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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月 17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29 69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1.1%，

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 21 6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5.4%［1］。我国已于2022年末正式由老龄化社会进

入到老龄社会，且老龄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进程

明显加快。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高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幸福感和获得感，不仅是学界和社会

各界研究探讨的焦点，更是党和政府关心的重要议

题。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不仅反映其生活状态

和生活质量，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老年人

的关注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是最为广泛接受的成

功老龄化的内涵界定［2］，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各方

面的主观评价，能够反映社会、经济、心理因素对个

体生活的综合影响［3］，是老年研究和探讨的重点。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具有重要影响［4-5］，志愿服务活动作为老年人社会参

与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实现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

的重要路径，是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发展

的重要方式，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和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路径［6］。现有研究表明，志愿

活动参与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参与志

愿服务的老年人比不参与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

高［5，7-8］。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志愿活动参与能

够直接预测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评分。

抑郁是老年期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是老年

心理健康的主要衡量标准。现有研究认为，参与志

愿活动能够改善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显著降低老

年人的抑郁倾向［8-10］，且抑郁作为心理健康的主要

衡量标准，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11］。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抑郁在志愿活动参

与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不同年龄标志着不同的生理机能状况、心智成

熟程度、生命周期阶段和社会经历等，具有一定的

异质性［12］。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

参与志愿服务的频率显著下降［13］；而年龄成熟效应

则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智会不断成

熟，社会经验不断丰富，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

和打击，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因此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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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和生活满意度水平更高［14］。目前，关于志愿服务

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作用机制及其年龄

组差异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将中老年人视为一个

整体进行探讨，有关影响机制及其年龄组差异都有

待进一步明确。从全生命周期和连续理论的视角，

有必要将中年人纳入整体分析，详细探究中老年人

参与志愿活动的作用机制和年龄组差异而非仅仅

是其平均状况，对于深入了解志愿活动参与的异质

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可以为相关部门

制定促进志愿活动参与、改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

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具

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中关于志愿活动参与对中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机制的探讨有所不足，且较

少关注年龄组差异。本研究主要回答三个问题：志

愿服务参与是否会影响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其

作用机制是怎样的，以及影响和作用机制在年龄组

上是否存在异质性。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
2018年数据。该数据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主持、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大

型跨学科研究项目，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

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微观数据，用以分析我

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相关问题的跨学科研究。

CHARLS 2018年数据样本量为19 816个，对志愿活

动参与、抑郁状况得分缺失以及年龄缺失或存在异

常值的样本直接删除，其他缺失值使用均值填补法

进行填补，同时截取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作为研

究样本。在完成缺失值和异常值处理后，2018年中

老年人的有效样本量为15 568个。

（二）变量选择

1. 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生活满意度使用问卷中的题目“总体来

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是极其满意，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还是一点也不满

意？”来测量，分别赋值为 5分、4分、3分、2分、1分，

为定序变量，评分越高代表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

平越高。

2. 自变量：志愿活动参与

参照现有研究［9］，把志愿活动参与设定为二分

类变量，即是否参与志愿活动，包括正式志愿参与

和非正式志愿参与。正式志愿参与的衡量使用

CHARLS问卷中的问题：“您过去一个月是否进行了

下列社交活动？6.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参加

的赋值为 1，没有参加的赋值为 0；非正式志愿参与

的衡量使用CHARLS问卷中的问题：“您过去一个

月是否进行了下列社交活动？3.向与您不住在一起

的亲人、朋友或邻居提供帮助”，参加的赋值为1，没
有参加的赋值为 0。将上述两个问题进行合并加

总，参与任意一项即为参与志愿活动，赋值为 1，没
有参与的赋值为0。

3. 中介变量：抑郁

CHARLS问卷中采用简版流行病学调查中心

量表（CES⁃D10）以测量研究对象在调查 1周前的

抑郁状况。该量表共包括 10个项目，询问被访者

在调查前 1周的主观感受和行为，其中 2项为正向

情绪（对未来充满希望、感到愉快）；5项为负向情

绪（感到烦恼、感到情绪低落、感到害怕、感到孤

独、感到无法继续生活）；3项为精神和躯体上的症

状（做事很难集中精神、做任何事都很费劲、睡眠

不好）。负向情绪及精神和躯体上症状赋值为：很

少或基本没有（<1天）=0、不太多（1~2天）=1、有时

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3~4天）=2、大多数时间（5~7
天）=3，对正向情绪进行反向赋值，量表得分为 10
个项目得分之和，范围为 0~30分，得分越高表明受

访者的抑郁状况越严重。量表的信度良好，Cron⁃
bach’s α系数为 0.8。

4. 控制变量

回归模型中根据文献综述纳入了影响中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的基本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和健

康状况。包括性别（男性=1，女性=0）、年龄、受教育程

度（未上过学=0，小学=1，初中=2，高中及以上=3）、婚
姻状况（已婚有配偶=1，无配偶=0）、城乡（城镇=1，
农村=0）、个人年收入、医疗保险（有=1，没有=0）、养
老保险（有=1，没有=0）、患慢性病数量以及自评健康

状况（很不好=1，不好=2，一般=3，好=4，很好=5）。变

量基本情况详见表1。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分为三

个步骤：第一，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中老年人志

愿活动参与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第二，使用逐

步回归法和系数乘积法探究抑郁在志愿活动参与

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中的作用机制；第三，

使用逐步回归法和系数乘积法进一步进行年龄组

差异的分析和探讨。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一）中老年人志愿活动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

为探究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建立一组线性回归模型来检

验，具体的数据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1纳入核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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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志愿活动参与和所有控制变量，主要考察在控

制其他变量后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模型 2在模型 1的基础上纳入中介变量

抑郁得分。

模型 1的数据结果显示，在控制相关变量后，

志愿活动参与和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得分之间有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不参与志愿活动的中老年

群体相比，参与志愿活动的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得分提高 0.041分（P＜0.05），数据结果验证了本研

究的假设 1。除此之外，年龄越大，中老年人的生

活满意度得分显著越高，年龄每增加 1岁，生活满

意度得分上升 0.009分，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同，

基本可以印证年龄成熟效应。受教育程度与中老

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与无配偶的中老

年人相比，已婚有配偶的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得

分显著更高。具体而言，已婚有配偶的中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得分比无配偶的中老年人高 0.112分，

丧偶、离婚和未婚导致的无配偶状态都可能使中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评分更低，这表明在我国婚

姻是中老年人重要的保护性因素。社会保障对中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享受

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中老年人比不享受的群体

生活满意度得分分别高 0.156和 0.060分。身体健

康状况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患

慢性病数量越多的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得分显著

越低，慢性病数量每增加１种，中老年人的生活满

意度得分显著降低 0.014分；自评身体健康状况越

好的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评分显著越高。性

别、城乡和个人年收入因素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中介变量抑郁得

分，抑郁得分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抑郁得分每增加1分，生活满意度的评分

下降0.044分（P＜0.001）。而且在纳入抑郁得分后，

模型的R2数值明显上升，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

不断改善。结合表2最后一列中老年抑郁模型的结

果，即志愿活动参与能显著降低中老年人的抑郁得

分，提升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抑郁得分在

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可能

具有中介作用，需要进一步分析和验证。

（二）中老年人志愿活动参与对生活满意度影

响的作用机制

基于文献综述及数据分析，抑郁得分在志愿活

动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可能具有中介作

用，进一步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分析和检验［15］。建立

如下模型：

Y=cX+e1
M=aX+e2
Y=c′X+bM+e3
其中 Y表示因变量生活满意度，X表示自变量

志愿活动参与，M表示中介变量抑郁得分，e表示

残差。

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影响

的作用机制可以通过图 1进一步表示。志愿活动

参与可以直接对中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c=0.041，P＜0.05）；同时也可以通

过降低中老年群体的抑郁得分，改善其抑郁状况，

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进一步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在加入中介变量抑郁得分后系数

仍然显著（c′=0.032，P＜0.05），故抑郁具有部分中

介作用，采用系数乘积法进一步估计抑郁的中介

效 应 。 Sobel 检 验 Z=ab/SE（ab）=0.212 × 0.044/
（0.126×0.001）=74.032>1.96，说明志愿活动参与通

过抑郁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中介效应

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 22.75%，数据结果

验证了研究假设 2。

变量

自变量：志愿活动参与

参与志愿活动

正式志愿活动参与

非正式志愿活动参与

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评分（分）

中介变量：抑郁

抑郁得分（分）

年龄组

中年组（45~59岁）

低龄老年人（60~69岁）

中龄老年人（70~79岁）

高龄老年人（≥80岁）

n（%）/均值±标准差

2 553（16.4）
310（2.0）

2 399（15.4）
3.26±0.79
8.42±6.49

7 355（47.2）
5 351（34.4）
2 370（15.2）
492（3.2）

变量

控制变量

男性

年龄（岁）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已婚有配偶

城镇

个人年收入（取对数）

享受医疗保险

享受养老保险

患慢性病数量（个）

自评健康状况（分）

n（%）/均值±标准差

7 617（48.9）
60.85±9.28
2 832（18.2）
6 836（43.9）
3 736（24.0）
2 164（13.9）

13 640（87.6）
4 614（29.6）
2.64±1.84

15 169（97.4）
13 987（89.8）

1.45±1.57
3.09±1.02

表1 变量基本情况 （n=15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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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

志愿服务活动

参与

生活

满意度

a=-0.212#（0.126） b=-0.044***（0.001）

c=0.041*（0.017）
c′=0.032*（0.016）

括号内为标准误；#：P<0.1，*：P<0.05，***：P<0.001。
图1 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中介效

应示意图

（三）年龄组差异分析

首先，以60岁为分界，将样本分为45~59岁（中

年组）和 60岁及以上（老年组）两组，探究志愿活动

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抑郁的中介作用在中

年组和老年组之间的差异，分年龄组作用机制的分

析结果如表 3所示。在中年组，志愿活动参与对生

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即直接效应不显著。当

纳入抑郁作为中介变量时，志愿活动参与对抑郁的

影响不显著，但抑郁得分能够负向预测其生活满意

度评分，不存在遮掩效应，因此，总体上间接效应也

不显著。而在老年组，志愿活动参与对生活满意度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直接效应显著。当纳入抑

郁作为中介变量时，志愿活动参与对抑郁具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志愿活动参与能够改善老年组

的心理健康状况。抑郁得分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存在间接效应，但纳入抑郁变量后，

志愿活动参与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系数

下降（β由 0.057降为 0.036）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中介变量抑郁得分仍然具有显著性（β=-0.043，
P<0.001）。因此，抑郁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即自变

量志愿活动参与对因变量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

为 0，但通过抑郁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存

在，志愿活动参与不能直接正向预测老年人的生

活满意度，而必须通过抑郁间接预测生活满意度，

抑郁可以被视为老年群体通过志愿活动提高生活

满意度的必要条件。综上，志愿活动参与对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在不同年龄组具有明显

差异。

其次，分别以 50、55、60、70、80岁为分界，将样

本分为 6组，进一步详细探究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

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在中年组和老

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教育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婚姻状况

城乡

个人年收入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患慢性病数量

自评健康状况

志愿活动参与

抑郁得分

常数项

R2

模型1
0.011（0.013）

0.009***（0.001）
-0.040*（0.018）

-0.067***（0.021）
-0.093***（0.024）
0.112***（0.019）
0.001（0.015）
0.003（0.004）

0.156***（0.039）
0.060**（0.021）

-0.014**（0.004）
0.199***（0.006）
0.041*（0.017）

1.839***（0.069）
0.080

模型2
-0.042***（0.012）
0.008***（0.001）

-0.072***（0.017）
-0.135***（0.020）
-0.180***（0.023）

0.044*（0.018）
-0.046***（0.014）
-0.006#（0.003）
0.135***（0.037）
0.058**（0.019）
0.006（0.004）

0.109***（0.006）
0.032*（0.016）

-0.044***（0.001）
2.725***（0.068）

0.182

抑郁得分

-1.227***（0.099）
-0.028***（0.006）
-0.741***（0.134）
-1.530***（0.157）
-1.994***（0.186）
-1.547***（0.147）
-1.063***（0.111）
-0.223***（0.028）
-0.476（0.298）
-0.050（0.157）
0.458***（0.032）

-2.065***（0.049）
-0.212#（0.126）

20.220***（0.527）
0.220

表2 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探究 （n=15 568）

结果为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P<0.1，*：P<0.05，**：P<0.01，***：P<0.001；各虚拟变量的参照组：女性、未接受过教育、无配偶、农村、无

医疗保险、未参与或领取养老保险。

年龄组

中年组

（45~59岁，n=7 355）

老年组

（60岁及以上，n=8 213）

变量

志愿活动参与

抑郁

R2

志愿活动参与

抑郁

R2

模型1
0.029（0.022）

0.083

0.057*（0.025）
0.076

模型2
0.029（0.021）

-0.045***（0.002）
0.181

0.036（0.024）
-0.043***（0.001）

0.182

抑郁

0.004（0.160）
0.220

-0.481*（0.200）
0.222

作用机制分析

系数 a、c、c′均不显著，无法检验

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因此，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显著

系数 c′不显著，具有完全中介作

用

表3 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机制的年龄组差异分析（中年组和老年组）

为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数据分析结果；结果为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P<0.05，***：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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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组内部的差异。分年龄组作用机制的分析结果

如表4所示，在45~49岁、50~54岁、70~79岁（中龄老

人组）和 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组）人群中，志愿活

动参与对其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及抑郁的间接

影响均不显著。

而在 55~59岁组中，志愿活动参与对其生活满

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纳入中介变量抑郁

后，志愿活动参与对生活满意度仍然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抑郁得分可以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但与

其他群体不同的是，志愿活动参与对抑郁不具有显

著影响。因此，可能存在遮掩效应。

在 60~69岁组（低龄老人组）中，志愿活动参与

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直接效应显著。

当纳入抑郁作为中介变量时，志愿活动参与对抑郁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能够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

且抑郁得分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存

在间接效应。纳入抑郁得分后，志愿活动参与对低

龄老年人生活满度的影响系数下降（β由0.060降为

0.040）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中介变量抑郁得分

仍然具有显著性（β=-0.045，P<0.001）。因此，抑郁

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志愿活动参与对中年组、低龄老人

组、中龄老人组及高龄老人组的影响系数及作用机

制明显不同，具有明显的年龄组差异。结合我国的

具体情况，本研究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55~69岁
的老年人基本处于退休阶段，空闲时间较多且身体

健康状况较好，因此参与志愿活动会对这一群体的

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产生更积极的作用。

年龄组

45~49岁
（n=1 660）

50~54岁
（n=3 075）

55~59岁
（n=2 620）

60~69岁
（n=5 351）

70~79岁
（n=2 370）

80岁及以

上（n =492）

变量

志愿活动参与

抑郁

R2

志愿活动参与

抑郁

R2

志愿活动参与

抑郁

R2

志愿活动参与

抑郁

R2

志愿活动参与

抑郁

R2

志愿活动参与

抑郁

R2

模型1
0.071（0.044）

0.104
-0.015（0.034）

0.081
0.070#（0.038）

0.080
0.060*（0.030）

0.078
0.033（0.050）

0.077
0.176（0.159）

0.064

模型2
0.490（0.042）

-0.043***（0.003）
-0.190

-0.006（0.031）
-0.048***（0.002）

-0.194
0.075*（0.037）

-0.042***（0.003）
-0.170

0.040（0.028）
-0.045***（0.002）

-0.190
0.010（0.047）

-0.042***（0.002）
-0.182

0.166（0.156）
-0.026***（0.005）

-0.081

抑郁

-0.497（0.320）
—

-0.201
0.175（0.246）

—

-0.222
0.134（0.283）

—

-0.230
-0.453#（0.236）

—

-0.223
-0.536（0.395）

-0.240
-0.354（1.321）

—

-0.168

作用机制分析

系数 a、c、c′均不显著，无法检验中介效应

或遮掩效应，因此，间接效应不显著

系数 a、c、c′均不显著，无法检验中介效应

或遮掩效应，因此，间接效应不显著

a×b 与 c′异号，存在遮掩效应，|a×b/c| =
8.04%

系数 c′不显著，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系数 a、c、c′均不显著，无法检验中介效应

或遮掩效应，因此，间接效应不显著

系数 a、c、c′均不显著，无法检验中介效应

或遮掩效应，因此，间接效应不显著

表4 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机制的年龄组差异分析（6个年龄组）

为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数据分析结果；结果为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P<0.1，*：P<0.05，***：P<0.001。

三、研究结论及讨论

本研究重点关注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及是否存在年龄组

差异。主要结论为：第一，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志愿

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第二，抑郁在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比为 22.75%；第三，如果考虑不同年龄组

的异质性，志愿活动参与对中年组和老年组的影响

系数及作用机制明显不同，具有明显的年龄组差

异。总体而言，志愿服务参与对改善低龄老年人心

理健康状况，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而

现阶段对中年人、中高龄老年人无显著意义。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提升中

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具有以下

启示：一是志愿活动参与作为社会参与的重要内

容，对于中老年群体，尤其是低龄老年人群体的心

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应该鼓

励更多的低龄健康老年群体进一步参与志愿活动，

实现个人价值，推进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

家战略，保障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二

是志愿活动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抑郁的中

介作用具有明显的年龄组差异，需要关注中老年群

体的异质性和复杂性，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和

干预措施，在鼓励志愿活动参与的有效措施外，还

应积极探索其他多种途径改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

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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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具有复杂性，但由于数

据限制，本研究仅使用自评得分作为衡量标准，存

在复杂概念简单化的操作风险，而且在影响因素

中未纳入其他可能的混杂因素，如地理区域、社区

环境、家庭关系等，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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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volunteer activity participation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and
age group differences

CHEN Gong，WANG Yingying，LIU La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2018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the
study used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tepwise regression and product of coefficients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volunteer activity participation 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depression. Moreover，
the age⁃group differences in the mechanism were further explored.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volunteer activity
participation was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middle ⁃ aged and elderly
people（β=0.041，P<0.05）. Depression was found to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of volunteer participation to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ed for 22.75% . Furthermore，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and
mechanism of volunteer activity participation on different age groups were obviously different. The results had
important values for preventing and intervening depression，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and promoting active aging.

Key words：volunteer activity participation；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life satisfaction；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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