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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２０１８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论文利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及条件
混合过程（ＣＭＰ）估计法探究了从军经历与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内在联系。研究
发现：从军经历能显著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且这种提升效应在划分地区子样
本和保留男性样本的情况下依然存在。根据作用机制分析结果，从军经历及相
应的保障政策对居民应聘国有单位和获取养老保险、自有住房等生活保障有积
极影响。就职于国有单位、养老保险、自有住房、社会资本等因素能显著提高
退役军人的生活评价。该结果表明，在完善退役军人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应重点
关注退役军人的就业动态，提高其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此外，有关部门
还应持续优化住房保障、荣誉维护等方面的管理体系，以切实保障军人军属的
转移性收入与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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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安全和人民财产安全的坚实护盾，中国军人始终受到党和国家的
高度重视。“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强调要维护军人军属合
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２０１８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
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退役军人管理、抚恤和保障工作正式迈向新阶段。２０２１
年１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以下简称《退役军人保障法》）
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的法律条文，该法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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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就业、社会保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退役军人社会保障的法治体系，具
有里程碑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全年领取国家定期抚恤金、定期生活补助金的退役军人和其
他优抚对象８２７万人。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我国对退役军人生活水平与福利影响
因素的评估需求相当迫切，以学术研究服务和支持相关工作成为改善退役军人生
活条件的题中应有之意。

目前，我国学者已从福利制度设计（张伟东，２００８）、管理机构运作（李玉
倩、陈万明，２０１８）等宏观角度提出建议，但鲜有学者从微观视角分析退役军
人生活福祉改善的相关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综合社会资本、保障政策等
主客观因素，实证检验退役军人身份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原因有二：一
方面，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自身生活状况的综合判断，是个体衡量幸福感受的
主要依据（Ｄｉｅｎｅｒ，２０００）。另一方面，个体的民生福祉是否得到改善往往依赖
于个体本人的主观判断，而通过自陈量表法得到的“生活满意度”指标已被学
者们广泛接纳和使用，其有效性和可信度已得到多次验证（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２０１３；冯
明、赵佳涵，２０２２）；围绕这一指标开展相关研究不仅能有效评估退役军人的生
活感受，而且有助于精准识别提高军人生活水平的具体路径。

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借助２０１８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ＣＬＤＳ），就
从军经历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证检验，以
期为退役军人社会保障工作的深化提供参考建议。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
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丰富身份经济学与民生福祉的交叉研
究。“民生三感”是“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主要标志，本文在充分考虑居民
特征和政策规定的基础上，从微观个体出发，运用ＣＬＤＳ２０１８调查数据就从军经
历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性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为进一步深化从军经历与民
生福祉的关系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拓展国内对退役军人保障问题的分
析视野。与以往着眼于宏观政策分析和以经济效应为主的参军回报的研究不同，
本文通过使用数理方法将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险等微观要素引入退役军人权益
保障的相关分析，旨在拓展退役军人相关研究的切入视角。第三，揭示从军经
历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基于不同个体在就业单位、住房条件、社
会资本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本文进一步识别了从军经历影响居民生活满意
度的传导路径，对优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和加快实现“改善人民生活
品质”的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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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认为，人们通过不断地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来获得幸福。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幸
福问题与经济研究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经济学家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１９７４）将主观幸
福感与经济因素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国民平均幸福感并
未随国家富裕、人民收入增加而提升。１９７８年，Ｔａｊｆｅｌ （１９７８）首次提出认同理
论，并主张个体对加入能够提升自我价值和社会认可的群体的意向更强烈。
Ｈｏｅｌｔｅｒ （１９８３）基于角色认同理论提出，个体对角色的认同感是参与角色行为
的动力来源。Ｔａｊｆｅｌ和Ｔｕｒｎｅｒ （１９８６）在完善社会认同理论时发现，个体在与具
备良好声誉的组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幸福感最强烈。随着Ａｋｅｒｌｏｆ和Ｋｒａｎｔｏｎ
（２０００）首次将身份因素纳入新古典效用模型并提出“身份认同假说”，经济学
在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领域的研究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宽。一方面，现有研究已
然证实先赋身份，即个体与生俱来的身份，或因其成长而自动获得的外生身份
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如青少年和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较高而中年人较低，
年龄的幸福效应曲线呈Ｕ形；女性的生活满意度相对男性更高（Ａｌｅｓｉｎ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关注并探讨了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就业经历、住
房情况等受个体自致身份影响的因素（张翔等，２０１５；陆方文等，２０１７；聂伟，
２０１９）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内在联系。

除此之外，学者们对于能帮助个体获取社会资源、影响个体行为选择并实
现自我价值的社会身份更为重视，“退役军人”身份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军人群
体对国防安全具有特殊贡献，各国往往会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设立社会
保障制度以保障退役军人的生活水平（王沙骋等，２０２０），个体可凭借退役军人
身份依法享受优待政策，以获取工作机会、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社会资源，实现
生活质量在物质层面的改善。此外，在精神层面，退役军人会通过遵守军人特
定的行为规范，在共同树立的社会形象中获得社会认同并进而拥有较高的生活
满意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从军经历有利于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
从作用路径来看，就业、医疗、养老等条件是影响个体生活水平的重要因

素。首先，工作单位往往决定个体收入等物质福利水平。我国早期的退役军人
就业安置以政府计划分配为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转为政府安排和自主
就业相结合的安置模式（刘纪达、王健，２０１９），但整体上仍保留了退役军人进
入国有单位工作的优待政策。早期颁布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明确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优先接收军队转业干部。随着有关制度的逐步完善，退
役军人在报考国家公务员、应聘企事业单位时，在同等条件下可被优先录用。
而入伍前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就职的退役军人，在退役后可依规定复工复
职并享受不低于同等条件职工的各项待遇。可见，我国退役军人在党政机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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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单位招聘中具有优势。而研究发现，在党政机关等体制内单位工作的居民
幸福感更高，因为体制内员工的社会地位和福利水平更高（吴愈晓等，２０１５）。
同时，作为员工权益和福利的维护者，工会组织在国有单位的覆盖率更高，能
够显著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张抗私、刘翠花，２０１８）。基于此，本
文根据“个体第一份和最近一份工作是否就职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营企
业等国有单位”设立中介变量，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从军经历有助于个体进入国有单位工作并由此提高生活满意度。
其次，政府为某些身份群体制定的优待政策能提高个体参与社会保障的概

率，进而影响其生活福利水平。例如，美国退役军人医疗保障政策有效提高了
退役军人医疗保险覆盖率，截至２０１６ 年，仅３ ７％的退役军人尚未参保
（Ｚｅｌａｙａ ＆ Ｎｕｇｅｎｔ，２０１８），且医疗养老体系已为数百万名伤残退役军人发放补
偿救济以缓解其财务压力（Ｃｏｉ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同时，既有研究还证实退役军
人养老保险金的发放能改善受益人生活质量，延长其寿命（Ｓａｌｍ，２０１１）。目
前，我国军人保险涵盖伤亡、退役医疗和养老保险等项目，参保费用部分由国
家补贴，由军队部门收取保费并负责管理和赔付，军人退役后保险关系转接到
安置地部门。此外，退役军人养老保险可将军龄视为参保年限，并与实际缴费
年限合并计算。总体而言，退役军人更容易参与医疗、养老保险项目，而社会
保险与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侯志阳，２０１８）。因此，本文根据
“个体是否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城镇职工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构建养老保
险中介变量，并以个体“是否参与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构建医疗保险中介变量，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３：从军经历有助于个体更积极地参与养老保险并由此提高生活满
意度。

假设４：从军经历有助于个体更积极地参与医疗保险并由此提高生活满
意度。

再次，作为个体社会生活的必需品，住房是退役军人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
的重要领域，住房安置也是退役军人福利保障的重要内容。２００１年，《关于自
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已对退役军人住房补贴等内
容做出规定，面向军人群体出售的军队经济适用房、统建房和依靠安置地接收
单位分配住房的相关政策都旨在帮助退役军人获得稳定的自有住房。２０２０年，
《退役军人保障法》进一步明确了对退役军人合理居住权益和安置住房优待的保
障，符合条件的军队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在军人退役后可依程序优惠申购军队
经济适用房或统建房，住房产权归本人所有，并可申请住房和物业补贴。而根据
我国城市总体社会调查的研究结论，拥有自有住房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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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家庭幸福感（张翔等，２０１５）。基于此，本文构建自有住房产权的中介变量，
当个体住房为完全自有或自己子女所有，记为１，否则为０，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５：从军经历有助于个体获得更高的住房自有率并由此提高生活满
意度。

随着保障政策的逐步完善，军人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其贷款需求将低于非
军人群体。基于住房安置和购房补贴上享有的优待条件，退役军人面临的债务
负担会因家庭主要经济压力的缓解而降低，由此导致的生活福祉的损失也将变
小。同时，退役军人在获取创业补助和融资支持方面也享受一定的优待，如财
政贴息、贷款额度提升等。而包括住房负债、经营性负债和其他负债在内的家
庭负债行为会对居民幸福感带来显著的负面作用（李江一等，２０１５）。一方面，
为偿还家庭债务，居民需要被迫增加劳动供给，闲暇时间的减少会降低居民幸福
感（何启志等，２０２２）；另一方面，长期债务压力会严重损害居民的身心健康，在
被迫减少健康投入的同时增加心理焦虑，显著提高居民抑郁程度（Ｌｅｕｎｇ ＆ Ｌａｕ，
２０１７）。基于此，本文根据个体“是否有尚未结清的贷款”构建债务方面的中介
变量，当个体存在尚未结清的贷款，记为１，否则为０，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６：从军经历有助于个体减轻债务负担并由此提高生活满意度。
最后，社会资本有助于退役军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根据社会认同理论，拥

有同一身份的群体成员共同承受社会舆论对该身份群体的褒扬或偏见，并由此
获得相应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评价（Ｔａｊｆｅｌ，１９７８）。“拥军优属”是我国革命与建
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军人在服役结束后往往仍会遵守与军人身份对
应的行为规范，并从社会支持与身份认同中扩大人际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而
社会资本在传递就业信息、提高工作收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能为个人提
供情感沟通、归属感等精神支持（Ｌｅｕ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社会身份与社会资本的
双向转化关系通过物质帮助、精神支持两方面对个体生活满意度发挥积极作用。
已有文献研究发现（如刘一伟、汪润泉，２０１７），家庭人情礼的开支往往用于维
持家庭社会网络，礼金数目与礼金支出占家庭消费的比重能够较好地反映家庭
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与质量，并用于评估个体人际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真实状况。
因此，本文选取家庭层面的“人情礼支出对数”与“人情礼支出占比”作为社
会资本的衡量指标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７：从军经历有助于个体积累社会资本并由此提高生活满意度。
诚然，学者们已然关注到了退役军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并从社会保障、

住房安置等角度开展了前期研究。但略显不足的是，能将就业、保险、住房等
因素有机结合，并从社会保障角度探究从军经历与个体生活满意度内在关系的
文献相对较少。有鉴于此，本文将运用个体微观数据库对以上理论假设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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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检验，进一步拓展从军经历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２０１８年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

调查数据（ＣＬＤＳ），样本覆盖除我国港澳台、西藏、海南外的２９个省市家庭，
以轮换样本追踪方式调查家庭劳动力工作、健康、经济活动等众多社会内容的
现状和变迁情况。２０１１年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以下简称
《兵役法》）明确年满１８周岁的公民可应征入伍，入伍后最低服役期限一般为两
年。为保证服役经历的完整性，本文选取１８周岁及以上的人群作为样本，并剔
除了服役一年及以下和主要变量缺失值严重的样本数据。此外，本文将汇报
“拒绝回答”“不适用”“不清楚”的样本值统一视作缺失值并予以剔除。经处
理后，本文保留了７５５７个样本作为基本研究对象。

（二）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被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根据２０１８年ＣＬＤＳ调查问卷，关

于生活满意度的主观问题为：“总体来说，您对您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么？”被
访者有“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５种选项，对应
的评分为１—５，数值越高代表生活满意度越高。参照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２０１３）、周烁等
（２０２０）的研究方法，为尽可能缓解问卷调查中难以避免的“中心趋势偏差”
问题，结合本文更关注被访者对生活状况“满意与否”的方向性维度的研究事
实，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生活满意度构造为一个二元变量，即当被访者对生活状
况感到“满意”“非常满意”时，被解释变量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本文主要解释变量为从军经历。根据被访者对“是否参过军”的回答及其
具体的服役年限，本文得以衡量被访者是否拥有较完整的从军经历（是＝ １，否
＝ ０）。退役军人样本为２１６个，约占总样本的２ ８６％，符合实际情况。在控制
变量方面，本文对性别、出生时户籍性质、父亲职业等发生于个体从军选择前
并可能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变量加以控制。

表１报告了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主要变量的样本量均为７５５７个，
我国居民生活满意度均值为０ ６７３８，全样本的男女比例接近１ ∶ １，少数民族占
比８ ８５％，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处于较低水平，基本符合我国社会人口特征；
而参军个体以汉族男性居多，也与现实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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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符号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生活满意度 Ｓａｔｉｓ＿ ｆ 满意＝ １；不满意＝ ０ ０ ６７３８ ０ ４６８８

从军经历 ｖｅｔｅｒａｎ 有从军经历的退役军人＝ １；无从军经历＝ ０ ０ ０２８６ ０ １６６６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女性＝ １；男性＝ ０ ０ ５１０２ ０ ４９５１

户籍性质 ｈｕｋｏｕ 出生时户籍为非农业户籍＝ １；农业户籍＝ ０ ０ １３４７ ０ ３４１４

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 汉族＝ １；少数民族＝ ０ ０ ０８８５ ０ ２８４１

宗教信仰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有宗教信仰＝ １；无宗教信仰＝ ０ ０ ０９７１ ０ ２９６２

父亲职业 ｆａ＿ ｊｏｂ 父亲职业为农林渔民／个体户＝ １；其他＝ ０ ０ ７２１５ ０ ４４８３

母亲受教育年限ｍｏ＿ｅｄｕ

研究生及以上＝ ２２、本科＝ １６、专科＝ １５、高中
（含中专、技校） ＝ １２、初中＝ ９、小学＝ ６、无受
教育经历＝ ０

２ ６５７４ ３ ７６９４

兄弟姐妹数目 ｓｉｂｌｉｎｇ 兄弟姐妹数目（位） ３ ５１３６ ２ ０４５９

边境冲突时是否
符合服役年龄 ｄ＿ａｇｅ 符合１８ － ２２岁的服役年龄＝ １；不符合＝ ０ ０ １７６８ ０ ３８１５

恢复高考时
是否成年 ａｇｅ１８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时年满１８周岁＝１；未满１８周岁＝０ ０ ２９１０ ０ ４５４２

第一份工作
就职于国有单位 ｊｏｂ＿１

第一份工作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事业
单位或国营企业＝ １；其他＝ ０ ０ １４８２ ０ ３５５３

最近一份工作
就职于国有单位 ｊｏｂ＿ ２

最近一份工作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事
业单位或国有企业＝ １；其他＝ ０ ０ １３０３ ０ ３３６７

与从军有关的
医疗保险 ｖｅ＿ｍｅｄ

有城镇职工或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中的任意一项＝ １；没有＝ ０ ０ ８９７３ ０ ３０３６

与从军有关的
养老保险 ｖｅ＿ｅｎｄ

有机关事业单位、城镇职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中的任意一项＝ １；没有＝ ０ ０ ６３５７ ０ ４８１３

自有住房产权 ｈｏｕｓｅ 当前住房产权自有、子女所有＝ １；否＝ ０ ０ ３８８９ ０ ４８７５

人情礼支出对数 ｌｒｅｎｑ 家庭礼品和礼金年总支出对数 ０ ２４１７ ０ ２７８０

人情礼支出占比 ｒｅｎｑ＿ ｐ 礼品和礼金年总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 ０ １０３６ ０ ２９８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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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的构建

由于难以观测到所有影响个体参军选择的因素，模型中可能存在因遗漏变
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使得估计结果有偏。考虑到本文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
均为虚拟变量，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并不适用。为此，本文借鉴叶金珍和王勇（２０１９）
的研究方法，采用条件混合过程（ＣＭＰ）估计法进行检验。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围绕个体出生年份及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年限构建工
具变量是解决从军经历内生性问题的重要思路（Ｌａｗ ＆ Ｍｉｌｌｓ，２０１７；王元芳、
徐业坤，２０２０）。因为出生年份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随机外生的，而重大历
史事件又很可能改变当时适龄人群入伍的概率，如大规模战争和恢复高考，与
内生解释变量相关性较强。因此，本文结合既有研究与我国近现代历史经验构
建“边境冲突时是否符合服役年龄” “恢复高考时是否成年”两个工具变量。
一方面，１９６９年中苏边境冲突会提高数年内适龄群体的入伍概率。由于１９５５年
颁布的《兵役法》未涉及具体的入伍年龄上限，本文参照１９８４年《兵役法》的
相关规定，根据个体在１９６９年中苏边境冲突及后５年是否符合１８—２２岁的服
役年龄来构建工具变量（ｄ＿ａｇｅ），为１９６９—１９７４年间１８—２２岁的个体赋值为
１，否则为０。另一方面，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增加了青少年未来的发展选择，但由
于学习能力不足、家庭经济困难等客观因素普遍存在，应征入伍对当时的成年
人仍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基于此，本文对１９７７年已年满１８周岁的个体取值
为１，否则为０，以此构建工具变量ａｇｅ１８。

（四）模型设定

结合变量特点和模型内生性的考虑，本文选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ＣＭＰ估计方法
进行回归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Ｓａｔｉｓ＿ ｆｉ ＝ α ｉ ＋ β１ｖｅｔｅｒａｎｉ ＋ ｒ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μ ｉ ＋ ε１ ｉ （１）
ｖｅｔｅｒａｎｉ ＝ α ｉ ＋ β２ｄ＿ａｇｅｉ ＋ β３ａｇｅ１８ ｉ ＋ ｒ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μ ｉ ＋ ε２ ｉ （２）
其中，式（１）为结构方程，表示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控制变量间的函

数关系；式（２）为ＣＭＰ估计法第一阶段方程。Ｓａｔｉｓ＿ ｆｉ代表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水平，ｖｅｔｅｒａｎｉ代表被访者是否具有较完整的从军经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为前文设定的一
系列控制变量；ｄ＿ａｇｅｉ和ａｇｅ１８ ｉ为本文工具变量。μ ｉ 、α ｉ 、ε ｉ 分别为出生地区固
定效应、截距项和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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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逐步回归思想，本文分别运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ＣＭＰ估计法对从军经历的

身份福利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根据表２中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回
归结果，从军经历变量始终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发挥正向的影响效应，在加入控
制变量与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假设１通过初步验证并可以
得出基本结论：较为完整的从军经历能提高个体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
在ＣＭＰ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工具变量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说明在１９６９—１９７４
年间属于应征适龄人员的群体及恢复高考时年满１８周岁的人群入伍概率更高，
符合理论预期。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系数通过１％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第一、第二阶段回
归残差项相关，模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采用ＣＭＰ估计法进行联合检验是合适
的，其结果也优于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据此，本文采用ＣＭＰ估计法进行后续分析。另
外，本文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既有研究存在一致性，如：女性的生活满意度
普遍高于男性，有宗教信仰的个体生活评价相对更高（Ａｌｅｓｉ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周
烁等，２０２０）。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ＣＭＰ第一阶段 ＣＭＰ第二阶段
ｖｅｔｅｒａｎ ０ ０６１８ ０ ０６０５ ０ ０６１０ ０ ５２７０

ｄ＿ａｇｅ ０ １９８３

ａｇｅ１８ ０ １９５５

ｇｅｎｄｅｒ － ０ ０１３８ － １ ３０３２ ０ ０３００

ｈｕｋｏｕ ０ ００９５ ０ １４７４ ０ ００４０

ｎａｔｉｏｎ － ０ ０８５２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０２８６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０ ０５６８ － ０ ４８２５ ０ ０２８６

ｆａ＿ ｊｏｂ － ０ ０５１９ － ０ ０１９６ － ０ ０１８３

ｍｏ＿ ｅｄｕ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１２４６ ０ ０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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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ＣＭＰ第一阶段 ＣＭＰ第二阶段
ｓｉｂｌｉｎｇ －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３０４ － ０ ００５２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 ０ ８３３７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３ ４２ １７ ９２ ４２ ７４ ３４０ ９４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４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以分样本回归、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方式进一步检验回归

结果的稳健性（见表３）。首先，考虑到我国退役军人安置以返回入伍时户籍所
在地为主，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的差异可能导致退役军人身份福利效应存
在明显差异。因此，本文根据个体出生地划分东部和东北部、中西部两类子样
本。结果如表３模型１、模型２所示，在两类地区子样本中，从军经历都能提高
个体生活满意度，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其次，尽管本文样本选取符合
实际情况，但鉴于女性退役军人样本比例很低，全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可能因
个别女性退役军人的变量取值存在偏差。有鉴于此，本文在此部分剔除女性样
本再次进行检验。结果如模型３所示，在剔除女性样本后，从军经历变量仍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本文使用服役年限Ｖｔｉｍｅ作为从军经历的替代变
量进行检验，模型４结果显示基本结论未发生改变。最后，本文将生活满意度
评分为３至５的个体赋值为１，另外两项赋值为０，以此修改被解释变量定义；
对于问卷直接呈现的生活满意度五级评分，本文构造有序离散变量进行稳健性
检验；由于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具有内在一致性，都反映了被访者对生活
的认知评价和积极或消极的心理状态，本文将自评幸福感得分为４和５的个体
标记为１，其余为０，构建主观幸福感指标重新进行检验。基于替换被解释变量
后得到的模型５至模型７的从军经历始终在１％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正，进一步
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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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稳健性检验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ｖｅｔｅｒａｎ ０ ６８６５ ０ ５５９０ ０ ６１３４ ０ ２６２３ ０ １４４５ ０ ４３８５

Ｖｔｉｍｅ ０ ３４１５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 １ ５０４１ － ０ ９８１１ － １ ４５８９ － １ ７０３１ － １ ２６９３ － ０ ３８５５ － ０ ６５８９

样本量 ３３２４ ４２３３ ３２４８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３３９ １６ ２２５ ６１ ４９８ ９０ ４１３ １５ ２３４ ７６ ２７６ ６８ ３３２ ７６

注：表中回归均使用ＣＭＰ估计法；、和分别表示在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的水平上统计
显著。除模型３不含性别变量外，其余模型均涵盖前文设定的所有控制变量；各模型均加入地
区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进一步讨论模型稳健性
虽然前文已运用控制变量法与工具变量法来尽量减少遗漏变量可能带来的

影响，但考虑到个体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家庭情况等可能影响个体参军选择的
其他因素，本文进一步引入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来保证个体参军行为的随
机性。具体而言，根据控制变量的特征从非军人群体中匹配与军人个体ｉ条件接
近的非军人样本ｋ，采用个体ｋ的生活满意度作为个体ｉ的近似反事实参照，以
进一步明确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ＰＳＭ方法的前提条件是样
本必须满足平衡性检验要求（见表４），以保证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系统性
差异仅存在于核心解释变量。结果如表４所示，本文控制变量在匹配前具有显
著性差异，而在使用１ ∶ １近邻匹配方法后，两组样本的ｔ值均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各变量偏差降至５％以下，说明匹配后的样本数据符合平衡性要求。

表４　 １ ∶ １近邻匹配平衡性检验

变量 样本 实验组 对照组 偏差（％） 偏差降低比例（％） ｔ值
ｇｅｎｄｅｒ 匹配前 ０ ０３７０ ０ １２８８ － ３３ ７０

匹配后 ０ ０３７０ ０ ０３７０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 ３ ９６

０ ００

ｈｕｋｏｕ 匹配前 ０ １７５９ ０ ０４８８ ４１ ００

匹配后 ０ １７５９ ０ １６２０ ４ ５０
８９ １０

７ ５３

０ ３８

ｎａｔｉｏｎ 匹配前 ０ ０７８７ ０ ０４２６ １５ １０

匹配后 ０ ０７８７ ０ ０７８７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２ ４１

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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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样本 实验组 对照组 偏差（％） 偏差降低比例（％） ｔ值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匹配前 ０ ０３２４ ０ ００９６ １５ ９０

匹配后 ０ ０３２４ ０ ０２７８ ３ ２０
７９ ７０

２ ９７

０ ２８

ｆａ＿ ｊｏｂ 匹配前 ０ ７１３０ ０ ８６９８ － ３９ ３０

匹配后 ０ ７１３０ ０ ７１３０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 ６ ２８

０ ００

ｍｏ＿ ｅｄｕ 匹配前 ２ ４４４４ １ ２９６８ ３４ ７０

匹配后 ２ ４４４４ ２ ３８８９ １ ７０
９５ ２０

５ ６０

０ １６

ｓｉｂｌｉｎｇ 匹配前 ３ ８１４８ ３ ６２７１ ９ ９０

匹配后 ３ ８１４８ ３ ８７５０ － ３ ２０
６７ ９０

１ ４３

－ ０ ３１

注：限于篇幅，上表仅报告了１ ∶ １近邻匹配方法的检验结果，另外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与
此相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基于三种匹配方法得到的样本，本文分别采用内生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ＣＭＰ估计
法进行回归分析（见表５）。结果如表５所示，无论基于何种匹配方法，内生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ＣＭＰ估计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都与基本回归模型保持一致，从军
经历对个体生活满意度始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５　 匹配后样本回归结果
Ｐｒｏｂｉｔ ＣＭ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１ ∶ １近邻匹配 １ ∶ ４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１ ∶ １近邻匹配 １ ∶ ４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ｖｅｔｅｒａｎ ０ ０５３４ ０ ０６４７ ０ ０６１２ ０ ５０１７ ０ ５４６３ ０ ５２６７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 ０ ９４９７ － １ １３０７ － ０ ８３３１

样本量 ２３０５ ２３６３ ７５５３ ２３０５ ２３６３ ７５５３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２４ ８６ ２４ ０９ ４２ ０９ ２７５ ７２ ３５３ ５０ ３４１ ３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各模型均加入控制变量
和地区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作用机制分析
退役军人身份福利效应的作用机制可从客观、主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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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前者是指个体通过退役军人身份依法享有就业、社会保险、住房等优待政
策以改善自身物质生活条件和提高生活评价；后者主要在于社会对某一身份和
群体的认同能让拥有该身份的个体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本，进而得到物质、心理
上的满足。基于上述机理和我国保障政策的实际情况，本文从就业单位、社会
保险、住房条件等方面探究从军经历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并采用中
介效应模型做进一步的检验。理论上，如果变量Ｍ是自变量Ｘ影响因变量Ｙ的
中间媒介，则称变量Ｍ为中介变量。根据依次检验法的思想，变量间的影响过
程可用如下方程表示：

Ｙ ＝ ｃ１Ｘ ＋ ｄ１ ｉＺｉ ＋ ｅ１ （３）
Ｍ ＝ ａＸ ＋ ｄ２ ｉＺｉ ＋ ｅ２ （４）
Ｙ ＝ ｃ２Ｘ ＋ ｂＭ ＋ ｄ３ ｉＺｉ ＋ ｅ３ （５）
其中，Ｚｉ为一系列控制变量；ｅ１、ｅ２、ｅ３为随意扰动项，使用ＣＭＰ估计法依

次检验ｃ１、ａ、ｂ、ｃ２的显著性来判断变量Ｍ是否为Ｘ对Ｙ的中介变量。机制检
验结果如表６和表７所示，其中，表６模型１至模型４表明，从军经历有助于个
体进入体制内工作，也提高了个体获取养老保险的机会，但退役军人与非军人
群体在医疗保险获取方面并未呈现显著差异。表７模型１至模型４则证实，从军
经历有助于个体获得自有住房、积累社会资本并减少其负债的可能性，但“人
情礼支出对数”变量的中介效应需要进行进一步检验。结合表６、表７中模型５
至模型８的回归结果，可以初步推断，就业于国有单位、参与养老保险、自有住房、
较少的负债与更高的社会资本是从军经历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的中介因素。

表６　 就业单位、社会保险机制分析

模型１
ｊｏｂ＿１

模型２
ｊｏｂ＿２

模型３
ｖｅ＿ ｅｎｄ

模型４
ｖｅ＿ｍｅｄ

模型５
Ｓａｔｉｓ＿ ｆ

模型６
Ｓａｔｉｓ＿ ｆ

模型７
Ｓａｔｉｓ＿ ｆ

模型８
Ｓａｔｉｓ＿ ｆ

ｖｅｔｅｒａｎ ０ １８８２ ０ ２３８９ ０ ３２２３ － ０ １４４９ ０ ３９８３ ０ ３８８６ ０ ５２６３ ０ ５２７６

ｊｏｂ＿１ 　 　 　 　 ０ ０７８８

ｊｏｂ＿２ 　 　 　 　 　 ０ ０７９５

ｖｅ＿ ｅｎｄ 　 　 　 　 　 　 ０ ０４７７

ｖｅ＿ｍｅｄ 　 　 　 　 　 　 　 ０ ００６０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 ０ １２５８ － ０ ４０２３ － ０ ４１５８ ０ ３３１５ － ０ ５７３９ － ０ ５３６４ － ０ ８３８３ － ０ ８３５８

样本量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５９４ ２８ １４３５ ７６ ４０５ ４７ ３１３ ６８ ３７１ ６６ ３４０ ０８ ３７９ ７３ ３４３ ２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各模型均加入控制变量
和地区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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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房产、负债与社会资本机制分析

模型１
ｈｏｕｓｅ

模型２
ｄｅｂｔ

模型３
ｌｒｅｎｑ

模型４
ｒｅｎｑ＿ ｐ

模型５
Ｓａｔｉｓ＿ ｆ

模型６
Ｓａｔｉｓ＿ ｆ

模型７
Ｓａｔｉｓ＿ ｆ

模型８
Ｓａｔｉｓ＿ ｆ

ｖｅｔｅｒａｎ ０ ２７９ － ０ ４６１ － ０ ０１５１ ０ ４４０６ ０ ５３８９ ０ ５００１ ０ ５４０９ ０ ５２６６

ｈｏｕｓｅ ０ １３０

ｄｅｂｔ － ０ ０８８０

ｌｒｅｎｑ ０ ０５４５

ｒｅｎｑ＿ ｐ ０ ００６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０ ４１４２ ０ ７５９１ ０ ０８３９ － １ ８６８７ － ０ ８７５３ － ０ ７７３３ － ０ ８８６９ － ０ ８３２７

样本量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７５５７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２４０ １２ ６６９ １２ ５４８ ８８ ４８３ ０９ ３５９ １８ ４０５ ８６ ３７３ ２１ ３４５ ５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各模型均加入控制变量
和地区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于表６中模型４与表７中模型３的中介变量系数不显著，表６中模型１、
模型２的ａｔａｎｈｒｈｏ＿ １２系数不显著，依次检验法不能验证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在
此情况下，可用Ｓｏｂｅｌ法对间接效应，即系数ａ、ｂ的乘积进行显著性检验。结
合Ｂｒｅｅｎ等（２０１３）提出的更契合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即ＫＨＢ
法，本文对不显著的中介变量做进一步的系数乘积显著性检验（见表８）。结果
如表８所示，除医疗保险外，其余间接效应均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
进入国有企业就职、社会资本都是从军经历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显著性路径。
而两种方法计算出的各中介变量的中介程度差异不大，说明检验结果稳定可靠。
据此，除假设４外，本文其余假设均通过验证。而医疗保险中介效应不显著的
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医疗改革深化放宽了居民参保条件，而退役军人特殊医疗保
险尚处于险种设计阶段，政策优惠的参保项目与非军人群体相似，进而导致二
者并无显著性差异。

表８　 基于Ｓｏｂｅｌ法和ＫＨＢ法的中介效应检验
Ｓｏｂｅｌ法 ＫＨＢ法

模型１
ｊｏｂ＿１

模型２
ｊｏｂ＿２

模型３
ｖｅ＿ｍｅｄ

模型４
ｌｒｅｎｑ

模型５
ｊｏｂ＿１

模型６
ｊｏｂ＿２

模型７
ｖｅ＿ｍｅｄ

模型８
ｌｒｅｎｑ

总效应 ０ ０５８６ ０ ０５８６ ０ ０５８６ ０ ０５８６ ０ １７３３ ０ １７０３ ０ １６９９ ０ １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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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ｂｅｌ法 ＫＨＢ法
模型１
ｊｏｂ＿１

模型２
ｊｏｂ＿２

模型３
ｖｅ＿ｍｅｄ

模型４
ｌｒｅｎｑ

模型５
ｊｏｂ＿１

模型６
ｊｏｂ＿２

模型７
ｖｅ＿ｍｅｄ

模型８
ｌｒｅｎｑ

直接效应 ０ ０３６３ ０ ０４３８ ０ ０５８６ ０ ０５６５ ０ １０７５ ０ １２６３ ０ １７００ ０ １６５２

间接效应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６５８ ０ ０４３９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５８

中介程度 ３７ ９７％ ２５ ２６％ ０ ５３％ ３ ５５％ ３７ ９６％ ２５ ８０％ ０ ７０％ ３ ３９％

样本量 ７７５７ ７７５７ ７７５７ ７７５７ ７７５７ ７７５７ ７７５７ ７７５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２０１８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本文利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ＣＭＰ估计法
实证检验了从军经历与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１）从军经历
能显著提高个体对其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且该关系在控制个体特征和处理内
生性问题后依然显著存在。（２）从军经历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在分地
区样本和男性子样本中均显著成立，本文核心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仍然可靠。（３）就职于国有单位、参与养老保险、自有住房产权、较低的负债
可能性以及更多的社会资本是从军经历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的中介路径。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持续推动退役军人就业
安置改革。严格贯彻退役士兵服役表现量化评分制作为政府安排工作和排序选
岗的主要依据，确保服役表现与保障待遇相匹配。国有单位可依据服役表现择
优录取退役军人，充分挖掘优质人力资源，服务国有单位高质量发展，发挥国
有单位在保障工作中的制度优越性。第二，加快健全退役军人社会保险体系。
在进一步完善退役军人社会保险接续政策的同时，结合社保补缴工作多领域、
多部门联动的复杂性和部分退役军人的现实困难，地方政府应牵头部署、合力
攻关，更快、更好地推进退役军人社会保险补缴工作，并借助数字化手段提高
异地社会保险转接效率，实现退役军人基本医疗、养老保险覆盖率的进一步提
升。第三，稳步推进退役军人住房安置政策。加速推进军队安置住房统建试点
工作，综合３２个重点城市统建房项目的试点建设经验，严格规范申购条件、面
积标准和房屋产权制度，在确保住房质量和住用稳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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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政策的覆盖范围，尽可能提高基层军人的住房保障满意度。第四，高度重视
英烈和退役军人的荣誉维护。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工作，依托建军
节等重大节日开展英烈纪念活动，通过探访老兵、宣扬其先进事迹等志愿活动
拉近军民距离。积极推广退役军人志愿者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鼓励退役军人
在安置地振兴发展中充分施展才华和彰显价值，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军
人群体的认同感，塑造全社会尊崇军人职业、关爱尊重退役军人群体、积极支
持国防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持续提升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使我国“军政军民团结”这一政治优势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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