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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比较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与一般人 口生活质量的区别，在界定了老年人 口生活质量涵义 

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法分析并构造了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及权重确定，这为中国老年人口生 

活质量的评判及提 高奠定 了较为具体的、可操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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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涵义界定 

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除 

具有一般人口生活质量的共性之外 ，还有其特殊性．所 

谓共性，表现为生活质量的高低决定于生活条件的优 

劣程度和个人对生活的满足程度⋯．其特殊性集中体 

现在老年人的健康生活质量上．考虑到老年人 口的特 

殊性，笔者认为老年生活质量应该包括以下方面的内 

容：健康生活质量、物质生活质量、家庭生活质量、精神 

生活质量、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等5个方面． 

从人口生活质量到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演变如图 

1所示 ． 

人口生活质量内容 

(反映物质享受与自我实现) 

物质生活 

精神文化 

健康状况 

社会交往 

生活环境 

老年人口生活质量内容 

(反映健康质量及实现程度) 

健康质量 

物质条件 

家庭生活质量 

精神寄托 

自然环境 

图 1 人口生活质量与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比较 

从图 1中看出：人口生活质量与老年人 口生活质 

量所反映的内容的差异主要有以下方面： 

1)体系目标的差异 

人口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将目标确定在测定与反映 

人们生活福利发展水平的基准上，社会提高国民生活 

的充分程度及 国民得到满足的认同感 (周 长城， 

2003)；而老年人 口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将 目标定位在 

老年人口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以健康为根本的基础上， 

社会提高老年人口生活健康服务的供给程度及老年人 

口对健康需求的实现程度 J． 

2)内容结构的差异 

从图 1中可以看出，人 口生活质量的中心是以围 

绕物质生活的提高进行的，而老年人 口生活质量的中 

心是围绕老年健康质量进行的 】． 

3)研究范围的差异 

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是以所有具有社会公民权利 

的全体国民构成，而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是界定 

在 60岁以上的特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笔者在分析了老年生活质量包括的内容后，为了 

体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不失一般的情况下界定老 

年生活质量的内涵：老年生活质量是指社会提高老年 

健康的供给程度和老年健康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建立 

在一定物质条件基础上，老年人 口对生命及社会环境 

的认同感 。 ． 

2 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文中采用的层次分析法(简称 AHP法)较好地解 

决了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权重的确定．AHP法把复杂的 

问题分解成若干组成因素，把这些因素按属性不同分 

成若干组，形成不同层次．上一层次的元素作为准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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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层的某些元素起支配作用，同时他又受到更上一 

层元素的支配，这种从上至下的支配关系形成了一个 

递阶层次．处于最上面的层次叫目标层，一般只有一个 

元素，他是分析问题的预定目标或理想结果．中间层次 

叫准则层或子准则层，最低一层是要素层，它们是评价 

系统的指标．因此，采用 AHP法，将老年人生活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分成3个层次，即目标层、准则层和要素层 

(指标层)． 

2．1 老年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准则层权重值的确定 

老年人生活质量综合指数由健康生活质量、物质 

生活质量、家庭生活质量、精神生活质量、生活环境质 

量等5个一级指标加权平均合成，每一个一级指标又 

分别由若干个二级指标加权平均合成，如图2所示． 

老 
盔  

人 

生 

活 

质 

量 

指 

标 

健康生活质量指标 

物质生活质量指标 

家庭生活grit指标 

精神生活质量指标 

生活环境质量指标 

身体健康余量 

文化程度 

业余爱好 

参加社交活动程度 

空气质量水平 
== ======== ======  

水质 
==================  

绿化覆盖水平 

社会老年人事业支出水平 

—] 

养老保障水平 

图2 老年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把二级指标按从属于哪个一级指标分组，这里的 

各组二级指标是互相独立的，即任何两组二级指标之 

间没有互相重复的指标．为便于比较，老年人生活质量 

综合指数及各个一、二级指标的数值都设置在 0～100 

范围内，数值越大表示该项指标越好． 

记综合指数为F，n个一级指标为B ( 1，2，⋯， 

n)，它们的权重为 b ( =1，2，⋯，n)，则 

F=∑biB；． 
‘：l 

记一级指标 下属的二级指标为 C (．『=1，2，⋯， 

n )，它们对于 。的权重为c (-『=1，2，⋯，n )，(这里只 

讨论各组二级指标互相独立的情况)，则 

= ∑b。∑c c =∑∑bic c ． 

故指标 c 对于综合指标 F的权重为 bic ． 

下级指标对其上级指标的权重利用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构建．方法如下 

第一步 构造判断矩阵 

假设 n个因子 。， ：，⋯， 对某因素F有影响． 

对这 n个因子进行两两比较，n； 表示因子 B 和 ，对因 

素 F的影响大小之比，o 的值如表 1所示． 

表 1 因素比较 

的值 含 义 

表示因子 和B同 等重要 

表示因子 B 比B 略为重要 

表示因子 比B 较重要 

表示因子 B．比B 非常重要 

表示因子 B 比B 绝对重要 

表示以上两个相邻判断的中间状态 

如果因子 与 相比重要性为 ，那么曰 与 相 

比重要性为以 a 

为 n 元素的矩阵A=(a ) 称为判断矩阵或成对比 

较矩阵．矩阵A有下面性质： 

1 

(1)口 >0；(2)口 =÷．(i， =1，2，⋯，n)． 

满足这两个性质的矩阵称为正互反矩阵． 

根据健康生活质量、物质生活质量、家庭生活质 

量、精神生活质量、生活环境质量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 

重要性的分析，得到判断矩阵 

A = 

第二步 解特征方程IA，一AI=0，求出判断矩阵 

A的最大特征根 A ，并求出 A 所对应的一个特征 

向量 =( ， ，⋯， ) 

～  

 ̂
一  

把 归一化为：W=W／∑ ；w的各分量就是 
i：l 

、 
5  

4  

3  

2  

l  

= 

，  

～V  C 

—V  
C  ∑ 

= 

8 

而 
从 

； 9  

M馓 

一一艇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 ●  
5  3  3  

● ●  

5  3  3  

● ●  

1 2  2  

● ●  
3  2  2  

●  

http://www.cqvip.com


156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生 

所求的权重． 

在实际应用中，可用幂乘法计算 A 和 ，步骤 

如下 ： 

1)取定一个归一化的初始向量 f01，例如可取 

W(01=(1／n，1／n，⋯，1／n)‘ 

2)用递归法依次算出： 1)=AW(。)， 1)= 

1)／∑ Ⅲ， 
l=1 

W(2)=AW(1)，W(2)=W(2)／∑W(2)i， 
l=1 

— —  一  

^ 

I)=AW( )， I)= I)／∑W(0 
I=l 

直到满足条件，maxl 一W(̂̂ 1)i I< ， 

这里 是事先给定 的计算精度控制值，一般取 

= 0．000 09即可． 
— — — —  1 —— 

这时， = ‘)，A～=÷∑ )̂i／ ㈧ 
’ i=l 

对于上述的判断矩阵A，解得 

A =5．001 8，W = (0．321 4，0．205 3， 

0．205 3，0．134 0，0．134 0) 

第三步，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如果甲物体的重量是乙物体的2倍，乙物体的重 

量又是丙物体的3倍，则甲物体的重量就是丙物体的 

2×3=6倍．．根据这个原理，判断矩阵还应满足： 

。 =aikct ，i,j， ∈ {1，2，⋯，／7,} 

满足这个条件的判断矩阵称为一致矩阵．在构造 

判断矩阵时，要做c：=凡(17,一1)／2次成对比较，通过 

各种不同角度反复比较，可以减少个别失误的影响，较 

为客观地反映各个因子的影响力．但综合全部比较结 

果时，很难做到完全一致．应该容许判断矩阵在一定程 

度上非一致．但是，如果判断矩阵严重地非一致，得到 

的权向量就不能客观地反映各因子的影响力．所以必 

须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可以证明，当判断矩阵A是一致矩阵时，A的最 

大特征值A一 =凡，否则，A一 >17,．A 一凡越大判断矩 

阵A的非一致程度越严重．所以可利用平均值 CI= 
— n  

判断A的一致性，称 cI为一致性指标．当 CI= 
，‘ 一 1 

0时A为一致矩阵，当CI稍大于0时A有较满意的一 

致性，CI的值越大A的非一致性越严重． 

为了判断A的非一致性是否可以接受，还需要引 

入随机一致性指标 RI．RI是这样得到的：用从 1—9的 

整数中随机抽取的数字构造 凡阶正互反矩阵，算出相 

应的 CI，取充分大的样本，CI的样本均值就是 RI．表 2 

给出了$aaty用500个随机判断矩阵和许树柏用 1 000 

个随机判断矩阵计算出来的随机一致性指标： 

表 2 一致性指标 

当凡≥3时，定义一致性比率为 cR= ． 
I 上 

由于一、二阶正互反矩阵总是一致矩阵，故时RI= 

0，此时定义 CR=0． 

当CR<0．10时，认为判断矩阵A的一致性是可 

以接受的，否则应对判断矩阵A作适当修正． 

下面检验上述老年人生活质量一级指标的判断矩 

阵的一致性． 

CI= A 一，l 5．001 777 —5 
，l一 1 4 = 0．o00 444 

CR=雨CI=O ．0 00 444=o
． 000 397 

CR,~z0．10，判断矩阵有较好的一致性．这样，得到老年 

人生活质量的一级指标的权重如下： 

健康生活质量 0．32 

物质生活质量 0．21 

家庭生活质量 0．21 

精神生活质量 0．13 

生活环境质量 0．13 

上面求最大特征根、相应的归一化特征向量以及 

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等过程可以用一个简单 的 

MATLAB程序一次完成． 

根据五组二级指标对健康生活质量、物质生活质 

量、家庭生活质量、精神生活质量、生活环境质量的影 

响，依次得到如下判断矩阵 

A1= 

＼、 ●●● ●●●● ●●， ，／  

●  ● ●  

1  1  

● ●  
3  2  2  

2  

4  1  1  2  3  

3 ● ●  2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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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A s= 

利用 MATLAB程序求出它们的最大特征根相应的归 
一 化特征向量及一致性指标、一致性比率： 

I=(0．33，0．12，0．11，0．20，0．24) ， 

CII= 0．014 8，CRl= 0．013 3； 

= (0．39，0．21，0．21，0．1 1，0．07) ， 

CI2= 0．002 5，CR2= 0．002 2； 

= (0．30，0．20，0．30，0．20) ， 

CI3= 0．000 0，CR3 = 0．000 0； 

= (0．40，0．30，0．30) ， 

CI4= 0．000 0，CR4 =0．000 0； 

= (0．10，0．10，0．10，0．32，0．19，0．19) ， 

CIs=0．002 8，CR =0．002 2； 

所有 CR的值都远远小于0．1，5个判断矩阵有较满意 

的一致性． 

为了防止微小的非一致性累积产生严重的非一致 

性，还需要作组合一致性检验和总体一致性检验．设第 
一 层的判断矩阵一致性比率为 CR⋯，一级指标的权 

向量为(6 ，6 ，⋯，6 )，第二层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 

分别为 CI ，CI ，⋯，CI ，第二层判断矩阵的阶数分别 

为 t，，t ，⋯，t ，则组合一致性比率为 

CR(2) = 

∑6。cI 
i= l 

∑6 RI(t。) 
i=I 

上式中 RI(ti)为 t 阶正互反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指标 ， 

可查表得到．总体一致性比率为 

CR’ = CR(I)+CR(2) 

当 CR’<0．10时，可以认为总体一致性较好． 

下面计算老年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组合一致性 

比率和总体一致性比率 

O 32×0．014 8+n 21×0．002 5+n 21×O+n13×O+Q13×0．002 8 

“( )一0
．
32×1．118 5+0．21×1．118 5+n 21×n 8931+n13 x0．5149+n13×1．249 4 

CR’ =0．000 397 +O．005 6 = O．006 O 

可见总体一致性较为满意． 

2．2 老年人生活质量指标层权重的确定 

按照以上方法，通过 AHP法，得到老年人生活质 

量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 

表 3 老年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指标 权重 

健康生活质量 

1)身体健康余量 

2)预期寿命 

3)体型 

4)生活自理能力 

5)心理健康 

物质生活质量 

6)收入水平 

7)生活消费水平 

8)居住水平 

9)电视普及水平 

l0)电话普及水平 

家庭生活质量 

11)在婚水平 

l2)婚姻满意度 

l3)居住方式满意度 

l4)子女孝敬满意度 

精神生活质量 

l5)文化程度 

16)业余爱好 

l7)参加社交活动程度 

生活环境质量 

l8)空气质量水平 

l9)水质 

20)绿化覆盖水平 

21)社会老年人事业支出水平 

22)医疗保障水平 

23)养老保障水平 

0．32 

0．33 

0．12 

0．1l 

0．20 

0．24 

0．2l 

0．39 

0．2l 

0．2l 

0．1l 

0．07 

0．2l 

0．20 

0．30 

0．20 

0．30 

0．13 

0．40 

0．30 

0．30 

0．13 

0．10 

0．10 

0．10 

0．32 

0．19 

0．19 

2．3 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综合指数的计量 

对中国现阶段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时，通 

常是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进行，其内容至少应该包括 

以下5个方面：一是健康状况，包括：身体状况、营养状 

况、心理卫生等；二是物质条件，包括：经济收入、生活 

开支等；三是家庭生活，包括：婚姻、居住等；四是精神 

文化生活，包括：文化教育、情趣爱好、感情需求等；五 

是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这几个方面 

统筹 协调，才 会 真正 有 利于老 年人 生 活质 量 的 

提高 ． 

身体健康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保证．对老年人不 

2  

6  3  3 ／ 1  3  

3  

3  2  2  1 ／  2  

2  3  
2  1  1 ／ ／  

1  1  

2  3  
2 1 1 ／ ／ 

＼、●，●●●●／  

3  

／， 1  1  4  

3  

／， 1  1  4  

3  3  

，，，．．。．。。．．．．．．．．．．． 

＼ 

： 

4  A 

＼、●●●●●●●●●●／  

3  3  

3  3  

1 ／ 1 ／ 2  2  

 ̂ c、- ／ 1 ／ 1 3 3 

3  3  

1 ／ 1 ／ 2  2  

，， ，．．．．．．．．．．。．．．．．。．．．．

一一／ 

： 

3  A 

2  2  2  

／ ／ ／ 2  1  1  

1  1  1  

c、- c、- 2  ／ ／ ／ 2  1  1  

1  1  1  

3  3  3  2 2  ／ ／ ／ 1  ／ ／ 

1  1  1  1  1  

1  1  1  3  2  2  

1  1  1  3  2  2  

1  1  1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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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延长他们的寿命，让他们健康地生活，更重要的是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物质条件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基础．假如人们仍 

然在贫困线上挣扎，为吃饱穿暖奔波，全面提高生活质 

量自然无从谈起． 

家庭生活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体现．老年人需要 

更多的家庭照顾和慰籍，婚姻对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有重要的意义，子女孝敬是老年人享受天伦之乐 

的基础与核心．不愉快的家庭生活会成为生活中抹不 

掉的阴影，势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精神生活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需要．仅有物质方 

面的满足，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丰富的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水平再高也会感到无聊、孤独；相反，假如精 

神上富有，即使物质生活穷困一点，照样会感到生活 

充实． 

生活环境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保障．在一个社会 

安定、治安状况良好、自然环境优雅、各种服务配套、养 

，
老保障和医疗保险的普及、人人都能尊老敬老的社会 

中，老人们才能享受到更高质量的生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老年人 口生活质量的综 

合指数 ： 

QOL(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综合指数)= 

0．32HLQ(健康)+0．21MLQ(物质)+0．21FLQ(家庭)+ 

0．13JSQ(精神)+0．13ESQ(生活环境) 

3 结 语 

1)影响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5个方面中，笔者认 

为对老年人口生活质量影响最大的是健康生活质量， 

其次是物质生活与家庭生活，这与中国现实基本是吻 

合的． 

2)对老年人 口生活质量影响较小的是精神生活 

质量与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如果根据对生活质量的主 

观感受来看，精神与生活环境应该是影响生活质量较 

大的因素，上面的分析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较大差异正 

好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所决定的生活质量水平 

的差距． 

3)老年人口的特殊性主要反映在老年人 口对健 

康的关注与需求，虽然以上分析的 5个因素的增进都 

会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但惟有其中的健康存量 

决定着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过程．每个人通过遗传都 

获得一笔初始的健康存量，但这种原始积累的存量将 

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折旧，但也能由于对身体的医疗、康 

复、环境等经济与精神的投人而增加，这也是反映了老 

年人口与一般人口生活质量的主要区别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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