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题 研 究 

·60·  调研世界  2019年第 2期 

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多层 Logistic 回归模型 

汪  斌  郑家豪 

内容摘要：本文使用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6），运用多层模型从人力资本、

就业动机与宏观就业机会 3 个角度分析影响中国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

人力资本因素中，健康对城市老年人的经济参与存在正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则呈现负向影响；

在就业动机因素中，子女的代际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没有显著影响，而是否拥有退休金则

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被动经济参与的观点；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并验证了

宏观就业市场中劳动力需求与供给对城市老年人的经济参与的影响。本文认为对于政策制定而言，

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思考方向是如何能够更好地运行经济系统，并非主要关

注于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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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老年期的经济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伴随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的发展，1982
年美国学者罗伯特提出“生产性老龄化”，1997 年
西方七国丹佛会议首次提出“积极老龄化”的概
念，1999 年欧盟召开“积极老龄化”国际会议。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2003）将“积极老龄化”
明确阐释为“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
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至最大效

应的过程”[1]。积极老龄化是一种把老年人参与作

为重要一环和健康老龄化、有保障老龄化结合起

来的理念。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增长速度快、增长

规模大、高龄老人多、分布不平衡等特点（曾光

霞，2014）[2]。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最新数
据显示，2017年，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约 2.4亿

人，占总人口的 17.3%[3]。65岁及以上人口约 1.5
亿人，占总人口的 11.4%。我国预计在 2030年进
入超老龄社会，21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
达到峰值（翟振武等，2016）[4]。庞大的老年人

口在给社会带来巨大养老负担的同时也带来巨大

的经济增长机遇。 
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影响我国城市老年人经

济活动参与的因素，有利于为我国老年人力资源

的开发、国家政策方针制定以及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提供有力支持。 
二、文献综述 
（一）“老年人经济参与”的概念界定 
现行的老年人定义主要有两种，一是法国学

者皮撤等人受联合国委托在 1956年出版的《人口
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使用 65岁作为老年
的起点，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而 1982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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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确定老年

年龄起点为 60岁，主要是面向发展中国家（邬沧
萍，1999）[5]。2015 年我国新修订的《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中规定：“老年人是指 60 周岁以上的
公民。”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60 周岁及以上拥有城
市户籍的人口。李翌萱（2016）认为老年人的经
济活动参与是指老年人以各种形式从事生产活动

并获得相应收入和酬劳[6]。它既包括老年人退休

后的正式再就业，也包括老年人各种形式灵活的

非正规就业。本研究中将“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
定义为60周岁及以上的有城市户口的老年人从事
任何可以获得劳动报酬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生

产活动。 
（二）影响老年人经济参与的因素 
针对影响“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因素研

究，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大致可分为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社会特征 3类。 
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健康状况、

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经济状况等。在年龄上，

中低龄老年人经济活动的参与要高于高龄老年

人（姜向群等，2009）[7]。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

度都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状况越差

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可能性更低（童玉芬等，

2017）[8]。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对老年人劳动

参与也存在影响（张翼，1999）[[9]。此外，经济

状况也是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重要因素（姜向

群等，2013）[10]。 
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子女数和代际经济支持等

因素。子女数对老年人家庭供养有显著影响（郭

志刚，1996；胡仕勇，2016）[11-12]，但也有研究

认为子女数的多少对于老年人的养老影响并不显

著（夏传玲等，1999；慈勤英等，2013）[13-14]。

代际经济支持方面，代际之间的双向支持会对老

年人经济活动产生抑制或制约两种不同影响（彭

青云等，2017）[15]。 
社会特征，包括养老保险、养老金待遇、地

区因素、年龄结构、产业结构等。社会保险对城

乡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拥有不同效应，对城市老

年人而言参保意味着较高的待遇水平（朱浩等，

2015）[16]。地区特征，包括城乡和地理分布。研

究者发现且不同年龄段城乡就业比例有显著差异

（赖妙华；2017）[17]。此外，产业比例与年龄结

构对劳动参与都有显著影响（王莹莹等，2015；
陈贵富，2016）[18-19]。 
综合以往文献对老年人的经济活动的研究主

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老年人的经济参与是研

究的重点关注对象，但对老年期经济参与动机的

研究往往浅尝辄止，或是选择性忽略。第二，在

讨论代际支持和社会保障与老年人劳动参与之间

的关系时未能考虑宏观因素的影响。第三，在探

讨个人特征对老年人经济参与的影响时，对宏观

环境因素关注不足，即使考虑到宏观因素的影响，

却未能综合考虑个体特征的作用。 
在劳动力市场中，老年人的经济参与有多种

解读角度：这既可能是老年人积极参与的表现，

也可能是老年人在缺乏家庭代际支持与社会保障

之下的被动选择。通常对就业机会的研究将影响

个体就业机会的因素划分为人力资本，诸如教育

程度、劳动技能、健康状况等，宏观上影响就业

机会的因素，如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就业政策、

收入与消费水平等。但对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

而言，由于他们并非劳动力大军的主流而未被既

有就业理论充分考虑。为有效分析城市老年人的

经济参与，必须围绕“老年”这一特征重新纳入具
有解释力的影响因素。一部分老年人就业是出于

积极老龄化而产生的主动经济参与的动机，但也

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代际支持与社会支持缺乏之下

而延续劳动年限或再就业。因此，首先要考虑的

因素是老年人代际支持与社会保障的程度。影响

退休后老年人继续就业的可能性的因素，一是众

所周知的个人人力资本，二是当地的就业机会。

就业机会将取决于地方经济发达程度、产业结构，

非农产业尤其服务业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强烈的经济参与意愿在年轻型的年龄结构下将难

以得到实现，而在老年型的年龄结构中，老年人

将更有机会替代年轻人的岗位。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围绕人力资本、参与

动机以及宏观就业机会探究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

的影响因素，具体形成如下假设。 
H1：人力资本假设。城市老年人的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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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健康状况越好，经济参与的可能性越高。 
H2：参与动机假设。城市老年人的代际支持

与社会保障力度越低，经济参与的可能性越高。 
H3：就业机会假设。地方经济越发达、服务

产业比重越高、年龄结构越趋于老年型，城市老

年人经济参与的可能性越高。 
H4：群组效应假设。同等代际支持与社会

保障力度对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的影响存在省

际差异。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

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数
据。CFPS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
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

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

供数据基础。CFPS2016 年的数据覆盖全国 31 个
省，总样本量为 33269 个。剔除缺失严重的样本
和不符合条件的样本后，最终进入本文分析的样

本数为 3800个。 
除微观个体数据外，本研究还使用了包括总

GDP、人均 GDP、非农产业比重、服务业比重以
及 15~65 岁劳动力人口比重在内的相应省级社会
统计指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17）》省
级社会统计数据。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主要考察人力资本、就业动机与就业

机会对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的影响，因此研究的

因变量为经济参与，采用 CFPS2016中个体的就
业状况来衡量，在问卷中将“失业”与“退出劳动
力市场”合并为“无工作”，赋值为 0，“有工作”
赋值为 1。无工作比例为 69.59%，有工作比例
为 30.41%，近 1/3 的城市老年人仍然在参与经
济活动。 
自变量可分为 4 组。首先是个体层次的控制

变量，如年龄、性别与婚姻状况。其次是个体人

力资本变量，包括教育程度与健康状况。再次是

老年人经济参与动机变量，以问卷中“过去 6个月
子女是否提供物质或现金的经济帮助”衡量代际
经济支持，若存在多个子女，只要有一个子女提

供经济帮助，则赋值为 1，若没有一个子女提供经
济帮助则赋值为 0；以“是否领取离退休金”来衡量
社会保障。最后是群组层面的就业机会变量，以

省份人均 GDP衡量经济发达程度，以服务业比重
衡量产业结构，由于数据的限制以 15~65 岁劳动
力人口比重衡量年龄结构。 

（三）分析方法 
由于涉及个体层次人力资本、就业动机变量

与宏观层次就业机会变量，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

因此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在本研究中运
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不仅考虑了个体的人力
资本、代际支持与社会保障，也考虑到影响宏观

就业环境的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以及年龄结构等

因素，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影响。考虑到数据收

集的困难，本研究侧重分析省级层面的群组效应。

经过 Logit变换后的多层模型为： 

表 1 个体层次变量和县级统计指标的分布情况 
变量维度 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变量解释与描述 

控制变量 

年龄 数值型 均值为 68.5 

性别 二分类 女性=0 (51%),男性=1 (49%) 

婚姻状况 二分类 无配偶=0 (19.92%),有配偶(80.08) 

人力资 
本变量 

健康状况 多分类 
非常健康=0 (4.97%)；很健康=1 (9.84%)；比较健康=2 (34.00%)； 
一般=3 (26.82%)；不健康=4 (24.37%) 

教育程度 多分类 小学及以下=0 (65.13%)；小学=1 (20.55%)；初中=2 (10.03%)；高中及以上=3 (4.29%) 

就业动 
机变量 

退休金 二分类 无=0 (66.45%)；有=1 (33.55%) 

有无代际经济支持 分类 无=0 (57.66%)；有=1 (42.34%) 

就业机 
会变量 

省人均 GDP（千亿） 数值型 均值为 65.00 

服务业比重（%） 数值型 均值为 52.07 

劳动人口比重（%） 数值型 均值为 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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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j表示在 j省中个体 i参与经济活动的
Logit；Xij和 Zmj分别代表个体层次和省级层次的

解释变量，相应的回归系数由 βjk和 ηjm来表示。β0j

表示随机截距，ε0j为省级残差项，服从（0， 2
u ）

的正态分布。个体层次上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βjk

不仅由省级层次的变量 Zmj所决定，而且还可以在

不同省级单位之间发生变动。 
四、结果分析 
依据研究假设与模型设置，笔者将以此考察

人力资本、就业动机与就业机会对城市老年人经

济参与的影响。模型结果见表 2。 
表2结果表明，模型 1方差的估计值为 0.713，

卡方检验结果 p<0.001，统计上显著，表明不同
省份城市老年人的经济参与存在差异。而组内相

关系数为 0.134，意味着在个体经济参与差异中的
13.4%是由于省份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组内相关系
数在统计上显著，即存在群组现象，根据 Cohen
（1988）[20]的论证，当 ρ≥0.059时，就有必要采
用多层线性模型。而本文的组内相关系数远大于

0.059，故有必要构建多层模型进行分析。 
模型 2 引入个体控制变量，年龄、性别与有

无配偶对城市老年人的经济参与都有显著影响， 
 

表 2 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动机和机会的多层 Logistic 模型分析结果（Odds）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控制变量      

年龄  0.901*** 0.898*** 0.899*** 0.899*** 

性别（女性）      

男性  1.751*** 2.125*** 2.124*** 2.116*** 

婚姻状况（无配偶）      

有配偶  1.284* 1.475** 1.480*** 1.487*** 

人力资本变量      

健康状况（非常健康）      

很健康   0.743 0.753 0.745 

比较健康   0.613** 0.615** 0.620* 

一般   0.546** 0.548** 0.553** 

不健康   0.320*** 0.322*** 0.323***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小学   0.458*** 0.459*** 0.461*** 

初中   0.446*** 0.444*** 0.444*** 

高中   0.358*** 0.359*** 0.374*** 

就业动机变量      

有无代际经济支持（无）   0.940 0.931 0.915 

退休金（无）   0.249*** 0.248*** 0.209*** 

就业机会变量      

人均 GDP    1.010* 1.009* 

服务业比重    0.977 0.972 

劳动力比重    0.863*** 0.871*** 

截距 –0.778*** 5.780*** 6.983*** 18.345*** 17.921*** 
2
u  0.713*** 0.757*** 0.582*** 0.275*** 0.265*** 

组内相关系数（ρ） 0.134*** 0.148*** 0.093*** 0.023*** 0.021*** 

N 3800 3800 3800 3800 3800 

对数似然值 –2215.9 –2043.1 –1854.5 –1841.3 –1835.7 

自由度 2 3 12 15 15 

注：变量中括号内为参考类别；*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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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加，经济参与的可能性下降；在 60
岁以后男性比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可能性更大；

有配偶比无配偶参与经济活动的可能性更大。在

控制个体变量之后，群组效应反而上升至 14.8%，
个体经济参与的省份差异扩大。 
模型 3 引入所有个体层面的变量，包括人力

资本变量与就业动机变量。相比于“非常健康”，
“很健康”组城市老年人的经济参与没有显著差
异，而“比较健康” “一般” “不健康”组的城市老年
人的经济参与的可能性降低，并且存在梯度效应，

即健康状况越差，经济参与的可能性越低。受教

育程度对经济参与的影响与健康状况相反，相比

于受教育程度“低于小学”组，受教育程度越高，
经济参与的可能性越低。因此，模型 3 部分支持
人力资本假设，健康状况对经济参与具有正向影

响，而受教育程度对经济参与则是负向影响。这

说明健康状况是老年人经济参与的重要前提条

件。受教育程度是年轻人的重要的人力资本组成，

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越大，可

能恰恰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在年轻时获得

较好的工作机会而具有一定的经济物质积累或社

会保障，因而在年老之时参与工作的可能降低，

所以受教育程度与老年人的经济参与之间呈现负

相关关系。 
引入就业动机变量后的结果显示，有无代际

经济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的影响没有显著

差异。而相比于没有退休金的城市老年人，有退

休金的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的可能性更小，并呈

现出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如果缺乏子女经济支

持以及社会保障的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的可能性

更大，那么城市老年人更多是一种被动的经济参

与，是由于缺乏经济物质保障而参与工作。模型

结果部分支持就业动机假设，社会保障的效应被

证实，而代际支持的效应则不显著。此外，组内

相关系数下降 0.55，说明经济参与在省间的差异
一部分是由于个人人力资本、代际支持与社会保

障状况的差异所致。 
模型 4 加入省级层面影响宏观就业机会的变

量，包括人均 GDP、服务业比重与劳动力人口比
重。结果表明，人均 GDP对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

有正向影响，人均 GDP所代表的地区经济发达程
度越高，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

劳动力人口比重对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存在负向

影响，劳动力人口比重越高，城市老年人经济参

与的可能性越小；而服务业比重对城市老年人的

经济参与没有显著影响。模型结果同样部分验证

了工作机会假设，即人均 GDP所代表的地方经济
发达程度以及劳动力人口比重所代表的劳动力市

场竞争程度所塑造的宏观就业机会对城市老年人

经济参与有显著的影响，而服务业比重所代表的

产业结构的影响没有被验证。引入省级变量之后，

组内相关系数进一步下降了 0.07，解释了城市老
年人经济参与 75%（0.07/0.093）的省级差异，可
见人均 GDP与劳动力比重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模型 5 为随机系数模型，由于模型 3 表明就

业动机变量中只有退休金对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

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模型 5 只检验退休金对城市
老年人经济参与的影响在不同省份之间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模型结果验证了退休金对经济参与的

群组效应假设。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 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

人力资本、就业动机与宏观就业机会 3 个角度探
索影响城市老年人经济参与的因素。研究结果表

明目前 30.41%的城市老年人仍然参与经济活动。
对于传统的人力资本假设，即认为健康状况越好、

教育程度越高，经济参与的可能性越大，研究结

果验证了健康状况的正向效应，但无法判断是健

康状况好的老年人才能进行工作，还是工作促进

了健康水平；而教育程度则呈现负效应，结合生

命历程理论本文认为城市老年人就业存在累积优

势的效应，即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青年时获得较

好的就业机会，因而老年时有一定的物质经济积

累以及社会保障，因此经济参与的可能性降低。 
对于就业动机假设，研究结论更偏向被动参

与，即社会保障不足促使城市老年人具有更高的

经济参与动力，以获得物质经济来源。对于就业

机会假设，研究结果显示，宏观的就业机会对老

年人经济参与将产生显著影响，在劳动力需求方

面，经济水平越发达，工作机会越多，则城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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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经济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劳动力供给或

竞争方面，劳动人口比重越高，则城市老年人的

就业竞争越大，经济参与的可能性越低。而对于

群组效应假设，证实了社会保障对城市老年人经

济参与的影响存在省际差异。 
老年人的个人因素的确会对其经济参与可能

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宏观环境的研究同

时也说明老年人的再就业也不仅是老年人的问

题，老年人的经济问题也不只是老年人的个人问

题。老年人经济参与是一个涉及代际、市场、政

策等多方博弈的过程。人口老龄化并不意味着将

来会产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从长远而言，

对于老年劳动者而言也不意味着在退休、失业或

调换工作后他们将更容易地获得合适的再就业机

会。对于政策制定而言，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开

发老年人力资源思考的方向是如何能够最好地运

行经济系统，而并非主要关注于老龄化问题的讨

论。研究结果对于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如何开发

老年人力资源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有着积极的

指导意义。 
但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目前 30.41%的

城市老年人仍然参与经济活动，这与以往研究结

果有一定差异，主要原因在于本数据样本中 90%
的城市老年人以79岁以下年轻老年人为主。其次，
退休金对经济参与的影响存在省际差异，但其具

体的调节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最后，由于省际

数据的限制，在模型分析时缺乏动态视角的考察。

这是进一步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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