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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老龄化视域下社会活动参与 

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曹红梅 何新羊
1
 

【摘 要】：促进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作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积极

老龄化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关键。基于 2017—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集，分析了

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和抑郁程度有显著

的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与高收入和城市老年人相比，社会活动参与对低收入和农村老年人健康的积极作用

更大，说明社会活动参与有利于降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机制分析表明，降低失

能风险是社会活动参与影响老年人健康的重要渠道，社会活动参与通过增强日常生活能力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进

而促进老年人健康。 

【关键词】：社会活动参与 老年人健康 积极老龄化 失能风险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基本国情之一。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

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是 1.91 亿人，老龄化程度为 13.50%。在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将由“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发

展到具有老龄化、高龄化、多健康状态长寿化人口特征的“渐富快老”新阶段。近年来积极老龄化理念逐渐成为我国老龄社会政

策的主要目标，政府出台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1。积极老龄化理念

认为老年人仍然拥有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事务的平等权利，鼓励国家努力创造条件让老年人充分融入和参与社会，给予老年人

更多的自主权与尊重。“健康、参与、保障”作为积极老龄化理念的三大支柱，共同支撑着积极老龄化目标的实现。作为积极老

龄化理念的核心内容，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既能够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又有益于社会发展。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社会活动参与与老年人健康 

离退休事件对老年人产生一种破坏性影响，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其从劳动力市场中脱离，更意味着个人社会角色的变动，从明

确有意义的社会角色转变成定位模糊和几乎毫无意义的社会角色，从独立生活变成依赖他人。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可以通过新

的社会活动参与和新的社会角色建构，来改善因离退休事件引发的抑郁和情绪低落，实现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获得自尊、心理

满足和健康长寿。 

再社会化理论认为，离退休后的老年人出于适应晚年生活环境的需要，通过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来维持、拓展社会网络与

社会关系，增强社会融入，降低社会隔离，促进自我的发展与完善，并最终取得良好的社会角色适应能力。这一观点与积极老龄

化的观念不谋而合。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要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进而促进其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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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顺利实现。相关研究表明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身心健康具有内在的保护功能：在身体健康方面，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有利于降低死亡风险 2，同时也能使慢性疾病患病率下降 3；在心理健康方面，社会活动参与能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幸福感和生

活质量
4
，缓解抑郁、孤独等不良情绪

5
。此外，社会活动参与还能够延缓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

6
，减少痴呆患病风险

7
。根据理论

分析和文献回顾，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一：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有积极影响。 

不同类型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行为具有明显差异性。从收入来看，经济条件对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形式与内容有重要

影响 8。由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知，老年人需求包括基础性物质需求和更高层次的精神性需求两种，较为严格的经济约束促使

老年人更加关注低级阶段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
9
。社会活动参与所需要的货币或非货币成本使低收入老年人群体参与意愿不高。

收入条件的改善使老年人对社会活动参与成本的支付能力增强，基于社交、情感的需要以及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高收入群体

更能从社会活动参与中受益，更有意愿参与社会活动 10。从城乡来看，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人口政策使得我国城乡社会文化结构

迥异，费孝通指出我国乡村“熟人社会”和城市“陌生人社会”并存。相较于城市老年人主要以个体化、“原子化”的存在方式

而言，农村老年人基于亲缘、地缘等社会纽带，有着较为稳定的交际圈和社会活动参与环境的良好建构 11，农村老年人在社会活

动参与连续性上要高于城市老年人
12
。根据理论分析和文献回顾，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二：社会活动参与对不同类型老年人健康可能存在差异化作用效果。 

2.社会活动参与、失能风险与老年人健康 

受传统文化理念影响，退休后的老年人倾向于回归家庭安享晚年生活，其多在家庭、社区附近活动，活动范围较窄；其活动

方式多为久坐或轻度活动，身体长时间得不到有效锻炼，“用进废退”预示着老年人可能面临较高的失能风险，极易引发肥胖、

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及其他慢性疾病 13。并且，就像遭遇家庭变故、长期经济困难一样，失能风险作为一种重要的“压力源”

极易产生“由身至心”的递推效应，降低老年人自我效能感、生活掌控感和社会支持感等，损害老年人精神状况 14。 

社会活动参与促使老年人走出家门，通过保持适度的日常锻炼、体育运动等方式降低失能风险，相关研究发现老年人持续参

与社会活动具有良好的失能预防作用，尤其是对工具性失能有更加积极的预防作用 15，同时社会活动参与频率越高、内容越丰富、

形式越多样，老年人失能风险就越低 16，而社会活动参与程度的降低会造成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和生活照料需求增加 17。根

据理论分析和文献回顾，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三：社会活动参与通过降低失能风险从而改善老年人健康。 

三、估计策略与数据说明 

1.估计策略 

分析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需要解决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首先，可能同时存在影响老年人社会活动

参与和健康的未观测变量，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风俗习惯等；其次，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和健康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相

对较差的健康状况约束了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需求，社会活动参与也会对老年人健康产生影响。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时，倾向得分

匹配（PSM）方法既不需要事先假定函数形式、参数约束及误差项分布，也不要求解释变量严格外生，在克服样本自选择导致的

“估计偏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18，因此选择 PSM法分析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此外，本研究还进一步基于中介效

应原理检验社会活动参与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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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参照经典的反事实分析框架，将老年人健康记为 Healthi，设置虚拟变量 Sociali={0,1}表示老年人

i是否参与社会活动（Sociali=1表示参与，Sociali=0表示不参与），即： 

 

将（1）式进一步变换： 

 

其中，（Health1i-Health0i）为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处理效应。反事实框架分析步骤如下：首先，基于 Logit模型获

得老年人 i 社会活动参与的条件概率。然后，进行倾向得分匹配。选取 k 近邻匹配、卡尺匹配、核匹配和马氏匹配四种匹配方

法。其次，匹配质量检验。通过检验匹配后两组样本在协变量上有无显著差异以确保匹配质量。最后，计算平均处理效应。聚焦

于社会活动参与老年人的健康变化，选择参与者的平均处理效应（ATT）进行衡量，其表达式为： 

 

其中，E(Health1i│Sociali=1）为参与社会活动老年人的健康状态，是可以观测的，而 E(Health0i│Sociali=1）为社会活动

参与老年人在反事实情境下的健康状态，是不可观测的，需要运用 PSM 方法构造 E(Health0i│Sociali=1）的替代指标

E(Health0i│Sociali=0）。 

(2）中介效应原理。为检验社会活动参与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作用机制，基于 Baron & Kenny提出的因果逐步回归法（casual 

steps approach），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其中，Disabilityi为失能风险；Xji为协变量；β1为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总效应；γ1为社会活动参与对失能风险

的效应；k'1 为控制住社会活动参与因素以后，失能风险对老年人健康的效应；k1 为控制住失能风险因素以后，社会活动参与对

老年人健康的直接效应；σi、τi、μi 分别为回归残差。因果逐步回归法是进行中介效应的经典方法，但近年来有文献认为

Bootstrap 法是检验中介效应的更好做法 19，遵循这一思路，利用 Boostrap 法验证社会活动参与如何通过影响失能风险进而影

响老年人健康。 

1.数据说明 

(1）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集。CLHLS是一项全国范围内开展最早、

持续时间最长的老年领域专项抽样调查，覆盖我国 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860多个县（县级市、区），系统采集 65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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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老年人的社会经济背景、生活方式、社会参与、健康特征等内容。2017—2018 年 CLHLS 共访问 15874 名 65 岁及以上老年

人，基于研究内容的需要以及对数据质量的要求，剔除数据中年龄小于 65岁及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但并不影响统计推论的有

效性，最终整理获得 8304个老年人个体样本。 

(2）变量说明。因变量是老年人健康，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老年人健康主要是其身心无恙和社会福祉的完美状态，从自评健康

和抑郁两方面衡量。自评健康（SRH）是老年人综合家庭遗传史、患病情况、社会适应等多种复杂因素以后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主

观评价 20,CLHLS问卷中将自评健康分为很不好、不好、一般、好、很好 5个等级，分别赋值为 1～5分，得分越大代表自评健康

越好。抑郁是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度量，采用简化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测量，包括消极情绪（因一些小事而烦恼、现在

做事很难集中精力、感到难过或压抑、做什么事都很费劲、感到紧张害怕、觉得孤独）和积极情绪（觉得与年轻时一样快活、对

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对于消极情绪，回答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分别赋值 0～4；对于积极情绪，对其得分做逆向处

理，即回答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分别赋值 0～4。将上述问题得分加总，取值范围为 0～32 分，得分越高说明抑郁越

严重。 

自变量社会活动参与是指在社会层面上老年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与其他人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进行交往维持社会关系，

并在资源交换中获得积极或消极个人体验的过程。基于老年人参加社会性因素活动的角度进行定义，根据老年人是否“串门、与

朋友交往”“打牌或打麻将等”“参加社会活动（有组织的活动）”以及“近两年里您外出旅游过多少次”进行测量，如果参加

以上任意一项社会活动，则视为有社会活动参与并赋值为 1分，否则视为没有社会活动参与并赋值为 0分。 

机制变量是失能风险，从日常生活能力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两方面测量。日常生活能力采用日常活动能力（ADL）量表测

量，ADL量表旨在评估老年人维持基本日常活动所需的能力，包括洗澡、穿衣、上厕所、室内活动、控制大小便、吃饭 6项活动，

每一项活动回答完全不能独立完成为 0 分，需要部分帮助为 1 分，完全独立完成为 2 分，取值范围为 0～12 分，得分越高说明

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越好。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采用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IADL）量表测量，IADL 量表旨在评估老年人完成基

本社交性活动所需的能力，包括独自串门、外出购物、做饭、洗衣服、连续走两公里、提起 5公斤重物、连续蹲站 3次、乘坐公

共交通 8项活动，每一项活动回答完全不能独自完成为 0分，有一定困难为 1分，完全独自完成为 2分，取值范围为 0～16分，

得分越高说明老年人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越好。 

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认为个体的自然属性、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生活习惯、患病或损伤状况等都会对老年人健康产生重

要影响，同时倾向得分匹配要求将同时影响处理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因素都包含进来，并且这些因素要尽可能外生。为此协变量主

要包括个体层面的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社会经济特征（教育、户口、独立生活来源、地区）、健康需要特征（慢性

疾病），以及中观层面的外部环境特征（居住安排、家庭总收入、社区支持）。独立生活来源根据“您现在主要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构建虚拟变量，将回答“退休金、当地政府或社团、自己劳动或工作”视为有独立生活来源并赋值为 1，将回答“配偶、子女、

孙子女、其他亲属、其他”视为没有独立生活来源并赋值为 0。社区支持得分依据社区是否为老年人提供以下 8项社会服务：起

居照料；上门看病、送药；精神慰藉，聊天解闷；日常购物；组织社会和娱乐活动；提供法律援助（维权）；提供保健知识；处

理家庭邻里纠纷。对于每一项社会服务，回答有为 1 分，没有为 0 分，取值范围是 0～8 分，得分越高表示社区支持越好。表 1

是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样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全样本（N=8304） 处理组（N=5769） 对照组（N=2535）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健康特征 

自评健康 

抑郁 

3.465 0.900 3.520 0.877 3.340 0.938 

9.988 5.183 9.603 5.054 10.863 5.363 

日常生活能力 11.279 1.938 11.751 0.994 10.206 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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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变量 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 11.398 5.620 11.369 3.995 6.915 6.183 

 年龄（周岁） 83.137 11.309 80.326 10.383 89.533 10.713 

人口学特征 性别（1=男性） 0.457 0.498 0.480 0.500 0.404 0.491 

 婚姻（1=有配偶） 0.477 0.500 0.545 0.498 0.323 0.468 

 文盲（1=是） 0.432 0.495 0.372 0.483 0.570 0.495 

教育 小学（1=是） 0.349 0.477 0.377 0.485 0.284 0.451 

 初中及以上（1=是） 0.219 0.414 0.251 0.434 0.146 0.354 

 户口（1=城镇户口） 0.309 0.462 0.304 0.460 0.318 0.466 

社会经济特征 独立生活来源（1=是） 0.498 0.500 0.532 0.499 0.419 0.494 

 东部地区（1=是） 0.517 0.500 0.502 0.500 0.552 0.497 

地区 中部地区（1=是） 0.247 0.431 0.256 0.436 0.227 0.419 

 西部地区（1=是） 0.236 0.424 0.242 0.428 0.221 0.415 

 高血压（1=是） 0.450 0.497 0.461 0.499 0.422 0.494 

 心脏病（1=是） 0.181 0.385 0.179 0.383 0.187 0.390 

 白内障（1=是） 0.141 0.348 0.131 0.337 0.164 0.370 

健康需要特征 脑血管疾病（1=是） 0.113 0.316 0.106 0.308 0.128 0.334 

 关节炎（1=是） 0.109 0.312 0.112 0.315 0.103 0.304 

 支气管炎（1=是） 0.104 0.306 0.101 0.302 0.111 0.314 

 糖尿病（1=是） 0.110 0.313 0.116 0.320 0.097 0.297 

 独居（1=是） 0.159 0.366 0.173 0.378 0.127 0.334 

居住安排 与家人同住（1=是） 0.808 0.394 0.802 0.399 0.824 0.381 

 住养老机构（1=是） 0.033 0.178 0.025 0.158 0.049 0.216 

外部环境特征 家庭总收入（取对数） 9.888 1.812 9.935 1.766 9.781 1.908 

 社区支持 1.914 2.170 2.007 2.180 1.704 2.131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估计 

为实现样本匹配，本研究利用 Logit模型分析了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影响因素。 

在人口学特征方面，年龄在 1%统计水平上对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显著为负，说明年龄越大的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可能性

越低。健康需求理论认为，随着年龄的自然增长，老年人健康资本损耗开始加快 21，独立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在逐渐降低。 

在教育方面，小学、初中及以上均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可能性就越高。

教育过程为老年人提供了同学、校友、老师等社会网络关系 22，而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为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提供了良好基础，

同时教育内容促使老年人与外界的交流、互动更有效率。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户口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与城市老

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可能性更高。根据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农村是“熟人社会”而城市是“陌生人社

会”23。熟人之间的人际互动与交流更为频繁、密切，邻里社会信任感更强，从而为社会活动参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支撑。独立

生活来源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老年人经济独立性越高，就越有可能参与社会活动，较好的经济独立能力促使老年人

社会活动参与意愿较少受到他人经济条件和主观态度等因素影响，并且其社会活动参与的形式与内容更为丰富多样。在地区方

面，东部地区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可能性较低。尽管东部地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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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提供了良好社会条件，但同时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也意味着更为繁重的工作生

活压力和更高的社会活动参与成本，老年人社会参与需求难以得到有效释放。相对而言，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市场

化程度不高，社会活动参与成本较低，加之社会文化的良好建构，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了重要契机。 

在健康需要特征方面，脑血管疾病在 1%统计水平上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与未患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相比，患有脑血管疾

病的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可能性更低。较差的健康状况约束了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意愿，其会尽量避免参与耗时耗力的社会

活动。 

在外部环境特征方面，与家人同住和住养老机构均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与独居相比，与家人同住和住养老机构

的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可能性更低。代际关系研究中的利他主义模型认为，与家人同住的老年人出于为子女分担生活压力的

考虑，倾向于承担一定的隔代照料与琐碎家务等责任 24，降低了其社会活动参与意愿。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在获得正式支持的同

时需要遵守一定的规章制度，在社会活动参与方面受到了机构管理的制约，其社会活动参与需求得不到有效释放。在外部环境特

征方面，家庭总收入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家庭经济条件越好，老年人越有可能参与社会活动。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

预示着老年人不需要为家庭生活投入太多心力，可以促使老年人无后顾之忧地去寻找晚年人生价值。社区支持在 1%统计水平上

显著为正，说明较高的社区支持有利于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社区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主要场所，良好的社区支持在社会活动宣

传、组织与开展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25，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活动参与机会。 

 

图 1匹配前（左）和匹配后（后）倾向得分匹配的核密度函数 

2.匹配质量检验 

图 1 是匹配前后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倾向得分值的核密度函数。与匹配前相比，匹配后两组老年人样本的倾向得分具有较

大范围的重叠，而且绝大多数观察值都在共同支撑域以内。此外，在使用 4 种匹配方法下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样本损失为 11，仍

然保留了 8293个匹配样本，匹配效果良好。 

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倾向得分匹配显著降低了处理组与对照组两组样本之间协变量的分布差异，降低了样本由于自选择

所导致的估计偏误，说明倾向得分估计和样本匹配是成功的。 

3.平均处理效应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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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估计结果。经过倾向得分匹配的反事实估计，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结果基本上保

持一致，说明社会活动参与确实对老年人健康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具体来看，社会活动参与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自评健康，其

净效应为 0.1481～0.1853，社会活动参与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抑郁，其净效应为-1.0330～-0.9257，这表明即使在考虑了老年

人社会活动参与的选择性偏差之后，社会活动参与会显著改善老年人健康。假说一得到证明。 

可能的解释是，活动理论认为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要求体力和心力的双重投入，一方面能够引导老年人在安享晚年生活时

积极走出家门参加户外运动，进行体育锻炼机会增多，有利于身体健康改善；另一方面，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社会活动参与能促进

人际互动和交流，从而有利于维持甚至拓展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增强其社会融入感，而且一个良好的社会网

络与社会关系使得老年人能够获得一定正式或非正式社会支持 26，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内在保护功能。此外，社会活动参与通

过阅读、看电视等方式，使得老年人大脑精神刺激增加，锻炼老年人认知功能，能够明显降低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病风险。 

4.异质性分析 

(1）收入异质性分析。根据家庭总收入变量的中位数将样本群体划分为低收入和高收入两个子样本，分别利用 PSM方法估计

社会活动参与对不同收入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相较于高收入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低收入老年人健康的积极影

响更大。具体来看，社会活动参与显著正向影响低收入和高收入老年人自评健康，其净效应分别是 0.1884～0.2512和 0.0713～

0.1028；社会活动参与显著负向影响低收入和高收入老年人抑郁，其净效应分别是-1.2914～-1.0584 和-0.6667～-0.5842，可

见社会活动参与对低收入老年人自评健康和抑郁的改善作用更大。可能的解释是，随着收入水平提升，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

康的积极效果有可能是边际递减的。尽管低收入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需求不强烈，但是相较于高收入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带给

低收入老年人健康特别是心理健康的边际效应更大。 

(2）城乡异质性分析。根据户口类型将样本群体划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子样本，分别利用 PSM方法估计社会活动参与对城乡

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相较于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积极效应更大。具体来看，社会活动

参与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和城市老年人自评健康，其净效应分别是 0.1723～0.2012和 0.0767～0.1302；社会活动参与显著负向影

响农村和城市老年人抑郁，其净效应分别是-1.2049～-1.1241 和-0.8723～-0.3740，可见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

和抑郁的改善作用更大。可能的解释是，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良好的社会文化建构使得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概率更高，

同时在社会活动参与的形式、种类与内容上更为多样，从而使得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积极影响更大。 

综合上述分析发现，与高收入和城市老年人相比，社会活动参与对低收入和农村老年人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大，可见社会活动

参与有利于降低不同社会经济老年人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假说二得到证明。 

5.作用机制分析 

适度的社会活动能够帮助老年人锻炼身体机能，减少生活依赖，降低失能风险，进而影响老年人健康。接下来基于中介效应

原理，检验社会活动参与能否通过降低失能风险进而促进老年人健康。 

估计结果显示，日常生活能力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介于社会活动参与与老年人健康（自评健康和抑

郁）之间。其中，日常生活能力是属于部分中介效应，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属于完全中介效应，说明增强日常生活能力和工具性

日常生活能力较好解释了社会活动参与是如何改善老年人健康的。综上所述，基于中介效应检验的计量估计结果清楚地反映了

社会活动参与影响老年人健康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社会活动参与—降低失能风险—老年人健康改善”的传导机制，说明失能

预防作为社会活动参与影响老年人健康的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假说三得到证明。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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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 2017—2018 年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集，分析了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

响。主要结论是：(1)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和抑郁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其净效应分别是 0.1481～0.1853和-1.0330～

-0.9257。(2)社会活动参与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健康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与高收入和城市老年人相比，社会活动参与对

低收入和农村老年人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大，说明社会活动参与有利于降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

(3)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降低失能风险是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渠道，日常生活能力和工具性日常生活

能力在社会活动参与与老年人健康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具体政策建议是：(1)利用各种新闻媒介在全社会适度宣传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家庭意义与社会价值，塑造老年人社会活

动参与的良好氛围与文化环境，强调老年人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唤醒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主观能动性和持

续性。(2)利用财政补助、企业捐赠、社会捐助等多元筹资方式，加强社会文化活动场所、活动器材等公共设施建设，为老年人

社会活动参与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3)重点扶持老年协会、老年社团组织、社区组织等有助于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社会组织

的发展，为推动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提供良好治理机制支撑。特别是社区作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主要场所，在组织、引导和促进

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应积极引导以社区为依托的老年人社会活动平台建设。此外，政府还应关注弱势老

年人群体的社会活动参与需求，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参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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