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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通过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了解子女文化程度对城乡老年人购买养老

服务选择的影响，将老年人养老服务购买选择的影响因素从购买主体拓展到购买主体的影响者。分析结果表

明目前我国子女文化程度更高的老年人更愿意购买养老服务。社会化养老服务也是对子女赡养功能的补充和

对子女养老负担的缓解。将老年人子女的情况纳入考虑范围，将使养老服务方案的制定更为科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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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by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2018 China Elderly Social 
Tracking Surve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children’s educational level on the purchase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o exp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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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chase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from the purchaser to the purchaser’s influence.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at present, the elderly in our country whose children are more educated are 
more willing to purchase elderly care services. Socializ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are also a supple-
ment to the support function of children and alleviate the burden of children’s elderly care. Taking 
the situation of the children of the elderly into consideration will make the formulation of the el-
derly care service plan m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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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截止至 2021 年全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1.9 亿，占总

人口比重已经达到 13.5%。由此可见我国正处于老龄化不断加深的重要关口，与此同时养老支持体系面

临严峻挑战，老年人群体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将会水涨船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各类社会化养老服务将

很快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1] [2] [3]。 
当下学界对老年人养老服务购买意愿的研究角度多选择为购买主体[4]，很少关注购买意愿的主要影

响者即子女。子女不但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直接的支持，而且还能运用其他方式对老年人养老服务的购买

行为施加影响，也就是成为他们消费的影响者[5]。例如子女的经济支持可以增强老年人的购买能力，进

而促进其购买养老服务；而子女的生活照料也可能会降低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购买意愿，所以其中的影

响差异与机制是本文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2. 研究假设 

在目前的研究中，大部分都仅以养老服务的实际使用者——老年人为核心展开研究，而对养老服务

购买的潜在影响者——子女却少有问津。在如今的中国家庭中，子女仍然是守护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

中坚力量，并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观念在不同层面上产生影响[4]。本文的观点为子女可能通过消费

观念的“反哺”对父母的养老服务购买行为产生影响[6]。 
在当今的时代，有研究表明“反哺”的特征已经在子代对父辈购买养老服务的过程中显现，即老年

一代具有向青年一代反向学习的可能，同时吸取他们的消费方面的建议，并可能对他们新型的消费观念

产生更大的认同感[7]。这种现象就称为“文化反哺”——一种传统教育方式的性质性的颠覆，社会的高

速变迁下，子女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将远超他们的父母，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8] [9]。所

以本文主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后喻文化”在养老服务方式选择中的影响。 
从子女的内在属性上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子女将更有支持和鼓励老年人接受新型的养老服务的可

能。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初步假设：子女文化程度越高，老年人越倾向于购买养老服务。 

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框架 

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子女文化程度可以对老年人养老服务购买意愿产生多少的影响，其不仅包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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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愿意购买养老服务，还包括愿意购买的服务类型。本研究按照需求层次理论将养老服务类型区分为两种

不同的层次，在探究子女文化程度是否会左右老年人养老服务购买类型选择的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

究城乡差异，子女关心程度及子女数量等因素在影响老年人养老服务购买意愿中是否发挥了调节作用。 

3.2. 样本来源与变量设定 

本文采用的数据基于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问卷结果，旨在探究子女的文化程度对老年人

的养老服务类型的影响，主要变量设定如下： 

3.2.1. 因变量 
本文的核心因变量设置为是否愿意购买养老服务和愿意有偿购买养老服务的类型选择。 
第一个因变量为是否愿意购买养老服务，在问卷中老年人愿意购买任意一项服务则归类为“是”，

不愿意购买任意一项则归类为“否”。 
第二个因变量是愿意有偿购买养老服务的类型选择。通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本文从两个层次上

对老年人可购买的养老服务类型做出分类：第一类的养老服务主要是日常生活照料层面上的，本文将其

归纳为“基础型服务”。一共包括上门探访、陪同看病、帮助日常购物、上门做家务、老年饭桌或送饭

和日托站或托老所六种服务类型。第二类的养老服务主要停留在精神层面上，本文将其概括为“发展型

服务”。包括老年人服务热线、法律援助和心理咨询。由此设置第二个因变量为“基础型服务”和“发

展型服务”。 

3.2.2.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子女文化程度，其中，我们选取老年人所有子女中受教育程度最高者的受教育

水平来反映子女的文化程度。本文中还加入子女对其是否关心作为另一个自变量，在“您是否觉得这个

子女对您不够关心？”这一问题中回答“经常”和“有时”的赋值为 1，回答“偶尔”和“从未”的赋

值为 0。本文通过这一自变量来呈现子女对老年人精神层面上的其他支持。 

3.2.3. 控制变量 
前倾因素即促使老年人倾向于购买养老服务的个人特征，本研究加入了户籍和子女数量作为前倾因

素变量。 

3.3. 研究方法 

本文的因变量为老年人是否愿意购买养老服务和老年人愿意购买养老服务的类型，第一个因变量为

二分类变量，第二个因变量为定类变量，因此本文针对第一个因变量建立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应

模型 1~模型 4)，针对第二个因变量建立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应模型 5~模型 6)，分别讨论其对老

年人是否愿意购买养老服务及愿意购买的养老服务类型所产生的影响。 

4. 描述性统计 

通过计算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率与具有购买意愿地老年人比例并按照城乡分别比较，能更为直观地

了解养老服务的供给与购买情况以及其中的不同(见表 1)。 
通过服务供给率的计算可以看出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是否可以被老年人购买，能有效反映老年人对

其的认知处于何种水平。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社区养老服务有一定基础但供给依旧不足，而

城市的各项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明显高于农村且类型更加全面。与此同时老年人购买服务的动力不足，尤

其是农村老年人的购买意愿远低于城市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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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supply and purchase intention of th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 
表 1. 城乡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及购买意愿情况(%) 

 
服务供给率 愿意购买服务的老年人比例 

城市 农村 整体 城市 农村 整体 

整体 33.07 15.59 23.20 23.44 8.02 14.73 

上门探访 19.04 11.98 15.05 2.62 1.82 2.17 

老年人服务热线 13.08 4.13 8.03 3.47 1.51 2.37 

陪同看病 5.01 2.41 3.54 9.18 2.43 5.37 

帮助日常购物 5.94 2.17 3.81 7.60 1.84 4.35 

法律援助 14.71 5.32 9.41 5.21 1.90 3.34 

上门做家务 13.18 1.75 6.73 14.86 2.54 7.91 

老年饭桌或送饭 16.10 1.32 7.76 15.77 3.88 9.06 

日托站或托老所 12.75 2.70 7.08 11.32 4.33 7.37 

心理咨询 11.12 2.37 6.18 2.67 1.34 1.92 
 
Table 2. The influence of children’s education level on the choice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type 
表 2. 子女文化程度等对老年人养老服务类型选择的影响 

 模型 1 
OR(SE) 

模型 2 
OR(SE) 

模型 3 
OR(SE) 

模型 4 
OR(SE) 

模型 5 模型 6 

基础型 
OR(SE) 

发展型 
OR(SE) 

基础型 
OR(SE) 

发展型 
OR(SE) 

子女文化程度 
(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1.282* 
(0.221)  1.327* 

(0.278) 
1.328* 
(0.211) 

0.561 
(0.243) 

0.949 
(0.327) 

0.506 
(0.263) 

0.996 
(0.378) 

高中及以上 2.096*** 
(0.309)  1.547** 

(0.260) 
1.978*** 
(0.283) 

1.022 
(0.571) 

1.861 
(0.726) 

0.823 
(0.461) 

1.235 
(0.429) 

子女文化程度 × 户籍  

初中 × 非农业户口   1.163 
(0.485)  0.429 

(0.517) 
0.648 

(0.529)   

高中及以上 × 
非农业户口 

  1.927* 
(0.758)  0.390 

(0.524) 
0.349 

(0.243)   

子女对自己是否关心 
(参照组：偶尔及以下) 

 1.474*** 
(0.121) 

1.563*** 
(0.122) 1.157(0.143) 1.297 

(0.428) 
1.528** 
(0.253) 

1.309 
(0.533) 

1.567* 
(0.418) 

子女是否关心 ×  
非农业户口 

   1.661*** 
(0.274)   0.789 

(0.562) 
0.916 

(0.327) 

前倾因素：  

户籍(参照组：农村户口)  

非农村户口 1.701*** 
(0.145) 

1.871*** 
(0.154) 

1.123 
(0.161) 

1.044 
(0.389) 

1.204 
(1.534) 

2.938 
(2.323) 

0.612 
(0.398) 

1.290 
(0.416) 

子女数量(参照组：儿子)  

子女数量(女儿) 0.975 
(0.057) 0.962(0.071) 0.972 

(0.061) 
0.974 

(0.055) 
1.257 

(0.369) 
0.926 

(0.181) 
1.297 

(0.327) 
0.960 

(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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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我国目前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虽有进步，但仍存在明显的短板。城乡差异巨大

的同时，老年人只对上门类的养老服务产生消费兴趣，供需匹配不均。 

5. 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控制影响老年人养老服务购买意愿的因素，我们根据之前的研究方法，分析的第一部分将

老年人是否愿意购买养老服务作为因变量，模型 1~模型 4 呈现了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2)。 
模型 1 和模型 2 在使用了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将子女文化程度和子女对老年人的关心程度分别设置为

两个自变量。 
模型 1 验证了我们的主要假设，即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其背后隐藏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是阶层的差

异确实可能会对老年人的购买意愿，无论是经济上还是观念上，产生正面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老年人对

当前新兴的消费观念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接受程度较低。但通过“消费反哺”现象，子女就可以增强老

年人对养老服务购买力的“主力军”。子女的学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他们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

从而使得父母获得更加稳定的心理预期，继而在进行养老服务的消费时拥有更多的底气。 
模型 2 可以看出子女关心程度高的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具有更强的购买意愿，这可能是因为这一类

老年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甚至日常生活需要他人的照料，故产生了相应的养老服务需

求。 
模型 3、4 将老年人的城乡户籍引入为子女文化程度和子女关心程度的交互变量来探究其中是否存在

城乡差异的影响。 
通过模型 3 可以看出，子女文化程度对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的主效应影响依然非常明显，但交互项

并不显著。这表明子女文化程度对老年人的影响并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模型 4 表明子女关心程度会对城市老年人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城市中生活的子女往往具

有更长更规律的工作时间，相应的会缺乏照顾老年人的时间，因此城市老年人的子女会选择养老服务来

作为自己照料不足的补充。而农村的老年人往往没有这种问题，他们很少获得家人之外的社会化养老服

务辅助。 
在此基础上，分析的第二部分将其购买的养老服务类型作为因变量，通过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

进行分析，通过模型 5~模型 6 进一步探究基础型服务和发展型服务影响机制的区别(见表 2)。 
模型 5 将子女文化程度作为户籍的交互项，发现无明显的城乡差异，但是发展型服务的购买较基础

型更为显著。这表明，通过子女文化程度的不同，老年人群体在对各种层次养老服务的购买选择时，他

们的消费意愿也会相应的有所差别。从变化的过程上看，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对购买发展型

服务的意愿将会变得更加强烈。 
模型 6 将子女是否关心作为户籍的交互项，发现结果够显著同时城乡差异较小。因此只要子女对老

年人足够关心，就始终对养老服务的购买存在需求。 
从以上的分析结果，我们能看出通过子女文化程度的不同，老年人群体在对各种层次养老服务的购

买选择时，他们的消费意愿也会相应的有所差别。从变化的过程上看，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

对购买发展型服务的意愿将会变得更加强烈。模型同时也验证了假设，即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其背后隐

藏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是阶层的差异确实可能会对老年人的购买意愿，无论是经济上还是观念上，产生

正面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老年人对当前新兴的消费观念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接受程度较低。但通过“消

费反哺”现象，子女就可以增强老年人对养老服务购买力的“主力军”。子女的学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

反映出他们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从而使得父母获得更加稳定的心理预期，继而在进行养老服务的消

费时拥有更多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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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上模型还可以说明子女的数量同老年人养老服务的购买意愿并没有相互作用关系，同时和子

女的关系越疏远，老年人对基础型服务的购买越多。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在缺乏子女陪伴的情况

下会更倾向于从另外的途径上寻求陪伴感，另一方面如果子女对老年人较为疏远，他们的数量多少并不

会影响老年人用别的方式满足自己被照料的需求。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子女文化程度同老年人群体养老服务购买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证明了以下结论： 
从“文化反哺”的结果上看，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群体的养老服务购买意愿产生的正向影响

是十分显著的。至于其中的影响机制尚有待研究，但至少通过本文的回归模型结果和前人已有的研究，

可以猜测出的影响路径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来自于前文提到的“文化反哺”现象，第二条是由于子女文

化水平的提高夯实了成年后经济实力的基础，而更坚实的经济实力基础能够传达给上一代更好的预期和

心理上的安全感。这说明要提高老年人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购买，不仅可以通过子女直接的各种支持，

也可以通过子女的“消费反哺”来间接影响父母对养老服务的了解程度和接受心理。所以，在积极发展

养老服务产业的同时，子女的诉求也应当被充分考虑，比如子女愿意为父母购买这些养老服务付出多大

的经济成本。通过子女对养老服务了解程度与接受心理的提高，同时更多地考虑他们的真实需求、购买

能力及意愿，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增加老年人群体对养老服务产业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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