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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银发消费的中介效应检验

原　新 1，徐　婧 1，金　牛 2

（1.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2.天津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天津 300222）

【摘 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深度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是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以及推动社会适老化转型的重要举措，探究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十

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利用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2018 年四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CHARLS），从低龄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出发，探讨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主要结果

发现：再就业可以显著改善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其中对男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作用更显

著；对农村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更直接；对不同隔代照料情况下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不一。此外，家庭支持、社会支持以及融入社会有益于提高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机制检验表明，

再就业能够通过增加低龄老年人的银发消费能力提高其生活质量，改善其生活满意度。总体来看，再就业

是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人口政策的制定要聚焦核心群体，继续推进经济社会适老化转

型，从“增收入”“缩差距”“减负担”“强赋能”四个方面，提升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缩小城乡老年人资源

禀赋差距、减轻老年人隔代照料负担、激发银发消费潜力，最终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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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历了 1950～1958年、1962～1975年、1981～1997年的三次“婴儿潮”，这奠定了 60年后的

三次“老年潮”与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基础（金牛等，2023）[1]。2022年开始的人口负增长将进一步加速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人口老龄化将贯穿于整个21世纪，迫切需要进行多维度、深层次、长时段的经

济社会适老化转型（原新，2023）[2]。适老化转型是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激发老年人社

会参与动力，提升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引致老年人的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等资源调整，影响老年人的生

活满意度；适老化转型是老年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表现，有利于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

求，激发老年人消费潜力，进一步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林宝，2021）[3]。伴随社会适老化转型发展、老

年人预期寿命延长和综合素质整体改善，部分低龄老年人退休后选择再就业或创业，农村低龄老年人

的劳动周期也在逐渐延长，老年人有机会参与到社会分配中，减缓或推迟了因退休或终止劳动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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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年收入水平大幅下降的局面，使其能够保持甚至提高老年期的消费水平，影响生活满意度，而对

于想要颐养天年的老年人群体，再就业可能推迟享受生活的时间段，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因

此，结合老年人自身特征分析再就业如何影响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的总体框架下，探索调整老年人退休年龄或就业时段限制，增进老年期的民生福祉，推动社会

适老化转型的重要举措。

本文在人口老龄化形势不断深化和银发消费潜在市场规模大幅扩展的时代背景下，借鉴国内外

相关经典理论，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并尝试运用异质性方法探析再就业获得的劳动收入对城乡、不同性别与不同隔代照料情况的低龄

老年人的影响差异，运用替换变量度量方法对影响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最后基于银发消费的中介效应

检验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以期能够为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建言献策，为提高

老年群体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提供有益参考。

一、文献综述

最早的生活满意度理论由Neugarten等（1961）[4]提出，认为生活满意度由个人对生活的热情程度、

对生活状况的接受或责任感、对个人成就的感受、对身份的自我感知与对情绪的表达等五个部分组

成，是个体根据一系列标准评价生活质量的判断过程。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受到个体特征、经济社会

地位、健康状况、家庭支持、社会支持、社会参与等多重资源要素影响（杜鹏等，2020；郑志丹等，

2017）[5，6]。由于个体会逐渐适应自身资源水平，且资源要素之间互相独立，单个资源变动不会带动其

他资源要素同向变动，致使单个资源不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巨大影响，但稳定的资源是满足生活需求

的前提与基础，可弥补伴随衰老过程而来的损失（靳永爱等，2019）[7]，对于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仍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银发消费市场的发展，老年人消费观念转变，需要提高收入水平以满足日益

增大的消费需求，但老年人退休后或停止劳动后，收入水平大幅减少，部分低龄老年人为使家庭福祉

最大化，面临继续从事带薪工作与为孙辈提供照顾等选择（李鹏等，2022）[8]，老年期劳动收入水平出现

差异，尤其现阶段我国低龄老年人在老年群体中占比较大，受教育水平较高，但参与有偿劳动的比例

较低，劳动参与率有较大的优化空间①。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延长了城镇职工与非城镇职工全生命周期

中的劳动工作年限，提高低龄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水平，改变低龄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对其收入水平、资

源分配均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既有的关于再就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形成了三种较为成熟的观点。第一，再就业

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Zhan et al.，2009）[9]。再就业能够激励老年人保持原有的生活模

式，维持其社会参与活力与社会参与水平（Schwingel et al.，2009）[10]，再就业也能够带给老年人更多的

精神价值与情感补充，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程杰，2014；张立媛等，2022）[11，12]。第二，再

就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社会参与等多重资源要素均可能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李月等，2020）[13]，在多重资源要素共同作用下，再就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有限（Calvo et 
al.，2013）[14]。第三，再就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消极的影响（于丽等，2016）[15]。再就业占用了老年

人的闲暇时间与安享晚年的时间（黄文杰等，2020）[16]，且再就业导致老年人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转

变，容易引发心理健康问题，降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Vo et al.，2015）[17]。

① 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知，我国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为55.8%，而低龄老
年人口中接受过高中教育和大学专科及以上高等教育的比重分别为12.8%和4.3%，仍赚取劳动收入的比重为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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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许多文献分析了老年人再就业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作用效果，但多数研究仅注重经验

分析，较少对影响机制和路径进行系统分析和检验；此外，多数研究从延迟退休、志愿服务等视角研究

老年人再就业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而直接分析老年人再就业收入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相对

较少。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分析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理论机制，从老年人再就业

收入对其消费能力与生活感知影响的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理论机制

活动理论认为再就业对老年人获得积极形象具有有利作用，能帮助老年人提升社会参与活力，使

其获得更大满足感，就业获得的劳动收入是老年人寻求活动角色的保障，对提升老年人应变能力与效

率、改善健康生活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即再就业使低龄老年人具有更好的活动能力，改善生活质量，提

高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Adler et al.，1993）[18]。更进一步地，结合低龄老年人自身特征分析活动理论

视角下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低龄老年人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在技术、经验等方

面具有一定优势，受教育水平显著高于中、高龄老年人，使其再就业面临的市场供需摩擦相对较小，利

于推动其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无缝对接，提高低龄老年人的再就业效率（原新等，2023）[19]，减小再就业

时的心理落差，最终提升低龄老年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随着老年人预期余寿与健康余寿延长，再就

业能够帮助低龄老年人创造物质财富，不仅缓解了养老过程中的诸多压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低

龄老年人的成就感，提升其生活满意水平（李兵等，2023）[20]；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人占比较大，促进低

龄老年人再就业能够缓解其社交隔离和孤独，适当的工作还能帮助低龄老年人活动身体，有效改善心

理健康与生理健康，提升生活满意水平。因此，借鉴活动理论，从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生

活压力等多角度提出假设1a：
假设1a：再就业能够提高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脱离理论认为随年龄增长而减少活动是老年人适应老年过程的正常变化，在老年人逐渐脱离既

定状态的过程中，可能因为适应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提高生活满意度，也可能由于社会网络变动落差逐

渐减弱保持社会参与的动机，在脱离过程中产生疏远与脱节问题，降低生活满意度（李兵等，2005）[21]；

社会交换理论假设个人或群体间的互动是尝试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回报，如果老年人认为与他人互

动可得到利益，则会持续进行互动且获得正面评价（黄庆波等，2017）[22]；连续性理论认为老年期是青

年期和壮年期的延续，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水平应该与年轻时保持一致（沈凯俊等，2023）[23]。低龄老年

人退休即是从职业生涯到过渡性工作，最终从劳动力市场中永久退出的一个脱离过程，若低龄老年人

在年轻时社会参与水平较低，退休后可能逐渐适应新生活，拥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但退休后就业轨

迹变动可能引起老年收入不平等（Riekhoff et al.，2018）[24]，退休后财富禀赋较低的低龄老年人，可能因

为收入紧张和损失增加个人对经济支持的依赖（靳小怡等，2017）[25]，降低生活满意度。对于年轻时社

会参与水平较高，退休后无法适应新生活的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是对原有社会参与水平的维持，能够

帮助低龄老年人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提升社会参与水平，同时缓解收入紧张和损失对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对于退休后能够适应新生活的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可能增加社会参与水平，阻碍其脱离既定状

态的过程，不再是低龄老年人的最优选择，可能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借鉴脱离理论、社

会交换理论与连续性理论，从老年人退休后的适应情况等角度提出假设1a的“竞争性假设”：

假设1b：再就业可能降低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进一步考察再就业如何通过银发消费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培

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国家针对发展银发经济、提升银发消费水平，增进老年人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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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出台政策文件，期间伴随代际更迭和消费环境变迁，老年人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受到物质文化产

品和服务产品集大成、信息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创新的引导和塑造，消费热情高涨、消费场景多元，其

消费行为正不断打破人们对老年群体的固有印象，掀起消费新风潮（金牛等，2024）[26]。银发消费是指

老年人在银发经济产业领域进行的消费，包括日用品消费、保健品消费和服务类消费等。银发消费能

够满足老年人的补偿性消费心理，弥补老年期间的情感缺失，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宋健，2023）[27]。

而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是进行消费选择的先决条件，由于老年人退休金差异较大，且人均预期寿命延长

了老年人的消费时段，低龄老年人在老年期受到消费约束的可能性增大。再就业不仅有利于增加低

龄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提高其自身供养能力，缓解家庭的养老压力，同时还能放宽低龄老年人的消费

约束，促进老年人的银发消费选择，对于提升低龄老年人生活品质，提高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

重要作用。基于此，提出假设2：
假设2：银发消费在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起着正向的中介作用。

三、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设定

1.随机效应Logit模型

根据因变量特点，首先选择二项响应模型，使用最大似然技术得到相应变量的估计系数 ρ在 1%
水平内显著异于0，考察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特征较为重要，使用混合Logit模型估计得到的变量系数

估计值会出现不一致性，且由于检验过程需要控制城乡、性别、地域特征等不随时间而变化的相关变

量的影响，固定效应Logit模型可能扰乱其他系数估计的准确性，最终使用随机效应Logit模型，构建如

下基准计量模型与生活满意度概率值模型：

Satisfyit = αincomeit + βxit + γzi + σu μi + εit     ( t = 1,…,T,i = 1,…,n ) （1）
P ( )Satisfyit = 1 = θ ( )αincomeit + βxit + γzi + σu μi （2）
其中，Satisfy为被解释变量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income为核心解释变量劳动收入水平，xit是随

时间而变化的控制变量，zi是不随时间而变化的控制变量，μi是随机误差项，是特定横截面单位或特定

研究对象的误差成分，εit是时间序列误差成分和横截面误差成分的随机误差项。

2.中介效应模型

理论机制分析表明，银发消费能够提高低龄老年人生活质量，而劳动收入是老年人进行消费的前

提，低龄老年人再就业能够通过增加银发消费影响其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本文以银发消费为中

介，考察再就业如何通过银发消费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CHARLS数据中将老年人消费支出

归总在家庭消费支出中，而近年来我国家庭规模小型化，在所提取的有效样本中，独居的低龄老年人

占比8.6%，与配偶共同居住的低龄老年人占比48.5%，受访老年人家庭消费支出中银发消费支出占比

较高，两者呈正比关系，提取家庭中的各项消费支出反映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最终作为银发消费的代

理变量。由于银发人群消费开始趋向享乐型、智能化和社交依赖等特点，进一步选取家庭服饰消费支

出（outcomeit1），家具、电器等耐用品消费支出（outcomeit2），各种交通、通讯工具的购买及维修支出等通

讯设备支出（outcomeit3），家庭旅游支出（outcomeit4），保健费用支出（outcomeit5）作为银发消费的代理变

量，运用温忠麟等（2014）[28]的处理方法，设定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outcomeitj = αincomeit + βxit + γzi + σu μi + εit     ( j = 1,…,5) （3）
Satisfyit = αincomeit + βxit + outcomeitj + γzi + σu μi + εit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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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Satisfyit = 1 = θ ( )αincomeit + βxit + outcomeitj + γzi + σu μi （5）
式中，outcome为中介变量银发消费，其他变量指标与模型（1）中含义相同。将（3）式带入（4）式即

可得到outcomeitj的中介效应，即再就业通过银发消费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程度。

（二）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由于国家对于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

开发工作正在不断推进，再就业是鼓励低龄老年人继续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举措，低龄老年人的再就

业能力和动力亦在不断增强。本文将研究对象设定为CHARLS 2011年、2013年、2015年、2018年四期

数据中达到退休年龄（男性60岁，女性55岁），但未超过70岁的低龄老年人，剔除所用指标中的异常

值和缺失值后，最终得到27 832个样本。

（三）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使用调查问卷中“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的回答进

行衡量，其中，对“一点也不满意”与“不太满意”赋值为0，表示不满意；对“比较满意”“非常满意”“极其

满意”赋值为1，表示满意。

2.核心解释变量

参考吴忠观（1997）[29]对老年人再就业的界定方法，选取劳动收入水平作为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

度量指标，劳动收入水平是老年人每年获得的农业打工、受雇工资、非农自雇和为家庭经营活动帮工、

从事非主要职业等劳动收入的加总，但不包括老年人的年度离退休金收入。对各项劳动收入加总求

和后，取对数作为最终的劳动收入水平变量。

3.控制变量

借鉴杜鹏等（2020）[5]和郑志丹等（2017）[6]的指标设定方法，主要控制变量从低龄老年人的家庭支

持、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等方面出发，选取低龄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已婚或同居=1）、子女照料支持、家

庭经济支持、政府补助、社交活跃度5个变量。子女照料支持采用老年人每年与子女见面的平均次数

衡量；家庭经济支持指老年人过去一年获得来自其他非同住家庭成员经济帮助的数额；政府补助指老

年人获得来自政府的无保障老人生活补贴、独生子女老年补助、医疗救助3项补贴的收入总和①；社交

活跃度通过得到老年人日常进行的社交活动种类和活动频率后生成社交活跃指数进行衡量。

基本控制变量包括城乡区位（城镇=1）、性别（男性=1）、年龄、受教育程度（通过计算老年人最高学

历所用年限与取得最高学历后又接受教育的年数之和进行衡量。最高学历所用年限的度量方式为：

未受过教育=0，未读完小学、私塾根据具体读书年数定，小学毕业=6，初中毕业=9，高中毕业=12，中专

毕业=12，大专毕业=14，本科毕业=16，硕士毕业=19，博士毕业=23）、健在子女数、健在兄弟姐妹比例

（老年人健在兄弟姐妹数与兄弟姐妹总数的比值）、家庭收入水平、慢性病患病数（老年人患有高血压、

血脂异常、糖尿病、癌症等恶性肿瘤、慢性肺部疾患、肝脏疾病、心脏病、中风、肾脏疾病、胃部疾病或消

化系统疾病、情感与精神方面问题、与记忆相关的疾病、关节炎或风湿病、哮喘等 14项疾病的患病

数）、吸烟（不吸烟=0，已戒烟=1，吸烟=2）、喝酒（不喝酒=0，每月喝酒少于一次=1，每月喝酒多于一次=
2）、体力劳动与日常锻炼情况（日常走路=1，进行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2，进行激烈活动=3）、医疗保险

领取情况（正在领取医疗保险=1）。
① 除做出具体说明的情况外，文中劳动收入水平、家庭经济支持、家庭收入水平、政府补助等收入相关变量均是对相应
经济数额进行1%和99%双侧缩尾并取对数后的结果。

·· 5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

Vol.XX No.XX（XXX）XXXX

4.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是在提取老年人家庭各项消费支出额后，分别进行1%和99%双侧缩尾处理，进一步计

算出支出均值并对大于等于均值的情况赋值为1，小于均值的情况赋值为0，得到各项消费支出的0-1
变量。

表 1为描述性统计结果。根据成熟效应和补偿理论（Rodin，1986；Lockenhoff et al.，2004）[30，31]，老

年人会调整生活目标以保持积极情感，且老年人会与同龄群体中处境较差的个体进行比较，因此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较高。为进一步分析再就业与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将基于此

展开回归分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2第（1）列与第（2）列使用基准模型考察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第（3）列与第

（4）列在基准模型分析的基础上纳入了婚姻状况、子女照料支持、家庭经济支持、政府补助、社交活跃

度等控制变量，第（5）列与第（6）列进一步控制了城乡区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在子女数、健在

兄弟姐妹比例、家庭收入水平、慢性病患病数、吸烟、喝酒、体力劳动与日常锻炼、医疗保险领取情况等

基本控制变量。三个模型估计参数ρ的估计值分别为0.506、0.489和0.454，并且均在1%水平内显著，

使用随机效应Logit模型具有合理性。由于随机效应Logit模型系数估计值的经济含义只包含解释变

量的统计显著性以及作用方向等信息，为进一步得到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需

计算影响的边际效应。

表2的回归结果表明，第一，再就业有利于提高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单纯分析再就业与低

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情况下，劳动收入水平提高1%将引起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

概率增加0.3%；在控制了婚姻状况、子女照料支持、家庭经济支持、政府补助、社交活跃度、基本控制

变量与地区效应后，劳动收入水平提高1%将引起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概率增加0.1%，随着

多重资源要素的引入，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减小，但仍然较为显著。借鉴活动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观测值=27 832）
变量分类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主要
控制
变量

基本
控制
变量

变量名称

生活满意度

劳动收入水平

婚姻状况

子女照料支持

家庭经济支持

政府补助

社交活跃度

城乡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健在子女数

均值

0.871
1.667
0.876
0.216
5.805
0.374
7.999
0.247
0.390

62.896
4.777
2.787

标准差

0.336
3.543
0.330
0.267
3.662
1.561

10.721
0.431
0.488
4.139

4.330
1.327

最小值

0
0
0
0
0
0
0
0
0
55
0
0

最大值

1
11.513

1
1.273

10.840
10.463
95.238

1
1

70
38
9

变量分类

基本
控制
变量

中介
变量

变量名称

健在兄弟姐妹比例

家庭收入水平

慢性病患病数

吸烟

喝酒

体力劳动与日常锻炼

医疗保险

服饰消费支出

耐用品消费支出

通讯设备支出

家庭旅游支出

保健费用支出

均值

0.774
6.289
1.313
0.657
0.524
1.109
0.962
0.213
0.160
0.167
0.077
0.077

标准差

0.313
4.042
1.421
0.901
0.839
1.185
0.191
0.410
0.367
0.373
0.266
0.266

最小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最大值

1
14.221

8
2
2
3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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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对再就业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原因进行梳理，再就业获得的劳动收入是低龄老年人寻

求活动角色的保障，收入的增加引致低龄老年人调整生活安排以获得最大回报，激发低龄老年人的社

会参与动力，有利于提高生活满意度。

第二，家庭与社会支持以及融入社会有益于提高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家庭支持（已婚或同居状

态下的配偶照料支持、子女照料支持、家庭经济支持）、社会支持（政府补助）与社会参与（社交活跃度）对

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改善以上变量对提高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系数仍

较小，主要原因包括：一是老年人自身的生活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在此基础上调整资源要素分配可能

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边际效果较小；二是老年人经常调整自身的需求与愿望以适应资源水平，可能削弱

劳动收入等资源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Rodin，1986；Lockenhoff et al.，2004）[30，31]；三是研究选取了再

就业获得的劳动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照料支持、家庭经济支持、政府补助、社交活跃度以及其他基本控

制变量作为资源要素进行分析，多种资源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均会产生显著影响，致使单个资源对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效果较小（靳永爱等，2019）[7]。尽管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系数较小，但

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再就业仍是提升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二）异质性检验

老年人持有的资源禀赋存在性别差异，且在老年期的再就业意愿不同，因此需考虑再就业对不同

性别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格局明显，“农村先老、农村快

老、农村更老”成为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应结合城乡老年人资源禀赋差异，分析再就业对城乡低龄老

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我国提供隔代照料（照料孙子女）的低龄老年人占比较大，隔代照料占用

低龄老年人大量时间，在提供照料的同时是否再就业以及就业强度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差异较大。表3a为再就业对不同性别、城乡区位、隔代照料情况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异质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劳动收入水平

婚姻状况

子女照料支持

家庭经济支持

政府补助

社交活跃度

基本控制变量

地区效应

常数项

ρ

似然比检验

似然函数值

观测值

（1）
系数估计值

0.034***（0.007）

2.793***（0.052）
0.506

1 211.01***

-10 103.805
27 832

（2）
边际效应

0.003***（0.001）

27 832

（3）
系数估计值

0.031***（0.007）
0.661***（0.077）
0.676***（0.105）
0.070***（0.007）
0.059***（0.017）
0.027***（0.003）

1.445***（0.088）
0.489

1 099.64***

-9 912.514
27 832

（4）
边际效应

0.003***（0.001）
0.060***（0.008）
0.055***（0.009）
0.006***（0.001）
0.005***（0.001）
0.002***（0.000）

27 832

（5）
系数估计值

0.015*（0.008）
0.613***（0.078）
0.624***（0.107）
0.069***（0.007）
0.032*（0.017）

0.021***（0.003）
控制

控制

-2.523***（0.531）
0.454

870.84***

-9 601.066
27 832

（6）
边际效应

0.001**（0.001）
0.055***（0.008）
0.051***（0.009）
0.006***（0.001）
0.003*（0.001）

0.002***（0.000）
控制

控制

27 832
注：（1）***、**、*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2）基本控制变量

指城乡区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在子女数、健在兄弟姐妹比例、家庭收入水平、慢性病患病数、吸烟、喝酒、体力
劳动与日常锻炼、医疗保险领取情况，表3a、表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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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检验结果。

1.再就业对男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作用更显著

基于性别的异质性检验显示，劳动收入水平提高1%引起女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作用

较小，将引起男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概率增加0.2%，且对男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在5%水平内显著。老年女性在经济状况、身心健康、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累

积劣势（石智雷等，2018）[32]，再就业可能提高老年女性的生活满意度，但受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

习俗影响，不同性别老年人对劳动力市场的热情预期不同，老年女性更有可能在退休后降低对工作的

稳定性期望，放弃全职工作以满足照顾义务，尤其是为孙辈提供隔代照料，而老年男性倾向于经济上

的成功，退休后获得劳动收入可能避免离职带来的精神痛苦（Unger et al.，2018）[33]，因此，劳动收入水

平对男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作用更大且更为显著。

2.再就业对农村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更直接

基于城乡区位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劳动收入水平提高1%将引起农村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提高的概率增加0.2%，但可能引起城镇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降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需求依

次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高级需求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出现，因

此，在较贫穷地区，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更强；在较富庶地区，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

系非常微弱（Diener et al.，1993）[3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

均消费支出分别为49 283元、30 391元，农村居民对应收支分别为20 133元、16 632元。进一步利用

CHARLS数据，计算农村低龄老年人包括年度离退休金收入的个人年收入对数均值为4.38，城镇低龄

老年人的对应均值为7.22，相比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与个人年收入均较高的城镇低龄老

年人，农村低龄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提高对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求具有更显著的作用，劳动收入水

平与农村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可能更强。因此，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我

国城乡老年人收入差距，对于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劳动收入水平提高

可能引起城镇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降低，其主要原因是退休金收入对老年人是否就业有着重要的

表3a　异质性检验（边际效应）

变量

劳动收入水平

婚姻状况

子女照料支持

家庭经济支持

政府补助

社交活跃度

基本控制变量

地区效应

ρ

似然比检验

似然函数值

观测值

（1）
女性

0.000（0.001）
0.060***（0.010）
0.047***（0.012）
0.006***（0.001）
0.003（0.002）

0.002***（0.000）
控制

控制

0.454
641.31***

-6 417.080
16 965

（2）
男性

0.002**（0.001）
0.048***（0.013）
0.059***（0.013）
0.006***（0.001）
0.002（0.002）

0.002***（0.000）
控制

控制

0.451
209.73***

-3 144.697
10 867

（3）
农村

0.002***（0.001）
0.060***（0.009）
0.055***（0.011）
0.007***（0.001）
0.003（0.002）

0.002***（0.000）
控制

控制

0.429
613.88***

-7 694.533
20 922

（4）
城镇

-0.001（0.001）
0.042***（0.013）
0.041***（0.013）
0.003***（0.001）
0.003（0.002）

0.002***（0.000）
控制

控制

0.548
178.68***

-1 884.505
6 868

（5）
无需隔代照料

0.002**（0.001）
0.071***（0.010）
0.057***（0.013）
0.006***（0.001）
0.001（0.002）

0.002***（0.000）
控制

控制

0.428
315.24***

-5 342.557
14 415

（6）
需隔代照料

0.001（0.001）
0.030***（0.011）
0.041***（0.011）
0.005***（0.001）
0.004**（0.002）
0.002***（0.000）

控制

控制

0.467
295.21***

-4 318.010
13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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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退休金越低的人越容易产生就业需求（张翼，1999）[35]，而城镇老年人中享有离退休金的比重较

大，且以离退休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城镇老年人占比也较大，对于这部分老年人，再就业需求与意

愿较低，再就业可能降低其生活满意度。

3.再就业对不同隔代照料情况下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一

老年人选择再就业的倾向与意愿不同，在老年期可能不再从事有偿劳动而选择对孙辈进行照顾。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隔代照料的

老年人比例为 66.5%，其中，（外）祖母照顾孙辈的比例占 70%左右；CHARLS四期数据的低龄老年人

中，需要提供隔代照料的占比为 48.2%。由于提供隔代照料的低龄老年人需要支配更多时间照料孙

子女，此时选择再就业虽然能够提高其劳动收入水平，但可能带来更多的生活压力，对低龄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也可能存在差异，基于不同隔代照料情况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证实了需要隔代照

料的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可能提高生活满意度，但影响不显著，不需要隔代照料的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在

5%水平内显著提高生活满意度。

在表3a的异质性检验基础上，表3b进一步分析了再就业对不同性别且不同城乡区位、不同性别

且不同隔代照料情况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表3b显示，城镇的女性低龄老年人再就

业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结合表3a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老年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热情预期

较低，城镇老年人的各项收入水平均较高，因此城镇的老年女性更有可能在退休后降低对工作的稳定

性期望，再就业可能降低生活满意度，而农村的老年女性由于各项收入水平处于劣势地位，且没有明

显的退休时间点，因此在老年期获得的劳动收入对生活满意度仍具有提升作用。男性低龄老年人再

就业能够提升生活满意度，其中对农村的男性低龄老年人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老年女性更有可能在

老年期照料孙子女，因此不同隔代照料情况下老年女性的再就业选择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可能存

在明显差异，由表3b，女性低龄老年人在需要隔代照料的情况下再就业可能抑制生活满意度，但影响

效果不显著，在不需要隔代照料的情况下再就业能够提升生活满意度。因此，应对老年人照顾孙辈的

付出予以肯定，减轻老年人的隔代照料负担。

（三）稳健性检验

为排除变量选取的特殊性对核心结论的影响，本文更换了劳动收入水平的度量方式，表4的（1）
表3b　异质性检验（边际效应）

变量

劳动收入水平

控制变量

地区效应

ρ

似然比检验

似然函数值

观测值

（1）
女性

农村

0.002
（0.001）

控制

控制

0.424
438.47***

-5 185.918
12 646

（2）

城镇

-0.003**

（0.001）
控制

控制

0.570
133.61***

-1 207.009
4 292

（3）
男性

农村

0.002**

（0.001）
控制

控制

0.440
159.68***

-2 476.734
8 257

（4）

城镇

0.002
（0.001）

控制

控制

0.447
30.38***

-646.157
2 530

（5）
女性

无需隔代照料

0.002
（0.001）

控制

控制

0.430
224.93***

-3 509.094
8 684

（6）

需隔代照料

-0.001
（0.001）

控制

控制

0.456
203.91***

-2 961.500
8 280

（7）
男性

无需隔代照料

0.002
（0.001）

控制

控制

0.438
83.00***

-1 800.367
5 731

（8）

需隔代照料

0.002*

（0.001）
控制

控制

0.503
82.43***

-1 326.922
5 100

注：控制变量指婚姻状况、子女照料支持、家庭经济支持、政府补助、社交活跃度、城乡区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在
子女数、健在兄弟姐妹比例、家庭收入水平、慢性病患病数、吸烟、喝酒、体力劳动与日常锻炼、医疗保险领取情况，表5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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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将劳动收入水平由连续变量变更为0-1变量，将劳动收入水平大于等于均值的情况赋值为1，小
于均值的情况赋值为0，分析新的劳动收入水平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3）（4）列将劳动收

入水平调整为收入水平，即对劳动收入与年度离退休金收入加总求和后取对数衡量，分析收入水平对

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进一步得到更换变量

度量方式后的回归结果，由

表 4 的（1）（2）列，再就业能

够提升低龄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引入基本控制变量之

后，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仍具有正向影响

作用，但影响效果不显著。

由（3）（4）列，在未控制基本

控制变量与地区效应的情

况下，收入水平提高 1% 将

引起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

度提高的概率增加0.6%，控

制基本控制变量与地区效

应后，收入水平提高 1% 将

引起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概率增加0.3%，均大于基准回归中劳动收入水平对低龄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的影响，且相关影响均在1%水平内显著。提高低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能够显著提升生活满

意度，其中年度离退休金收入的提高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为显著，但仍应肯定再就业所得的劳动收

入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作用。表4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基准回归中再就业对低

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十分稳健。

（四）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判断再就业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表5为中介效

应检验结果，第（1）（3）（5）列分别报告了以服饰消费支出、耐用品消费支出、通讯设备支出为被解释变

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低龄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对相应消费支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低龄老年人

再就业获得的劳动收入促进了消费行为。第（2）（4）（6）列分析了再就业通过银发消费对低龄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估计结果，低龄老年人再就业能够通过影响银发消费支出，显著改善生活满意度。

Sobel检验的 p值均小于0.05，说明银发消费是再就业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渠道。本文

同样分析了家庭旅游支出、保健费用支出在再就业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中的中介作用，发现低

龄老年人再就业获得的劳动收入同样能够通过影响家庭旅游支出、保健费用支出，正向影响低龄老年

人的生活满意度，限于篇幅未做展示。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2011年、2013年、2015年、2018年四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通过构建随机效

应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表4　稳健性检验（边际效应）

变量

劳动收入水平

婚姻状况

子女照料支持

家庭经济支持

政府补助

社交活跃度

基本控制变量

地区效应

ρ

似然比检验

似然函数值

观测值

（1）
0.019***（0.005）
0.060***（0.008）
0.055***（0.009）
0.006***（0.001）
0.005***（0.001）
0.002***（0.000）

0.489
1 100.25***

-9 915.288
27 832

（2）
0.008（0.006）

0.055***（0.008）
0.051***（0.009）
0.006***（0.001）
0.003*（0.001）

0.002***（0.000）
控制

控制

0.454
870.38***

-9 601.885
27 832

（3）
0.006***（0.001）
0.061***（0.008）
0.050***（0.009）
0.005***（0.001）
0.005***（0.001）
0.002***（0.000）

0.482
1 068.16***

-9 850.271
27 832

（4）
0.003***（0.001）
0.054***（0.008）
0.050***（0.009）
0.005***（0.001）
0.003**（0.001）
0.002***（0.000）

控制

控制

0.452
866.00***

-9 591.954
27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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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再就业显著提高了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低龄老年人能够逐渐适应老年期的资源变

动过程，调整活动能力与效率，通过再就业获得劳动收入而改善生活质量，进而提高生活满意度。

第二，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性别差异上，再就业对

男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作用大于女性低龄老年人；城乡差异上，由于农村低龄老年人资源

禀赋显著落后于城镇低龄老年人，劳动收入与农村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更强，再就业使农

村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概率大于城镇；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的混合效应上，城镇的女性低龄

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更低，再就业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第三，不同隔代照料情况下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一。在不需要提供隔代照

料的情况下，获得劳动收入能显著改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但在需要提供隔代照料的情况下，老

年女性再就业可能抑制生活满意度。

第四，银发消费是再就业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可行机制，其中服饰消费支出、家具电器

等耐用品消费支出、通讯设备支出等消费选择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

（二）建议

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增收入”。逐步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由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知，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仍赚取劳动收入的比重与已获得离退休金的比重分

别仅为22.0%、34.7%，低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政府应充分把握低龄老龄化的机

会窗口期，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为有劳动意

愿的低龄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应考虑到低龄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差异，推行更加灵活的政策

措施，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根据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意愿偏好调整退休年龄限制，最大限

度激发低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活力，促进老年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第二，“缩差距”。建立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缩小城乡老年人社会保障差距。农村低龄老年人

的资源禀赋落后于城镇低龄老年人，根据后发追赶理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再就业提高农村低龄老

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概率更大，政府应不断建立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缩小城乡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

表5　中介效应检验（边际效应）

变量

劳动收入水平

服饰消费

耐用品消费

通讯设备支出

控制变量

地区效应

Sobel（p-value）

ρ

似然比检验

似然函数值

观测值

（1）
服饰消费

0.002***（0.001）

控制

控制

0.314
588.45***

-12 676.88
27 832

（2）
生活满意度

0.001*（0.001）
0.036***（0.006）

控制

控制

0.000
0.449

846.37***

-9 579.847
27 832

（3）
耐用品消费

0.001*（0.001）

控制

控制

0.071
26.84***

-11 867.103
27 832

（4）
生活满意度

0.001*（0.001）

0.015***（0.006）

控制

控制

0.002
0.453

865.55***

-9 597.496
27 832

（5）
通讯设备支出

0.001**（0.001）

控制

控制

0.093
46.13***

-12 050.832
27 832

（6）
生活满意度

0.001*（0.001）

0.020***（0.006）
控制

控制

0.001
0.454

869.08***

-9 594.093
27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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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方面的差距，降低农村老年人生活成本，缩小收入水平对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

第三，“减负担”。将隔代照料纳入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并出台配套支持政策。低龄老年人面临

提供隔代照料与再就业的选择，在不需要提供隔代照料的情况下，再就业能够显著改善低龄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因此政府应承认隔代照料的社会价值，给予照料者适度的经济补贴，缓解老年人因隔代照

料而造成的收入损失，减轻老年人的隔代照料负担。

第四，“强赋能”。挖掘老年需求，激发银发消费潜能。银发消费是再就业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的可行机制，政府应协调社会多方参与，科学研判和分层次挖掘老年需求。一方面，聚焦以1960
年代出生队列为代表的富起来的第一代老年人的银发需求，供给享乐型、智能化和社交支撑的适老化

技术和产品。另一方面，兼顾全体老年人的共性需求，从优化老年公交卡福利、增加医保报销结算便

捷性、定向发放消费券等公共服务维度发力，增强全体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便利性，建立健全消

费维权机制，增强老年人消费安全保障力度，营造良好的银发消费氛围，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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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 of Re-employmen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Low-age Elderly in China：

Based on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the Silver-hair Consumption

YUAN Xin1，XU Jing1，JIN Niu2

（1.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2.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population aging，the deep development of elderly human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ing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to adapt to aging，exploring the effect of elderly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low-
age elderly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uses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
nal Study （CHARLS） data from four periods in 2011，2013，2015，and 2018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e-employmen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low-age elderly based on their labor income levels. The main results showed that re-employ⁃
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low-age elderly，with a mor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effec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male low-age elderly；The effec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low-ag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is 
more direct； The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low-age elderly varies. In addition，family 
support，social support，and integration into society are beneficial for improving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low-age elder⁃
l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re-employment can improv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low-age elderly by in⁃
creasing their silver-hair consumption ability. Overall，re-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life satisfac⁃
tion of the low-age elderly. The formulation of population policies should focus on the core group，continu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o adapt to aging，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increasing income”“narrowing 
the gap”“reducing the burden” and “strong empowerment”，to enhance the re-employment willingness of the low-age el⁃
derly，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lderly resource endowment，reduce the burden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for the elderly，stimulate the potential of silver consumption， and finally improv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Key words】 Re-employment； Life Satisfaction； Silver-hair Economy； Population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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