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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掌握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现状与积极老龄化程度，探讨社会参与对积极老龄化

的影响。方法：使用社会参与评估量表(SPAS)与积极老龄量表(AAS)，通过结构式访谈的方式对303名拆

迁安置社区内的老年居民进行调查。结果：社会参与能够正向预测积极老龄化(β = 0.43, p < 0.001)及积

极老龄化内部的各维度。结论：可以通过增进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实现其积极老龄化的

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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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extent of active aging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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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and explore the impact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active aging. Methods: A structured interview approach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303 elderly individuals 
in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using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Assessment Scale (SPAS) and Active Aging 
Scale (AAS). Results: Social participation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active aging (β = 0.43, p < 0.001) and 
each dimension within active aging. Conclusion: Active aging can be effectively enhanced by promot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the elderly in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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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问题提出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家通过统一规划、集中安置等方式大规模安置拆迁群体，在城

市与农村交界的地区产生了大量统一拆迁安置社区[1]。拆迁大多以家庭为单位，许多老年人随家庭离开

原住地进行迁移，晚年生活受到影响。加之拆迁安置社区是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的一个中间状态，在这

种中间状态下，社区中的居民需要经历身份转变、生活方式转变的适应期，尤其是老年群体，由于传统

人际关系改变、物质生活条件重配、居住空间变化等因素，老年人拆迁后的积极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

严重影响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和健康中国的战略部署，故针对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积极老龄化问题的

探讨刻不容缓[2]。同时，社会参与作为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旨在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改善其生存环境，实现老年人与社会的双赢[3]。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相较于一般城市老年

人或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稳定性更低，社会参与领域具有较大的不同。因此，本文通过调查掌握拆迁

安置社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现状、测量其积极老龄化程度，以探究社会参与对其积极老龄化的影响，分

析老年人社会参与对其积极老龄化的影响机制，对帮助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更好地实现积极老龄化、提

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2. 社会参与和积极老龄化的关系探讨 

在 1982 年第一次世界老龄大会上，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群的重要意义被首次正式提出，并在 1999 年世

界卫生组织倡导的“积极老龄化”议题中，社会参与和健康、安全一起作为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和实现

积极老龄化的核心战略手段之一而被再次强调[4] [5]。随后，2002 年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的联合国《政治

宣言》中进一步阐述了“积极老龄化”和“社会参与”的内涵，即老年人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文化、

社会公益等各个方面的活动，以此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该宣言还要求各国政府和社会组

织都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力求根据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愿景和能力来提供多样化的社会参与机会[6]。社会

参与对老年健康影响显著，老年人参与的社会活动越丰富，其精神健康状况就越好，社会参与对于老年人

精神健康的影响具有城乡差异，同等程度的社会参与对于城市老年人精神健康的正向影响作用要大于对农

村老年人精神健康的正向影响作用[7]，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作为农村与城市特性兼具的“外来”特殊群

体，由于缺乏有效的文化融合，在社会参与上的积极性更加式微，更有可能产生相应的心理问题或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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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更加需要受到关注。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能有效减少心理消极感觉产生的几率，邻里间互帮互助、

公益活动和继续就业均大大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为社会积极老龄化作出贡献[8]。同时，老年人的网络

参与能够使其最大限度地获得健康、参与和保护，并帮助积极老龄化的促成[9]。在积极老龄化政策制定与

完善的过程中，唯有重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才有可能有效缓解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危机[10]。 

2. 研究设计 

2.1. 调查对象 

被测对象的选定采用多阶段抽样法。第一阶段，从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中随机抽取出南京、无锡、南通、

盐城四市；第二阶段，从各市中分别抽取 3 个拆迁安置社区，共计 12 个社区作为调查地点；第三阶段，以

抽出的调查地点为样本点进行偶遇抽样，样本点抽样信息如表 1 所示。考虑到调查对象因自身特性普遍存

在文化程度较低、认知能力较差的现象，且居住较为集中，所以研究通过访员入户进行结构式访谈的方式

完成资料收集工作。整个调研过程为期 40 日，共收集问卷 360 份，其中 57 份无效，有效回收率为 84.2%。 
 

Table 1. Sampling information table 
表 1. 抽样情况表 

调查地点 调查期间 累计发放数 有效回收数 

南京市 

栖霞区尧安新村北院 

02.20~03.01 100 83 秦淮区岗虹苑小区 

建邺区桃园居社区 

无锡市 

滨湖区美湖社区 

01.20~02.10 95 79 江阴市圩里二村 

梁溪区二泉社区 

南通市 

崇川区龙虹桥新苑 

02.10~02.20 90 70 开发区星辰花园 

通州区周圩村安置房 

盐城市 

城南新区南岗小区 

02.10~02.20 75 71 盐都区新河湾花园 

亭湖区文泽府邸 

合计  360 303 

 
被测对象中，男性 114 人，女性 189 人；三大保险(社会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持有者

279 人，缺少一项或一项以上者 24 人；拆迁时间多为 7~10 年左右(35.0%)与 4~6 年左右(33.7%)；居住安

排多为夫妻单独同居(60.4%)及与子女同住(14.9%)；文化程度多为小学及以下(73.9%)与初中毕业(24.4%)；
婚姻状况多为初婚有配偶(75.9%)；经济来源多为前期储蓄(50.8%)与亲友资助(37.0%)；月均可支配收入多

为 2000 元以下(54.4%)。 

2.2. 测量工具 

2.2.1. 社会参与评估量表(Social Participation Assessment Scale, SPAS) 
被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测量借助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对应的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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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板块题项得以实现，该调查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测量已经得到了大规模的使用与检验，可信度

较高，故本研究使用 CHARLS 调查所涉及的相关题项，编制社会参与评估量表并应用于被测对象社会参

与的测量。具体操作为在结合研究目的与被测对象的特征的前提下，对量表内的 12 个指标进行表述上的

优化，通过询问被测对象在过去一个月内对 12 项指标(社会活动)的涉入情况来计算其社会参与程度。所

涉指标涵盖“政治学习”、“公开事务”、“经济活动”、“志愿活动”、“助人行为”、“亲朋交往”、

“娱乐活动”、“社区活动”、“康健活动”、“社团活动”、“继续教育”和“互联网使用”12 个老

年人日常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各指标均采用 2 点计分，即“1 = 参与”、“0 = 不参与”，12 个指标的应

答总和即为社会参与的总分，得分区间为 0~12 分，分数越高则表明社会参与程度越高。经检验，被测拆

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整体内部一致性为 0.79，信度良好。 

2.2.2. 积极老龄量表(Active Aging Scale, AAS) 
积极老龄化指数的测量通过张建阁等学者[11]修订的中文版积极老龄量表进行，综合已有的实证研

究结果，该量表的操作性定义较为全面，且此量表已被应用于不同性质老年人群的调研研究之中，累积

受众不断增加，可见其能够适用于对本研究中的被测对象，即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积极老龄化状况的

测评。中文版积极老龄量表涵盖“自理能力”、“积极学习并融入社会”、“建立经济保障”、“开发心

灵智慧”、“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奉献社会”、“传承孝道以身作则”7 个维度，共 36 个题

项。各题项皆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法(1 = 完全不符，2 = 有点符合，3 = 符合，4 = 完全符合)进行计分，

得分区间为 36~144 分，分数越高则表示被测对象积极老龄化的程度越高。根据量表说明，得分为 36~72
分处于中等偏下、73~109 分处于中等、110~144 分处于中等偏上。经检验，被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

积极老龄的整体内部一致性为 0.93，信度较好。 

2.3. 统计方法 

回收数据通过 SPSS 23.0 统计程序进行处理，使用⍺ = 0.05 的显著性水准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可信度。

采用相关关系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来获取社会参与和积极老龄化的相关性与预测性。 

3. 分析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被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社会参与和积极老龄化程度的相关分析结果(表 2)表明，积极老龄化与社

会参与呈显著正相关(p < 0.001)。 
 

Table 2.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项 M ± Std. 1 2 3 4 

月均可支配 1511.14 ± 283.58 1    

拆迁时间 6.18 ± 2.03 0.18** 1   

社会参与 2.35 ± 1.81 0.53*** 0.11* 1  

积极老龄化 72.89 ± 15.97 0.52*** 0.05 0.64***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2. 社会参与对积极老龄化的影响验证 

根据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进一步进行多重回归分析以验证社会参与对积极老龄化的影响。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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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β = 0.42, p < 0.001)对其积极老龄化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倾

向，即被测对象在拆迁安置之后所投入社会性活动的参与程度越高，其积极老龄化程度亦能有所提升。 
 

Table 3.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R2/ΔR2 F β S.E. t 

社会参与 

积极老龄化 0.81/0.81 104.71*** 0.42*** 0.39 9.35 

自理能力 0.71/0.70 58.42*** 0.38*** 0.12 6.85 

积极学习 0.67/0.66 49.59*** 0.38*** 0.13 6.43 

经济保障 0.63/0.62 41.94*** 0.31*** 0.09 4.92 

开发心灵 0.63/0.61 40.60*** 0.38*** 0.10 6.13 

健康生活 0.57/0.56 32.37*** 0.29*** 0.09 4.26 

奉献社会 0.59/0.57 34.60*** 0.32*** 0.08 4.87 

传承孝道 0.29/0.26 10.00*** 0.23*** 0.06 2.64 

 
同时，分别对积极老龄化内部的七个维度是否受到社会参与的影响展开观察后可得(图 1)，自理能力

(β = 0.38, p < 0.001)、积极学习(β = 0.38, p < 0.001)、经济保障(β = 0.31, p < 0.001)、开发心灵(β = 0.38, 
p < 0.001)、健康生活(β = 0.29, p < 0.001)、奉献社会(β = 0.32, p < 0.001)、传承孝道(β = 0.23, p < 0.001)维
度皆能受到社会参与的显著正向影响，这也说明社会参与确是影响积极老龄化的关键因素，继而可以得

出“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的积极老龄化更易受其社会参与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 
 

 
Figure 1. Impact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various dimensions of active aging 
图 1. 社会参与对积极老龄化诸维度的影响作用 

 
结合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所导出的结果，可以发现社会参与正向预测被测对象的积极老龄化，具体

而言，较高的社会参与程度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的自理能力更优异，建立经济保障的意愿、积极

学习并融入社会的意愿、积极奉献社会的意愿更强，开发心灵智慧、保持健康生活、传承孝道以身作则

的行为表现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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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置身事外”：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现状不容乐观 

从社会参与总体情况来看，被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中存在明显社会参与行为的有 248 人，占比

81.8%。这与 CHARLS 2011~2018 年 4 次追踪数据所得的研究结果相差甚多[12]，主要原因可以推导为本

研究主要是调查地点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地区，且 83.5%的被测对象被拆迁安置已超过 3 年，地区

融入程度已然有所提升。社会参与程度的应答方面，被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平均指数为 2.35
分(Max = 12)，且在 12 个指标的选择上有 58.7%的老年人小于等于 2 项，说明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的个

体社会参与程度低，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类似[13]。社会参与类型的应答方面，参与人数超过 50%的指

标仅有邻里交往和公共事务两项；超过 20%的指标则另外涉入娱乐活动和康养活动两项，由此可见，老

年人的社会参与类型较为单一，且娱乐性活动偏多。值得注意的是，造成此类应答结果的部分原因为调

查周期横跨春节，大多数老年人更倾向于走访亲友所致。 

4.2. “各有所难”：拆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的积极老龄状况亟待改善 

本研究中，被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处于中等水平(72.89)，低于已有研究中社区

老年人、养老院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14]；高于已有研究中农村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15]。这可

能与被测老年人位于农村和城市的过渡地带——拆迁安置社区有关，这也表明积极老龄化程度会受到老

年人居住地点的影响[16]。其中，各维度得分排在前两位的是传承孝道以身作则和开发心灵智慧，排在后

两位的是积极奉献社会、积极学习并融入社会，这与先行研究的观点相似[17]。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参与

对积极老龄化、自理能力、开发心灵智慧、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奉献社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

影响效果最大，所以想要提高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需要提高其社会参与。 

4.3. “融合之道”：社会参与对老年群体积极老龄化的推动作用显著 

据上述分析结果，社会参与对积极老龄化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社会参与能够有效提升积极

老龄化。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老年人能够有效缓解孤独感和空虚感，提升自尊心和自我认同，降低消

极感觉出现的概率，同时，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公益活动、继续就业等都极大满足了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有利于积极老龄化社会的发展[18]。此外，在积极老龄化的各维度中，社会参与能够正向影响老年人的自

理能力，社会参与程度高的老年人普遍具有较强的行动能力，自主意识清晰，独立性较好，因此其自理

能力也较佳；社会参与同样也能够促使老年群体积极学习并融入社会，社会参与活动中包括诸多的社区

活动、互联网活动等，进行同样社会参与的老年人，其积极学习并融入社会的行为也越多；社会参与也

能及时促使老年群体建立经济保障，社会参与程度高的老年人有较强的经济管理意识，部分老年人会进

行炒股、理财等经济活动，所以能够为自己建立经济保障；社会参与也能促使老年群体开发自身心灵智

慧，社会参与程度高的老年人常常以积极的心态看待事物，尽量不依赖任何事情，坚定自己的信念；社

会参与还能影响老年人选择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引导老年群体积极奉献社会、传承孝道以身作则。 

5. 对策建议 

老年人社会参与是解决老龄问题、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点内容，同时也是推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

调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基于上述论旨，现提出以下建议。 

5.1. 丰富社会参与内容，增进个体参与能力 

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不应仅局限于串门、打牌、公园散步等休闲娱乐活动，而应尽可能多地开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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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活动、志愿活动和社团活动等。因此，政府应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活动

室、老年活动室等活动场所，拓宽其活动范围。社区组织可以为老人创造更多的集体活动机会，定期举

办不同类型的社区活动，鼓励老年人参与到社区活动的全过程中，积极扮演策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等

多种角色，促进社区老年居民参与到民主治理中来。社区工作人员或社会工作者应充分发挥其引导者的

作用，积极利用社区提供的活动场地及各种资源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小组工作、社区工

作等专业方法，针对老年群体不同的需要与兴趣组织开设各种小组，如社交娱乐小组、动机激励小组、

支持性小组等。调动老年人自身能动性，使老年人能够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社会参与类型并学会在

社会参与中重新认识和接纳自己，同时帮助老人克服孤独感，建立广泛的社会支持，提高其积极老龄化

程度。 

5.2. 宣扬志愿参与价值，打造老年互助平台 

提高拆迁安置社区中的老年群体在积极奉献社会维度上的参与度能够为积极老龄化提供有效助力。

老年活动理论认为，老年人应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来维持生命活力，缩短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差距，参

加社区志愿服务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为熟悉和便捷的社会活动。社区要积极向老年人宣传志愿服务的价

值，使老年人正确认识志愿服务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并鼓励老年人组成互助小组，发展老年人助人自助

的能力。同时，加强对老人的心理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老年观，正确面对年龄的增长和

体能的下降，养成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从而促进其晚年健康生活方式的构建。通过老年志愿者培训、

志愿者队伍建设等方式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并定期举办共享总结会等形式，鼓励老年志愿者在

服务过程中交流感受，共享服务经验，不断实现志愿服务的系统化、规范化。 

5.3. 完善社区设施建设，助力适老化社区转型 

社区是老年人活动的中心平台，老年人社会参与主要以社区为核心，良好完善的社区设施是促进积

极老龄化的重要因素，而部分拆迁安置社区房屋老旧，基础设施不完善，社区内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

平较低。因此，改造拆迁安置社区势在必行。在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上，社区工作人员应当扮演资源

链接者的角色，通过政府购买等途径取得各项服务项目资源，协助社区获取足够的经费来建设相关活动

设施与活动场地。对于有老年活动中心的社区，应当充分利用其资源，为老年人社会参与创造条件，定

期维护老年活动中心的各项设施，及时更新和丰富老年活动室的布置，防止老年活动室沦落为空房或茶

水间。同时，也要做好资金有效使用的控制与监督工作，使老年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社会福利和社区

支持。在政府资源之外，还应该积极引导第三方资源加入社区建设中，动员民间力量，挖掘民间资源，

积极引入各种社会组织和福利机构的资本，实现公办和民办之间的良性竞争。 

5.4. 营造老龄友好氛围，推动社区文化建设 

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参与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而形成这种文化的环境将对老年人在社会中的

参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社区工作人员应积极扮演社会参与氛围倡导者的角色，做社会活动参与风尚

的领头羊，努力创造和谐良好的社会参与氛围，并通过社区文化墙、公告栏等多种宣传方式向社会宣传

爱老、敬老理念，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等传统美德，营造一个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积极

参与社区生活的良好氛围，使社会大众能够消除对老年人参与社会的认识偏差。社区工作人员在指导老

年人参加社区活动时，应致力于营造“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环境，自觉加强社区各年龄层之间

的沟通和交流，鼓励有志之士和有能力者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社区老年人在参与社区活动之后，

可以向周围其他老年人进行宣传和推荐，带动其他老年人参与到活动中来。有了熟人的引导和帮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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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其他老年人就能更加容易接受并且参与社区活动，由此形成积极浓厚的社区参与氛围，有效实现积极

老龄化程度的提升。 

5.5. 引进专业服务人才，传递助人自助理念 

为老年人提供社会参与活动服务有较高的专业要求，单靠拆迁安置社区内部工作人员是远远不够的，

一些特殊服务需要有专业社工机构参与其中进行指导，老年人开展社会参与时还需要有专业社会工作者

介入其中。社区作为老年人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载体，可引入专业社工机构提供服务，并承担起联系社

工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以满足老年人更多的需求。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能够基于老年人

各自不同的特点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干预策略，有针对性地对不同老年人开展适合他们的社区活动，

降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门槛，减少老年人的参与成本，鼓励其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同时，社会工作者

在开展活动时能够结合增权理念，相信老年人具有社会参与的潜力和动力，使其保持积极正向的心态，

逐渐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兴趣，为老年人提供心理支持和指导，提高其对社会参与的信心。此外，社

会工作者能够将“助人自助”的理念融入老年群体，在提升其社会参与能力的同时，关心和帮助其他老

年人，使自己获得真正的充实感和幸福感，以此提高整个社区老年群体的积极老龄化程度。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调查掌握拆迁安置社区老年居民的社会参与现状与积极老龄化程度，探究两者之间的相

互关系，分析社会参与对该群体积极老龄化的影响效应，以期为助力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更好地实现积

极老龄化、提高晚年生活质量提供理论参照与经验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 拆迁安置社区老年人社

会参与人数较高(81.8%)，但参与程度偏低(M = 2.35, Min~Max = 0~12)，现状不容乐观；2) 拆迁安置社区

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程度一般，处于中等水平(M = 72.89, Min~Max = 36~144)；3) 社会参与对拆迁安置

社区老年人的整体积极老龄化程度及所属各维度皆能产生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希望后续研究能够继续

观测拆迁安置社区老年居民的积极老龄化动态，进一步挖掘与提炼积极老龄化的影响因素与提升机制，

为积极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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