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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采用分层抽样法对镇江市内农村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意愿进行调查分析，在抽样村镇进行随机拦

访式问卷调查，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并通过SPSS进行四格表卡方检验与Logistic回归分析，探

究影响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意愿的显著因素。研究显示，近1/5老年人不了解互助养老，同时农村老年人

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受多个因素影响，有无子女、是否与子女同居、养老生活压力显著影响参与意愿，其

中养老生活压力在参与到多因素回归分析时失去了其显著性，可推测有子女、与子女同居对养老生活压

力有所改善。据此建议政府加大互助养老宣传，引导互助意识，完善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建立以需求为

导向的识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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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a multi-stage sampling metho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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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ly people in Zhenjiang City to participate in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A random stop visit ques-
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the sampled villages and tow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conducted on the collected data. Four grid chi square test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con-
ducted using SPS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llingness of elderly people in 
Zhenjiang City to participate in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nearly one-fifth of 
elderly people are not familiar with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and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children, whether they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the pressure of elderly care life sig-
nificantly affect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mong them, the pressure of elderly care life lost 
its significance when participating in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having 
children and living with their children has improved the pressure of elderly care life.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increase the promotion of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guide mu-
tual aid awareness, improve the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and establish a demand 
oriented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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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全国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约为 2.6 亿人，占 18.70%，其中 65 岁

及以上人口约为 1.9 亿人，占 13.50%，并且预计 2035 年左右，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

将超过 30%，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1]。中国老龄化呈现出数量多、速度快、差异大、任务重的形

势与特点，而我国养老形成了“9073”养老格局，97%左右的老年人养老要依靠家庭或社区[2]。 
在老龄化进程加快和农村空心化双重背景之下，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在家庭养老功能弱

化、社会养老尚未完善的双重困境之下，互助养老作为一种低成本的养老模式应运而生，引起社会各地

开展互助养老模式实践探索，为农村老年人养老提供新的养老方式。但在实际开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过

程中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实然角度出发探究农村地区互助养老推行的影响因素，

了解农村地区互助养老的困境，进而从各影响因素出发探究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进一步推行的综合实践路

径。 

2. “互助养老”模式研究现状及现实困境 

“互助养老”模式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对该主题的研究，最早由国外学者开始进行，随后国内学

者也对其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2.1. “互助养老”基本内涵 

当前主流话语下的“互助养老”一词成为一个广义性的概念，包含了不同层面的内容：既有基础语义

下的老年人群体内部的互助共老、抱团养老，也有“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这种强调不同代际之间的互助和

服务循环的模式，还有一定行政区范畴内泛群体的互助参与动员。其整体上被定义为，长期共同居住于一

定区域范围内的人，以自愿自发、互助友爱、相互扶持等为原则，身体健朗的低龄老年人与体弱高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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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互相帮衬接济，或年轻人为老年人提供精神层面物质层面的服务帮助等的一种养老模式[3] [4]。 

2.2. “互助养老”实施的理论依据 

关于互助养老模式实施的理论依据较为充分，其中较为著名的是“时间银行”理论。该理论由日本

水岛照子初次提出并发起运动，后由美国的埃德加·卡恩博士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他认为许多社会组

织的缺点是不愿意接受他们帮助对象的帮助，他把这种方法称为“基于赤字的社会服务方法”。互助养

老离不开参与者对于组织者的信任，在信任转移与社会支持理论视角，国外学者 Leung Wilson K.S.等构

建了基于信任转移和社会支持理论的综合框架，解释线下和线上的信任来源如何在短时间接触之后影响

个人对非政府组织的迅速信任和随后的亲社会行为[5]。 

2.3. “互助养老”当下实施困境 

在互助养老模式实际推行过程中，仍然存在政策设计不够完善、法规普适性较差、模式运营机制保

障性相对较弱等问题，伴随着互助养老发展资金有限、来源渠道单一、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互助服务内

容单一、老年人参与渠道不够畅通等现实困境[6] [7]，由此带来了多地互助养老模式进行试点后不久便后

继无力、难以长久持续的问题。也有学者指出，互助养老还面临着由于农村地区发展落后，劳动力与人

才流失严重而带来的管理人才与医疗人才的缺乏；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角度出发来看，互助养老发展又

存在着农村老年人养老观念较为落后，对互助养老认识相对较片面消极，不愿意参与互助养老的问题，

这也阻碍着互助养老模式的进一步发展[8] [9]。 
已有研究在针对互助养老模式推行的困境开展调查分析时，普遍发现持续性差是制约着互助养老模

式推行的一个主要因素，多地进行试点时出现后继无力、难以长期维持的状况。针对这一问题，许多研

究成果中解决措施集中于宏观分析层面，本文则期望通过聚焦农村，围绕老年人现实境况展开意愿调查

分析，从而提出相关建议。 

3. 本研究实施所设置的调查对象与方法 

3.1. 调查对象 

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英文缩写，如 IP、CPU、FDA，所有的英文缩写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都应该给

出其全称。文章标题中尽量避免使用生僻的英文缩写。 

3.2. 调查方法 

在 2024 年 4 月，本研究通过分层抽样的方法，在镇江市京口区、丹徒区随机走访对其中农村老年人

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2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01 份，有效回收率为 87.39%。 

3.3.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通过 SPSS 26.0 实现数据的处理与分析，运用卡方检验、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等统计学方法

分析影响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因素。在 P < 0.05 或 P < 0.1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4. 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本次调查收集的 201 份有效问卷中，男性 135 人(67.16%)，女性 64 人(31.84%)；子女数量为 1 的老

年人有 91 人(45.27%)，占比最多；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仅有 3 人(1.49%)；与子女同居的老年人有 91
人(45.27%)，与子女分居但与配偶同居的老年人有 84 人(41.79%)；养老生活有明显压力的在有关互助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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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问题上，了解互助养老的人有 198 人(98.51%)，非常不愿意参与互助养老的人有 29 人(14.43%)。具

体详细数据情况如表 1。 
 
Table 1. Sample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n = 201) 
表 1. 样本统计特征(n = 201) 

变量名称 二分处理 样本数(人) 比重(%) 

性别    

男 男 135 67.16% 

女 女 64 31.84% 

子女数量    

0 个 无子女 11 5.47% 

1 个 

有子女 

91 45.27% 

2 个 80 39.80% 

3 个及以上 19 1.49% 

生活来源    

自己收入 生活来源是自己 143 71.14% 

子女 
生活来源不是自己 

45 22.39% 

其他 13 6.47% 

居住状况    

与子女同居 与子女同居 91 45.27% 

独居 

不与子女同居 

12 5.97% 
与配偶同居 
但与子女分居 84 41.79% 

养老院 13 6.47% 

其他 1 0.50% 

养老压力    

无明显压力 无明显压力 60 70.15% 

有明显压力 有明显压力 141 29.85% 

自理状况    

能自理 无自理障碍 169 84.08% 
有行动障碍 
但能自理 有自理障碍 

29 14.43% 

不能自理 3 1.49% 

了解程度    

了解 了解 198 98.51% 

不了解 不了解 3 1.49% 

参与意愿    

非常愿意 

愿意 

15 7.5% 

比较愿意 34 16.92% 

一般 80 39.80% 

比较不愿意 
不愿意 

43 21.39% 

非常不愿意 29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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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变量赋值 

本研究自变量为性别、有无子女、是否与子女同居、生活来源是否是自己、有无自理障碍、养老生

活有无明显压力，因变量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应用过程中，对各变量赋值如下

表 2。 
 
Table 2. Variable assignment table 
表 2. 变量赋值表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变量赋值 

x1 性别 自变量 “男” = 1；“女” = 0 

x2 有无子女 自变量 “有子女” = 1；“无子女” = 0 

x3 是否与子女同居 自变量 “与子女共同居住” = 1；“不与子女共同居住” = 0 

x4 生活来源 自变量 “生活来源是自己” = 1；“生活来源不是自己” = 0 

x5 自理障碍 自变量 “有自理障碍” = 1；“无自理障碍” = 0 

x6 养老生活压力 自变量 “有明显压力” = 1；“无明显压力” = 0 

y 参与意愿 因变量 “愿意” = 1；“不愿意” = 0 

4.3. 卡方检验与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在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中，对自变量分别逐个进行与卡方检验单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Table 3. Single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表 3. 单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B 标准误差 瓦尔德 自由度 卡方值 显著性 P Exp (B) 

性别 0.230 0.344 0.446 1 0.447 0.504 1.258 

常量 0.981 0.276 12.594 1  0.000 2.667 

有无子女 2.271 0.700 10.539 1 14.517 0.001 9.691 

常量 −0.981 0.677 2.099 1  0.147 0.375 

是否与子女同居 −0.744 0.334 4.958 1 5.060 0.026 0.475 

常量 1.504 0.247 37.019 1  0.000 4.500 

自理障碍 0.166 0.463 0.129 1 0.129 0.719 1.181 

常量 1.107 0.178 38.644 1  0.000 3.024 

生活来源 −0.436 0.385 1.283 1 1.296 0.257 0.647 

常量 1.452 0.335 18.800 1  0.000 4.273 

养老压力 0.658 0.344 3.657 1 3.721 0.056 1.931 

常量 0.693 0.274 6.406 1  0.011 2.000 
 

其中，Exp (B)代指优势比(odd ratio, OR)，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B < 0 代表因变量 xi 对
自变量 y 呈负相关关系，B > 0 代指因变量与自变量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可以从上表读出，x2、x3 在 P 
< 0.05 时对参与意愿存在显著影响，x6 在 P < 0.1 的水平下对参与意愿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影响。 

本研究将对参与意愿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一起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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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Multi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表 4. 多因素分析结果 

项目 B 标准误差 瓦尔德 自由度 显著性 Exp(B) 

有无子女 2.092 0.715 8.569 1 0.003 8.102 

是否与子女同居 −0.675 0.348 3.766 1 0.052 0.509 

养老压力 0.524 0.364 2.079 1 0.149 1.689 

常量 −0.830 0.742 1.254 1 0.263 0.436 
 

如表 3 和表 4 所示，在 P < 0.05 的水平下，有无子女对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发现有子女的

老年人更愿意参与互助养老；而在 P < 0.1 的水平下，是否与子女同住与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呈负相关，发

现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更愿意参与互助养老模式；有无明显养老生活压力显著性大于 0.1，其作用不具

有统计学显著影响，发现在多因素分析中同时纳入变量 x2、x3 时，x6 失去了显著作用。 

5. 研究结论 

5.1. 江苏省农村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现状 

经过调查和交流，对互助养老有了解的老年人与不了解农村互助养老的老年人相比更愿意参与到互

助养老中来，这与余意[10]在广东省城市的调查结论相同。互帮互助、相互救济在我国是美好的品德，老

年群体之间的互相帮助有利于提高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知是行之始，若要在老年群体中落实和推广，必

须要加强老年群体对农村互助养老的认知，增强互帮互助的意识，提高农村老年人对该模式的信任和认

可。 

5.2. 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受多个因素影响 

对总共 7 个自变量进行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最终有 3 个变量对于江苏省农村地区互助养老的

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但通过将三个变量纳入多因素回归分析时，发现“养老生活有无明显压力”失去

了统计学的显著性影响。据此，可以得出以下对互助养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5.2.1. 有子女的老人更加支持互助养老 
研究结果表明，有子女的老年人对参与互助养老的意愿比无子女的要高。在我国悠久的孝道文化与

当前孝亲敬长社会环境下，老年人若有子女，则更有利于其在物质、心理和精神需求等多方面得到满足

与支持。生活起居方面有子女帮忙照顾和打理时，老年人的空闲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充足，更倾向于在社

会交往层面寻求自我实现与情感满足，参与互助养老与同龄人相聚相处的意愿倾向也更强；同时得到子

女生活支持的老年人一般拥有较稳定的经济状况，更有能力去帮助其他老年人，这类老年人通常更愿意

参与社区活动，或投身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志愿活动，这与庄倩文的观点不谋而合[11]。 

5.2.2. 没有与子女同居的老人更愿意参与互助养老 
与子女不同居的老年人，缺少子女的沟通和陪伴，更容易感到寂寞空虚，所以这类老年人相比于自

己在家养老，更愿意通过参与互助养老来充实生活，获取情绪等多方面的社会支持。随着社会发展和小

家庭的生活方式盛行，大部分子女离开农村，弱化了家庭对老年人生活照顾的功能。同时，老年人不与

子女同居，从子女身上得到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支持减少，所以老年人获取外部情感支持的需求与意愿增

加，更希望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去充实自己的生活、丰富自己的情感[10]。并且农村互助养老也能在实

质上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子女不在身边的时间提供更及时的基础性帮助，所以不与子女同居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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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更倾向于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模式。 

5.2.3. 养老生活压力明显的老年人或许并非更需要互助养老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生活如果有明显的压力，则对于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意向更强烈。但纳入多

因素回归分析时失去了统计学的显著性影响，那么推测前两种变量对该因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若农村

老年人有子女，则老年人会从子女那里得到物质或精神支持；若老年人与子女同居，子女对老年人生活

起居等方面会有更及时的帮助。老年人有子女以及与子女同居，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缓和老年人养老生活

的压力，进而对第三种变量产生影响。但是农村老年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有压力，身体状况较差，生活行

动能力较弱，在生活中如果出现突发状况，则更需要其他人在经济和生活照顾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由此

使之产生较强的参与意愿；而自理能力较好的老年人更容易有时间和精力参与社交活动，获得自我价值

感，与其他老年人建立好的关系和丰富自己的生活[12]。 

6. 引导互助养老推行的现实建议 

6.1. 引导养老的互助意识 

研究数据表明，农村中老年人对互助养老的了解程度较高，但是仍然有 35.82%的农村老年人不愿意

或比较不愿意参与互助养老。因此，在宣传互助养老相关模式时除了基本的认识了解，还应为老年人深

入讲解互助养老对社会经济、民生福祉等方面的作用，采用丰富多样的宣传形式和易理解的宣传内容，

结合国家的养老政策理论和农村老年人实际，制作接地气的宣传作品，减少农村老年人的担心，提高老

年人对互助养老的参与度，从而推动互助养老的发展。同时通过建设、提供互助养老模式实现的基础设

施等实际行动来吸引老年人参与进来，进而增强农村老年人对互助养老的信任，引导老年人在养老方面

的互助意识，形成良好的互助互济的氛围[10]。此外，还要考虑从思想方面帮助老年人改变“养儿防老”

的传统思想观念，鼓励农村老年人走入农村大家庭中，提高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积极性。 

6.2. 完善互助养老服务体系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不少地区互助养老的基础建设不完善，仍处于萌芽阶段，没有完善的养老服务制

度体系。要加快推进互助养老的落实，必须要完善互助养老政策体系，并且为互助养老模式提供合理和

科学的规划。国家应将互助养老纳入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不同的地区提供资金支持，因地制

宜，明确不同地区的互助养老机构及运营管理的细则和标准。同时，良好的农村硬件环境和农村服务满

意程度有助于改善老年人之间生疏的关系，也能减轻顾虑。所以要整合以及优化农村现有的资源，提供

社交活动场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其次也要加强专业化人员的培养，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到位的服务

水平。 

6.3. 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识别机制 

根据回归分析得出，有无子女、是否与子女同居、养老生活有无明显压力对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参

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这三种因素都涉及了农村老年人自身的个人特征，所以不同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状

况的老年人对于互助养老服务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有部分老年人在调查过程中也表示担心照顾不周到以

及面对模式未知的各种顾虑，而对参与农村互助养老产生抗拒心理。 
针对农村养老互助的推行，必须要解决大部分老年人缺乏服务技能，而无法为其他人提供个性化高

质量服务的缺陷。要以农村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聚焦目标群体[6]，定期开展基本服务的培训，精准响

应养老服务需求，即时动态调整互助养老内容设置，完善基础设施等适老化改造[13]。在开展农村调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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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也要求针对不同老年人要做到细致的了解群体性特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各类资源，为老

年人提供人性化多元化的互助服务。同时，可以在当地乡镇政府的主导下建立激励机制，吸引社会人士

进入农村互助养老的体系，加强对养老服务的专业化管理，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有特色、针对性、专业

化的服务供给后备人力资源，促进互助养老的可持续性建设。 

7. 结语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已成燃眉之急；本次研究通过卡方检验与二

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有无子女”“是否与子女共同居住”“养老生活压力”三类变量对于农村老

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意愿的具有显著影响。据此，在推进互助养老工作时可以通过深度了解老年人的个人

特征，更好地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提高服务的质量和针对性，从而调动农村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积极

性，促进社会互助养老服务的建设及发展。个人也可以为其他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帮助和支持，主动

关心、陪伴和照顾他们，为他们提供实际的帮助，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用行动证明农村互助养老

模式的可行性，从而鼓励农村老年人加入农村互助大家庭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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