状况与养老满意度二者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系数为−0.514，即二者存在

显著的负相关。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录入数据的过程中，我们用“1” = “小于 500”，“2” = “500~1000”，
“3” = “1000~2000”，“4” = “大于 2000”，即得分越高，经济收入越高。同样对于养老满意度，

我们用“满意” = 1；“不满意” = 2。与前面的介绍相同，满意度得分越高，老人养老满意度越低。在

被调查者中，经济收入越高，满意度的得分越低即满意度越高。 
 

Table 3. Correlation 
表 3. 相关性 

 收入状况 养老满意度 

收入状况 

皮尔逊相关性 1 −0.541** 

显著性(双尾)  0.000 

个案数 149 149 

自助抽样 b 

偏差 0 −0.007 

标准误差 0 0.054 

95%置信区间 
下限 1 −0.642 

上限 1 −0.422 

养老满意度 

皮尔逊相关性 −0.541** 1 

显著性(双尾) 0.000  

个案数 149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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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自助抽样 b 

偏差 −0.007 0 

标准误差 0.054 0 

95%置信区间 
下限 −0.642 1 

上限 −0.422 1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验证养老满意度与被调查者居住情况之间的关系。“1” = “与子女居住”，

“2” = “与配偶居住”，“3” = “独居”，“4” = “其他”。需要表明的是，与子女居住包含了

夫妻双方或一方共同与子女居住的情况，与配偶居住即与配偶单独居住，其他包含了养老院及其他特殊

情况。如表 4 所示，结果表明养老满意度与老人居住情况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二者相关系数为 0.462，
即与子女、配偶居住的老人的满意度要高于独居以及其他情况。 

 
Table 4. Correlation 
表 4. 相关性 

 养老满意度 居住情况 

养老满意度 

皮尔逊相关性 1 0.462** 

显著性(双尾)  0.000 

个案数 149 149 

自助抽样 b 

偏差 0 −0.005 

标准误差 0 0.064 

95%置信区间 
下限 1 0.329 

上限 1 0.589 

居住情况 

皮尔逊相关性 0.462** 1 

显著性(双尾) 0.000  

个案数 149 149 

自助抽样 b 

偏差 −0.005 0 

标准误差 0.064 0 

95%置信区间 
下限 0.329 1 

上限 0.589 1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b. 除非另行说明，否则自助抽样结果基于 100 个自助抽样样本。 

3.2. 因子分析 

为了确保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因子分析前我们首先需要进行巴特利球体检验以及 KMO 检验，确保

KMO 检验系数大于 0.5，以及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 x2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 P 值小于 0.05 时，问卷才具有

一定的效度。效度分析的 KMO 值大于 0.7 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Sig.值小于 0.05，数据可以进行因子分

析。如表 5 所示，由数据的效度分析表可见统计数据的 KMO 值为 0.702，同时，Sig.值为 0.000，表明样

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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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KMO and Bartlett test 
表 5.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702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420.648 

自由度 45 

显著性 0.000 

 
提取方法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结果如表 6 所示，我们以特征值大于 1 为尺度然后提取因子，第

四个因子特征值仅为 0.728，故而在样本数据中可选 3 个因子。我们从其提取载荷平方和来看，第一个因

子解释了数据的 37.874%，前两个因子解释了数据的 60.242%，前三个因子解释了数据的 76.824%，而且

初始特征值与提取的载荷平方和的数值相同，表明了旋转后信息并未流失。结合碎石图图 1 来看，同样

可以认为提取 3 个因子是最合适的。 
 

 
Figure 1. Gravel diagram 
图 1. 碎石图 

 
Table 6.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表 6.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3.787 37.874 37.874 3.787 37.874 37.874 

2 2.237 22.368 60.242 2.237 22.368 60.242 

3 1.658 16.582 76.824 1.658 16.582 76.824 

4 0.728 7.285 8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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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5 0.507 5.073 89.182    

6 0.366 3.662 92.845    

7 0.240 2.398 95.242    

8 0.211 2.114 97.356    

9 0.140 1.396 98.752    

10 0.125 1.248 100.000    
 

为更清楚地解释每个因子的含义，需要简化因子结构并对上述 3 个因子的载荷矩阵进行旋转。我们

使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旋转后结果如表 5 所示。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如表 7 所示： 
 

Table 7. The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表 7.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成分 

1 2 3 

养老保险显著提升了我的养老水平 0.873   

对国家提供的精神文化设施满意 0.850   

医疗保险显著提升了我的养老水平 0.845   

对社区居住环境满意 0.652   

经常感受到子女的关怀  0.912  

家庭关系和谐  0.889  

在家庭中有一定的话语权  0.880  

对志愿者关怀感到满意   0.916 

对村委会组织的老年精神文化活动满意   0.896 

对邻里关系感到满意   0.751 
 

结合旋转后的空间中的组件图，三个因子可以呈现的更加清晰，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Rotated spatial component diagram 
图 2. 旋转后的空间组件图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4060


董殿文，宋瑞哲 
 

 

DOI: 10.12677/mm.2022.124060 448 现代管理 
 

不难看出，第一个因子主要荷载在国家提供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精神文化设施等变量上，第

二个因子主要荷载在子女关怀、家庭和谐、家庭话语权上，第三个因子主要荷载在志愿者关怀、社区精

神文化活动、邻里关系上。我们分别将其命名为社会保障因子、家庭因素因子和社会关怀因子，其权重

分别 37.87%、22.37%、16.58%，社会保障因子权重最大，其次为家庭因素因子和社会关怀因子。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调查结果表明，人口外出流动情况与农村地区养老满意度密切相关，子女外出比例越高，父母的养

老满意度越低，收入状况、居住情况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老人的养老满意度。收入越高，养老满意度越

高，与子女、配偶一同居住的老人的满意度要高于独居以及其他情况。此外，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村地区

养老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家庭因素因子和社会关怀因子对其也有一定影响。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加大农村养老保障力度。必须推动养老主体多元化，使得农村老人“老

有所养”。建议政府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扩大新农保覆盖面，提高补贴额度。同时，政府要

充分发挥作用，在逐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补贴力度的同时注重公平性发展。在调查过程中，笔

者发现许多老人对养老保障尤其是救助制度提出质疑，并产生严重的不公平感。因此，应该建立社会救

助监察制度，逐步完善社会救助监察体系。在保障农村地区老人老有所养的同时提高他们的公平感与幸

福感。 
二是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保障农民权益。经济基础是养老保障的核心问题。到目前为止，经济水

平仍然制约着农村养老保障的发展。要使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具有可持续性，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尤其提高

农民可支配收入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也可以为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3]。为此，必须大

力支持乡村建设，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以下六种人才：

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科技人才、拥有乡土文化的本土人才、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创新创业人才、各

方面的社会人才[4]。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对外出流动人口的培训，加大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

对乡镇企业的补贴以充分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保障农民工利益，增加儿女与农村父母相处的时间，充

分发挥社区作用，促进家庭和谐。 
三是注重农村娱乐设施建设，为老年人提供社会关怀。在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步凸显的当下，老年人

精神健康问题必定在未来也显得极为重要。目前，农村老人养老在物质生活方面问题已经逐步被解决，

然而作为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赡养远远落后于物质方面的发展，如果调整不够及时，均衡发展难

以实现，随着养老需求的逐渐增大，可能在将来会面对更加被动的精神养老服务问题[5]。农村外出人员

的不断增加，衍生了大量的空巢老人，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老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因此，应该加大农

村地区的娱乐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社会组织养老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同时推进老年组织的建设，动员

农村老人参加社会公益、志愿服务等活动，提高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切实保障老年人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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