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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老年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国家倡导老

有所为理念的基础上，需逐步推进老年社会参与。农村老年人面临着多种风险的干扰，在此将其分为经

济风险、健康风险、以及社会风险。文章在河南安阳农村地区对老年人的访谈以及调查过程中发现其健

康风险影响最大，经济风险次之，最后则是社会风险。采用AHP层次分析法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年龄、

慢性病、养老金、性别和心理状态是主要影响因素指标，其社会偏见、消费意愿、公共危机、公共平台

和政策执行为次要因素指标。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建议，从而为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发展

进程做出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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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siz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elderly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On the basis of the national advocacy of the con-
cept of active ag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needs to be gradually promoted. Older 
people face a variety of risks, which are classified here as economic risks, health risks, and social 
risks. The article found that health risks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c risks are the second 
most influential, and social risks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during interviews and surveys in rural 
areas of Anyang, Henan Province. Using AHP hierarchical analysis, we found that age, chronic dis-
ease, pension, gender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while social pre-
judice, consumption intention, public crisis, public platform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are the 
secondary factors. And on the basis of this,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taken, so 
as to mak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rural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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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老龄化趋势不断加深，老年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1]。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结

果显示，65 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已达 1.9 亿人，所占比 13.5%，已接近深度老龄化的 14%。表明目前在我

国，每四个或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位老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问题已然影响到社会发展。在 2021 年国

家所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通知中，其中明确指出要大力支持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力度，参

与到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以老防老成为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措施，可以发挥出老有所为的优势。

在老年人发展过程之中，老年风险逐渐多样化，通过总结文献可以大致归纳为三种风险。老年健康风险，

经济风险以及社会风险。为了探析在多元风险中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本文以层次分析法通过对

农村老年人群体调查进行社会参与的现状及因素分析。在对河南安阳农村地区的老年人进行走访和调查

研究，粗略了解当地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通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所形成的指

标进行权重分析排序。然后基于这些指标，对农村地区老年人社会参与进一步做出相关的理论贡献。 

1.1. 概念界定 

在老年人社会参与方面。社会参与这一概念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界定。有学者将老年人社会参与界定

为只要在闲暇时间从事的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活动，并在此活动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彭定萍，丁峰，

2020) [2]；还有其他学者以更为广泛的角度界定社会参与的概念，即不论是生产性的活动还是非生产性

的活动，有报酬还是无报酬性的活动，其只要与其他社会成员产生联系，在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过程

中能够实现其自身的价值(杨华，项莹，2014) [3]；在社会参与的类型上也有学者在早期做了分类[4]，如

(杨宗传，2000)将社会参与的类型分为经济活动，休闲活动，文化活动，人际交往活动以及娱乐活动等。

目前在许多学者所做的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也是主要以杨教授所提出的分类法进行。除了对社会参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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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进行涵义界定外，也可以通过相关的量表进行测量。基于上述学者的讨论，社会参与主要可以分

为三个维度进行讨论，即以日常生活休闲娱乐的生活维度，经济报酬活动参与的经济维度以及社会性网

络交往的社会维度。通过以上维度立足与风险视角初步建立起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二级指标体系即生

活类的健康风险因素，报酬性活动的经济风险因素以及社会性特征的社会风险因素。 

1.2. 文献回顾及指标确定 

社会参与的讨论自上世纪 90 年代就被国家所重视，很多学者在老年人社会参与领域有所贡献。研究

范围主要集中在某类因素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上。上述学者其(彭定萍，丁峰，2020)就已在文章

中指出社会参与能够促进老年健康的作用，健康对社会参与的影响约束较大。其中陈红艳(2022)得出研究

结果表示老年人社会参与对晚年生活质量和意义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并能够促进老年心理健康的作用

[5]。在社会参与对年龄的影响上也有学者指出了其适度的社会参与能够增加老人对自身年龄的认同感(汪
然，李挺，李刚，2021)；其表明年龄与社会参与的影响密切相关[6]。耿爱生，丛瑜(2014)在有关研究中，

发现性别是健康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村男性由于比女性参与的劳动复杂且量大，其健康风险程度相

较于女性更大，女性也相比男性更加长寿[7]。同时指出年龄的增长致使老人患病几率的加大促进了其医

疗保险支出费用在慢性病治疗中的增加，从而导致老年人慢慢退出社会转而受到他人的照顾过程。在[8] 
(位秀平，吴瑞君，2015)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因素分析调查过程中发现，慢性病不仅对老年健康产生了很大

影响，对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也是极其显著的。因此需要在满足老年人老有所养的基础上进行老有所为，

健康因素不言而喻。毛雪(2021)指出了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活动的相关因素在经济方面认为主要是养老金

的领取和子女的经济支持[9]。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城乡之间的对比分析，在农村地区其更加突出。这也

反映其目前我国养儿防老和养老金在农村地区还有待发展的现象。鉴于考虑的对象群体为农村老年群体，

[10]其消费习惯与城市老年人相比更为保守，因此将消费意愿作为指标之一加入其经济风险中。徐凯

(2022)指出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公共危机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了副作用，通过社会歧视效应导致其老年抑

郁症状的上升，从而影响其社会参与的进程[11]。农村老年人由于发展的相对落后，以及基于老年脱离理

论和对老年群体的传统认知观念，农村老年人经历着社会偏见和社会疏离的现象(陈涛，2020) [12]；基于

社会资本理论，社会信任是社会发展和合作的重要因素，其中有学者研究其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对老年

人健康程度的影响(石桦，石静，2021) [13]；并将社会信任划分为政府信任和一般信任，在政府信任中主

要分为政府的相关政策出台和服务力度。在本文中将社会信任划分为两个社会因素指标，政策支持指标

以及社会平台指标。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及分析，本文将上文所描述的三个维度基础上生成的二级指标外，再进一步划分

为 11 个三级指标，其中健康风险包括其年龄、性别、慢性病和心理状态。经济风险包括子女经济支持，

养老金和基于农村地区特征在内的消费意愿因素。社会风险包括社会偏见即社会歧视、公共危机、社会

平台以及政策支持，健康层面主要受个体特征影响较大，经济层面受老年人收入来源影响为主，社会层

面风主要受社会信任的影响。 

2. 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因素分析 

2.1. 影响因素 

此篇文章主要以文献为基础，对农村地区进行走访调查并开展问卷形式的资料收集，综合分析考虑，

最终形成目标层、中间层、方案层的三层指标体系。并通过德尔菲法以及咨询专家建议打分结合到已有

的数据之中。最后形成了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一级指标，社会风险、健康风险、经济风险的二级指

标体系以及 11 个三级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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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dicator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表 1. 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因素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因素 

经济风险 

养老金 

消费意愿 

子女收入 

健康风险 

年龄 

慢性病 

心理状态 

性别 

社会风险 

社会偏见 

公共危机 

社会平台 

政策支持 

2.2. 构建指标体系层次图 

基于上述表 1 的数据和内容，因此建立了图 1 所示的层次结构分析模型。 
 

 
Figure 1.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rural 
elderly’s social participation 
图 1. 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层次结构 

2.3. 构造判断矩阵 

通过由美国教授萨蒂所提出的多层次权重解析结构分析法，构造判断矩阵 A。其具体公式如下所示： 

( )ij n n
A a

∗
= ， ( )1 , 1,2, ,ij

ij

a i j n
a

= = � ， 1ija = 对于 ija 的取值，采用了从 1 到 9 的评分标准。然后根 

据 1~9 的评分评价标准建立各个目标层次的判断矩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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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进行一致性检验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一种研究两两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方法。在构建矩阵的过

程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为了克服主观性的干扰，需要满足一致性检验的计算。在计算的过程中，要分

别把各自矩阵的最大特征值以及向量计算出来并且进行归一化处理，在获得各层级指标权重后在进行一 

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指标只有在 CR 值小于 0.1 时方可证明其判断矩阵合理。
CICR
RI

= ，
1
NCI

N
λ −

=
−

， 

其中 RI 值是固定的，由其固定的阶数矩阵表示。具体关系如下图所示。当 CI 值越小时，其 CR 值也会

越小，判断矩阵的效果则更好。反之，效果则更差。 

3. 计算各层结果 

此次运用计算的软件为 EXCEL 表格进行方根法求出其权重，常用软件方法快捷容易计算。计算权 

重采用方根法，具体运算步骤如下所示。首先在每行元素按行相乘
1

, 1, 2, ,
n

ij ij
j

u a ij n
=

= =∏ � 由此所计算出

来的积相继开 N 次方的根： n
i iju u= ，然后将所得出的方根进行归一化的处理

1

i
i n

i
i

u
W

u
=

=

∑
，在进行一致性

检验之前首先要求出其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向量的根
( )

max
1

n
i

i i

AW
nW

λ
=

= ∑ ，当求出最大特征向量后计算一致

性的指标公式为 max

1
n

CI
n

λ −
=

−
，

CICR
RI

= ，当 CR 值小于 0.1 时则通过其一致性检验。 

3.1. 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因素目标层打分、权重及一致性检验 

中间层对目标层的判断矩阵计算极其权重一致性检验由下表 2 可知。 
 
Table 2. Criterion layer to target layer weight and consistency test 
表 2. 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权重及一致性检验 

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因素 社会风险 经济风险 健康风险 ωi 

社会风险 1 1/2 1/4 0.1373 

经济风险 2 1 1/3 0.2395 

健康风险 4 3 1 0.6232 

0.0092, 0.0176 0.1CI CR= = < 一致性检验通过。 

3.2. 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因素中间层打分、权重及一致性检验 

其中间层包括健康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三部分，其构建最终方案层对中间层的判断矩阵，再

通过各自计算权重和各自的一致性检验，如表 3、表 4、表 5 所示。在所有权重计算后，最后得到权重总

排序，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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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conomic risk factors 
表 3. 经济风险因素 

经济风险因素 养老金 子女收入 消费意愿 ωi 

养老金 1 3 3 0.5889 

子女收入 1/3 1 2 0.2519 

消费意愿 1/3 1/2 1 0.1593 

0.0270, 0.0518 0.1CI CR= = < ，一致性检验通过。 
 
Table 4. Health risk factors 
表 4. 健康风险因素 

健康风险因素 年龄 慢性病 性别 心理状态 ωi 

年龄 1 3 3 3     0.4736 

慢性病 1/3 1 2 3     0.2473 

性别 1/3 1/2 1 3     0.1820 

心理状态 1/3 1/3 1/3 1     0.0971 

0.0725, 0.0647 0.1CI CR= = < ，一致性检验通过。 
 
Table 5. Social risk factors 
表 5. 社会风险因素 

社会风险因素 社会偏见 政策执行 公共危机 公共平台 ωi 

社会偏见 1 3 2 2 0.4092 

政策执行 1/3 1 1/2 1/3 0.1104 

公共危机 1/2 2 1 2 0.2654 

公共平台 1/2 3 1/2 1 0.2150 

0.048, 0.0429 0.1CI CR= = < ，一致性检验通过。 
 
Table 6. Overall ranking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rural elderly 
表 6. 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因素总排序 

总目标 
社会风险因素 经济风险因素 健康风险因素 

总体权重 总排序 
0.1373 0.2395 0.6232 

养老金 0 0.5889 0 0.1410 3 

子女收入 0 0.2519 0 0.0603 6 

消费意愿 0 0.1593 0 0.0381 8 

年龄 0 0 0.4736 0.2951 1 

慢性病 0 0 0.2473 0.1541 2 

性别 0 0 0.1820 0.1134 4 

心理状态 0 0 0.0971 0.0605 5 

社会偏见 0.4092 0 0 0.0561 7 

政策执行 0.1104 0 0 0.0151 11 

公共危机 0.2654 0 0 0.0364 9 

公共平台 0.2150 0 0 0.029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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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结果因素分析可知，主要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为年龄因素，占比将近 30%，其次则

是老年人患慢性病的影响因素与此同时性别以及养老金的发放和心理健康程度也是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

的重大因素。其中间层中，老年人的健康风险严重的制约了其社会参与的程度，从总表不难看出其中影

响较大的因素中均是在健康风险中。健康因素对老年人的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由于其年龄的加大

身体器官的衰竭，而且由于其疾病的增加，多数老人都有慢性病以及失能半失能状态的呈现。而在社会

风险中政策执行、公共危机以及公共平台等因素占比很低。根据农村老人的生活习惯以及上表数据显示

结果，在此做出以下建议对策。 

4.1. 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目前，健康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人的机体器官的衰竭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过程，不可

避免，随着年龄的增加，机体活动性越差。老人可行动性会大幅度降低。社会活动范围有限。年龄越大

社会参与越少，但我们可以尽早做好健康人生规划。从幼年时期到青年时期在到中年时期每个阶段的健

康自我管理就是能让老年生活期间更加健康。目前人口老龄化的高速发展并不代表老年人口的长寿化。

国际老龄协会先前宗旨是健康老龄化，现在更加强调积极老龄化。鼓励农村老年人就是在贯彻积极老龄

化的理念，但首先要树立在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在农村地区中要积极引导老年人建立全生命周期

的健康管理。 

4.2. 完善医疗保险相关制度 

当前我国医疗体系已有非常完善的系统，在 2022 年参保人数经国务院统计已达 13.6 亿人。但在城

乡之间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均等，医疗保险待遇的差距还有待改善与提高。在总权重排序中，其慢性病的

影响比例很大。可以为老年人提供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家庭医生预约上门服务等政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在 2022 年 3 月所颁布的《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加快了老年医疗卫生

的保障。这不仅需要政策的支持也需要老年人内心自愿接受。其中有关老年人药价的合理制定，如慢性

病的药物定价以及重大医疗报销清单逐步放开比例等。 

4.3. 宣传社会参与知识，打破传统习俗制约 

农村地区老年人受以往思想意识的影响，健康风险中女性老人往往比男性老人更加长寿，但社会参

与的主体一般经常以男性老年人为主。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男主外女主内的思

想意识延续到了上一代的老年群体之中。多数女性老年人不愿进行社会参与，据调查，女性老人多数以

走访邻居闲聊为主。在社会政策上虽然受到支持，但要积极宣传新时代老年社会参与的意义，逐渐打破

原有的思想束缚，构造健康积极友好的老龄化社会，并在农村地区建立良好的老年生活环境。 

4.4. 保障农村养老金 

健全农村地区养老金保障体系，经济是制约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因素，其中养老金的发放有力的

保证了老年人自我价值实现的保证。即使大多数老人消费意愿不高，但养老金的发放会给老人安全感的

实现。在养老保险的进度中，目前只有 10.3 亿人参保，相比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还有较大差距。要鼓励农

村地区老年人积极缴纳养老保险，完善养老金发放的政策体系，继续调高其养老金发放比例，为农村地

区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经济支持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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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建立多元养老体系 

目前我国大多数老年人更偏爱居家养老，达 90%以上。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作用微效，形成了其

“9073”的格局。尤其是农村地区老年人更加信任养儿防老，这也是上述养老保险参与还有差距的重要

原因之一。在其经济因素中，其子女收入影响因素也占比较高。子女对老年人的保障为经济风险的第二

大因素。经济上的有利保障是鼓励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的根本，在社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政府除了加

大政策的支持力度还要建立多层次多保障的养老体系,在参与基本养老保险与养儿防老之外，可以实施邻

里互助养老以及时间银行等新形势的养老服务。 

4.6. 加大社会信任 

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当前有许多理论支撑，其中就有老年脱离理论和与之相对立的老年活动理论。

在积极倡导老有所为理念的今天，老年群体拥有更多的智慧资源，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社会的支

持力度与信任力度较低。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不信任感以及对“老年人”群体的固有偏见，主观的认为

老年人即是需要受到照顾的群体。缺乏社会的支持与信任造成了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偏见现象，在农村

地区，老人生活相对简单，更容易受到其他群体的评价。因此整个社会要改变对老年群体的认知，随着

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老年人生命周期的延长为老年社会参与提供了基础，老年群体的概念会随着医

疗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将年龄这一分界线判断标准进一步推迟。 

5. 结语 

本文的研究证明农村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是符合国家政策理念支撑，积极老龄化的今天，其积极两字

赋予了更多含义。但还有很多影响因素需要共同克服。三大风险的约束造成农村地区老年群体社会参与

呈现较低的状态。基于此，本文通过研究论证，从生命周期管理、完善医疗保险、保障养老金、加大社

会信任支持以及建立多元养老服务体系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从而让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

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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