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渊19YJC10091冤

摘 要院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是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袁也是政府亟待解决的
一个重要难题遥有效解决好养老问题袁是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遥中青年人作
为未来养老服务的目标群体袁其步入老年之后的养老保障与我国养老政策体系的优化尧完善有着紧
密的联系遥因此袁依据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养老制度安排显得尤为必要遥通过
分析 CGSS2015数据发现袁尽管有过半数的中青年人认同由子女负责的养老责任观念袁但是也有相
当数量的对象能够接受由其他主体承担老人的养老责任袁即认同由政府尧自己而不是子女来为养老
生活负主要责任袁 这表明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已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遥 通过构建多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来探析中青年人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因素袁研究发现中青年人对于医疗卫生服
务尧基本社会服务尧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公共服务资源分布均衡度尧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的满意度与其
养老责任认知存在着显著关系遥 为了更好地应对我国未来严峻的养老形势袁引导中青年人的养老责
任认知朝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是非常必要的遥首先袁要明确养老主体责任袁发挥多主体养老
功能遥 构建子女支持尧政府兜底尧充分发挥个人积极作用的多元化养老责任体系袁推动多元化养老责
任分担机制的优化和完善遥其次袁充分关注特殊群体需求袁推动养老服务供给精准化尧普惠化遥既要关
注受教育程度低尧子女数量较少或没有子女尧未婚独居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等特殊群体的基本养
老保障袁也要结合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心理特点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遥最后袁要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
率袁增强公共服务满意度遥 政府应着眼于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袁积极地承担基本社会服务职能袁扩
大公共住房供给袁稳步推进老旧民宅适老化改造遥同时袁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和政府的宏观
调控作用袁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的合理分布曰综合运用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袁发展野智慧养老冶产业袁
提高养老服务获取的便利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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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袁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推行下袁我国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得到了有

效地控制遥 但同样地袁家庭结构也随着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而发生着相应的转变袁野4-2-1冶家
庭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结构形式之一遥在人口死亡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人口出生率却呈现
出显著下降趋势的情形下袁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人口代际更替过程中老年人口比重的逐步
攀升袁60岁以下人口的比重渐趋下降袁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渊见表 1冤遥 因此袁对于已然步入
老龄化社会的中国来说袁如何养老尧谁来养老成为了亟需回应的问题遥

表 1 2013要2021年中国人口状况

说明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年度人口数据报表整理袁可参考网址院https //data 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遥
中国有着深厚的农耕文化传统袁野养儿防老冶观念深入人心袁野父辈抚养子代尧子代赡养

父辈冶的野反馈模式冶根深蒂固 [1]遥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袁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袁随着社会
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袁中国人的养老责任观念正在发生着重大的转变 [2-5]遥
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尧家庭结构核心化尧居住方式自然分离化与人口流动常态化等趋势的
出现袁我国传统养老模式受到了强烈冲击 [6]遥 作为未来养老服务目标群体的中青年人经历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尧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等社会历史变迁袁切身地感受到人口老
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劳动力供给和社会保障带来的压力遥 在此情况下袁当代中青年人一方面
承担着父辈尧祖父辈的家庭养老责任袁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考量自身未来的养老风险和压力遥
因此袁其父辈尧祖父辈惯性秉持的野养儿防老冶观念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中青年人的完全认同遥

养老责任认知作为中青年人对自身养老问题的思考袁体现了他们对自己未来养老生活
的期待袁既会受到家庭尧个人的影响袁也会受到政治尧经济尧社会等诸因素的影响遥 进入新世
纪以来袁服务型政府建设强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袁政府在公共服务过程中居于主导地
位袁而公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水平则成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能的重要体现遥 从内容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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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来看袁养老服务属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范畴遥作为未来养老服务的目标群体袁中青
年秉持的养老责任认知正在经历怎样的变化钥中青年对政府所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是否
会影响其自身的养老责任认知钥而中青年养老责任认知的变化是否会影响我国养老服务业
未来的发展方向钥 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代中国袁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政府
在未来养老制度建设中作出更有针对性的安排遥

综上袁本文以公众满意度理论为基础袁以中青年人对政府所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为
起点袁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渊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袁简称野CGSS冶冤2015 年数据袁选
取未来享受养老公共服务的中青年人为研究对象袁阐释其养老责任认知的变化袁探究公共
服务满意度对中青年养老责任认知产生的影响袁以期为养老政策体系的完善尧养老服务业
发展方向的探寻提供参考遥

二尧文献回顾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袁四十多年来的工业化尧城市化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

的深层次变革遥 与之相对地袁野养儿防老冶野父辈抚养子代尧子代赡养父辈冶[1]的传统养老观念

在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双重冲击下开始动摇袁公众的养老责任认知开始转变遥 早在 1996
年袁就有报道指出上海人的养老观念在改变袁中年人选择最高的养老方式是野在家由配偶照
顾冶袁而不是野由子女照顾冶袁并且依靠子女的比例是随着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
的 [7]遥 由此可见袁野养儿防老冶观念的正统地位逐渐受到冲击袁人们对子女的依赖正在逐渐减
少袁但对社会的要求正逐步增加 [2]袁同时以全面健康老龄化尧积极主动老龄化尧成就贡献老龄
化 [8]为主要特征的野独立养老冶观念也逐渐形成 [9]遥 总体上来看袁尽管传统的家庭养老仍占据
着主导地位袁但功能逐渐弱化 [4-5][10]袁人们开始接受由政府尧社会等其他主体为自己承担养老
责任 [3]遥

不同年龄群体在养老责任认知上的代际差异同样较为显著遥 总体而言袁年轻一代更倾
向于依靠自己尧配偶的力量养老 [11]遥 在养老责任承担主体的认知上袁老年人野养儿防老冶的观
念仍然较为强烈袁而青年人的野养儿防老冶意识则明显弱化曰在养老服务的内容上袁老年人更
关注身体健康和娱乐活动等野刚性冶需求袁而青年人则更关注居住环境尧家人陪伴尧朋友等
野柔性冶需求 [12]遥

在认识到养老责任认知正在发生转变以后袁 学者们进一步围绕着养老责任认知形成与
变化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广泛的探讨遥 从个体层面看袁性别差异所导致的自我保障能力的强弱
会影响女性的养老责任认知 [13]曰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影响一个人观点所具有的现代性程度袁
因而受教育程度越高袁越能认识到传统养老观念的不足袁更容易接受新的养老观念 [14-15]曰缺少
配偶照料的大龄未婚男性更容易采取消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 [16]曰已婚的老
人更倾向于在自己家养老而非跟随子女 [17]曰老人身体健康状况的好坏也影响着对子女养老
的依赖程度 [14-15]遥 从家庭层面看袁不同的养老方式所依赖的经济基础不同袁因此不同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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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会影响人们选择不同的养老方式 [14]遥 而子女数量多寡 [13]与生育意愿倾向 [18]两个相

互关联的因素也会影响人们的养老责任认知遥 从地区发展层面看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养
老观念现代化的现实基础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养老责任观念也更趋于现代化 [19]袁人
均 GDP越高的地区养老观念越现代化 [20]遥 除此之外袁以公平为底线的制度性保障满足了人
们的需求袁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逐渐增强袁使得养老主体能够脱离家庭而转向政府和社
会袁家庭养老逐渐处于次要地位 [18]遥

从我国政府职能演变的角度来看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逐渐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
型政府转变遥 在此过程中袁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加强袁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养老保障责
任袁政府在养老制度体系构建过程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18]遥 参考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袁较高
的社会福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替代了养老生活来源在代际间的转移支付袁也相应
地弱化了传统野家庭式养老冶的功能 [21]遥 据此袁我们有理由推断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养老责任观念遥 就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养老之间关系而言袁
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于政府购买养老公共服务袁主要包括政府购买养老公共服务的模式[22]尧政
府购买养老公共服务的监管 [23]以及政府购买养老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 [24]等遥 而在论及政府
公共服务供给与养老责任认知之间的关系时袁仅有少数学者对此展开讨论遥研究表明袁政府
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家庭养老观念起到了明显的弱化作用 [25]曰对政府生活保障供给满意度高
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 [26]曰对政府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较高的农村居民更
倾向于子女养老 [27]遥

因此袁本文拟基于 CGSS2015的调查数据袁以公众对政府所提供公共服务的野满意度冶为
自变量袁以野养老责任认知冶为因变量袁探求政府行为及作用与人们的养老责任观念之间可
能存在的联系遥与以往研究相比袁本研究具有以下特点院一是以公众满意度理论为基础来构
建分析框架袁探求中青年人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养老责任认知之间的关系遥 将公众满意度理
论与养老责任认知进行联结袁使得本研究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意义遥 二是从政府行
为及其作用的角度出发袁探求中青年人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其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袁有利于
明确政府行为效果与公众养老责任认知之间的关系袁为政府采取针对性举措来引导社会养
老责任观念的转变提供理论依据遥

三尧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渊一冤理论框架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袁由于传统管制型政府在应对诸多社会问题中的低效袁西方公

共部门掀起了一股野企业化冶的浪潮袁即运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遥 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及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影响下袁政府部门的野顾客意识冶和野服务导向冶越来越突出遥在此背景下袁
为了测量顾客的满意度指数而提出的 ACSI 模型淤渊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冤在西方国家的公
共部门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2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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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顾客满意度冶这一概念被引入政府公共部门之后袁逐渐发展成了野公众满意度冶渊如图
1 所示冤遥 公众满意度是以公众为核心尧以公众感受为评价标准的概念袁是对公众心理状态
的量化与测量 [29]遥 公众满意度反映了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态度袁也是政府绩效的重要表现形
式遥 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社会职能袁享有公共服务是公众感受政府效能最直接
的途径之一遥正如顾客对产品的满意度会影响顾客对产品的认知及其未来的购买意愿和行
为一样袁公共管理领域中公众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满意与否也会对其观念认知尧行为
取向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遥 冯亚平 [30]尧梁城城 [31]尧吴进进 [32]尧任小军 [33]尧孙三百 [34]等学者的研

究就证明了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差异会导致公众在幸福感尧生育意愿尧政府信任尧纳税遵从尧
政治参与等观念或行为上的不同遥

图 1 粤悦杂陨政府模型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袁传统家庭养老以外的养老方式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遥 作

为社会化养老主要供给方的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表现袁势必成为中青年人这一养老服务
潜在对象探寻未来养老方式的一种依据遥 一方面袁养老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和绩效结果必然会影响到中青年人对政府承担
养老责任的看法曰另一方面袁中青年人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较高袁能够增强其对政
府的信任度袁进而更加客观地认识到家庭以外的养老服务主体的功能和作用遥

综上袁本文按照野公共服务满意度高低会影响人们的养老观念冶这一思路提出基本理论
架构袁将中青年对政府所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袁将中青年所拥有的养
老责任认知作为被解释变量袁同时袁将中青年的个体特征尧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袁并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 CGSS2015数据为基础袁 来探究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中青年养老责任认知的影
响渊如图 2所示冤遥

图 2 本研究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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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研究假设
根据公共服务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对公共服务进行分类袁既有利于政府职能的准确定

位袁也有利于政府在一定历史阶段内实现对公共服务的分类发展遥 按照一定社会经济发展
阶段下野公民对公共服务的基本需求冶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最小范围冶等标准袁可将公共服
务主要划分为保障性公共服务和发展性公共服务两个类别 [35]遥 在 CGSS2015家户问卷中袁
针对政府所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共设计了公共教育服务尧医疗卫生服务尧住房保障服务尧
社会管理服务尧劳动就业服务尧社会保障服务尧基本社会服务尧城乡基础设施尧公共文化体育
服务九个评价指标遥 从各项公共服务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来看袁针对住房保障服务尧劳动就
业服务尧社会保障服务尧基本社会服务尧城乡基础设施和社会管理服务的满意度可以纳入保
障性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范畴袁针对医疗卫生服务尧公共教育服务和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的满
意度可以纳入发展性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范畴遥

住房是养老保障的重要物质资源袁住房结构尧功能的变化本身制约着养老服务方式的
变化 [36]袁许多发达国家也建立起了基于住房保障制度的野就地养老冶模式 [37]遥 因此袁在拥有
稳定住房保障的情况下袁中青年人可能更倾向于由自己负责养老遥 劳动就业是中青年获取
未来养老资金的重要途径之一袁对政府劳动就业服务的满意度越高意味着中青年人对自身
的工作前景和收入水平有着更加乐观的期望袁由自己负责养老的动力也就越强遥 社会保障
制度可以为中青年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袁这有助于解决中青年养老的后顾之忧袁提高了制
度在应对养老风险中的作用 [38]遥 因此袁对社会保障服务满意度较高的中青年人可能更倾向
于由政府负责养老遥 同时袁包含了低保袁灾害尧流浪乞讨尧残疾尧孤儿救助尧基本养老尧婚姻登
记尧殡葬等内容的基本社会服务袁体现了政府对居民的兜底保障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袁是政
府公信力的具体表现袁故而对基本社会服务满意度的高低可能影响到中青年人对政府承担
养老服务责任的信心遥 老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交通出行的便利程度有着较高的需求遥
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越完善尧便利袁由自己或者子女养老的客观条件也越充足遥 因此袁中青
年人对城乡基础设施的满意度越高袁越有可能选择由自己尧子女及政府均摊养老责任遥 此
外袁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有效性程度体现了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袁进而间接地
影响着中青年对政府承担养老服务责任的信心遥 中青年人对政府社会管理服务的满意度
越高袁越有可能选择由政府负责养老遥 综上所述袁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院

H1a院中青年对住房保障服务的满意度越高袁越倾向于由自己承担主要养老责任遥
H1b院中青年对劳动就业服务的满意度越高袁越倾向于由自己承担主要养老责任遥
H1c院中青年对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越高袁越倾向于由政府承担主要养老责任遥
H1d院中青年对基本社会服务的满意度越低袁越倾向于由政府承担主要养老责任遥
H1e院中青年对城乡基础设施服务越满意袁越倾向于由政府尧子女尧自己三者均摊养老责任遥
H1f院中青年对社会管理服务的满意度越高袁越倾向于由政府承担主要养老责任遥
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除了需要保障公众的生存需求袁也需要回应更加多元的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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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遥 随着年纪的增长袁老年群体的身体机能难免弱化袁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增加遥
因此袁考虑到未来养老生活的需要袁中青年人对现有医疗卫生服务越不满意袁则越有可能要
求政府介入袁以提供更加优质的养老医疗服务遥 同时袁中青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袁对多元
主体养老责任的认知将更为全面袁因而更有可能选择由自己尧子女及政府均摊养老责任遥公
共文化体育服务的供给对于满足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尧促进老年群体的身心康健有着重要
意义遥中青年人对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的满意度越高袁表明其个人的休闲娱乐生活越充足袁因
而更有可能选择个体化的养老模式遥 综上所述袁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院

H2a院中青年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越低袁越倾向于由政府承担主要养老责任遥
H2b院中青年对公共教育服务越满意袁越倾向于由政府尧子女尧自己三者均摊养老责任遥
H2c院中青年对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的满意度越高袁越倾向于由自己承担主要养老责任遥
除了上述两类公共服务满意度袁CGSS2015 家户问卷还通过公共服务资源充足度尧公共

服务资源分布均衡度尧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尧公共服务普惠度四个指标对公共服务总体性
满意度进行了测量遥 从某种程度来说袁对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体现了中青年对公共服务
供给的公平感知袁进而对其养老责任认知形成一定的影响 [39]遥 具体而言袁资源充足度主要表
明公共服务供给在数量上能否满足社会公众的总体需求遥中青年对公共服务资源充足度越
满意袁说明其对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能力越有信心袁也更有可能提高对政府承担养老责任
的需求遥 资源分布均衡度主要反映出公共服务资源在城乡之间尧地区之间分配的差异化程
度遥 可以说袁资源分布均衡度越低袁一定程度表明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水平越低袁容易降
低中青年对政府承担养老服务责任的信心袁继而更有可能选择由自己尧子女及政府均摊养
老责任遥服务获取便利度主要指公众获取公共服务的过程是否顺利尧便捷袁服务普惠度则主
要体现公共服务覆盖地区和群体的广度遥公共服务获取过程中的障碍以及地区和群体覆盖
范围的狭窄都将影响中青年对政府提供养老保障的信心袁从而更有可能选择由自己尧子女
及政府均摊养老责任遥 综上所述袁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院

H3a院中青年对公共服务资源充足度越满意袁越倾向于由政府承担主要养老责任遥
H3b院中青年对公共服务资源分布均衡度的满意度越低袁越倾向于由政府尧子女尧自己三

者均摊养老责任遥
H3c院中青年对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的满意度越低袁越倾向于由政府尧子女尧自己三者均

摊养老责任遥
H3d院中青年对公共服务普惠度的满意度越低袁越倾向于由政府尧子女尧自己三者均摊养

老责任遥
四尧样本情况与变量选取

渊一冤样本情况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 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渊简称野CGSS2015冶冤遥 CGS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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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阶分层的抽样方法袁抽取了覆盖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478 个村居袁共完成有效
问卷 10,968份遥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年满 18至 59周岁的中青年人袁因此以野您的出生日期是
什么冶这一提问为依据袁按照野周岁冶的标准计算对象的年龄袁最后剔除 60 岁以上的个案于遥
由于受到某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袁 部分被访对象针对下文所述各项问题的回答存在缺失
值袁本文对存在缺失值的个案予以删除袁最终得到 5822 个中青年人样本数据遥

渊二冤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袁所考察的是我国中青年群体对于未

来步入老年时期自身养老责任归属的认识和判断遥在 CGSS2015 的家户问卷中袁该变量主要
通过社会态度中的 A41题项得到体现遥 该题项的问题是野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
应该由谁负责钥 冶袁并通过野主要由政府负责冶野主要由子女负责冶野主要由老年人自己负责冶
野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冶这四个选项进行测量遥 由于这四个选项之间没有大小顺序的区
别袁因此可以将被解释变量视作多分类无序变量遥

2.解释变量
本研究所选的主要解释变量为中青年人的公共服务满意度遥在 CGSS2015家户问卷中袁

公共服务满意度主要是通过对 B16题项的 9个指标进行打分来体现袁 即公共教育服务尧医
疗卫生服务尧住房保障服务尧社会管理服务尧劳动就业服务尧社会保障服务尧基本社会服务尧
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尧城乡基础设施 9 个指标袁由被访对象针对每项服务进行打分袁满分为
100 分遥 针对公共服务总体上的满意度袁 主要采用李克特量表五级刻度来对公共服务资源
的充足程度尧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尧获取公共服务的便利程度尧公共服务的普惠性
程度 4个指标进行测量遥

为了便于数据分析袁本研究对自变量重新进行了编码遥 在政府服务满意度这一维度下
的 9个变量中袁原变量为赋分制袁满分 100 分遥 本文按照每位被访对象的给分袁将其归入二
级刻度袁把 0耀59分编码为 1=不满意袁把 60耀100 分编码为 2=满意遥 在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
这一维度中袁原变量取值为五级刻度袁本研究将其归入二级刻度袁将非常不满意尧不太满意尧
说不清满意不满意编码为 1=不满意袁将比较满意尧非常满意编码为 2=满意遥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个体特征尧家庭特征两类控制变量遥 在个体特征方面袁选择了性别尧受教育

程度尧个人年收入尧婚姻状况四个变量遥在家庭特征方面袁选择了家庭经济水平尧子女数量两
个变量遥

个体特征变量编码如下院受教育程度变量在原数据中有 14 个选项袁本文将没有受过任
何教育尧私塾或扫盲班尧小学编码为 1=小学及以下袁将初中编码为 2=初中袁将职业高中尧普
通高中编码为 3=高中袁将中专尧技校编码为 4=中专或技校袁将大学本科渊成人高等教育冤尧大
学本科渊普通高等教育冤尧研究生及以上编码为 5=大专袁将大学专科渊成人高等教育冤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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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渊正规高等教育冤编码为 6=本科及以上遥 由于野其他冶选项难以做出具体的解释袁故予以
删除遥个人年收入变量在原数据中是连续型变量袁本文依据描述统计得出的三分位数袁将其
取值归入四级刻度袁即 1=0耀4000 元尧2=4001耀20,000 元尧3=20,001耀40,000 元尧4=40,001 元以
上遥 将婚姻状况变量中的未婚尧同居尧离婚尧丧偶编码为 0=没有配偶袁将初婚有配偶尧再婚有
配偶尧分居未离婚编码为 1=有配偶遥 性别变量则保留原数据中的编码遥

家庭特征变量编码如下院家庭经济水平变量的处理和个人年收入变量一致袁将变量取
值归入四级刻度袁 即 1=0耀25,000 元尧2=25,001耀50,000 元尧3=50,001耀86,000 元尧4=86,001 元
以上遥子女数量变量在 CGSS2015中可以通过儿子数量和女儿数量进行计算袁由此重新编码
为 1=没有子女尧2=1个子女尧3=2个子女尧4=3 个子女以上遥

由于受到某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袁部分被访对象在上述被解释变量尧解释变量及控制
变量的回答中存在着缺失的情况遥因此袁本文对存在缺失值的个案予以删除袁最终得到 5822
个中青年人样本数据遥

渊三冤模型设定
在本研究中袁因变量野养老责任认知冶是一个分类变量袁取值包括野主要由政府负责冶野主

要由子女负责冶野主要由老年人自己负责冶野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冶四个遥由于各个取值之
间无大小和顺序之分袁 故采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分析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以
及个体特征尧家庭特征对中青年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遥

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过程中袁 主要是借鉴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思路袁通
过构建多个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判断事件的发生概率遥 为了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探求各
因素的作用袁本文选择了野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冶作为参照类别遥同时袁将野主要由政府
负责冶编码为 1袁将野主要由子女负责冶编码为 2袁将野主要由老年人自己负责冶编码为 3袁将
野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冶编码为 4遥 据此袁构造多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院

在上式渊1冤中袁P1为选择野主要由政府负责冶的概率袁P4为选择野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
摊冶的概率袁琢1为常数项袁Xk 表示自变量袁茁1k 表示模型 1 中第 k 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遥 以此
类推袁P2表示选择野主要由子女负责冶的概率袁P3表示选择野主要由老年人自己负责冶的概率遥

五尧实证分析结果
渊一冤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确定了中青年样本之后袁描述统计结果显示袁样本平均年龄为 41 岁袁其中女性略多袁

In渊P1/P4冤=琢员 垣 茁1kXk

n

k=1

In渊P2/P4冤=琢2 垣 茁2kXk

n

k=1

In渊P3/P4冤=琢3 垣 茁3kXk

n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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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51.8%袁总体而言男女比例相差不大袁分布比较均衡遥在受教育程度上袁被访对象的受教
育程度偏低袁初中和小学及以下占比达到了 55.8%袁而本科及以上仅占 12.8%遥 在婚姻状况
方面袁被访对象有配偶的居多袁超过样本总数的 80%遥 在子女数量上袁多数对象只生育了一
个子女袁这可能与上个世纪 80年代加强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遥在个人年收入与家庭总
收入上袁样本的分布较为均衡袁四个分段均有比较多的被访对象选择渊见表 2冤遥

表 2 样本基本情况

在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方面袁34.7%的被访对象认为应当由政府尧子女尧老人三者
均摊袁7.5%的被访对象认为应该由政府承担袁 而认为应当由老人自己负责的人仅占 4.6%
渊见表 3冤遥 可见袁在受访的中青年群体里袁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对象能够接受由其他主体承担
有子女老人的养老责任袁并且也有一部分对象认为应当由政府或自己而不是子女来为养老
生活负主要责任袁这表明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观念已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遥然而袁仍有过半数
的被访对象认同由子女负责的养老责任观念遥这说明尽管中青年群体已经出现了多元化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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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责任认知袁但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的观念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遥
表 3 中青年养老责任认知情况

渊二冤中青年养老责任认知影响因素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文以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为被解释变量袁 通过将公共服务满意度以及个体特

征尧家庭特征引入多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袁来探析多种因素对中青年养老责任认知所产生
的影响渊见表 4冤遥

1.个体和家庭特征对中青年人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
当由政府负责与由三者均摊相比较时袁可以发现袁性别尧受教育程度尧家庭总收入尧子女

数量对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存在着显著影响遥 在性别因素中袁男性认同由政府承担养
老责任的发生比渊Odds冤是女性的 1.365 倍袁表明中青年男性较为认同由政府养老袁而中青
年女性较为认同由政府尧子女尧老人自己三者均摊遥 在受教育程度中袁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
以下尧初中和高中的中青年人更加认同由政府承担养老责任袁并且三类人群认同由政府承
担养老责任的发生比分别是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人群的 2.447 倍尧1.546 倍和 1.565
倍遥 这表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袁中青年人更加认同养老责任由政府尧子女尧老人自己三
者均摊袁而政府不再是承担养老责任的唯一主体遥在家庭经济水平方面袁总收入低于 25,000
元的中青年人认同由政府承担养老责任的发生比是家庭收入高于 86,001 元的 1.557 倍袁可
见家庭经济较困难者更倾向于选择由政府养老遥 此外袁没有子女的中青年人选择由政府负
责的可能性是拥有 3 个以上子女受访者的 49.6%袁表明拥有多子女的中青年人更为认同由
政府养老遥 这种情况反映出中青年人相比较年长一辈而言袁对于是否由子女负责养老没有
那么看重袁更多的是把养老服务视为一种主要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遥

当由子女负责与由三者均摊相比较时袁性别尧受教育程度尧个人年收入尧家庭总收入对
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存在着显著影响遥 在性别因素中袁男性倾向于由子女承担养老责
任的发生比是女性的 1.282 倍袁表明相较于三者均摊而言袁中青年男性更认可由子女养老遥
在受教育程度中袁无论是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尧初中和高中的中青年人袁还是读了中专
或技校尧大专的中青年人袁都比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人要更认同由子女负责养老袁只
不过其 OR 值大体呈现出递减趋势遥 这表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袁野养儿防老冶的传统观念
在中青年人心目中的地位逐步有所降低遥 在个人收入方面袁年收入低于 20,000元的中青年
人更倾向于由子女养老袁反映出个人收入越低的人野养儿防老冶的观念越强遥不过袁在家庭经

25



济水平方面袁 总收入低于 25,000 元的中青年人选择由子女负责的可能性是家庭收入高于
86,001 元的 81.7%袁表明家庭总收入较高的中青年人更为认同由子女养老遥 这种情况反映
出家庭收入较低的中青年人对于由家庭尧子女承担养老责任的信心不够强遥

当由老年人自己负责与由三者均摊相比较时袁性别尧受教育程度尧个人年收入尧子女数
量尧婚姻状况对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存在着显著影响遥 中青年男性选择由自己承担养
老责任的发生比是女性的 1.603 倍袁 表明中青年男性在养老资源的获取信心上高于女性遥
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尧初中和高中的中青年人相较于本科及以上的受访者来说袁更倾
向于选择由自己来养老袁并且 OR 值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袁表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袁
中青年人所秉持的养老责任认知逐渐多元化袁学历越高越倾向于由多元化的主体来承担自
己的养老责任遥 在个人收入方面袁 年收入在 4001至 20,000元的中青年人选择由自己负责
的可能性是收入高于 40,001 元的 1.636 倍袁 可见收入较低的中青年人更倾向于由自己养
老袁这或许是因为受制于经济条件袁收入较低的受访者不得不考虑将来为子女减轻负担袁从
而选择由自己承担主要的养老责任遥 同时袁没有子女的中青年人选择由自己养老的可能性
是拥有 3 个以上子女受访者的 36.5%袁 表明拥有多子女的中青年人更倾向于由自己养老遥
这种情况的出现袁一方面反映出子女数量少或者没有子女的中青年人为了消解可能的养老
风险袁而倾向于选择由多元主体承担养老责任袁为其老年生活提供多重保障曰另一方面反映
出多子女的中青年人考虑到子女未来面临的压力袁 而愿意选择由自己来承担养老责任袁从
而为子女减轻负担遥 此外袁 没有配偶的受访者选择由自己养老的发生比是有配偶的 1.641
倍袁表明中青年人在缺少配偶陪伴和照顾的情形下袁不得不考虑由自己来承担养老责任袁独
自面对未来的老年生活遥

2.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中青年人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
当由政府负责与由三者均摊相比较时袁可以发现袁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尧基本社会服务

满意度对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存在着显著影响遥 相比较于由政府尧子女和老人自己三
方责任均摊的养老认知袁对医疗卫生服务感到不满意的中青年人选择由政府养老的发生比
是对该服务感到满意者的 1.435 倍袁表明中青年人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越低袁越倾向
于认同由政府承担主要的养老责任袁研究假设 H2a得到了验证遥 医疗卫生属于基础性的民
生袁人们在步入老年之后会更加需要完善的医疗保障服务遥 中青年人面对当下医疗卫生服
务的不满意袁使其更加期望政府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的监管力度袁不断提高医疗卫生的保
障水平袁持续拓展老有所医的保障范围遥同时袁对基本社会服务感到不满意的中青年人选择
由政府养老的发生比是对该服务感到满意者的 1.582 倍袁说明对基本社会服务的满意度越
低袁越希望由政府承担主要的养老责任袁研究假设 H1d 得到了验证遥 基本社会服务是政府
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而提供的兜底型举措遥当中青年人对这一举措的具体实施效果
感到不满意袁会引发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担忧袁进而希望政府部门提供更加优质的基本社会
服务袁以确保步入老年之后基本生活水平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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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由子女负责与由三者均摊相比较时袁可以发现袁针对我国公共服务总体情况而言袁中
青年人对公共服务资源分布均衡程度尧获取公共服务便利程度的满意度对其养老责任认知
存在着显著影响遥对公共服务资源分布均衡程度感到不满意的中青年人选择由子女养老的
可能性是感到满意受访者的 83.4%袁对获取公共服务便利程度感到不满意的中青年人选择
由子女养老的可能性是感到满意受访者的 81.5%遥 同时袁公共服务资源分布均衡程度满意
度尧获取公共服务便利程度满意度的系数均为负数袁表明二者与由子女负责的养老认知呈
负相关袁研究假设 H3b尧H3c得到了验证遥 也就是说袁对公共服务资源分布均衡度尧公共服务
获取便利度的满意度越低袁越倾向于由政府尧子女尧老人自己三者均摊养老责任曰对公共服
务资源分布均衡度尧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的满意度越高袁越倾向于由子女养老遥公共服务资
源分布的均衡度和公共服务获取的便利度袁 是衡量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重要考核指
标遥 公共服务资源分布越均衡尧获得越便利袁说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绩效越好遥 这会提高人
们的公共服务获得感袁降低中青年人对政府等多元主体提供养老服务的需要袁从而更加重
视子女在未来老年生活中的支持遥

当由老年人自己负责与由三者均摊相比较时袁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尧住房保障服务满
意度尧获取公共服务便利程度满意度以及公共服务资源分布均衡程度满意度对中青年人的
养老责任认知存在着显著影响遥 相较于由三方责任均摊的养老认知袁对医疗卫生服务感到
不满意的中青年人选择由自己养老的发生比是对该服务感到满意者的 1.713 倍袁表明中青
年人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越低袁越倾向于认同由自己承担主要的养老责任遥如前所述袁
对医疗卫生服务感到不满意的情况下袁中青年人会期望政府加强医疗监管尧完善老有所医
的保障措施袁同时加强锻炼袁努力保持身体尧心理的健康状态袁以降低进入老年之后对医疗
机构的依赖遥 同时袁对住房保障服务感到不满意的中青年人选择由自己养老的可能性是对
该服务感到满意者的 46.2%袁即对住房保障服务越满意袁越倾向于由自己养老袁而对该服务
越不满意袁越倾向于由三者均摊袁研究假设 H1a 得到了验证遥 住房保障是关系到人们基本
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袁老有所住也是养老服务领域非常关键的一项内容遥 中青年人对住房
保障服务的满意度越高袁对政府提供该项服务来满足人们基本生活要求的信心则越足遥 因
此袁在居住安全保障得以实现的条件下袁中青年人会更加关注未来老年生活中自我养老需
要的满足遥 此外袁针对公共服务总体情况而言袁获取公共服务便利程度满意度尧公共服务资
源分布均衡程度满意度的系数亦为负数袁 表明二者与由老人自己负责的养老认知呈负相
关遥这也意味着对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尧公共服务资源分布均衡度的满意度越高袁越倾向于
由自己养老遥

六尧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渊一冤稳健性检验
为了评价上述方法和解释指标是否有力袁验证文章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袁需要对本

29



研究所采用的变量模型进一步展开稳健性检验遥 当前关于稳健性检验的方法尚未形成系统
的科学定论袁因此笔者参考本文的研究问题和数据的可获得性袁选择补充变量法进行稳健
性检验遥 野信任冶是学者们在讨论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因素时较为看重的一个影响因素遥 聂
建亮尧唐乐曾聚焦于互助养老意愿分别讨论了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
意愿的影响袁研究发现人际信任会普遍提高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袁而制度信任的影响
恰恰相反 [40]遥 闫金山尧乌静的研究比这更具体地解释了信任对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袁其研究
发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袁越倾向于支持由子女主要承担养老责任曰对政府官员的信
任度越高袁越倾向于支持主要由老人自己或三方共同分担养老责任 [41]遥 除此之外袁信任与公
共服务满意度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遥 易承志发现地方政府信任能够有效地提高居民
的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 [42]袁保海旭指出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均对公共服务满意度有正向影
响 [43]遥 本文主要讨论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中青年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袁考虑到遗漏变量
所导致的结果偏差袁笔者将野中青年的信任程度冶作为补充变量加入到模型当中袁检验模型
的稳健性遥

信任一般可以分为野社会信任冶和野政府信任冶两个层次袁笔者选择用 CGSS2015 问卷中
的野A33.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袁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冶这一题项来测量野社会信
任冶程度遥 一般而言袁若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比较高袁公民将预期政府更高的管制水平袁即
将会增加政府对社会与市场的干预需求 [44]遥 因此袁本研究参考保海旭的操作方法袁选择以
野B14-1.您认为政府是否应该或有责任让人人有工作机会冶野B14-2.您认为政府是否应该或
有责任让人人有医疗保险冶与野B14-3.您认为政府是否应该或有责任为老人提供生活保障冶
三个关于政府干预居民生活的态度的指标来测量野政府信任冶程度遥 但需要注意的是袁CGSS
问卷中的这三个题项为反向题项袁因此在计算时需要反向修正袁即这三个题项得分越高袁政
府信任程度越低曰得分越低袁政府信任程度越高遥

观察表 5 显示的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发现袁在新加入了野社会信任冶和野政府信任冶作为控
制变量后袁新的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维持了与表 4 基本一致的显著性水平袁表
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遥

渊二冤内生性检验
本研究根据 CGSS2015 家户问卷设计情况袁选取了 13 个指标来衡量野公共服务满意度冶

这一核心解释变量遥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这 13个指标当中袁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尧住房保
障服务满意度尧基本社会服务满意度尧资源均衡度满意度以及服务便利度满意度都至少在
某一个维度上对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产生着一定的影响袁其余指标在任何一个维度上
均不会影响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中青年人在步入老年的过程中往往
面临着诸多慢性疾病的风险袁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相对较大袁而公众自身的养老观念对
政府医疗卫生服务的影响亦较为显著 [45]遥 考虑到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这一自变量可能与因
变量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袁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袁因此有必要对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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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再分配行为袁通过公共服务的有效供
给袁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遥同样地袁社会公平也会影响公民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评
价遥从动态过程的角度看袁社会公平包含了程序的公平尧分配的公平以及人际的公平三个层
面的含义遥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原理袁王长林研究发现用户对信息系统以及在处理业务过
程中公平性的感知有利于其对信息系统的满意度遥 在这个过程中袁程序公平又通过系统满
意度的中介作用影响着政府满意度曰而人际公平既直接地影响着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政府
满意度水平袁又通过系统满意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地影响着政府满意度 [46]遥 除此之外袁在方
菲尧刘冰的研究成果中更为具体地聚焦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袁指出由于农民在参加合
作医疗时基于利益导向的公平观的影响袁 在参加新农合过程中对费用补偿机制的公平感
知尧医疗服务水平的公平感知尧资金筹集机制公平感知尧政府服务行为的公平感知会显著影
响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满意度 [47]遥 由此可见袁以社会公平感知作为医疗卫
生服务满意度的工具变量来展开内生性检验具有可行性遥

综上所述袁本研究以社会公平感知作为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的工具变量袁采用二阶段最
小二乘法渊Two Stage Least Square冤进行内生性检验袁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遥 如
表 6所示袁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回归以野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冶为因变量袁以工具变量
野社会公平感知冶为自变量袁检验社会公平感知与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得
到拟合值遥数据显示袁社会公平感知在 P小于 0.01的水平下显著袁具备工具变量的条件遥第二
阶段用被解释变量与第一阶段回归的拟合值与控制变量进行回归遥 结果显示袁在考虑了工具
变量野社会公平感知冶与内生解释变量野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冶之间的拟合值后袁养老责任认
知与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之间仍然在 P小于 0.05水平下显著遥由此可见袁以社会公平感知作
为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工具变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遥

表 6 社会公平感知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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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院*表示 p<0.1袁**表示 p<0.05袁*** 表示 p<0.01
除此之外袁还需要注意的是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遥 首先要检验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袁即

工具变量应该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遥当相关性较弱时袁就会产生弱工具变量问题遥
因此袁为了验证本文所选取的野社会公平感知冶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袁需要对二阶段
最小二乘法中第一阶段的结果进行分析袁以判断是否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遥

如表 7 所示袁第一阶段回归描述统计扣除了其他外生变量后袁偏 R2显示工具变量的解

释力度为 0.039袁F统计量为 196.068袁大于 10遥 由此可见袁社会公平感知不是一个弱工具变
量遥

表 7 第一阶段回归描述统计

同时观察表 8 可知袁2SLS 在 5%标准的 Wald 检验下袁10%标准上的临界值小于最小特
征值 238.178袁因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遥 由此可见袁以社会公平感知作为医疗卫生服务
满意度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袁能够有效地对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并解决模型中存在的内
生性问题遥

表 8 弱工具变量识别检验结果

Wald检验 10% 15% 20%
2SLS 16.38 8.96 6.66
LIML 16.38 8.96 6.66

说明院最小特征值=238.17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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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尧结论与政策启示
渊一冤研究结论
人口出生率下降尧人口结构不平衡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袁使得我国养老问题日

渐凸显遥 未来中国养老政策体系的优化和完善关系着当下中青年人在步入老年之后的养老保
障袁因此袁依据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养老制度安排显得尤为必要遥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袁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趋势遥 家庭养
老已经不再是中青年人唯一可选的养老方式袁性别尧个人收入尧家庭经济状况尧子女数量尧婚
姻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均会对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产生影响遥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袁由于
公共服务满意度能够反映出政府行为的效果袁作为社会化养老主要供给方的政府部门在公
共服务领域的表现势必成为中青年人未来选择养老方式的一种依据遥 回归结果表明袁中青
年人对政府所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会对其养老责任认知产生显著影响遥 具体来说袁中青
年人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越低袁 越倾向于认同由政府或者自己承担主要的养老责任曰
对基本社会服务的满意度越低袁中青年人越希望由政府负责养老曰中青年人对住房保障服
务越满意袁越倾向于由自己养老袁而对该服务越不满意袁越倾向于由政府尧子女尧老人自己三
者均摊养老责任曰中青年人对公共服务资源分布均衡度尧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的满意度越
高袁越倾向于由子女或者自己养老袁而对其满意度越低袁则越倾向于由三者均摊遥

渊二冤政策启示
尽管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承担着主要的养老功能袁但是家

庭规模的小型化使得家庭在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方面的作用渐趋弱化亦是不争的事实遥家
庭作用弱化的客观性迫使中青年人不得不加大对养老服务多元化供给的关注袁即在家庭之
外袁寻求政府尧社会等多元化养老服务主体来为自己提供更为全面的养老公共服务遥 因此袁
完善我国养老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袁需要结合中青年人养老责任认知的变化来综合考量遥

1.明确养老主体责任袁发挥多主体养老功能
中青年人养老责任认知由野一元冶向野多元冶的转变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袁在这个

过程中必须要进一步厘清多元化养老服务主体的责任袁充分发挥各主体的积极作用遥
对于政府主体而言袁 政府的社会职能之一便在于利用政府自身的强制力和财政能力袁

优化资源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袁从而维护社会公平遥 因此袁提供养老公共服务袁维护老年人的
基本生存权利是政府的重要责任遥一方面袁政府作为国家的税收征收主体袁可以通过征税的
方式获取财政收入袁既为政府向市场主体购买优质养老公共服务提供了资金保障袁也为政
府投资兴办公建公营或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提供了可能曰另一方面袁法律是明确养老责任
的重要强制形式袁因而也需要国家和政府制定尧完善叶民法典曳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曳叶老年人
权益保障条例曳等法律尧法规或规章袁以此来约束家庭尧社会尧政府和企业等主体的养老责任
与义务遥

35



对于中青年和老年人自身而言袁要树立积极老龄化意识袁发挥养老过程中的个体自主
性遥早在 2002年袁世界卫生组织便提出了野积极老龄化冶理念并从野健康尧参与尧保障冶三个角
度对其进行了解释 [48]遥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袁我国人口素质不断提高袁人均寿命不
断延长遥 众多老年人拥有着社会生产生活再创造的意识和能力袁在野健康冶和野保障冶基本实
现的同时袁必然寻求野参与冶价值的发挥空间遥 因此袁我们需要广泛地弘扬积极老龄化理念袁
鼓励人们主动地参与养老服务供给的协商和决策过程袁 充分地表达自身需要和诉求遥 同
时袁通过野互助养老冶等多样化的形式推动老年人群体内部的野抱团取暖冶袁充分发挥老年人
本身作为养老服务供给主体之一的作用遥

2.充分关注特殊群体需求袁推动养老服务供给精准化尧普惠化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袁性别尧个人收入尧家庭经济状况尧子女数量尧婚姻状况等方面的差异

均会对中青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产生影响遥这意味着不同个体特征的中青年人对不同的养
老模式有着不同的认知与看法袁其需求也是多样化尧个性化的遥 因此袁对不同个性特征群体
的养老服务需求展开具体的分析与研究袁有助于实现养老服务供给的精准化尧普惠化袁进而
提升养老服务供给能力遥 从目前的社会状况来看袁受教育程度低尧子女数量较少甚至没有
子女尧未婚的独居老人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老人属于社会的特殊困难群体遥 对于受教
育程度相对较低的群体而言袁由于缺少先进的养老观念袁往往难以接受除子女尧家庭以外的
养老方式袁因此需要从政府和家庭养老模式的完善及其自身的发展等多方面入手袁提升其
对未来或当下所面临的养老问题的信心遥 面对养老压力更为严峻的少子或无子家庭袁由于
家庭赡养主体不足甚至空缺袁家庭养老的困难较大袁需要政府承担兜底职能袁通过养老救济
金等补贴方式以及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等税收方式减轻家庭养老的负担袁增强其抵御养
老风险和压力的能力遥 而女性受到传统观念尧家庭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影响袁社会地位相对
较弱袁养老责任观念的现代化程度不强袁因而需要妇联等女性权益保障组织积极介入袁结合
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心理特点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袁有力增强女性的养老信心遥

3.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袁增强公共服务满意度
作为针对政府工作质量的直接反应和主观印象袁中青年人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评

价体现其对政府工作的认可度袁进而影响其行为和观念遥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袁中青
年人针对医疗卫生服务尧基本社会服务尧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公共服务资源分布均衡度尧公共
服务获取便利度的满意程度会对其养老责任认知产生显著影响遥 因此袁对于养老公共服务
供给体系而言袁一项迫切的任务便是提高相关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袁增强公共服务满
意度袁引导中青年人形成多元化的养老责任观念袁缓解单一养老主体所面临的压力遥

其一袁重点保障与居民养老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供给遥首先袁提高中青年对医疗卫生服
务的满意度遥 看病就医是人们在养老生活中最常遇到的问题袁因此袁对于医疗卫生服务的
满意度自然会显著地影响到当下中青年对未来养老责任认知的预期遥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
给的城乡差异尧东西差异尧南北差异较大袁因而需要从服务质量尧服务价格尧服务态度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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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入手袁优化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在城乡之间尧地区之间的配置遥 其次袁提高中青年对基本社
会服务的满意度遥对于政府而言袁婚姻登记尧丧葬等生活化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现了其是
否有足够的能力来保障民众的基本社会需求袁而最低生活保障尧灾害救济尧流浪和孤儿群体
救助等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也体现着政府能否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平遥对基本社会需求的保
障能力以及实现最大限度公平的能力袁塑造着民众对政府的信心袁并进一步影响着民众对
政府的信任遥 因此袁政府应当积极地承担基本社会服务职能袁保障民众的基本社会需求袁维
护群体之间的公平正义袁从而增强民众对于政府承担养老责任的信心遥最后袁提高中青年对
住房保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遥 在个人需求日益多样化的当下袁在提倡野老有所养冶野老有所
乐冶的同时袁也需要关注野老有所住冶野老有所居冶问题遥作为养老公共服务供给当中的重要内
容之一袁住房保障服务的满意度越高袁反映着中青年对政府提供该项服务来满足人们基本
生活要求的信心越足遥 因此袁政府应当进一步优化房地产供应市场袁扩大公共住房供给袁优
化公租房供应政策袁同时对老年人所住的老旧民宅进行适老化改造袁多方面尧多维度地提高
中青年对住房保障服务的满意度水平遥

其二袁推动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优化遥从公共服务资源分布均衡度上看袁市场是促进社
会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手段袁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促进养老服务资源合理分布中的重
要作用遥 同时袁政府作为社会公平的维护者袁需要利用财政手段和税收政策袁对养老公共服
务资源进行转移支付和再分配袁进而促进地区间养老公共服务资源的分布均衡遥 从公共服
务获取便利度上看袁政府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由民众获取公共服务的便利程度来
体现遥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度和便利度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遥 政
府应当利用大数据尧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袁大力发展野智慧养老冶产业袁提高养老服务获取
的便利度袁进而增强养老公共服务的野体验感冶袁以提升中青年人面对老年生活尧应对养老问
题的信心遥

注释院
淤ACSI模型建立在因果关系的逻辑链基础之上袁包含了三个原因变量和三个结果变量渊如图 1

所示冤遥 原因变量主要包括了野顾客期望冶野感知质量冶野感知价值冶三个变量袁结果变量主要包括了野总
体顾客满意度冶野顾客抱怨冶野顾客忠诚冶三个变量遥 在原因变量中袁野感知质量冶是指消费者渊或称顾客冤
在使用了某种产品或服务之后袁对该产品或服务的特色尧功能以及质量的评价遥 野顾客期望冶则是指消
费者在使用该产品或服务之前袁对该产品或服务的特色尧功能以及质量的心理估计遥 野感知价值冶是指
消费者比较了该产品或服务的特色尧功能尧质量以及自己所支付的价格后袁对自己所获得的利益的判
断遥 这三个变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袁并且都会作用于野总体顾客满意度冶这一结果变量遥

于因为 CGSS2015调查对象的最低年龄为 18岁袁所以研究者无需排除 17岁及以下的个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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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on the Cognition of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

要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 Data
YANG Zhao1, ZHANG Jin2

(1.School of Law,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China;
2. School of Governmen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of aging population is a realistic dilemma faced in China爷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lso an important problem that the government urgently needs to solve. Solving the pension problem
effectivel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As the target group of the future pension service, the pension security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 after their ag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hinese elderly care policy
system.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arrange the pension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young and middle-
aged people爷s cognition of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CGSS2015 data, it is found
out, although more than half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eople agree with the concept that children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elderly car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eople can accept that other subject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elderly care. This shows that the cognition of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
has emerged a diversified trend. Through classification by building multi -clas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s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young people pension liability in cognitive, it is found out that the satisfaction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s for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basic social services, housing services and the
distribution balance of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the convenience of obtaining public services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s cognition of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guide the young and middle-
aged people爷s cognition of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in a direction that is conducive to social development
when we confront with the severe pension situation in the future. First of all,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elderly care subject and give play to the multi-subject elderly care function. We should
build a diversified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system with children and governments爷 support,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individuals, and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diversified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sharing mechanism. Secondly, we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special groups and
promote the precise and inclusive suppl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basic
pension security for special groups with low education level, limited number of children or no children, or with
poor family earnings or singles, but also provide diversifi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combination with women爷s
social status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we shoul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enhance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actively assume the basic social service functions, expand the supply of public housing, and
steadil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buildings not suitable to the old people.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marke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macro-control so as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resources. And we should make comprehensive use of
big data and other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to develop the smart elderly care industry and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Key words: cognition of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young and the middle-
aged; elderly care service; CGS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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