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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分析当前我国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 )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依据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

庭研究中心 2002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库》,对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大多数被调查的女性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的评分“一般”和“较好”,但低于男性老年人。女性老年人文盲率高导致其经济、社会和家庭地位较低 ,丧偶率高导致其独居率

较高和来自配偶的支持较少 ;这些因素影响女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评分相对较低。结论 　大多数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一般”和“较好 ”,但

较男性老年人差。这可能与一般人口学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情况较男性老年人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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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bjective　To analyze subjective well2being ( life satisfaction and affective experience) of the female elderly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M ethods　The subjective well2being of the female elderly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in 2002 of Center for Health and Fam ily Study in the Elderly in Beijing University. Results　The aver2
age score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affective experience of the most investigated female elderly were common and relatively high, but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male ones. The relatively lower subjective well2being of the female elderly was influenced by their lower econom ic, social and
fam ily rank resulting from their higher illiteracy rate, and their higher living alone due to their high spouse loss rate. Conclusion s　The sub2
jective well2being of the female elderly is worse than that of the male elderly in China, which m ight be related to their poorer demographic
variable and social support than those of the mal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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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正在加速 ,老龄化过程的两个显著特

征是高龄化和女性化〔1〕。目前 ,国内关于女性老年人社会人口

学及其现状的报告较多〔2～5〕,关于老年人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

感的报告也较多〔6, 7〕,而着重研究女性老年人生活质量及主观

幸福感的报告甚少。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其生活质量的综合

评价 ,具体包括对生活质量的认知 (即生活满意度 )和情感体验

两个方面。研究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了解她们对于当前

生活质量的认知和情感体验 ,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因素 ,具有

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依据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

研究中心提供的 2002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库 》,

以男性老年人作参照 ,着重分析当前我国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

福感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2002年在全国 2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大约一

半以上的县、市随机抽样调查 65岁以上老年人共 16 020人 ,其

中 ,女性 9 194人〔65～79岁 2 404人、80～89岁 2 090人、90～

99岁 2 137人、≥100岁 2 488人 ,平均 (8813 ±1119)岁 〕;男性

6 826名〔65～79岁 2436人、80～89岁 2 118人、90～99岁

1574人、≥100岁 667人 ,平均 (8318 ±1018)岁 〕。

112　方法 　由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设计《中国

老年人健康状况调查问卷 》,并完成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

情况、身体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一般认知能力、生活方式、日常

活动能力、个人背景和家庭结构、疾病情况和体检共七大部分。

有关主观幸福感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的 7道问题 ,即

“遇事是否想得开 ”、“是否喜欢干净整洁 ”、“是否经常感到紧

张害怕 ”、“是否经常觉得孤独 ”、“自己的事是否自己说了算 ”、

“是否觉得越老越不中用 ”、“是否与年轻时一样快乐 ”,扼要反

映老年人的正性和负性情感体验。主观幸福感 8道题均为 5

级评分 ( 3道负性情感题转化为正向评分 ) , 5分最好 , 1分最

差。社会支持包括 3道题 ,即“平时与谁聊天最多 ”、“有心事最

先向谁说 ”、“遇到问题或困难最先找谁解决 ”。前 2道题反映

情感支持 ,第 3道题反映具体支持。

2　结 　果

211　女性与男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比较 　见表 1。大多数

女性和男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情感 7道题的评分在“一般 ”

及其以上 ;除了“是否喜欢干净整洁 ”一道题外 ,其他都是女性

老年人选择“一般 ”及其以上的比例低于男性老年人。χ2 检验

表明 ,女性与男性组主观幸福感 8道题的评分均差异显著。女

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情感评分均在 3分以上 (3165 ±0183和

3164 ±0159) ,但显著低于男性老年人 ( 3168 ±0182和 3181 ±

0158) ( P < 0105和 P < 01001)。女性和男性老年人的生活满

意度均随增龄呈升高趋势 ,情感评分随增龄明显下降 (正性情

感减少 ,负性情感增多 ) ,两项指标女性老年人各年龄组的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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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女性与男性老人主观幸福感各题评分的比较 ( %)

评分
生活满意度
女性　男性

遇事想得开
女性　男性

喜欢干净整洁
女性　男性

经常感到紧张害怕
女性　　　男性

经常觉得孤独
女性　男性

自己的事自己做主
女性　　　男性

觉得越老越不中用
女性　　　男性

与年轻时一样快乐
女性　　　男性

差 111 018 016 013 011 012 114 017 213 119 518 412 1014 814 910 718

较差 617 513 514 315 112 211 419 217 711 511 1318 717 1818 1315 2515 2215

一般 3117 3319 2010 1512 1919 2719 2519 1810 2716 2113 2513 2014 3814 3517 2512 2411

较好 4711 4510 6419 6814 6315 5718 3513 3616 3013 3019 2515 2519 1718 2112 1211 1312

好 1314 1510 912 1216 1514 1210 3215 4210 3216 4019 2915 4119 1415 2111 2813 3213

χ2 301001) 1201841) 1661651) 2451301) 1511811) 3261431) 1891341) 401781)

　各题缺省值女性 919% ～1513% ,男性 011% ～915% , 1) P < 01001 (下同 )

均低于男性老年人 ,尤其情感评分的差距更大 (图 1)。总的来

看 ,大多数女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一般或较好 ,但较男性老年

人差。

图 1　女性与男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情感评分的增龄变化

212　人口学变量对女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见表 2。

与男性老年人相比 , 女性老年人文盲的比例很高 (男性

3416% )、有退休金的比例很低 (男性 3115% )、与配偶同住的比

例较低 (男性 4616% )、丧偶的比例很高 (男性 4717% )、与家人

同住的比例略低 (男性 8312% ) ,城乡居住的比例与男性相近

(男性农村居住 5316% )。

　　方差分析表明 ,人口学变量对女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情

感影响的趋势基本一致 (表 2)。其中 ,教育程度高、经济来源靠

退休金、已婚并与配偶同住 ,以及住在养老院和住在城市的女

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评分相对较高 ,与其他组

的差异显著。需要指出的是 ,独居和已婚分居女性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的评分很低。

　　以上结果说明 ,人口学变量对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

显著的影响 ;文盲率高、退休金享有率低、丧偶率高及独居率较

高 ,可能是女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较男性老年人差的主要影响

因素。

213　社会支持对女性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从表 3可以看

出 ,女性老年人对于这 3个问题都是来自“家人亲属 ”的支持最

多 ,来自配偶的支持较少 ,而男性老年人聊天最多的是“配偶 ”,

虽然心事诉说和困难求助最多的也是“家人亲属 ”,但来自配偶

的支持远多于女性老年人 ;女性老年人中 ,“无人聊天 ”和“无人

诉说心事 ”的比例高于男性老年人 ( 613%和 617% ) ,“无人帮

助解决问题或困难 ”的比例与男性老年人 (312% )接近。

表 2　人口学变量对女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 x ±s)

人口学变量 组别 ( % ) 生活满意度 情感

教育程度 文盲 (8213) 3163 ±0183 3161 ±0158

小学 (1410) 3168 ±0184 3174 ±0160

中学 (311) 3193 ±0184 3195 ±0160

大专以上 (016) 3194 ±0170 4107 ±0156

F 131491) 481071)

经济来源 退休金 (914) 3186 ±0177 3194 ±0157

配偶子孙 (7813) 3167 ±0181 3161 ±0158

政府其他 (1212) 3139 ±0193 3160 ±0160

F 821251) 1131381)

婚姻状况 已婚同住 (1615) 3168 ±0182 3179 ±0158

已婚分居 (111) 3144 ±0172 3165 ±0149

丧偶 (8118) 3165 ±0184 3160 ±0159

离婚 (012) 4100 ±0188 3175 ±0177

未婚 (015) 3167 ±1106 3169 ±0163

F 21512) 301761)

养老方式 家人同住 (8110) 3170 ±0181 3166 ±0158

独居 (1416) 3134 ±0192 3153 ±0161

养老院 (414) 3189 ±0169 3173 ±0158

F 1151221) 281281)

城乡居住 城市 (2314) 3182 ±0183 3184 ±0159

镇 (2214) 3165 ±0184 3163 ±0159

农村 (5412) 3158 ±0182 3156 ±0157

F 561501) 1451271)

　1) P < 01001, 2) P < 0105 (下同 )

　　方差分析表明 ,有人聊天、有人诉说心事、有人帮助解决问

题或困难的女性老年人 ,其生活满意度和情感的评分显著高于

无人聊天、无人诉说心事、无人帮助解决问题或困难的女性老

年人 (均 P < 01001) ;进一步看 ,生活满意度评分最高的是上述

支持主要来自于社会工作者的女性老人 ,但所占比例很小 ;而

情感评分最高的是上述支持主要来自于配偶的女性老年人

(表 4)。

　　上述结果说明 :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社会支持的显

著影响 ,无社会支持的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差 ,尤其是无

人帮助解决问题或困难的女性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评分甚至

在 3分以下。她们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家人亲属 ,这可能与

其丧偶率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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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女性与男性老年人社会支持情况的比较 ( %)

组别
聊天最多

女性　　男性
心事诉说

女性　　男性
困难求助

女性　　男性

配偶 1115 3415 1218 3817 910 2115

家人亲属 5117 2810 6815 4412 8119 6819

朋友邻居 2619 2918 914 817 219 214

社会工作者 115 114 118 117 312 410

无人 814 613 715 617 219 312

χ2 1 5641101) 1 5471721) 6081521)

表 4　社会支持对女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 x ±s)

社会支持 组别 生活满意度 情感

聊天最多 配偶 3168 ±0182 3182 ±0157

家人亲属 3174 ±0179 3162 ±0157

朋友邻居 3154 ±0187 3166 ±0159

社会工作者 3188 ±0170 3171 ±0158

无人 3133 ±0192 3141 ±0164

F 441041) 391141)

心事诉说 配偶 3168 ±0182 3181 ±0157

家人亲属 3171 ±0180 3163 ±0157

朋友邻居 3145 ±0192 3157 ±0159

社会工作者 3193 ±0171 3168 ±0159

无人 3122 ±0195 3144 ±0170

F 591591) 381671)

困难求助 配偶 3167 ±0182 3183 ±0158

家人亲属 3168 ±0181 3163 ±0158

朋友邻居 3125 ±0198 3148 ±0160

社会工作者 3185 ±0183 3170 ±0160

无人 2196 ±1100 3141 ±0172

F 621001) 331591)

3　讨 　论

　　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设计的问卷内容全面 ;

其调查面广 ,调查人数多 ,所得到的数据可靠 ,有代表性。问卷

中有关主观幸福感的项目虽不多 ,但可以概括老年人主观幸福

感在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方面的基本情况。因此 ,本文分

析的结果大致反映当前我国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主

要影响因素 ,可为有关部门和领导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当前大多数女性老年人对于她们生

活质量的认知和情感体验为一般或较好 ,但较男性老年人差。

由于遗传和生理的原因 ,女性老年人的预期寿命较男性长 ,与

之伴随的是丧偶率高 ;而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 ,大多数老年

人受教育的程度较低和较贫穷 ,而女性老年人受教育的程度一

般比男性老年人更低 ,她们比男性老年人更贫穷、社会和家庭

地位更低、更易受到忽视、歧视 ,甚至伤害。因此 ,文盲率高及

其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和家庭地位低 ,丧偶率高及其所导致的

独居率较高和来自配偶的支持较少 ,可能是女性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较男性老年人差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所观察到女性和男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情感评

分的随龄变化 ,与我们以往在较小样本上观察到的研究结

果〔8, 9〕,以及国内其他研究结果相一致。例如 ,雍爱琳等对高龄

老人的研究发现 ,八旬老人生活质量不如七旬老人 ,但生活满

意度却优于七旬老人〔6〕;胡军生和肖健研究发现 ,退休工人主

观幸福感的正性情感评分随增龄下降 ,负性情感评分随增龄增

加〔7〕。这些结果与国外的同类研究〔10〕不完全一致 ,反映出现

阶段我国老年人的现实心理状况 ,相关的心理机制和应对策略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还观察到女性老年人得到的情感支持 (聊天最多和

心事诉说 )和具体支持 (困难求助 )都主要来自家人亲属 ,来自

于配偶的支持较少 ,而男性老年人“聊天最多 ”的是“配偶 ”,虽

然心事诉说和困难求助最多的也是“家人亲属 ”,但来自配偶的

支持远多于女性老年人。这与美国“MacA rthur成功老龄化研

究 ”1988～1989年和 1991年调查的结果大体一致。这两次调

查均报告女性老年人的情感支持来自配偶的比例显著少于男

性老年人 ,而情感支持来自子女、亲属和朋友的比例显著大于

男性老年人〔11〕。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世纪 ,也是建立“不分年

龄、人人共享 ”和谐社会的世纪。如何关心和帮助人数众多并

日益增加的女性老年群体 ,尤其是高龄、独居、无收入或低收

入、无社会支持和农村女性老年人 ,提高她们的生活质量和社

会地位 ,改善她们的心理健康状况 ,是政府和全社会应高度重

视和积极应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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