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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信任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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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近年来我国面临生育率持续下降与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双重挑战，传统“养儿防老”观念逐

渐弱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对居民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21 年数据，构建包含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基本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

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基本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社会信

任在基本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参保可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增强其生

育意愿；第三，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就业性质等控制变量对生育意愿亦有重要影响。本文认为，

应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构建高信任的社会环境，以激发公众合理生育意愿，缓解人口结构性问题，

为人口政策优化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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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但生育

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年龄

人口减少，劳动力供给不足，影响经济稳定增

长。传统“养儿防老”观念曾是生育行为的重

要文化因素，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养老

保障体系完善，如养老院建设、养老保险普及

和智慧养老服务发展，家庭养老功能被社会养

老取代，居民生育意愿降低。根据《中国统计

年鉴》数据：2020—2022 年，我国新生儿数

量从 1202.11 万降至 956 万，出生人口下降明

显，2022 年首次跌破一千万。尽管从 2016 年

开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效果不显著，人口

性别比失衡、老龄化加深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

依然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构成挑战。

本文拟引入“社会信任”作为中介变量，

深入探讨基本养老保险如何通过社会信任机

制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全文将从四个部分展

开：首先回顾基本养老保险、生育意愿与社会

信任三者之间的研究文献；其次说明数据来源、

变量设置与理论模型；再次进行实证分析与检

验；最后总结研究发现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基本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

国内外学者通过多种数理模型研究基本

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发现二者显著相

关。一方面，养老保险完善削弱“养儿防老”

观念，产生“替代效应”，抑制生育意愿；另

一方面，其“收入效应”可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提升生育意愿。此外，城乡、区域和性别差异

也影响这一关系，如新农保在农村正向影响生

育意愿，但受传统观念调节后可能转为负向。

目前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结论，其影响机制需进

一步探讨
[1]
。因此，我们提出：

H1：基本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

响。

（二）基本养老保险与社会信任

研究表明，基本养老保险与社会信任密切

相关，社会信任在二者关系中起重要的中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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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作用。高社会信任水平可增强公众对政府

和政策的认同感，提高其对养老保障制度的接

受度与参与意愿。例如，政府信任与社会公平

感知能促进农村居民参与新农保，社会互动和

网络关系也显著影响居民的保险参与决策。在

社会信任较强的环境中，信息交流更顺畅，风

险认知更清晰，公众更愿意接受社会保障制度。

因此，在探讨基本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时，引入社会信任作为中介变量，有助于揭示

其作用机制并为政策优化提供理论支持
[2]
。由

此，我们提出：

H2：基本养老保险对社会信任具有显著的

正向作用，享有养老保险的人群对社会具有一

定的信任意识。

（三）社会信任在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之

间的中介作用

社会信任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对他人、

制度及社会支持的信赖程度，其对生育意愿具

有重要影响。在我国生育率持续低迷、老龄化

加剧的背景下，尽管政府推行二孩政策鼓励生

育，但相较于西方国家的激励措施，国内政策

支持仍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

社会制度的信任，进而影响生育意愿
[3]
。由此，

我们提出：

H3：社会信任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对社会的信任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高。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建立了以政府为主

导、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旨在

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

要部分，养老保险既缓解了老龄化带来的养老

压力，也对家庭生育决策产生影响。一方面，

它提高了居民的安全感和社会信任度；另一方

面，可能通过“挤出效应”削弱生育动机，尤

其在年轻人养老预期已有保障的情况下。社会

信任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中介作用，放大了养

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4]
。因此，我们提出：

H4:社会信任在基本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

的正向相关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基本养老保

险会影响居民的社会信任度，进而通过社会信

任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该

调查自 2003 年开始，每年对中国大陆各省、

市、自治区的超过 10,000 户家庭进行连续的

横截面调查，系统全面地涵盖了社会、社区、

家庭及个人等多个层面。本文选取 2021 年

CGSS 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剔除异常值

后，本文保留样本 5844 个。

（二）变量设定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基本养老保险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通过对虚拟

变量“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定义：参加城

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赋值为 1，未参加为 0。

被解释变量是生育意愿（fertility），基于 CGSS

问卷“如果没有政策限制，您希望有几个孩

子？”构建三项指标：生育意愿（fertility）、

儿子生育意愿（sfertility）和女儿生育意愿

（dfertility），量化受访者在无政策约束下的

理想生育数量和性别偏好。机制变量为社会信

任（trust），采用郑也夫的界定，即对他人行

为及社会秩序的信赖，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相

互依赖[5]。

（三）理论模型/分析策略

本文的数据清洗和实证回归均在Stata16

完成，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fertility 为受访者 i 的生育意愿，

endowinsurance为受访者 i是否参与养老保险，

control为控制变量集合， i 为随机扰动项。

当 1 为正时，表明参保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基本养老

保险对生育意愿影响的理论框架，重点探讨社

1i i n i ifertility endowinsurance control    



《经济管理前沿》 ISSN 3058-8243 2025 年 第 2期

19

会信任的中介作用。从社会生活、作用机制和

政府保障三个方面分析社会信任如何影响生

育意愿的转变，并揭示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及

原因。

基本养老保险 社会信任 生育意愿

图 1 基本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社会信任的中介作用模型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本文主要采用 Stata16 软件的统计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一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为 73.9%，样本平

均生育意愿为 2个孩子。已婚人口占比 70.2%，

生育性别比例差异不大。农业户口占比59.8%，

高于非农户口（40.2%），反映出我国农业户

口仍占比较大。党员占比 12.2%，仅 36%的人

从事非农工作，大部分以农业为主。阶层自我

感知水平（1-10 分）的均值为 4.318。健康水

平均值为 3.49，处于一般水平；教育背景均

值为 5.25，多处于职业高中学历阶段；收入

水平均值为 8.127，整体较为合理。

表 1 主要变量及解释说明

变量名 变量定义 样本 均值
标准

差

最小

值

最大

值

fertility
生育意愿

5,844 2.090 1.232 0.000 62.00

0

endowinsuranc
e

基本养老保险 5,844 0.739 0.439 0.000 1.000

gender 性别 5,844 0.459 0.498 0.000 1.000

hukou 户籍 5,844 0.598 0.490 0.000 1.000

party 政治面貌 5,844 0.122 0.327 0.000 1.000

edu 教育背景 5,844 5.255 3.259 1.000 13.00

0

health 健康水平 5,844 3.490 1.081 1.000 5.000

married 婚姻状况 5,844 0.702 0.458 0.000 1.000

class 阶层自我感知水平 5,844 4.318 1.852 1.000 10.00

0

lnincome 收入水平 5,844 8.172 4.166 0.000 16.11

7

job 就业性质 5,844 0.368 0.482 0.000 1.000

（二）相关性分析

表 3汇报了各变量的相关性。可以看到，

核心解释变量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和被解

释变量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其

他控制变量方面，农业户口与生育意愿之间正

相关，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之间负相关，健

康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负相关，已婚与生育意

愿之间正相关，阶层自我感知与生育意愿正相

关，收入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负相关，非农就

业与生育意愿之间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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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相关性分析

fertili
ty

endowin
surance

gend
er

huko
u

party edu
healt
h

marri
ed

class
lninc
ome

job

fertili
ty

1
0.057**

*
0.02
0

0.15
8***

0.02
5*

-0.28
1***

-0.12
4***

0.10
8***

0.02
2*

-0.15
2***

-0.17
8***

endo
wins
uranc
e

0.05
4***

1
0.02
8**

-0.10
4***

0.09
6***

-0.03
7***

-0.06
5***

0.15
8***

0.05
5***

0.14
5***

0.030
**

gend
er

0.00
5

0.028** 1
-0.03
6***

0.16
7***

0.12
0***

0.04
0***

-0.02
2*

-0.03
6***

0.23
3***

0.117
***

huko
u

0.09
9***

-0.104**
*

-0.03
6***

1
-0.22
2***

-0.41
2***

-0.06
5***

0.08
7***

-0.15
9***

-0.37
7***

-0.14
6***

party
0.01
6

0.096**
*

0.16
7***

-0.22
2***

1
0.24
0***

0.03
9***

0.03
5***

0.12
2***

0.22
2***

0.037
***

edu
-0.19
7***

-0.044**
*

0.08
7***

-0.40
0***

0.24
5***

1
0.28
5***

-0.11
8***

0.13
6***

0.44
3***

0.385
***

healt
h

-0.09
8***

-0.060**
*

0.04
1***

-0.07
8***

0.04
5***

0.27
6***

1
-0.03
7***

0.18
2***

0.20
9***

0.257
***

marri
ed

0.07
7***

0.158**
*

-0.02
2*

0.08
7***

0.03
5***

-0.16
8***

-0.03
0**

1
0.03
4***

0.02
7**

0.018

class
0.02
7**

0.053**
*

-0.03
8***

-0.14
9***

0.114
***

0.12
9***

0.18
8***

0.02
6**

1
0.17
1***

0.086
***

lninc
ome

-0.04
9***

0.156**
*

0.21
8***

-0.26
6***

0.16
8***

0.22
5***

0.12
8***

0.03
9***

0.10
0***

1
0.526
***

job
-0.13
3***

0.030**
0.117
***

-0.14
6***

0.03
7***

0.36
9***

0.26
5***

0.01
8

0.07
1***

0.41
2***

1

注：*** p<0.01, ** p<0.05, * p<0.1；主对角线上为 Spearman相关系数，下方为 Pearsonx
相关系数。

（三）机制检验

本文进一步探讨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生

育意愿影响的机制。采用温忠麟的逐步回归法，

表 5 汇报了 OLS 模型的回归结果。列（1）显

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显著促进生育意愿提升。

列（2）表明，参保情况对社会信任的系数在

10%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参保能促进社会信任。

列（3）将社会信任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

核心解释变量参保情况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中

介效应得到验证。

表 5 基于社会信任的机制检验

变量

中介变量：社会信任

(1) (2) (3)

Fertility Trust Fertility
endowinsurance 0.1350*** 0.0526* 0.1309***

(3.64) (1.71) (3.56)

trust 0.0724***

(4.63)

gender 0.0419 0.0926*** 0.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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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2. *代表 p<0.10,**代表 p<0.05,***代表 p<0.01。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发现

本文旨在探讨基本养老保险通过社会信

任对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CGSS2021

数据，检验了基本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以及社会信任的中介作用。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基本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存在显著正向

关系；第二，社会信任在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

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养老保险的参保增加会

促进社会信任，进而提升生育意愿；第三，在

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阶层感知度、工作

性质和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需予

以重视。

（二）政策建议

本研究发现对提升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

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具有重要启示。一是

应积极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增强社会信任，从

而有效提高生育意愿。二是着力营造有利于培

育社会信任的结构性社会环境。养老保险制度

通过社会信任机制影响生育意愿，应促进家庭

养老与社会养老有机融合，减轻子女养老压力，

缓解居民养老焦虑，从而形成理性稳定的生育

预期。三是构建互信互惠的社会认同机制。可

通过典型引导、示范户推广等方式，提高居民

对养老制度的认知度，增强群体间的信任关系，

激发参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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