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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

□宁满秀 叶菲菲

[福州大学 福州 350108]

[摘 要] 以福建省农村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探讨养老金收入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

果显示：养老金收入可有效减少老年贫困人口、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以及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针对

养老金实施中的性别差异、不同收入水平差异等问题，建议养老金政策实施的进一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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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正经历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2011年，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9.12%[1]，

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老年
人口的迅速增长对我国社会养老体系提出严峻的挑

战。然而，在过去30余年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过
程中，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渐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

账户相结合的形式，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使得

原来由国家主要承担的养老保障责任逐渐转嫁给家

庭，老年所能获得的国家支持力度相对弱化[2]。随

着城乡人口迁移，农村家庭青壮年子女外出务工，

留守老人日益增加导致家庭养老体系逐渐弱化。加

之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导致家庭照料资源逐渐减少，

老年人口照料问题日益严峻。

养老金政策通过提供退休收入来保障老人晚年

基本生活，缓解老年贫困问题。截至2012年底，我
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已实现制度全覆盖，参保

人数达到4.84亿人，共有1.31亿城乡居民领取了基本
养老金[3]。老年人口的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

始关注老年人生活照顾状况的研究。其中，生活满

意度、物质生活状况日益成为人们衡量老年人生活

质量的重要指标[4～6]。相对于其他指标而言，老年人

对当前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是评估养老金政策效

果的首要原则。养老金政策效果越好，老年人总体

生活满意度越高[7]。我国当前社会保障体系虽已不

断完善，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大多数老年人仍面

临着贫困及照料服务缺失的双重问题。相较于领取

固定养老金的老年人而言，退休后无固定养老金收

入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明显较低[8～9]。原因在于，拥有

固定养老金收入的老年人在退休后所能得到的养老

金金额是确定、已知的，即老年人在退出劳动力市

场后能够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来维持原有的生活水

平。然而，无法获得固定养老金收入的老年人，在

步入老年阶段后容易因为经济地位的下降导致老年

经济贫困发生，从而降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Oswald指出，养老金政策的实施对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有一定的影响，政府社会保障力度的加大将

有效提升养老金政策效果，增强老年人生活满意

度[10]。但目前国内关于养老金政策对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并未有深入的研究。虽然已有学者开始

探讨人口生活满意度研究，但大都关注于发达国家

养老状况分析，着眼于社会心理以及社会健康状况

的研究也大都局限于青年群体，社会政策对于老年

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关注明显不足。因此，基于这样

一个现实，养老金政策能否为老年人提供一定的经

济支持，从而改善老年人生活状况，是探讨养老金

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出发点。养老金收入对不同类

型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何优

化养老金政策以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则是

进一步制度设计中必须面临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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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生活满意度是个人迈向期望目标过程中的认识

判断或认知评估 [11]。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是透过老年

人主观感受评估，了解老年人心理期望与真实生活

情况的差距。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

生活满意度已成为社会学界、心理学界和老年学界

在研究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生活状况中必不可少的项

目[12]。

目前探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重点多集中

于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居住安排、经济收入及婚

姻家庭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探讨[12～14]。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的研究视角已相当广泛，如张丹通过研究家

庭养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探讨家庭支持

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关联程度；研究结果证实家庭

经济支持、情绪支持等社会支持系统对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都具有显著的影响[15]。邢华燕等则通过应用

老年人身心健康评价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对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进行评估发现，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

年龄、婚姻状况、身体状况、生活方式等相关，住

房面积越大、退休工资越高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

幸福感强[16]。

除此之外，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也会受到性别、

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人口统计变量与老年人自身

身心健康、情绪变化等心理变量的影响。一般而言，

经济收入、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经

济收入、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高，生活满意度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但也有许多研究显示年龄与生

活满意度无关。同样在性别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上

也有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生活满意度与健康状

况、经济状况、主观情绪支持间存有显著相关，已

是学界研究的共识[12,15,17]。因此，综合国内外学者研

究概况，文章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探讨养老金收入对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

（一）养老金收入与老年贫困研究

国外众多学者研究显示，养老金政策的目标在

于规避老年风险 ,消除老年人口贫困问题。
Barrientosetal研究表明，养老金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老年人经济收入，降低老年人生活压力[17]。Neeraj
则进一步提出，养老金可通过提高日常收入改善老

年人生活状况，降低老年贫困概率的发生，并使家

庭成员从中受益，尤其对于从事高负荷工作量的老

年人而言效果更加显著[18]。Anders也提出发展中国
家公共转移收入对贫困家庭日常开支影响显著。然

而，针对养老金是否会增加老年贫困问题[19]？Dutta

认为，养老金收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老年人家

庭收入，但对于从事家务活动的妇女而言，养老金

收入提高并不能有效缓解女性老年人贫困及女性劳

动者心理负担过重问题[20]。Calvo认为原因在于，女
性老年人大都从事家庭内部家务劳动，并未参与市

场活动，养老金收入的增加只是意味着家庭总体收

入的增长，并未作用到女性老年人个人家务劳动上，

因而，女性老年人照料家庭的负担并未因此减少[21]。

（二）养老金收入与老年人身心健康研究

Dutta提出，在分析养老金政策对老年人生活状
况的影响时，不能忽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老年人

教育水平以及性别等因素差异对养老金政策实施效

果的影响 [20]。Neeraj指出，在经济收入较高地区，
养老金政策对老年人雇用活动影响较大，但在收入

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养老金政策对老年人雇用活动

影响较小，而显著影响老年人日常支出情况，对缓

解老年贫困有一定的作用，但仍无法减少老年人总

体的劳动负荷[18]。由于农村老年人文化程度普遍较

低，因此无法在早年从事正式部门工作，享受个人

退休金待遇，因而在步入老年阶段时，往往仍需通

过农业劳动增加个人收入，对老人身体健康产生较

大损害。

国内学者黄宏伟认为，养老金收入越高，老年

人总劳动的时间越少，增加1元的新农保养老金收
入，老年人可平均减少0.01天劳动量，即：老年人
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分配，并因此相对减轻因农业

劳作而导致的身体及心理上的负担[22]。张川川等同

时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和断点回归（RD）方
法，从多个角度较为全面地评估了新农保养老金政

策的影响发现，新农保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老年人贫困，促进了老年人身体健康，提高了老年

人生活质量[23]。

（三）养老金收入与老人主观幸福感研究

理论上来讲，影响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多

样的。例如，早年职业、婚姻状况、子女数以及个

人健康状况都会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较大影

响。Oswald通过对西方国家过去50年的调查数据研
究发现，养老金收入的增加对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

提升有一定的影响作用[24]。也有研究认为，国家对

于养老金的制度设计以及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能有

效提升老年人幸福感[25,20]。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开始

研究养老金收入与老年人生存质量的关系。例如，

刘慧君等针对陕西省A市的调查研究发现，新农保
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

没有参加新农保的老人而言，参加新农保老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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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质量提高了9个百分点[26]。

二、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影响研究

探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时，老年人经济收入状

况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当缺乏足够经济收

入时，老年人必须依靠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生

活照顾，主观选择能动性将明显下降。同时，身体

老化所带来的疾病问题及高昂医疗费用也是导致当

前我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低的重要因素。而

国家养老金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征集社会保险费（税）

形成养老基金，通过养老金收入的发放以保证老年

人基本生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人经济压力。

因此，养老金收入的作用是通过对老年人经济

收入的补充，降低老年贫困风险，减少老年人因外

出劳作导致身心健康损害，增强老年人生活幸福感

指数。具体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养老金政策主要功
能在于通过提高老年人经济收入水平，保证老年人

经济需求满足。我国农村地区大多数老年人因收入

来源较低而需从事较为繁重的农业劳作，对于身体

状况本就大不如前的老年人而言，除了要应对老化

所带来的身体疾病外，农业劳作疲乏更易降低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水平。而相对于无固定养老金收入的

老年人而言，享有固定养老金收入的老年群体在早

年的工作生活中往往享受较高的家庭经济地位及社

会地位，在步入老年阶段时，养老金支持在提高老

年人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对老年人总体生活幸福感

指数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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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作用机制

同时，本文根据2013年11月～2014年1月针对福
建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数据探

讨养老金收入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关系。数

据抽样范围为福清、罗源、永泰、武夷山、建阳、

福鼎、福安等农村地区。共发问卷160份，有效问卷
150份，有效率为93.75%。文中对于生活满意度的测
量参照1972年以来的美国综合社会调查、世界价值
观调查、盖洛普调查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采用的

“您觉得现在的生活怎么样”，直接刻画老年人的生

活满意度。回答分为五个等级：很好、好、一般、

不好、很不好。分析时将回答“很好”或“好”者

视为“生活较满意”，而将回答“一般”、“不好”

或“很不好”者视为“生活不太满意”。

（一）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

养老金政策可通过社会收入再分配防止老年贫

困问题，其本质是通过社会互助来实现风险共担。

Neeraj指出在经济收入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养老金政
策对老年人雇佣劳动影响较大，但在经济发展程度

较低地区的养老金政策对老年人的雇佣劳动影响较

小，而对老年人日常支出影响较大，对缓解老年贫

困有一定的作用[18]。贝弗里奇在其《贝弗里奇报告

——社会保险及其相关服务》指出，要消除贫困，

首先是要改进国家保险。现行的社会保险方案涵盖

了所有导致收入中断或丧失的主要因素。因此为防

止因谋生能力中断或丧失导致贫困，有必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对现行的社会保险方案做一些改进：一是

扩大覆盖对象范围；二是扩大覆盖风险范围；三是

提高待遇标准。

William认为，养老金收入能够显著减少贫困人
口数量，可为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老年人或贫困家

庭提供有效的经济支持[29] 。从图2中也可发现，有
养老金收入的老年人认为生活来源够用的比例较

高，无养老金收入的老年人对生活来源满意度评价

较低，认为生活来源不够的比例达到15.1%。我国农
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步入老年阶段，多数

老年人仍需要通过从事农业劳作获取经济收入，贫

困问题成为影响老年人生存质量的重要因素。有养

老金支持老年人认为生活来源够用的比例将近

90%，原因在于，养老金政策实施可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老年人经济收入水平，降低老年贫困风险从而

减轻老年人劳动负担，提高生活质量。

图2 有无养老金收入与老年人生活来源评价关系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整理得到，2014.

本文的调查数据显示，养老金收入对老年人生

活自主性的提高具有显著影响。图3显示，有养老金
支持的老年人日常生活自己做主的比例较高，达到

98.2%。这与老年人经济收入增加带来家庭经济地位
提升是密不可分。而无养老金支持的老年人认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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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毫无自主选择性的高达11.6%。由此可见，有无养
老金收入对老年人家庭话语权、家庭经济地位的影

响十分显著。艾斌等人也从另一方面调查显示，社

会经济地位较高老年人拥有较多闲暇时间参与外出

活动，从而增加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延长寿命时间[30]。

图3 有无养老金收入与老年人生活自主性评价关系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整理得到,2014.

不可否认的是，养老金收入对老年人生活的作

用受到性别、家庭经济状况以及老年人早期工作状

况的影响。例如，女性老年人主要承担照顾家庭的

责任，较少参与劳动力市场。虽然养老金收入能够

改善家庭总体经济状况，但对女性老年人照料负担

的影响较小。刘慧君等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新农保

政策的调节效应主要存在于女性老年人样本中[26]。

且养老金收入无法有效提高无子女老年人生活质

量。因此，养老金效用并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家庭收

入水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差异。

（二）养老金收入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

随着社会发展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过大导致

罹患忧郁症的人口数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其中，

老年人患有忧郁症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原因在于，步入老年阶段，老年人经济地位随着劳

动能力的下降而逐渐降低，身体的自然老化导致疾

病发生的概率增加，老年人心理往往要面临社会角

色及家庭角色双重变化下的冲击。我国农村社会养

老保障制度还不尽完善，家庭仍是农村老年人主要

养老场所。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导致老年人

与成年子女健康照料关系出现空间及时间上的分

离，老年人照顾需求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满足。艾斌

等指出，如何有效地完善养老金制度，深入探讨社

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

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30]。

如图4所示，无养老金支持的老年人经常感到孤
独的比例达到22.1%，有养老金支持的老年人经常感
觉孤独的比例较低，仅为17.6%。随着年龄的增加，
配偶去世及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衰弱，农村老年人

生活自主性将随着减少。加上代际冲突、家庭内部

生活矛盾等，许多农村老年人与子女沟通日益减少，

孤独感与日俱增。从图4中可明显发现，养老金收入
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老年人孤独感，但无论有无

养老金，老年人感觉孤独的比例明显较高，即使有

养老金支持老年人偶尔的孤独感比例也达到40.7%。
但不可否认的是，养老金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老年

人基本经济收入，提高老人生活自主能力与家庭经

济地位，也可为老年人治疗晚年身体疾病提供一定

的费用支持，提高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

图4 有无养老金收入与老年人孤独感评价关系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整理得到,2014.

调查数据（如图5）显示，有养老金支持的老年
人自感健康状况明显较好，近年来感觉健康状况变

好的老人比例为46.9%。而无养老金支持的老年人自
感健康较差，感觉近一年健康较差的比例达到

25.6%。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往往伴随着较高的
医疗消费支出，毋庸置疑，拥有足够经济支持的老

年人在预防身体疾病以及应对突发身体健康恶化方

面具有较大的经济优势。

图5 有无养老金收入与老年人自感健康状况评价关系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整理得到,2014.

（三）养老金收入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以往研究大多数关注经济保障和生活照料对老

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却忽视了对老年人精神满足

的研究。2013年7月1日，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
护法》实施，社会逐渐开始关注老年人精神赡养缺

失的问题。

Easterlin针对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指出，国家对
于社会福利投入的增加并不能有效提高个人的主观

幸福感[31]。然时过境迁，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调查分

析发现，养老金收入显著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24,32]。

本文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养老金收入对提升老

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效果显著。如图6所示，有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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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持的老年人在面对日常突发事件时，容易想得

开的比例达88.2%，明显高于无养老金支持的老年
人。无养老金支持的老年人在生活中遇事心态相对

消极，经常性想不开的比例为4.7%。农村地区老年
人早期大都从事非正式部门工作，仅有少部分群体

在步入老年后拥有正式的退休金支持。拥有退休金

支持的老年人往往在农村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经济负担相对较小，且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进行相

关娱乐活动，身体及心理状态明显较好。

图6 有无养老金收入与老年人遇事心态评价关系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整理得到,2014.

同样地，在评估有无养老金收入对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评价的统计发现，有养老金收入老年人生活

满意程度较高，比例为76.5%，而无养老金收入的老
年人生活满意度较低，仅为40.7%（如图7所示）。
由此可见，养老金收入在提升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

以及主观幸福感上，具有较强作用。但值得注意的

是，有养老金收入的老年人生活不太满意比例比无

养老金收入的老年人高，达到11.7%。原因可能在于，
养老金政策效果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养老金收入

可能会导致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经济供养减

少，从而对老年人主观情感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因此，在评估养老金政策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效

果时，不能忽视这一效应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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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有无养老金收入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关系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整理得到，2014.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常情况下，经济收入的提高与老年人生活质

量的改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主要以老年人当前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标准。养

老金收入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体

现在缓解老年人经济压力、减少老年人劳动负荷以

及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等方面。

本文通过养老金收入与老年人经济贫困、身心

健康以及主观幸福感关系探讨，结合福建省老年人

调查数据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有无养

老金收入对老年人自我健康评价、生活来源评价以

及遇事心态等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拥有养老金收入

的老年人生活总体满意度高于无养老金收入的老年

人。二是，老年人原有的家庭经济状况、老人早期

职业等是影响养老金政策效果发挥的重要因素。农

村老年人主要依靠农业劳动获得经济来源，一旦步

入老年阶段，劳动能力的下降使得老年人主要依靠

家庭成员照顾获得生活支持，因而家庭经济的好坏、

是否拥有养老金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因

素。三是，养老金政策效果发挥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农村中女性老年人无论是在受教育水平还是参与市

场劳动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相对老年男性而言缺

少与外界的沟通交流，压力释放能力较低。较少参

与劳动市场也使得养老金收入对从事家务活动的女

性老年人身心健康影响较少，政策效果并不显著。

上述研究结论所具有的政策含义是：第一，未

来政策研究方向可将性别差异纳入养老金政策效果

的评价中，从生活满意度层面出发，对养老金政策

的效果进行具体的量化评价，从而探讨出养老金政

策对女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女性老年人

即便在就业的同时，还要承担着养育子女和照顾老

人的家庭责任，职业发展与经济收入的劣势导致了

女性老年人经济独立性和社会福利的缺失与不足
[33]。因此，在进行政策设计时，可针对政策实施中

的性别差异，对女性人群制定福利补充计划以弥补

养老金政策实施中对女性群体的忽视。

第二，我国养老金的缴纳和给付并不是固定的，

缴费基数随着工资或个人收入的变化而变化的，因

地区、时间、基数、个人缴费总额等方面的不同，

所能领取的退休金数量也存在差异。但对于那些农

村最底层社会成员来说，在自身生存问题存在困难

的情况下，缴纳费用以保证养老金收入来源是不现

实的，我国养老金政策对贫困群体并没有特别的倾

斜作用。进一步而言，养老金收入未来收益的不确

定性阻碍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的提高以及养老金政

策实际效果的发挥。对于那些真正面临养老难题的

不发达农村地区和贫困家庭而言，社会养老保险存

在“保富不保贫”现象，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的一个死结。因此，未来的政策制定中可根

据贫困群体的经济需求，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

第三，养老金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老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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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收入，缓解老年人物质生活压力，但在步入晚

年的过程中，随着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工作能力下

降以及丧偶等因素影响，老年人更多的是需要子女

精神上的陪伴与安慰，如何构建良好的家庭代际支

持体系是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福祉的关键。因此，

本文认为在农村地区成年子女外出务工、求学或远

离父母居住现象已十分普遍的情况下，社会、家庭、

政府可通过老年人住房补贴及相应随迁福利制度建

设鼓励老人随子女迁居，逐渐消除老年人随迁的社

会制度、社会福利差异，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社区

服务、社区照顾等方式对随迁老年人提供社会支持，

保证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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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act of Pension Income on the
Rural Elderly’s Satisfaction

NING Man-xiu YE Fei-fei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field survey of the rural elderly in Fujian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licy
effects of pension income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ension income decreases
old-age poverty, improves the status of the elders’ health,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elderly life satisfaction.
At the same time, further research suggestion is put forward for future pension policy-making, on account of the
difference of gender and incom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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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ifferent Compensation Incentive Comprehensive
Intensity of Basic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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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vid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compensation of basic public
health, a incentive comprehensive intensity model is built by expectations theory and reinforcement. It is shown
that different compensation ways have different implementation effects, and fiscal policy, incentive factors, and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has an impact on incentive comprehensive intensity. Based on the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ncrease the financial input and supervision of public health services, determine funding level and
compensation standard scientifically, and make incentive factors play a role in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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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intensity; incentiv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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