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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进步，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但人口老龄化现象却愈发严重。对于农

村群体而言，不管是生活基础设施还是保障水平，和城镇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

在年龄逐渐增大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靠耕地获取经济来源的方式已不适用于老年人，

这导致农村人口出现晚年经济状况无保障、对生活满意度逐渐降低的现象。而社会养老

保险作为保障居民老年基本生活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具有

很大的现实意义。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农户，对于生活在农村的居民而言，他们的投保

对象仍然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因此，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实质上是研究“新农保”。

本文先后对社会养老保险、生活满意度等概念和理论进行详细解释，在此基础上阐

述其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社会养老保险是如何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

论文使用 2018 年实际走访调查数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实证检验了“新农保”对居住在农村的老

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后，他们对生活满意度有一定的提高；通过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两方面的异质性分析

发现，参加“新农保”对中高龄老年人、文化水平低的老年人有积极影响；此外，对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个人收入和时间分配在

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可以显著影响农村老年人收入水平及

时间分配，进而改善对生活的满意度。

“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为进一步提高老年人对生活的幸福感，提高社

会对养老问题的关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起到的保障作用不可忽视。根据研究结果，

现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提高养老金保障水平；政策适当向弱势群体倾斜；加强社会、

家庭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注。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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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一、 研究背景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如果一个国家

或地区年龄在 65岁及以上的人数占据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7%之上，或者是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 10%以上时，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迈入了人口老龄化

阶段。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于 2000年 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就达到了总

人口的 10.33%之上，历年来第一次超过 10%，这一结果表明我国于 2000年达到这

一划分标准，正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群体不断增大，意味着我国人口结构也在随之改变，相应的人口红利也

会发生变化，从而对国家稳定发展产生影响。对比国内外人口老龄化趋势，可以得

知我国是目前社会上老龄化增长趋势最快的国家，而且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我国

老龄化速度在未来几十年还是会不断增长，丝毫没有减缓的趋势。预测表明，2050

年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总人口数量的 36.5%以上，这无疑会给国家带来一系

列问题。其一，老人越来越多，家庭和社会承担的养老责任就会越来越重，这深刻

考验着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水平；其二，疫情过后，国家多措并举促进经济增长，老

龄化无疑会给我国财政经济带来挑战，国家能否在未来适应“银发社会”，仍然是一

个问号。

为减缓老龄化趋势给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强老年人晚年生活幸福感，我国

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方针。2011年，国务院出台文件《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

五”规划》，提出要进一步完善老年人保障体系构建，让每一个老年人都能感受到时

代发展带来的生活便利。2017年，我国再次出台相关文件——《“十三五”国家老

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这一文件将完善老年人保障体系工作重点聚焦于

提高其晚年生活质量，切实增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我

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指出方向。同年，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做出明确要求，要“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将“医养结合”的模式应用于老龄事业发展中去，构建养老、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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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敬老的社会环境。2018年，为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国家重新修订了相关法律，

这一举措为老年人生活质量最低保证水平提供了理论支撑。2021年，习总书记在十

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 10亿人，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支撑。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随着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发生变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就业方式多样化也在加快发展，社会保障

体系仍存在不足。”

可以看出，关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提高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一直是公众

关注的焦点，上述政策的出台均是为了构建更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进一步“织密

社会保障安全网”，从而实现这一目标。

二、 研究意义

社会保险为我国社会长期稳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我国人民带来的正向作用也不容小觑。养老保险，其设置目

的是为老年人提高保障。它是受众人数最多、收支规模最庞大的险种，老年人在年

老后，可通过养老保险获得一定的经济来源，从而保证老年人失去劳动力后仍然过

着平稳的生活。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生活观念的不断变化，

基本上实现了“老有所养”，也有绝大多数老年人能够在晚年过上幸福健康的生活。

因此，在未富先老的“银发社会”背景下，探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从而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社会养老保险是一项福利制度，能够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经济水平，因此也

是决定老年人能否在晚年过着满意生活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根据 2018年实际走访

数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解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水平以及老年人满意度的实际情况，并探究现阶段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对不同老年人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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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意义如下：论文扩充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文献研究的

综合性。梳理国内研究可以发现，直接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影响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的文献较少，且没有关注“新农保”影响不同群体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差异。

对此，本文对样本进行细分，拓宽了研究的维度。

（二）现实意义

其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于发挥社会保障作用、维持社会稳定发展及稳

定老年人晚年生活不被经济困扰具有重要意义。而本文研究内容可以进一步发现社

会养老保险目前存在的问题，通过梳理分析，从而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为养老产

业健康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其二，“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明确表明要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作为重要追寻，可

以看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高低是衡量我国推进积极老龄化、促进社会健康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研究内容可以了解到当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水平以

及其影响因素，整理汇总后，相应结果可以为制定改善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政策提供

理论支撑，从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引导社会长期向稳发展。

其三，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村工作仍然是我国的重点工作。而农村工作要得

到实质性的解决，还是要从农民身上下功夫。因此，农民对当前生活是否感到满意，

这一评价指标重中之重。一方面，为促进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发力”依据；另一方

面，为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找到“追赶”方向。由于本文详细划分出农村老年人群

体特征，这可以为进一步探讨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龄人口的影响机制，

从而为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水平提供针对性建议，为解决农村问题提供帮助，促进

乡村发展。

三、 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关于老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

1. 关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国外研究

生活满意度作为一项评价老年人生活质量状况的指标，能够在构建更加完善的

养老保障体系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Csapi A，Elder. G H，1986）。在开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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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生活满意度研究之前，国外先是研究了顾客满意度。在 20世纪 60年代，Cardozo

提出了“Customer Satisfactory”，即顾客满意理论，他认为在营销过程中，卖家应该

以消费者为中心，依据消费者的需求为其提供相应服务，从而促成交易达成；随后，

Howard，J.A. and Sheth（1969）又提出了“买方行为理论”，站在顾客的角度上对其

获得的服务满意指数进行定义，他认为顾客在交易过程中是否感到满意，源于一种

主观感受，如果交易所付出的成本越少，交易达成的概率就越高；紧接着，Oliver

（1981）通过前文研究，进一步指出顾客在消费时的满意度水平实际上是内心的预

期水平以及实际获取水平之间的一种博弈；后来，为了更精细的衡量顾客满意度的

水平，Fornell and Larcke（1981）构建出“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这个模型将顾客

满意度与顾客感知价值结合起来，他们认为整体满意度具有相关性，主要取决于对

产品质量和价值的实际感知和心理预期。

前面主要讲述了顾客满意度的研究结果，而对于生活满意度方面的现阶段研究

成果，研究人员主要通过分析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来反映他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

质量。Howard（1969）在研究社会医疗保险时，创造性的结合了顾客消费时的心理

活动，他把保险产品当作购物时的一种商品，从购买商品的心理角度分析人们在购

买社会医疗保险时，获得满意度水平的影响因素；Fornell，C. and Larcker, D.F.（1981）

进一步分析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他们认为生活环境、医疗环境、教育环境等设施

都会对其产生影响；Larson（1979）为研究生活满意度的其他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了生活在美国的老年人群体，结果表明：身体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

水平较高。因此，他认为生活满意度与身体健康水平存在关联性；借助前文研究基

础，Willitis 、Crider（1988）进一步丰富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他认为

年龄、受教育程度、婚配情况等都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影响；Lee K L、Wu C H

和 Chang C I等人（2015）再次填补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空白，证明社会参与

正向影响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老年人社会参与程度越高，往往有更

强的能力进行日常生活活动。一些外国研究人员也发现，农民可获得的土地数量与

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土地是生计的重要提供主体。

2. 关于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国内研究

我国在研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方面属于起步较晚的国家，但正在逐步发展。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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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开始响应国家号召，加入研究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队伍中，主要关

注点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方面，其研究现状分为以下几个维度：

其一，在人口身体特征方面，桂世勋（2001）通过对老年人居住地进行划分，

研究发现生活在农村的老人相较于生活在城镇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更低；王莹

等人（2004）关注到老年人的心理特征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她们认为老年人

越是容易感到孤独，越会觉得生活不太如意，老年人的日常性格、日常情绪波动等

因素都会影响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曾宪新（2011）利用调查数据（中国老年人口

健康长寿追踪调查）了解到 2008年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居住意愿等信息，在对数

据进行梳理后，又经过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老人的居住意愿和居住方式越匹配，

越能够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郑志丹、郑研辉（2017）通过调查数据将老

年人的健康状况因素引入到实证模型中，分析出这一指标显著正向影响着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也就是说：身体状态越健康的老年人，对生活幸福感越高。

其二，在家庭支持方面，冯晓黎、李兆良等（2008）在测量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时，采用了对应的度量表，研究表明婚姻状态显著影响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梁卡（2013）

研究表明子女与老人的关系也会影响其生活满意度，如果子女经常关爱老人、照顾

老人生活或是提供经济帮扶，那么老人越容易感到幸福；马幼菊、石军荣等（2015）

通过大量调查数据，详细分析了 838位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家庭情况，结果发现婚

姻状态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其中有 51.8%的未婚老年人认为生活境遇

糟糕；周坚和何梦玲（2019）为扩充相关研究综合性，对 2014年 CLHLS1数据进行

详细分析，并建立了嵌套模型，结果发现子女的经济支持并不能提高父母的生活满

意度得分，相反，父母对子女如果有经济上的支持，那么子女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就

会增加，而子女的情感支持、精神安慰和生活照料与长辈的生活满意度呈现明显的

正相关关系。

其三，在社会属性方面，马军旗和乐章（2019）研究了农村居民的使用互联网

情况，发现相比于未使用互联网的居民，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更高；

郑志丹和郑研辉（2017）发现，正式的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影响，参

1 CLHLS 全称为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中文名是“中国老年健康调查”，由北京

大学健康老龄团队牵头组织，是国际国内学界公认、世界上类似调研中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样本最大并有年轻老

人对照组的交叉学科研究项目。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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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新型农村社会保险会间接增进老年人生活幸福感。

此外，李德明、陈天勇等（2008）分析了 1998-2005 年的数据，发现在这 8年

间，我国老年人（80岁及以上）整体生活水平相对稳定，且高于平均水平；张文娟

等（2018）研究发现，2002-2011年我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呈稳定上升趋势，主要

集中在平均和相对满意水平。

（二）关于社会养老保险的研究

1. 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实施效果研究情况

近年来，研究人员对社会养老保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主要包括对养老保

险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面：老年贫困和老年人子女抚养。

1 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老年贫困的影响

刘二鹏、张奇林（2018）指出：老年贫困分为两个维度，一是物质贫困；二是

精神贫困。如今，老年人的养老观念仍然较为传统，特别是在农村，“养儿防老”这

一观念依然盛行，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村老人没有稳定的养老

金，经济来源较为单一，然而老人的身体机能在晚年不断衰退，难以从事繁重的农

活（陈友华、苗国，2015），这是物质贫困的原因。精神贫困层面上，随着时代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子女在长大后选择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导致传统的农村

大家庭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使得父母照顾逐渐减少，老年人产生精神孤

独（庞飞，2018），生活幸福感低。因此，社会养老保险作为维护老年人生活稳定的

重要经济支柱，可以让老年人在晚年生活获得一定的安全感和获得感（刘欢，2012）。

大量研究表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可以有效解决农村老年人物质贫困问题，减

少其生活窘迫的现象。陈世金（2010）利用河北农村居民的调查报告构建出一个精

算模型，结果显示居住在河北地区的农村老年人，他们的养老金待遇高于当地的最

低生活水平，这意味着河北地区农村老人只要达到领取养老金条件，就可以满足最

基本的生活需求；张川川（2014）利用 CHARLS数据，实证分析了参加养老保险，

在年满 60岁之后领取养老金，这一政策可以有效减少老年人的贫困；刘二鹏和张启

林（2018）再次利用 CHARLS数据进一步研究，结果表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且在

年满 60岁后能够正常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降低农村老年人的贫困可能性，降低生活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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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但是也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即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会减少。

2 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老年人子女抚养的影响

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孝敬长辈一直是我国的优秀传统礼仪。父母年老后，子

女赡养老人是应尽的责任，这一责任也被我国法律明确保护着，防止老年无人养的

状况发生。但是在赡养老人时，子女需要提供的经济支持费用多少，是没有明确规

定的。一般情况下，子女会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养老金水平、储蓄水平等情况，

进一步决定其代际支持水平。

陈华帅和曾毅（2013）利用调查数据 CLHLS实证得出，参加养老保险会产生“挤

出效应”，这不仅削弱了子女对父母的精神安慰和关怀，也减少了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此外，张川川和陈斌开（2014）表明，参加社会保险使子女对父母的支持减少了 32-56

个百分点；刘二鹏和张奇林（2018）进一步发现，老年人参加养老保险后，子女提

供的精神和物质支持也会随之减少。

2. 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意愿研究状况

虽然很多因素会限制人们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但人们自身也会对参与社会

养老保险产生重要影响。梳理文献后发现，国内研究者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参

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个人状况、对政策的看法、个人经济状况。

其一，个人状况。朱垒、李放（2012）研究发现，文化程度较高的南京市农民

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几率更大。刘睿、黄荆兰（2019）研究发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

的意愿与其自身身体状况存在关联性，农民身体越健康，参保积极性越低；而在从

事体力工作的农民中，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比较高。

其二，对政策的看法。不少研究人员发现，当一个人对养老保险政策了解越深

入，获取的信息越完善，他们感受到社会保险的好处就越多，从而参保意愿就更强

烈。反之，当一个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知之甚少，政府人员宣传力度不够，或者是

自身对政策存在偏见等，都会对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意愿产生负面影响。邓大松、

李玉娇（2014）研究表明，农民是“新农保”最关注的群体，农民的参保行为是制

度的设计初心，也是制度效果的保障，建议农民信任的制度，并使农民详细了解政

策内容，这不仅能够激发农民参保的热情，也可以提高缴费水平。魏哲铭、李东等

（2013）实证分析了宝鸡市农民调查数据，结果发现政府的广告投放、公告通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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