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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生活幸福与养老模式研究 ( 专题讨论)

编者按: 中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据有关部门预测，到 2035 年老年人口将达到 4 亿人，失能、半失

能的老人数量会进一步增多。在这种社会发展形势下，如何使老年人生活得健康幸福，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

所医、住有所居、困有所帮，有尊严、有品质地度过自己的老年生活，就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本期所刊发的四篇文章将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期望能对完善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养老

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产生帮助作用。

社会资本、身心健康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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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CGSS2012 年的数据，考察了社会资本、身心健康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逻辑斯蒂回

归分析表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在社会资本因子中，社会信任对老年人

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同时公共事务讨论因子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公共事务参与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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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以来，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快速增长。
根据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60
岁以上的人口数量达到了 1．7 亿，占全国总人口

的 8．87%，比 2000 年的统计数据上升了 2．93 个百

分点，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老

龄化进程表现出“两高两大”的基本特征，即高

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1］，人口结构的老龄化

使得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

题。近年来，国内关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日益增多。与现有的研究不同，本文打算把社会

资本和身心健康的指标放在一起，同时考察它们

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比较城乡样本的

异同。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幸福感主要分为客观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

( 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 SWB) 。不同学者对

主观幸福感含义的界定有不同认识。一些研究者

在认知层面上对幸福感进行解释，认为幸福感是

依据自己所持的准则对自身的生活质量的总体评

价( Shin ＆ Johnson，1978; Diener，2000) ［2］; 另一

些研究者则在情感层面，将幸福感定义为一个人

对自己当前的幸福状况的评价［3］。本研究主要分

析基于情感体验的个人主观幸福感，指的是人们

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反映和总体满意度，与人们自

身的价值取向和需求密切相关［4］［5］。
关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发现，个体的

积极情感从 20 岁到 80 岁呈下降趋势［6］，这是因

为老年人往往身体状况较差，面临“老、病、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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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较大，所以 SWB 较低。但是有一些研究指

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不但不会

下降，反 而 有 升 高 的 趋 势，并 且 保 持 稳 定［7］。
Easterlin 指出，老年人生活压力较低，期望较低，

更容易得到满足［8］，因此，老年人的幸福感并不

会太低。那么，在中国社会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的情况到底如何? 许加明指出，高龄老年人的

SWB 显著低于低年龄老年人［9］。陈彤在针对西

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调查中发现，60－69 岁年

龄段的老人男性得分显著低于女性，而在 80－84
岁年龄段的老人男性得分显著高于女性［10］。王

枫和王福兴等人在 2010 年针对文化程度与老年

人 SWB 关系所做的研究发现，文化程度与 SWB
呈正相关，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老年人在 SWB

上的得分要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人［11］。但

是，杨贵芳等人在 2011 年的研究却发现，文化程

度与 SWB 呈负相关，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

SWB 越低［12］。学术界针对性别、年龄和教育程

度这三点因素对老年人 SWB 的影响尚未达成一

致，仍存在一定的争议，部分研究表明年龄、性别

和教育方式对老年人 SWB 的影响并未存在显著

性［11］［13］［14］，因此，这三个影响因素 对 老 年 人

SWB 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分析和探究。
老年人随着生理变化、经济地位的变化以及

社会角色的转变，造成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感的下

降。经济收入是影响老年人 SWB 的物质基础，多

数的研究表明，经济因素对老年人的 SWB 影响显

著，有工作的、经济状况较好的老年人 SWB 较

高［15］。但是，当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

的幸 福 感 更 多 是 受 到 非 经 济 因 素 的 影 响。
Bjrnskov 在其研究中指出，社会资本是分析幸福

感高低的重要解释因子［16］。帕特南指出: “没有

哪个领域能像健康和幸福感那样更好地体现社会

交往的重要性。”［17］Bjrnskov 通过对 1983—1998
年的英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社会资本与幸福感

的关系，他指出，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提

升作用主要依赖于社会信任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

驱动作用［18］。Sarracino 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

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中的作用不同。在低收入

国家中，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都会增进幸福

感，但是在高收入国家中，只有非正式的社会交往

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同时社会信任只对高收入

国家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19］。Ｒodriguez －
Pose 和 von Berlepsch 通过对欧洲 25 个国家的

48 583名受访者的调查发现，社会资本对幸福感

的影响深刻，其中非正式的社会交往、普遍信任和

制度信任是关键影响因素［20］。社会交往是一种

非家庭成员的支持( as a source of benefits through

extra－familiar networks) ，通过参加社会交往形成

的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这种

网络中的互动渗透着信任，个人在这个网络中获

得身份后，通过这个身份获得资源［21］。身份作

为一种资产，有利于发展“横向网络”。因此，社

会活动的参与也是增加人际信任的一个重要途

径，Helliwell 等的研究认为，人际信任能提高人们

的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感。老年人的社会交往主要

来源于参与社会团体和休闲、锻炼群体。老年人

在社会团体活动中，与同伴群体的交往、建立信任

关系使他们建立充实感、成就感和归属感，较少体

验孤独感，有较高的 SWB［22］［23］［24］。研究表明，

社会活动的参与以及与他人的交往都对个人心理

健康形成重要影响，社会交往的缺失容易造成老

年人 SWB 的下降。

另一方面，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健康与老年

人的 SWB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老年人的健康

状况越 好，SWB 越 强［13］［14］［25］［26］。这 里 的 健

康包括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心理

健康和主观幸福感采用的都是主观自我报告形

式，个体的认知倾向和性格特质会对问题做出不

同的回答［27］。研究发现，老年人 SWB 与心理健

康存在显著相关，在结构上存在较好的关联［28］。
“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身体健康状况也

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李艳玲等发现，老年

人的幸福感与良好睡眠有直接相关［29］。在国外

大量研究中可以发现，当一个人身体较健康时，他

更能体 验 到 生 活 的 快 乐，主 观 幸 福 感 也 比 较

高［30］。
从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出，现有的研究在探

讨老年人幸福感的时候，或多或少探讨了社会资

本和身心健康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这

些研究没有同时从社会资本和身心健康的角度研

究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现有的研究不同，本

项研究打算同时从社会资本和身心健康的角度研

究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也就是说，我们将在同

一个模型中放入社会资本和身心健康的变量，看

它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既然社会资本

和健康都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那

么，在相互控制了社会资本和健康的指标之后，社

会资本和健康各自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又

有多大变化? 这是本项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也

是本文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地方。
本项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城乡老年人放在

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将城乡老

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分开探讨［31］［32］［33］［34］［35］［36］。

总体而言，中国老年人 SWB 整体上处于中等偏下

水平，呈现城市高农村低的趋势，农村老年人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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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差，缺乏养老经济保障，其生活质量和

SWB 都不如城镇老人［37］［38］。同时，中国老年人

的情感体验不如国外老年人丰富，他们拥有较多

的正负情感体验［39］。但是，中国的城镇地区和

农村地区受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情

况、文化观念存在较大的差异，将老年人作为一个

整体进行研究，忽略了处于不同地区以及文化环

境中，老年人与老年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假

定影响因素对所有老年人的边际影响是相同的假

设，存在一定偏误。虽然部分研究考虑到了中国

城镇和农村的高度异质性，但是也仅仅是将视角

局限于城镇或农村，将它们作为分开的两部分讨

论，没有将两者整合在同一个框架下。

因此，本研究首先将城乡老年人幸福感问题

作为研究主题，探究当今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的现状和问题，再将城镇和农村老年人作为两个

独立样本，对比两者在主观幸福感中的差异。

二、数据与变量的测量

本项研究的数据来自 2012 年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2) ，

总样本是 11 785 人。本研究只选取年龄在 60 岁

以上的样本，共 3 251 人。其中，70 岁以上老年人

占 42．8%。男性 1 768 人，占 54．4%，女性1 483
人，占 45． 6%。城镇居民占 47． 7%，农村居民占

52．3%。以下我们将分别说明作为本次研究因变

量的主观幸福感、作为主要预测变量的健康和其

他控制变量。
( 一)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SWB) 是一种主观感受，没有客

观标准，所以测量起来较为困难，现在通常采用的

测量方法是自陈量表法，即通过问卷设置问题来

获得。同时，自评的健康状况比实际的健康状况

对 SWB 的影响更大［40］。本研究中主观幸福感取

自于问卷中的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

否幸福?”回答分别为: ( 1) 非常不幸福; ( 2) 比较

不幸福; ( 3)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 4) 比较幸福;

( 5) 非常幸福。主观幸福感是定序变量，以此为

因变量，通常的做法是建立定序逻辑斯蒂回归，但

其前提是平行性检验不显著。由于无法满足这一

条件，我们将这一定序变量进行重新编码为二分

变量，其中，( 1) ( 2) ( 3) 编码为“不幸福”，赋值为

0; ( 4) ( 5) 编码为“幸福”，赋值为 1。我们以重新

编码后的二分变量作为因变量建立二元逻辑斯蒂

回归。
如表 1 所示，中国老年人的幸福感状况总体

上较为良好，感觉到“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

分别占据了 18．2%和 58．9%，而认为“非常不幸

福”和“比较不幸福”的仅仅占了 1．4%和 7．2%，由

此可见，中国大部分老年人主观体会着比较高的

幸福感。

表 1 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

选 项 频 数 百分比

非常不幸福 44 1．4

比较不幸福 233 7．2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453 13．9

比较幸福 1 915 58．9

非常幸福 590 18．2

合计 3 235 100．0

( 二) 预测变量

1．健康变量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可知，健康

指的是身体、精神和交往上的完美状态而不只是

身体无病。因此，本研究的健康变量包括了身体

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身体健康变量来自于

问卷中对被访者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的询问，答

案分别为“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

较健康”“很健康”，依次赋值为“1”至“5”分。

表 2 受访者的健康状况

选 项 频 数 百分比

身体健康

很不健康 231 7．1
比较不健康 920 28．3

一般 948 29．2
比较健康 944 29．0

很健康 208 6．4
合计 3 251 100．0

心理健康

总会 71 2．2

经常 357 11．0

有时 851 26．2

很少 1 144 35．2

从不 821 25．3

总计 3 244 100．0

心理健康变量来自于问卷问题: 在过去的四

周中，您感到心情沮丧的频繁程度，回答为: ( 1)

总会; ( 2) 经常; ( 3) 有时; ( 4) 很少; ( 5) 从不，分

别赋值 1 至 5 分。从表 2 可知，总体而言，中国老

年人的身体状况不如心理健康状况乐观。其中，

身体“很不健康”和“比较不健康”的分别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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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和 28．3%，而“很健康”和“比较健康”的分别

占据了 6．4%和 29．0%，两者呈现持平现象。心理

健康中，大部分老年人认为自身很少或从不出现

心理问题，分别占据了 35．2%和 25．3%。
2．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有助于提供社会支持，增强人们之

间的信任感，降低个人生活压力，提升个人健康和

幸福感。社会资本中，公民参与、信任和社会交往

都会提高公民幸福感。其中，公民参与因子取自

于问卷中的两个问题: “在过去 12 个月中，您是

否参与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安全问题和消费问题

的讨论”“过去 12 个月中，您是否参加过社区志

愿服务、文体志愿活动、弱势群体志愿活动以及政

治事务活动”。这 8 个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

数为 0．801，KMO 统计值为 0．868，表明其较高的

内在一致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法

对这 8 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后，获得两个因子，分

别命名为“讨论公共事务因子”和“参与公共事务

因子”。其中，“讨论公共事务因子”包括参与环

境问题、教育问题、安全问题和消费问题的讨论

( 因子负荷分别为 0．987，0．987，0．988，0．982; 特征

值为 3．9; 解释方差达 48．61%) ; “参与公共事务

因子”包括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文体志愿活动、弱
势群体志愿活动以及政治事务活动( 因子负荷分

别为 0．695，0．757，0．783，0．529; 特征值为 1．9; 解

释方差达 24．42%) 。

表 3 公民参与因子

项目
因子分析

讨论公共事务因子 参与公共事务因子 共量

是否参与环境问题讨论 ．987 ．036 ．975

是否参与教育问题讨论 ．987 ．020 ．974

是否参与安全问题讨论 ．988 ．039 ．978

是否参与消费问题讨论 ．982 ．036 ．965

是否参与社区志愿者活动 ．022 ．695 ．483

是否参与文体志愿者活动 ．023 ．757 ．574

是否参与弱势群体志愿活动 ．034 ．783 ．615

是否参与政治志愿活动 ．015 ．529 ．280

特征值 3．89 1．95 5．84

解释方量( %) 48．61% 24．42% 73．03%

中国是关系社会，信任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

对他人的一种依赖与寄托的情感，本质上属于一

种社会资本形式，是个人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和

根本途径。信任指标来自于问卷中的问题: 总的

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

可以信任的，答案为“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
“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分别赋值为“1”至“5”分。

参与体育活动能够保持社会交往，增强个人

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归属感，对老年人提高生活满

意度的作用不言而喻。本研究选取了问卷中的问

题作为参与体育活动的指标: 过去一年，您是否经

常在空闲时间参加体育锻炼，回答分别为: ( 1) 从

不; ( 2) 一年数次或更少; ( 3) 一月数次; ( 4) 一周

数次; ( 5) 每天。依次赋值为“1”至“5”分。
( 三) 其他控制变量

老年人因身体机能衰退等原因退出职场，收

入渠道减少，主要依靠积蓄、子女赡养以及退休金

生活，测量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财富指标比收入

指标灵敏性更高［41］。因此，我们将家庭经济状

况代替收入指标，作为衡量老年人的收入指标。

此外，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满意度不但取决于当下

实际的经济状况好坏，还取决于与他人经济状况

的比较［15］。综上所述，我们选择了问卷中的问

题: 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回

答从“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

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依次赋分

为“1”至“5”分，作为测量老年人的经济情况的变

量。由于收入差距带来的不平等感可能影响幸福

感，本研究将社会公平感也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取

自问卷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

公平?”答案为“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说

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上公平”“比较公平”“完

全公平”，依次赋分为“1”至“5”分。此外，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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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身心或多或少会受到慢性

疾病的困扰，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中国老年

人普遍存在看病难的问题，部分研究表明，老年人

的主观幸福感与医疗保障有密切关联，公费医疗

能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本

研究将城市基本医疗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

障以及公费医疗纳入医疗保障因子中进行研究。
此变量为二分变量，未参加为“0”，参加了为“1”。
除了以上变量以外，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含一些

基本的人口学变量，例如性别( 男= 1) 、年龄、户口

类型( 农村户口为“1”，城市户口为“0”) 、受教育

程度( 小学及以下= 1，中学= 2，高中= 3，大专= 4，

本科及以上= 5) 。
由表 4 可知，被访者男女性别和城乡户口类

型比例相对均衡，教育水平都比较低，集中于小学

和初中之间。大部分被访者的家庭经济情况处于

平均水平，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感程度比较高。
其中，医疗保障覆盖率较高，大部分被访者都得到

了医疗保障的支持，但是老年人普遍锻炼频率比

较低，大部分集中于一年数次或更少。

表 4 回归分析中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 量 Mean SD Min Max N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0．77 0．42 0 1 3 235

自变量

社会资本

讨论公共事务因子 0 1． －0．48 38．99 1 645

参与公共事务因子 0 1 －1．66 7．31 1 645

社会信任 3．66 0．93 1 5 3 250

体育锻炼 2．14 1．61 1 5 3 245

健康变量

身体健康 2．99 1．05 1 5 3 251

心理健康 3．69 1．072 1 5 3 251

控制变量

性别 0．54 0．49 0 1 3 251

年龄 69．26 7．35 60 96 3 250

户口 0．52 0．50 0 1 3 251

教育程度 1．63 0．99 1 5 3 250

家庭经济状况 2．58 0．778 1 5 3 228

社会公平感 3．30 1．04 1 5 3 248

医疗保障 0．93 0．26 0 1 3 249

三、研究发现

本项研究的因变量是主观幸福感，经过重新

编码为二分变量之后，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

型进行分析，为了更直观地看出自变量变化一单

位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我们在表中呈现的是优

势比( odds ratio) 。如下页表 5 所示，控制变量中

性别、年龄、户口以及教育程度这些人口学因素对

因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与已有的研

究结果一致，有关研究表明老年人的性别和年龄

与主观幸福感无关。虽然变量不存在统计显著

性，但是提供了一种变化趋势，即男性比女性老年

人的幸福感更低，农村户口的老年人比城市户口

的老年人幸福感更低( 优势比小于 1) 。后者在许

多研究中已经得到验证，前者笔者认为可能是因

为男女老年死亡概率的差别，女性丧偶之后比老

年男性更常与其他家庭成员同住，因此，女性老年

人总的主观幸福感比较高。在其他控制变量中，

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公平感以及医疗保障等对因

变量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家庭经济状况越

好、社会公平感越强以及医疗保障越到位的老年

人，主观幸福感越强( 优势比大于 1) 。其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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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
作为本项研究主要预测变量的社会资本和健

康因子都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非常显著的影

响。在社会资本的变量中，讨论公共事务因子、参
与公共事务因子和社会信任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具体来说，讨论以及参与公

共事务对老年人幸福感有所增加 ( 优势比大于

1) ，社会信任感的增加也会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

福感。其中，讨论公共事务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提升影响最大，参与公共事务对老年人主观幸福

感的提升影响次之，社会信任感对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最小，参与体育锻炼对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的提升并没有显著作用，这些结论与以往的

一些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别。
身心健康变量对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促

进作用，健康状况越好的老人，其幸福感越强。其

中，心理健康程度越高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

强。当一个人身心较健康时，能够较多地体验到

生活的快乐，主观幸福感也较高; 当一个人的身心

不健康时，更倾向于体验生活中的不幸，主观幸福

感会明显下降，这也印证了良好的健康状况能提

升老年人的幸福感的研究结论［42］。

表 5 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分析: 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 S．E) 优势比( Exp)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1) －．205 ．137 ．815

年龄 ．003 ．008 1．003

户口( 农村户口= 1) －．185 ．165 ．831

教育程度 ．127 ．096 1．136

家庭经济状况 ．379 ．071 1．461＊＊＊

社会公平感 ．602 ．068 1．826＊＊＊

医疗保障 ．494 ．243 1．640*

预测变量

社会资本

讨论公共事务因子 1．119 ．292 3．062＊＊＊

参与公共事务因子 ．152 ．087 1．164＊＊＊

社会信任 ．274 ．071 1．315＊＊＊

体育锻炼 ．096 ．053 1．101

健康因子

身体健康 ．266 ．073 1．304＊＊＊

心理健康 ．288 ．070 1．334＊＊＊

常数 －5．066 ．790 ．006＊＊＊

N 3251

－2 Log likelihood 1 431．095

Pseudo Ｒ2 ．163

注: * P＜0．05，＊＊ 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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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和城市在各个

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那么，城乡二元格局在对

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上是否存在差异呢?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项研究把城乡老年人的

样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为此，我们分别建

立了城市和农村两个子样本的回归模型 ( 参看

表 5) 。

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分析:

表 6 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城市老年人 农村老年人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1) ．694 ．838

年龄 1．017 1．001

教育程度 1．017 2．183＊＊

家庭经济状况 1．507 1．444＊＊＊

社会公平感 2．014＊＊＊ 1．706＊＊＊

医疗保障 1．928 1．439

预测变量

社会资本

讨论公共事务因子 4．235＊＊＊ 2．354*

参与公共事务因子 1．164 1．177

社会信任 1．326＊＊ 1．307＊＊

体育锻炼 1．121 1．064

健康变量

身体健康 1．394＊＊ 1．240*

心理健康 1．421＊＊＊ 1．285＊＊

常数 ．001＊＊＊ ．005＊＊＊

N 1550 1701

－2 Log likelihood 542．049 876．132

Pseudo Ｒ2 ．174 ．147

注: ( 1) 表格中报告的为优势比

( 2) * P＜0．05，＊＊P＜0．01，＊＊＊P＜0．001

从表 5 的两个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

城市样本还是农村样本，社会信任、身体健康和心

理健康三个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有

统计显著性，而且回归系数不相上下。值得注意

的是，控制变量中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两个

变量在城市样本中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

著性，但在农村样本中却有显著性。在农村样本

中，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受访者认为自己幸

福的可能性增加 118．3%。家庭经济状况提高一

个层次，认为自己幸福的可能性增加 44．4%。从

总体看，农村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

况都要比城市老年人差很多。在总体教育水平都

不高的情况下，在农村样本中，老年人的教育程度

较高者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同样地，在总体

经济情况与城市居民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家庭

经济状况的提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农村老年

人的主观幸福感。这既印证了已有研究的发现，

即经济状况在一定情况下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

也反映了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距。无论是在受教

育程度还是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农村与城市还是

有较大差距。而社会资本中的公共事务讨论因子

虽然对城乡两个样本的影响都有统计显著性，但

影响程度却相差较大。在城市样本中，讨论公共

事务因子对因变量影响的优势比为 4．235，而在农

村样本中的优势比只有 2．354。显而易见，参与公

共 事 务 的 讨 论 更 能 提 升 城 市 老 年 人 的 主 观 幸

福感。

四、讨论与结论

本 研 究 以 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 的 数 据

( CGSS2012) 为基础，从社会资本和身心健康的视

角分析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状况。研究发现，身

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会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

感。在社会资本因子中，社会信任对老年人的主

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同时公共事务讨论因子对老

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公共事务参与因子。

社会资本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正面影

响，这与国内外的一些研究结论一致。在社会资

本的各变量中，讨论公共事务因子对老年人主观

性幸福感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参与公共事务因子

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并未有显著影响。存在这

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 老年人大部分已经退出了

职场和家庭权威位置，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但

是，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存在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因而他们较少参与到社

区活动中，他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由身体

力行参与志愿活动转变为讨论公共事务和为解决

公共问题出谋划策。这种现实因素导致了参与公

共事务这个因子对提升他们自身的主观幸福感没

有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作用，而讨论公共事务使得

他们不至与社会完全脱节，老年人通过参与各种

公共事务的讨论，既丰富了日常生活，又能使老年

人结交到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增加与其他老年

人的交流、接触，扩大了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空间，

并从中获得一定的归属感和自我满足感，排解了

孤独和无助感，进而提升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那为什么农村样本中讨论公共事务因子对于因变

量的影响不如城市样本呢? 相对于城市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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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较不畅通、基本

公共服务不到位等不利因素降低了农村老年人参

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因而讨论公共事务因子对

其幸福感的作用显著度不如城市老年人。在中国

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提供各种渠道使得老

年人能够自由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是丰富老年人

精神生活，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价值，使老年人回归

社会的有效途径。

健康水平对老年人幸福有显著的影响，这一

结论并非新发现，已有相关研究的结果都与该结

论一致。健康的身体是幸福的根本，健康的身体

是老年人日常生活基本活动的基础，拥有健康的

身体状态是老年人幸福感提升的重要保证。身体

健康的老年人，其活动范围越广、生活自由度越

高，幸福感就越强。反之，身体健康水平较差的老

年人，常年被疾病困扰，身心疲惫致使其幸福感减

弱。心理健康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于身

体健康，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由于社会

角色的转变，由此产生的失落感、焦虑和抑郁对老

年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持久

的，会大大降低老年人的幸福和愉悦感。本研究

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远高于身体健康水平。
但是，由于每个人的个性特征不同，个体感受的心

理状态也会有所差异。这并不能准确说明在现实

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远远优于身体健康状

况。同时，心理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隐私内容，

大部分人并不愿意开诚布公谈论自己真实的心理

情况，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社会氛围有关:

中国社会普遍认为，心理有疾病是羞耻的，并可能

遭受到来自旁人不同程度地歧视，所以，大部分人

倾向于将自己的心理状况填写得比较良好。

在总样本中，家庭经济条件越好，老年人体会

到的幸福感越强，反之，经济条件越差，老年人的

幸福感越低。但是，城乡两个不同样本的回归分

析表明，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多是受到经

济因素( 家庭经济状况) 的影响。这说明农村老

年人仍停留于基本生存的层面，家庭收入对农村

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显著作用，至少在当前的

发展阶段，家庭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主

要来源。而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多是受到

非经济因素( 讨论公共事务因子) 的影响，是争取

公民意识发展的更高层面的追求。这不仅与城乡

老年人拥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资源差别有

关，更是城乡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差距导致的

结果。
本研究虽然存在诸如使用二手数据以及变量

测量较简单等一些局限性，但它的发现对于提升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仍然有一定启示。首先，建立

和维护公平、诚信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可对提升城

乡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重要作用。其次，加强

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对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

重要作用，医疗条件的改善为提高老年人健康水

平创造有利条件，对城乡老年人健康水平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再次，家庭收入是提升农村老年

人幸福感的有效途径，现有条件下提高农村家庭

收入水平，可以有效提高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参与社会交往活动是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

要途径。完善老年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途径和

渠道，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渠

道，提高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扩大老年

人交往空间，对提升老年人自信心和主观幸福感

的作用不容小觑。最后，由于影响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的因素较为多元，本研究可能遗漏了其他影

响因素，同时，各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机制，本研究无法做出更有效的解释，希望在未来

的研究中能进行更多全面的探究以弥补现有研究

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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