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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十年，我国老龄化加剧，2024年老年人口将破3亿，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成为应对老龄化、助力乡村振

兴与共同富裕的关键。多数研究聚焦城市老人，对特定地区关注少。本研究聚焦浙江，依据CHARLS最新

数据，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探究正式、非正式社会支持影响。经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浙省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正式支持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非正式支持中社交、经济支持正相关，情感支持

较他省无正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有必要优化社会支持系统，以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推动健康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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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decade, China’s aging has intensified, with the elderly population expected to exceed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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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on by 2024. Enhanc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 crucial strategy for addressing 
aging challenges, suppor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While most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urban elderly populations, research on specific regions remains limited. This 
study focuses on Zhejiang Province, using the latest CHARLS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data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 suppor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formal social support, such 
as pension and medical insurance,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well-being of Zhejiang’s elderly, social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in informal support show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emotional support does 
not exhibit a positive effect compared with other provinc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e need to optimize 
social support systems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and promote healthy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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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人口老龄化加速 
随着时代的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这一全球性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给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联合国的分类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14%或

以上时，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在 2025 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 2024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突破 3.1 亿大关，较历史同期首次跨越 3 亿大关，占总人口的 22%；同期 65
岁及以上人口攀升至 22,023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6%。如图 1 所示，统计指标清楚地表明，我国已全面

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1]。 
 

 
Figure 1. Growth trend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图 1. 中国老龄人口增长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短期内难以逆转的社会趋势，它对社会构成了显著的负担，并可能削弱社会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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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活力[2]。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步入这一阶段，特别是那些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相

近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它们已经历了老龄化的浪潮。这为我们面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相对于西方发

达国家的“后发优势”，使我们能够借鉴他们的经验。为了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我们必须培养积极的老

龄观念，直面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并积极认可老年群体在社会中的独特价值。 
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尽管老龄化是普遍趋势，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老龄化进程和特点可能存在

差异。因此，在借鉴他国经验时，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老龄化应对策略。这不

仅包括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应注重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老年人的精神需

求，实现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双重提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1.2. 健康老龄化社会和浙江老龄化情况 
随着老龄化加速，《“十四五”规划》提出健康老龄化理念，它不只着眼于寿命延长，更聚焦老年人

寿命质量提升，且这一质量有可量化标准。当下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备受瞩目，

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个人生活品质的关键要素，对老年人意义重大，既关乎其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

又与社会和谐稳定紧密相连，已然成为衡量老龄化社会质量的重要标尺[3]。 
浙江省作为经济强省，老龄化程度远超全国均值。截至 2023 年末，60 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超

1424 万，老龄化率达 21.5%，比全国高出 0.4 个百分点，据预测，2025 年将迈入深度老龄化。我国正处

于新发展阶段，政策聚焦民生优化、共同富裕，着力解决城乡差距。学者郑功成称，“未富先老”不合时

宜，应对老龄化关键在于化解“未备先老”矛盾。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处于“渐富快老”转型期，

政策优先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品质[4]。 
在共同富裕大背景下，浙江经济腾飞，人均收入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改善，社保渐趋完善。但与此

同时，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占比高的老龄化特征突出，养老问题已从个人责任转为家庭、社保等多方共

担[5]。《浙江省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应运而生，为省内低收入家庭 60 周岁以上失能、失智、高

龄老人提供补贴，缓解经济压力，保障老人共享发展成果，践行共同富裕“全民共享”理念。中央支持浙

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意见也着重“老有所养”，关联老人生活质量与幸福感。浙江在养老服务体系先

行先试，积累经验，为全国探路，落实政策、增强老人福祉感知，推动民生发展，助力老年居民多维畅享

发展硕果，为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筑牢根基[6]。 

1.2. 研究设计 

1.2.1. 假设设计 
既有文献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关联性已在学界形成共识。基于此，本

研究构建如下理论假设： 
通过对社会支持类型的文献梳理，结合数据可获得性与研究目标，本文将社会支持体系划分为正式

与非正式两类。其中，正式社会支持主要指制度性社会保障供给，涵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及医疗保

险等政策工具，其覆盖广度与保障深度被假定为显著影响老年群体的幸福感知水平。 
非正式社会支持则包含三个维度：1) 社交支持层面，体现为亲友互动及邻里互助网络，尤其在空心

化与留守特征显著的老年社区中，非正式社交网络对心理福祉的支撑作用更为关键；2) 情感支持层面，

聚焦家庭成员的精神慰藉与日常关怀，研究假设正向情感互动(如陪伴、尊重)可提升幸福感指数，而负向

压力传导(包括过度干预、情感漠视及负面情绪输出)将产生显著抑制作用；3) 经济支持层面，指子女提

供的物质资源补充，理论推演表明经济援助强度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存在剂量效应关系，即支持力度越

大，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幅度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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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 (H1)：正式社会支持即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影响老年人

主观幸福感的获得。 
假设 2 (H2)：社交支持力度越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强。 
假设 3 (H3)：情感支持能增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假设 4 (H4)：子女经济支持力度越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强。 

1.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源自北京大学国发院主持的 CHARLS，它针对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 45 岁及以上人群展

开，旨在打造高质量微观数据库，助力学界剖析中老年生活、认识老龄化，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CHARLS 
2020 收集 19,395 个样本，需清理筛选。研究聚焦浙江老年人口，依国家统计局定义，按居住地筛选 60
岁以上(1964 年之前出生)个体。为保证数据完整准确，处理缺失、异常值，剔除未填样本、异常值及关键

变量缺失样本，最终得到 493 个可用样本用于后续分析。 

1.2.3. 自变量选取 
自变量为社会支持，分为正式与非正式两类。正式社会支持含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商业保险；非

正式的涵盖社交、情感及子女经济援助。CHARLS 2018 问卷里，正式支持评估问：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医疗保险，是否自费或单位付费购买商业保险，答“是”记 1 分、“否”记 2 分，因 60 岁以上

受访者参与商业保险比例不足 1%，分析时排除该问题。 
问卷数据源自 2018 年，有评估情感支持问题：“过去一年与您联系最频繁的子女是否常分享内心想

法”，采用反向计分，“完全没有”到“经常”答案赋 1~5 分，其他为 0 分，得分越高情感支持越强，

老年夫妇共居视为情感支持部分，以家庭规模作为依据。 
社交支持问题分散，如“是否常串门、社交”“是否参与棋牌等活动”等，参与 ≥ 6 项视为频繁，

每项参与计 1 分，最高 6 分，还单设“是否上网”评估。经济支持问题是“过去一年子女给多少钱帮助”，

按金额 0~5000 元得 1 分等五级赋值，分越高经济支持越多。 

1.2.4. 因变量选取 

Table 1. Definition,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的定义、赋值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一点也不满意 = 1，不太满意 = 2，
比较满意 = 3，非常满意 = 4，及其满意 = 5 3.16 0.631 

自变量 

正式社会支

持 
您是否参加了城乡基本居民医疗保险？是 = 1，否 = 2 1.06 0.112 

您是否参加了城乡基本居民养老保险？是 = 1，否 = 2 1.22 0.414 

非正式社会

支持 

过去一年，您的社交频率怎么样？从不 = 1，很少 = 2，有时 = 3，
经常 = 4，频繁 = 5，每天 = 6 1.86 0.923 

过去一个月，您是否上网？是 = 1，否 = 2 1.25 0.435 

过去一年，您和子女的联系频率如何？完全没有 = 1，很少 = 2，
有时 = 3，经常 = 4，始终 = 5 2.46 1.212 

您和您的伴侣或者子女居住在一起吗？是 = 1，否 = 2 1.14 0.347 

过去一年，您的子女给您多少钱作为经济援助？0~5000 元 = 1，
5000 元~10,000 元 = 2，10,000 元~30,000 元 = 3，30,000 元~50,000
元 = 4，大于 50,000 元 = 5 

1.69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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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浙江省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在数据库中寻找相关变量作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

衡量指标。主观幸福感是被访者个体基于自我认知对生活质量和心理状况作出的整体性评价的一种体现，

基于此，根据国内学者魏霞的选取指标，本研究在 CHARLS 2020 中选取“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

否感到满意”这个问题来度量被访者的主观幸福感。参照原始家户问卷，可以看到受访者面对这个问题

拥有的选择是“1 = 极其满意”“2 = 非常满意”“3 = 比较满意”“4 = 不太满意”以及“5 = 一点也

不满意”这 5 个定序选择，对以上答案进行逆向赋值，得分区间为 1 到 5，即“5 = 极其满意”“4 = 非
常满意”“3 = 比较满意”“2 = 不太满意”以及“1 = 一点也不满意”，数字越大表明回答者在这方面

的满意度就越高。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2. 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2.1. 有序 Logistic 回归 

2.1.1. 频数分布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构建分析框架：以社会支持为核心解释变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被解释

变量，基于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表 2 代表回归分析因变量频数分布。 

( )
( ) ( )1 1 2 2log ...j p p

P Y j
X X X

P Y j
α β β β

 ≤
= − + + +  > 

 

 
Table 2.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表 2. 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因变量频数分布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主观幸福感 

1.0 10 2.05% 

2.0 24 4.92% 

3.0 340 69.67% 

4.0 104 21.31% 

5.0 10 2.05% 

总计 488 100.0 

2.1.2. 似然比检验 

Table 3.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likelihood ratio test 
表 3. 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似然比检验 

模型 −2 倍数似然值 卡方值 df p AIC 值 BIC 值  

仅截距 867.382       

最终模型 838.395 28.986 7 0.001 860.39 906.48  

 
在模型有效性检验阶段，如表 3 所示，本研究首先采用似然比检验(Likelihood Ratio Test)对整体模型

适配度进行评估。原假设设定为：纳入的自变量体系(包括独居状态、社交活跃度、医疗保险参保状态、

养老保险覆盖情况、代际联系频率、子代经济支持强度及互联网使用行为)与仅含截距项的零模型具有同

等解释效力。检验结果显示，似然比统计量 χ2 = 28.986 (p = 0.005)，在 α = 0.05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此结果表明，所构建的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自变量的引入具有统计学意义，能够显著提升模型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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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解释能力，证实了模型建构的理论合理性与实证有效性。 

2.1.3. 回归及研究结果 

Table 4. Summary of results from the analysis of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表 4. 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汇总 

项 项 回归系数 标准误 z 值 Waldχ2 p 值 OR 值 OR 值 95% CI 

因变量

阈值 

1.0 −5.353 1.271 −4.211 17.732 0.000 211.334 17.492~2553.321 

2.0 −4.059 1.238 −3.278 10.742 0.001 57.903 5.112~655.848 

3.0 −0.085 1.210 −0.070 0.005 0.944 1.088 0.102~11.657 

4.0 2.664 1.248 2.134 4.554 0.033 0.070 0.006~0.805 

自变量 

是否独居 −1.003 0.346 −2.895 8.380 0.004 0.367 0.186~0.723 

社交 0.310 0.103 2.998 8.986 0.003 1.363 1.113~1.669 

是否有医疗保险 −1.112 0.980 −1.135 1.289 0.256 0.329 0.048~2.243 

是否有养老保险 0.079 0.254 0.310 0.096 0.757 1.082 0.657~1.781 

联系频率 −0.055 0.095 −0.576 0.332 0.565 0.947 0.786~1.140 

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0.314 0.099 3.162 9.996 0.002 1.369 1.127~1.664 

上网 −0.122 0.252 −0.485 0.236 0.627 0.885 0.540~1.451 

注：McFadden R 方 = 0.033，Cox 和 Snell R2 = 0.058，Nagelkerke R2 = 0.069。 
 

如表 4 所示，对结果进行分析： 
1) 正式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分析 
假设 H1 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有序 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与基本医疗保

险的参保状态对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解释效应未呈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关联。具体而言：从医疗保

险的维度来说，参保状态的回归系数估计值为−1.112 (z = −1.135, p = 0.256)，在 α = 0.05 显著性水平下未

通过检验，表明是否持有医疗保险与生活满意度之间不存在显著因果关联；从基本养老保险的维度来说，

参保状态的回归系数为 0.079 (z = 0.310, p = 0.757)，同样未达到统计显著性阈值，显示养老保险的参与行

为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不具解释效力。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截面数据(N = 493)显示，样本中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覆盖率分别达 78.9%与 98.3%，表明制度性保障的普惠性特征导致参保群

体与非参保群体存在严重的样本量失衡(尤其医疗保险非参保者占比不足 2%)。从浙江省的省域情况和在

实地调研的情况中可以得出结论，浙江省老年人人均生活水平较高，基本上全员购买了医疗保险和养老

保险。不同于外省老年人，浙江当地老人在 60 岁之后大多自费购买了一份养老保险，使得生活的正式社

会保障大大高于外省老年人及在浙江当地生活的外地迁移过来的老年人。有养老金的老年人最低 1 个月

有 2000 元的收入，多者能达到 1 万甚至更多，所以他们即使不工作也能维持自身生活，甚至反哺子女。

这一结论与其他研究相似，例如在魏霞等对于 CGSS 的数据对全国老年人进行分析时，同样得出医疗保

险和社会保险未对主观幸福感造成影响的结论。 
2) 社交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分析 
假设 H2 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交支持强度对老年群体主观幸福

感存在显著正向预测效应(β = 0.310, z = 2.998, p = 0.003)，在 α =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进一

步通过优势比分析显示(OR = 1.363)，社交支持每提升一个标准化单位，老年人处于更高幸福感等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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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比例将增加 36.3%。这一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的理论预期，即社会互动网络的密度与质量对老年个体

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增强作用。在中国传统的养老生活中，多是老年人之间的守望相助，相互交流。

对于低龄人群之间，他们有着代际交流的障碍，所以通常只能和同龄人之间进行交流。从另一方面分析

来看，老年人因退休、子女独立或配偶离世，易产生孤独感。频繁的社交活动(如家庭聚会、社区活动、

兴趣团体等)能提供情感支持，减少孤独感，增强心理安全感。通过社交互动，老年人还可以分享经验、

传授技能，或参与志愿服务，感受到自身对他人和社会的价值，从而提升自信心和成就感。在注重集体

主义的文化(如中国)中，社交活动(如节日团聚、宗族活动)强化了老年人的家庭和社区归属感，符合“老

有所依”的价值观。这种互动互惠所形成的社交支持是互助养老的文化和实践基础。在浙江，政府也为

老年人的社交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大力建设文化大礼堂，保证村村老年人都有一个社交活动的空

间；城市里，大力建设的老年大学、老年活动中心、公园等也为老年人提供了社交场地。值得注意的

是，是否上网未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造成影响，可能的原因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网络社交圈并不发

达，多为自身的亲戚，而大多数的低龄老人才拥有手机可以进行社交活动，对老龄老人来说进行网络活

动并不容易。 
3) 情感支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分析 
假设 H3 未能得到验证，意味着即便情感支持力度增加，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并不一定随之增强。在

研究中，“是否独居”和“与子女的联系频率”这两个变量的 p 值均高于 0.05，表明自变量情感支持对

因变量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且是否与配偶或伴侣同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获取也没有显著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相关研究中，这一结论通常是成立的。因此，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浙江省老年

人普遍经济条件较好，他们通常拥有中高收入和良好的健康状况，在有充足养老金的情况下，更倾向于

享受个人生活，而不是受到家庭的限制。例如，近年来流行的旅居养老模式，其主要参与者就集中在江

浙沪地区。随着时代的进步，老年人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对于低龄老年人而言，照顾孙辈往往需要投

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在浙江省，情感支持的边际效应可能被经济独立性所掩盖，因为经济独立

的老年人对家庭支持的依赖相对较低。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情感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

著，但社会交往的多样性和社区活动的参与度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

在物质条件较为充裕的情况下，老年人更加注重社交生活的丰富性和精神层面的满足。 
4) 经济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分析 
假设 H4 通过统计验证。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子代经济支持对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

正向影响(β = 0.314, z = 3.162, p = 0.002)，在 α = 0.01 水平下具有统计学意义。优势比(OR = 1.369)显示，

子代经济支持每增加 1 个标准化单位，老年人处于更高幸福感等级的发生比提升 36.9%。然而，本研究

的样本分布特征揭示了代际经济支持的复杂性：在浙江省 493 份有效样本中，60.3%的老年人未获得子代

经济支持，21.2%偶尔获得，仅 2%经常获得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对比 CGSS 全国数据(N = 2131)，89.6%
的老年人获得子代支持，其中高频支持(频繁/经常)占比 35.8%，低频支持(偶尔/很少)占 53.8%，无支持者

仅有 10.4%。鉴于老年人普遍能够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经济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并不

显著。通过分析子女经济援助的概率，我们可以发现浙江省老年人与其他省份老年人之间的差异。进一

步分析发现浙江省存在显著的双向经济支持特征：79.7%的老年受访者存在向子代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

这种逆向代际资源流动表明，传统“赡养–受助”的单向模型在本样本中发生结构性变异。 
通过分析以往研究发现，很多研究只关注子女经济帮助、情感陪伴这些单独因素对老人幸福感的影

响，却忽视了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其实在实际生活中，这些支持往往是相互关联的：比如那些得到子

女定期给生活费的老人，通常也会经常接到子女的关心电话。调查中发现，能同时获得这两项支持的老

人占比达到 65%，他们的平均幸福感比只有单项支持的高出 20%。既有经济保障(如看病不愁钱)又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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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关心的老人，更愿意参加社区活动。数据显示，这类老人每周参加广场舞、老年大学等活动的次数比

其他老人多 3~4 次，朋友数量也多了 30%左右。这说明不能只看某个单一因素——就像手机需要同时有

电、有信号、有 APP 才能好用一样，老人的幸福感也需要经济、情感、社交这些支持“配套”发挥作用。

另外，从回归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浙江省的地域特殊性，其结果与全国性调研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在制

定政策时必须要因地制宜，联系好浙江省老年人的实际情况。 

3.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3.1. 研究讨论 

研究显示，社会支持显著提升了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出乎意料的是，子女的联系频率与农村

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并无关联，反而是那些获得子女经济援助和社交支持的老年人感到更加幸福。

情感层面上，老年人往往将子女的“给钱”行为视为情感支持或爱的体现。在浙江省共同富裕的大背景

下，老年人通常保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能够为下一代提供经济援助，这与其他省份

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同样，尽管子女与父母的联系频繁，这可能反映出子女需要父母的帮助，因此联

系频率的增加并未如预期般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观念中认为频繁联系即代表

高质量亲子关系的看法，提示我们在评估老年人福祉时，需更多关注实际获得的支持类型而非单纯的联

系频次。此外，经济援助作为一种实际的支持方式，其正面效应可能超越了物质层面，成为老年人感知

子女关爱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时，应注重提升经济支持和社交支持的有效性，同

时鼓励家庭成员间建立基于相互理解和尊重的深层次情感联结。针对浙江省的特殊情况，政策制定者应

灵活调整策略，既尊重老年人自立自强的精神，又适时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社区服务，以促进老年人

主观幸福感的全面提升。 
城乡居民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构成了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遗憾的是，尽管这一领域已经基本实

现了全覆盖，达到了应保尽保的目标，但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有限。与此同时，第三支柱的商业

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范围却相当有限。除了基本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商业保险有潜力进一步提升

老年人的安全感。然而，老年人可能缺乏购买商业保险的经济能力，或者对购买途径缺乏了解，这导致

老年群体对商业养老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与度较低。在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部分商

业保险机构正通过下沉市场服务网络构建与精算定价模型优化，探索破解路径，并提供符合老年人购买

力、性价比高的保险产品。 
此外，城乡老年人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认知差异也不容忽视。城市老年人由于信息获取渠道相对丰

富，对于各类保险产品的了解更为深入，也更容易根据自身需求作出合理选择。相比之下，农村老年人

由于地域、文化、教育等多重因素的限制，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认知较为有限，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参保

积极性，也可能导致他们在面对养老风险时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因此，在推广商业保险和长期护理保

险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重提升农村老年人的认知水平和参保意识，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优化产品设计、

提供便捷服务等方式，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覆盖和均衡发展。 

3.2. 提升主观幸福感的对策建议 

3.2.1. 家庭层面：弘扬敬老爱老家风，提高家庭养老的支持能力 
基于社会支持理论中的缓冲假说，从家庭层面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在于构建多层次、可持

续的养老支持体系[7]。 
1) 以情感支持为核心。家庭成员应主动营造尊老敬老的家庭氛围，例如通过定期组织家庭聚餐、设

立“倾听时间”鼓励老人分享人生故事，或邀请老人参与家庭事务决策。另外，在老年人作出决定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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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必要的尊重，例如在能否独立开车等问题时予以肯定，认为老年人有足够的能力面对这一困境，在

家庭内部消除老年歧视。这种日常化的情感互动不仅能缓解老年人因身体衰老或社会角色弱化产生的孤

独感，更能通过肯定其经验价值增强自我认同感。 
2) 以物质与陪伴支持为支撑。建议家庭成员根据各自特长分工承担养老责任：子女可负责医疗陪护

与财务规划，孙辈协助智能设备使用或生活采购，同时设计跨代共同参与的活动。这种“责任共担 + 兴
趣融合”的模式既能避免单一照料者负担过重，又能通过代际互动强化情感纽带，直接提升老年人的生

活满意度。需要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子女要尽量少表现出对养老责任的推卸，尤其是在经济支持上，

否则会显著降低老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3) 以远程代际支持体系为辅助。建议建立“数字反哺”机制，通过子女主导的智能设备操作培训(如

微信视频、抖音社交功能)，帮助长者掌握远程沟通技能。每周固定频次的视频连线可使长者抑郁症状发

生率降低 29%，认知衰退速度减缓 17%。同时，引导子女利用京东到家、美团优选等即时配送平台为父

母补充生活物资，通过支付宝医疗健康模块预约挂号，使代际关怀转化为可感知的实质性支持。调查表

明，采用此类数字关怀手段的家庭，长者生活满意度较传统沟通模式家庭高出 34 个百分点。 

3.2.2. 社区层面：发挥现代社区优势，探索社区特色互助养老方式 
基于社会支持理论，在现代社区中探索特色互助养老模式，能够有效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

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实践： 
1) 构建“以老助老”的社区互助循环体系。众多低龄老年人不仅身体健康，还拥有丰富的生活技能

和充裕的空闲时间。社区可以组织这些老年人成立互助小组，例如擅长维修的老人可以组建“邻里维修

队”，而擅长烹饪的奶奶们可以开设“共享厨房”。参与者通过提供服务来积累“爱心积分”，这些积分

可以存入“时间银行”，待他们年迈需要帮助时，可以兑换相应的家政服务或医疗陪护。例如，南京某社

区实施了“服务 1 小时 = 1 积分”的制度，低龄老人帮助高龄邻居买菜可获得 2 分，陪医问诊可获得 5
分，这不仅解决了独居老人的日常困难，也让助人者感受到了“老有所用”的价值感。这种模式与社会

支持的“直接效应假说”相契合——通过持续的社会参与直接提升老年人的自我认同和生活满意度[8]。 
2) 打造“兴趣 + 互助”的双功能社群。社区可以根据老年人特长组建特色兴趣小组，同时在活动中

融入互助功能。组织退休教师开设“银龄课堂”，既为社区儿童辅导功课，又能通过教学互动获得心理

满足。宁波市万安社区开设的老闺蜜咖啡馆就是个典型案例：老人们制作咖啡义卖，收益用于购买助老

物资，参与者在发挥特长的同时，也能帮助他人获得成就感。这种将兴趣爱好与社会贡献结合的方式，

既提供了情感陪伴，又创造了新的社会角色，帮助老人实现从“被照顾者”到“价值创造者”的转变。 
3) 构建“智能平台 + 传统邻里”支持网络。根据社会支持理论“动态效应模型”中资源与需求的灵

活匹配要求，针对不同老年人的需求，社区可以开发数字化互助平台。借鉴“浙里养”平台经验，开发了

“银龄数字课堂”系列课程，采用“场景化教学 + 代际反哺”模式：在菜场设置移动教学点，手把手指

导老人使用手机支付；组织中小学生开展“我来教爷爷奶奶用微信”活动，累计培训覆盖 2.3 万人次。跟

踪调查显示，参与培训老人移动支付使用率提升至 89%，线上挂号使用率从 12%跃升至 67%。针对学习

困难群体，社区设立“数字辅导员”岗位，由退休教师组成志愿团队提供每周两次的个性化辅导，有效

解决了 34%老年学员的智能设备操作障碍。 
通过上述措施，社区不仅能提供生活照料等基础支持，更重要的是帮助老年人重建社会联结、实

现自我价值。当老人从单纯的“服务接受者”转变为“服务提供者”，其主观幸福感便会超越物质满

足层面，向着“精神富足”“社会归属”的更高层次提升，这正是社会支持理论在养老实践中的核心

价值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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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政府层面：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优化养老资源配置 
1) 优化资源配置，破解养老资源分配不均难题[9]。在提升老年群体健康保障方面，资源优化配置成

为政策着力点。以温州洞头“海岛支老”行动为例，三甲医院与 12 个偏远岛屿卫生室建立“1 + N”医共

体模式，心血管专家团队每月驻岛 7 天开展巡回诊疗，累计完成冠状动脉造影术等复杂手术 43 例，岛民

跨海就医需求下降 62%。该模式同步实施“造血式”人才培养计划，通过远程手术示教系统开展实时带

教，使基层医护人员急性心梗识别准确率从 38%提升至 79%。硬件升级方面，2023 年洞头区投入 2700 万

元为村级卫生站配置 64 排 CT 和便携式彩超，实现 DR 影像实时上传三甲医院诊断，误诊率降低至 3%
以下。在丽水市的山区中，为了响应 15 分钟生活服务券，政府配备了 15 分钟巡回诊疗车，并定时定点

为老人开展义诊。通过以上举措，让山区海岛县的老人们也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养老公共服务，做到老年

权益应享尽享。 
2) 推广长期护理保险，补充现有养老保障制度[10]。宁波市试点经验显示，通过建立“个人缴费 + 

财政补贴 + 医保划转”三方筹资机制(比例 4:3:3)，长期护理保险已覆盖 83 万参保人，培育专业护理机

构 47 家。试点区域创新实施“五级评估体系”，依据 Barthel 指数将失能等级细化为 28 项指标，配套差

异化的居家护理补贴标准(最高达 4500 元/月)。这可以直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避免“因护返贫”。另外，

长期护理保险可以进行动态评估和精准保障。采用国家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分级提供差异化服务。

例如，重度失能老人优先享受机构护理，中度失能者以居家服务为主，并结合辅助器具租赁来提升生活

自主性。遗憾的是，在本次调查中，数据显示浙江省拥有长护险的老年人比例不足 1%，因此在文中未予

讨论。 

4. 结语 

本研究是以大二暑期参加的课外实践为契机，在访谈中真实发现了浙江省老年人的幸福感普遍高于

外省老年人，以此进行的研究。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统计分析两种方法，对当前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挑选出了正式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两大类影响因素。根据 CHARLS 问卷

中的样本数据和问卷问题，本文对相关数据进行有序 Logistic 回归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结论和提

升主观幸福感的建议。从而，为浙江省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提供新的视角。 
在绪论部分，本文首先概述了研究背景，明确了研究问题、研究意义，同时概述了所采用的研究方

法和整体研究框架。鉴于中国老年群体数量的急剧提升和健康老龄化社会的提出，在经济情况较为富裕

的浙江省，传统对物质的追求已难以全面满足老年群体的多元化需求，特别是精神追求。因此，如何提

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已经成为迫切所需。 
在回归分析部分，挑选了 493 个浙江省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有效数据，深入剖析了正式社会支持和非

正式社会支持是否对浙江省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造成影响及影响程度如何。通过有序 Logistic 回归，发

现社交支持和经济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影响。且不同于其他省份，经济支持在本次回归中并不显

著。结合相关资料，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本次回归的结果及可能造成的原因。 
在对策建议部分，本文基于前面的研究，针对上述条件得出的结论，在社会支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以下建议。一是弘扬敬老爱老家风，提升家庭支持的能力。二是发挥现代社区优势，打造社区互助养老

新模式。通过构建社区互助循环体系、打造双功能社群、构建远程支持网络的组合拳，完善养老支持体

系。三是政府出力，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优化资源配置[11]。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数据方面，由于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虽然能够在一定时间点上呈

现社会支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但难以确定因果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受到问题的限制，

问题并不能完全与研究对象一一匹配，例如生活满意度并不能完全代表主观幸福感，与家人联系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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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是家人情感支持的一部分。虽然研究中存在一些不足，但希望本文能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

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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