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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养老保险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居民的福利保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互动、养

老责任认知成为影响居民参与养老保险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基本养老保险政策逐步推行的过程中，社

会互动及养老责任认知是如何在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中产生影响？本文从社会互动论视角出发，以

CGSS 2021年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Logit模型，探讨社会互动与养老责任认知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行为的影响，研究显示：社会互动和养老责任认知均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社会互动

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信息交流机会，进而提高居民参保的积极性。秉持现代养老责任观念的居民能够

意识到购买养老保险的重要性，因而他们更有可能主动选择购买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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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pension insurance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welfare se-
curity of Chinese resident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gnition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have becom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pension insurance. Then, in the process of 
the gradual implementation of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policy, how do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g-
nition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have an impact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pension 
insur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CGSS 2021 data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establishes Logit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g-
nition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pension insurance. The re-
search shows: Both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gnition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sidents’ behavior of participating in pension insurance. Social interaction can provide 
residents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thus improve their enthusiasm 
to participate in insurance. Residents who adhere to the modern concept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can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buying pension insurance, so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o buy 
pension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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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全球大多数国家已经或正在面临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相较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老龄化程

度和增长速度将明显更高。《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中指出，我国将面临日益严重的老龄化

问题。“十三五”期间，60 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将持续增长，并在 2021~2030 年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到

2030 年，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约 25%，在这其中，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总量也将会越来越多[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养老保险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居

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是养老保障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评价国家社会保障政策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有

学者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着劳动力市场和养老保险领域等多方面的影响和挑战，这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2]。近年来，由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信任度下降等原

因，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使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率达到 95%，但当前的养老保险参保率与规划中的目标仍有一定的差距[3]。因此，提高养老保险参保率、

解决劳动力市场和养老保险领域的问题，是我国未来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 

2. 文献综述 

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提高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对于完善我国的社会

保障体系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研究的探讨重点多关注于个体禀赋、家庭禀赋、

社会信任与社会公平感知对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研究等，一般从两个维度出发，第一个维度基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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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个体属性特征与家庭禀赋要素进行参保行为影响分析，试图解答“个体属性特征与家庭禀赋因素如何

影响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的问题；第二个维度基于社会信任与社会公平感知要素与养老保险参

与进行阐释，试图回应“社会信任与社会公平感因素如何影响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问题，但是未

能解答“社会互动、养老责任认知对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影响”的问题。性别、受教育水平、家

庭经济状况与自评健康等个体特征与家庭经济因素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与影响显著[4]。通过对中西部 7 个

省份(市)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年龄与参保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5]。然而，有学者表明参保行

为和年龄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倒 U 型曲线[6]。也有学者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从社会公平、机

会公平、执法公正和结果公平的感知视角来分析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7]。社会信任程度对

农民参加新农保有重要影响，农民对村干部和社保政策的信任程度越高，其参与新农保的热情也就越高

[8]。 
诚然，学界对于农村居民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方面研究较多，但是综合城镇与农村

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研究较少，且较少从社会互动理论与养老责任认知理论视角出发来研究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既有研究多关于社会互动对家庭金融资产与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学

界提出“社会互动论”旨在研究社会互动对于个人金融决策行为的影响。社会互动论认为，群体行为与

社会进程都建立在社会性行为的基础上，群体意愿或行为与个体意愿或行为之间相互影响[9]。社会互动

对家庭参与股票市场、风险资产投资等行为有积极的影响[10]，对家庭理财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渠

道，即内生互动和情景互动[11]。社会互动有助于提升居民对商业医疗保险的主观满意程度，且存在着“跟

进效应”，进而影响居民对商业医疗保险的选择[12]。亦有研究显示有更多社会互动行为的家庭更少地参

与商业医疗保险[13]。本文而言，社会互动是指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个体之间通过交流、合作、竞争等方

式建立起相互作用的情境。在养老保险参保行为方面，社会互动可能对参保意愿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社会互动越多的居民，可以迅速获取大量养老保险的信息，当朋友对养老保险参保都持有正面观点时，

通过与朋友的互动能够让居民意识到养老保险的重要性，就会更加倾向于购买养老保险，反之亦然。因

此，研究社会互动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有助于深入了解社会关系对个体购买行为的影响机

制。根据文献综述与社会互动理论分析可以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H1：社会互动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存在显著影响，社会互动越多的居民，参加养老保

险的积极性越高。 
养老责任认知是指人们基于某种客观信息，对“应当由谁来照顾老人”这一问题的看法、态度和判

断[14]。学术界中养老责任认知对养老服务购买意愿、养老方式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研究较多，然而鲜

有学者采用养老责任认知视角研究居民参与养老保险的情况。老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对其购买养老服务

的意愿产生显著影响。那些倾向于认同社会化多元养老责任的老年人更愿意购买养老服务[15]。农村中年

居民的养老责任认知不同，会影响他们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农村居民的养老独立性越高、社会参与和

社会支持意识越强，则其对社会化养老的认同感越强[16]。养老责任认知是影响居民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

情景互动能够促使居民接受养老自理的观念，从而推动其购买商业养老保险[17]。一般而言，养老责任认

知是指个体对自己在养老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的认知和理解，这种认知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本文用

传统养老观念和现代养老观念来衡量养老责任认知这一概念，传统养老观念是指以政府和子女负责的认

知状态，现代养老观念是指养老责任以老年人自己为主，政府、子女、老人均摊的认知状态，秉持现代

养老观念的居民，愈加重视自己在养老中的责任，会更愿意购买养老保险。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 H2：养老责任认知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存在显著影响，秉持现代养老责任观念的居民，

购买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大。 
社会互动和养老责任认知对居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学术界尚未从这两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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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它们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社会互动和养老责任认知两个因素，通过实

证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它们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并比较它们在影响居民参保行为方

面的效果差异。该研究旨在为提高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3. 数据和变量 

3.1. 数据来源 

围绕研究问题，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21 年发布的调查

数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和分层抽样设计，涵盖了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478 个村居。问卷设计科学、

规范，并且数据的收集和录入过程经过了严格的操作。所收集的数据资料包括社会人口属性、养老保险

参与情况以及公平感知情况，与本研究的主题高度契合。该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里共包含 700 个

变量，在全国范围内共收集到 8148 份有效样本，运用 stata15.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对与研究议题无关

的样本进行了处理，同时，在对关键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进行剔除后，最终选取 6087 个样本进行实证分

析，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一步骤的执行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可信，并有助于提高对养老保险

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深入理解。 

3.2. 变量说明与变量赋值 

3.2.1. 被解释变量 
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居民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将 CGSS 问卷中“城市、农村基

本养老保险”定义为社会养老保险，选择问卷中“您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的答案用来对居

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进行度量，将“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赋值为 1，“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赋值为 0。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互动与养老责任认知，本文选择 CGSS 问卷中“请问您与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

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牌等)的频繁程度是？”衡量居民的社会互动情况。按照居民的社

会互动频繁程度依次赋值为 1~6：几乎每天 = 1，一周 1 到 2 次 = 2，一个月几次 = 3，大约一个月 1 次 
= 4，一年几次 = 5，一年 1 次或更少 = 6，1~6 表示频繁程度逐渐降低。关于养老责任认知，选择问题

“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衡量养老责任认知情况。以政府和子女负责的认知

状态属于传统养老观念，以老人自己负责为主，以及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的为现代养老观念。 

3.2.3. 控制变量 
既有研究表明，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还受到个人特征和经济禀赋因素的影响，为降低结果偏误，将

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社会信任、社会医疗保险等影响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

为的因素纳入到控制变量中。剔除控制变量的无效样本，设定受访者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 = 1，女性 = 
0。受访者年龄为连续变量，按实际年龄取值。政治面貌为虚拟变量，共产党员 = 1，非共产党员 = 0。
宗教信仰为虚拟变量，信仰宗教 = 1，不信仰宗教 = 0。受教育程度属于分类变量，小学及以下 = 1，初

高中 = 2，中专、技校、大专 = 3，大学本科及以上 = 4。社会信任为连续变量，分别赋值为 1~5，分值

越高，社会信任度越高。本文将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定义为社会医疗

保险，分别采用是否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参加 = 1，未参加 = 0)、是否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参加 = 1，未参

加 = 0)、是否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参加 = 1，未参加 = 0)，用于研究社会互动与养老责任认知对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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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变量赋值 
以下为本文的主要变量赋值情况，如表 1 变量与赋值所示： 

 
Table 1. Variables and assignments      
表 1. 变量与赋值 

变量 赋值 

因变量 社会养老保险 虚拟变量 参加 = 1，没有参加 = 0 

自变量 
社会互动 连续变量 1~6，数值越大，社会互动频率越低 

养老责任认知 虚拟变量 现代观念 = 1，传统观念 = 0 

控制变量 

性别 虚拟变量 男 = 1，女 = 0 

年龄 连续变量 按实际年龄整数取值 

政治面貌 虚拟变量 共产党员 = 1，非共产党员 = 0 

宗教信仰 虚拟变量 信仰宗教 = 1，不信仰宗教 = 0 

受教育程度 分类变量 小学及以下 = 1，初高中 = 2，中、大专 = 3， 
大学本科及以上 = 4 

社会信任 连续变量 1~5，数值越大，信任程度越高 

社会医疗保险 虚拟变量 参加 = 1，没有参加 = 0 

商业养老保险 虚拟变量 参加 = 1，没有参加 = 0 

商业医疗保险 虚拟变量 参加 = 1，没有参加 = 0 

4. 实证分析 

4.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有效样本中，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为 72.3%。描述性统计数据如表 2 所示，全样本中受访者的平

均年龄约为 51.6 岁，男性占比 47.2%。政治面貌为共产党员的受访者占比 12.9%，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

占比 67.5%。95%的受访者拥有社会医疗保险，80.2%的人参加了商业养老保险，15.7%的受访者购买了

商业医疗保险。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rimary variables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参加养老保险 未参加养老保险 全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社会互动 3.61528 1.60275 3.383659 1.529216 3.55101 1.585959 

养老责任认知 2.639836 1.003462 2.570752 0.9680302 2.620667 0.9941598 

性别 0.4834015 0.4997812 0.4428656 0.496872 0.4721538 0.499265 

年龄 54.71351 15.75866 43.35938 18.57476 51.563 17.34823 

政治面貌 0.1527967 0.3598324 0.0686797 0.2529836 0.1294562 0.3357318 

宗教信仰 0.0652569 0.2470068 0.0734162 0.2608957 0.0675209 0.2509426 

受教育程度 2.149159 0.9792191 2.26643 1.018812 2.181699 0.991671 

社会信任 3.673488 0.956779 3.564239 0.9672603 3.643174 0.9608654 

社会医疗保险 0.9745339 0.1575539 0.8691533 0.3373324 0.9452932 0.2274256 

商业养老保险 0.0936789 0.2914147 0.044997 0.207359 0.0801709 0.2715798 

商业医疗保险 0.1623465 0.3688103 0.1438721 0.351064 0.1572203 0.364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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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养老保险参与情况的描述性统计来看：受访者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性别占比差异不大，参保者的平均

年龄约为 54.7 岁，未参保者的平均年龄约为 43.3 岁，参保者的年龄大于未参保者。从政治面貌来看，参保

者的党员比例有 15.3%，未参保者的党员比例为 6.9%，参保者的党员比例明显高于未参保者。从社会医疗

保险来看，参保者约有 97.5%有社会医疗保险，未参保者约有 86.9%没有社会医疗保险，参保者的社会医疗

保险参保情况高于未参保者。从商业养老保险来看，参保者约有 9.4%有商业养老保险，未参保者约有 4.5%
没有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者与未参保者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占比偏低，参保者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保情况略高

于未参保者。在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信任与商业医疗保险的情况上，参保者与未参保者之间差异不大。 

4.2. 社会互动与养老责任认知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分析 

居民是否参与养老保险是二分类虚拟变量，因此使用 Logit 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表 3 显示了 Logit
回归结果：模型 1 仅表示控制变量对居民养老参保行为的影响；模型 2 表示社会互动对居民养老保险参

保行为的影响；模型 3 表示养老责任认知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模型 4 表示社会互动与养老

责任认知两个变量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 
 
Table 3. Logit regression model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gnition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pension insurance      
表 3. 社会互动、养老责任认知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与的 Logit 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性别 0.057 0.059 0.070 0.072 

 (0.063) (0.063) (0.063) (0.063) 
年龄 0.053*** 0.052*** 0.053*** 0.052*** 

 (0.002) (0.002) (0.002) (0.002) 
政治面貌 0.368** 0.366** 0.371** 0.369** 

 (0.117) (0.117) (0.117) (0.117) 
宗教信仰 −0.197 −0.200 −0.188 −0.191 

 (0.123) (0.123) (0.123) (0.124) 
受教育程度 0.267*** 0.272*** 0.249*** 0.254*** 

 (0.040) (0.041) (0.041) (0.041) 
社会信任 0.007 0.011 0.008 0.012 

 (0.033) (0.033) (0.033) (0.033) 
社会医疗保险 1.978*** 1.985*** 1.975*** 1.983*** 

 (0.133) (0.133) (0.133) (0.133) 
商业养老保险 0.832*** 0.842*** 0.832*** 0.843*** 

 (0.156) (0.156) (0.156) (0.156) 
商业医疗保险 0.100 0.101 0.091 0.093 

 (0.102) (0.103) (0.103) (0.103) 
社会互动  0.060**  0.059** 

  (0.021)  (0.021) 
养老责任认知   0.088** 0.087** 

   (0.033) (0.033) 
N 6087 6087 6087 6087 

LR chi2 956.01 964.47 963.27 971.53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2 0.1330 0.1342 0.1340 0.1351 

注：*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括号内为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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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 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中，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养老

保险的参保情况，都会对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选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一，年龄：年龄越大的

居民越倾向于选择参加养老保险，这是由于年龄的增长会让他们去预测和考虑未来的养老问题；第二，

政治面貌：共产党员购买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要高于非共产党员；第三，受教育程度：居民受教育程度越

高，参与养老保险的主动性越高；第四，医疗保险参保：参加了医疗保险的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

越高；第五，商业养老保险：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居民，参与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大。性别、社会信任、

商业医疗保险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有正向影响，但均不显著；宗教信仰对于居民参加养老保险有负

向影响，但也不显著。 
模型 2 加入了社会互动这一自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互动变量的系数为正，且对于居民养老保

险参保行为在 5%的水平上呈现出显著的影响，即证实了 H1 的假设，社会互动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

存在显著影响，与朋友进行社会互动越多的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越高。首先，社会互动可以影

响居民的态度和信念。如果居民身边的人都持有参加居民养老保险的正面观点，并且愿意分享参保的经

验，那么居民就更容易形成积极的参保态度和信念。其次，与朋友进行互动可以让居民得到有益的信息

和建议。在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的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制度规定和操作流程，通过互动居民能够得

到身边的人提供的合理、准确的信息和建议，那么其参保意愿和参保决策就会更明智、更稳妥。最后，

社会互动可以产生群体效应。如果居民的朋友都已经参加了居民养老保险，那么居民很可能也会跟随他

们的步伐一起参保。这种群体效应可以对居民个体的参保行为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社会互动是

影响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加强社会互动、提高养老保险知晓度和参与度等措施，

可以更好地促进个体参加居民养老保险。 
模型 3 加入了养老责任认知这一自变量，结果显示，养老责任认知对于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在 5%

的水平上呈现出正向显著影响，即假设 H2 得到了验证，养老责任认知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有显著

影响，秉持现代养老责任观念的居民，购买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大。持现代养老观念的居民有积极的养

老观念和意识，更加认识到自己在养老中的责任和义务，其会更加重视养老保障措施的重要性，并主动

参与其中。同时，养老责任认知还有助于改变居民个体对于养老保险的看法。对于认为养老责任主要由

政府或子女来承担的居民来说，养老保险被看作一项理所当然的权利，缺乏充分的认知和理解，并且参

加养老保险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风险，然而，对于秉持现代养老责任认知的居民来

说，他们认为要以自己负责为主，政府、子女、居民一起均摊以降低养老风险，就会有更加积极的参保

态度。因此，养老责任认知是影响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加强养老责任教育、提

高居民个体对养老保险的认知度等措施，可以更好地促进居民参加养老保险。 
模型 4 加入了社会互动与养老责任认知两个自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互动和养老责任认知对于

居民参加养老保险行为在 5%的水平上均存在正向显著作用，即同时检验了 H1 与 H2 的研究假设。社会

互动和养老责任认知是影响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并可以

相互影响。一方面，社会互动可以对养老责任认知产生影响。社会互动可以为养老责任认知提供更真实、

可信的信息和反馈，帮助个体更全面、科学地认识到自己在养老中的责任和义务，并形成更加积极的参

保态度。通过与社会群体的互动，居民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到自己在养老中的责任和义务，进而形成更加

积极的养老观念和意识，从而促进养老责任认知的凸显。另一方面，养老责任认知也可以对社会互动产

生影响。在养老责任的驱动下，居民更有可能主动参与社会互动，分享养老经验，提供有益的信息和建

议，进而使得社会互动更加顺畅、有效。此外，养老责任认知也可以有效促进社会互动的开展，为整个

社会营造更加积极向上的参保氛围。因此，通过加强社会互动、提升养老责任认知度等措施，可以更好

地促进个体参加居民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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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稳健性检验 

社会互动与养老责任认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购买意愿，虽然引入了一些控制变

量，但是也可能会遗漏掉其他影响居民参与养老保险行为的关键变量，则可能导致回归结果的内生性问

题。因此，本研究采用了更换模型的方式，来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在进行回归分析时，使用

Probit 模型来替代原来的 Logit 模型，两种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4：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based on Probit model      
表 4. 基于 Probit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Logit 模型 Probit 模型 

性别 0.072 0.039 

 (0.063) (0.037) 

年龄 0.052*** 0.029*** 

 (0.002) (0.001) 

政治面貌 0.369** 0.197** 

 (0.117) (0.065) 

宗教信仰 −0.191 −0.110 

 (0.124) (0.072) 

受教育程度 0.254*** 0.147*** 

 (0.041) (0.024) 

社会信任 0.012 0.010 

 (0.033) (0.019) 

医疗保险 1.983*** 1.158*** 

 (0.133) (0.076) 

商业养老保险 0.843*** 0.454*** 

 (0.156) (0.086) 

商业医疗保险 0.093 0.072 

 (0.103) (0.061) 

社会互动 0.059** 0.034** 

 (0.021) (0.012)  

养老责任认知 0.087** 0.050** 

 (0.033) (0.019) 

N 6087 6087 

注：*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括号内为参照组。 
 

从表 4 可以看出，使用不同的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得到的系数估计值并没有显著差异，多重共线性

问题也不存在。对比分析模型 5 和模型 6 与原模型，可以发现，社会互动与养老责任认知对于居民养老

保险参保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并在 5%的水平上呈现出一致性的结果。这说明在考虑社会互动与养老责任

认知因素时，我们的回归结果是可靠的，并且这两个因素在推动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本研究的回归结果是相对稳健的，即基于 L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同时，使

用不同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增强我们估计结果的可信度和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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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异质性检验 

为了探究社会互动和养老责任认知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下面根据受访

者的年龄特征，将样本分为青年组和中老年组，进行分组研究。 
 
Table 5.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ension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on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in a full 
sample based on age groups      
表 5. 基于年龄分组的全样本社会互动与养老责任认知对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青年  中老年  

社会互动 0.180***  0.000  

 (0.034)  (0.025)  

养老责任认知  0.100*  0.090* 

  (0.046)  (0.045)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111*** −1.594*** −1.273*** −1.464*** 

 (0.326) (0.310) (0.260) (0.259) 

Pseudo R2 0.0766 0.0690 0.0625 0.0636 

观测值 2332 2332 3755 3755 

注：*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括号内为参照组。 
 

如表 5 异质性分析所示，表 5 (1)至(4)列按照年龄进行分组，本文受访者年龄均在 18 岁及以上，将

18~45 岁的受访者定义为青年组，46 岁及以上为中老年组。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社会互动与养老责任

认知对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互动对于青年居民参与养老保险的促进作用更大，

青年居民社会互动较多，交往中也更容易接受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其次，社会互动则可以提供相关信息

和支持，增强其参与养老保险的意愿和决心。中老年人参与社会互动对于其养老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可

能相较于青年更小，这是因为中老年人的生活经验更加丰富，养老保险对其而言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认知

和意识，因此，中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参与情况不太会受到社会参与的影响。养老责任认知对于青年和中

老年居民参与养老保险的促进作用大致相同，可能是因为养老责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价值观念，不

仅仅局限于某一年龄层，它在整个人生过程中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无论是青年人还是中老年人，都需

要认识到自己未来可能面临养老问题，并且需要为此做好充分准备，如参加养老保险等。 

5. 结论 

5.1. 研究结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蔓延，养老保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未来的银发浪潮将会对社会、家庭和

个人带来巨大的挑战，而参与养老保险是规避风险，实现安全、稳定、幸福养老生活的必要手段之一。

因此，做好养老规划、提高参保率已成为当今时代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认识到自身

未来可能面临的养老风险，并在年轻时建立充足的养老储备，同时了解和熟悉养老保险的政策、种类以

及参与条件等，制定合理的养老保障计划，做好养老金的补充和搭配，提高自身的养老保障水平。 
本文采用 Logit 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了社会互动与养老责任认知如何影响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行

为。研究发现，社会互动对我国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与存在显著影响。社会互动越多，居民参与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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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越高。因为社会互动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信息交流，身边群体的参保行为也会影响居民养老

保险的购买意愿。同时，养老责任认知对我国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也具有显著影响，秉持现代养老责

任观念的居民，即依靠自身或政府、子女与自身共同均摊的养老观念，购买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大。随

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养老观念也受到了冲击。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子女是养老的依靠，而不必过多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但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快速推进和人口结构的转变，子女无法完全承担起养老责任，而更多的人意识到养老保险的重要性，开

始购买各种养老保险产品，一些人还会选择参加养老社区，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分享养老生活中

的欢乐和快乐。 
随着人们对养老保障需求的增加和认知的提高，养老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养老保障方式，将会得到

更加广泛的认知和应用。因此，建立养老金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老年人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与养老金制度，以提供广大群众更加丰富、全面、可靠

的养老保障服务。在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应该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特别是针对城镇灵活就业

流动人口的保险覆盖。这些流动人口由于缺乏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无法像传统职工一样直接参加企

业年金或社保计划。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式，为城镇灵活就业流动人口提供更加

全面和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以确保他们在退休时能够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同时，我们也需要社会组织

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渠道和影响力，建立志愿者服务体系，组织和推

广各类养老保险活动，为灵活就业人口提供养老保险咨询和帮助。而企业则可以加强与政府和其他社会

机构等的合作，共同宣传养老保险的重要性，提高公众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推

动养老保险参保率的提高，以实现落实全民养老保险的目标。诚然，养老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社会组

织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大家的合作与努力，我们才能建立起全民养老保障体系，为

老年人提供更加幸福、安定的生活。 

5.2. 不足之处与展望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对于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定义较为简单，可能无法完全涵盖

所有相关因素的复杂性。未能深入考虑个体的动机、态度以及对保险制度的认知等方面的影响。其次，

本研究并未将一些重要的变量纳入研究范围，例如家庭收入、婚姻状况和职业等因素。这些因素在居民

参保行为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未考虑这些变量可能导致研究结果过于简化，无法全面解释居民参保行

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最后，本研究仅仅对各项因素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简单分析，

缺乏对相互之间的关联和交互作用的深入探究。这可能限制了我们对于影响居民参保行为的因素的全面

理解，以及对不同因素之间复杂关系的把握。因此，为深入分析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在以后的研究

中可采用更严谨的研究方法，将多个变量纳入考虑并建立数学模型，以揭示各项因素对居民参保行为的

影响程度和相关关系。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考虑采用更全面、更直接的数据来源，如通过问卷调查、

访谈等方式，收集大量的数据并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养老保险参保的意义和价值，

了解市场需求和公众认知，注重推广和宣传工作，促进居民参与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只有通过深入、全

面的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引导居民参与养老保险，提高养老保险体系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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