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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２０１８年ＣＨＡＲＬＳ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运用Ｌｏｇｉｔ和Ｔｏｂｉｔ模型研究社会养老
保障、代际经济转移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广度及深度的影响。研究发现：（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广度具有促进作用；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广度及深度均具

有抑制作用；养老金待遇水平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具有抑制作用，养老金待遇水平越高老年人劳动参

与可能性越小，劳动供给时间越短。（２）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广度及深度均具有
促进作用，是否有子女经济支持没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应健全养老保险体系，统筹城乡协同发展；

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提高老年人在岗收入；加强代际宣传教育，平衡代际责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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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比例高，老龄化形势

日益严峻。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

６０岁及以上人口约为２．６亿人，占总人口比重

为１８．７０％，比２０１０年增加５．４４个百分点；６５岁

及以上人口约为１．９亿，较２０１０年上升４．６３个

百分点［１］。养老保障体系是支撑老年人安度晚

年的物质和心理基础，然而，现阶段仅仅依靠社

会养老，难以保障部分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２］，

以家庭成员间的经济转移为特征的家庭养老模

式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支撑。但是迫于子

女在成年后面对住房、子代教育等诸多困扰，父

母往往会延续责任伦理，以给予子女经济补贴

等形式继续“倒贴”子女。这种失衡关系下的

代际互动损害了老年人福利水平，甚至导致部

分无养老保障或弱养老保障的老年人陷入“无

休止劳动”的困境。本文基于社会支持理论，

拟从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两个方面出发，考察

社会养老保障和代际经济转移对老年人劳动供

给广度和供给深度的影响，以促进老年人力资

源开发及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社会支持是指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

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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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按照支持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正式支持和

非正式支持［３］，正式支持是指政府及其他正式

组织给予弱势群体的各种支持和帮助，非正式

支持则是指家庭和朋友等其他非正式组织或个

人给予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老年人作为生理弱

势人群，处于生命周期的后期，在身体机能下降

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收入的减少，需要多方面

的社会支持来保障其晚年基本生活，主要包括

来自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供的正式支持和子女

的非正式支持。社会支持的力度决定了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社会支持弱的老年人可能由于拥

有的可支配收入较少致使其劳动参与意愿更

强，可见老年人劳动供给决策不仅受个人生理

条件的影响，也离不开社会养老保障等社会正

式支持与代际经济转移等非正式支持的影响。

当社会养老保障等社会正式支持难以保障老年

人基本生活时，代际经济转移等非正式社会支

持将发挥“替代效应”，以弥补正式支持的

不足。

１．社会养老保障与老年人劳动供给

已有研究认为养老保障对老年人劳动供给

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养老保障对劳动供给

的作用效应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

点认为养老保障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具有抑制作

用。一是不同类别的养老保险对居民劳动参与

的影响不尽相同，养老金水平会影响农民劳动

参与的意愿［４］，以养老金制度为主的社会保障

体系对退休人口劳动决策直接产生影响［５］。二

是从养老金待遇水平角度出发，发现享受养老

保险待遇能够提高农村老年人收入，进而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其劳动供给［６］，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会抑制退休人口劳动参与，并且养老保险待

遇水平越高，退休人员出于经济动因参与劳动

的积极性越低［７］；养老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待遇

水平会显著降低失地农户总体劳动供给和非农

劳动供给［８］，领取“城居保”则会显著降低城市

居民劳动参与的可能性［９］。

另一种观点认为养老保障对老年人劳动供

给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相较于非农就业，农

村老人基于传统农耕观念，其更愿意选择在家

务农，享受养老金待遇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经济

保障进而促进其参与家庭劳动，提高其劳动参

与水平［１０］。基于代际支持的传导作用，养老保

险待遇水平会促进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具有较

高社会保障水平、健康状况较好和学历较高的

城镇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退而不休，实现自我

价值［１１］。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养老保险对老年

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促进或抑制作

用。随着新农保养老金和家庭子女经济支持水

平的提高，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呈现

先增加后逐步降低的变化趋势［１２］。可见关于

养老保障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由于分

析方法等差异尚未形成一致结论。

２．代际经济转移与老年人劳动供给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具有共

识，即子女作为照料老年父母的责任主体，其经

济支持是老年群体重要的生活来源［１３］。但是

由于老龄化、少子化等原因，反馈模式下延时互

惠的传统代际关系逐渐瓦解［１４］，传统观念中

“子女→老年父母”的单项代际关系已经演变

为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双向化的代际关系［１５］，

这就意味着仅考虑单向经济转移对老年人劳动

供给的作用可能会存在偏差，在考察代际经济

转移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时，应从单向代际

经济支持延伸到“子女→父母”“父母→子女”

的双向代际经济支持。

在子女对老年人经济支持方面，获得子女

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积极性明显低于

没有获得支持的老年人［１６］，子女对农村老年人

的经济支持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参与非农工作

的积极性［１７］。在老年人对子女的逆向经济支

持方面，“逆向反哺”会影响老年人的劳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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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表现在给予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促进老

年人的劳动参与行为。代际互动对低龄老人的

非农劳动供给有显著影响，大部分未婚成年子

女仍需要父母支付生活费，已婚子女则在住房

等方面需要父母支持，这加大了老年人的经济

压力，促进了老年人的劳动供给［１８］，逆向代际

经济支持会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行为。

未婚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存在“婚姻

效应”，子女“为结婚而买房”的行为显著增加

了老年人劳动参与行为［１９］，老年人对子女的经

济补贴将提升老年人参与各项生产活动的概

率［２０］。综合上述分析，子女的经济支持对老年

人的劳动供给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同样，

给予子女一定的经济补贴会扩大老年人的预算

缺口，这将激励其更多地参与劳动。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将个体成年之后的

生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工作进行消

费和储蓄，进入第二阶段后就只有消费，因此第

一阶段的储蓄就用来维持第二阶段的消费。然

而当老年人退出劳动市场需要依靠社会支持来

维持生活时，对于缺乏养老金等正式社会支持

以及来自子女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的老年人，他

们不得不重新参与劳动以维持第二阶段的消

费［２１］。因此，本文将社会养老保障与双向代际

经济支持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社会支持理论和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基础，分析正式社会支持与

非正式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

假设１：养老保障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广度

和劳动供给深度存在显著影响。

假设１ａ：参加不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类型

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不同，参加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劳动参与可能性更小，劳动

参与时间更短；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老年

人劳动参与可能性更大，劳动参与时间更长。

假设１ｂ：领取养老金越多，老年人参与劳

动的可能性越小，参与劳动的时间越短。

假设２：代际经济转移对老年人劳动供给

深度和劳动供给广度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２ａ：有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劳动参

与的可能性更低，劳动参与时间更短；子女经济

支持力度越大，老年人劳动参与可能性越小，劳

动时间越短。

假设２ｂ：对子女有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劳动

参与的可能性更大，劳动参与时间更长；且对子

女经济支持力度越大，老年人劳动参与可能性

越高。

　　二、研究设计

　　１．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中国健康与养老

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８年的调查数据。该

数据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采用按人口

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ＰＰＳ抽样），对我

国２８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４５岁及以上中老

年家庭和个人进行的全国性数据调查，数据具

有较高的代表性。２０１８年ＣＨＡＲＬＳ调查数据有

效样本为１９４９４个，选取６０岁及以上且在９０岁

以下的老年人作为样本，剔除关键信息缺失的样

本后保留样本９６９１个，具体统计性描述见表１。

表１　样本特征

特征 类型 样本数／个 比例／％

性别
女 ４９４７ ５１．０５
男 ４７４４ ４８．９５

年龄 ６０—８９岁 ９６９１ １００

受教育程度

文盲 ２９７２ ３０．６７
小学及以下 ４２４１ ４３．７６
中学 ２３４０ ２４．１５

大专及以上 １３８ １．４２

婚姻状况
无配偶 ２３１６ ２３．９０
有配偶 ７３７５ ７６．１０

健康状况

不健康 ３０３５ ３１．３２
一般 ４６３３ ４７．８１
健康 ２０２３ ２０．８８

子女数量

１个及以下 １１１８ １１．５４
２个以上 ３０６２ ３１．６０
３个及以上 ５５１１ ５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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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１所示，筛选的样本中，女性占

５１．０５％，男性占 ４８．９５％，整体来看老年人群

体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女性略多于男性。从受

教育水平来看，文盲、小学及以下学历老年人占

比较高，分别是 ３０．６７％、４３．７６％，中学占

２４．１５％，大专及以上仅占１．４２％，由此可见老

年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高学历老年人

较少。从婚姻状况来看，有配偶者占７６．１０％，

分居、离异以及丧偶等无配偶情况占２３．９０％。

整体而言，样本分布符合我国老年群体的基本

特征，以此作为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研究样本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

２．变量选取

（１）因变量：根据Ｈｅｃｋｍａｎ模型，劳动供给

通过劳动参与广度和劳动参与深度加以衡量。

劳动参与广度通过是否有劳动参与测量，

ＣＨＡＲＬＳ问卷中老年人劳动参与类型包括农业

自雇、受雇、非农自雇和为家庭经营活动帮工

等，若存在任一类型劳动参与即认为存在劳动

参与并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劳动参与深度

即具体劳动时间长短，通过每月劳动参与时间

测量，根据问卷各类劳动中“几个月参与劳动”

“一周干几天”和“平均每天干几个小时”等问

题进行测量。

（２）自变量：自变量为社会养老保障和代

际经济转移。社会养老保障包括是否参与社会

养老保险和养老金待遇水平即领取养老金金

额。将社会养老保险的范畴确定为现行的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且

区分两种参保类型，均未参保的赋值为０。领

取养老金金额按照月来计算。

代际经济转移包括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和

给予子女经济支持两部分，其中来自子女的经

济支持通过是否有子女经济支持和金额来衡

量，给予子女经济支持通过是否给予子女经济

支持和金额衡量。对于是否有子女经济支持，

ＣＨＡＲＬＳ问卷中相关题目为：“您或您的配偶从

孩子那里收到过多少经济支持？”若金额大于０

即存在子女经济支持，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子女

经济支持金额用老人一年内从所有子女处收到

的费用总额平均至每周计算。对于给予子女经

济支持，问卷中相关题目为：“过去一年，您或

您的配偶给予孩子多少经济支持？”若金额大

于０即存在对子女的经济支持，赋值为１，否则

为０；给予子女经济支持金额用老人一年内给

予所有子女的费用总额平均至每月计算。

（３）控制变量：主要从个人特征层面设置

控制变量，具体见表２。

表２　变量赋值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是否存在劳动参与 不存在＝０，存在＝１ ０．５２ ０．５０ ０ １
劳动参与时间 劳动时间（小时／月） １４．１０ ２８．０３ ０ ４４８．００

自变量

社会养老保险 未参加＝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２ １．０７ ０．５８ ０ ２
养老金金额 连续变量取对数 ２．０８ ７．４８ －１３．８２１０．０４

是否有子女经济支持 没有＝０，有＝１ ０．８４ ０．３７ ０ １
子女经济支持金额 连续变量取对数 ４３１．４２８８１．７３ －１３．８２１０．３６
是否对子女经济支持 没有＝０，有＝１ ０．３９ ０．４９ ０ １
对子女经济支持金额 连续变量取对数 ２７８．０４２４０７．８２－１３．８２１１．３３

控制

变量

性别 女＝０，男＝１ ０．４９ ０．５０ ０ １
年龄 连续变量 ６８．５５ ６．４５ ６０ ８９

受教育程度 文盲＝０，小学及以下＝１，初中、高中、中专＝２，大专及以上＝３０．９７ ０．７８ ０ ３
婚姻状况 无配偶＝０，有配偶＝１ ０．７６ ０．４３ ０ １

自评健康状况 不健康＝０，一般＝１，健康＝２ ０．９０ ０．７１ ０ ２
子女数量 １个及以下＝０，２个＝１，３个及以上＝２ １．４５ ０．６９ 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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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模型设定

被解释变量劳动供给分为两类：一是劳动

供给广度，即老年人是否参与劳动，定义为虚拟

变量，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分析；二是劳动

供给深度，即老年人的劳动时间，属于典型的受

限被解释变量，即归并数据，因此采用 Ｔｏｂｉｔ模

型进行回归分析。

第一部分关于老年人劳动供给广度：老年

人是否参与劳动为“参与”和“未参与”两类，因

此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来分析。

Ｌｏｇｉｔ（Ｐ）＝ｌｎ Ｐ
１－( )Ｐα０＋α１Ｐｅｎ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α２ａｇｅ＋α３ｇｅｎｄｅｒ＋α４ｅｄｕ＋α５ｍａｒｒｙ＋

α６ｈｅａｌｔｈ＋α７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ε ①
其中，Ｐ表示老年人是否存在劳动供给（不存

在＝０，存在＝１），α０为常数项，αｉ是自变量的

回归系数。Ｐｅｎｓｉｏｎ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为主要解释变

量，表示老年人是否领取养老金、养老金收入金

额以及是否有子女经济支持、子女经济支持金

额，α为待估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其他变量

年龄（ａｇｅ）、性别（ｇｅｎｄｅｒ）、受教育程度（ｅｄｕ）、

婚姻状况（ｍａｒｒｙ）、自评健康状况（ｈｅａｌｔｈ）及子

女数量（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为控制变量。

第二部分关于老年人劳动供给深度：老年

人的劳动时间为受限因变量，因此采用Ｔｏｂｉｔ模

型进行分析。

Ｙｉ＝α０＋α１Ｐｅｎ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α２ａｇｅ＋

α３ｇｅｎｄｅｒ＋α４ｅｄｕ＋α５ｍａｒｒｙ＋

α６ｈｅａｌｔｈ＋α７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ε ②
公式②中，Ｙ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劳动供给

深度，其他各变量同公式①。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０分别对老年人是否存

在劳动参与及劳动参与时间进行回归分析。因

为劳动参与是二元变量，因此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ｔ模

型进行回归分析；劳动时间为受限连续因变量，

对其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分析。

１．社会养老保障与老年人劳动供给

表３反映的是社会养老保障与老年人劳动

供给广度和深度的关系。其中模型（１）、（４）反

映的主要是老年人个体特征对劳动供给的影

响。从劳动参与广度来看，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婚姻状况、自评健康状况均通过了１％水

平的显著性检验，均对老年人劳动参与广度具

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男性、有配偶、自评

健康状况越好、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劳动参

与的可能性越大，其中男性老年人劳动供给的

可能性远远高于女性的，这可能是因为受传统

家庭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影响，男性往往承担着

更多家庭责任，这促使其不得不增加劳动供给。

有配偶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是无配偶的

老年人的１．３８倍，这可能是由于有配偶的老年

人家庭生活成本高于无配偶老年人。从年龄上

来看，老年人年龄每增加１岁，其劳动参与的可

能性降低１１．６％，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

人劳动参与的可能性降低。从受教育程度来

看，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劳动参与的可能

性越低。从劳动参与深度来看，年龄、性别、婚

姻状态、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

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深

度，且与其对老年人劳动参与广度的影响趋势

相同。

模型（２）（３）反映的是社会养老保障对老

年人劳动供给广度的影响，核心自变量社会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及领取养老金金额均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老年

人比未参保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更高，但

是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劳动参与可

能性却低于未参保老年人的，这与养老保险待

遇水平存在城乡差距有关。２０２１年全国城镇

职工月平均养老金为３５７７元，而城乡居民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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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社会养老保障与老年人的劳动供给

变量

分类
变量名

劳动参与广度Ｌｏｇｉｔ模型
（１） （２） （３）

劳动参与深度Ｔｏｂｉｔ模型
（４） （５） （６）

控

制

变

量

性别（女＝０） ２．３２３

（０．１１４）
２．３３６

（０．１１９）
２．３２５

（０．１１４）
１６．７１８

（１．０７８）
１５．９５５

（１．０６５）
１６．６０５

（１．０７６）

年龄
０．８８４

（０．００４）
０．８９８

（０．００４）
０．８８５

（０．００４）
－２．５８８

（０．１１１）
－２．２３７

（０．１０６）
－２．５３５

（０．１１）

教育（文盲＝０） ０．５７４

（０．０１８）
０．７６８

（０．０２７）
０．５９２

（０．０１９）
－８．９８９

（０．７０６）
－３．７４２

（０．７２９）
－８．３２３

（０．７０８）

婚姻状况（无配偶＝０） １．３７６

（０．０７６）
１．５１８

（０．０８６）
１．４０２

（０．０７７）
５．４９２

（１．２９１）
６．９１

（１．２８３）
５．８５２

（１．２８８）

健康情况（不健康＝０） １．４１９

（０．０４５）
１．５５１

（０．０５２）
１．４２９

（０．０４６）
８．２６１

（０．７１９）
９．１９６

（０．７２０）
８．３５９

（０．７１８）

子女数量１个及以下 １．４９６

（０．０５３）
１．１７３

（０．０４４）
１．４７３

（０．０５２）
６．０６

（０．８０３）
１．９０５

（０．７９４）
５．７３５

（０．７９９）

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情况（未参保＝０）

核

心

自

变

量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１．１８４

（０．０８１）
－０．１５７
（１．４７７）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０．２０３

（０．０１８）
－３２．６３５

（２．２０６）

养老金金额
０．９７７

（０．００３）
－０．４８６

（０．０６６）

常数项
１８０５．６０３

（５１０．１１７）
７１４．０８５

（２１６．４９３）
１６８６．０９７

（４７７．２３）
１５２．６７９

（７．１６８）
１３３．９７６

（７．１９０）
１４９．６３２

（７．０９２）
样本量 ９６９１ ９６９１ ９６９１ ４６３３ ４６３３ ４６３３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１２１ ０．１７３ ０．１２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５

　　注：代表ｐ＜０．０１，代表ｐ＜０．０５，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均养老金仅有１９１元［２２］，拥有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的老年人由于养老金待遇偏低仍然需要通过

参与劳动以增加收入，而拥有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的老年人能够领取较高水平的养老金，不再

需要通过参与劳动获取经济收入。通过模型

（３）更进一步得到验证，养老金水平的提高会

抑制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可能性。从生命周期理

论来看，老年人的消费大于储蓄，随着老年人养

老金待遇水平的提高，其日常生活得以保障，养

老金对于经济劳动的替代作用逐渐凸显。

模型（５）（６）反映的是社会养老保障对老

年人劳动供给深度的影响，可以发现，拥有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相较于未参保老年人，

其劳动参与时间减少，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

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由于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的主要制度对象是农村人口，一方面养老保

险保障水平偏低，领取的养老金无法满足其老

年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活动上没有比

较明确的退休概念，导致农村老年人缺乏“退

休”的意识，并不会因为拥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而减少劳动，“无休止劳动”现象普遍存在［２３］。

恰恰相反的是，拥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老年人

比未参加任何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平均

每月劳动时间少３２小时左右，这说明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能够减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时间。从

养老金待遇水平上来看，随着养老金水平提高，

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时间显著减少，养老金对于老

年人劳动参与时间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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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代际经济转移与老年人劳动供给

表４反映的是代际经济转移对老年人劳动

供给的影响，其中模型（７）（８）显示了代际经济

转移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广度的影响。其一，从

是否具有代际经济支持来看，一方面是否拥有

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劳动参与广度的

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该研究

将子女经济支持金额大于０设定为存在经济支

持，但部分老年人子女经济支持金额可能存在

偶然性，不足以缓解老年人的经济压力。另一

方面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对其劳动参与可

能性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子女有经济支持

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是不给予子女经济

支持的老年人１．３５倍。这说明与不给予子女

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相比，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

老年人更倾向于劳动供给。这可能是因为在现

代社会的压力和不确定的风险面前，子代家庭

没有出现个体化、脱嵌化的核心家庭的价值转

向，反而出现对父代家庭资源和情感的双重依

赖［２４］，子女在住房、孙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压力

会强烈地传导给父母，父母会力所能及地给予

子女经济帮助。因此，在帮助子女及自身养老

的双重经济压力下，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可能性

显著增强。其二，从代际经济支持水平来看，首

先，子女经济支持水平对老年人劳动参与广度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与本文预期相反，这可能

在于老年人养老金收入较低，经济压力较大，需

要通过子女较高水平的经济支持和劳动参与来

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其次，给予子女经济支持

水平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广度，这可

能是因为老年人需要通过劳动参与获取足够多

的收入来满足对子女的经济支持。

模型（９）（１０）反映的是代际经济转移对老

年人劳动供给深度的影响。与本文预期不同的

是，有无子女经济支持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我们

认为这与有无子女经济支持与老年人劳动参与

与否无显著相关的原因相同。从老年人对子女

经济支持角度来看，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

每周劳动时间会显著增加。具体而言，对子女有

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每月劳动时间比不给予子女

表４　代际经济转移程度与老年人劳动供给

变量名
劳动参与广度Ｌｏｇｉｔ模型
（７） （８）

劳动参与深度Ｔｏｂｉｔ模型
（９） （１０）

性别 ２．３６７（０．１２１） ２．３４１（０．１１５） １６．０３０（１．０６５） １６．６７９（１．０７８）
年龄 ０．８９８（０．００４） ０．８８６（０．００４） －２．２０９（０．１０６） －２．５３０（０．１１０）
教育 ０．７５８（０．０２７） ０．５８７（０．０１９） －３．９３５（０．７２９） －８．５７２（０．７１３）

婚姻状况 １．４６９（０．０８４） １．３８０（０．０７６） ６．３３２（１．２８４） ５．５０５（１．２９２）
健康情况 １．５４２（０．０５２） １．４２４（０．０４６） ９．０６６（０．７１６） ８．２５７（０．７１５）
子女数量 １．１３８（０．０４５） １．４２７（０．０５４） １．９５２（０．８１０） ５．８３２（０．８２０）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１．１９６（０．０８２） ０．１１１（１．４７０）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０．１９５（０．０１８） －３３．４７０（２．２２７）

养老金 ０．９７７（０．００３） －０．４９１（０．０６６）
是否有子女经济支持 １．０９６（０．０７５） －１．８４６（１．４２８）
是否给予子女经济支持 １．３５１（０．０６７） ６．７７３（１．０４３）
子女经济支持金额 １．００８（０．００３） －０．０４０（０．０７３）
给予子女支持金额 １．００５（０．００３） ０．２０６（０．０５６）

常数项 ６０８．５９（１８６．０７４）１８０３．５８（５１２．９０７）１３１．６８７（７．１８７） １５１．１０５（７．１３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９６９１ ９６９１ ４６３３ ４６３３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１７６ ０．１２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５

　　注：代表ｐ＜０．０１，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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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异质性分析结果：以年龄分组

变量名
劳动参与广度

低龄组 中高龄组 低龄组 中高龄组

劳动参与深度

低龄组 中高龄组 低龄组 中高龄组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１．２７２ １．３００ １．３７３ ２．２０６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０．１７９ ０．２４１ －３４．０１０ －３２．６６５

养老金 ０．９６６ ０．９８７ －０．６４３ －０．４１８

样本量 ６０６５ ３６２６ ６０６５ ３６２６ ６０６５ ３６２６ ６０６５ ３６２６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１３１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注：代表ｐ＜０．０１，６０—６９岁为低龄老年人组，７０岁及以上为中高龄老年人组

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多６小时左右。但是老年人

给予子女经济支持水平对于老年人劳动参与时

间不存在显著影响，原因在于老年人给予子女

的经济支持金额是由其既有积蓄和收入决定

的，并不能反向影响其劳动时间。

３．异质性分析

结合我国现行退休政策及现有研究，将老

年人划分为６０—６９岁的低龄老年人组和７０岁

及以上的中高龄老年人组［２５］。由表５所示异
质性分析结果可知，享受养老金待遇水平对低

龄老人组和中高龄老人组劳动参与广度和深度

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原因在于养老金待遇水

平提高能缓解老年人经济压力，进而降低老年

人劳动参与意愿和劳动参与时间。养老金待遇

水平对低龄老年人组劳动供给的负向影响程度

高于中高龄老年人组的，可能在于中高龄老年

人组由于身体健康状况、自身活动能力受限等

原因导致其本身劳动参与的可能性低于低龄老

年人组。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１．研究结论

通过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８年数据，从老年人个体
特征、社会养老保障以及代际经济转移三个方

面对老年人劳动参与广度和劳动参与深度进行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社会养老保障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存

在显著影响，但对于劳动广度和劳动深度的影

响并不相同。从是否参保来看，参加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劳动参与，但其劳

动参与时间并不受影响；而参加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的老年人恰恰相反，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

及时间均显著下降。从享受养老金待遇水平来

看，待遇水平越高，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的可能

性越小，劳动参与时间越短。这说明领取养老

金能够在一定水平上减少老年人的劳动时间供

给，对于老年人的福利具有提升作用，但享受养

老金水平较低的老年人由于经济压力或者其他

原因导致其更倾向于继续参与劳动或延长劳动

参与时间。

其二，在代际经济支持方面，从劳动参与广

度来看，给予子女经济支持能促进老年人参与

劳动，但是否有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却对老年

人劳动参与不存在显著影响。双向经济支持水

平均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的劳动供给。从劳动

参与深度来看，是否有子女经济支持不存在显

著影响，但是子女经济支持金额对老年人参与

劳动时间具有显著的减少效应；对子女经济支

持具有显著的增加效应，即对子女有经济支持

的老年人会明显增加劳动时间，但是给予子女

经济支持金额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逆反哺”

现象非常明显，给予子女经济补贴会激励老年

人继续参与劳动。相反，老年人通过子女经济

支持实现完全养老的可能性较低，这意味着老

年人要同时兼顾自我养老以及接济子女的双重

经济负担，迫使老年人不得不参与劳动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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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时间。

其三，除核心变量外，年龄、性别、健康状

况、婚姻状况等多个变量均对老年人劳动供给

产生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参与劳动

的概率和劳动时间逐渐降低，这是由于越年长

的老年人参与劳动的能力越低；男性老年人继

续参与的可能性及劳动参与时间均高于女性，

这与家庭内部性别角色分工息息相关；在婚姻

状况方面，有配偶的老年人更有可能参与劳动

且劳动时间较长；越健康的老年人参与劳动可

能性越大，劳动时间越长，这是因为健康状况较

差的老年人受到日常行为能力障碍的限制，进

而影响其参与劳动的机会和时间。

２．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结论，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提出政

策建议。

其一，应健全养老保险体系，统筹城乡协同

发展。统筹协调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适

当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使之具备

基本养老保障功能，以弥合城乡居民与城镇职

工在养老金待遇水平上的差距，确保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能够发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功

能。同时，应不断优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

镇职工养老保险之间转移接续制度安排，统筹

养老保险制度协同发展。其二，应实施弹性退

休制度，提高老年人在岗收入。在自愿的基础

上适当放宽退休年龄限制，实施与当前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弹性退休制度，使有延迟

退休意愿的低龄老年人能够继续在岗就业获得

工资收入，避免养老金待遇水平较低的老年人

退休后依旧需要参与劳动却难以找到与退休前

薪资待遇同等水平的工作，构建老年友好型就

业环境。其三，应加强代际宣传教育，平衡代际

责任关系。一方面可采用宣传、教育方式帮助

老年人解放思想，减轻其对子女“无限责任”的

心理束缚，适当降低老年人对子女的“逆向反

哺”；另一方面，可呼吁年轻群体关心老年人生

活需求，给予老年人适当的经济支持，建立良性

代际经济支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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