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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空巢老人时空分布及养老意愿选择研究

蔚丽杰,王志宝
(山东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学院,山东 济南250358)

摘要:为探究空巢老人分布及养老意愿选择情况,本文基于2010和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运用空

间探索方法研究济南市空巢老人分布情况,并采用随机抽样和社区走访方式对济南市12个区县

267位空巢老人或其成年子女调研,分析空巢老人养老意愿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空巢老

人规模不断扩大,整体分布较为分散。不同类型的空巢老人在增速和分布上存在差异。2)养老意

愿主要以个人养老、家庭赡养和社会养老为主。居住地、经济水平、养老政策、邻里关系、生活满意

状况是影响养老意愿选择的主要因素。3)以社会养老为参照,居住在同一城市、生活满意度处于满

意或一般、收入情况处于0~3000元/月是影响空巢老人选择个人养老的主要因素。在家庭赡养

中,居住在同一城市、居住地为城市和收入情况处于0~3000元/月是主要影响因素。在社会养老

中,养老政策对空巢老人养老意愿的选择影响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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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spatio-temporaldistributionandendowmentwillingness
ofemptynestersinJinan
WEILijie,WANGZhibao

(CollegeofGeographyandEnvironment,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250358,China)

Abstract:Inordertoinvestigatethedistributionofemptynestersandtheirendowmentwilling-
nesstochooseold-agecare,weusethespatialexplorationmethodtostudythedistributionof
emptynestersinJinanbasedonthe2010and2020censusdata,andemployrandomsamplingand
communityvisitsto267emptynestersortheiradultchildrenin12districtsandcountiesinJinan
toanalyzethechoiceofemptynesters’endowmentwillingnessandfactors.Thestudyshows
that:1)Thescaleofemptynestersisincreasingandtheoveralldistributionisrelativelyscat-
tered.Therearedifferencesinthegrowthrateanddistributionofdifferenttypesofemptynest-
ers.2)Endowmentwillingnessisbasedmainlyonpersonalold-agecare,familysupportandso-
cialold-agecare.Placeofresidence,economiclevel,pensionpolicy,neighborhoodrelationship
andlifesatisfactionstatusarethemainfactorsaffectingthechoiceofendowmentwillingness.3)
Takingsocialold-agecareasareference,livinginthesamecity,lifesatisfactionisgoodforaver-
age,andincomesbetween0~3000yuan/montharethemainfactorsaffectingtheempty-nest
elderlytochoosepersonalold-agecare.Infamilysupport,livinginthesameareaorlivinginthe
samecityandincomesbetween0~3000yuan/montharethemaininfluencingfactors.Insocial
old-agecare,theelderlycarepolicyhasaprofoundimpactonthechoiceofemptynestelderl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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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mentwillingness.
Keywords:emptynesters;geographicaldistribution;endowmentwillingness;questionnaire;Jinan

  中国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报告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8.70%,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13.50%。相较于

2010年,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44个百

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4.63个百分点。
在老年群体中,中国空巢老人数量已经超过1亿人。
据中老年群体研究报告,到2030年,中国将空巢老

人数量超过2亿人。2020年,济南市60岁及以上

人口数为183.71万人,占比19.96%,济南市老龄

化水平低于山东省平均水平20.90%。
空巢老人是指成年子女离家后,独自居住生活

的老人及其配偶。学者们对空巢老人的研究主要以

农村和城市空巢老人为研究对象和主体,研究热点

多涉及原因、生活质量、养老模式、健康和养老需求

等方面。空巢老人产生原因具有复杂性,家庭方式

的转变[1]、社会与经济发展[2]、人口迁移流动[3-4]、城
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及老龄人口本身[5]都会导致空

巢家庭产生与加速化发展。家庭模式的转变,特别

是“421”家庭模式带来更大的养老压力,使得养老方

式单一化[6]。国内主要以机构养老、社区养老、社会

养老和家庭养老为主。除此之外,国外还有以房养

老、异地养老、多样化养老等[7]。传统的机构养老存

在问题,发展社区居家养老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8]。
推进建设社区养老专业化与市场化的同时,仍需学

习和借鉴西方相关经验[9]。解决养老问题时应从具

体措施入手,从建设多元养老方式、推广孝文化等方

面解决存在的养老照料资源匮乏、需求供给不平衡、
养老机构不足等问题[10]。在依托社区养老时,要重

视并提升养老服务管理人员质量与素质[11]。在健

康问题方面,农村空巢老人家庭精神养老弱化、自我

精神养老不足,缺乏社区精神养老供给[12]。睡眠质

量和心理健康对于老年人的基础健康产生影响[13]。
相较于身体健康,更多学者集中在研究空巢老人心

理方面。Guo等[14]研究发现太原市空巢老人的心

理健康状况优于非空巢老人。Lu等[15]研究发现社

会支持有助于提高空巢老人的生活方式,促进积极

老龄。在缺乏家庭支持时,朋友或其他人的支持会

起到补偿作用。Kristensen等[16]研究发现德国空

巢老人的孤独感与抑郁情况与空巢老人社会群体无

关。此外,王玲凤等[17]还发现家庭结构对城市的空

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也存在差异与影响。另外一些

学者关注养老需求方面对空巢老人的影响,如牛荣

华等[18]发现经济、健康保障、社会和养老方式需求

中存在差异,对于低收入的空巢老人需要提高养老

金和医疗保险,加强社会养老和社会支持,完善养老

服务,同时挖掘空巢老人的社会参与能力。
人口研究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一

个重要的方向。随着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
口老龄化成为当下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从时空入

手,由浅入深,从不同研究视角讨论中国人口老龄化

时空演变特征[19-20]。同时,根据地区的人口老龄化

率、老龄人口增长速率的不同,将人口老龄化划分为

不同类型研究其特点[21]。或根据当地老龄化情况

设立模型,提出综合老龄化指数,结合老龄化率对类

型进化划分[22]。随着普查和地方数据的使用,对特

定群体老人的时空分布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如百岁老人[23]、高龄人口[24]、贫困人口[25]分布等。
对特定群体老人的空间位置研究为精准养老、提高

养老服务水平等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现有文献

对于空巢老人在空间分布研究较少,少有学者从地

理学角度分析空巢老人群体及特点。空巢老人群体

受到地域经济文化等影响,且在地域间存在差异,有
必要从小区域着手研究。

以往的相关研究往往忽视了空巢老人的空间分

布特点,其地区差异会影响空巢老人养老意愿。养

老意愿的选择也可体现现阶段济南市空巢老人在养

老方面面临的风险和存在的问题,更有助于针对地

方特点进行养老决策。不同区域的空巢老人的形成

与其养老意愿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基于统计

和调研数据,从地理学和计量统计学入手,通过空间

视角对济南市空巢老人分布研究,探究其分布特点

及规律,并从社会经济层面,分析各因素对空巢老人

养老意愿的影响。首先,通过调查问卷方式调研济

南市空巢老人养老意愿选择情况。其次,将问卷结

果数字化,选用数学模型分析空巢老人对养老意愿

的选择并尝试找出其影响因素。最后,提出更加贴

合济南市空巢老人养老的政策建议,为济南市养老

工作的发展与推进贡献力量。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于2022年1月

至2月在济南市开展空巢老人调研工作,调查对象

为济南市12个区县的空巢老人或其成年子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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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部门,由相关地理和社

会工作专业同学负责问卷发放与收集。共发放300
份问卷,收回283份,有效问卷267份,问卷有效率

94.35%,符合有效问卷要求。
济南市各区县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数据来自

各区县第六、七次人口普查,空巢老人数量选用《山
东省人口普查资料2010、2020》中济南市相关数据

(见表1)。2019年莱芜划入济南,在统计2010年济

南市人口数据时,用莱城区代替莱芜区。其他缺失

数据从各地政府公告、年度报告中搜集获取。

表1 数据类型及具体数据

Tab.1 Datatypesandspecificdata

数据类型 具体数据

各地区 有60岁 及 以 上

人口的家庭户户数

1.独自居住

2.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居住

3.只有一对60岁及以上夫妇

居住

4.只有一对60岁及以上夫妇

与未成年子女共同居住

各地区 分 年 龄、性 别 的

一人户

1.60~64岁

2.65岁及以上

注:2010年和2020年具体数据内容一致,但在分组名称中

存在差异。故以2020年数据名称为准。

1.2 主要研究方法

1.2.1 全局空间自相关

通过全局 Moran’sI指数判断济南市空巢老人

分布是否存在空间集聚,反映济南市相邻区县空巢

老人分布的相似程度。计算公式为:

I=
∑
n

i=1
∑
n

j=1
Wij(yi-y-)(yj-y-)

S2∑
n

i=1
∑
n

j=1
Wij

(1)

式中:n为济南市区县数量(n=12);yi 和yj 分别表

示在空间单元i和j的空巢老人数量;y- 表示研究

区域内部所有单元空巢老人的平均数值;Wij 为i
和j区域空间权重系数,体现空间单元i、j关系。S
为空间权重矩阵和。全局 Moran’sI∈[-1,1],大
于0说明在空间存在正相关,小于0在空间呈负相

关,等于0则说明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1.2.2 局部空间自相关

局部 Moran’sI指数[26]反映济南市空巢老人

在空间地域分布情况,可以对济南市空巢老人局域

空间的集聚情况分析。计算公式为:

Ii(d)=Zi∑
n

j=1
WijZj (2)

式中:Zi和Zj 是经过标准差标准化的观测值;i和j
分别表示区县空巢老人数量的标准化值;Wij 为空

间权重矩阵标准化形式。按照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

可以将各类型单元划分为“高 高”、“低 低”、“高
低”和“低 高”四种类型。“高 高”类型中,该区域和

邻近区域的空巢老人分布数量相对较多,为热点区

域。“低 低”模式中,该区域和邻近区域的空巢老人

分布数量相对较少,形成冷点区域。“高 低”类型反

映空巢老人分布较多的区域被周边数量分布较少区

域围绕,“低 高”类型说明空巢老人分布较少的区域

被空巢老人分布数量较多的区域围绕[27]。

1.2.3 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

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能够探究多分类变量的

影响因素,反映两类以上的分类变量与自变量之间

的关系。其模型为[28]:

Logit(P(Yi =j))=

LnP(y=jx)
P(y=Jx)  =αj+∑

K

k=1
βjkxk (3)

式中:P(Yi =j)表示空巢老人对第j种养老意愿

的选择概率;P(y=jx)表示空巢老人养老意愿选

择的影响因素x对空巢老人选择j种养老意愿的概

率;J为社会养老;xk 表示第k 个对空巢老人养老

意愿选择的影响因素自变量;βjk 表示自变量回归系

数。将社会养老赋值为1,个人养老赋值为2,家庭

赡养赋值为3。本文拟检验对照组中空巢老人养老

意愿的决定因素,故对照组①个人养老对社会养老;

②家庭赡养对社会养老。选用社会养老为参照,建
立以下Logistic模型:

LnP2

P1  =α2+∑
K

k=1
β2kxk (4)

LnP3

P1  =α3+∑
K

k=1
β3kxk (5)

式中:P1、P2、P3分别表示选择社会养老、个人养老

和家庭赡养的概率。

2 济南市空巢老人时空分布特征

2.1 总体变化特征:空巢老人规模大幅增加,区域

之间存在差异

  基于统计口径的多样化,本文分别从市、区县和

城市、镇尺度探究济南市各类空巢老人时空分布特

征。虽在类型上存在差异,但在分布和演变中存在

相似的规律和特点。整体上,空巢老人主要分布在

莱芜区、章丘区和历城区。城市空巢老人主要集中

在主城区内,以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和历

城区为主。镇空巢老人主要集中在商河县、济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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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

1)按家庭户分布:整体“东南 西北”分布,城市

和镇分布特征相反

2010—2020年,济南市空巢老人呈现“东南 西

北”分布,即:东南地区分布多,西北地区分布少(见
图1)。2010年,莱芜区空巢老人分布最多,达到60

675人,占空巢总数的19.30%。槐荫区空巢老人最

少,仅为16310人,占空巢总数的5.19%,两地区相

差4万余人。2020年,莱芜区空巢老人超过10万,居
全市第一,而平阴县最少,仅有28384人,二者相差超

过7万人。2010—2020年,莱芜区和章丘区空巢老人

规模保持较高水平,与周边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

图1 2010—2020年济南市家庭户空巢老人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distributionofemptynestersinhouseholdsinJinanduring2010—2020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0)4619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2010—2020年,城市空巢老人分布呈现“中心

边缘”分布,即处在中心的城市空巢老人多,周边区

县城市空巢老人少。2010年,市中区和天桥区规模

超过2万人,分别占总数的20.34%和18.47%。除

济阳区、商河县和平阴县外,长清区的城市空巢老人

最少,仅占4.49%。2020年,市中区是城市空巢老人

分布最多的地区,规模超过5万人,占济南市总数的

16.78%。除平阴县和商河县外,济阳区的城市空巢老

人最少,仅为5644人,占济南市总数的1.89%。

2010—2020年,镇空巢老人与城市空巢老人空

974 蔚丽杰,等:济南市空巢老人时空分布及养老意愿选择研究 



间分布相反,呈现“边缘 中心”递减,即边缘区县空

巢老人多,中心空巢老人少。2010年,莱芜区空巢

老人最多,达到6000余人,空巢老人最少的地区依

次为历下区、市中区、天桥区和槐荫区。2020年,商
河县代替莱芜区成为济南市空巢老人分布最多的

县,规模超过9000人,而历城区、长清区、济阳区、
章丘区、莱芜区和钢城区规模减少,济阳区空巢老人

减少约80%。市中区和商河县的空巢老人出现大

幅增长。2020年,市中区镇空巢老人约为2010年

的12倍,商河县约为4倍。

2)按一人户空巢老人分布:整体呈现“西南 四

周”扩散分布

2010—2020年,济南市空巢老人呈现“西南 四周”
过渡分布(见图2)。2010年济南市空巢老人约为12万

人。莱芜区分布最多,占比19.41%。平阴县最少,仅
为5933人,占比4.73%。2020年,济南市空巢老人规

模超过23万人,其中,莱芜区规模最大,达到42057
人;平阴县最少,仅为11197人,二者相差约3万人。

图2 2010—2020年济南市一人户空巢老人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distributionofemptynestersinone-personhouseholdsinJinanduring2010—2020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0)4619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2010—2020年,城市一人户空巢老人数量增

加。2010年空巢老人超5万人,市中区规模达到

9000人,居济南市第一,占比约18.17%。随后依

次为天桥区、历下区、槐荫区和历城区,人数均超过

5000,且地区相加比例超75%。长清区空巢老人

最少,仅占3.30%。钢城区、莱芜区和章丘区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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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4.83%、9.67%和6.59%。2020年,济南市城

市空巢老人规模超过12万人,市中区最多,达到

20789人,占空巢老人约17.06%。除平阴县和商

河县外,济阳区一人户最少,仅为1959人,占比约

1.61%,二者相差约1.8万人。

2010年,镇一人户空巢老人规模过万,主要分布

在莱芜区、章丘区和平阴县。中心城区的镇空巢老人

分布较少,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的空巢老人总数仅

超百人。2020年,镇空巢老人规模超过1.5万人。平

阴县、商河县和钢城区分别位居第一、第二和第三,合
计占比超过60%,是镇空巢老人分布的集中地区。

2.2 全局空间自相关特征:整体分散,城市与镇空

巢老人集聚分布

  为探究空巢老人分布是否存在集聚或分散,利用

GeoDa1.2.0计算2010—2020年济南市空巢老人、城市

空巢老人和镇空巢老人全局空间自相关情况。

1)按家庭户分析:空巢老人空间集聚发生明显

转变

2010—2020年,济南市空巢老人分布分散(见
表2)。2010年济南空巢老人的P 值为0.163,2020
年P 值为0.160,P 值大于0.05,说明济南空巢老

人空间分布不具有相关性。城市方面,2010年城市

空巢老人的 Moran指数为0.427,Z 值为2.101,城
市空巢老人在各区县的分布存在较强的正相关,空
间分布相对集聚。2020年,城市空巢老人的全局

Moran指数为0.419,Z 值为2.100,城市空巢老人

仍呈现集聚。2010-2020年,Moran指数整体小幅

下降,城市空巢老人空间分布相关性下降,空间集聚

在减弱。原因可能是由于不同区县的城市空巢老人

变化幅度存在较大差异,或者是各区县城市化进程

推进速度和规模不同。在镇方面,2010年镇空巢老

人的 Moran指数为0.399,Z 值为1.986,反映出镇

空巢老人分布呈现集聚。

表2 2010—2020年济南市家庭户空巢老人空间自相关

Tab.2 Spatialautocorrelationofemptynestersin
domestichouseholdsinJinanduring2010—2020

分区
2010年 2020年

Moran’sI P 值 Z值 Moran’sI P 值 Z值

济南 0.087 0.163 0.916 0.067 0.160 0.815

城市 0.427 0.015 2.101 0.419 0.019 2.100

镇 0.399 0.033 1.986 -0.075 0.375 0.090

2)按一人户分析:城市集聚程度减弱,而镇集

聚增强

计算Moran指数并判断其集聚分散情况(见表3),

发现2010—2020年一人户空巢老人空间分布分散,
城市和镇P 值均小于0.05,城市与镇一人户空巢老

人在空间上集聚分布。在城市空巢老人中,2010年

Moran指数为0.454,Z 值为2.229,2020年 Moran
指数为0.342,Z值为1.771。镇空巢老人的 Moran
指数由2010年的0.413上升至2020年0.699,镇
空巢老人更加集中分布,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集聚。

表3 2010-2020年济南市一人户空巢老人空间自相关

Tab.3 Spatialautocorrelationofemptynestersin
one-personhouseholdsinJinanduring2010-2020

分区
2010年 2020年

Moran’sI P 值 Z值 Moran’sI P 值 Z值

济南 0.040 0.206 0.682 0.025 0.241 0.599

城市 0.454 0.010 2.229 0.342 0.049 1.771

镇 0.413 0.034 2.083 0.699 0.003 3.340

2.3 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城市和镇空巢老人空间

集聚显著

  为进一步对济南市各区县空巢老人集聚情况研

究,运用GeoDa1.2.0局部空间自相关来探究空巢

老人在空间分布中的关联情况。在按照家庭户划分

空巢老人时,空巢老人在全局自相关中仅有城市和

镇通过检验,故在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时仅考虑城

市和镇。一人户空巢老人分散分布,故在局部空间

自相关性时不考虑此类空巢老人整体情况。

1)按家庭户分析①:都以“高 高”和“低 低”集
聚为主

2010年,城市“高 高”集聚主要位于天桥区、市
中区和历下区;镇“低 低”集聚分布在天桥区、市中

区、槐荫区和历下区,“低 高”离散位于钢城区(见图

3)。2020年,在城市层面,天桥区由2010年的“高
高”集聚变为不显著地区,历下区和市中区仍为“高
高”集聚。

2)按一人户分析②:镇“高 高”和“低 低”集聚

发生变动

2010—2020年城市一人户集聚特点没有变化,
“高 高”集聚包括天桥区、市中区和历下区(见图4),
除此 之 外 均 为 不 显 著 地 区。而 镇 空 巢 老 人 在

2010—2020年空间集聚模式发生变化,天桥区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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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按照家庭户划分空巢老人时,空巢老人在全局自

相关中仅有城市和镇层面集聚,故在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时

仅考虑城市层面和镇层面。
一人户空巢老人分散分布,故在局部空间自相关性

时不考虑此类空巢老人整体情况。



中区始终处于“低 低”集聚区,2010年,“低 低”集
聚还有槐荫区和历下区,但在2020年槐荫区和历下

区变为不显著地区,长清区加入“低 低”集聚区。

2010年,章丘区为“高 高”集聚区,钢城区为“低
高”离散区,但在2020年两区都变为不显著区域,莱
芜区成为新的“高 高”集聚区。

图3 2010—2020年按家庭户的空间自相关

Fig.3 Spatialautocorrelationbydomestic
householderduring2010—2020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

GS(2020)4619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4 2010—2020年按一人户的空间自相关

Fig.4 Spatialautocorrelationbyone-person
householdsduring2010—2020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

GS(2020)4619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3 济南市不同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空巢老人对养老模式的选择呈现多元化特点。
本文根据调查问卷结果将空巢老人的养老意愿分为

社会养老、个人养老和家庭赡养三个部分(见表4)。

表4 济南市空巢老人养老意愿占比情况

Tab.4 Proportionofemptynesters’endowment
willingnessinJinan

群体 社会养老/% 个人养老/% 家庭赡养/%

总体 29.21 39.33 31.46

子女 11.66 36.67 51.67

老人 34.48 58.62 6.90

社会养老主要是指由政府、企业、志愿者等社会

力量为老人养老提供所需要的各类生活服务的养老

模式。个人养老主要是指老人的养老主要依靠其个

人的财产生活。家庭赡养更侧重于成年子女在养老

中发挥的作用,为老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提供其生

活所必要的条件。在实际中,可能存在多种养老方

式并存等情况。在实际调研中,只考虑单一方面的

养老意愿,即单项选择题,让成年子女或老人选择自

己最希望的养老意愿。
在三个部分中,39.33%的空巢老人或其成年子

女选择 个 人 养 老,31.46%选 择 家 庭 赡 养,仅 有

29.21%选择社会养老。成年子女和空巢老人在选

择养老意愿时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家庭赡养中,

51.67%的子女选择希望老人跟随自己养老,而仅有

6.90%的空巢老人选择家庭赡养的方式养老;在个

人养老中,空巢老人比重高于成年子女,分别为

58.62%和36.67%;在社会养老中,仅11.66%的子

女希望空巢老人能够选择社会养老方式,34.38%的

老人希望可以社会养老。由此可见,家庭扮演角色

对养老意愿选择存在差异。
通过收集调查问卷结果,探究济南市空巢老人

不同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从定性和定量两

方面尝试分析。

3.1 定性分析:养老意愿选择受多因素综合影响

在个人层面,空巢老人的经济收入对其生活水

平和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低收入者由于在经济上

存在困难仍需要子女帮助。因此,在情感方面空巢老

人对子女具有更多依恋。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空巢老

人应对困难能力也较强,其对养老意愿的选择更加多

元化[29]。居住地、空间距离、社交情况和生活满意程度

对空巢老人自身产生影响。一方面,农村和城市在经

济水平、社会建设和基础建设方面存在欠缺,在文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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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等方面也有差异。相较于城市而言,由于血缘因素,
农村空巢老人的交流较为频繁,与邻里、亲戚关系密

切[30]。另一方面,成年子女多在城市工作,与空巢老人

处于同一城市便于照顾老人。此类空巢老人在养老意

愿上会与其他空巢老人存在差异。随着身体素质和医

疗水平的提高,部分空巢老人的身体状况良好,良好的

身体健康水平有助于空巢老人在选择养老方式时有更

多的主动选择权[31]。当空巢老人身体状况不佳时,其
养老意愿的选择又会发生变化。

在家庭层面,频繁而又密切的关系是影响空巢

老人选择养老意愿的主要因素。受到传统“养儿防

老”的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家庭成员可以使老人获

得贴心的照顾,进而获得亲情方面的慰藉。熟悉的

家庭环境会使空巢老人可以维持原有的生活习惯,密
切的亲人交流也使得空巢老人的精神更加愉悦。空巢

老人通过家庭、朋友可以排解内心的孤独。因此,家庭

层面也会对空巢老人的养老意愿选择产生影响。
在社会层面,对养老政策的了解情况、养老政策

的熟悉程度、是否信任社会养老、是否乐意主动加入

社会养老等对社会养老的推广和建设起到决定性作

用。养老设施完善[32]、健全的养老服务体系、完善

的养老政策等都能为空巢老人提供专业、便捷、多元

化、具有针对性的养老服务,并营造乐观、积极的养

老氛围,吸引空巢老人乐意主动加入[33]。接受过文

化教育的空巢老人思想更加开放,具有独立的个性。
同时,对生活和医疗服务要求会有更好的要求,支付

能力也更强[34]。此类空巢老人在选择养老方式时,
也会更多的考虑社会养老。

3.2 定量分析:不同养老模式主导因素不同

首先,本文利用SPSS26.0对样本数据进行相

关性检验,通过方差膨胀系数(VIF)判定各影响因

素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35]。结果显示,本文所

用的影响因素的VIF均低于10,各影响因素之间不

存在共线性情,可以进行后续计量研究(见表5)。

表5 相关性检验

Tab.5 Correlationtest

影响因素
共线性统计

容差 VIF
影响因素

共线性统计

容差 VIF

居住地情况 0.847 1.180 居住状态 0.941 1.062

邻里关系 0.872 1.146 养老政策 0.871 1.114

生活满意程度 0.694 1.440 经济情况 0.702 1.424

将参与调研的空巢老人按照其养老意愿划分为

个人养老、家庭赡养和社会养老。并以养老意愿作

为因变量,以居住地情况、邻里关系、生活满意程度、

居住状态、养老政策和经济情况为解释变量(见表

6),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见表7)。

表6 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6 Descriptivestatisticsoffactors

因素 选项 比例/%

居住地情况
同一城市 74.16

不同城市 25.84

邻里关系

经常 25.84

偶尔 62.92

从不 11.24

生活满意程度

满意 82.02

一般 13.48

不满意 4.49

居住状态
城市 64.04

农村 35.96

养老政策

很了解 6.74

知道 31.46

不清楚 61.80

经济状况

/(元·月-1)

0~3000 56.18

3001~7000 28.09

7001及以上 15.73

结果显示,在个人养老中,居住地情况、生活满意

程度、养老政策和经济情况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此

类因素对养老意愿选择产生影响。在家庭赡养中,居
住地情况、居住状态、生活满意程度和经济情况通过显

著性检验,是影响空巢老人养老意愿选择的主要因素,
而邻里关系和养老政策对其没有显著性影响。

1)个人养老:以个人和家庭层面影响为主

在个人养老中,若空巢老人与成年子女居住在

同一城市时,相较于社会养老,空巢老人会增加

2.928%选择个人养老的意愿。处于同一城市的空

巢老人和子女有着稳定的见面和交流时间,分开居

住不打扰彼此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此类空巢老人更

倾向于个人养老。当空巢老人对其自身的生活满意

程度呈现满意或者一般状态时,相较于社会养老,空
巢老人对个人养老的养老意愿更加强烈,分别增加

12.625%和13.664%。较高的生活满意水平反映

出空巢老人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满足现在生活状态,
相较于适应生活更倾向于享受生活,乐于生活。空

巢老人对养老政策的了解情况会对其养老意愿选择

产生影响。知道和很了解养老政策的空巢老人会选

择社会养老。此类空巢老人对政策清楚,对社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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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模式熟悉,政策的支持与保障促使空巢老人对社

会养老充满信心。因此,空巢老人会倾向于选择社

会养老。空巢老人的经济情况会影响养老意愿的选

择。计量结果显示,当空巢老人经济收入在0~
3000元/月时,将会增加2.673%选择个人养老的

养老意愿。老龄人口普遍认为社会养老等新型养老

方式需要稳定和较高的资金支持,处于收入在0~
3000元/月的空巢老人在生活水平方面还处于维持生

计的水平,过多的额外开支不利于生活的继续。因此,
相较于社会养老,此类空巢老人更倾向于个人养老。

2)家庭赡养:子女关系和经济收入影响其养老

意愿

在家庭赡养方面,子女与老人同处一个城市时,
相较于社会养老,将会增加2.323%选择家庭赡养

的意愿。子女与老人居住在同一城市时,本市子女

便于照顾和看护老人,且城市房价较高,与父母同住

能减轻房贷压力。同时老人可以帮助抚养小孩和提

供日常生活帮助。当空巢老人居住在城市时,选择

家庭赡养的意愿将增加1.948%,城市经济发展和

收入水平较高,医疗和交通设施条件较好,且受到国家

人口政策影响较大,子女与老人之间感情较深。相较

于社会养老,家庭赡养对于子女的生活和经济压力不

大。同样,月收入对空巢老人选择养老方式会有影响,
当空巢老人的个人月收入处于0~3000元/月时,
将会增加2.248%选择家庭赡养的养老意愿。

3)社会养老:对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等各方面

要求较高

相较于个人养老和家庭赡养,社会养老对空巢

老人和社会养老设施等要求较高。在个人养老与社

会养老对照组中,对养老政策处于很了解和知道情

况下会对个人养老具有明显的负向作用,其影响系

数分别为-4.591和-2.692,说明了解或知道养老

政策情况每提高1%,将会分别增加4.591%和

2.692%选择社会养老的意愿。在家庭赡养与社会

养老对照组中,当空巢老人的生活满意程度处于满

意时,相较于家庭赡养,会增加13.139%选择社会

养老意愿,其他影响因素并不显著,可能是样本数量

较少或者影响因素选取问题。在空巢老人方面,较
高的接受和学习能力、稳定的经济基础和身体健康

是空巢老人愿意选择社会养老的前提。同样,完善

的养老设施和健全的养老体系有助于推动多元化养

老的选择,只有满足空巢老人的需求、为空巢老人着

想,服务于空巢老人,社会养老体系才会逐渐完善与

健全,才能够吸引更多老龄人口的加入。

表7 济南市空巢老人养老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Tab.7 MultiplelogisticregressionanalysisoffactorsforendowmentwillingnessofemptynestersinJinan

影响因素 解释变量
个人养老 家庭赡养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居住地情况
不同城市

同一城市 2.928*** 1.011 2.323** 0.953

邻里关系

从不

经常 1.162 1.662 2.329 1.729

偶尔 -0.996 1.335 0.080 1.422

生活满意程度

不满意

满意 12.625*** 1.653 -13.139*** 0.967

一般 13.664*** 1.310 -13.576 0.000

居住状态
农村

城市 1.354 1.170 1.948* 1.127

养老政策

不清楚

很了解 -4.591*** 1.736 -2.252 1.494

知道 -2.692*** 0.986 -0.636 0.927

经济情况

/(元·月-1)

7001及以上

0~3000 2.673** 1.290 2.248* 1.192

3001~7000 0.281 1.143 -0.422 1.057

截距 12.621*** 1.772 11.590*** 1.508

  注:以社会养老组为对照,***、**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484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23)第39卷第4期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收集调查结果,通过第

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济南市各区县的空巢老

人数量和分布情况,得出以下结论。

1)在空巢老人分布中,2010—2020年济南市

空巢老人规模扩大。整体层面,空巢老人在济南市

呈分散布局。在特定群体中,空巢老人分布具有集

聚性。城市空巢老人多分布在济南市主城区,镇空

巢老人多分布于济南市周边区县。这与当地的经济

发展和城市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

2)空巢老人在选择养老意愿时,自身的收入、
生活满意程度、与子女居住地情况、自身居住状态和

养老政策等因素会影响养老意愿的选择。相较于个

人和家庭赡养而言,选择社会养老的空巢老人数量

较少,且需要考虑的因素和方面远超于其他两种养

老意愿。因此,在推行建设社会养老时应更加重视

政策和老年服务推广工作,让空巢老人熟悉养老政

策,参与养老服务和养老活动,提升空巢老人对社会

养老的信任感,尽可能解决空巢老人可能顾虑到的

问题。

4.2 政策启示

4.2.1 提高养老保障意识建设财政支持体系

基于调查研究发现,现阶段空巢老人主要以个

人养老和家庭赡养为主。针对此现象,本文认为,应
提高养老保障的意识,应对可能存在的养老风险。
运用生命周期养老理论对自己一生收入进行合理分

配和 安 排,尽 早 开 始 规 划 老 年 期 的 经 济 消 费 情

况[36],并逐步建立相关家庭养老、赡养老人等财政

支持体系,从税收、保险、经济等补偿方面为家庭赡

养提供物质基础和保障[37]。

4.2.2 开展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

老年友好型社区能够更好地满足老龄人口在居

住环境、日常出行、养老服务、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
建设友好型社区需增强老龄人口的社会参与能力,
提升老龄人口自我价值和生活质量,有利于其身体

和心理健康[38]。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在养老服

务方面存在丰富的经验。规划并建设老年友好型社

区,由点及面,逐渐在全国建立起大规模、高质量的

老年友好型社区,给予老龄人口在养老方面更多元

化选择。

4.2.3 逐步健全社会与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重要方式,也是推进“老有所养”、提升老龄人口幸

福感和获得感的必然要求。体系建设需要依靠多方

面、全社会、多层次群体合力推动建设。政府按照统

一部署,规划宏观体系目标。结合实际情况,完善基

本养老体系框架,明确具体分工与各部分职责,协调

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支持各类主体发展,满足老龄

人口多元化养老的需求[39]。逐步发展以居家养老

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多元养

老服务体系。
本文对济南市的空巢老人数量、分布及养老意

愿等方面进行调研,分析了其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问

题,丰富了对空巢老人、人口老龄化在人口地理学上

的研究,对特殊老年群体研究具有价值。但是,也存

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在数据上,缺乏对空巢老人数

量的统计,这给精确研究空巢老人分布带来困难。
其次,本文针对空巢老人在个人、家庭、社会等方面

设计专门的调查问卷,受到调查对象自身影响较大,
不能将空巢老人的生活特点完全展示,对最后的分

析结论有一定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扩大调

研范围、增加数据门类、关注特殊老年群体,从生理、
心理、生活和社会层面入手,全方位多角度构建养老

体系与模式是发展积极老龄化,推行成功和积极老

龄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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