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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基于陕西省养老机构调查实例的分析

封 铁 英　 　 　 刘 　 蓉　 　 　 高 　 鑫

摘　 要：基于陕西省西安、榆林、汉中三市养老机构老年人问卷调查，探索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相对较高，能够满足居家社区难以实现的养老需求，人际关系质

量良好，拥有较强的亲缘关系；但受到生活区域范围的约束，交往对象数量有限，活动参与意愿不足、参与行为欠

缺。 人际关系、活动参与显著影响养老机构老年人幸福感，且活动参与是人际关系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中介变量。
从家庭、机构、政府、社会等多主体出发，通过发挥家庭基础支持作用、丰富养老机构适老活动、加大政府多渠道扶

持力度、弘扬中华慈孝文化等多措并举，有助于促进养老机构老年人幸福感的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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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面对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与健康老龄化、积极

老龄化目标，中国老年人生存质量与主观幸福感备

受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先后于 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９９ 年提

出“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战略，健康老龄化

的目标是让老年人达到身心健康、社会适应良好的

状态，这不仅是寿命长度的延长，更重要的是寿命质

量的提高。 主观幸福感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和居民

生命质量的重要指标。①积极老龄化战略鼓励老年

人积极主动地参与活动，幸福度过晚年生活。 受关

系型社会特征的影响，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重视

人际关系的和谐②，人际关系也成为实现健康老龄

化的重要环节。 因此，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老年人

主观幸福感具有密切联系。
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不断弱化、新兴的居家—

社区养老供给的不足，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群的

规模持续扩大。 然而，在养老机构，老年人远离熟悉

的家庭和社区，缺乏早已熟知的亲属、朋友的社会支

持，人际关系圈和活动参与度会发生结构性改变，晚
年生存和生活会重新面临严峻挑战，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和对生活幸福与否的感知、判断和评价会受到

不可预见的影响。 因此，养老机构内老年人人际关

系和活动参与如何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值得学界的

关注和思考。
养老机构老年人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亲缘关系

和地缘关系。 良好的夫妻关系、家庭代际关系③与

亲友关系是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④，
对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更为重要。 参与意愿与参

与行为是常用的测量老年人活动参与的指标。⑤在

活动参与的全过程中，个体最先产生参与意愿，其次

产生参与行为， 而具体参与行为又可以通过参与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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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坚持度测量。 研究表明，老年人闲暇活动的参

与意愿与参与频率均能显著提高其主观幸福感。⑥

坚持参与某项活动形成规律后，会使老年人感受到

充实感和有意义感，继而对老年生活感到满意和幸

福。⑦自我人际关系感知良好的老年人会更多地参

与到休闲活动中去。⑧有学者发现，强人际关系能够

促进北京市老年人参与休闲活动。⑨还有研究发现，
拥有良好的夫妻关系、代际关系，可为老年人提供参

与活动的经济资源与情感资源，促进老年人的活动

参与⑩，与室友、同辈、工作人员的互动情况是影响

养老机构老年人参与休闲活动的主要因素。

国内外学者就老年人人际关系、活动参与及主

观幸福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为本文研究奠定了

一定的基础。 但是，这些研究较少关注养老机构老

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缺少对老年人家庭关系以外的

其他人际关系的研究。 因此，本文以陕西省的养老

机构老年人为调查研究实例，采用回归分析和中介

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人际关系、活动参与对其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机理，并从多视角提出增强

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对策建议。

二、养老机构老年人的人际关系、活动参与

与主观幸福感调查分析

　 　 养老机构是养老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是众多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重要选择。 老年人

入住养老机构后需要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新的人际

关系，这会对老年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健康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实施有效的实地调查，
关注并掌握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群的生存状况和

生活状况，通过一手的调查数据来分析养老机构里

老年人的人际关系、活动参与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机理，可进一步探索提高养老机构老年人群幸福

感、获得感的实现途径。
第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自费居

住养老机构中的自理或半自理、能正常沟通的 ６０ 岁

及以上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不考虑无偿接受养老

服务的多为城镇“三无”老人和农村“五保”老人等

特殊群体）。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分阶段

进行抽样。 以陕西省为调查区域，分别对陕北、关
中、陕南地区的榆林市、西安市、汉中市的相关养老

机构的老年人进行“一对一”访谈式问卷调查。 发

放问卷 ３０１ 份，收回有效问卷 ２２１ 份，有效回收率为

７３．４％。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 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录

入、整理和分析。 对于因变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本
文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ＭＵＮＳＨ）进行

测量。 该量表基于情感平衡理论，通过 ２４ 个题项，
全面调查了老年人的正向情感、正向体验以及负向

情感和负向体验。 ＭＵＮＳＨ 量表在老年公寓中的信

效度水平较高，已被众多国家广泛采用。 对于人际

关系和活动参与两个自变量，人际关系包括亲缘关

系和地缘关系，分别通过“子女关心”和“机构中好

友数量”等 ９ 个变量测量；活动参与包含活动参与

意愿、参与频率和参与坚持度，分别通过设置单一题

项进行测量。
第二，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的结果，可

以看出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的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

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相对较高。 描

述性分析结果显示，２２１ 位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的

ＭＵＮＳＨ 量表平均得分 ３３．６７ 分，最大值为 ４８，标准

差为 １１．６５。 由此可见，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水平相对较高。 选择入住养老机构的主要目的是获

取机构内部专业化的日常生活照料、医疗卫生护理

等服务，这样可以满足居家、社区难以实现的养老需

求。 因此，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可获得专业性强

的综合养老服务从而安享晚年，拥有较高的幸福感。
二是养老机构老年人人际关系质量良好，但交

往对象数量有限。 调查结果显示，入住养老机构的

老年人中，８８．３％的受访老年人认为子女关心“比较

多”和“非常多”；９０．０％的受访老年人认为与子女关

系“良好”和“融洽”；７６．０％的受访老年人家庭支持

“比较多”和“非常多”；８４．６％的受访老年人家属探

望频率都在每月一次及以上。 由此可见，这些老年

人所处的家庭氛围融洽，即使生活在养老机构仍然

能享受到亲人的支持，拥有较强的亲缘关系。 此外，
３４．８％的受访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有“５ 人及以上”
的好友，２５．３％的受访老年人则没有；２９．０％的受访

老年人信任“５ 人及以上”的工作人员，２５．８％的受

访老年人则没有；５７．０％的受访老年人与同伴关系

“良好”，５８．４％的受访老年人与工作人员关系“良
好”，５２．０％的受访老年人人际关系自评“良好”。 总

体上，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对地缘关系质量的评

价较高，主要得益于同龄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养老

机构坚持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理念。 然而，受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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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区域范围的约束，养老机构内老年人实际

交往对象的数量是有限的。
三是养老机构老年人活动参与欠缺。 调查结果

显示，不足一半（４６．６％）的受访老年人参与各项活

动的意愿较强，大部分（５９．７％）受访老年人参加活

动时持有“随性”的态度，并不会刻意坚持参与。 在

参与活动的老年人当中，３２．１％的受访老年人“经常

参与”信息类活动，２９．０％的受访老年人“经常参与”
健身类活动。 由此可见，养老机构内老年人参与各

项活动的意愿不足，实际参与活动的行为也不积极，
且较少形成有规律的、持久的活动参与习惯，这不利

于老年人生存质量和健康水平的提高。

三、人际关系、活动参与对养老机构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实证分析人际关系、活动参与对养老机构老

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之前，本文从人际关系 ９ 个变

量中提取了 ２ 个公因子，并根据其特征命名为地缘

关系和亲缘关系；将活动参与聚类为两类，根据其特

征将其分别命名为“低参与群体”和“高参与群体”。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关系、活动参与是影响养老

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第一，人际关系可促进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其中，地缘关系的影响尤为重要。 亲缘关系、
地缘关系显著影响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其
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１２６ 和 ０． ２０４。 可见，在养老机

构，地缘关系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主

要原因是：入住老人与工作人员和同辈群体的互动

比与家庭和亲友的互动更为频繁，相处更为和谐，其
晚年生活的幸福感会更强。 因此，我们应重视老年

人在机构中新建立的地缘关系的重要作用，通过多

种途径培养、强化老年人的地缘关系，以改善其生活

质量和主观感受。
第二，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是增强养老机构老年

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活动参与意愿、参与频

率和参与坚持度显著影响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

感，其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２１０、０．１０６ 和 ０．１５３。 老年

人活动参与意愿越强烈、越积极主动，对活动越有兴

趣和期待，则会更加认真地去对待活动本身，也就会

更容易地感受到参与其中的魅力和乐趣，从而获得

幸福感。 退休后，老年人参加养老机构活动是提高

其获得感的主要途径。 老年人活动参与频率越高，

这种获得感就越能提升他们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老

年人越是坚持参与活动，获得感就越强烈、越持续，
幸福的感觉也就越强烈、越明显。 因此，有必要了解

养老机构老年人的活动需求与意愿，开发更加适合

老年人参与的针对性强的活动项目，提高老年人活

动参与的积极性和规律性，以此提升养老机构老年

人的幸福感。
第三，人际关系对提高养老机构老年人活动参

与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亲缘关系、地缘关系显著影

响老年人活动参与意愿，其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１８６
和 ０．３５５，地缘关系对老年人活动参与频率和坚持度

的影响显著，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３３０ 和 ０．３０２。 养老

机构入住老年人亲缘关系越强，亲属提供的社会支

持就越多，亲属对于老年人参与活动的态度也以肯

定、支持居多，可以极大地提高老年人的参与意愿。
地缘关系的影响作用体现为：老年人与同伴和工作

人员的关系越融洽，通过工作人员的宣传和呼吁、同
伴的邀请和鼓励，老年人往往越会抱着尝试的态度

选择报名参加活动。 在活动参与过程中，强人际关

系通常促使老年人规律性参与活动并将这一行为坚

持下去，参与活动的老年人也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

活动群体的身份认同，这种群体归属感也能促进活

动参与行为的常态化。 然而，在养老机构内，亲缘关

系并不具备地理空间近、团体情感影响强烈的优势，
难以影响老年人活动参与频率和坚持度。

第四，活动参与中介了养老机构老年人人际关

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由于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

对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和活动参与均有影

响，据此可以推测活动参与在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

感的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 本文根据温忠麟等的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检验活动参与在人际关系影响主

观幸福感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结果显示，活动参与

意愿在亲缘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

中介作用，活动参与意愿、参与频率和参与坚持度在

地缘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也都起到显著的中

介作用。 活动参与坚持度在亲缘关系与主观幸福感

的关系中没有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可见，人际关

系对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较为复

杂。 一方面，亲属物质或精神上的支持可提高老年

人活动参与意愿与需求，产生即将参与活动的激动

和憧憬，感受到老年生活的幸福感。 另一方面，养老

机构中同伴和工作人员的号召、吸引与陪同可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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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活动参与意愿，通过付诸行动并坚持下去，最
终使老年人获得参与活动、融入集体的快乐和幸福，
提高主观幸福感。 老年人参与活动的能力有限，亲
缘关系无法对老年人力不能及的活动参与频率和坚

持度产生影响，故而不存在中介效应。

四、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提升对策

本文以养老机构老年人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为

导向，实地调查获取陕西省关中、陕南、陕北三市

２２１ 位养老机构老年人的有效问卷，运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
软件实证分析老年人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主观幸

福感的关系，探索提升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的实现路径，从家庭、机构、政府、社会等多主体的角

度，提出提升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体系化

政策建议。
第一，家庭应发挥基础支持作用，强化原有亲缘

关系。 一是家属应时常探望老年人、改善亲子关系、
给予老年人及时的关心以及有效的经济支持和情感

支持等，与老年人建立良好的亲缘关系，使老年人感

受到家庭和亲情的温暖。 二是家属需要关注心理健

康和社会适应性的重要性。 老年人通常会比较信任

关系亲密的家属，对其建议也常常会采纳，因此，亲
属是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的有效人

选。 三是家属与养老机构都应该秉持积极的合作态

度，相互理解、及时沟通，为老年人提升幸福感和生

活质量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 在规章制度方面，家
属应该从全体老年人的切身利益出发，遵守机构设

立的合理制度，积极配合机构工作，对于有争议的制

度和事项，双方要理性讨论。 在问题反映与解决方

面，养老机构要畅通老年人提出建议和意见的渠道，
就问题及时展开调查、研究，协力解决与老年人有关

的各种问题，重视并充分发挥家属委员会的职责与

权力。
第二，养老机构应强化新建的地缘关系，开展丰

富的适老活动。 一是要鼓励机构工作人员与老年人

主动交流，做老年人的“忘年交”。 养老机构可以为

每位工作人员规定一定的“陪聊”工作量，鼓励工作

人员和老人交朋友、做知己，逐渐培养老年人与工作

人员的强地缘关系。 二是针对老年人内部的矛盾，
机构中的工作人员要注意老年人尤其是同一房间内

的室友关系，发现矛盾要加以重视、及时调解，尽量

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三是从脱离家庭环境到适

应养老机构环境，老年人需要一定的过渡时间，在这

期间对养老机构中的人际交往会存有一定程度的警

戒甚至抗拒心理，需把握好老年人复杂的心理特点，
在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不同阶段，培养地缘关系

的“力道”要不同，初期宜轻，后续宜循序渐进。 四

是尊重老年人的生理规律，开展多样化的适老活动，
可邀请老年人参与到活动的设计与组织中，调动老

年人的参与积极性。
第三，政府应加大对养老机构的扶持力度，提高

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 政府需要承担起宏观规划和

积极推进的责任，加大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扶持力度，
适当增加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 一是创新民办养老

机构的投资融资机制，由政府牵头，推动养老机构与

社会力量，甚至是境外投资者的深度合作，通过 ＰＰＰ
模式（公私合作模式）帮助养老机构解决资金难题。
二是我国多省市已出台对民办养老机构的土地、税
收等优惠政策，但实际上政策落地效果不佳，需在政

策制定时期理清各部门的权利责任，制定出操作性

强的政策。 三是政府部门应着力提高老年人待遇水

平，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待遇水平，并建立养老金待

遇水平的及时增长机制，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生活的

经济基础。 四是针对收入较低但又确实有需要的老

年人，政府可给予一定的入住补贴或服务补贴，鼓励

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购买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

务，提升机构入住率；同时，通过政府补贴养老机构，
使养老机构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第四，全社会均应弘扬中华慈孝文化，践行人本

服务理念。 慈孝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慈”和“孝”分别是对长辈和晚辈提出的希望和

要求，全社会都有职责弘扬并践行。 一是养老机构

工作人员要加强对老年人及其家属的沟通工作，疏
解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矛盾，并利用亲子活动或机

构开放日等机会，对老年人子女进行感恩教育，向入

住老人宣传“慈”文化，宣传“慈”与“孝”之间的辩

证关系。 二是作为弱势群体，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

需求理应受到重视和回应，养老机构在日常服务中

应及时收集老年人的意见和建议，提高工作人员和

护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敬老意识，为老年人提供个

性化和人性化的养老服务，将“以老年人为中心”的
理念贯穿到服务的全过程。 三是政府可通过举办孝

文化节，奖励表彰孝文化优秀践行者等活动弘扬我

国传统孝文化，在全社会营造爱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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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１９

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养老机构调查实例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