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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明显的“未富先老”，

老年人口规模急剧扩大等问题。这些都是当前需要认真面对并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并且我国大量的老

年人口都集中在农村，农村老龄化的问题相较于城市而言更加严重，农村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已成为社

会热点话题，养老问题不断得到关注，从国家到社会各个层面都在探索解决农村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

本文首先参考了国内外各位学者的相关研究，对前人的有关研究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次，进一步对

农村老年群体养老方式的类型和有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类以便于接下来的分析。最后，对研究对象进

行个案调研并对个案调研得出的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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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rend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Popu-
lation aging has posed a potential threat to the harmony,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China’s population structure is inclined to aging. Population aging has gradually be-
come a factor affect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are conce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rf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4350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4350
https://www.hanspub.org/


钱浩 
 

 

DOI: 10.12677/orf.2023.134350 3477 运筹与模糊学 
 

trated in rural areas, and the problem of rural aging is more serious. The pension problem of rural 
elderly group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society. The pension problem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the pension problem of rural elderly groups is being explored and solved at 
all levels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Firstly,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xpounds on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detail. Se-
condly, it further defines the related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the way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rural areas. Thirdly, it introduces several ways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rural areas and the in-
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hoice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rural areas. Finally, it conducts a case 
study on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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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调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 2.6402 亿人，占总人

口的 18.7%，其中，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 1.9064 亿人，占总人口的 13.5%，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

很短的时间内就会从老龄化社会进入到老龄社会阶段。 
老年人数量的快速增加会极大地影响我国人口的抚养比例，这将会使得劳动人口负担的责任更加沉

重。其次，产生的大量老年人口使得政府不得不将巨额的财政资金投入老年社会保障。同时，老年人口

数量的持续增加对旧有的家庭规模和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使得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所具备的

养老功能不断的被削弱。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不仅体现在老龄化速度的快速提升，同样，在城乡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

从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来看，生活在农村的 60 岁、65 岁及以上老人在所有老年人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23.81%、17.72%，而这个数据比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口数量分别高出 7.99、6.61 个百分点。造成人口老

龄化水平所显示出的这种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的原因，除了经济因素和社会条件外，和我国大规模的跨

区域人口流动也是密不可分的。随着东部沿海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西部农村青壮年劳动

力流入东部沿海城市。一方面，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给我国的经济建设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然而对于作为劳动力流出地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来说。过度的人口流出对当地的劳动力供给产生了较大冲

击，进而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主要为家庭养老，家庭中的年老者依靠年轻人的经济援助这种代际

之间的转移来度过晚年生活。但是，随着中国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继续外流，以及

养老思想的转变，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在如今已经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1]。 
在这样的局面下，有关农村老年群体的养老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问题就成了社会的热点话题。 

2. 养老方式的类型及其选择 

2.1. 养老方式的类型 

在养老方式类型的划分上，我国学者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董沛认为要通过老年人养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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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老年人接受养老服务的提供者两个方面来细分养老方式。他认为要将养老方式分成为家庭养老方式

和社会养老方式。不仅如此，在他的观点中，一般意义上的家庭养老方式和社会养老方式仍可以再往下

延伸，具体体现在家庭养老模式下又可以细分出传统模式的家庭养老方式和新兴的居家养老方式。而社

会养老模式又分为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两种形式[1]。 
高和荣并未把居住地的变化和老年人的养老经济来源作为划分的准则，相反，他划分家庭养老方式

和社会养老方式的尺度是老年人老年生活的最有力支持来源。他认为选择家庭养老方式的老年群体的最

有力支持来源是亲属、子女或朋友。 
穆光宗将支持老年群体养老的对象作为划分不同的养老方式的标准，从而把养老模式细化为自我养

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和社会养老模式。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日渐式微，机构养老又难以接纳我国社

会上的大量老年人口。因此，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对农村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如何完美解决进行了探

索，提出了各种有关的解决方案。 
在政府层面上，国务院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印发并实施了《“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

系建设规划》。目的是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活动、健全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推动老龄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规划》指出要争取在 2021 年之前，要确保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做到公平、全面

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养老机构为补充，医疗和养老互相结合的养老

框架。以便能够使得能够夯实综合应对人口老年化的社会基础。在此依据上，本文将养老方式分为家庭

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2]。 
家庭养老是家庭成员之间紧密关联的一种养老模式。在老年人老年生活的经济来源方面，家庭养老

的模式是父辈和子辈、孙辈之间经济资源的合理再分配。是一种把家庭作为单位，在家庭成员之间实现

养老保障目标、整合养老保障过程的养老模式。在这个过程中，父辈养育子辈和孙辈，等到父辈年龄大

了，不再能够参加社会劳动赚取足够的满足自身生活所需收入的时候，这时，子辈和孙辈将开始承担起

赡养父辈的责任，包括必需的经济转移和一定的情感照料。同时他们也将作为父辈来养育自己的子辈和

孙辈，这种自然的循环在没有强大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会一直持续下去。就像是在整个家庭内部设计了一

套规范的养老保障体系。在年老的家庭成员需要照顾时，由其他年轻的家庭成员承担起自己的赡养责任，

以确保上一代人能够在老年生活中得到足够的经济和精神方面的满足。受到社会舆论和传统文化观念等

因素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老年人在选择自己的养老方式时都会首先考虑家庭养老这一模式。 
机构养老与家庭养老不同，在机构养老中，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主要对象由子

女变成了由政府或社会创办的专业化、系统化的综合性服务机构。上述的养老机构有的是独立法人机构，

有的是依附于综合性福利机构或社会机构的组织。一般来说，大部分进入机构养老的老年人有以下类型：

第一种是没有子女照料的孤寡老人；第二种是身体丧失了部分或全部自理能力的失能失智老人；第三种

是自身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的老年人，这一部分老年人之所以选择机构养老而非家庭养老在很大一些程

度上是因为他们想要更好地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在这一因素的影响下，这些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那些

服务设施更完善、服务态度更好的优秀养老机构。由此可见，机构养老模式相对于家庭养老模式来说，

起到了强大的弥补和支持作用，机构养老模式在整个养老模式体系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养老是一种通过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市场协作，向社区内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护、精神慰

藉、医疗健康、文娱活动等养老服务的养老方式。社区养老作为家庭养老的补给方式，既有家庭养老的

便利性，也有社会养老的可操作性。把社区作为养老的最佳结合点，让老年人在家庭中享受便利的社区

服务，又能增加社会认同感，提升自我价值，让老年生活更有幸福感[3]。此外，在社区养老中，政府可

以起到一定的支持和促进作用，这使得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承担的经济压力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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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养老方式的选择 

在二零零零年之前，我国大部分的养老问题的研究人员或专家们都在致力于寻找家庭、社会和政府

能够给老年群体提供什么保障，能够提供多少这样的保障[4]。从而大多数专家学者们都忽略了老年群体

自己的养老意愿，例如很少关注和研究老年人自身的养老意愿，他们想要选择什么样的养老方式，他们

自己设想的老年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过，这么说并不是在指责之前从事养老问题研究的前辈，在

很大程度上，这种局面也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国民需要密切相关的。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我国的国情和二十年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改变[5]。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正处于经

济腾飞，机遇和挑战并存，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不仅是我国的国情和经济社会的状况发生了质的

转变，而且在此基础上我国老年群体的生活状况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极大地变化，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

社会，老年人接触到的各种新鲜事物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们各种观念，其中就包括他们的养老观念。

他们的养老观念变得更加开放和现代。从数据调查的结果就可以很好地证明，我国老年群体中选择社区

养老和机构养的人数占比都在逐年增加。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也呈现出多

样化的特点，如今的老年人不仅需要基本的经济生活保障，还要求有更多的精神慰藉和自我实现、自我

满足。而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我国经济社会也拥有了足够的基础和实力来满足老年

人的这些养老要求。因此，我们当下有关养老问题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对农村老年群体的养老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做研究和总结，以便能够更加有效地满足老年群体的养老

需求。 
学者宋宝安将我国城市和农村的老年群体放在一起分析，最后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严峻的未富先老

的大环境下，居家养老模式是最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养老方式，其最值得提倡和实施[6]。 
学者丁煌、叶文振对我国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中选择非家庭养老的那一部分进行了调查研究。他们

得出的结果是，符合以下条件的老年群体更倾向于选择非家庭养老，也即社会养老的养老方式。一是受

教育水平较高；二是只有一个孩子；三是享受的养老金保障水平高。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的情况与我国

目前社会养老的发展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国现阶段内社会养老机构中入住的老年人大多是身体条

件较差、年纪较大且没有配偶和自身生活不变的老年人。这表明目前大多数选择非家庭养老的老年人其

实并不完全是自愿选择，而是生活所迫。这种情况表明，当前我国养老体系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尤其

是养老服务的供求之间存在着不平衡。 
学者张慧、邱敏对我国部分地区的农村老年群体的养老观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重点考察了社

会结构转型对农村老年群体养老观念的影响。他们将老年人面对社会转型所产生的三种情况进行了阐述，

分别是适应、抵触和迎合。适应是指部分身处农村的老年人对自己目前所处的养老生活很满意，评价很

高。抵制是指部分老年人所持有的养老观念或养老方式与当前社会上主流的观念或看法不同而产生的冲

突和矛盾。迎合是指农村老年人自己本身主动寻求转变，以适应当下社会结构的养老方式和观念。 
学者王德文也对选择非家庭养老模式的老年群体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得出的结果是，影响老年人

选择非家庭养老模式的重要因素中包括年龄、经济条件、婚姻状况和性别。他的研究表明年龄越高的老

年人越愿意选择非家庭的养老方式、经济条件越好的老年人越乐意选择非家庭养老方式、已婚老年人和

女性老年人在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时更倾向于选择选择非家庭养老模式。 
在养老问题的分区域研究上，学者蒋岳祥研究了有关浙江省在城市居住的老年人选择养老模式的偏

好因素。在他看来，老年人的个人因素对他们自己的养老意愿影响较小。反之，对老年人养老意愿和养

老方式影响较大的因素是老年人自身的身体情况和经济条件。同时，老年人所处的家庭状况也对老年人

的养老方式和养老意愿产生重要影响[7]。 
上述学者既有从城市和农村这两方面入手，来分析老年群体养老方式的选择和养老意愿的。也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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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非家庭养老模式的老年群体入手来研究影响他们选择非家庭养老模式的因素。还有的学者则试图找

到藏在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而本文根据上述学者的研究，将影响农村老年群体

养老方式选择的因素归结为人口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 

3. 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根据之前所查阅的国内外有关养老问题的文献资料，我发现不同的学者对影响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

因素的分类都各有侧重，而我在阅读相关资料后认为影响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可以按以下方式是分

类。第一个方面是人口因素，主要包括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身体状况等。第

二个方面是社会因素，包括老年人的养老观念、社会养老机构的发展状况和我国传统的孝文化；三是经

济因素，包括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和收入状况。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上述三个方

面之间的相互关系。 

3.1. 人口因素 

影响农村老年群体养老方式选择的人口因素主要包含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等。 
其一，性别因素和老年人的经济条件和自身照料的能力密切相关，一般来说，男性的平均收入水平

和平均就业率会高于女性，而女性的平均寿命会高于男性。因此，女性度过的老年生活时间会多于男性，

上述中种因素很可能导致女性在老年生活中依赖子女和亲属的可能性就会比男性大得多。 
其二，年龄因素，从人口学和生物学角度来看，随着人们的年龄不断的增长，一般来说，老年人的

自理能力是逐步下降的[8]。因此，老年人自身的年龄越大，其需要子女和亲属供养的需求就越强烈，就

越希望家庭和社会能够给予其足够的养老帮助。从上述角度出发可知，性别因素和年龄因素都会对老年

群体的养老方式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其三，身体状况因素也同样对老年群体选择自身的养老方式有着重要影响[9]。一般情况下，身体状

况良好的老年人的自理能力都很好，因而他们对子女和亲属要求的养老帮助和养老依赖程度也较少， 
其四，受教育程度因素通过影响老年人的养老观念进而影响到他们养老方式的选择。通常来说，相

较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年人们的思想更加的开放和包容，更能够适应社

会的变化，从而更加理智和精确地选择到最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同时这些老年人一般都具有更高的收

入水平，因而他们在考虑选择养老方式的问题时，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小；相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

老年人则更愿意选择较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 

3.2. 社会因素 

影响农村老年群体养老方式选择的社会因素包括老年人的养老观念、社会养老机构的发展状况和我

国传统的孝文化等[10]。 
其一，农村老年群体选择养老方式时受到其自身养老观念因素的影响，大部分的农村老年人都持着

传统的养老理念，他们还固守养儿防老的思想，认为人老了就肯定要和儿子生活在一起，他们认为自己

要是选择机构养老就相当于告诉了别人自己的儿女不孝顺，他们也不会容忍这种行为的出现。 
其二，养老机构的发展状况也对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产生作用力，不过要根据养老机构发展的好

坏来分辨到底是推力还是阻力。在我阅读的文献中，很多老年人提到他们居住地的社会养老机构发展的

差强人意。养老机构的软硬件设施不足、养老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低下、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不合理等。

养老机构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也削弱了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 
其三，我国传统的孝文化，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农村老年人受到的尊重源自于他们积累的社会关

系和农业经验，但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农村老年人享受尊重的社会基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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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逐渐削弱，因而传统的孝道文化和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影响力都在大大降低[11]。 

3.3. 经济因素 

影响农村老年群体养老方式选择的经济因素包括生活来源和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对老年人的生活

自力程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通常来说经济条件优秀的老年人在老年生活时对子女和亲友的依赖性会大

大降低，也有可能他们为了减少对子女的负担或者追求更高水平的老年生活而选择机构养老等非家庭养

老模式；相比之下，经济条件较差的那部分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就会更多，更倾向于依靠子女来养老，

从而有更大的可能选择家庭养老方式[12]。 

4. 农村老人养老方式选择的个案调研 

4.1. 数据来源和研究假设 

4.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江苏省 Z 村为个案，对 Z 村老人选择养老方式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85 份，回收 85 份，问卷回收率 100%，有效问卷 81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 95.3%。 

4.1.2. 研究假设 
1) 男性和女性相比，在养老方式上更有可能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 
2) 年龄越大的老年人更有可能选择家庭养老。 
3) 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相较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 
4) 身体状况较好的老年人相较于身体状况较差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家庭养老。 
5) 已婚的老年人相较于未婚、离异和丧偶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家庭养老。 
6) 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越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 
7) 月收入越高的老年人越愿意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 
8) 主要生活来源为养老金的老年人相较于主要生活来源为务农所得、子女供养、储蓄和其他的老年

人更倾向于选择社区养老方式和机构养老方式。 

4.2. 研究问题的信度效度分析 

4.2.1. 数据信度分析 
本次调查使用了 Cronbach’s Alpha 系数对问卷中针对被调查对象养老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信度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1。 
 

Table 1. Reliability analysis table 
表 1. 信度分析表 

项数 样本量 Cronbach’s α系数 

10 81 0.672 

 
由表中数据可知，有关样本数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672，在可接受范围内，因此可以认为

问卷有良好的一致性，有较好的信度。 

4.2.2. 数据效度分析 
使用 KMO 和 Bartlett 检验进行效度验证，由表 2 可以看出：KMO 值为 0.666，介于 0.6~0.7 之间，

研究数据比较适合提取信息。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4350


钱浩 
 

 

DOI: 10.12677/orf.2023.134350 3482 运筹与模糊学 
 

Table 2. Validity analysis table 
表 2. 效度分析表 

KMO 值 0.666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88.075 

df 45 

p 值 0.000 

5. 调研结果分析 

5.1. 样本的基本特征 

由图 1，从性别和年龄结构来看，本次调查有效样本人数为 81 人，共有男性 40 人，占比 49.38%，

女性共有 41 人，占比 50.62%。在总样本中，60~70 年龄段的人数为 33，占比 40.74%，71~80 年龄段的

人数为 22，占比 27.16%，81~90 年龄段的人数为 16，占比 19.75%，91 岁及以上人数为 10 人，占比 12.35%。

从样本选择来看本次调查男女比例较为均衡。 
 

 
Figure 1. Age distribution 
图 1. 年龄分布 

 

 
Figure 2. Old-age care 
图 2. 养老方式 

 
从图 2 可知，大多数被调查者更愿意选择家庭养老的方式来安享晚年，这与我国传统的养老观念是

相一致的，同时，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老年人也占有一部分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农

村养老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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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图 4 可知，在老年群体晚年养老的主要生活来源方面，子女供养所占的比重最大，达到了

34.57%，这跟家庭养老是当前农村老年群体的主要养老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可以看到还有 22.22%
的老年人仍在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以自己的务农所得来维持自己晚年的花费。此外，有 25.93%的老

年人以基本不从事劳动活动，他们依靠自己年轻时的积蓄来养老。 
 

 
Figure 3. Main sources of income 
图 3. 主要生活来源 

 

 
Figure 4. Monthly income 
图 4. 月收入 

5.2. 统计分析 

5.2.1. 变量选取及计算 
由于人口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对农村老年群体养老方式的选择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判断

这三个类别中各种具体因素的影响，笔者整理了问卷的数据，基于调查数据，运用 SPSS 软件，借助相

关性检测，筛选出影响农村老年群体选择养老方式的因素进行研究。 
因变量(Z)设为农村老年群体选择养老方式的行为，其中对选择家庭养老的行为赋值 Z = 1，对选择

机构养老的行为赋值 Z = 2，对选择社区养老的行为赋值 Z = 3。自变量(S)分别为性别(S0)、年龄(S1)、受

教育程度(S2)、身体状况(S3)、婚姻状况(S4)、子女数量(S5)、子女对养老帮助(S6)，主要生活来源(S7)，
月收入(S8)对各个自变量的赋值情况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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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ssignment table of dependent variable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 
表 3. 因变量与自变量赋值表 

变量 编号 名称 赋值 

因变量 Z 农村老年群体选择养老方式的行为 家庭养老 = 1；机构养老 = 2；社区养老 = 3 

自变量 

S0 性别 男 = 1；女 = 2 

S1 年龄 60~70 岁 = 1；71~80 岁 = 2； 
81~90 岁 = 3；91 岁及以上 = 4； 

S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高中 = 3； 
大专及以上 = 4 

S3 身体状况 较好 = 1；一般 = 2；不太好 = 3 

S4 婚姻状况 未婚 = 1；已婚 = 2；离异 = 3；丧偶 = 4 

S5 子女数量 一个 = 1；两个 = 2；三个及以上 = 3；无 = 4 

S6 子女对养老帮助 很大 = 1；一般 = 2；较少 = 3 

S7 主要生活来源 养老金 = 1；务农所得 = 2；子女供养 = 3； 
储蓄 = 4；其它 = 5 

S8 月收入 0~1000 = 1；1001~2000 = 2；2001~3000 = 3； 
3001 及以上 = 4 

 
通过 SPSS 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Cross (Chi-square) analysis results 
表 4. 交叉(卡方)分析结果 

题目 名称 
3) 您现在选择的养老方式是 

总计 χ2 p 家庭 
养老 

机构 
养老 

社区 
养老 

1) 您的性别： 
男 22 4 14 40 

3.650 0.161 
女 27 7 7 41 

2) 您的年龄是 

60~70 28 2 3 33 

40.461 0.000** 
71~80 13 4 5 22 

81~90 4 0 12 16 

91 及以上 4 5 1 10 

4) 您的受教育程度是 

小学及以下 44 1 17 62 

33.053 0.000** 初中 3 6 2 11 

高中 2 4 2 8 

5) 您的身体状况如何 

较好 26 0 0 26 

30.214 0.000** —般 15 3 11 29 

不太好 8 8 10 26 

6) 您的婚姻状况 

未婚 3 0 0 3 

45.259 0.000** 
已婚 42 1 7 50 

离异 1 4 2 7 

丧偶 3 6 1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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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7) 您有几个孩子 

一个 3 3 1 7 

11.114 0.085 
两个 9 4 6 19 

三个及以上 35 3 14 52 

无 2 1 0 3 

8) 您觉得子女对您养老的帮助怎么样？ 

很大 17 1 1 19 

31.019 0.000** —般 26 3 4 33 

较少 6 7 16 29 

9) 您现在主要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养老金 4 6 1 11 

46.195 0.000** 

务农所得 15 0 3 18 

子女供养 24 1 3 28 

储蓄 6 4 11 21 

其他 0 0 3 3 

10) 您现在主要的生活来源有多少？ 

0~1000 17 2 1 20 

28.304 0.000** 
1001~2000 27 1 11 39 

2001~3000 5 4 5 14 

3001 及以上 0 4 4 8 
*p < 0.05, **p < 0.01. 

5.2.2. 对交叉(卡方)分析结果的解释 
从上表中可知：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婚姻状况、子女对养老的帮助、主要的生活来源和

月收入符合 p < 0.01 的条件，这表明它们与老年群体养老方式的选择行为有显著的关系。而性别、和子

女数量与老年群体养老方式的选择关系并不显著。 
1) 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进行解释 
性别因素的显著性为 0.161 远远大于 0.05 的显著性标准，这表明本次接受调查的老人们在选择养老

方式时，不同性别的老年人所做出的养老方式选择并无明显差异。这证明假设 1、男性和女性相比，在

养老方式上更有可能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是不成立的。 
子女数量的显著性为 0.085 也大于 0.05 的显著性标准，未通过显著性测试，这证明假设 6、子女数

量越多的老年人越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的假设不成立，这多少与社会上的普遍认知有所出入。一般来

说，我们认为，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在养老时会得到相比于子女数量少的老人更多的帮助，无论是

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但调查数据和分析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观点。有如下两种可能：1) 本次调查的样本

数量不足，不足以代表当地的老年群体。2) 接受问卷调查的老年人们的子女在有关共同照料老人的问题

上没有协商好，这才导致子女数量多的老年人并未感觉到自己接受的来子女的养老帮助能够大到足够影

响自己养老方式的选择。 
2) 对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进行解释 
年龄因素和身体状况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可以从表中得知，随着年龄的增长，选择机构养

老和社区养老方式的老年人的比重在不断的增加。这基于这样一个共识，随着老年人年龄的不断增加，

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会逐渐变差，因而他们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也会被削弱，就更需要来自外部的帮助来

安享老年生活，但是由于现代社会人们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和经济压力都很大，这些老年人的子女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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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没有办法抽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自己的父母，所以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就成了比家庭养老更好

的选择。 
受教育程度因素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证明假设 3、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思想更加开放，

相较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是成立的。原因也很明了，接受过更好

的教育的人都会更加包容，经济条件也会更好，相较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因而，他们更可能不受传

统养老观念的约束，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而不是人云亦云，被传统观念所裹挟。 
婚姻状况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假设 5、已婚的老年人相较于未婚、离异和丧偶的老年人更

愿意选择家庭养老是成立的，现如今年轻人大都去大城市或者到县城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因而老年

人很少是跟子女一起居住的。夫妻都健在的老年人在老年生活时可以相互依赖和照顾，所以他们可以留

在农村老家选择家庭养老。而丧偶或者未婚的老年人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或者没有子女而缺少这种亲人之

间的依靠和照顾，这只可能导致他们选择偏向集体化的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来缓解内心的孤独感。 
主要的生活来源和月收入这一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在预料之中，毕竟经济基础对养老方式的

选择还是影响很大的，经济基础好的老年人在考虑选择何种养老方式时可以较少的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

从而他们可以为了追求更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或者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而选择服务和设施都比较完善的

养老机构。 

6. 结论 

本文依据对江苏省 Z 村老年群体的养老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大量借用了文献分析法、

个案调研法和交叉分析法等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分析了江苏省 Z 村老年群体的养老方式选择及其影

响因素，进而得到了以下一些结论。首先，在接受调查的全体农村老年人中，有 60.49%的老年人们都选

择了选择家庭养老方式，这个比例表明绝大部分农村老年人还是更依赖于家庭和子女对自己的养老帮助。

而有 25.93%的老年人和 13.58%的老年人分别选择了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这相对于各位学者以前调查的

结果来说是呈增长的态势。这也表明了农村老年群体在养老方式选择这件事情上正在变得更加包容和开

放。其次，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对农村老年群体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主要包括人口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等变量。并且每个变量对养老方式的选择的影响大小各不相同。

最后，在进行调查走访时得知在养老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而要想解决好农村老年群体的养老问

题还需要把养老方式选择为突破口，建立起系统化、多样化的养老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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