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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研究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能够有效反

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需求。文章通过fsQCA的研究方法，基于CSS2021数据研究7个前因因素及

组态空间差异特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的混合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社交生活与休闲娱乐生活是

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的核心因素；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存在空间分异，东部生活质量感知

高低核心条件为环境治理，中部为经济条件，西部则是相对落后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提出优化路径：

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点是持续改善老年人的社交生活与休闲娱乐生活、因地制宜差异化提升

不同地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文中研究或可为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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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inc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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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y severe aging situa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rural 
elderly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specific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Based on the data of 
CSS2021,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ixed effects of 7 antecedents and configuration spatial differ-
ences on the perception of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life 
and leisure life are the cor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erception of quality of life of the rural elderly. 
There ar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 of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The 
core condition of the perception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ast i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middle 
is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west is relatively backward education level and economic level. 
The optimization path is proposed: The key poi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i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social life and leisure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n different region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may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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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要求，是积

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任务。自 2000 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总体

呈上升趋势，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显示，2022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19.8%，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14.9%。在全国老龄化持续发展下，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加剧，农村

人口的老龄化程度相较于城市更加严峻，农村人口老龄化占比已经达到了 23.81%，比城市老龄化占比高

出 7.99%。《“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指出老年人需求结构正在从生存型

向发展型转变，要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健康养老需求。因此探究农村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以及影响因素，可以有针对性的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以及满足老年人的多层次养老需求，促进

老年人对于农村养老的满意度，有助于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针对性发展，有利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 

2. 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2.1. 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 

学界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及其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因素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一方面，在关于生活质

量的研究中，学界研究涉及到的相关概念有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王艳丽、许吉祥等提到主观幸福感

是对某个阶段的生活质量做出的整体性评价，是一个具有稳定性和综合性的心理指标[1]。孔泽宇认为主

观幸福感包含情感和认知两个层面。在情感层面，生活质量可用快乐感或者幸福感进行表示，具体指“积

极情感超过消极情感的优势程度”。在认知层面，生活质量可通过生活满意度进行表示，在不同的环境

中以整体的生活周期为依准对生活质量进行评价时，所得一致性相对较高[2]。李放等认为幸福感来源于

人们对当下客观生活的综合感知，也体现了个人的生活追求与价值偏好[3]。王阿妮认为生活满意度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反应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4]。目前，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生活质量之间的所属关系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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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界定的统一标准，但是运用生活满意度衡量生活质量的方式已经被广泛应用，本文中的生活质量

将以生活满意度为标准进行研究。 

2.2. 关于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 

另一方面，综合文献将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高低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个人、社会及政府因素三个

维度，分析各维度影响因素与农村老年人感知的内在联系。 

2.2.1. 个人因素与生活质量感知 
已有研究表明，基于抱负水平理论抱负和成就之间的差距决定了生活质量，对生活期待较高的高学

历老人群体会出现生活满意度低的情况[5]，经济地位较高的老人对于生活的满意度可能更难满足。马红

鸽和席恒的研究表明，社会保险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人由于收入差异所带来的落差感，继而提

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程度[6]。基于此，选取教育程度、经济地位作为个人因素的两个条件变量。 

2.2.2. 社会因素与生活质量感知 
基于社会支持理论来看，社会集体是社会支持存在的前提，个体依存与集体之中并于集体相辅相成，

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经过不断接触磨合，不同个体明确自身定位并建立稳定的情感联系与资源互

换机制[7]。戴静等基于社会支持理论认为孤独感与生活质量之间显著负相关，子女不在身边也增加了老

年人的孤独感[8]；李建新认为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显著正相关[9]。陆杰华和郭芳慈经研究得出目前农村

老龄化基数大，农村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空巢化严重，农村近四成家庭只剩下老年一代独自生活

[10]。因此，农村老年人在生活中需要情感支持，增加个体与集体的情感交流，注重社交生活与休闲娱乐

生活的丰富与多元化。基于此，选取社交生活、休闲娱乐生活作为社区因素的两个条件变量。 

2.2.3. 政府因素与生活质量感知 
社会质量理论提出在社会保障支出视角下要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人们各方面的生活质量以及各种社会

资源获取的公平性与便利性，包括医疗服务提供、环境安全等。近年来农村的人居环境也在不断改善，

公众对于环境的关注度也日益提升。姜茂敏研究认为社会经济保障老年人的幸福感呈现正向影响[11]。目

前关于保障农村老年人权益的多项法律已出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能给予农村老年人养老

保障和就医保障，更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基于此，选取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环境治理、医疗卫

生服务作为政府因素的三个条件变量。 
综上所述，现有的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涉及了个人、家庭、社区、政府等因

素，研究成果丰富，但对于此类研究多为传统回归分析进行的单因素影响研究，因此，本文运用 fsQCA
方法研究不同的影响因素组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的混合影响效应，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以

期为优化我国农村养老工作提供参考。 

3. 研究设计 

3.1. fsQCA 模型简介 

fsQCA，即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是一种借助架构理论和布尔代数运算的案例分析方法。此方

法能够分析多要素与结果的集合关系，适合分析不同因素组合对结果变量产生的影响。 

3.2. 数据说明 

数据来源于中国社科院《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数据库)，从 10,136 份调查问卷中依

据研究目的进行筛选，最终筛选出案例 664 个。依据相关研究，本文采用 95%分位数、5%分位数作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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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隶属、完全不隶属，50%分位数设为交叉点，进而将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的原始数值转化为取值在 0~1
的模糊得分。 

3.3. 变量选取 

在选取变量时，借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12] [13]选取了

3 个一级指标[14] (个人因素、社区因素、政府因素)，中国民生指数由“民生客观指数”和“民生主观指

数”两部分构成，在选取二级指标时在参考文献述评部分的基础之上，借鉴民生指数旨在全面客观地评

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感知，具体借鉴指标为“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再结合 CSS 问卷

内容之后，综合选取了 7 个二级指标(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社交生活、休闲娱乐生活；养老等社会保障

待遇、环境治理、医疗卫生服务)。总体上看，变量选取思路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s for variable selection 
表 1. 变量选取依据 

一级指标分类依据  二级指标依据  

参考文献 14 

个人因素 
参考文献 5、12 教育程度 
参考文献 6、12 经济水平 

社区因素 
参考文献 7、8、9、10、13 社交生活 
参考文献 7、8、9、10、13 休闲娱乐生活 

政府因素 
参考文献 11 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 

参考文献 12、14 环境治理 
参考文献 12 医疗卫生服务 

3.3.1. 结果变量 
结果变量为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CSS 中测项为“请用 1~10 分来表达您对生活的满意度”。其

中，1 分代表非常不满意，10 分代表非常满意。 

3.3.2. 前因变量 
主要包括个人因素、社会因素、政府因素 3 项一级指标。个人因素包括教育程度(JY)、经济水平(JJ) 2

项二级指标；社区因素包括社交生活(SJ)、休闲娱乐生活(XY) 2 项二级指标；政府因素包括养老等社会保障

待遇(YL)、环境治理(HJ)、医疗卫生服务(YW) 3 项二级指标。结果变量和前因变量的具体释义如表 2 所示。 
 
Table 2. Variable assignment 
表 2. 变量赋值情况 

一级条件 二级指标 赋值方式 

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 生活质量感知 1~10，数值越大表明受访老年人对自身生活满意度越高 

个人因素 
教育程度(JY) 1~9，数值越大表明受访老年人学历越高 

经济水平(JJ) 1~5，数值越小表明受访老年人经济状况越好 

社区因素 
社交生活(SJ) 1~10，数值越大表明受访老年人对社交生活满意度越高 

休闲娱乐生活(XY) 1~10，数值越大表明受访老年人对休闲娱乐生活满意度越高 

政府因素 

养老等社会保障待

遇(YL) 1~4，数值越高表明受访老年人对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满意度越高 

环境治理(HJ) 1~4，数值越高表明受访老年人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越高 

医疗卫生服务(YW) 1~4，数值越高表明受访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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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体分析 

4.1. 必要性分析 

Table 3. Necessity analysis 
表 3. 必要性分析 

条件变量 
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 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JY 0.638 0.647 0.663 0.589 

~JY 0.595 0.668 0.602 0.593 

JJ 0.698 0.615 0.829 0.640 

~JJ 0.591 0.797 0.501 0.593 

SJ 0.806 0.820 0.537 0.479 

~SJ 0.488 0.546 0.798 0.783 

XY 0.784 0.758 0.576 0.488 

~XY 0.471 0.559 0.715 0.743 

YL 0.693 0.729 0.628 0.579 

~YL 0.600 0.648 0.706 0.668 

HJ 0.779 0.716 0.698 0.562 

~HJ 0.523 0.664 0.647 0.720 

YW 0.743 0.737 0.656 0.570 

~YW 0.566 0.653 0.697 0.704 
 

必要性检验的目的是验证前因变量是否为结果发生或者不发生的必要条件，依据相关研究[14]，当必

要性一致性分数处于[0.9, 1]时，就认为该前因变量是结果是否发生所具备的必要条件。根据表 3 可知，

结果发生即“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和结果不发生即“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的一致性分

析结果均小于 0.9，因此，不存在单个影响结果是否发生的必要条件，需要进行更深一步的组态分析。 

4.2. 真值表构建 

Table 4. Truth table 
表 4. 真值表 

JY JJ SJ XY YL HJ YW Number 结果变量 一致性 PRI 

1 0 1 1 1 1 1 6 1 0.969 0.916 

0 0 1 1 1 1 1 19 1 0.967 0.911 

0 0 1 1 1 1 0 6 1 0.967 0.885 

1 0 1 1 1 0 1 2 1 0.967 0.877 

1 0 1 1 1 1 0 3 1 0.964 0.877 

0 1 1 1 1 1 1 7 1 0.950 0.872 

0 0 1 1 0 1 1 6 1 0.962 0.868 

1 0 1 1 0 1 1 6 1 0.961 0.867 

1 0 1 1 1 0 0 3 1 0.963 0.860 

0 0 1 1 0 0 1 6 1 0.965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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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0 0 1 1 0 1 0 10 1 0.956 0.842 

0 0 1 1 1 0 0 4 1 0.961 0.839 

1 0 1 1 0 1 0 7 1 0.955 0.839 

1 0 1 1 0 0 0 23 1 0.951 0.820 

0 1 1 1 1 0 1 2 1 0.950 0.818 

0 1 1 1 0 0 1 2 1 0.945 0.806 

0 1 1 1 0 1 1 2 1 0.935 0.806 

1 1 1 1 0 0 1 2 1 0.940 0.790 

0 0 1 1 0 0 0 23 1 0.947 0.789 

0 0 1 0 1 1 1 2 1 0.954 0.759 

0 1 1 1 0 1 0 3 1 0.923 0.745 

0 1 1 1 1 0 0 2 1 0.935 0.737 

1 1 1 1 0 0 0 9 1 0.919 0.728 

1 1 1 1 0 1 0 5 1 0.909 0.713 

0 1 1 1 0 0 0 13 1 0.919 0.712 

1 0 1 0 1 1 1 2 1 0.949 0.706 

0 0 1 0 0 1 1 3 0 0.949 0.685 

0 0 1 0 0 0 1 2 0 0.950 0.647 

0 0 0 1 1 1 1 8 0 0.917 0.574 
1 0 0 1 1 0 0 6 0 0.905 0.479 
0 0 0 1 1 1 0 5 0 0.907 0.464 
0 0 0 0 1 0 0 8 0 0.879 0.357 
1 1 0 1 0 1 0 2 0 0.838 0.316 
0 1 0 0 1 0 0 7 0 0.803 0.235 
0 1 0 0 0 0 0 45 0 0.754 0.202 
1 1 0 0 0 0 0 42 0 0.713 0.154 

 
真值表是进行后续充分性分析的基础，首先在 fsQCA3.0 软件中初步列出所有可能导致结果发生即

“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的组态；其次，对真值表中的一致性阈值、PRI 阈值以及案例数阈值进

行设置，如果不设置阈值，最后纳入分析的只会包含少数案例，会降低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因此依据相

关研究[15]，将一致性阈值、PRI 阈值、案例数阈值依次设置为 0.8、0.7、1，通过 fsQCA3.0 软件筛选出

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具有一定程度充分性的前因条件构型，经过分析发现不存在矛盾组态(矛盾组

态即同一路径能导致结果发生和不发生两种“矛盾”结果)，得到表 4 真值表。 

4.3. 充分性分析 

通过单变量必要性分析后发现，单一变量无法独立解释“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和“低农村

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结果。依据相关研究[15]，导致结果出现的核心条件会在中间解和简约解中同时出

现，中间解中出现的为辅助条件，组态结果为表 5 所示。 
导致“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组态共八个，一致性都呈现较高水平，分别为 0.897、0.912、

0.946、0.922、0.912、0.965、0.938、0.951，解的总体一致性是 0.903，达到较好水平。另外，每一条路

径原覆盖度均高于净覆盖度，说明研究中存在符合多重因果路径的支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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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 a1，a2，a3，a4，a5，a6，a7，a8 都表明：社交生活良好是导致“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

的核心条件。组态 a1、a2、a3、a4、a5、a6、a7 共同表明，在社交生活良好的农村老年人群体中，休闲

娱乐生活的丰富程度也是影响农村老年人对生活质量感知的核心条件。社交生活良好的农村社区，往往

村民居住聚集，交往便利，进而更容易自主产生一些集体休闲娱乐方式，例如棋牌活动、广场舞活动等。

根据地域风俗的差异化，不同的地区也会产生具有地方特色的集体娱乐活动，例如陕西关中地区的秦腔

戏曲活动、锣鼓活动等。在不同的农村社区，一些集体性娱乐活动发起人不同，活动的内容也会有所差

异，例如书画活动、摇火车活动等。在社交生活良好的农村社区，生活氛围亲切融洽，休闲娱乐生活的

丰富使农村老年人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进而使得农村老年人对当下的生活质量更加满意。 
组态 a8 表明：经济状况、社交生活状态、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环境治理水平和医疗卫生服务

状况是导致农村老年人“高生活质量感知”的显著影响因素。组态 a8 的具体含义为当农村老年人经济能

力较好、社交生活状态良好、对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满意度较高、对政府的环境治理水平满意度较高和

对当地农村社区提供的医疗服务水平满意度较高时，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感知程度就会较高。 
 
Table 5. Configuration results of perceived quality of life of senior rural elderly 
表 5. 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组态结果 

变量组合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JY  ○  ○ ● ● ○  

JJ   ○   ○ ● ○ 

SJ ● ● ● ● ● ● ● ● 

XY ● ● ● ● ● ● ●  

YL ○ ○   ○ ●  ● 

HJ   ● ○ ○   ● 

YW ○   ○   ● ● 

一致性 0.897 0.912 0.946 0.922 0.912 0.965 0.938 0.951 

净覆盖度 0.007 0.002 0.007 0.0007 0.002 0.003 0.025 0.031 

原覆盖度 0.371 0.306 0.431 0.247 0.311 0.332 0.332 0.405 

总一致性 0.902 

总覆盖度 0.606 

注：●或●表示该条件存在，○或○表示该条件缺失，“空白”表示组合中该条件可存在可不存在，●或○表示核

心条件，●或○表示边缘条件，下同。 

4.4. 组态的空间分异特征 

分地区讨论的目的在于探究不同地区核心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的差异化影响，如表 6 所

示。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2071


何田 
 

 

DOI: 10.12677/ar.2024.112071 532 老龄化研究 
 

Table 6. Configuration results for different regions 
表 6. 不同地区的组态结果 

变量组合 

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 

东部 中部 西部 

D1a D1b D1c Z1a Z1b X1a X1b 

JY ●     ○ ○ 

JJ  ○ ● ○ ● ● ○ 

SJ ● ● ● ● ● ● ● 

XY ● ● ● ● ● ● ● 

YL ○ ● ○ ○ ○   

HJ  ● ●  ○ ● ● 

YW ○  ● ○ ● ● ○ 

一致性 0.903 0.953 0.909 0.950 0.890 0.891 0.920 

净覆盖度 0.010 0.020 0.003 0.006 0.009 0.059 0.004 

原覆盖度 0.309 0.365 0.313 0.293 0.310 0.345 0.250 

总一致度 0.907 0.899 0.886 

总覆盖度 0.596 0.597 0.510 
 

总体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七条组态共同反映了社交生活、休闲娱乐生活、医疗卫生服务是影

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的核心条件。 
东部地区 D1a、D1b、D1c 三条组态表明：教育程度、环境治理、医疗卫生服务是导致东部农村老年

人生活质量感知高低的核心条件。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化水平高，城乡差距较小，医疗卫生条

件较好，老年人教育程度相对偏高，工业化进程较快，环境问题较为突出，所以东部农村老年人对于生

活质量的感知已经超越经济层面，更加关注生活环境。 
中部地区 Z1a、Z1b 两条组态表明：经济水平是导致中部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高低的核心条件。

中部地区一些农村老年人可以依靠农业生产或家庭式小生意为主要谋生手段，城镇化率属于中等，所以

社交娱乐资源有限、基础医疗保障可能不足。Z1a 组态表明经济水平较差时，社交与休闲的活动达到一

定满意度时，中部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感知会偏高；Z1b 组态表明当经济水平较好、环境治理水平较

差时，社交生活与医疗卫生服务达到一定满意度时，中部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感知会偏高。 
西部地区 X1a、X1b 组态表明与上述总体分析的组态结果一致。西部农村城乡差距大，老年人依赖

农业种植、养殖或是补贴和子女支持生活；普遍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挑战，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相对

匮乏，生活水平较低，养老保障相对薄弱，缺乏娱乐设施。X1b 组态表明西部老年人教育程度偏低、经

济状况较差时，社交生活与休闲娱乐生活达到一定满意程度时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感知就会偏高。 

4.5. 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稳健性检验采取提高案例数阈值的方法。依据相关研究[15]，将案例数阈值从 1 提高到 2，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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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因为将案例数阈值由

1 提高到 2，所以剔除了小于 2 个案例的组态，最后的组态路径与之前的结果相比有所减少。在总样本中，

新得到的组态与之前组态的核心条件基本一致，两个模型的组态关系呈现出子集关系，可以佐证研究结

果是稳健的。 
 
Table 7. Robustness test based on case number threshold adjustment (total sample) 
表 7. 基于案例数阈值调整的稳健性检验(总样本) 

总样本 
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 

变量组合 a1 a2 a3 a4 a5 

JY    ○ ○ 

JJ  ○ ○ ○  

SJ ● ● ● ● ● 

XY ● ● ● ● ● 

YL ○   ○ ● 

HJ   ●  ● 

YW ○ ○   ● 

一致性 0.897 0.947 0.946 0.945 0.944 

净覆盖度 0.045 0.005 0.037 0.001 0.032 

原覆盖度 0.371 0.348 0.431 0.249 0.335 

总一致性 0.907 

总覆盖度 0.561 

 
Table 8. Robustness test based on case number threshold adjustment (subsample) 
表 8. 基于案例数阈值调整的稳健性检验(分样本) 

变量组合 

分样本 
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 

东部 中部 西部 

D1a D1b D1c Z1a Z1c X1a X1b 

JY ● ●   ○ ○ ○ 

JJ  ○ ○ ○ ● ● ○ 

SJ ● ● ● ● ● ● ● 

XY ● ● ● ● ● ● ● 

Y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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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J ○ ● ● ○ ○ ● ● 

YW ○  ● ○ ● ●  

一致性 0.903 0.953 0.909 0.935 0.852 0.891 0.930 

净覆盖度 0.010 0.020 0.003 0.028 0.066 0.059 0.018 

原覆盖度 0.309 0.365 0.313 0.448 0.558 0.345 0.305 

总一致度 0.907 0.829 0.896 

总覆盖度 0.596 0.711 0.491 
 

在分样本的稳健性检验中，将案例数由 1 提高为 2，组态结果与原不同地区的组态结果基本一致，

如表 8 所示，可以再次说明组态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5. 讨论 

采用 fsQCA 方法探索前因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

知均值为 7.37，总体处于较好水平。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是评估社会福祉和关怀程度的重要指标。

研究方面，质性研究探讨了社交生活与休闲娱乐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深刻影响。这些研究关注老年

人社交网络的建立，家庭和社区活动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以及休闲娱乐活动对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 
从量性研究角度，学者们从老年人的角度、家庭支持、社区服务以及政府政策等方面对老年人生活

质量的影响。这些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交网络和积极的休闲娱乐活动与老年人更高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

度密切相关。 
这些研究为深入了解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感知提供了洞察力。同时，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评

估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更为复杂，需要综合考虑个人、社区、政府等多个方面的因素。 
基于全国整体层面的研究证实了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的因素多重并发，包括个人因素影响；

公众感知到的社区层面存在的社交、休闲娱乐等因素；以及政府层面承担的环境责任与老年人的社会保

障政策等。分区域视角的异质性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地区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的因素不尽相

同。其中，东部主导条件为教育程度、环境治理；中部为经济水平；西部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程度与经济

水平。各地要关注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影响的核心因素，实施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针对

性对策。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中一项至关重要的考量。未来，要实现 2035 年美丽乡村、

美丽中国的目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成为农村发展中的核心关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下，农村

老年人的幸福感与生活质量需要被纳入治理政策的首要目标和重中之重。政策层面应以提升老年人社交

生活、休闲娱乐等为核心，确保他们在乡村振兴中同享美好生活。 
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特别是充分发挥老年人自身、党员等群体的积极作用，鼓励他们参与社区建设、

环境保护等活动，形成全社会关注农村老年人生活的浓厚氛围。不同地区需因地制宜，采取符合当地实际

的治理方法，充分考虑农村老年人的需求和特点，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和服务[16]。提高农村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不仅是乡村振兴中的一项基础工程，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农村具体实践的关键一环。 

6. 结论 

在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感知的核心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社交生活和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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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政府在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时，应该特别强调社交与文娱生活的改善，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幸

福感。 
首先，政府在农村老年人生活有关政策的制定中，需将社交与文娱活动纳入考虑范围。政府可组建

老年人协会、志愿服务队等组织，通过开展各类社交、文化、体育活动，丰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为了

支持这一工作，可以设置专项资金，用于组织文娱活动、购置设备、提供场地等，以持续改善农村老年

人的社交与文娱生活。 
其次，针对不同地区的差异化情况，政府应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在东部地区，可通过举办多样性

的文化活动以适应东部地区老年人不同方面的文化诉求，重点在解决环境治理问题上，政府应牵头开展

治理工作，并建立更广泛、有效的居民问题反馈渠道，确保老年人的生活环境更加清洁和健康。中部地

区则应关注提高老年人的经济水平，通过开展经济扶贫措施，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同时，继

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村居中推进各类活动，为老年人提供更便利的生活条件和更好的社区环

境。而在西部地区，政府需着力解决相对落后的教育程度与经济水平问题，制定并实施农村老年人教育

提升计划，包括提供成人教育、文化培训和技能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和适应能力。推动农村老

年人参与产业发展，提供适应老年人能力的就业机会。在农村医疗服务水平方面，可以建立持证上岗的

农村护理员制度，形成以村医为主、护理员为辅的医疗服务团队[17]。确保老年人能够享有基本的养老保

障和医疗服务，减轻经济负担。鼓励和支持农村社区自发组织各种休闲娱乐活动，如社区内的亲子教育、

技能传承等，加强不同年龄层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另外可利用多种媒体手段，如广播、电视、社区讲座

等，向老年人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和环保知识。 
总体而言，政府在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工作中，不仅要关注物质环境的改善，更要注重社交

与文娱生活的提升。通过组织各类活动，提高老年人的社交圈层，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社区，从而全面

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这一策略不仅有助于社会的整体进步，也能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生

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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