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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老年人生产性养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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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河北省老年人生产性养老现状并分析影响因素,为推动老年人生产性养老的开展提供依据。方法
 

以分层随机抽

样法选取河北省石家庄、保定、承德市537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生产性养老调查表、自我感知老化量表进

行调查。结果
 

老年人生产性养老活动得分20.03±4.27,其中家庭照料参与得分最高,其次为体力活动、终身学习、志愿者服务,
有偿工作参与得分最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曾从事职业类型、自理能力、相关知识了解程度、自我感知老化是老年人生产性

养老活动的影响因素(P<0.05,P<0.01)。结论
 

河北省老年人生产性养老活动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其生产性养老活动受多重因

素影响。应采取针对性措施使老年人积极参与生产性养老活动,促进积极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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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ductive
 

activities
 

among
 

the
 

elderly
 

in
 

Hebei
 

province,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nducting
 

and
 

promoting
 

productive
 

activities
 

for
 

the
 

elderly.Methods
 

A
 

total
 

of
 

537
 

older
 

adults
 

from
 

Shijiazhuang,
 

Baoding
 

and
 

Chengde
 

city,
 

Hebe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using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hen
 

they
 

were
 

investigated
 

utilizing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productive
 

activities
 

questionnaire
 

and
 

the
 

Brief
 

Ageing
 

Perceptions
 

Questionnaire
 

(B-APQ).Results
 

The
 

elderly
 

scored
 

(20.03±4.27)
 

on
 

productive
 

activities,
 

of
 

which
 

family
 

care
 

participation
 

was
 

the
 

highest,followed
 

by
 

physical
 

activities,
 

life-long
 

learning
 

and
 

volunteer
 

service,
 

and
 

paid
 

work
 

participation
 

was
 

the
 

lowest.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rofessional
 

type
 

in
 

the
 

past,
 

ability
 

of
 

self-care,
 

understanding
 

of
 

relevant
 

knowledge
 

and
 

the
 

total
 

score
 

of
 

B-APQ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ductive
 

activities
 

(P<0.05,P<0.01).Conclusion
 

The
 

productive
 

activities
 

among
 

the
 

elderly
 

in
 

Hebei
 

province
 

are
 

at
 

low-to-medium
 

levels,
 

and
 

are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Tar-
gete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ncreas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productive
 

activities
 

and
 

promote
 

active
 

ag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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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少子、高龄、空巢等社会问题日益严峻,中国

老龄化未来将呈现超大规模、超快速度、超高水平、超
稳定老龄化结构的“四超格局”[1],传统养老模式难以

适应当前老龄化形势。《“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

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2]指出,要扩大老年人社会参

与,引导老年人积极面对老年生活、参与社会发展。
从老年群体潜在价值、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创新养

老模式迫在眉睫。生产性养老是老年人基于自身意

愿和能力,通过参与有利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活动如

家庭照料、志愿活动、有偿工作等,促进老年人自身与

社会和谐发展[3-4]。生产性养老将老年群体由“被服

务者”转变为“价值创造者”,增加其社会参与。从事

生产性活动会显著改善老年人认知功能,提升老年人

精神健康和幸福水平[5-6]。国外对生产性养老进行了

系统的探索实践[7-8],而我国对生产性养老的研究多

集中于理论价值、发展现状、困境与发展趋势的探讨,
涵盖不同类型生产性养老活动参与的研究尚缺乏报

道。本研究对河北省老年人生产性养老现状进行调

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旨在为推动老年人生产性养

老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0年5~10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
根据2015年的河北省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9]

对河北省区域的划分,随机选取石家庄、保定、承德3
个城市,在每个城市再随机选取2个区(城市社区和乡

镇社区各1个),在每个区再随机选取2个社区,在每

个社区随机选取一定数量、符合标准的老年人进行调

查。①纳入标准:年龄≥60岁;意识清楚,无认知功能

障碍;居住所在地区1年以上;知情同意,自愿参加。
②排除标准:有严重躯体疾病;日常生活无法自理。样

本量以问卷条目数的10倍为原则确定[10],本研究问卷

条目共40项(一般资料13个条目、生产性养老调查表

10个条目、自我感知老化量表17个条目),考虑到20%
流失量,计算所需样本量n=40×10/(1-20%)=500,
本次确定样本量为550。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情况调查表:研究者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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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自行设计,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
经济来源等;②生产性养老调查表:在查阅相关文

献[11]、课题组讨论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内容包括家庭

照料(2个条目,照料孙子女、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劳

动)、有偿工作(1个条目,参与有偿工作)、志愿者服

务(1个条目,参与社会服务工作)、终身学习[4个条

目,有阅读习惯、关注新闻及政治、参与老年教育活

动、参与感兴趣的活动(如吟诗作画、习书法、种花养

鸟)]、体力活动(2个条目,从事适量的体力劳动、体
育锻炼)5个部分共10个条目,参与生产性养老5个

部分中的任何一项活动,都认为参与了该部分生产性

养老活动(以家庭照料参与为例,只要参加2个条目

中的任何一项就认为参与了家庭照料)。根据参与任

何一项活动的程度,采用4级计分,以“为家庭做力所

能及的家务劳动”为例,1=从来不参加,2=每周1~
2次,3=每周3~5次、4=每天都参加,总分越高,生
产性养老活动参与越多。请15名专家(老年医学3
人、老年护理学5人、护理管理2人、老年护理教育2
人、社区护理2人、统计学1人)对量表进行评价,量
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为0.90,条目水平的内容效

度指数为0.87~1.00。预调查老年人50人,测得量

表总Cronbach's
 

α系数为0.864。③自我感知老化

量表(the
 

Brief
 

Ageing
 

Perceptions
 

Questionnaire,B-
APQ):由Sexton等[12]编制,本研究采用扈娜等[13]汉

化的简版自我感知老化量表,包括消极结果和控制(5
个条目)、积极结果(3个条目)、慢性时间(3个条目)、
积极控制(3个条目)、情感表征(3个条目),共5个维

度、17个条目。采取Likert
 

5级评分,从“非常不赞

同”到“非常赞同”依次计1~5分,部分条目反向计

分,总分越高,老年人自我感知老化态度越消极。该

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14,重测信度为0.922。
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5。
1.2.2 资料收集 调查前课题组负责人与各社区负

责人联系并取得社区的支持,由研究者及3名课题组

成员在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引导下入户进行面对面调

查。调查前对老年人解释生产性养老概念及相关内

容,便于老年人对生产性养老相关内容的理解。调查

过程中调查员协助老年人完成问卷填写。本研究共

发放问卷550份(石家庄市180份,保定市180份,承
德市190份),回收有效问卷537份,有效回收率为

97.64%。
1.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

描述、t检验、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老年人生产性养老活动参与现状 老年人生产

性养老活动总分及各部分得分,见表1。其中老年人

参与家庭照料498人(92.74%),体力活动479人

(89.20%),终身学习476人(88.64%),志愿者服务

178人(33.15%),有偿工作27人(5.03%)。
表1 老年人生产性养老活动得分(n=537)

分,x±s

项
 

目  总分 条目均分

家庭照料 4.97±1.45 2.48±0.73
 照料孙子女 2.13±0.65 2.13±0.65
 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2.84±0.71 2.84±0.71
体力活动 4.73±1.64 2.37±0.82
 从事适量的体力劳动 2.23±0.48 2.23±0.48
 体育锻炼 2.50±0.63 2.50±0.63
终身学习 7.78±2.04 1.95±0.51
 有阅读习惯 1.86±0.52 1.86±0.52
 关注新闻及政治 2.33±0.77 2.33±0.77
 参与老年教育活动 1.15±0.36 1.15±0.36
 参与感兴趣的活动 2.04±0.72 2.04±0.72
志愿者服务 1.90±0.64 1.90±0.64
有偿工作 1.05±0.22 1.05±0.22
生产性养老活动 20.03±4.27 2.03±1.45

2.2 老年人自我感知老化得分及与生产性养老的相

关性 见表2。
表2 老年人自我感知老化得分及与生产性

养老的相关性分析(n=537)

自我感知老化
得分

(x±s)
相关性

r P
消极结果和控制 11.41±1.93 -0.242 0.000
积极结果 10.16±2.12 -0.378 0.000
慢性时间 8.84±1.92 -0.181 0.000
积极控制 10.98±1.87 -0.273 0.000
情感表征 9.35±2.02 -0.139 0.001
总体 50.74±6.46 -0.415 0.000

2.3 不同特征老年人生产性养老得分比较 见表

3。
表3 不同特征老年人生产性养老得分比较

项
 

目 人数 总分(x±s) t/F P

性别 1.687 0.092
 男 240 20.38±4.01
 女 297 19.75±4.36
年龄(岁) 5.321 0.000
 60~ 243 20.75±3.95
 70~ 201 19.52±4.30
 ≥80 93 18.60±4.28
文化程度 16.677 0.000
 文盲 146 18.01±4.03
 小学 140 19.69±3.75
 初中 124 21.23±3.93
 高中/技校或中专 54 20.07±4.26
 大专以上 73 23.31±3.71
婚姻状况 9.838 0.000
 已婚 382 20.47±4.20
 离异 131 18.63±4.28
 未婚或丧偶 24 20.77±3.73
居住地 3.086 0.002
 城市 201 20.79±4.23
 乡镇 336 19.58±3.99
居住情况 1.491 0.204
 独居 69 19.39±4.13
 与子女居住 185 19.85±4.29
 与配偶居住 242 20.36±4.40
 与亲戚朋友居住 25 20.80±2.99
 其他 16 18.46±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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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不同特征老年人生产性养老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总分(x±s) t/F P

曾从事职业类型 6.728 0.000
 事业单位 118 21.69±4.21
 公务员 44 20.50±3.70
 个体经商 108 20.06±3.64
 企业 40 20.29±4.09
 务农 220 17.10±4.47
 其他 7 16.80±4.15
经济来源 3.610 0.003
 离退休工资 186 20.90±4.52
 子女补助 191 19.20±4.23
 亲友资助 32 20.09±2.91
 养老保险金 73 19.53±4.29
 其他 55 20.08±2.89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15.757 0.000
 <1000 99 18.82±4.28
 1000~ 179 19.15±4.33
 2000~ 132 20.20±3.86
 ≥3000 127 22.03±3.89
子女数量 3.898 0.009
 无 13 19.54±3.82
 1~2个 271 20.58±4.23
 3~5个 203 19.67±4.16
 6个以上 50 18.62±4.36
日常生活自理 39.525 0.000
 需他人协助 75 17.10±3.65
 基本自理 267 19.37±4.02
 完全自理 195 22.15±3.72
慢性病数 13.241 0.000
 0 117 21.79±4.18
 1~2种 298 19.56±4.16
 3种以上 122 19.49±4.21
对生产性养老了解程度 23.445 0.000
 不了解 281 18.73±4.21
 了解一点 187 21.05±3.92
 一般了解 49 21.72±3.53
 比较或非常了解 20 22.77±3.79

2.4 老年人生产性养老的多因素分析 以参与生产

性养老活动总分为因变量,将一般资料、自我感知老化

总分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α入=0.05,
α出=0.10。结果显示,曾从事职业类型(以务农为对照

设哑变量)、自理能力(需他人协助=1,基本自理=2,
完全自理=3)、相关知识了解程度(不了解=1,了解一

点=2,一般了解=3,比较或非常了解=4)、自我感知

老化总分(原值输入)进入回归模型,结果见表4。
表4 老年人生产性养老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n=537)

变
 

量 β SE β' t P
常数 3.048 1.493 - 2.042 0.042
曾从事职业类型

 事业单位 1.240 0.526 0.121 2.356 0.019
 公务员 1.294 0.622 0.084 2.081 0.038
 个体经商 1.025 0.426 0.097 2.406 0.016
自理能力 1.835 0.218 0.319 8.423 0.000
相关知识了解程度 1.148 0.168 0.259 6.832 0.000
自我感知老化 -0.130 0.042 -0.540 -4.144 0.000

  注:R2=0.400,调整R2=0.381;F=19.176,P=0.000。

3 讨论

3.1 老年人生产性养老参与度有待提高、活动形式

有待丰富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生产性养老活动

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各项活动参与情况由高到低是家

庭照料、体力活动、终身学习、志愿者服务、有偿工作,
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14]。可见,河北省老年人虽

然不同程度参与生产性养老,但参与程度不高、比例

不均衡、参与形式有待丰富。家庭照料参与率最高,
其次是体力活动及终身学习,提示目前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不仅仅是照顾享受者,更是照顾提供者,多数老

年人需完成做家务、照料孙子女的任务,同时也在逐

渐参与其他活动,如进行体育锻炼、终身学习;而有偿

工作参与比例最低,一方面可能与我国传统观念认为

老年人应颐养天年有关;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河北省

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目前只能为社会提供有限的工

作机会、不鼓励老年人就业。生产性养老对缓解养老

压力、开发老年群体潜力、创造社会价值具有重要意

义。基于此,要丰富生产性养老的参与形式、推动生

产性养老均衡发展,首先要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引
导全社会充分认识“老有所为”在个人、家庭及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另外,拓宽参与渠道,如借助“互联

网+”为高龄或行动不便老年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

会,促进其深度参与社会。
3.2 老年人生产性养老影响因素

3.2.1 曾从事职业类型 本研究显示,曾从事职业

类型是老年人生产性养老的重要影响因素(均P<
0.05),曾从事职业为事业单位、公务员、个体经商的

老年人比农村务农老年人生产性养老活动水平高,一
方面可能是由于以上职业的老年人有更充足的知识、
技能及经济实力去参与各项生产性活动;另一方面与

这些老年人还能继续享受原单位提供的社会活动机

会与场所有关,而务农老年人因农村地区适老化设施

相对不足,而影响老年人社会活动、终身学习等生产

性活动的参与[15];同时传统养老观念的束缚导致农

村地区缺乏老年人参与社会的组织氛围。因此,应在

农村增设适老文化活动场所与设施,满足老年人社会

活动需要,创造条件推动生产性养老发展,促进农民

实现积极老龄化。
3.2.2 自理能力 本研究显示,自理能力是老年人

生产性养老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P<0.01),老
年人自理能力越强,生产性养老活动参与越多,与以

往研究结果一致[14]。生产性养老是老年人根据自身

需求及能力,选择生产性养老的参与形式、参与程度,
老年人身体状况及自理能力越好,积极老龄化水平越

高[4,16],更容易有充足的体力与精力参与生产性养老

活动。而自理能力缺陷是老年人参与生产性活动的

重要障碍,尤其影响家庭照料、志愿服务、有偿工作的

参与。但生产性养老的“产出性”不仅局限于经济、社
会层面,还体现在精神层面,老年人终身学习也是实

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方式。因此,应结合老年人的自

理程度,借助信息化手段增加参与机会,如借助智慧

化助老服务平台[17],为不同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

适宜的生产性养老活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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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对生产性养老的了解程度 本研究显示,对
生产性养老的了解程度影响生产性养老活动的参与

(P<0.01),对生产性养老了解越充分,生产性养老

活动参与越多。调查发现,半数以上老年人不了解生

产性养老,部分老年人甚至不清楚生产性养老的涵

义。老年人对生产性养老了解越深入,越能理解生产

性养老对促进个体及社会发展的潜在意义,更有利于

激发参与生产性养老的热情。因此,应扩大宣传力

度,重点提升老年人对生产性养老的认知,引导老年

人认识到生产性养老是在自愿基础上,丰富老年生

活,进而促进老年人积极参与生产性养老活动,推动

实现积极老龄化。
3.2.4 自我感知老化 随着年龄增长,很多老年人

把健康问题归咎于老化,消极自我感知老化会影响社

会活动的参与[18-19]。本研究显示,自我感知老化与生

产性养老呈负相关,即自我感知老化越消极,生产性

养老活动参与越少。自我感知老化作为潜在的心理

因素,是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的重要预测指标,老年

人自我感知老化越积极,身体活动水平越高[20-21],参
与各项生产性活动的可能性越大。以往研究表明,积
极心理干预有助于促进老年人实现成功老化[22]。因

此,医护人员应及时评估老年人自我感知老化水平,
对存在消极自我感知老化倾向的老年人及时干预,促
进生产性养老的参与,实现成功老龄化。
4 小结

目前河北省老年人生产性养老活动参与度偏低,
参与形式有待丰富,且生产性养老的参与受多重因素

影响。应提升老年人对生产性养老的认识,对不同职

业、自理能力及自我感知老化水平的老年人进行针对

性干预,促进老年人生产性养老的参与,助力积极老

龄化。本研究因条件限制,仅应用横断面调查法对河

北省老年人进行研究,今后应继续扩大调查范围、结
合质性研究方法,全面了解生产性养老现状,为实证

研究提供更全面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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