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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活满意度是指社会提高国 民生活的充分程度 ｗ及国 民对于 自 己生活需求

的满足程度 ， 是建立在物质 、 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全体对 自 身及社会环境的认同感 ，

是人们对 自 己总体生活水平 Ｗ及各种客观生活条件的主观感受 。 人作为社会的根

本生活元素生活在社会中 ， 拥有各种各样的化会关系 ， 而亲子间的代际关系无疑

是个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 这种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活的主观感

受 ， 再加上中 国 的传统思想 ， 父母往往将子女摆在 比 自 身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 本

文利用江苏省农村千户调查数据 ， 通过研究不同生育状况的居 民生活满意度是否

具有显著差异来确定子女对于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能够产生影响 ， 然后利用通过路

径分析得出子女的生活情况 、 学习情况 、 教育质量 、 教育收费情况Ｗ及孝顺情况

对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具有直接影响 ， 而子女的工作情况 及子女陪伴父母的时间

则对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 。

本文分为五章 ， 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 采用方差分析 、 结构方程模

型并结合描述性统计的方法 ， 探究代际关系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实际影响 ：

第
一

章是绪论 ， 在绪论中首先介绍 了本文的研究背景 ， 然后回顾国 内外关于

生活满意度和代际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 ， 对国 内外的文献进行综述并对本文中涉

及的相关概念及变量进行说明 。

第二章是指标的选取及调查对象的人 曰特征 ， 说明代际关系指杨的意义 ， 并

设计及调查 ， 调查 内容包括代际关系的相关指标和调查对象的人 口学特征 。

第Ｈ章是生育状况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 本章先将研究对象根

据地区分布划分组别 ， 并分析研究对象的生育情况Ｗ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

第四章是代际关系如何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 本章从子女的学

习 、 工作 、 教育 、 生活 、 陪伴 、 孝敬等方和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完成研究 。

第五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对上文的研究进行总结并代际关系与父母生活满

意度的进
一

步研究指明可行的改进方向 。

关键词 ： 代际关系 ； 生活满意度 ； 方差分析 ； 结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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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１ ． １ 选题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 ， 中 国经济持续高速増长 ，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民生成为政府关

也的重要 内容 ， 成为杜会发展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 我国在
＂

十五计划
＂

的纲要中

明确指出要把提离人民生活满意度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 至此 ， 把提髙居

民生活质量上升到 国家战略高度 。

＂

十二五
＂

规划中也明确表达了党和政府让人

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决也 ， 国家发展的 目标 已经 由
＂

强国
＂

转变为
＂

富 民
＂

， 根本

途径就是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 ， 使其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 。 在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中 ， 我国居住在农村的人 口 总数为 ６７４ １ ５万人 ， 占全国总人 曰数的 ５０ ． ３ ２％ ，

农村
一

直是中 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 ， 农村居民 的生活满意度也显得非常重要 。

中 国学者对居 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有很多 ， 主要方向是 ： 对客观生活满意度

的研究较多 ， 主观的较少 ； 对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较多 ， 农村的较少 ； 对

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巧价及影响的研究较多 ， 具体因素详细分析的较少 。

中 国 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 中 国人在思想上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 ， 中 国 的大

多数中老年人在 日 常生活中 ， 对于子女的关必往往超过 自 己 ， 常常将子女摆在比

自 身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 己有的研究大多将 目标定位在城市 ， 将城市家庭中 的代

际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 ， 送是因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比生活在农村中人更为关注

代沟现象 ， 而农村社会中 ， 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还停留在物质层面 。 然而 ， 近

年来农村的代际关系 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 而且农村中教育 、 子女的工作 、 代际间

居住距离等 问题表现的更为突出 ， 其引起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 。 目前 ， 农村中代

际关系 的研究是
一

个被忽视的环节 ， 应该引起学者Ｗ及政府的重视 。

本文研究的韦个变量分别是 ； 父母对子女学习 的操也情况 ， 包括父母对子女

学的情况的操也、

， 子女受教育的质量Ｗ及子女的教育花费者Ｈ个维度的变量 ， 因

为子女的教育
一

方面关系到子女未来的生活状况 ， 另
一

方面也对他们的未来子女

化及亲代的代际支持有 比较直接的影响 ； 父母对子女生活的操也情况 ， 中 国 中老

年人对于子女的生活状况的关也往往超过对 自 身的关也 ， 故而子女的生活满意度

会对亲代的生活满意度产生
一

定 的影响 ； 子女的工作类型 ， 子女的工作类型不但

决定 了子女的生活经济基础 ， 也决定 了子女与亲代间 的经济 、 情感交流 ； 子女的

１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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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时间 ， 子女的陪伴将对亲代的照料 ， 情感支持有较显著影响 ， 送也将对亲代

的生活满意度产生
一

定影响 ； 子女的孝敬 ， 子女的孝敬表现在经济 、 情感 、 服务

性等多方面 ， 从而从多方面来影响亲代的生活满意度 。 本文的研究 目 标为农村的

中老年人 ， 对于送部分人群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不管是国 内还是国外都比较匿乏 ，

本文在研究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时从子女对亲代的影响作为切入点 ， 从子

女的教育 、 生活 、 工作 、 陪伴 Ｗ及孝顺几个方面来考察 ， 欧美国家在中老年人生

活中待机关系的相关研究中更多注重的是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支持 ， 国 内 的研究的

注意力则放在经济支持 、 情感支持和劳动支持方面 ， 并且大多没有研究中年亲代

的未婚子女的影响 。

代际关系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送
一

研究不仅反映了居民对子女相关情

况的满意度 ， 更从深层次反映了我国特别是农村地区 中老年人对 目前的教育发展

情况 、 在城镇化过程中年轻人的务工 Ｗ及我国养老保障措施的感知 ， 不管从微观

层面还是宏观层面 ， 本研究都有现实意义 ， 可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提供有针对性

的理论依据 。

１ ．２ 文献综述

关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最早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３ ０ 年代的美国 ， 早在 １ ９２７

年 ， Ｏｇｂｕｍ 就对生活满质量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 在他的领导下 ， 巧佛研

究中也 １ ９３３ 年发表了专著 《近期美国社会动 向 》 ， 专口讨论和报道美国生活各

方面的动 向 。 而关于代际关系的研究则是在我国 出现较早 ， １ ９３６ 年 ， 费孝通根

据他在
＂

江村
＂

的调查 ， 比较深入的研究了我国江南农村地区在传统的居住方式

下的家庭代际关系 ， 他还根据当时的 中 国法律规定指出 了财产是如何在代际之间

转移的 。

１ ．２ ．１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１ ９５８ 年 由美国经济学家 Ｊ ．Ｋ ．Ｃａｌｂｒｉ化 在 《富裕社会 》 中首次提出生活质量的

概念 ， 他因此被看作是生活质量概念及其研究的发起人 ， 么后这个概念被广泛的

应用 。 ６０ 年代 （＾
＞１后 ， 研究 内容更为丰富 ， 涉及领域也更为广泛 ， 不但涵盖了情

感也理健康的方面 ， 还对认知层次的满意度进行了
一

些研巧 。 美 国 的坎 贝尔 、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 等人在 １ ９７６ 年进行了
一

项全国抽查主要研究美 国枉会的生活质量 ， 研

２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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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内容涵盖 了生活整体的满意度及 １ ３ 个生活具体方面的满意度 。 Ｄ巧 （ １ ９８ ７ ）

从 Ｕ 个影响因素 （家庭关系 、 健康状况 、 精神状态 、 自我评价 、 化会生活 、 与

工作有关的生活 、 经济状况 、 联邦政府的政策措施 、 当地政府的政策措施 ） 出发 ，

分析 了美国居 民的生活满意度 。

澳大利亚学者 Ｈｅａｄｅｙ 在
一

项关于主观生活满意度经济学的研究中 ， 将经济

学模式与屯、理学模式整合起来 ， 对生活质量进行解释 ， 并从中发现家庭是研究的

最好切入点 。 他认为 ， 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生活满意度有恰当的概念框架 ， 但却

缺乏切合的指标体系 ； 而从必理学的角度出发 ， 虽然没有明确的概念框架 ， 但能

够找到恰当 的指标 。 最终的研究结果表明健康 、 个性 、 人际关系 网 能解释超过

７０％的生活满意度 ， 而物质和服务的消费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则微乎其微 。

Ｆ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 ） 认为不同性别 ， 不同年齡的人对生活的关注点有所不同 ， 影响其

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也会有所不同 ， 所Ｗ他通过对比研究了澳大利亚和 中 国 台湾省

中年男性及女性的生活满意度情况 。

代际关系 的研究方面 ， ＬｅｏＷ． Ｓｉｍｏｎｓ
（

１ ９４５
）认为在农业社会中年长者通过

拥有更多 的权利 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 年长者失去他们所 占

据的优势社会地位 ， Ｋａｒｔ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
（
１ ９５２

）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代的概念 ， 他

认为
＂

代
＂

的表象是出生在相 同 的年代 、 年齡上的概念 ， 更深层次的是同
一

代人

所处的历史时期相 同 ， 这也导致了 同
一

代人有相 同 的历史意识 ， 从而影响他们的

行为 、 认知 Ｗ及人生态度 ， 而不 同代之间 的不同历史意识导致了巧沟的产生 。

Ｖ丄 ＢｅｎｇｔｓｏｎａｎｄＪ ．Ａ ．Ｋｕｙｐｅｒｓ（
１ ９７０

）
通过研究发现各代人对于代际间距离的亲疏

远近持有不同的看法 ， 送是因为各代对其相互关系保持的发展性投入不同 ， 父母

的投入多余子女 ， 他们希望代际之间 的关系能保持在亲密的水平 ， 互相给予对方

更多的支持 ， 而子女则希望更多 的保持相对的独立 ， 这种独立更多 的表现在情感

方面 ， 进而表现在更希望分开居住 ；
Ｃｏｍｅ ｌ ｌ

（
１ ９％

）
通过研究发现 良好的家庭关系 ，

子女对父母更多 的从精神 ， 物质等方面的给予支持 ， 可Ｗ使得父母获得更高的生

活满意度 ， Ａｉｍｅ Ｆｏｎｅｒ（ ２０００ ） 在对社会财富的代际间分配进行考察 ， 发现虽然

从宏观角度看代际之间存在分争 ， 但在微观层面上 （ 家庭中 ） ， 子女都会希望 自

己的父母有更高的生活品质 ， 不会出现代际间 的财富之争 ， 分配财富能给父母 、

３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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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致能给整个家庭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 ， 所 Ｗ ， Ｗ牺牲子代的利益来提高亲代的

化会福利 ， 不仅不会引起代际冲突 ， 反而能加强代际间 的整合 。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Ｃａｒｌ
ｙ
Ｃｏｍｍａｎ

（
２００３

）
通过对台湾代际关系的研究发现 ， 对年长者与

谁居住代际间没有巧大的分歧 ； 对有关老年人再婚 问题Ｗ及家庭财产与尊重老年

人二者之间 的关系上则表现出较低的
一

致性 ； 对于老年最理想的居住方式 ， 当 出

现分歧时 ， 子女通常表现更愿意接受父母的意见 。 Ｍａｒｔｉｎ Ｋ ．Ｗｈｙｔｅ
（
２０００

）
运用

中 国河北省的调查数据 ， 从居住方式 、 父巧从子女处获得的支持 、 父母年捏时的

储蓄投资对 自 己的支持等多个角度对我国代际关系进行研究 ， 通过研究发现各种

形式的家庭支持对父母的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 ， 而子女的支持在这其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

基于与 国 内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政策 ， 国外有关专家学者 尚未对子女的教育 问

题对父母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 ， 也很少研究代际关系对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

的影响 。

１ ．２ ．２ 国 内研究文献综迷

中 国学者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开始对生活质量做过理论上的探讨 ， 而开展大

规模的经验研究还是在８０年代中期之后 。 林南 （ １ ９８５ ） 与天津化会科学院合作通

过对天津千户居民的 问卷调查 ， 采用 因素分析法和结构模式分析法 ， 通过测量人

们对生活各方面的感受和满意程度 ， 提出 了
一

系列生活质量结构与指标模式 ；

１ ９ ８ ７又与上海社科院合作对上海市居 民生活质量展开调研 ， 并根据调研数据 ， 提

出 了 家庭生活 、 经济生活 、 职业社会生活 、 居住条件 、 人际关系 、 公共关系 、 公

共设施 、 闲暇生活 、 子女教育 、 生理感觉 、 人际经验感觉 、 也理感觉等巧个具体

指柄 。

１９８７
－

１ ９９０年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生活质量课题组在北京 、 西安 、 扬州Ｈ市

部分地区进行了 多次抽样调查 ， 在研究中增加 了参照标准 ， 通过中介评价指标将

客观指标进行综合形成了Ｈ级主客观作用机制的生活质量模型 。 周长城 （ ２００９ ）

在其出版的 《生活质量的指标构建及其现状评价 》
一

书中就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体

系的研究给出 了详细 的总结 、 分析 。 周长城对工作状况 、 休闲娱乐 、 家庭与社会

关系 、 健康状况 、 消费状况 、 自我发展 、 公共服务 、 公共政策等 ８个方面全部 ４９

个Ｈ级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之后 ， 通过因子提取和 因子旋转提取了 
５个公共因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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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级指标并确定 了 
２ １个Ｈ级指标 。

周长城认为 ， 单就生活满意度这
一

部分来看 ，
这 ５个公共因子分别是个人能

力 、 工作环境 、 公共政策 、 人际关系 、 医疗环境 。 并 由此得 出居 民生活满意度的

形成过程
１

；

化会环境人格咕
、

專女 化 ^

途棄荫况占
、

、
个人主义 、 宗載主义

就业与工巧＾人格特质 ＊ ？

’

 Ｉ Ｉ
—

￣ Ｉ ；



生 巧 幸 福 感

人瞬《往＊
１

 Ｉ

自 我记
＇

理控制

化会服务及破共政策



４
－

＇

生活满意度 （社会指标 ）
＋ 情感体掘 ０。 里法康 ）



主逊生洁质量＊

图 １ ． １ 生巧满意度形成过程

胡荣华等 （ ２０ １ ０ ） 通过对江苏省农村调查 ， 采用李克特式量表从八个
一

级影

响 因素 （经济状况 、 家庭关系 、 工作 、 健康状况 、 人际关系 、 农业设施 、 环境 、

公共政策 ） 设计 ６ １个 问题来实地进行全省范围 的调查 问卷 ， 采用多种实证模型全

面系统的对江苏省农村居 民生活满意度进行分析 。

中 国 的传统文化中就强调
＂

百善孝为先
＂

， 但上世纪经历 了社会的重大变迁 ，

特别是
＂

五四
＂

运动之后所带来的西方思想 ， 对于中华民族儒家思想中 的价值观

产生很到冲击 ，

一

定程度上淡化了送些价值观对人民群众的影响 。 而改革开放Ｗ

后 ， 中 国放弃 了原始的教育模式 ， 新的教育模式更加西化 ， 而随着先进科学技术

一

起流入中 国 的还有先进的思想 ， 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更是削弱 了父母与子女之

间的情感交流 ， 代际关系发生 了很大变化 。

我国近现代对于代际 间关系 的研究开始得较晚 ， 陈 皆 明 （ １ ９９４ ） 研究 了 中 国

城市家庭 内部的代际 Ｗ及养老 问题 ， 对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和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

持做 了 实证分析 ， 张新梅 （ １ ９９６ ） 通过保定 的调查数据 ， 探讨了城市家庭养老Ｗ

及代际关系 ， 通过研究发现 ； 与子女的经济支持比起来 ， 社会保障状况对老年人

生活影响更大 ， 受能力 、 经历 、 经济状况等因素限制 ， 子女对父母的反馈非常有

Ｉ

巧 広城 ， 主观生活质星 ： 巧标构建及评价 ， 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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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 由于过大的个人生存压力 ， 子女在情感 及服务性上也很难提供足够的支持 。

边穗琴 （ １ ９９５ ） 通过对天津城市居民进行调查研究 ， 发现其实城市中 的共居水平

依然很高 ， 从代际接触 、 情感支持 、 服务性帮助看来 ， 我国 目 前城市家庭的代际

关系依然非常紧密 ， 父母的需要对家庭形式和家庭关系有较大的决定作用 。 郑伟

斌 、 张友琴 （ １ ９９８ ） 通过研究发现不与父母共 同居住的子女给予父母的照料显著

低于共同居住的子女 ， 这说明居住距离对亲代的生活质量有较显著影响 ； 同枉堇

（ ２０００ ） 通过对北京多维纵 向调查研究资料分析 ， 在子女孝敬的表现中 ， 亲代认

为子女孝敬的 内容的重要程度依次是 ： 生活上的照顾 ， 精神上的主动关也 ， 听话

不顶嘴 ， 经济上的则排在较后 的位置 。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徐安琪 （ ２００ １ ） 着手研究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 ， 研

究中在上海进行抽样调查 ， 通过分析发现 ， 上海居 民的亲属 网络呈现双系化 ，

并且存在 向女系倾斜的趋 向 。 女性无论与父母还是与儿女的 日 常相处中 ， 其对代

际关系满意度要显著高于男性 ， 而婆媳关系 、 翁婿关系则 明显不如亲子关系 。 首

都经贸大学的王树新教授 （ ２００４ ） 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对代际关系进行研究 ，

通过研究发现子女对父母经济上的支持 、 生活中的照料Ｗ及代际间在 日 常服务的

互惠 、 情感上的沟通都对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

张文娟和李树巧 （ ２００４ ） 详细分析了子女对于父母的支持网络中性别差异 、

居住距离 、 规模和密度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 通过研究得出结论 ； 首先子

女在中 国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中 占据核也地位 ； 其次父母的需求 （包括

生理需求和情感需求 ） 、 性别偏好 、 居住地点在空间上的距离对代际支持与父母

的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 。 王跃生 、 伍海霞 （ ２００８ ；

） 从

子女收教育的情况出发 ， 认为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于 自 身 的收入状况有直接影

响 ， 从而影响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 通过研究得出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可 直接影

响亲代的生活满意度的结论 。 王萍 、 李树巧在２００ １年 、 ２００３年和 ２００６年连续对安

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进行 廣琼调查 ， 利用调查数据采用个体増长模型 ， 结合

农村实际状况 ， 研究子女对父母的支持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 结果

发现子女提供给父母的经济支持 、 子女与父母间双向 的家务帮助和情感支持对提

升农村中 、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积极作用 ； 在代际支持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 因素中 ， 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和子女提供的家务帮助都对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有

６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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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 ， 并且二者表现出 了
一

定程度上的可替代性 。

国 内 学者在进行相关的研究过程中 ， 普遍将子女的教育情况 （包括子女的个

人学习情况和学校提供的教育质量 ） 考虑到父母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中 ， 但对于

教育的收费 问题很少在研究中涉及 ， 另外在代际关系方面 ， Ｈ级指标的选取往往

不够全面 ， 大多从理论方面进行研究 ， 而利用调查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则相对缺

乏 。

１ ．３ 相关埋论及概念界定

１ ．义 １ 概念的界定

一

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是个人运用 自 己的认知对 自 身生活的综合状况进巧判定 ， 是个人

基于 自 身 内也设定的标准对本人生活需求满足情况做出 的主观评价 ， 是衡量主观

生活质量的指标之
一

。 对关于生活质量的文献进行回顾可 Ｗ发现 ， 学者们主要通

过两中标准来反映主观生活质量 ： 其
一

是生活满意度 ， 这是从个人态度的认知层

次出发来进行研究 ； 另
一

个是主观幸福感 ， 送是从个人态度的情感层次出发来进

行探讨 。 第
一

种显示了个人相对稳定和长久的态度意愿 ， 而第二种则反映了个体

在短期 内 的 （

一

瞬间或者较短时间 内 ） 情绪 ， 具有不确定性 。 因此 ， 我们认为生

活满意度化主观幸福感更加适合作为主观生活状况的衡量指标 ， 本文在数据采集

时 ， 运用生活满意度这
一

概念来对江苏省农村居民的主观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并据

此展开研究 。

二 农村居民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江苏农村居 民 ， 在调查分析之前需要先对农村居民的概念

进行科学界定 。

一

般而言 ， 农村居民是指居住在农村的公民 ， 其中农业户 口 的叫

做村民 ， 非农业户 曰 的叫做小城镇人 口 。 我国的农民是指持有农村户 口 ， Ｗ种植 、

养殖等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 ， 当然随着化会的发展 ， 也有大量农 民离开

农村到城市打工 获得经济来源 ， 但不管怎么说农业户 口是决定农存居民的必备

条件 。 考虑到千户卷调查的可实施性 ， 本文研究对象中父母为农柯居民 ， 界定为

具有农业户 口且居住在农村的公 民 ， 而子女的户 口及居住情况不设限制 。

Ｈ 代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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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领域 ，

＂

代
＂

的概念有很多种不用 的理解 ， 本文 中 的
＂

代
＂

的概念

来 自亲情研究 ， 与祖父 、 父亲 、 和孩子的世系有关 。 代际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

广义的代际关系是指社会上因地缘 、 业缘和其他关系产生不同代际之间 的交往关

系 ； 狭义的代际关系是指家庭代际关系 ， 是家庭诸种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形式 ，

也是社会关系的基础 ， 其核屯、是亲子关系 。 家庭代际关系不仅 血缘关系 （包括

收养关系 ） 成员 为建立基础 ， 而且是
一

种靠制度维系的关系 。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

的制度变迂 ， 将直接触及和影响代际关系 。 本文中 的代尿关系是中老年父母与子

女之间 的交往关系 。

１ ．３ ．２ 相关的理论

一

马斯洛需求理论

马斯洛在 巧 ５４ 年提出需求层次理论 ， 把需求分成生理的需求 、 安全的需求 、

社交的需求 、 尊重的需求Ｗ及 自我实现的需求五类 。 生理上的需要是人类维持 自

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 ； 如果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个人的生理机能就无法运转 ， 只

有这
一

最基本的需求得到 了维持生理运转所必须的满足程度后 ， 其他需求才具有

意义 ， 才能发挥其激励作用 ， 例如本文中 的子女对父母经济上的支持就属于这
一

需求的范围 ； 安全上的需求 ， 安全同样属于低级别的需求 ， 其中包括对人身安全、

生活稳定Ｗ及免遭痛苦 、 威胁或疾病等 ： 社交需求 ， 人作为社会中 的
一

部分 ， 都

不希望 自 己孤立与群体之外 ， 社交需求能为个人提供巧属感 ， 送种情感层次上的

需求要 明显比生理上的需求来的细腻 ， 本研究中子女对父母的陪伴就属于这
一

需

求的范畴 ； 尊重的需求 ， 每个人都希望 自 己具有稳定的化会地位 ， 希望 自 己的能

力和成绩能得到他人的认可 ， 当这
一

需求得到满足后 ， 人们会对 自 己充满信必 ，

也会对社会充满热情 ； 自我实现需求 ， 这是最髙层次的需求 ， 是指实现个人的理

想 、 抱负 ， 个人的能力得到 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 因此只有前面四项需求都能满足 ，

最高层次的需求才能产生 ， 自我实现属于
一

种衍生性需求对于我国农村居 民来

说 ， 子女的学 习 、 工作 Ｗ及生活情况往往对父母的 自我实现需求有 比较直接的影

响 。

二 社会流动理论

社会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 自 给 自足小农经济 ， 随着生产从家庭转 向社会 ， 大

量的职业知识技能在家庭 内 的代际传递显然不够 ， 年轻人要获得技能 、 知识、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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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就必须到学校 、 城市 Ｗ及社会中寻求 ， 于是亲子两代间产生了地域性迁移 ，

这种地域性迁移使得父母和子女共同居住的条件不断丧失 。 造成社会流动的原因

有Ｈ个方面 ， 第
一

是 自然原因 ， 主要是 由于 自然环境 、 资源分配的改变是的人们

不得不迁移到更丰沛的地方 ； 第二是人 口 因素 ， 人曰 的因素主要是人 口 密度的变

化 （主要是増加 ） 使得公共物品 化及公共资源相对匿乏 ， 出生率低 ， 公共物品丰

富 的地方就吸引人们进行迁移 ； 第Ｈ是社会因素 ， 杜会地位 、 财富 、 声望 ， 产业

结构 、 经济发展水平Ｗ及科技进步 、 技术差异都促使人们为 了更好地生活条件而

进行迁移 。 目 前中 国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愿意是社会因素 。

Ｈ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主要是从人的也理层面来解释交换 ， 个人的某种行为越是经常

的得到相应的报酬 ， 他就越可能重复这
一

行动 。 人际间 的社会交换开始于社会吸

弓 Ｉ
， 社会吸引是指与别人交往的倾 向化 是不管出于任何原因去搂近另

一

个人 。

如果
一

个人期望与别人的交往带来报酬 ， 那么不论这些报酬是 内在的还是外在

的 ， 他们都会受到能提供这些报酬的人吸引 。 社会吸引过程导致社会交换过程 。

互相提供报酬将维持人们之间 的相互吸引与继续交往 。 在本文中 ， 父母对子女的

付出 ， 例如教育方面是使得子女取得较好的成绩 ， 这样父母获得的是也理的满足

感 ， 而子女对父母付出 的情感Ｗ及物质上的支持可Ｗ是父母得到更嵩的生活满意

度 ， 这样也给 自 己带来情感上的慰藉 ， 所Ｗ代际间 的支持如果看作是微观 （家庭

内 ） 的社会交换 ， 就能得到很好地解释 。

四 需要理论

所谓需要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感觉到某方面的欠缺 ， 并且力求获得该方面

满足的
一

种也理状态 ， 是主观需要和客观需要在人脑中 的反映 。 需要涉及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 ， 包括 自然性需要 ， 是指个人为 了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客观需要 ，

即对衣 、 食 、 住 、 行 、 安全等方面的需要 ； 社会性需要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

产生的需要 ， 即对人际交往 、 艺术 、 科学等方面的需要 。 自然性需要和社会性需

要是相互联系 、 密不可分的 ， 前者是后者的物质基础 ， 后者是前者的提高 。 代际

关系作为人际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 对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重大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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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用生活满意度来衡量
一

个社会的居 民对客观生活条件的主观满意情

况 ， 用代际关系满意度来衡量父母对与子女 ， 及两代人的物质 、 情感支持 ， 子女

生活情况担恍等的主观必理感受 。 对代际关系各方面的需要是构建代际关系满意

度的基础 。

１ ．４ 研究设计

１ ．４ ． １ 研究思路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 ， 结合相关理论 ， 本文从代际关机为切入点研究

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 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 首先 ， 探究生育情况对中年老人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 ， 由于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 进而有可能使得居民的生育观

念有所差异 ， 故而按常用方法将江苏化为苏南 、 苏中 、 苏北Ｈ个区域 ， 综合探讨

不 同生育状况下 ， 中老年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是否有显著差异 ； 然后根据上述结果

（可预期显著差异的存在 ） ， 对于代际关系对中老年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

探究 。 代际关系可从Ｗ下五个维度进行研究 ： 父母对子女学习 的操也情况 ， 父母

对子女生活的操也情况 ， 子女陪伴父母的时间 （陪伴时间决定子女对父母的情感

支持情况 ）
， 子女的工作类型 （工作类型决定对父母经济上支持的情况 ） ， 子女

对父母的孝顺情况 （更多的从子女在服务性上给予父母的支持方面进行研究 ， 与

经济支持有交替作用
２

） 。 通过研究各个维度的代际关系对于父母生活质量的影

响情况 ， 探究中 国 的经济发展、 教育 、 住房等政策的优缺点 ， 并对于有缺陷的政

策提供可行的调整建议 。

１ ．４ ．２ 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运用经济学 、 也理学 、 社会学 、 统计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 ， 采用定

性与定量 ， 调查研究与系统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如下 ：

一

、 通过文献研究法选择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指标及研究角度 ：

二 、 运用 问卷调查

法获取生活满意度的第
一

手资料 ；
Ｈ、 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 目 标的人 口学各

２

详见王萍 ， 李树巧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 的纵向分析 》 ， 人 口研究 ， ２０ １ １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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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情况 ； 四 、 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 ， 探究不同地区生育状况对居民的生活满意

度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异 ； 六 、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 研究各个维度的代际关系对父

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及影响权重 。

１ １ ／４９



南京财经大学硕±学位论文

第二章 指标选取及调查对象的特征

２ ． １ 指标选取的原则

代豚关系满意度作为个人对 自 己与子女之间各种关系的主观感受 ， 需要用合

适的指标来衡量 ， 选取代际关系满意度相关指标的总原则是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

成果 ， 尽量避免或减少片面性及限制评估的技术问题 。 坚持Ｗ人为本 ， 将准确反

映牡会规律 、 技术规律或 自然规律为研究 目标 ， 明确指标 内涵 ， 选取能充分度量

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指标 ， 并且要保证测量方法及统计分析方法的适用性 。 具体应

遵循Ｗ下
一

般原则 ：

一

完备性原则

代际关系满意度是
一

个多层面的复杂系统 ， 应坚持多层次 、 多角度 、 多侧面

对其进行探讨 ， 因此相关指标应分布于影响代际关系的各个具体领域 。 由于代际

关系满意度受到 自 身瓜理因素及比较结果的影响 ， 也理指标与 比较指标 （纵 向与

横 向 比较 ） 也应考虑在 内 。 综上所述 ， 选取的代际关系满意度相关指标要能全面

反映在当前社会背景 、 工作背景 、 教育背景下 ， 对代际关系的期望水平 ， Ｗ及其

对各个具体领域的评价 ， Ｗ便展开综合评价及全面分析 。

二 系统性原则

在确定每
一

个相关指标时 ， 都不能孤立地从该指标本身 出发来考虑 问题 ， 而

应放眼全局 ， 从整体的角度分析该指标与其他指标的关系 ， 所有指标既要各有侧

重 、 相互分工 ， 又要相互配合与补充 ， 并且保证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系统性 。

由于生活满意度是多层面概念 ， 应选取多级指标 ， 确保同级指标间分工 明确 ， 上

下级指标间联系紧密 ， 逻辑清晰 ， 形成
一

个完整科学的体系 。 此外 ， 考虑到指标

体系的长期运行 ， 选取的所有指标应当在不同时间 、 不同群体间能够 比较对照 ，

Ｗ便反映各个群体在某
一

时间段 内代际关系满意度的变化情况及发展趋势 。

Ｈ 独立性原则

选取的所有指标中 ， 每
一

个指标的 内涵必须明确 ， 同级的各指标应具有相对

独立性 ， 不能互相涵盖 ， 指标间的相关性应尽可能小 ， Ｗ避免在进行综合评价时

同
一

因素的重复 出现 ， 例如经济支持和服务性支持是相对独立的 ， 虽然两者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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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替代作用 ， 但应分属于不同的指标层次 。 选取的指标应尽可能精炼 ， 过分追

求指标的全面性而设置过多 的指标并不是明智之举 ， 可能带来指标 内滴重叠 ， 调

查成本过高等 问题 ， 轻则降低调查数据的精度 ， 重则导致调查无法顺利实施 。

四 可行性原则

由于生活满意度 、 代际关系满意度的资料需通过问卷调查获取 ， 指标的可行

性是保证调查顺利进行的主要因素 。 总 的来说 ， 设计的指标既要满足开展居 民生

活满意度及代际关系满意度测定 、 计量 、 分析和评估的需要 ， 又要易于获取的 ，

这就需要阅读大量文献 ， 参考前人的构建的指标体系 ， 对其进行归纳总结 ， 从而

殆导本文生活满意度相关指标的选取 。 同时 ， 在设计指标过程中 ， 应咨询专家的

意见及建议 ， 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 ， 力求得到可靠 、 可行并且能够全面反映现实

的指标体系 。 鉴于此 ， 笔者征求了导师的意见 ， 基本保证 了所选指标的可行性 。

２ ．２ 指标的选取及问卷没计

２ ．２ ． １ 人口特征指标选取

满意度作为个人的主观感受 ， 不同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 ， 对于相 同 的客观

条件主观感受上也有差异 ， 所 Ｗ首先要对调查对象的人 口特征 （这里对象为父母

的情况 ） 进行分析 ， 可从Ｗ下几个方面来着手 ：

一

性别 。 从性別角度研究代际关系满意度 ， 可Ｗ发现男性和女性对于代际

关系的客观需求和主观满意度方面都有显著差异 。 女性的情感比较细腻 ， 对人际

关系方面的感受更加敏感 ， 另外女性天生的母性 ， 使得女性在对子女的关也方面

要显著不同于男性 ， 巧亲的关注重点可能更着眼于子女生活 、 情感 、 学习上的
＂

顺

不顺也
＂

， 而男性对于成就 、 荣誉等更加看重 ， 这就使得父亲在对子女的工作情

况 ， 工作城市的发展情况 Ｗ及Ｗ后的前途等更加操也 。

二 年龄 。 年龄作为
一

个常用的人 口变量 ， 是生活阅历和思想发展的
一

个标

尺 ， 人随着年龄的増长 ， 经历的各方面的事情也在增加 ， 阅历也越来越丰富 。 不

同年齡的人在人生观 、 世界观上会有所差异 ， 而这些差异也会导致人们看待事物

的态度有所不同 ， 年捏的父母可能更关往子女的教育进而关注子女的未来发展 ，

随着年龄増加 ， 自 己收入的减少 （农村养老制度下趋势 ） ， 父母对于物质支持的

需要会逐渐出现 ， 而人到老年 ， 对物质的渴求会有所下降 ， 加上孤独感的作用 ，

１ ３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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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于情感支持的需求会显著上升 。 本研究中将年龄分为 ４０Ｗ下 、 ４ １

－

４５ 、

４５
－

５ ０ 、 日０
－

巧 Ｗ及 ５ ５Ｗ上五个层次 。

Ｈ 教育程度 。 教育不但让人获得更多的知识 ， 而且可Ｗ开阔人的眼界 ， 改

善个人的收入进而影响个人的需求 。 杜会学研究发现 ，

一

个人所受教育越多 ， 自

身 的收入情况也就越好 ， 对物质的需要往往可 ｌｉ
Ｊｌ 自 己给予 自 己更多的满足 ， 而其

本身情感上的需求就越大 ， 更需要子女给予 。 根据社会中较为普遍的区分方法 ，

本研究中将研究对象的教育程度划分为 ； 本科及 上 、 高中及中专 、 初 中 、 小学

Ｗ及小学 下 （含文盲 ） 五类 。

四 工作情况 。 工作情况
一

方面决定 了个人的收入情况 ， 另
一

方面也对个人

工作环境中 的人际交往有很大影响 ， 而人际交往中其他人的价值观会对 自 己产生

一

定的影响 。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居民 ， 而 目 前我国农村中老年居民还是

有大量的务农人员 ， 本文中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将居民的工作类型分为务农

和非务农两个类型 。 务农的居民 由于多年与农业结合在
一

起 ，

一

方面对±地有特

有的感情 ， 另
一

方面也对远距离的交通又
一

定的排斥 ， 并且是否务农对居 民的收

入 及养老都有直接影响 ， 所Ｗ是否务农也使得父母对于子女的情感支持和物质

支持需求程度有所不同 。

五 家庭收入 。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 ，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 社交需求、 尊

重需求和 自 我实现需求的需求层级依次上升 ， 而人们最基础的需求就是生理需

求 。 收入就是满足生理需求的最直接影响因素 ， 这也决定 了个人对精神需求这样

更高层次需求的渴望 ， 另外父母的个人收入情况也使得他们对于子女的经济支持

的依赖程度有所不同 。 根据我国农村中老年人的实际情况 ， 本文中将家庭年收入

（夫妻双方收入的总和 ） 分为五个层次 ：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下 （含 ）
，
２ ．２０００ １

－

３ ００００
，
３ ．３０００ １

－

４００００ ， ４ ． ４００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
５ ． ５０００ １

上 。

六 婚姻状况 。 人生活在社会中 ， 交织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之中 ， 家庭关

系无疑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 而婚姻是家庭的基础 ， 夫妻关系 良好可Ｗ在经济 ，

精神上给予对方更多的支持 ， 而婚姻关系交差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 如果配偶给

予的经济精神支持较少 ， 就需要从子女处获得更多 的支持 ， 对于代际支持的要求

会更多 ， 特别是对于离异情况 ， 双方的要求会使得子女更难满足父母所需求的支

１ ４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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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 而丧偶的情况也有相似的效应 。 所Ｗ本研究 中将研究对象的婚姻状况分为未

婚 ， 己婚 ， 离异 （含丧偶 ） Ｈ种情况来进行分析 。

２ ．２ ．２ 代际关 系满意度的指标选取

本文中的代际关系指的是家庭中的长幼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 父母对于代际关

系的满意度是
一

个综合的概念 ， 本文中将对代际关系进行细分 ， 从韦个维度上来

详细考察代陈关系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

一

对子女教育情况的满意度 。 子女的教育包含Ｈ个维度的变量 ， 在中 国 ，

子女的教育往往是 由父母
一

手安排的 ， 至少在每
一

阶段的教育都有父母的意见参

与其中 ， 中 国子女的教育所需要 的费用也往往是 由父母进行支付的 （ 即使高等教

育中使用助学贷款也 由父母支付
一

定的生活费 ）
； 另外 ， 如前文所述 ， 教育不但

可Ｗ让子女获得知识 、 眼界 、 人豚关系 ， 更可Ｗ在
一

定程度上决定子女 日 后的工

作类型Ｗ及收入情况 ，

＂

知识改变命运
＂

送句话在中 国家长中 的信奉率也是极高

的 。 所Ｗ父母对于子女教育情况的关也程度可想而知 ， 而子女的学习情况也在代

际关系中 占据较高的权重 。 本文中对于教育的 问题从三个维度进行考量 ， 在问卷

设计上三个问题如下 ： 子女的学习让您很操也 ： Ｌ非常 同意 ， ２ ． 同意 ， ３ ．说不清 ，

４ ．不 同意 ， ５ ．非常不同意 ； 您对教育学杂费减免感到非常满意 ； １ ．非常同意 ， ２ ．

同意 ， ３ ．说不清 ， ４不同意 ， ５ ．非常不同意 ； 您对 目前的教育质量感到非常满意 ：

１ ．非常同意 ， ２ ． 同意 ， ３ ．说不清 ， ４ ．不同意 ， ５ ．非常不同意 。

二 对子女生活状况的满意度 。 子女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情感生活 ， 受中

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 中 国父母对子女成年后独立生活的观念与欧美国家有较大差

异 ， 中 国 的父母往往在子女成年后甚至成家后仍然关也子女的经济情况 、 情感情

况 、 家庭情况 （子女的小家庭 ） ， 甚至对孙子辈也倾注很多的精力 。 如果子女有

哪方面过的不顺也 ， 父母的情绪往往会比子女更差 ， 中 国父母对子女生活状态的

关也往往超过对 自 己的生活状况的关也 。 结合我国 的实际情况 ， 本文中对这个维

度的代际关系 问卷 问题设置为 ： 子女的生活让您很换。 ； １ ．非常同意 ，
２ ． 同意 ，

３ ．说不清 ， ４ ．不同意 ， ５ ．非常不同意 。

Ｈ 对子女陪伴情况的满意度 。 在中 国 ， 子女往往是父母情感的寄托 ， 大多

数父母往往希望能有更多 的时间和子女相处在
一

起 ， 能经常见到 自 己的孩子往往

能父母带来更多 的必里慰藉 ， 但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Ｗ及教育资源配置的地区

１ ５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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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 年轻人往往因 力学习 、 工作等原因而远离父巧 ， 送样父巧就更渴望能有子

女的陪伴 。 子女陪伴父母的时间作为代际关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父母的生活满

意度同样有影响 。 结合实际情况 ， 本丈中对这个维度的代际关系 问卷问题设置为 ：

一

年中子女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身边 ： １ ．非常同意 ， ２ ． 同意 ， ３ ．说不清 ， ４ ．不同意 ，

５ ．非常不同意 。

四 子女的工作情况 。 工作是人类生存状况的
一

个重要指标 ， 在中 国 ， 父母

为 了子女能有更好的生存状况 ， 往往不惜运用 自 己的人际关系甚至耗费大量的金

钱来促成子女有
一

份较好的工作 （至少是父母认知中 的好工作 ） 。

一

方面 ， 好的

工作能使得子女较少受累的同时获得较高的收入 ， 提高子女本身的生活质量 ： 另

一

方面 Ｉ 较好的工作可Ｗ促使子女给予父母更多 的经济支持 ， 较轻松的工作也能

促使子女有更多 的机会给予父母情感上的支持 。 结合实际可操作性Ｗ及农村居 民

的也里认知 ， 本文中对这个维度的代际关系 问卷 问题设置为 ： 您的子女所从事的

工作类型 ： １ ．务农 ， ２ ．附近上班 ， ３ ．个体 ， ４ ．省 内打工 ， ５ ．省外打工 。

五 子女服务性的支持 。 家庭中往往有这样那样的服务性的事情要做 ， 而农

村的 中老年人往往会有更多 的家务 ， 大多还要务农 ， 而随着年龄的増长 ， 中老年

人 （特别是老年人 ） 劳动能力 明显下降 ， 有些时候 自 己完成这些事情会很吃力甚

至无法完成 ， 这个时候就需要子女的帮助 。 在中 国的孝道中 ， 父母往往通过子女

是否愿意帮助 自 己做家务或者其他服务性事情来考量子女的孝顺 ， 而这种孝顺不

单能减轻父母的劳动压力 ， 更能给父母带来也理上的慰藉 ， 是代际关系的核也 内

容 。 结合实际可操作性 Ｗ及农村居 民的也里可接受性 ， 本文中对这个维度的代除

关系 问卷吗题设置为 ： 您的子女对您非常孝敬 ： １ ．非常 同意 ， ２ ．同意 ， ３ ．说不清 ，

４ ．不 同意 ， ５ ．非常不同意 。

另外在总体生活满意度上 ， 本文根据前人常用 的方法将问题设置为 ； 总体而

言 ， 您对 自 己的生活很满意 ； １ ．非常同意 ， ２ ． 同意 ， ３ ．说不清 ， ４ ．不 同意 ， ５ ．非常

不同意 。 本文中在满意度上按照又高到低分别赋值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在生育状况中根

据具体生育情况赋值 ０
，
１

，
２ 分别代表无子女 ， 有

一

个子女和有两个 ！Ｍ上子女 。 而

调查对象的性别 Ｗ０ 和 １ 来表示男女 。 综合Ｗ上对于研究对象人 口特征的指标Ｗ

及代际关系满意度的指标 ， 完成 问卷
３

的具体 内容并进行实施 。

３

具体间卷 内容见附录

１ ６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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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本节的理论分析 ， 可Ｗ建立代际关系化及人 曰特征的指标体系 ， 具体可

见表 ２ ． １ ；

表 ２ ． １ 代际关系满意度 Ｗ及人 口特征的指标体系

一

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

级指标


二级指标

总体满意度总体生活满意度子女学习情况满意度

性别 教育质量满意度

年龄 教育收费满意度

婚姻状况代际关系满意度子女工作情况
人 口特征

文化程度 子女生活满意度

是否务农子女陪伴时间



收入情况


子女孝顺情况满意度

２ ．３ 调查对象的人口特征

本文选取性别 、 年龄 、 婚姻状况 、 文化程度 、 务农与否和收入情况这六个指

标 ， 来考察江苏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人 口特征 。 本文调查对象

分布在江苏省 ２ １ 个县 （市 ） ， 对于每个调查单位收回的 １ ００ 份问卷进行整理后

删除有缺失项Ｗ及其他填写不合格的 问卷 ， 共得到有效问卷 １ ８４９ 份 ， 对这些 问

卷中 的数据进行汇总 ， 人 口特征各项指标的具体情况可见表 ２ ．２

１ ７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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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 调瘡对象的人 口 学特征

单化 人 ， ％

变量
ｍ频数 （ Ｎ ）



比例 （ ％ ）

似 Ｉ

Ｊ男 １４４９ ７ ８ ． ４

 艺＾ ２＾

４０Ｗ 下 ３ ２ １ １ ７ ． ４

４０
－

４５ ３ ６ ０ １ ９ ． ５

年龄巧
－

５０ ２８４巧 ． ４

５ ０
－

５５ ３ ６ ８ １９ ． ９



５５Ｕ±
＾ ２Ｔ ９



■

未婚 １ ３ ０ ． ７

婚姻已婚化０９ ９ ７ ． ８

裡 ２Ｊ＿ 

本科及Ｗ上 １ ４ ０ ． ８

高中及中专 ４巧 ２３ ． ４

学历初中 １ ０４３ ５６ ． ４

小学 ３ ２４ １ ７ ． ５



从未上学
＾ 

沁衣是 １ ２ １ ０ ６ ５ ． ４

 ＾ ６＾ ３４ ． ６

低于２０ ０００ ７ ５ ８ ４ １

２ ０００ １

－

３ ００ ００ ４９２ ２６ ． ６

收入 ３０００ １
－

４００ ００ ３ １ ６ １ ７ ．１

４０００ １

－

５ ０００００ １ ３４ ７ ． ２



Ｉ ５ ０００ １社 ＾

从表 ２ ． １ 中我们可 看出 ， 在所有被调查的样本中 ， 男性数量为 １ ４４９ 人 ，

占总体调查对象的 ７８ ．４％ ， 女性数量为 ４００ 人 ， 占总体调査对象的 ２ １ ．６％ ， 男女

比例为 １ ： ３ ．５ 。 究其原因
一

方面是调查对象大多 出生在上世纪屯十年代Ｗ前 ， 当

时特殊的社会时期使得农村的教育普及率较低 ， 再加上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在改

革开放Ｗ前的农村具有较大影响 ， 所Ｗ进行 问卷调查时 ， 很多女性无法完成问卷 ；

另
一

方面 ， 女性的羞怯也里使得男主人在家的时候往往 由男主人来填写 ， 送也从

侧面反应出江苏省农村中老年人中 ， 大多数男性不会放弃家庭而独身
一

人在外打

工 。

在年龄分布中 ， 出于代际关系的研究 目 标出发 ， 在调查中选取 ３５ 岁 Ｗ上的

人进行调查 ， ３ ５ 岁农村居 民 ， 往往子女 已经开始接受教育 ；
这其中 ４５ 岁 Ｗ上的

人占到总体接近 ６ ５％的 比例 ， 在我国农化 ４５ 岁 上的农村居 民 ， 往往子女 己经

１８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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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 ； 而 巧 岁 Ｗ上的调查对象有 巧 １
， 占到总体的 巧 ． ９ ， 到这个年龄 ， 人的劳

动能力开始下降 ， 而子女多 已成家立业 ， 有 自 己的小家庭 ， 这部分人对于子女经

济 、 服务性的支持能有 比较直观的感受 。

本研究中只有 ０ ．７ 的人未婚 ， 这部分大多是由经济因素等非主观因素而未能

结婚 ； 由于我国农村中老年居民受传统思想影响较大 ， 大多不会捏易离婚 ， 故而

２ ７ 个调查对象的婚姻状态为离婚 ， 占总体 １ ．７％
； 剩下的 ９ ７ ．８ 的调查对象都有稳

定的婚姻 ， 送对研究代际关系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相关问题具有普遍意义 。

受到上世纪中 国教育水平的影响 ，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只有 ０ ．８ 的人具有本科

及Ｗ上学历 ， 而有 ７５ ．８ 的调查对象只受到初中及Ｗ下的教育 ， 还有 ３ ５ 人从未上

过学 ， 占总体的 １ ． ９％
； 考察

一

下样本的职业 ， 可Ｗ看出 ６ ５ ．４％的调查对象还在务

农 ，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江苏农村中老年居 民超过
一

半在务农 ， 由于本次调查的限

制 ， 外出工作的无法进行调查 。 将调查对象的教育水平和是否务农结合起来看 ，

两者在
一

定程度上表现出吻合的特性 ， 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中老年居民大多

不选择继续务农 ， 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择务农的 比例巧大 。

从收入水平看来 ， 调查对象中有 ７５８ 人的家庭年收入 （夫妻双方收入的综合 ）

不足两万元 ， 占总体的 ４ １％ ， 而两万至Ｈ万的有 ２ ６ ．６％ ， 两者共占调查对象总体

的 ６７ ．６％ ， 本调查的进行时间为 ２ ００９ 年 ， 根据当时江苏省的物价水平来看 ， 这

些家庭在支付必要人情世故和生活必要开销方面难免显得捉襟见肘 ， 另外再看调

查中从事务农的样本数量 ， 可Ｗ很明显的看出两者的 比例表现出高度的
一

致性 ，

这说明虽然近年来随着农业税的改革 ， 农民负担有所减轻 ， 农民的收入仍然处于

较低水平 ； 调查对象中年收入兰万Ｗ上的 占总体的
．

３ ３ ．４％ ， 其中五万Ｗ上年收入

的只有 ８ ． １ ％ ， 另外 ， 即使Ｈ万到五万年收入的家庭能支持 目 前的家庭生活 ， 也

很难有效的进行储蓄Ｗ供养老 。 由此可Ｗ看出 ， 在江苏农材中老年居 民中 ， 超过

９ ０％的人在养老的时候需要子女给予物质上的支持 。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调查样本数据的总体分布类型未知 ， 并且变量为离散型变

量 ， 因此在判断各指标中不 同水平对我国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是否有显著差异时 ，

本文选用非参数检验中 的卡方检验 。

巧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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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３ 检验统计量



性别年龄婚姻学历务农收入

卡方５９６ ． ９ ２ ８８４ ． ０４２６９７ ３ ． ９ １ ８１ ８９６ ． 巧 ８１ ７５ ． ２ ４ ３７％ ．８ ７９

抽 １ ４ ４ ４ １ ４

渐进显著 ． ０００ ．０ ００． ０００ ． ０００
＾ ． ０００

通过前人的研究成果可 Ｗ得出年龄 、 性别 、 婚姻 、 学历 、 职业 及收入都会

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 ， 这
一

点在农村中老年也 同样存在 ， 表 ２ ．３ 就能很好

的 印证 ， 从表中可Ｗ看出这几个维度的人 曰特征的 Ｐ 值都小于 ０ ． ０５ ， 因此应该

拒绝原假设 ， 接受备择假设 ， 即认为这些指标与农村中老年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

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 而这些人 口特征主要影响的是居民的主观感受 ， 说明人们对

于代际关系的满意度也同样会受到这些人 口特征的影响 。 对于代际关系满意度与

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关系 ， 本文将在后几章进行详细分析 。

２０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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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王章生育状巧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３ ．１ 研究对象的统计分析

义 １ ．１ 研究对象的地区分布

江苏作为 中 国 的沿海城市 ， 处于长Ｈ角经济区的中也位置 ， 经济 、 教育 、 社

会发展情况都位居全国前茅 。 然而 ， 由于政策倾 向 ！Ｍ及各地区的资源本身差异 ，

使得江苏省各区域发展不平衡 ， 苏南五市的 ＧＤＰ 产值占据全省的 ６０％Ｗ上
４

； 教育

情况 ， 江苏省几乎所有的
＂

２ １ １ 工程
＂

院校都位于苏南地区 （仅中 国矿业大学位

于苏北的徐州市 ） 。 江苏省特殊的发展趋势使得各地区具有 自 身 的 比较优势
５

，

苏中 、 苏北的耕地面积 ， 农业从业人数显著多余苏南地区 ， 而苏南的制造业及服

务业的发展水平显著高于苏北地区 。这也使得苏南的农村居民往往较少的从事农

业活动 ， 特殊的社会发展水平使得他们对于生育的观念有所差异 ， 本文根据地理

位置将江苏省划分为Ｈ个区域 ， 在抽样调查中 ， 样本的选取Ｗ县级行政单位为框

架 ， 调查对象的样本分布见表 ３ ． １

表 ３ ． １ 调查对象的区域分布

地区 调查对象户籍所在地


苏南张家港 、 深阳 、 武进 、 高淳 、 丹阳 、 镇江

苏中高邮 、 兴化 、 启东

苏北铜山 、 戀渝 、 灌南 、 淮阴 、 链水 、 疗胎 、 东 台 、 滨海 、 建湖 、 响水 、 沐阳 、 洒洪

每个样本框选取 １ ００ 人发放 问卷进行调查 ， 剔除 问卷填写不合格的个体 ， 最

终可用于研究分析的对象分布如下图 。

４

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 ２０口

５

大五 ．李嘉图 ： 如果
一

个国家 （或地区 ） 在本国生产
一

种产 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 （或地区 ） 生产

该产 品 的机会成本的话 Ｉ 则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

２ １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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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霜 》 葬译 《 苏北

图 ３ ．１ 问卷调查对象的区域分布

由 图 中可Ｗ看出在所有调查对象中 ： 苏南 占 比 ２４％ ， 苏 中 占 比 １ ７％ ， 而苏北

占据超过
一

半的 比例 ， 这是因 为苏南五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 工业化水平都远超过

苏 中苏北区 ， 再加上苏南人 口 总数要少于苏北地区 ， 所Ｗ农村居民的总数要少于

苏北地区 ， 故而选取的调查对象也少于苏北地区 ； 而江苏的特殊地理分布使得苏

中地区只有扬州 、 南通 、 泰州Ｈ个市 ， 远少于苏南苏北 （各五个 ） ， 巧Ｗ 问卷发

放时选取的苏中 调查对象的选取也少于苏南苏北 ； 苏北地区 的经济发展 Ｗ及工业

化水平都相对落后 ， 这就使得农村居 民的数量远远多于苏南和苏 中地区 ， 故本次

调查 中根据实际情况 ， 在苏北地区选择更多 的调查对象 ， 使得苏北的样本数 占据

总体的 ５ ９％ 。

３ ． １ ．２ 调查对象的生育状况

生儿育女 ， 对任何
一

个家庭 、

一

个民族 、

一

个国家来说都是
一

件大事 ， 因为

只有生育 ， 才能实现人 曰 的繁衍和 民族的兴胚 。 ２ 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 Ｗ后 ， 国家逐步

加大了对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力度 ， 并确立为基本国策 ， 实行晚婚优生 ， 提倡
一

对夫妇只生
一

个孩子 。 计划生育虽然被人们称为
＂

天下第
一

难事
＂

， 但传统的生

育观念 己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 多子女的害处及节制生育的好处 ， 己被越来越

多 的人所认识 ， 人们正在逐步走 出生育的误区 ， 特别是多胎生育得到 了有效的遏

制 ， 为控制人 曰过快增长 、 提高人 口素质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 。

２２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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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统思想的影响仍然不容小劇 ， 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 由于个人观念

Ｗ及政策实施的不到位 ， 仍有大量夫妇生育多个子女 ， 而与此同时 ， 虽然中 国的

中老年农村居民几乎没有Ｔ克
６

思想 ， 但受婚姻状况及个人生理情况的影响 ， 同

样有极少数人没有生育子女 。 本段将对江苏省各地区 的生育状况进行分析 ， 具体

如表 ３ ．２

表 ３ ．２ 各地区生育情况分布

单位 ； 人 ， ％

苏南苏中苏北

Ａ育 频数频率频数频率频数频率

未生育２６ ８ ． ０４ １４ ６ ． ０３ ８ ５ １ ０ ． ３ ７

生育
一

个２４ １７４ ． ６ １ １ ５ ７６７ ． ６ ７ ３ ７６４５ ． ８ ５

生育多个５ ６ １ ７ ． ３ ３ ６ １％．２ ９ ３ ５ ９４３ ． ７ ８

从表中可Ｗ看出 ， 江苏 由南到北 ， 独生子女所 占 比例逐渐减少 ， 更多的人选

择生育多个子女 ， 这与之前的假设是相符的 。 事实上苏南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并

不 比苏北地区宽松 ， 但苏北生育多个子女的比例远高于苏南苏中地区 ， 送其中主

要原因是个人价值观的差异 ， Ｗ及对政府养老政策的预期 。

＂

养儿能防老
＂

的思

想在苏北仍然流行 ， 因此实际情况 （超生为违规行为 ， 故有人即使知道问卷匿名 ，

在填写 问卷中仍隐瞒事实 ） 可能要远超表中数据 。 另外没有生育的情况苏北要显

著超过苏中苏南 ， 笔者认为基于生理因素无法生育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差异 ， 更大

的可能是 由于个人经济情况使得这部分人
＂

娶不上媳妇儿
＂

， 因而没有婚姻作为

生育的基础 ， 也没有领养的条件 。

３ ．２ 生育状化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３ ．２ ． １ 不 同生育状况下的居民生活满意度

通过前
一

节的分析 ， 可Ｗ看 出不同地区的居 民对于生育状况持有不同 的选

择 ， 然而这种选择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 出于升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 尚且不得而

知 ， 而这种选择给个人生活满意度又有怎样的影响 ， 下面将从直观上分析不同生

育状况下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际情况 ， 具体结果如表 ３ ．３

６

下克 ： Ｄ ＩＮＫ 是
“

Ｄｏｕｂ ｌ ｅ Ｉｎｃｏｍ ｅ Ｎｏ Ｋ ｉｄｓ
＂

的简写 ， 也就是代表 了
＂

双薪水 、 无子女
＂

的家庭 。

Ｚ３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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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 ３ 生活满意度的直观比较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 ｌｅ ： 生活满意度

生育状况户籍所在地Ｍ朗ｎＳｔｄ ．Ｄｅｖ ｉａｔ ｉｏｎＮ

１ １ ．朗 ０ ．８４ ２６

２ ２ ． ０７ ０ ．９２ １ ４

０

３ ２ ．２５ ０ ． ９０ ８５

Ｔｏｔａ ｌ ２ ． １ １ ０ ． ９ １ １ ２５

１ １ ． ８６ ０ ． ６６ ２４ １

２ ２ ． ０ １ ０ ．６７ １ ５７

１

３ １ ． ９９ ０ ． ６６ ３７６

Ｔｏｔａ ｌ １ ． ９５ ０ ． ６６ ７７４

１ １ ． ７７ ０ ．的 ５６

２ ２ ． ００ ０ ． ５８ ６ １

２

３ １ ．９５ ０ ． ７５ ３４９

Ｔｏｔａ ｌ １ ． ９３ ０ ．巧 ４６６

１ １ ． ８３ ０ ． ６７ ３２３

２ ２ ． ０ １ ０ ．６６ ２３２

Ｔｏｔａ ｌ

３ ２ ． ００ ０ 
７３ ８ １ ０

Ｔｏｔａ ｌ １ ．９６ ０ ． ７ １ １ ３６５

从表中可Ｗ看出 ， 总体看来苏中和苏北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分别为 ２ ． ０ １ 和 ２

分 ， 可Ｗ看出苏南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显著高于苏中苏北 ， 对于生育情况 ， 无子女

的家庭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要显著低于有子女的情况 ， 总体上得分依次降低 （ 即生

活满意度依次上升 ） ， 具体到各个地区 ， 有子女的父母对生活的满意度显著高于

无子女的父母 ， 但有独生子女和有多个子女的父母 ， 在生活满意度上的差异各不

相 同 ， 无法得出确切结果 。

义２ ．２ 生育状化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的 实证分析

本节中 ， 根据居民户籍所在地的不同 ， 将研究对象分为苏南 、 苏中 、 苏北Ｈ

个组 ， 每个组 内按照生育情况进行划分为没有子女 ， 有
一

个子女和有两个及 ｌｉ
ｉ

？上

２４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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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Ｈ种情况 ， 运用方差分析的方法对组 内及组间 的情况进行研究 ， 得出生育状

况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情况 。

方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 ） 又称
＂

变异数分析
＂

或
＂

Ｆ 检验
＂

， 是 １％３年 由英国

统计学家Ｒ ．Ａ ．Ｆｉｓｈｅｒ 提出的 ， 用于比较两个及两个Ｗ上样本均数差别的显著性检

验 。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 研究所得的数据呈现波动状 ， 造成波动的原因可分成

两类 ，

一

是不可控的随机因素 ， 另
一

是研究中施加的对结果形成影响 的可控因素 。

综合来讲 ， 方差分析的最大作用在于 ： １ ．它能将引起变异的多种 因素的各 自 作用

一一

剖析出来 ， 做出量的估计 ， 进而辨明哪些因素起重要作用 ， 哪些因素起次要

作用 。 ２ ．它能充分利用资料提供的信息将试验中 由于偶然因素造成的随机误差无

偏地估计出来 ， 从而大大提商了对试验结果分析的精确性 。 因此 ， 方差分析的实

质是关于观察值变异原因是数量分析 ， 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

在做方差分析之前 ， 需要对方差分析的基本假设进行检验从而确牵研究数据

是否满足做方差分析的条件 ， 方差的分析的基本假设有Ｈ个 ； １ ．所有观察数据都

来 自正态总体 ， 当样本量ｎ较大时 ， 这个条件
一

般是成立的 ；
２ ．所有的观察数据

都是随机的 ：
３ ．所有的方差总体相等 ， 及方差齐性检验

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数据来源于对江苏省苏南 、 苏中 、 苏北Ｈ个地区 ２ １个县

（ 区 ） 级行政单位 内农村居 民的 问卷调查 ， 且对地区和受访者的选择采取随机抽

样的方法 ， 因此方差分析基本假设的第二条是满足的 ， 也就是我们的观察数据满

足随机性的要求 。 因此我们在这巧对观察数据的正态性假设和方差齐性假设进行

检验 。

一

正态性检验 （ ｅｖｉｅｗｓ ）

首先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 ， 正态性检验的方法有很多种 ， 本文采用 ＳＰＳＳ

中 的ＱＱ图进行检验 。 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 然后利用 ＳＰＳＳ做标准化处理

后观察值的ＱＱ概率图 （详见图 ３ ．２ ） ， 从图 ３ ．２中不难看出代表样本数据的点几

乎都簇拥在图中 的直线上 ， 这说明观察数据基本满足正态性的假设检验 ， 可Ｗ认

为数据基本达到正态了 。

２５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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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２变量分布的ＱＱ概率 国

然后 ， 我们再检验数据 的方差齐性 ， 我们通常使用 的用 Ｗ判断多个样本方差

是否齐性 的检验方法是Ｌｅｖｅｎｅ 检验 。 从方差齐性检验 的 结果来看 ：伴随概率为

０ ．０６４ ， 大于显著性水平 ０ ． ０５ 。 因此通过了方差齐性检验 ， 认为各个组总体方差是

相等的 。 经过Ｗ上的变换和检验 ， 我们认为观察数据方差分析的Ｈ项假设基本满

足 ， 可Ｗ用于做方差分析表 。

二 方差分析结果

表 ３ ．４ 多 因素方差分析

Ｄｅｐｅｎｄｅ ｎ ｔ Ｖａ ｒ ｉ ａ ｂ ｌｅ ：生活满意度

Ｔ
ｙｐｅ １ １ １ＳｕｍｏｆＭ ｅａ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ｆ Ｆ Ｓ ｉ

ｇ ．

Ｓ
ｑ
ｕａｒｅ ｓ Ｓｑｕａ

ｒｅ

Ｃｏｒｒｅｃ巧ｄ

１ ０ ． ９９２
（
ａ

） ４ ２ ． ７５ ５ ．５４ ０

Ｍｏｄｅ ｌ

Ｉｎｔｅｒｃｅ
ｐ
ｔ ２４５ ５ ． ９７ １ ２４５ ５ ．９７４９４９ ．２７ ０

生育状况 ３ ． ７４ ２ １ ． ８７ ３ ． ７７ ０ ．０２３

户籍所在地 ７ ． ７ ３ ２ ３ ． ８６ ７ ． ７９ ０

Ｅｒｒｏｒ ６ ７４ ． ８７ １ ；３ ６０ ０ ． ５０

Ｔｏｔａ ｌ巧 ３ ２ ．００ １ ３ ６５

Ｃｏｒｒｅ ｃｔｅｄＴｏｔａ ｌ６ ８５ ． ８６Ｄ ６４

ａＲＳｑ ｕ ａｗｄ
＝
 ． １ ６

（
Ａｄ

ｊ
ｕｓ ｔｅｄＲＳｑ ｕａ ｒｅｄ

＝
 ． １ ３

）

２６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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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如表 ３ ．４
， 从表中可Ｗ看出 ， 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 ，

Ｆ
ｃｈ ｉ ｉｄ

＝

３ ． ７７２５ ， 并且伴随概率 ｐ
＝
０ ． ０２３＜０ ．０ ５ ， 这说明生育状况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

影响 。 同时 Ｆ
ａｒｅａ

＝

７ ． ７ ８７６ ， 伴随概率 ｐ
＝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５ ， 这说明居住在不同地区对居 民

生活满意度也有显著影响 。 综上可Ｗ看出 ， 在江苏的不同地区 ， 生育状况对居民

的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 ， 然而生育
一

个和生育多个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是否显著将通过多重比较来确定 。

本文采用ＬＳＤ及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两种方法进行多重比较 ， 具体结果为表３ ． ５ ， 表中

各项意义分别为 ： 表中方法 （ Ｉ ） 与方法 （ Ｊ ） 之间 的均值差 （Ｍｅａｎ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

标准误差 （ Ｓｔｄ卫ｒｒｏｒ ）
，
显著性水平 （ Ｓ ｉｇ ． ） 和平均数差值的％％置信区间 （％％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 。 表中
＂

Ｍｅａｎ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所列对应的数据 中右上角有

的表示该数据对应的两组均值之间有显著差异 。 从表中右上角有 标志 的数

据 ， 可Ｗ看出没有子女 、 有
一

个子女和有多个子女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的差别

有统计学意义 ， 没有子女的居民生活质量 比有子女的居民生活质量总体上要差 ，

而有
一

个子女和有多个子女对居 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

表３ ． ５多重比较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油 ｌｅ ：生活满意度

Ｍｅ ａｎ ９ ５％Ｃｏｎｆ ｉ ｄｅｎｃ ｅ

Ｉ ： 生育 Ｊ ： 生育
Ｄ ｉ ｆｆ ｅｒ ｅｎｃ ｅｓ ｔｄ ．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ｇ ． ｉ ｎｔ ｅｒｖａ ｌ

状况状况

１



（
Ｉ
－

Ｊ） ｌ ｏｗｅｒｕｐｐ ｅｒ

ＬＳＤ０ １ ． １ 巧８
（

＊
） ０ ．０６７９０ ．０ １ ９０ ． ０２６６０ ．２９３

２ ０ ．０７０％０ ．０ １ ２０ ．０３ ９３０ ．３ １ ７７

１０－

． １ ５９８
（

＊

）０ ． ０６７９０ ．０ １ ９－０ ．２９３－０ ． ０２６６

２ ０ ．０ １ ８７ ０ ．０４ １ ３０ ． ６５－

０ ．０６封０ ．０９９７

２ ０－

． １ ７８５
（

＊

）０ ． ０７０９６０ ．０ １ ２－

０ ． ３ １ ７７－

０ ．０３ Ｓ ＞３

１－

，
．０ １ ８７ ０ ．０４ １ ３０ ．６５－

０ ．０９９７０ ．０６２３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 ｉ０ １ ． １ 巧８
（

＊

）０ ． ０６７９０ ．０５ ６－０ ．００３０ ．３２２６

２． １ ７８５
（

＊

）０ ． ０７０９６０ ． ０３６０ ． ００８４０ ．３４％

１ ０－

． １ 巧８
（

＊

）０ ．０６７９０ ．０５６－

０ ．３ ２２６０ ．００３

２ ．０ １ ８７ ０ ．０４ １ ３ １－

０ ． ０８０３０ ． １ １ ７７

２０－

． １ ７８５
（

＊

）０ ． ０７０９６０ ． ０３ ６－

０ ．３４８６－

０ ． ００ ８４

１－

． ０ １ ８ ７ ０ ． ０４ １ ３ １－

０ ． １ １ ７７０ ． ０８０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ｍ ｅａｎｓ ．

２７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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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 ｍｅａｎ出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ｓ ｉｇｎ ｉ巧ｃａ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０５ ｌｅｖｅ ｌ ．

通过方差分析 ， 本文得出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受到生育状况的显著影响

送
一

结论 ， 笔者认为其具体原因可Ｗ从多个方面来进行探究 。 首先 ， 上文的分析

中可Ｗ看出有子女的家庭 ， 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较高 。 在中 国的传统观念中 ， 有
＂

不

孝有Ｈ无后为大
＂

这句巧 ， 子女关系到血脉的传承 ， 没有子女在中 国古代是很受

歧视的行为 ， 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进步 ， 个人价值观也在
一

定程度上发生变化 ，

然而没有子女的人在
一

定程度上仍然会受到来 自 家人 、 朋友 、 Ｗ及周围人施加 的

压力 ， 所 Ｗ没有子女会直接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 。

从马斯洛需求理论来看 ， 子女对于父母需求满足情况可Ｗ从Ｗ下两方面来考

虑 。 首先 ， 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考虑 ， 农村的中老年人往往没有养老保障 （这

个事实在苏南 、 苏中 、 苏北都是如此 ） ， 加上随着年龄的増加 ， 他们的劳动能力

下降 ， 无法通过 自 身劳动来赚取足够的钱 ， 甚至随着年龄的増 力日老年人会完全丧

失劳动能力 。 而他们本身 的积蓄又很有限 ， 逸就使得他们在经济上需要其他人的

支持 ， 而最好的选择就是 自 己的子女 ， 所 老年居民希望 自 己有子女 ， 能让 自 己

老有所依 ， 而中年子女有子女后 ， 会对 自 己的养老有较好的预期 ， 目 前的生活满

意度 自 然也会较高 。 而我国独特的传统使得农村居民往往认为子女成家后 自 己才

算完成
＂

任务
＂

， 多个子女的结婚成家 及教育会给父母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 ，

另外在农村中常见的
一

种现象是
＂

分家
＂

， 这个涉及财产分配的 问题也会给父母

带来很大苦恼 ， 这些都会在
一

定程度上抵消多个子女在经济支持这
一

方面带来的

生活满意度 。 其次是情感需求 ， 随着年龄的增加 ， 行动变得愈发不便 ， 农村中老

年人本就不大的社交圈子就会变得更小 ， 而人作为
一

种群居的社会性动物 ， 从情

感上就排斥孤独 。 在同代人交往 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就需要子女的陪伴 ， 从这个角

度来讲有子女 ， 特别是有多个子女能给父母带来更多 的情感支持 ， 使得父母得到

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

巧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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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代际关系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前文的分析 ， 可Ｗ看出生育情况确实对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 ， 然

而具体如何影响就涉及代际关系的各方面 ， 本章通过对代际关系满意度各个维度

的分析研究 ， Ｗ确定其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 ， 并研究各个维度代际关系

的影响权重和影响方向 。

４ ．１ 总体生活及各维度代际关 系 满意度统计分析

首先对子女学习 、 子女生活 、 陪伴时间 、 子女工作状况 、 子女孝顺情况、 子

女教育花费Ｗ及教育质量送几个维度的代际关系满意度进行赋值 ， 根据满意程度

分别赋值 １
－

５ 分 ， 对＾：个维度的代豚关系满意度化及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得分情况

进行分析 ， 探索农村居民对各维度的满意程度 ， 计算各个选项的频幾Ｗ及频率 。

表４ ． １ 各项满意度分布情况

单位 ： 人 ， ％

１ ２ ３ ４ ５

维度

丄频数２６６ ８２９ ８ ８ ５ １ ３

总体满意度
频率２ １ ． ５ ０６７ ．犯 ７ ． １ １ ４ ． １ ２ ０ ．２４

频数９５ ４７４ ２００４０９ ５９

子女学习
频率７ ．６８如 ．３２ １ ６ ． １ ７３３ ．０６４ ．７７

频数於 ４８９ １ ９３４ １ ２ ５０

子女生活
频率７ ．５２巧 ．５３ １ ５ ．６０３３ ．３ １ ４ ．０４

频数 １ ２０４７２ ８２ ５００ ６３

子女陪伴
频率９ ．７０ ３ ８ ． １ ６６ ．树４０ ．４２ ５ ．０９

频数９３ ４６ １ １ ３ １４２ １ １ ３ １

子女工作
频率７ ．５２ ３７ ．２７ １ ０ ． ５９３４ ．０３ １ ０ ．巧

频数２７７ ８５０ ９４ １ ４ ２

子女孝顺
频率２２ ．３９６８ ． ７ １ ７ ．抓 １ ． １ ３ ０ ．化

频数３４９６８２ １ ５３ ４ １ １ ２

教育收费
频率２ ８ ．２ １５５ ． １ ３ １ ２ ．３ ７ ３ ． ３ １０ ．９７

频数２０２拍 １巧４ ６５ １ ５

教育质量
频率 ］ ６ ． ３ ３５ ０ ．２０２７ ．００ ５ ．２５ １ ．２ １

２９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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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４ ． １ 中可 Ｗ看出 ， 居民对于总体生活满意度选择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分别

有２６６和 ８２９人 ， 两者共 占总体的 ８ ８ ． ５２％ ， 而对于生活不满意的 （含不满意和非常

不满意 ） 只 占到４ ． ３ ６ ， 这说明绝大多数的江苏农村居 民对 目 前的生活状况表现出

满意 。 在对子女的学习是否操也
一

项中 ， ４６％的父母选择热巳 ， 巧．巧的父巧选择

不操也 ， 两者差距不大 ， 究其原因
一

方面是父母 自 身 的原 因 ， 有的父母觉得子女

的学习情况没有那么重要 ， 另
一

方面可能是子女本身学习成绩较好或者与同龄人

（ 多为父母能接触到 的 同龄人 ） 比起来较理想 ， 笔者认为无法从送个维度中得出

父母不关系子女教育 问题 ； 在另外两个维度 ， 即教育收费和教育质量中 ， 不满意

（含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 的家长分别只 占到 １ ．２９％ ， 和 ６ ．４６ ， 这说明绝大多数

家长对于 目前学杂费减免政策表现出满意 ， 对江苏的教育教学质量也表示认可 ，

当然 ， 送也从侧面表现出父母很关也子女的教育 问题 。

在子女生活操必方面 ， ４７ ． ５％的父母表示操也 ， １ ０ ． ５９％的父母认为子女生活

情况尚可 ， 剩下４５ ． ５ １％的父母认为子女的生活状态较好 ， 基本不操也 。 这与调查

对象的年龄分布有
一

定关系 ， 因为本次选取对象为 ４０岁 Ｗ上的农村居民 ， 这其中

有部分调查对象的子女尚未成年 （或者有未成年子女 ） 。 受中 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

在子女年龄较小时父母倾注大量必思 ， 甚至主观不鼓励子女独立 ， 送就使得父母

关必子女的生活状态 ， 而很多年轻人婚姻生活状态都较好时 ， 父母也就觉得子女

的生活不操也了 。

在子女陪伴时间方面 ， 有４７ ． ８６％的父母选择了
一

年中大部分时间子女陪在

身边 ， 超过
一

半的父母在
一

年中 的大部分时间得不到子女的陪伴 ， 送
一

部分主要

是由于子女的工作及求学使得他们不得不远离父母 ， 结合子女的孝顺情况来看 ，

８ １ ． １％的父母认为 自 己的子女化较孝顺 ， 只有 １ ．２９％的父母认为子女不够孝顺 ，

这说明大多数父母认为子女比较孝顺 。 本研究在调查中主要的孝顺情况是指子女

给予父母的家务家务及其他服务性上的支持帮助 ， 对比子女陪伴时间可发现两者

情况并不吻合 ， 超过
一

半的家庭子女平时不在身边但只有极少数的父母认为子女

不够孝顺 ， 究其原因 ，

一

方面是大量中 国中老年人对子女的反馈要求较为宽松 ，

甚至有的父巧认为只要子女过的好 ， 就是对 自 己的孝顺 ； 另
一

方面前文中也提到

家务及服务性上的支持与经济支持之间具有
一

定的可替代性 ， 子女通过经济支持

可 Ｗ替代家务帮助上的缺失 。 而陪伴与孝顺满意度的差异也表现出大量的农村中

３０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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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并不会在物质 （经济和家务 ） 支持上做苛刻的要求 ， 期望子女更多时间 的

陪伴所需求的更多 的是情感上的支持 。

再看农村中老年人子女的工作情况 ， 选择务农的有９３人 ， 占总体的７ ．５２％ ，

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 ， 交通的便利 Ｗ及社会流动性的影响 ， 越来越多的农村年

轻人放弃在家务农 ， 选择获得更好回报 （主要是经济方面 ） 的职业 ； 而附近上班

的有４日 １人 ， 占调查总体的 ３７ ． ２７％ ， 送说明 随着江苏工业化的进程 ， 各地经济发

展带来更多本地的就业机会 ； 自 己创业 ， 从事个体经营的人数占总体的 １ ０ ． 朗％ ，

前文中子女
一

年中大部分时间陪伴在父母身边的 比例是４７ ． ８６％ ， 而务农和附近

工作的人显然可Ｗ经常陪在父母身边 ， 由此也可Ｗ看 出 自 己创业的人并不全部是

在老家附近 ； 在當 内工作 （不含本地 ） 和在省外 （工作 ） 的各有４２ １和 １ ３ １人 ，

占总体的 比例分别为 ３４ ． ０３和 １ ０ ．５９％ ， 由此可 Ｗ看出 ， 在江苏农村 中只有极少部

分人会选择出省求职 ， 而大多不在家乡本地工作的人也不会离开本省 ， 这与江苏

在全国 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 ， 说明近年来江苏经济的发展带动各行各业都

在 向前发展 ， 提供 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

４ ．２ 代际关 系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碱

结构方程模型 （ ＳＥＭ ） 是当代行为与社会领域量化的重要统计方＆ ， 它融合

了传统多变量统计中 的
＂

因素分析
＂

与
＂

线性模型之回归分析
＂

的统计技术 ， 对

各种因果模型可Ｗ进行模型的辨识 、 估计与验证 。 它能验证各式测量模型 、 不同

路径分析模型还可Ｗ进行多群组分析 ， 结构平均数的检验 ， 但群组或多群组多个

竞争模型或选替代模型的选优 ， 是经济计量 、 社会计量和也理计量发展过璋中 的

合成产物
７

， 笔者认为运用到本文中非常合适 。

４ ．２ ． １ 观察变量与结构模型

根据本文的研究 内容 ， 我们设定模型中的 ６ 个潜在变量 ： 总体生活满意度 、

子女教育满意度 、 子女生活满意度 、 情感支持满意度 、 经济支持满意度 ， Ｗ及服

务性支持满意度 ， ６ 个潜变量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 ， 我们建立如下假说 ：

Ｈ １ ：

＂

子女工作情况
＂

对
＂

总体生活满意度
＂

具有正 向影响 ；

７

６〇 １細 和 。）唯 １ ９％ 年指出 。

別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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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 ：

＂

子女生活满意度
＂

对
＂

总体生活满意度
＂

具有正 向影响 ；

Ｈ３ ：

＂

子女陪伴时间
＂

对
＂

总体生活满意度
＂

具有正 向影响 ；

Ｈ４ ：

＂

子女孝敬满意度
＂

对
＂

总体生活满意度
＂

具有正 向影响 ；

Ｈ５ ：

＂

子女学 ＞
」满意度

＂

对
＂

总体生活满意度
＂

具有正 向影响 ；

Ｈ６ ：

＂

教育花费满意度
＂

对
＂

总体生活满意度
＂

具有正 向影响 ；

Ｈ７ ：

＂

教育质量满意度
＂

对
＂

总体尘活满意度
＂

具有正 向影响 ；

Ｈ ８ ：

＂

子女工作情况
＂

对
＂

子女陪伴时间
＂

具有正 向影响 ；

Ｈ９ ：

＂

子女工作情况
＂

对
＂

子女孝敬满意度
＂

具有正向影响 ；

Ｈ １ ０ ：

＂

教育花费满意度
＂

对
＂

子女学习满意度
＂

具有正 向影响 ；

Ｈ １ １
：

＂

教育质量满意度
＂

对
＂

子女学习满意度
＂

具有正 向影响 ；

根据假说 ， 建立潜变量之间 的关系 ， 由此构建初始路径分析模型 ， 如 图 ４ ． １ 。

其中所有变量均为观察变量 。

＿＿

工化博况 巧讀

■／＼
＿＿

，

圓

陪伴时向 ￥女孝顺

－

＼ 、 １
．

１ 「生活憶词￣电戦葦

ｍｍ
 Ｉ Ｉ

教喜质童
。

＇

一 在 ；

。 ；
：

：

；

图 ４ ． １ 代际关系与总体生活满意度顿始模型

３２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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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２ 违犯估计

在评价模型拟合度之前 ， 必须先检查
＂

违犯估计
＂

， 来检验估计系数是否超

出可接受的巧围 ， 具体来说 ， 研究者可 通过逐
一

检查参数估计的结果 ， 浏览每

一

个参数的正负号 、 数值大小 、 测量误差等 ， 来确定研究变量中 的某些变量的测

量质量是否有不佳的情况 ， 如果某些变量的测量误差过于严重 ， 研究者应先行解

决测量的 问题 ， 重新检讨参数的估计 ， 而非进入模型评价的程序 。 所谓违犯估计

是指模型 内统计所输出 的估计系数 ， 超出 了可接受的范围 ， 违犯估计的项 目
８

有 ：

１ ： 误差方差出现负值 ， ２ ； 标准化系数超过或太接近 １（通常Ｗ０ ． ９ ５ ） ， 具体

方差估计值见表 ４ ．２ ， 从表中可Ｗ看出 ， 没有负的方差存在 。

表 ４ ． ２ 方差估计

Ｅ ｓ ｔ ｉ ｍａｔ ｅ Ｓ ．Ｅ ．Ｃ ．Ｒ ． ＰＬａｂ ｅ ｌ

生活情况 １ ． １ ７３ ０ ． ０４７ ２４ ． ８６＊＊＊ ｐａｒ＿ ：ｌ ８

教育收费０ ． ６ ２ ２ ０ ． ０２５ ２４ ． ８６林＊ ｐａｒ
＿

１ ９

教育质量０ ． ６ ９ １ ０ ． ０２８ ２４ ． ８６＊＊＊ ｐａｒ
＿

２０

工作情况 １ ． ４３ ７ ０ ． ０５８ ２４ ． ８ ６林＊ ｐａｒ
＿

２ １

ｅ ｌ １ ． １ １ ０ ． ０４５ ２４ ． ８６＊林
 ｇ

ａｒ
＿

２ ２

ｅ２ ０ ． ３ ４２ ０ ． ０ １ ４ ２４ ． ８６村 ＝＊ ］＾ａｒ＿２ ３

ｅ ３ １ ． １ ９４ ０ ． ０４８ ２４ ． ８６料＊ ｐａｒ＿２４

ｅ４ ０ ． ４３４ ０ ． ０ １ ７２４ ． ８６幸林 ｐａｒ
＿

２５

通过分析得到标准化回归系数 ， 具体结果见表 ４ ．３
， 从表中可Ｗ直观的看到 ，

所有的标准化系数绝对值都在 ０ ． ５Ｗ下 ， 均未接近或超过 １

＊

Ｈａ ｉ ｒ
，Ａｎｄｅｒ ｓｏｎ ，Ｔａｔ ｈａｍ和Ｂ ｌ ａｎｋ于１ ９８ ８年提出 。

巧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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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３ 标准化回归系数

Ｅｓ ｔ ｉｍａｔ ｅ

陪伴时间 ＜
－一工作情况 ０ ．４３ ７

子女孝顺 

＜
－一

陪伴时间 ０ ． １ ０ ３

学习情况 ＜
－一

教育质量 ０ ．０巧

学习情况 〈
－一

教育收费 ０ ． ０ ７６

子女孝顺 ＜ 工作情况 ０ ．０ ７ ８

总体满意度 ＜
－一生活情况 ０ ．０ ５ ５

总体满意度 〈
－一

教育收费 ０ ． １ １ ５

总体满意度 〈
——学习情况 ０ ． ０ ５ ６

总体满意度 〈
－一

教育质量 ０ ． 巧 ５

总体满意度 ＜
－－

－

子女孝顺 ０ ．口

总体满意度 〈
——

陪伴时间

４ ．２ ．３ 正态性检验

在构建模型的过程中 ， 若样本的前提假设得到满足 ， 则 Ａｍｏ ｓ 就会产生
＂

渐

进结论
＂

， 也就是所获得的结论在大样本的情况下是
＂

几乎正确的
＂

。 因此 ， 进

行观测变量的正态性检验是必要的 。 在正态分布时 ， 偏度系数与峰度系数举要接

近于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的普遍使用标准
９

： 偏度系数 〉 ３
， 峰度系数巧 ， 即需要研

究者注意 ； 如果峰度系数 ＞ ２０ ， 即需要密切注意 ，

一

般送种情况下认为观测变量

非正态分布 。 从表 ４ ． ４ 可看出观测变量的偏度和峰度均在 ０ 的附近左右 ， 没有超

过警戒线的数据 ， 故可Ｗ视为各变量呈正态分布 。

９

０ ．Ｋ ｌ ｉ ｎｅ 于 １９９８ 年提 出

乂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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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观测变量的正态性检验

Ｖａｒ ｉａｂ ｌ ｅｍ ｉｎｍａｘ ｓｋｅｗ ｃ ． ｒ ．ｋｕｒ ｔｏ ｓ ｉ ｓｃ ．ｒ ．

工作情况 １ ５ ０ ． ０ ６ １０ ． ８巧
－

１ ． ２ ６ ３—

８ ． ８ ０４

子女生活 １ ５
－

０ ． １ ０８
－

１ ． ５ ０ ７
－

１ ．１ ８ １－

８ ． ２ ３

教育质量 １ 日 ０ ． ４２ ２５ ． ８９０ ． ２ ２４ １ ， ５ ５ ９

教育花费 １ ５ ０ ． ６ ７ １９ ． 扣２０ ．

■

Ｚ Ｓ ｇ ５ ．１ ５４

陪伴时间 １ ５
－

０ ． ０２ ２
－

０ ． ３口
－

１ ． ３ ６５
－

９ ． ５ １ １

孝敬情况 １ ５ ０ ． １ ８ ７２ ． ６０６ １ ． ２ ４８８ ． 關９

子女学习 １ ５
－

０ ． ０％
－

１ ． ２０ ５
－

１ ．１ ６
－

８ ． ０８ ７

总体满意度 １ ５ ０ ． ７ ６４ １ ０ ． ６５２ ． ０ ６ １ １４ ．

４ ．２ ．４ 最化模型的构建

关于模型拟合度评估方面 ， 若模型拟合度越高 ， 则代表模型可用性越高 ， 参

数的估计越具有其湿义 。 本文采用卡方统计量来检验模型拟合度 。 通常情况下 ，

当卡方值的显著性水平 ＰＭ） ．０５ 时 ， 称该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度 。 进行模型修正

的 目 标就是 ： 使得 谢 ｉ
－

ｓ ｑｕａｒ ｅ 减少 ， Ｐ 值増加 。 模型的拟合优度可从多方面进

行考量 ， 具体如表 ４ ． ５ 。 本文 中 ， 笔者进行相关调整后得到最优模型 ， 模型中

甜 ｉ
－

ｓ叫ａｒｅ
＝
１ ０ ７ ． ５３ ９ ，Ｐ

二
０ ．１ ０ １ 〉 ０ ． ０ ５

， 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 最优模型可见图

４ ． ２ 。

表 ４ ． 日 模型拟合度指数

指数名称ｘ
２

／ｄｆＰＲＭＳＥＡＣＦＩＲＭＲＧＦ ＩＡ １Ｃ

模型 １ ． １ ９０ ．０９６０ ．０２２０ ．９９２０ ． ０ １ ８０ ． ９６６２２５ ．７９２

接受值 １ 月 ５ 日＞０ ． ０５＜０ ．０５＞０ ．９０越小越好＞０ ． ９０－

；３５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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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

＼＼Ｉ田Ａ 扫

Ｉ

生洩悟巧 体嘉Ａ却
？Ｉ

ｖｒｘ１
 ； ．

．巧
，

“

图４ ． ２路径分析模型 图

通过路径分析模型 图 ， 可 Ｗ看 出各路径的 回归系数 ， 由此可Ｗ得到最优模型

回 归系数 ， 整理得出表４ ． ６ ；

表４ ． ６最优模型回归系数估计

Ｓ ｔ ａｎｄ ａｒ ｄ ｉ ｚ ｅ ｄ

Ｅ ｓ ｔ ｉ ｍａ ｔ ｅＳ ．Ｅ ．Ｃ ．Ｒ ． ＰＬａｂ ｅ ｌ

Ｅ ｓ ｔ ｉ ｍａｔ ｅ

陪伴时间 ＜
——工作情况０ ． ４ ２ ７０ ． ０ ２ 日 １ ７ ． ０ ９ ２朴＊ ｐ ａｒ １ ２ ０ ． ４３ ７

子女孝顺 〈
－一

陪伴时问０ ． ０ ５ ２０ ． ０ １ ６３ ． ２ ７０ ． ０ ０ １ｐ ａｒ＿４０ ． １ ０３

学习 情况 ＜
－—

教育质量０ ． ０ ３ ６０ ． ０４ ２日 ． ８ ５ ３ ０ ． ３ ９４ｐ ａｒ
＿

７０ ． ０ ２ ７

学习 情况 ＜
－—

教育收费０ ． １ ０ 日０ ． ０４４２ ． ３ ７ ６ ０ ． ０ １ ８ｐａｒ＿８０ ． ０ ７ ６

子女孝顺 ＜
－—工作情况０ ． ０ ３ ８０ ． ０ １ ５２ ． ４７ ５ ０ ． ０口ｐａｒ

＿

ｌ ｌ０ ． ０ ７８

总体满意度 〈
一－生活情况０ ． ０ ３４０ ． ０ １ ７ １ ． ９ ８６ ０ ． ０４ ７ｐａｒ

＿

ｌ ０ ． ０ ５ ５

总体满意度 

＜
—

教育收费０ ． １０ ． ０２ ７３ ． ７ ３２朴＊ｐ ａｒ＿２ ０ ． １ １ ５

总体满意度 ＜
—－

学习情况０ ． ０ ３ ５０ ． ０ １ ７２ ． ０ ２ ２ ０ ． ０４ ３ｐ ａｒ
＿

３ ０ ． ０ ５ ６

总体满意度 ＜
——

教育质量０ ． １ １ １０ ． ０２ 日４ ． ３ ７ ６料＊ ｐ ａｒ＿６０ ． １巧

总体满意度 〈
一

子女孝顺０ ． １ ３ ９０ ． ０ ３ ２４ ． ３ ５ １林＊阳 １

＂

＿

９ ０ ． １ ２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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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满意度 ＜
—－

陪伴时间０ ． ０ ３ ０ ． ０ １ ６１ ． ８ ９ ９０ ． ０ ５ ８ｐａｒ
＿

１ ０ ０ ．０ 日 ２

由路径分析的结果可Ｗ看出 ， 子女的工作精况对陪伴时间 的影响 、 教育收费

情况对父母总体满意度的影响 、 子女所在学校的教学质量对居 民总体生活满意度

的影响 Ｗ及子女的孝顺情况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都非常显著 ， 显著性水平

（ Ｐ值 ） 远小于 ０ ． ００ １ ， 另外子女的陪伴时间对于子女孝顺满意度的影响 、 教育

收费情况对于子女学 习情况满意度的影响 、 子女的工作情况对其孝顺情况的影

响 、 父母对于子女学习情况满意度对 自 身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化及子女的生活状况

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的显著性水平巧小于０ ． ０５ ， 送说明这几个方面的代际关

系对于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

再看各个维度的代际关系对于生活质量的影响情况 ， 影响权重 由髙到低依次

为子女的孝顺情况 、 子女所在学校的教学质量 、 教育收费情况和父
＾
对于子女的

学习情况满意度 。 而子女的陪伴时间不是直接对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进行影响 ， 但

通过子女孝顺情况中 间变量作用对父母生活质量产生影响 ， 也就是说父母认为子

女陪伴 自 己的时间越多就越孝顺 ， 而子女的工作情况经 由子女陪伴时间 Ｗ及子女

满意度情况对父母总体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 ， 这是因为子女的工作地点与父母的

距离决定 了他们陪伴父母的时间 ， 而其收入情况决定 了他们对于父碍的经济支持

情况 。

３７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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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策建议及讨论

５ ． １ 政策建幸义

由前文的分析 ， 化及模型所得的到的结论 ， 笔者认为可从学杂费减免 、 教育

的资源配置、 农村老年人的医疗养老Ｗ及城乡经济发展等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 具

体建议如下 ：

５ ．１ ．１ 加大农村财政投入 ， 婚续推行学杂费减免政策 ？

２０ １ ２ 年 ， 全国教育财政支出近 ２ ．２ 万亿元 ， 占 ＧＤＰ 生产总值的 比例超过 ４％ ，

江苏省教育方面的投入超过全部财政支出 的 １ ８％ ，

—

方面教育的财政支出在进
一

步加大 ， 另
一

方面城乡教育支出 比例不均衡显现更加严重 ， 基层教育受重视程度

不够 ， 送使得基层中小学 （特别是农村 ） 教育教学设施落后 ， 办学条件较差 ； 另

夕ｈ 虽然今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好转 ， 但子女的教育支出仍 占很大
一

部分 ， 我国学杂费减免情况与欧美发法国家相 比仍有很大差距 ， 所 ＵＩ学杂费减免

政策不能懈怠 ， 应进
一

步加大学杂费的减免政策 。

５ ． １ ．２ 提高基层教师待遇 ， 改善师资分配 ，

我国教师的侍遇分化非常严重 ， 城市教师待遇远高于农村 ， 私立学校教师待

遇远高于公立学校 ， 如此
一

来 ， 农村的教师数量越来越少 ， 师生比
１ ０

远低于正常

水平 ， 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 在为数不多的农村教师中青年教师比例和教师的总

体学历水平都较低 。 究其原因还是农村学校的教师收入太低 ， 缺乏吸引力 ， 年轻

教师在农村教学往往无法满足 自 身 的 日常生活花销 。 另外在农村地区学校的学科

结构配置也很不合理 ， 大量的农村中小学 （特别是小学 ） 严重缺少美术 、 英语 、

音乐 、 计算机等学科的教师 ， 甚至有的学校放弃这些学科 。 如此送般农村学生的

教育质量与城市之间 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 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会 日趋严

重 ， 提高教师待遇 ， 改善师资分配刻不容缓 。

５ ． １ ．３加快完善符合江苏实际巧化的养老佩幸体系 ．

保障老有所养是改善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有效手段 ， 对于有条件 自我

储蓄的中老年人 （主要针对 ６０岁 ｔＴＦ ） ， 应加大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力度 ，

Ｗ

某待定教育层次在指定年份中的学生人数与 同年同
一

教育层次工作的教师人数之比

３８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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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这部分人参与适当形式的杜会养老保险 ； 同时增加农村养老公共服务项 目 ，

增加养老院的数量 Ｗ及质量 ， Ｗ保证子女无法提供足够支持的老年人也有基本的

生活保障 。 对于老年人来说 ， 医疗花费往往是个人花费的主要构成部分 ， 所Ｗ引

导农村中老年居 民参加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险 ， 保证病有所医且
一

定程度上减少

医疗的花费 ， 同样可Ｗ为他们的晚年提供有效的保障 ， 提高农村中老年居民的生

活满意度 。

５ ． １ ．４ 加速推进城镇化步钱 ， 积板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
一

直Ｗ来都存在的 问题 ， 然而随着交通的便利 ，

越来越多 的农村居 民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 ， 有的更是到其他省市工作 ， 这就使得

＂

留守儿童
＂

、

＂

留守老人
＂

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 老人孩子得不到关也 ， 外出打

工的人也里放不下 ， 这使得留守的人和外出 的人生活满意度都会受掛影响 。 农业

和工业的协调发展是走向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 ， 要Ｗ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业现代

化的发展 ， 从而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 在推进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 ，

伴随着产业的升级优化 ， 鼓励和引导各地农民利用各种组织形式发展乡镇企业和

县域经济 。 鼓励扩大就业和发展农产 品加工业 ， 鼓励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 ， 为更多的农村居民提供就业机会 。

５ ．２ 本文的不足之处

调查对象的选取不够全面 。 本文在 问卷的调查中 ， 在江苏省抽取 ２ １ 个县级

巧政单位 ， 每个样本框中取 １ ００ 个调查对象 ， 对于
一

个县来说 ， １ ００ 个问卷不
一

定能很好的反应总体的情况 ； 另外在 问卷过程中 ， 有的居 民不识字 ， 无法完成问
．

卷或者对 问卷的理解不够导致这部分对象的实际情况不能得到很好的统计 ； 而大

量的外出务工也使得
一

部分居 民的情况没有涵盖在本次调查中 。

实证分析结果有不足之处 。 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中 ， 特别是进行路径分

析时 ， 由于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有很多方面 ， 而代际关系只是其中 的
一

个

方面 ， 这就使得代际关系的几个维度指标 ， 有的对代际关系影响十分显著 ， 而最

终对于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 另外本文在代际关系的二级指标选取

中 ， 虽然是根据相关的理论 、 原则 、 前人的研究成果 Ｗ及中 国的实际情况和可操

３９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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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行的 ， 然而代际关系是
一

个复杂的概念 ， 运用有限的指标来提高代际关系的

解释能力也存在不足么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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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本文相关问卷内容

此调查表是为研究课题 《我国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和统计研究 》 编制 ， 此调

查表有助于相关部 口 了解居民生活质量化及生活感受 。 您的意见将会保密 ， 谢谢

您的合作 ！

答题指南 ：

１ 、 请您根据个人意见选择相应的选项 ；

２ 、 请您不要用过长时间进行考虑 ， 而是根据您的第
一

印象选择最合适的选项 ；

第
一

部分 ：

（在这
一

部分 ， 每题都将有
一

个陈述语句 ， 请根据您对该陈述的赞成或反对程度

进行选择 ， 每题只选
一

个答案 ， 请在您要选择的答案下面的方框中打
＂

Ｖ
＂

）

示例 ：

总体而言 ， 我对 自 己的生活很满意 （单选）

！

ｒ菲香Ｈ ＷｍＭＦ禾商意ｉ

—

颗而意１

ｉ １ Ｔ


 ｊ ｒ

……― —

１
ｉ １ —  ｊ ＿＿ ｉ— Ｉ Ｉ

答量亩明 ：

—


１ ． 如果你认为该陈述与你的想法完全符合 ， 你可 １＾｜选择
＂

非常同意
＂

２ ． 如果你认为该陈述与你的想法大致符合 ， 你可ｗ选择
＂

同意
＂

３ ． 如果你不便发表观点或不好评价 ， 你可Ｗ选择
＂

说不清
＂

４ ． 如果你认为该陈述与你的想法不完全符合 ， 你可化选择
＂

不同意
＂

５ ． 如果你认为该陈述与你的想法完全不符合 ， 你可Ｗ选择
＂

非常不同意
＂

请从Ｗ下的陈述中 ， 选择
一

个您认为最合适的选项 ：

１ ． 总体而言 ， 您对 自 己的生活很满意 （单选 ）

￣￣￣￣

商惠
—……

謂禾１奮
————— －－

晋菲娇福

２ ． 和能＾ 的人相比 ， 您的收入运高 （单选 ）

菲丽秦
———

ＴＭＳ ｉ

—

韦碌商意 Ｉ

ｒ

￣

ｎ
￣￣

１ ｒ
…

ｉ

Ｊ


Ｉ—     ＿＿］ ｝ ————＿ ＿ ＿ ｊ

３ ． 前Ｓ 比 ， 您的Ｓｉ收Ａ提高了 （ 高于通在志志 ， 去远 ）

筆 同意曼商示暴
－ 

商意
－

１５ 菲营禾商意
Ｉ

； Ｔ Ｉ ｒ Ｉ ：

；

４ ． 目前 ， 您是否务农 （单选 ）

｜

１

＿＾＿ 

［

２否
 Ｉ

５ ． 目前 ， 农村机械化程度较高 （单选 ）

１ 非量画量１１］

２ 同章言祝磊 重眾面意


５ 罪景禾同奪

４３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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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目前 ， 水利设施较发达 （单选 ）

Ｉ

Ｔ韦香局意社 同意 ｉ

３ 威不捂



畫禾
＇

商意



昏非禁禾同意１

７ ． 您家中 的主要收入来源 ？

ｉ

ｒ薪范杯巧
－

技

—

商窗？ Ｆ济宙ｉｆｆＴ
—

贾福
… ——— ——

８ ． 您对 自 己的经济状况很满意 （单选 ）

商意
—
… ― ． —

― —

￥１＾ＩＷｅ两掃禾商意 ！

；



＾


＾
 


！



？

；

 ［ Ｉ

；

 ｊ Ｉ

９ ． 运瓣Ｓ品工ＳＳ ： （妾孟 ） （ｉ 目前没看工在 ， 请嘉ｉ ；问题 ９
－

１ ４ ）

｜

ｌ 麻症王丧
—

戸不存宮誓巧巧堂
－

串香坏抒王 實

ｒ

￣ —

ｉ
—

ｉ
 —

ｉ

—

１

１ ０ ． 您的工作很安＾（单选 ）

ｉ

ｒｕｗｉ
￣￣￣￣￣

Ｗｎｍ育请不清
￣￣￣￣̄

！ ； ： ＊ ！ ：

１ １ ． 在工 您吾充足的 昌主权 （单选 ）

｛

１ 非療商煮 Ｈ２ 同意 １

３ 说不清 ！４ 不同意君 非常不同意 ！

ｒ

 


ｒ


ｒ


１

一—
—

１



ｔ

！ ！ Ｉ ！
■

１ ２ ． 在工作中 ， 您有足够的提升的机会 （单 ｉｔ ）

岡丽１鼠意巧商示商意 １

Ｉ Ｉ Ｉ ｒ Ｉ１

１ ３ ． 法定假 日 中 ， 您能够休息 （单选 ）

ｉ

ｒ菲景商１Ｔ 毎 同意ｐ
ｉ扫向暑 示局意

 －

罪香禾商煮 Ｉ

（ Ｉ 害 Ｉ Ｉ

１
＿ ｊ １ ］

＿
 ｊ

１ ４ ． 您对 自 己的工作很满意 （单选 ）

ｉ

ｒｉｔＭｌ
￣￣￣￣￣

養

—

商意
—… ― —… — …

吾 不清 ｜

４ 不同意

ｉ 三
 ｝ ｔ  Ｉ  呈

１ ５ ． 您 目前处于婚姻状态 （单选 ） （若为未婚 ， 请跳过问题 １ ６
－

２ ０ ）

ｉ

ｒ采疆
—………

｜
２ 己婚誦最

—

１
Ｉ



ｒ
   

Ｉ

ｊ

 Ｌ Ｉ Ｉ

１ ６ ． 目前 ， 家务主要 由您承担 （单选 ）

１
１１１１量１１２岛章

… ！

３ 森示寫
… 一… ―

而局意


費 菲景示商意 ｊ

！ ｉ Ｉ １ Ｉ Ｉ

１ ７ ？ 您对配偶非常满ｉ

—

（丢甚 ）

ｐ丽意
——— ——

Ｆ商意
……………—— ——…

硕面ｆ禾丽漏禾商意
！

ｒ ：
＇

 ！
－￣￣

 １
■

Ｉ Ｉ 
Ｉ Ｉ ； ．

．

１ ８ ． 您和配隅能够相互理解 （单选 ）

！

ｒ菲蒂商意
— ＾

１
２ 同意 ｜

３ 诱示清
－ － － － －

掌禾局意
－ — － － － －

１

５韦景示商意
Ｉ

？ ： ；  ；
￣￣— ＇

 言

 Ｌ


：

 ．
 ￡

４４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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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 您和配偶经常会因为经济问题争吵 （单选 ）

￡１１§１１ ＾

２ 同意寺瑞示寫 本呆商意


ｉ

ｓ 非崇呆同煮

２０ ． 和 Ｗ前相 比 ， 您和配偶的关系更加融洽 （单选 ）

臣重１１量１３
—

商意


尽

－

視畜Ｆ禾商意畏韦香禾商意 １

２ １ ． 您只有
＾

一

个孩子 （单选 ） （若没有孩子 ， 请挑过 问题 ２＾２６ ）

！

ｉ非常同意
￣

｜

２

—

商意
—

— — … —… ＂＂＂＂＂

Ｐ＾ｉｌ忘福
ｉ

ｌ ｌ １ ｉ

ｒ ［ Ｓ Ｉ

；
： ？＿ ！ ｉ ｉ

２２ ． 孩子品呈习很立您妾也 （ｉＳ ）

图垂ＩｌＩＩＪ 同意 ｜

３

—

语禾暴
— —

巧商意


｜

５菲景禾商意
１

１ Ｉ ｉ Ｉ

ｉ ＊ ｉ

２３ ．ｉ子品ｉ活很让您费必 （单选 ）

｛

Ｔｉ丽最
…

它
―

商意
—

臣

—

可不丽廊香滿意 ）

｝  ｉ —－
． ． ． ｉ— 
— —

－—
ｉ

——
；

Ｉ １ ； Ｉ １
Ｉ

  ｊ…— ． Ｊ Ｊ ｉ

２４ ．
—

年中 ， Ｓ爭；部分Ｓ间系Ｓｉ ■

—

這 （单Ｓ ）

｜

ｌ 菲香商吾 １２ 同意 ｌ３ 摄示磊


ｆ示同意
一

度菲景禾同意 Ｉ

ｒ

―

Ｉ

ｊ



 Ｉ



 ；



 ！

２５ ． 若您的孩子现在上班 ， 请 问她／他从事什么工Ｓ（单选 ）

Ｉ
ＴＳ

＂

官禍 ＦＷＳＷｘ


ｊ

．  一－

扩

 

ｊ



１

ｉ ｉ ｊ ｉ

ｉ

 ｉ＿ ＿ ＿ ＿   

？

： Ｉ

２６ ． 您的孩子对您非常孝顺 （单选ｉ

^

臣壁画ＩＩ屯固臺
一…

…！亟壁１



１
４ 示商意



ｊ

ｓ韦景示商意
；

！
—

ｊ— —
－

１
… —
 Ｉ

— 

Ｉ

  ｉ

２ ７ ． 您和兄弟是完的美系很完 （ｉｉ ） （若没肴兄宗殖［系 ， 请贸品 ）

常同套 爵意 不同意良菲需禾局意
^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Ｌ  Ｊ

２８ ． 您对 自 己的家庭生活很满意 （单选 ）
．

ｉ

ｒ福丽
……—

｜

２ 同意
—— —

｜

３ 宿禾奪Ｊ
———

資 禾雨
一 —

—

………

ｉ

ｓ韦景禾商意
Ｉ

ｉ

…

 Ｉ
…＂＂＾

 ｊ
￣

 ！
一—…－一—￣＂

ｒ
— —…

Ｉ

［ ｉ Ｌ ｉ Ｌ ｉ

２９ ． 相苗字同龄人 ， 您身在健康备况较运 （ｉ岳 ）

ＥＳＵＺｌ避— — … ― 一

Ｆ摄示暴
— — —…— …

杯同意
— —

———

—

１

５韦景示面意］

ｉ
： ：

！ ； ｉ ？

 ； 二

３ ０ ． 您亲人都很健康 （ 单选 ）

丽
— －

它

—

商意
—…

良

―

馬禾暴呂

—

禾同意
Ｉ



！



１


１

   

１

： ｉ Ｉ ；

３ １ ． 您对 自 ｉｉ桌

—

状况很满意 （ｉｉ ）

｜

ｌ韦景同意
— —

—

２ 同意 ｜

３ 谅示清


基禾商意
－—

｜

５ 非景示商意１

！
—

 ！
—

 ｉ

； ：



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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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 您附近道路状况较Ｗ前有较大改善 （单选 ）

芽 菲療商意 １
２ 同意 ！

３祝清
一 —

Ｊ示面意
…… －… －……

昔非香示商意 ］

Ｉ Ｉ ｉ Ｉ ［ ｉ

ｉ ——— —ｊ＿＿ ￡  ［


ｉ

３ ３ ． 运周 围噪音污染 比较严重 （去Ｓ ）

！

ｒ菲誦意
———…

营同意
—一—

ｆ漏意＾韦娇局意１

ｉ ！ ！ ｉ ｉ ！

ｉ


 ＾   ．    

！

   ！


—
   ４

３４ ． 您附近農水排放量较大 （单

＇＇^

ｒ罪 ＆商ｉｆ
— 一— — ——

１３ 说不清真 不 同意京
—

商患
！

—

ｉ


１



ｉ



１



！

３ ５ ． 您周函空气污染比系 （ 单选 ）

ｉ

ｒ菲香同专
—

］
２ 同意牙请本寫



資 禾商意


５ 菲香禾局意
１

！

ｉｉｉｒｒ］


ｎｒｉｒｉｉｚｉｉｉｚｉ
—
ｉ １ １

３ ６ ．Ｓ ｗ前奋比 ， 您周 围的环境更加ｉ洁 （ｉ选 ）

任１商Ｗ１２ｉｆｉｒ
—……… …―

忌而木清重不商意吞弔 意 １

！

心―  

１



１



ｒ



！

ｉ Ｊ Ｌ Ｌ＿ ， Ｊ

３ ７ ．ｉｉＳ前克

—

区

—

是岳品间忌

—

长 （单蟲 ）

｜

１ 菲景商意
……

］
２ 同意ｉ趣赛量 萃Ｈ量ＩＩＩＺ因哇墨圖量］

１




１


！


Ｉ



ｉ



！

３８ ． 您对周 ｉ居住环境很满意 （去选 ）

！

ｒｗＭｉ 商意
……… — ……

３ 说不清禾同意

￣—————

ｒｉｓＨｉｊ

３９ ． 在和其他人相处 大＾分情况下您都能应付 自如 （单选 ）

ｉ

ｒ 菲香商意
— —

同意資 擁禾寫
—

畫示商意


倍韦帝禾商意

１ ． ． — ． —



１



１



Ｉ



Ｉ



！

４０ ． 在现兵丢是丰 ， 您反为大：ｉ芬大萄桌善 良 、 友吞品 （宗基 ）

ｉ

ｉＷｉｌ
￣￣￣￣

￥１￥不清￥禾商意韦景示商ｇ
！ ｒ

￣

Ｔ
＾

 ｉ ｉ

Ｌ
 １ ＼ ｉ

 ｉ Ｉ

４ １ ． 在和别人交流ａ畜中 ， 您认另 ｉ己的大部分观点都能够被别人接受 （单选 ）

Ｉ

ｆ菲帝商意 ］
２ 同意摄示焉 串禾商意

￣

｜

旨韦景禾商意
^

Ｉ ＾
—＊

１ Ｉ Ｉ ；

４２ ． 您对 自 己社会美秦很磊是 （去选 ）

臣至查量量１玉固羣… 睡輩量ＩＩＩＩ应邸ＩＩＩＩＩ至量輩昼ｉ］

ｉ ｉ Ｉ

？ ｒ

ｉ


 主  

１

．＿＿—＿ 

！

 ＿

；

   ＼

品
…

赢磊妄 品腺品搞麻喜

—

马孟 ）

— 

！

ｒ菲丽意
——…

宫商意
＿ …………－

百丽寫呂韦丽居 福
ｒ


！



？


ｉ


ｊ



；

－

Ｊ ｉ ； ； ｊ ？

立ＴｉＳＳｉＳ宗免宗誌品扁
＂

Ｓｉｒ品

！

Ｅｉ查量ｉＺＩｋ固鱼 ３ 说示＾二 官丕圖画ＩＩＩＩＩ香至晕

４６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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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 您对小学 、 中学教育质量非常满意 （单选 ）

重菲香商意 ｊ
２ 同意 ｊ

３ 玻木清 耳禾商意
－


畜 非常禾同意 ！

Ｉ

——

］ ；



Ｔ

—

；

 

４６ ． 您觉得 ， 您能够行使 自 己的 民ｉ技為 （单选 ）

￡垂查Ｉ量ＩＩＦ同意示１意
— ———￣ ￣̄

４ ７ ． 您觉得 ， 社会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尤其是在机会方面 ） （单选 ）

！ ｉ ！ ！ ｉ ！

ｔ —…—Ｊ—— １ １ ｉ
：

４８ ． 您云在会畜安ｉ常满意 （去蟲

巧尿局意
－

ｙ同意 ｊ

３ 祐禾焉


；

４禾商意
—

－

窜非景呆同意 Ｉ

ｉ

— — ． ｊ Ｉ Ｉ

４９ ． 您对社会ｉ疗保障政策实施刻 ：妄ｉ常蟲意 （妄蓋 ）

意
— －

亨高意
— －… －

１ｓ 说不寫ＰＦｗＷＳ
—— —一—Ｊ——

＊

 —

ｆ

 ——－ｕ—… ．

叫

ｉ Ｉ ｉ ： ！ ｉ

；

 

；



；



■

 Ｊ ． ｉ

５０ ． 您云在会很满ｉ（幸选 ）

Ｆ罪景商意
— — —

吾 同意 ！
３ 摄禾磊

—

ｇ禾同意
－－ 一

弦菲景禾商意 ］

（

■ —

ｒ


１

－

ｊ Ｔ

 一

１

５ １ ． 您对农业设施很满意 （单选 ／

！

ｒ廊福 ＆商意
…―—— …―

ＷＷｍＰＦｆ禾丽
―

＾ｐ

—

 ｒ

 ［

■

第二部分 ： 个人信息

（再次 申 明 ： 个人信息是匿名 的 ， 您不必担也 ， 我们只用它来做统计分析 ）

５２ ． 请问您的性别 ？ （单选 ）

！

１

—

勇

—
—

—

２女



］

５ ３ ． 请 问您的年齡是 ？ （按照周岁计 ）


５４ ． 您 目前的家庭 （若有配偶 ， 为两人 ） 年收入 ？ （年收入指所有收入包括±地

收入等 ， 单位 ： 元 ）


５ ５ ． 目 前 ， 每月 家庭支出 中 ， 购买食物的支出所 占的 比例 ：

—＂＂＂＂

吾７

—

挪三茹南

—

１７而％
－

５０％哥 、 ５ ０％
－丽

—

良ｒｓ丽王
—

１

ｉ


■

］
—

 Ｉ ： Ｉ

＼＿＿ Ｊ ＿＿—

Ｉ

 一＿＿Ｊ

５ ６ ． 您家 目 前的耕地面积 （单位 ： 亩 ）


５ ７ ． 您家的耕地面积不断缩减

巧巨香同蓄
…． ＇

飞
－

局意


資

－

琼禾磊丽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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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 您的户籍 （填写县国标编码 ）


５９ ． 您的房屋面积 （平米 ）


６０ ． 您的学历 ； （单选 ）

｜

１ 苯再友因王
—

香 高韦友韦告 言颗申
－

４ 小晕



；

５ 庆呆上拳
；

Ｉ １ ： Ｉ Ｉ

１
 ｊ ； Ｊ Ｊ

６ １ ． 您 曾经义务献血 （单选 ）

ＦＳ管香 ｉ

？

 —
 －

ｉ  ｓ

４８ ／４９



南京财经大学硕±学位论文

致谢

转眼间 ， 两年半的研究生求学生活即将结束 ， 站在毕业的 口槛上 ， 回首往昔 ，

奋斗和辛劳成为丝丝的巧忆 ， 甜美与欢笑也都尘埃落定 。 南京财经大学Ｗ其优 良

的学习风气 、 严谨的科研氛围教我求学 ， Ｗ其博大包容的情怀胸襟 、 浪漫充实的

校园生活育我成人 。 值此毕业论文完成之际 ， 我谨 向所有关也 、 爱护 、 帮助我的

人们表示最诚擎的感谢与最美好的祝愿 。

本研究及学位论文是在我的导师胡荣华教授的亲切关怀和悉也指导下完成

的 。 他严肃的科学态度 ， 严谨的治学精神 ， 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 深深地感染和

激励着我 。 从课题的选择到项 目 的最终完成 ， 萌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细也的指导和

不懈的支持 。 两年多来 ， 胡教授不仅在学业上给我Ｗ精也指导 ， 同时还在思想、

生活上给我Ｗ无微不至的关怀 ， 在此谨 向胡老师致Ｗ诚孽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

在此 ， 我还要感谢在
一

起愉快的度过研究生生活的南财统计 １ １（研 ） 各位

同学 ， 正是 由于你们的帮助和支持 ， 我才能克服
一

个
一

个的 困难和疑惑 ， 直至本

文的顺利完成 。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 ， 我的也情无法平静 ， 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

文的顺利完成 ， 有多少可敬的师长 、 同学 、 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 ， 在送里请接

受我诚孽的谢意 ！ 感谢我认识的师兄弟 、 师姐妹们 。 需要
一一

感谢我的同学们 ，

有幸与你们同学是我读研的最大收获 ； 感谢给我带来的不
一

样的体验的张丽君师

姐 、 李宝师兄 ， 感谢勾书宇师妹 ， 本论文撰写得到你不少帮助 ， 从你身上学到很

多东西 ； 同时还要感谢同寝室的舍友友黄挺、 赵广川和黄传伟在生活上给予我的

各种帮助 。

最后 ，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巧 ， 是你们给予了我今天的
一

切 ； 感谢我的两位

哥哥 ， 是你们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我双重支出 。 愿把我的幸福和快乐都送给关屯、

和支持过我的人 ， 也愿他们
一

切如意 。

４９ ／４９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2 文献综述
	1.3 相关理论及概念界定
	1.4 研究设计

	第二章 指标选取及调查对象的特征
	2.1 指标选取的原则
	2.2 指标的选取及问卷设计
	2.3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第三章 生育状况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3.1 研究对象的统计分析
	3.2 生育状况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第四章 代际关系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4.1 总体生活及各维度代际关系满意度统计分析
	4.2 代际关系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第五章 政策建议及讨论
	5.1 政策建议
	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附录：本文相关问卷内容
	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