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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巧究生举业论文中文掠要着巧用纸

毕业论文题 目 ： 化巧团结视 ）§下老年人塞：庭经济媒养巧Ｐ巧

——違＞于２０ １１
－２０１２年中 国化庚与养老追路巧击巧分折

社会工作专业２０ １２级硕去生姓名 ：耿

指导教师 （ 姓名 、 职称 ） ：化华民 教技


中文巧要

中 国人 口 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和可用于支持社会养老福利的公共资源的有限

性 ， 使得家庭在老年人经济支持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来 自 子女的经济供

养依旧是老年人维持及提升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物质保障 。 Ｗ年龄超过 ６０ 周岁

并且拥有非同住子女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 本研究对全国范围 内老年人家庭经济

供养的现状进行了探索与分析 ， Ｗ期 了解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发生的可能性 、 老

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的额度 ， Ｗ及影响该可能性和支持额度的因素 ； 基于城

乡二元发展的现实 ， 在对全国样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么上 ， 本研究具体地探讨了城

乡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及额度的不同 ， 并进
一

步讨论 了城乡影响因

素的差异 。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在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 ，

Ｗ北京大学收集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査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 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为依

托 ， 使用二项 Ｌｏｇ ｉｓｔ ｉｃ 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分别讨论影响老年父母需要结

构的因素 （年龄 、 健康状况 、 性别婚姻状况 、 受教育程度 、 家庭收入 、 是否享有

养老金 、 是否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的经济支持等 ） 、 家庭结构因素 （非同住子女

个数 、 是否与子女同住 ） 、 杜会文化 －环境结构因素 （城乡差异 ） Ｗ及代际支持

交换 （ 为非同住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 孙子女照顾 ） 等对老年人收到家庭经济供

养的可能性及支持额度的影响 。

研究发现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在全国范围 内普遍存在 ， 且其城乡分布存在

较大差异 。 全国范围 内超过
一

半的老年人在被调查前
一

年接受了来 自 非同住子女

的经济供养 ， 农村老年人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 比例较城市老年人明显偏高 ， 但其

Ｉ



收到的年均经济供养额度则仅约为城市老年人的 １ ／２ 。 老年人是否能收到家庭经

济供养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 其中需要结构较为明显 （年齡较高 、 单身女性 、 无养

老金Ｗ及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经济支持 ） 的老年人 ， 家庭结构更具有支持性 （非

同住子女个数较多 ， 无同住子女 ） 的老年人 ， 农村老年人 ， Ｗ及为子女提供了孙

子女照颇支持的老年人收到非同住子女经济供养的可能性比较高 。 老年人收到的

家庭经济供养额度也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 其中老年父母的需要结构影响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城乡差异 ， Ｗ及代际么间的支持交换等都对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

济供养额度有重要的影响 。 城乡不同区域内影响老年人是否能收到家庭经济供养

及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的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异 。

基于分析结果 ， 本研究认为政府应当对生育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 进
一

步放宽

独生子女政策 ， 为未来阶段内老年人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构筑

更为稳固 的根基 ； 本研究同时认为 ， 政府应当积极发展公共老年福利 ， 通过提升

养老金体系的覆盖率和替代率 ， 提高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 ， 缓解家庭福

利供给压力 ， 增进社会福利对老年人家庭福利的支持与补充 。

由于研究者 自 身能力的不足 及分析层次和数据的限制 ， 本研究存在
一

定的

局限性 。 未来有待于进
一

步发展讨论的议题包括 ： 通过调整研究层次 ， 引入并讨

论子女机会与能力结构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 ； 针对城市老年人的具体特

点 ， 探索更合适的分析模型 ； 对老年人及其子女的福利态度Ｗ及老年人的主观需

要判断进行控制 ， 探讨福利态度Ｗ及老年人主观需要程度对其收到的家庭经济支

持的影响 。

关键词 ： 老年人 ， 家庭经济供养 ， 代际团结 ， 代际支持交换

Ｉ Ｉ



南京大學巧究生摩业沦文券义捕要昔巧用化

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ｅＳ化ｄｙ
ｏｆ Ｆａｍ ｉ ｌｙ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化 化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Ｉｎ化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 ｌ ｉｄａｒｉｔｙＭｏｄｅ ｌ ：ＡｎＡｎａ ｌｙｓｅｓｂａ ｓｅｄｏｎ

２０ １ １ －２０１２Ｃｈ ｉｎａＨｅａ ｌｔｈａｎｄＲｅ村ｒｅｍｅｎｔＬｏｎｇ
ｉｔｕｄ ｉｎａ ｌＤａ化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 ｉａ ｌＷｏｒｋ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Ｙａｎ ｌ ｉｎｇ
Ｇｅｎｇ

ＭＥＮＴＯＲ ：Ｐ ｒｏｆ．Ｈｕａｍ化Ｐｅｎ
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ｓｕ ｌ 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ａｐ ｉｄ
ｐｏｐ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ａｇｅ 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 ｌ ｉｍ ｉｔｅｄ

ｐｕｂ
ｌ ｉｃ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ｗｈ ｉｃｈ

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ｉｎｇ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ｓｏｃ ｉａ ｌｗｅ ｌ ｆａｒｅ
，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ｆａｍ ｉ ｌｙｉ ｓ巧 ｉ ｌ ｌ

ｐ
ｌａｙ ｉｎｇ化ｅ

ｖ ｉｔａｌｒｏ ｌｅｉ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ａ ｌ 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ｇ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Ｓｅ ｌｅｃｔ ｉｎｇ

ｔｉｌｅＣｈ ｉｎｅｓｅｅ ｌｄｅ ｒｌｙａｇｅｄ

ｏｖｅｒ６０
ｙｅａｒｓｏ ｌｄｗ ｉｔｈｎｏｎ－ｃｏｒｅｓ ｉｄｅ打ｔａｄ山ｔ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ａ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ｂ

ｊ
ｅｃｔ

，
ｏｕ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 ｉｅｓ化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ｉ 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ｔ ｉａ 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ａｍ ｉ ｌｙ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化ｅｅ ｌｄｅｒ ｌｙ
ｎａｔ ｉｏｎｗ ｉｄｅ

； ｉ打ａｄｄ ｉｔ ｉｏｎ
，
ｂｅａｗａｒｅｏｆ 化ｅｂ ｉｎａｒｙ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 ｌＣｈ ｉｎａ
，
ｏｕ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 ｉ ｌ ｌｍｏｖｅａｓｔｅｐ

ｆｉｉｒｔｈｅｒａｎｄｄｅ化ｃｔｔｈｅ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ｍ ｉ ｌｙ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化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 ｌ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ｕｒａ ｌ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 ．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ｗａｖｅｏｆＣｈ ｉｎａＨｅａｌ化ａｎｄ民ｅｔ ｉｒｅｍ ｅｎｔＬｏｎｇ ｉｔｕｄ ｉｎａ ｌＳＵｉｄｙ（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

）
ｉ ｓｕｓｅｄ ｉｎ讯 ｉ 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

ｑｕａｎ
ｔ ｉ ｔａｔ ｉｖｅ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 ．Ｕ ｓ ｉ ｎｇ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ｃｒｅｇｒｅｓ ｓ 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ｌａｎｄＯＬＳｒｅｇｒｅｓｓ ｉｏｎｍｏｄｅ ｌ
，
ｗｅｄ ｉｓｃｕｓｓｈｏｗ化ｅｅ ｌｄｅｒ ｌｙ

’

ｓ打ｅ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ａｇｅ ，

ｈｅａ ｌｔｈ
，ｍａｒ ｉｔａｌ

－

ｇｅｎｄｅｒｓｔａｔ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 ｌｄｉｎｃｏｍｅ
，ｐｅｎｓ ｉｏｎ

，ｅｔｃ ．

） ，ｆａｍ ｉ ｌ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ｏｎ－ｃｏ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ｃｈＨｄｒｅｎ

，ｆａｍ Ｕｙ ｌ ｉｖ 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５１化的１１巧

（
ｒｕｒａ ｌ／ｕｒｂａｎ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ｇｅ
ｎｅｒ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ｖ ｉｄ ｉ打ｇ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ｎｏ打乂ｏ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ｃＷ ｌｄｒｅｎ

， ｐｒｏｖ ｉｄｅ
ｇｒａｎｄｃＷ ｌｄ

ｃａｒｅ
，

ｅｔｃ ．

）ｃａｎｉｎｆｌｕｅ打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ａｎｄ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ｆａｍ ｉ ｌｙ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ｃｅ ｉｖｅｄｂｙ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

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ｕｓｔｈａｔｆａｍ ｉ ｌｙ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ｉｙｉｓｃｏｍｍａ打ｉｎ

Ｃｈ ｉｎａ
，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ｏｂｖ ｉｏｕｓｍｒａ ｌ／ｕｒｂａｎ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

化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ｍｏｒｅ

ｍ



ｔｈａｎｈａ ｌｆｏｆｔｈｅＣｈ ｉｎｅｓ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ｈａｖｅｒｅｃｅ ｉｖｅ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 ｉｒ

ｎｏｎ－

ｃｏ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ｈｏｕｇｈｈ ｉ

ｇ
ｈｅ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ｒｕｒａ ｌｅ ｌｄｅｒ ｌｙｈ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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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巧一节 研究背＊

紧随世界人 口 老龄化的步伐 ， 包括中 国在 内 的亚洲国家正在经历
一

个极其快

速的老龄化过程 。 导致人 口 老龄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因素包

括人 曰 出 生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寿命的不断延长 （ Ｌ ｉ ｌ ｌａｒｄ ＆Ｗ ｉ ｌ ｌ ｉｓ ， ２００２
；Ｕｓ山 ＆

Ｔｓｕｒｕｗａｋａ
，
２０ １ ２ ） 。 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 ， 如果

一

个国家老年人 口 （ ６５ 岁及 Ｗ上 ）

比例达到全国 总人 口 的 ７％ ， 那么这个 国家就进入
＂

老龄化社会
＂

（
ａｇｅ ｉｎｇ

ｓｏｃ ｉｅｔｙ）

阶段 ， 而当这个比例上升到 １ ４％时 ， 则预示着这个国家正式步入
＂

老龄杜会
＂

（
ａｇｅｄ

ｓｏｃ ｉｅｔｙ）
。 联合 国在 ２００９ 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 中 国 ６５ 岁 Ｗ上老年人占全国

人 口 的 比例在 ２００ １ 年 己经达到 ７％ ， 到 ２０ １ ５ 年 ， 预测 比例达到 ９ ．４％ ， 而到 ２０２６

年 ， 中 国 ６ ５ 岁 Ｗ上老年人 口 比例将正式超过 １ ４％ ， 预示中 国将于 ２０２６ 年全面步

入老龄 社 会 （ Ｕｎ 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 ｌＡｆｆａ ｉｒｓ
，Ｐｏｐ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Ｄ ｉｖ ｉ ｓ ｉｏｎ

，

２００９ ） 。

人 口老龄化在全世界范围 内成为
一

个热ｎ研究议题 ， 不仅仅是因为它代表着

单纯的人 口结构的变化和老年人 口数虽的增多 ， 更是因为不断增加的老年人 口 使

得养老问题从个人层面上升到 了社会层面 ， 牵涉到不同代际之间 、 公共领域和私

人领域之间的资源分配等
一

系列 问题 （龙潇 ， ２０ １ ２ ） 。 如何使老年人真正
＂

老有

所养 、 老有所医 、 老有所为 、 老有所学 、 老有所乐
＂

， 过上体面的生活 ， 是我国

新时期建设老年保障体系面临的新挑战 。

一

方面 ， 作为
一

个 自 古 Ｗ来便强调
＂

孝
＂

文化的 民族 ， 家庭在老年人供养方面
一

直扮演着极为重耍的角 色 。 另
一

方面 ， 作

为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者的我国政府也
一

向重视养老问题 ， 花费 了大量的人力和物

力资源来保障老年人的社会福利 ， 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

随着社会福利 的增长和 由养老金引起的社会关注 日 益増多 ， 政府部口在老年

人供养领域所担负的责任引 发了学术界和普通民众越来越多的讨论 。 如何实现不

同老龄群体平等享有养老金和养老服务 ， 如何保证这些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并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 益增长的福利需要成为 了关系 中 国福利事业发展和化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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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 。 然而 ， 中 国作为
一

个物质资源尚不丰富的发展中 国家 ， 可 ！＾；１用来发

展福利事业 ， 保障和提升老年人福利水平的公共资源毕竟有限 ， 家庭仍然需要在

老年人供养领域扮演政府 、 市场等其他福利供给主体无法取代的重要角色 。 在这

种背景下 ， 成年子女在经济上供养老年父母的意愿和他们所能提供的经济供养额

度对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影响极大 ， 因此对影响他们供养意愿和供养额度的因

素进行探索性研究也就显示出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

第二节 研究问届及研究对象

一

、 研究问巧

老年人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 ， 其依靠劳动获取经济收入和其他物质

生活资源的能力大大减弱 ， 因此需要政府和家庭成员给予必要的经济支撑 ， Ｗ保

证其 日 常生活的维持和 品质提升 。 然而 ， 家庭成员是否愿意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

持Ｗ及他们所能提供的经济支持额度的大小会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 这些因素

可能是老年父母对家庭经济支持的需要程度 ， 可能是子女供养父母的能力和 自 身

物质资源的丰富程度 ， 也可能包括家庭居住结构 、 父母－子女关系 ， 和社会文化

环境结构等
一

系列其他的变量 。 我们并不 明确知晓哪些具体的因素会有怎样的影

响 ， 因此也无法对家庭进行有效的干预 推动每
一

位有需要的老年人都能够获得

需要的经济补给 。 基于此 ， 本文将研究的关注点放在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及其影

响因素上 ， 希望能够通过认真严谨的研究达成研究 目 标 ， 回答Ｗ下若干 问题 ；

第
一

， 了解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在全国范围 肉大致的分布状况 ： 老年人接受

家庭经济供养的 比例如何 ？ 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有什么样的特征 ？ 他们

每年能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大致有多少 ？

第二 ， 了解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因素 ： 老年人是否能收到家庭经济供

养 Ｗ及他们收到的经济支持的多少 ， 都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 那么影响该可

能性和支持大小的因素都有哪些 ？ 每
一

个因素又有怎样具体的作用 ？

中 国作为
一

个城乡分割明确 ， 经济二元发展的国家 ， 许多社会现象都存在明

显的城乡差异 。 基于此背景 ， 在对全国样本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上 ， 本研究对老

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城乡 差异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 希望能够 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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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Ｈ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城乡差异 ： 城乡两个不 同区域内老年人接受家庭

经济供养的状况是怎样的 ， 有哪些不同之处 ？ 影响城乡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

性和额度的因素又存在着哪些差别 ？

二 、 研究对ＩＬ２Ｌ研究韓

我国对老年人的定义标准为年龄髙于 ６０ 周岁 的人 口群体 ， Ｗ老年人从子女

处收到 的家庭经济供养为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 我们把研究对象定位于年龄商于

６０ 岁 并且拥有成年子女的老年人 ； 又由于同住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共享各种生

活资源 ， 彼此之间 日常的经济支持难吹测量 ， 所Ｗ我们把研究对象范围进行了进

－

步的缩小和规范 ， 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年龄高于 ６０ 岁并且拥有非同住子女的老

年人 。 家庭作为研究单位 ， 我们的研究探讨的是老年人从所有非同住子女处接

收到经济供养的可能性 及其收到的来 自所有非同住子女的经济供养的总额度 ，

并围绕相关影响因素进行进
一

步讨论 。

巧吉节 巧屯＇概念

―

、 老年人口 与人口 老部化

老年人 口是指年龄进入老年阶段的人 口 ， 不同国家和研究者对此的定义存在

－

定的区别 。 判定
一

个人是否应该被称为老年人存在几个相互独立的评判体系 ，

包括出生年龄 、 生理年龄 、 也理年龄Ｗ及社会年龄等 （ 陈畳阳 ， ２０ １ １ ） 。 Ｗ 出生

年龄为例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的规定 ， 我国把年龄离于

６０ 周岁 的公民划分为老年人 。 这
一

标准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一

致 。 而在许多

西方发达国家 ， 年龄高于 ６５ 周岁 的人才被称为老年人 。

人 口老龄化 ， 是指在
一

段时间之 内
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老年人 口不断增多 的过

程 。 人 曰老龄化的影响因素是多样的 ， 包括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 ＾文及人 口 的迁

移等 。 通常来说 ， 衡量
一

个地区人 口老龄化的程度主要通过考察该地区老年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比例来实现 ， 而且根据划定老年人的年龄界限的不同 ， 所使用 的分界

比例也存在差异 。 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报告 （ １ ９ ８２ ） 规定 ， 如果
一

个国家或

地区 ６０ 岁 １＾上的人 口 比例超过 １ ０％ ， 或者 ６５ 岁 ｜＾上的老年人 口 比例超过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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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老龄化社会 （ ａｇ
ｅ ｉｎｇ

ｓｏｃ ｉｅｔｙ ）
； 如果 ６５ 周岁 Ｗ上的老年

人 口 比例超过 １ ４％ ， 则该国家或地区正式进入老龄社会 （ ａｇｅｄ ｓｏｃ ｉｅｔｙ ） 。

二 、 老年人供穀型

老年人供养包括经济供养 、 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Ｈ个主要类型 （刘爱玉 、 杨

善华 ， ２０００ ） 。 其中经济供养是指从经济上或物质上对老年人进行的瞻养 ， 表现

为定期或不定期地为老年父母提供现金或其他可Ｗ用现金来衡量的食品 、 衣服等

日 常用 品 ， 是养老的基本和核也 内容 ， 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品质 。 生活

照料是指为老年人提供的 日 常生活照顽服务 ， 通过帮助老年人料理家务 、 提供疾

病照顾等方式 ， 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处理生活当中面对的 问题 。 情感支持则主要强

调的是在也理方面为老年人提供的支撑 ， 通过围绕家庭事务的商议 、 日 常的陪伴

及其他类似的亲密关系互动 ， 帮助老年人减轻精神上的压力 ， 使他们获得
一

种被

尊重的感觉 ， 更好地维护其也理和精神健康。

王 、 老年人家＾１＾縣养

如上所述 ， 老年人经济供养是从物质方面对老年人进行的赡养 ， 它是老年人

的收入保障 ， 对于老年人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霉要满足有重要的作用 。 现阶段我

国老年人经济供养的来源包括劳动收入、 财产性收入 、 转移性收入Ｗ及其他收入

等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 ， 是指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撑 。 作为老年人

经济供养最为核也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 家庭经济供养对于满足老年人的 日 常需

要 ， 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有重要作巧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 内涵可Ｗ非常丰富 ，

它包括现金支持化及
一

切形式的其他实物支撑。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来源也可

Ｗ是多样的 ， 它可Ｗ来 自 血缘关系最密切的成年子女或孙子女 ， 也可Ｗ来 自接受

供养者其他的兄弟姐妹或血缘关系较远的亲属 。 为 了使本文的研究更加细化可操

作 ， 我们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研究细化至
＂

父母一非同住成年子女
’ ’

关系组 ，

探讨的是影响非同住成年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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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四节 研究意义

第
一

， 本项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 国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现状及影响因素有
一

个较为清晰的 了解 。 作为
一

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 国家 ， 中 国面临着
＂

未

富先老
＂

的社会局面 。 中 国现今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 口群体 ， 伴随着异

常迅速的人 口老龄化进程 ， 这个群体的规模将会进
一

步扩大 。 公共福利资源的有

限性和单个福利供给主体 （政府 、 家庭 、 市场 、 第Ｈ部 口等 ） 满足公民福利需要

刚性増长能力 的局限性 ， 要求老年福利领域必须实现福利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 家

庭作为老年人福利供给最为重要的
一

元 ， 其所能提供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品

质的提升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 然而 ， 受限于 Ｗ往统计数据支持的不足 ， 己有研究

多 Ｗ定性硏究和小规模数据定量研究为主 ， 研究对象的分布也较为集中 ， 因此结

果缺乏足够的代表性 ， 也使得我们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在全国 的分布状况没有

－

个完整的认识 。 本次研究使用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 年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全国数据

（ ＣＨＡＲＬ Ｓ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 ） ， 对全国范围 内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发生的可能性 、 子女

提供的经济支持额度的大小 ， Ｗ及影响该可能性和支持额度的因素进行了详细的

探讨 ， 有助于对中 国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现状形成
一

个直观而全面的展示 。

第二 ， 本研究有助于我们 了解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存在的城乡差异 。 户籍制

度的影响使中 国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存在明显的二元区分 ， 因此在此次的研究当

中 ， 在围绕全国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 我们又分别对城乡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

进行了独立的探索 。 研究结果将为我们展示城乡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分布存在的

异同之处 ， ｌｉ
ｉｌ及城乡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式所存在的差异 。

第Ｈ ， 本研究对国 内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现状的探索和 了解 ， 有助于推动形

成有效的政策建议 ， 通过推动公共福利政策对家庭福利功能的补足和支持 ， 提高

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可及性和充足性 。 中 国作为
一

个Ｗ残补型福利为传统福利供给

模式的 国家 ， 政府公共福利的
一

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在于补足家庭福利供给能力 的

缺陷 ， 通过更好地支持家庭功能的完善和强大来更好地实现老年人及其他家庭成

员福利的提升 。 本研究在了解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之上 ，

进
一

步探讨了家庭在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方面存在的不足 ， 并希望籍此引起公

共福利在这些领域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Ｉ 更好地完善家庭的福利供给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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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 在对大量外文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之上 ， 本研究 ｗ家庭代际团结

模型为基础发展出 了本文的研究框架 ， 有助于推动发源于欧洲的代际团结理论在

中 国大陆本±化研究的发展 。 如前所述 ， 国 内使用大数据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

进行的分析非常有限 ， 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影响因素的分析和探讨也停留在比

较浅的层次 。 为 了拓宽研究视角 ， 笔者在遍读 国 内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 ， 阅读了

大量关于该研究问题的外文文献 ， 并在代际团结理论的基础上最终设计出 了本文

的研究框架 ， 确定 了各种变量的引入 。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 ， 国 内外的社会经济文

化条件存在相当的差异 ， 国外研究中可行的研究框架和有影响的变量在中 国并不

一

定能够有很好的解释力 。 通过本文的研究 ， 我们可 检验相关因素在国 内外作

用方式的相似度 ， 探讨和分析适合中 国 国情的家庭代际支持研究框架 ， 并在此基

础之上最终实现理论的凝练和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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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小结

在我国经历人 口迅速老龄化的背景之下 ， 家庭在老年人经济支持方面仍然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 ， 来 自子女的经济供养成为 了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 。

Ｗ年龄超过 ６０ 周岁并且拥有非同住子女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 本研究对全国范

围 内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现状进行了探索与分析 ， 期 了解老年人家庭经济供

养发生的可能性 、 老年人收到的经济供养额度的大小 ， Ｗ及影响该可能性和供养

额度的因素 ； 基于城乡二元发展的现实 ， 在对全国样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 ， 本

研究具体地探讨 了城乡老年人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不同 ， 并进
一

步讨论了城乡老

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影响因素的差异 。 本研究最核也的支持理论为发源于欧洲的代

际团结理论 ， 基于中 国 国情的研究有助于推动该理论在中 国 的本±化发展 。 同时 ，

本研究使用 ＣＨＡＲＬＳ 第
一

次全国数据 ， 弥补了 国 内 围绕这
一

问题使用大型数据

进行研究的不足 ， 有助于我们对全国范围 内老年人经济供养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形

成
一

个清晰的认识 ， 同时有助于我们在此基础上形成政策建议 ， 通过发展公共福

利弥补家庭福利的不足并对家庭福利功能进行支撑 ， 为老年人提供更可靠的晩年

保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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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视角及硏究综述

窠一节 研究的理论视角

一

、 福利多元主义

福利多元主义 （ｗｅ ｌｆａｒｅ
ｐ ｌｕｒａ ｌ ｉ ｓｍ ） ， 又称为混合福利经济 （ ｔｈｅｍ ｉｘ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ｗｅ ｌｆａｒｅ ） ， 是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福利 国家危机背景下 出现的继新古典 自 由主义

和凯恩斯主义之后
一

种新的福利研究范式 （彭华民 ， ２００６ ； 彭华民 、黄叶青 ， ２００６ ）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福利国家黄金时代后期 ， 随着人曰老龄化速度加快 、 失业率上升 ，

Ｗ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 ， 旧有的主要依靠政府提供福利的供给模式受

到 了极大的挑战 ， 不 同 国家和地区要求推动福利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呼声 日 益高

涨 。 英国和欧洲大陆的
＂

福利多元主义
＂

和
＂

混合福利经济
＂

理论 、 美 国 的
＂

权利下

放
＂

和
＂

共同生产
＂

呼吁 ， Ｗ及澳大利亚的
＂

从福利 国家到福利社会
＂

政策 ， 都反映

出 了送样
一

种转变的需要 （林闽钢 ， ２００２ ） 。

福利多元主义概念最早 出现在 １ ９７８ 年的英国沃尔芬德报告 《志愿组织的未

来 》
一

文中 ， 该组织提出福利供给应该来 自 多元主体 ， 志愿组织作为福利多元供

给主体的
一

元应当发挥其优势积极参与 。 １ ９ ８４ 年的欧洲
＂

杜会工作培训与研究
＂

会议提出 了类似的观点 ， 鼓励 自 助互助组织Ｗ及志愿组织更积极地参与 ， 反映出

福利危机背景下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对混合福利体系 的看重与期待 （ 韩央迪 ，

２０ １ ２ ） 。

Ｒｏ ｓｅ 最早对福利多元主义的概念进行了 明确的阐述 。 他对福利供给主体进行

了 
Ｈ分 ， 提出

一

个社会当 中存在的总福利应当 由 国家 、 市场和家庭Ｈ方共同供给 。

国家在福利供给当 中扮演着重要却非垄断的角色 ， 是工业社会中最为主要的福巧

供给者 。 家庭作为福利最基本的提供者 ， 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在家庭应对风

险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 市场作为福利的另
一

来源 ， 可Ｗ为福利购买者提供个性

化的高端产品或服务 。 将国家 、 家庭和市场提供的福利进行整合 ， 就形成
一

个福

利整体 ， 任何
一

方独立的福利供给都有 自 身的缺陷 ， 会导致政府失灵 、 家庭失灵

或市场失灵等现象的发生 ， 影响公 民所能享受到 的整体福利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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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Ｒｏｓｅ 的研究基础之上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７ ） 对福利供给主体进斤了 四分 ， 提

出
一

个社会的总体福利应当 由 国家部 口 、 商业部口 、 志愿部 口和非正规部口 四个

主体共同提供 。 国家部 口负责大规模基础性的面向公民的福利供给 ， 商业部口可

Ｗ提供职工福利化及在市场上出售的 Ｗ营利为 目 的的福利产品或服务 ， 非正规部

口福利 由来 自家庭成员或社区的亲属 、 邻里Ｗ及朋友等
一

起提供 ， 而来 自志愿部

口 的福利供给则主要起到
一

个补充的作用 。

Ｅｖｅｒｓ 对 民ｏ ｓｅ 的理论进行 了批判和发展 ， 根据 Ｒｏ ｓｅ 的福利多元组合理论发

展出 了福利Ｈ角政策分析范式 。 不同于 Ｒｏｓｅ 将国家 、 市场和家庭看作单独的福

利供给主体 ， Ｅｖｅｒｓ（ １ ９ ８ ８ ） 认为 国家 、 市场和家庭其实共同构成了
一

个福利整

体 ， 或称为福利Ｈ角 。 对福利兰角 的分析应当放在大的社会政治经巧文化背景当

中 。 Ｅｖｅｒｓ（ １ ９９６ ） 在随后的研究中对福利Ｈ角范式进行了修正 ， 将福利供给主

体扩展为 四个 ． 分别是国家 、 市场 、 社区和 民间社会 。 其中 国家公共部口提供的

福利主要面 向的是享有社会权的公民 ， 强调平等原则 ； 市场在竞争中为消费者提

供有偿的可 自 由选择的福利产品 ； 社区 ， 或称为非正式部口或家庭 ， 强调的是

个人责任和个人参与 ， 通过社区／家庭成员源于感激的互惠或利他行为 ， 为 团体

内成员提供福利保障 ： 民间社会的作用则主要通过非营利部口及中介机构志愿性

的产品供给或服务来体现 ， 在维持社会当 中
一

部分成员 的福利水平方面有重要作

用 。

福利多元主义对福利供给主体的经典分类多 分或四分为主 ， 但也有学者

对福利供给主体进行 了更细致的划分 。 例如 ， 韩国学者提出 了福利五边形框架 ，

认为 国家 、 市场 、 家庭 、 第Ｈ部 口和企业共同形成 了整体的福利组合 （韩央迪 ，

２０ １ ２ ）
； 为 了能够将根据发达国家研究发现的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应用于其他发展

中 国家 ， 高夫 （ ２００４ ） 提出 了福利多元的 ８ 要素分解 ， 把福利供给主体分为 国 内

国外两大领域 （ 见表 ２ ． １ ） ， 从而使对福利供给主体的讨论更加全面和具体 。

尽管各个学者对福利多元主体的分类方法不尽相 同 ， 各 自 的侧重点也有所差

异 ， 但都无
一例外强调家庭在福利供给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 家庭作为福利最基

本的供给主体 ， 通过家庭 内部成员基于利他或互惠的支持交换 ， 能够极大地增强

家庭成员应对风险的能力 ， 为家庭成员福利水平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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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１ ； 福利四元八要素分类表




Ｈ ｒｔ


ｆｆｌ
ｆ

ｈ


国家


国 内监管


国家捐贈人 ， 国际组织

市场


国 内巧场


跨国公司


社会非政府组织 ， 民间社会


国际非政府组织

家庭Ｍ


国际家庭政策


来源 ： 韩央迪 ．从福利多元主义到福利治理 ： 福利改革的路径演化阴 ， 社会学 ， ２０ １ ２ ，

Ｐ４５ ．

二 、 代际西结茫患

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推动 了社会的变迁 ， 人 口流动加快 ， 人 口迁移距

离变长 ， 与此相呼应的是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 首先
一

点体现在家庭规模

变小 ， 传统的大家庭 日 益少见 ， 核也家庭成为主流的家庭形式 ， 父母与成年子女

分离而居 ； 家庭 内 部的关系重点也渐渐 由纵向 的父子关系转变为横 向 的夫妻关

系 ； 与此同时 ， 家庭功能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 ， 旧有的生产功能逐渐消失 ， 家庭

在休闲娱乐 及精神支撑方面的功用上升 ， 家庭所具有的保障功能也逐渐被公共

福利及社会保障系统所取代 。 因此 ， 在关于现代化弊端的讨论中 ， 学术界有相当

一

派学者认为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家庭的代际支持功能 ， 损害 了代际团

结 。

然而 ， Ｅｔｈｅ ｌＳｈａｎａｓ 等学者的研究指出家庭 内 部代际团结的衰弱可能只是
一

种虚构的表象 （ Ｓｈａｎａｓ ，１ ９７９ ） 。 实际的状况的 ， 尽管 旧式的扩大家庭逐渐式微 ，

一

种新型
‘

改 良版扩大家庭 （ｍｏｄ ｉｆｉｅｄ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ｆａｍ ｉ ｌｙ ）

’

己经出现 ， 这种家庭关

系最鲜明 的特点在于 ， 尽管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可能分别组建并生活在 自 己的子

家庭 ， 但是代际之间的沟通互动依 旧非常频繁 ， 而且代际之间 的互助关系也非常

强 （ ＳｈａｎａｓＷ ａ／ ．

，
１ ９６８ ） 。 Ｊａｎｅｔ Ｆ ｉｎｃｈ（ １ ９８９ ） 指出 ， 家庭关系有其固有的矛盾 ，

之所Ｗ会产生家庭形式的变换 ， 实际上是家庭成员根据变化的环境对 自 身行为进

行的调整 ， 从而使整个大家庭的形式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的局势 ， 更好地维护大

家庭作为
一

个整体的利益 。 Ｆ ｉｎ沈 和 Ｍａｓｏｎ（ １ ９９０ ， １ ９９３ ） 也指出 ， 相对于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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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父母子女关系的家庭规范看作是具体的要求 ， 不如将它们视为某种指导方针 ，

并且 ， 家庭规范会随着个体状况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发生改变 ， 也许正是这种适应

性的改变被解读为家庭代际团结的破裂和衰弱 ； 但是 ， 实际的情况是 ， 家庭团结

－

直存在 ， 或者说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的责任义务关系依旧完好地存在于整个社

会 ， 只是他们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 。 所 Ｗ说 ， 当我们描述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

时候 ，

＂

变化的 团结 （ ｓｏ ｌ ｉｄａｒｉ 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

＂

也许比
＂

消逝的团结 （ ｓｏ ｌ ｉｄａｒｉ ｔｙ
ｌｏ ｓｔ ）

＂

更为合适 。

沿袭 Ｓｈａｎａｓ 等人的理论视角 ， Ｂｅｎｇｔｓｏｎ 和 民ｏｂｅｒｔｓ（ １ ９９ １ ） 建构 了代际团结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 ｒ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ｏ ｌ ｉｄａｒ ｉｔｙ 

） 的理论模型 ， 该模型指出代际团结存在六个不同 的

维度 ， 分别是 ： （ １ ） 结构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 ｌ ） 维度 ， 例如地理空间位置上的可及化 它

可能会推动或阻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 ；
（ ２ ） 联系 （ ａｓ ｓｏｃ ｉ她ｏｎａ ｌ ） 维度 ， 例如

家庭成员之间接触的频率或共享的活动等 ； （ ３ ） 情感 （ ａｆｆｅｃｔｋｍａ ｌ ） 维度 ， 替如

说家庭成员之间感情的亲密程度 ；
（ ４ ） 共识 （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 ｌ ） 维度 ， 指家庭成员对

某种意见 、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接受程度 ； （ ５ ） 功能 （ ｆｉｍｃｔ ｉｏｎａ ｌ ） 维度 ， 家庭成

员相互之间 的财务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支撑 ； Ｗ及 （ ６ ） 规范 （ ｎｏｒｍａｔ ｉｖｅ ） 维度 ，

指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责任感 。 这六个维度之间存在
一

定的相关关系 ， 替如说 ，

代际支持 （功能维度 ） 的产生受情感沟通 （情感维度 ） 的激发 ， 并且在很大程度

上受制于机会结构 （结构维度 ） （Ｋ ｉｍ ，Ｃｈｏ ｉ ，Ｃｈａｔｔｅ ｉ

ｊ
ｅｅ ，＆Ｋ ｉｍ ，２０ １ ２ ） 。

随后的研究 ， ＳｚｙｄＵｋ（ ２００８ ） 对影响代际团结的因素进行 了分析 。 他的研

究结果表明 ， 影响代际团结的因素可Ｗ分为Ｈ个层面四个板块 ： 微观层面的个人

机会结构和需要结构 ， 中观层面的家庭结构 ， ；＾＾及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 －环境结

构 。 个人机会结构反应的是实现代际团结所需要的机会和资源 ， 他们使家庭成员

之间 的社会互动成为可能 ， 并且能够推动或者阻碍互动的 良性开展 。 举个简单的

例子 ， 老年人拥有伴侣可Ｗ被看作是代际团结的重要资源 ， 因为伴侣能够支持并

帮助当事人提供更多的孙子女照顾 。 然而 ， 拥有伴侣也可能对代际团结产生阻碍

作用 ， 因为相较于提供孙子女照顾 ， 这些祖父母可能想花更多的时间和另
一

半呆

在
一

起 。 需要结构指出 了某
一

成员对代际支持的需要 ， 这些需要可能源于经济问

题、 健康问题 ， 也可能源于家庭成员之间对情感支持和 日常生活照顾的需要等 。

相较于微观层面的个人机会结构和需要结构 ， 家庭结构是处于中观层面的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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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它包括家庭成员社会化的历史 、 早期的家庭事件 ｗ及家庭成员 的数量等 。 社

会文化 －环境结构是
一

个更为宏观 的概念 ， 它包括社会 、 经济和税收系统 ， 劳动

力和房产市场 ，
Ｌ义及福利体系等 ， 反应的是

一

个国 家政治及经济体系对代际 团结

的影响 。

图 ２ ． １ ： 家庭代际支持模型框架 图

来源 ：

＂

Ｉｎ化巧ｅｎ ｅｒａ ｔ ｉｏｎ ａ ｌＳｏ ｌ ｉｄａｒ ｉ ｔｙ
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ｋ ｔ

，

＂

ｂｙ
Ｍ ．Ｓｚｙｄ ｌ ｉｋ

，
２ ０ ０ ８

，
Ｊｏ ｗｒｎ口 ／ ｏ／Ｃｏｎ？

／
７幻 ；

＊

幻＂ｖｅ

Ｆａｍ ｉ 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９ （
１
） ，ｐ

． ９９ ．

第二节 中 国老年人供养研究

－

、 中 国养老资巧与类型研究

所谓养老 ， 就是老年人如何度过晚年生活的 问题 （ 范成杰 ， ２００９ ） 。 国 内关

于养老 问题研究的文献卷恢浩繁 ， 曹昭 （ ２００９ ） 把送些研究大体归总为 四大类 ，

包括家庭制度及养老 问题共时性研究 ， 社会转型期家庭养老 、 家庭关系和家庭制

度变迁的历时性研究 ， 国 内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 及家庭养老现状及

问题研究 。

养老资源 的类型和供给主体多种多样 ， 学术界公认 的养老主要包括Ｈ大类

型 ， 包括经济支持 、 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 陈赛权 ， ２０００
； 范成杰 ，

２００９ ） 。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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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模式也因养老资源类型和供给主体的多样性而呈现出 多样化趋势 。 根据我国

养老发展的现状 ， 众多学者对我国现存的养老模式进行了 归类汇总 ， 例如郭铁成

（ ２０ １ ０ ） 根据养老资源供给系统的不同 ， 把农村养老划分为家庭养老 、 上地养老 、

农村社会保险养老 、 狂区养老和百我养老五种主要的养老模式 。 刘灵芝 （ ２００７ ）

在对农村养老模式进行研究时创除了 自 我养老模式 ， 提出 了养老模式的四分法 ，

即把农村养老模式分为家庭养老、 ±地养老 、 社会保险养老和社区养老四类 ， 其

中社区养老Ｗ乡村或乡镇为基本单位开展 ， 强调乡镇企业通过发展更雄厚的经济

实力为老年人提供更充足的养老金 。 同样是养老模式的 四分法 ， 杨宗传 （ ２０００ ）

则把养老模式划归为社会养老 、 家庭养老、 自我养老和机构养老四大类 ， 其中 自

我养老强调依靠老年人 自 己劳动获取养老资源 ， 机构养老通过养老院等老年人服

务机构提供老年人服务 ， 家庭养老依靠家庭和亲友提供养老资源和养老服务 ， 而

社会养老则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 。 虽然不同 的养老模式强调的资源供给主体不

同 ， 但是都强调为 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要 ， 不同的力量主体都应当积极

发挥作用 ， 单靠某
一

个子系统的力量远不足Ｗ保障老年人的生活 。 并且 ， 无论是

四分法还是五分法 ， 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都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力量。

作为养老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两个概念 ， 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有其本质的区

别 。 家庭养老要求家庭成员承担奉养老人的责任 ， 而社会养老则把养老责任分摊

到每
一

位社会成员 身上 ， 通过社会再分配 ， 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保证每
一

位

老人的晚年生活都能得到必要的保障 （ 陈赛权 ， ２０００ ） 。 尽管社会养老吸引 了越

来越多的公众关注 ， 作为
一

个长久Ｗ来强调孝文化的 国家 ， 家庭养老依旧是中 国

现存最为主要的养老模式 。 例如李洪也和李巍 （ ２０ １ ２ ） 的研究就指 出 ， 就经济保

障而言 ， 虽然城市老年人己经比较多地享有养老金并主要依靠社会资源供给进行

养老 ， 但是大部分的农村老年人依旧需要靠家人提供经济上的支搂 ； 如果从生活

照料和精神照顾方面来讨论 ， 则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Ｗ家庭养老为主 。

范成杰 （ ２００９ ） 围绕家庭养老进行了更为细化的研究 ， 他的分析结果显示 ，

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供养和支持实际上是受四种机制的影响 ： 情感机制 （例如爱

和利他主义 ） 、 荣誉机制 （在信息公开的家族或社区中 ， 老年人生活的好坏会影

响家庭的荣誉 ） 、 规范机制 （例如忠孝观 ） 和利益机制 （例如代际交换 ） 。 巧成杰

同时认为 ，

一

个家庭是否会提供养老保障或者在哪种程度上提供养老保障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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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受到五个因素的影响 ， 即文化／传统因素 ， 家庭成员在人 口学和地理学意义上

的可获得巧 ， 家庭成员提供养老的意愿Ｗ及他们的经济能力 。 这五个因素当中 ，

任何
一

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家庭 内部的养老资源供给 。

二 、 中 国代际关系研究

老年人家庭供养关系首先是
一

种代际关系 。 作为
一

种复杂的化会关系 ， 代际

关系涵盖的 内容包括经济与文化 ， 物质与精神等诸多方面 。 代际关系的 内涵有广

义和狭义之分 ， 广义上的代际关系面向 的是宏观社会 ， 是社会成员 因业缘 、 地缘

及其他因素影响而产生的不同代际之间 的交往关系 ， 涉及到社会上老 、 中 、 青Ｈ

代之间 的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等 问题 ； 狭义的代际关系则主要指的是家庭内部不

同代际之间的关系 ， 包括亲子关系 、 婆媳关系Ｗ及祖孙关系等 ， 家庭成员 因血缘

和姻缘产生交往 ， 并在家庭 内部进行资源分配和交换 、 情感交流与沟通 ， ［＾＾及生

活上的相互照顾 （吴帆 ， ２０ １ ３
； 张再云 、 魏刚 ， ２００３

； 钟涨宝 、 冯华超 ， ２０ １ ４
；

马超 ， ２００７ ） 。

我国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在这个阶段 ， 改革开放

带来 了思想文化的变化和社会的急剧转型 ， 进而导致传统社会不太明显的家庭代

际关系 问题浮出水面 。 在此之前 ， 我国杜会及代际关系长久处于传统稳定的状态

（廖小平 ， ２００３ 年 ； 邱玉慧 ， ２０ １ ３ 年 ） 。 最早对代际关系问题进行研究的是潘

光旦先生 ， 他指出西方家庭的抚养模式是单向抚养 ， 在这个抚养关系中父母扮演

着主要照顾提供者的角色 ， 而中 国家庭则普遍实行双向抚养模式 ， 既父母与子女

相互提供对方所需的照顾和服务 。 随着代际关系 问题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造成的

矛盾愈发凸显 ， 这类问题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 费孝通先生 （ １ ９８３ ） 提出 了家

庭供养
＂

反哺
’ ’

模式的概念 。 他认为 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是双向 的
＂

反馈模式
＂

， 既

甲代抚养芭代 ， 乙代反过来会供养年老的 甲代 ； 艺代抚养两代 ， 丙代亦会供养石

代 ； 父母和子女相互之间都负有照顾彼此的责任 。 而在西方社会 ， 家庭代际关系

则为单 向
‘

接力模式
＂

， 即 甲代照顾乙化 乙代照顾丙代 。 在费孝通的研究基础之

上 ， 有更多的学者根据社会及家庭的发展状况 ， 对家庭代际关系进行了研究 。 例

如车茂娟在 １ ９９０ 年提出 了家庭
＂

逆反哺
＂

模式 ， 认为在社会当 中 ， 虽然
＂

反哺
＂

模

式仍然居于主体位置 ， 但是也有
＂

逆反哺
＂

现象出现 ， 即父母在年老时依旧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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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进行资助 。 而张岭泉和乌沧萍 （ ２００７ ） 在对中西方家庭模式进行了 比较

之后指出 ， 各代之间实质上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 主张用
＂

相互依存模式
＂

取代
＂

反

哺
＂

模式巧堪力
＂

模式 。

王跃生在 ２００８ 年的研究中把代际关系分为 ３ 个不同 的层次 ， 或者说 ３ 个不

同 的类型 。 第
一

种层次／类型是粘着型代际关系 ， 此类关系中 的经济支持 、 情感

交流和生活照料Ｈ者合
一

， 各方的关系非常紧密 。此类代际关系受到外力 的束缚 ，

在社会保障制度相对缺失的农村地区 比较常见 。 第二层次／类型是游离型或松弛

型的代际关系 ， 代际成员之间彼此经济独立 ， 只有当老年
一

方在丧失生活 自 理能

力 的较短皆的时期 内 ， 可能会需要子女
一

方的照顾 。 第Ｓ种代际类型是独立型代

际关系 ， 各代之间主要的关系Ｗ情感交流为主 ， 经济上商度独立 ， 生活照料上也

较多地依靠社会机构 ， 家庭成员的照料只起辅助作用 。 吴帆根据王跃生的研究 ，

把代际关系界定为Ｈ类 ， 即和谐的代际关系 、 冷漠的代际关系和对立的代际关系

（吴帆 ， ２０ １ ３ ） 。 除 了代际关系的Ｈ分法 ， 杨菊华和李路路 （ ２００９ ） 根据家庭功

能 、 亲缘关系和机会结构Ｈ种机制 ， 把代际关系细分为五类 ： 紧密型 、 化交型 、

亲密有间型 、 责任义务型和疏离型 。

无论是Ｈ分法还是五分法 ， 不同的分类方法其实都强调的是代际之间关系的

亲疏程度和代际成员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程度的差异 ， 并且反应出不同代际成员在

这对关系 中轻重位置的不同可Ｗ从诸多方面体现并影响代际关系的平衡性 。

贺雪峰 （ ２００８ ） 在对农村代际关系进行研究时指出 ， 中 国代际关系平衡性的

发展具有时段性 。 传统社会的代际关系平衡而且稳定 ， 送种代际关系的平衡性通

过滞后效应得到实现 ， 多年媳妇熬成婆 ， 居于弱势地位的媳妇通过熬成强势地位

的婆婆达成 由弱势向强势的转化 代际关系的平衡和稳定是建立在不同位置的人

长期稳定的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到人民公社时期 ， 代际关系依 旧保持平衡状态 ，

但这种平衡的代际关系已经不需要建立在滞后效应的基础之上了 ， 婆媳之间 的关

系在送个阶段达到 了相互平等 。 改革开放之后 ，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 年代 Ｗ后 ， 农

村的代际关系 出现重大失衡 ， 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父母对子女承担的责任较

重 ， 而反过来子女对父母承担的帮助照顾义务较接 ， 父母在代际关系 中处于弱势

地位 ， 并且这种弱势地位由于父母能力 的减弱和新
一

代在家庭生活中选择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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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不易于改变 。

与贺雪峰的研究结果相似 ■

．

， 新时期老年父母所处的劣势地位在赵凌云的研究

中也得Ｗ体现 。 赵凌云 （ ２００６ ） 指出 ， 在封建父权社会 ， 因为长幼有序的伦理观

念 ， 晚辈対长辈是
一

种依附和服从的关系 ， 在这种代际关系 中 ， 老年人处于相对

优越的地位 ， 通过牺牲年轻
一

代的利溢来换取特权 ； 而到了新时期 ， 随着社会的

变迁 ， 代际不平等产生了新的变化 ， 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渐渐依附于子代 ， 与

封建社会相反 ， 老年人的利盜渐渐被牺牲Ｗ构筑成年子女的化势地位 。 赵凌云的

研究指出老年人在家庭中居于弱势地位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 首先是老年人在家庭

物质资源消费上从属于子女 ， 并且整体生活水平普遍低于子女 ： 在家庭管理决策

方面 ， 老年人也普遍居于边缘位置 ， 他们的意见常常遭到忽略 ； 在个人生活 自 由

度方面 ， 子女享受很大的 自主权 ， 而老年人则往往受到子女各方面的限制 ， 尤其

是在婚姻决策方面 ； 家庭劳动分工也存在明显的不平等 ， 表现之
一

就是家庭中脏 、

重 、 累活往往 由父母来承担 。

代际关系体现 出如此的动态性 ， 那么影响代际关系的因素有哪些 ？ 周晓虹

（ ２００８ ） 指出作为
一

个现代性问题 ， 代际关系 问题的 出现和变化与工业化和全球

化紧密相关 。 代问题在全球范围 肉 的扩展 ， 是现代工业社会在世界范围 内推进的

结果 。 而全球化对代 问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

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

地区的人 ， 可能会面对相似或相同 的社会环境 ， 因而受到类似社会事件的影响 ；

二是全球化因素使不同地区和国家形成类似的代际问题或冲突 。 吴帆 （ ２０ １ ３ ） 指

出工业化 、 市场化和现代化正渐渐改变中 国 的社会结构 ， 进而影响着代际之间 的

各种关系 ； 生活方式和财富获取方式的转变 ， 使得老年人渐渐失去资源分配的主

体和优势地位 。 钟涨宝和冯华超 （ ２０ ！ ４ ） 认为代际关系受到人 口老龄化趋势的影

响极大 ， 人 口老龄化通过影响家庭规模 、 家庭结构和家庭居住模式 ， 进而影响代

际之间的关系 ； 由于家庭 曰益小型化和核也化 ， 代际之间相互的制约关系减弱 ，

家庭 由父子本位向夫妻本位转变 ， 代际关系 向下倾斜 ， 传统的反馈模式也受到挑

战 。 杨菊华和李路路在对 日本 、 韩国 、 台湾地区和中 国大陆进行对比分析时指出 ，

家庭凝聚力和家庭代际关系受四个因素 ， 即个体社会经济特征 、 家庭伦理观念和

态度 、 公共支持的需求和供给 ， Ｗ及社会制度 、 经济发展水平等国家和地区宏观

状况的影响 （杨菊华 、 李路路 ， ２００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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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代际关系发展的时段性和影响 因素 ， 代际关系在新时期拥有哪些具体

的特点呢 ？ 关颖 （ ２０ １ ０ ） 认为改革开放Ｗ来我国家庭代际关系 的新特点主要体现

在Ｗ下几个方面 ： 首先是代际层次减少 ， 代际关系简化 ； 其次价值观念上更加追

求平等 、 独立和和谐 ， 文化反哺成为亲子传承的新特征 ； 再次代际交换中父母的

抚养投入和子代的回报不相对等 ； 最后亲子互动中独生子女家庭出现了 比较明显

的
＂

下
一

代为重
＂

的倾 向 。 马超在文章中指出 中 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５ 个方面 ，

一

是空巢家庭增多 ， 代际关系外化 ；

二是代际经济交流双 向发展 ， 各

代的经济关系更为理性 ；
Ｈ是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 ， 老年人在精神慰藉方面的需

要更为突出 ； 四是家庭代际关系更加民主化 ， 平权意识増强 ； 五是代际关系重也

下降 。 在送五个特点的基础之上 ， 马超讨论了市场经济对家庭代陈关系产生的冲

击 ， 市场经济使家庭代际关系开始涂上利益的色彩 ， 家庭成员在解决纠纷时开始

诉求法律的帮助 ， 家庭教育也开始出现
＂

重智轻德
＂

的倾向 （ 马超 ， ２００７ ） 。 钟涨

宝和冯华超 （ ２０ １ ４ ） 总结出 了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化模式 ， 认为新时期家庭代际

关系的新特点主要体现在 ：

一

是家庭结构核也化和小型化 ；
二是父母对子女的控

制减弱 ；
Ｈ是经济发展导致的人 口流动拉大了亲子之间的距离 ； 四是社会福利开

始显现出对家庭代际关系
一

定的挤出作用 ； 五是文化价值也发生了变迁 ， 传统社

会维持亲子关系的价值体系
＂

孝
＂

道开始渐渐衰落 。 但是 ， 尽管家庭代际关系在

诸多方面出现了新特点 ， 家庭的保障功能依旧得到 了较好的延续 。

王 、 中 巧老年乂马＾度？经济供养研宪

作为
一

个深受儒学思想和孝文化影响的 国家 ， 老年人家庭供养是中华民族几

千年来世代传承的文化精髓 ， 其中老年人经济供养在家庭供养中 占有重要地位

（张航空 ， 孙磊 ， ２０ １ １ ） 。 子代对长辈的代际经济支持作为家庭经济供养的重要

组成形式 ， 是老年人群体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 与老年人的也理和身体健康状况 Ｗ

及老年人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满意度等各方面都密切相关 ， 因而吸引 了众多学者的

关注 （ 陈功 、 郭志刚 ， １ ９９８
； 陈功 、 刘菊芬 、 徐静 、 舒晓菲 ， ２００５

； 胡仕勇 、 刘

俊杰 ， ２０ １ ３ ） 。

家庭内部代际经济支持的 内容和形式具有多样性 。 在方向上 ， 代际经济支持

具有双向性 ， 既可Ｗ是从晚辈向父母的上行流动 ， 也可Ｗ是从长辈 向子女的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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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 。 在内容上 ， 经济支持既可 是金钱 ， 同样也可ｗ是能够巧金钱衡量的其他

－

切物质资源 ； 而且代际之间相互支持的经济资源的数量不同 ， 也能够反映出各

个家庭之间的差异 （ 吕如敏 、 宫权 、 赵瑞芳 ， ２０ １ ３ ） 。

国 内学者关于代际经巧支持的分类研究结果比较统
一

明确 。 总体上而言 ， 代

际经济支持可Ｗ分为 四大类 ， 包括供养型 、 抚养型 、 游离型和互惠型 （夏传玲 、

麻凤利 ， １ ９９５ ） 。 将父母给予子女经济支撑定义为抚养 ， 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撑

定义为供养 。 供养型经济关系可 ！＾分为两类 ，

一

类是只有单 向 的从子女向父母的

财富流动 ， 即只有供养而无抚养 ； 另
一

类既有供养又有抚养 ， 但是父母收到的供

养金额要高于其给出 的抚养金额 。 抚养型经济关系也可 ！＾分为类似的两类 ， 即代

际经济关系只存在抚养而无供养 ， 或同时存在供养和抚养但下行抚养金额高于上

行供养金额 。 游离型的代际经济关系是指父母和子女之间没有经济往来 ， 即不存

在供养和抗养关系 。 而互惠型的代际经济关系则是指同时存在上行和下行的代际

经济流动 ， 而且两个方 向 的额度相 同 ， 即差值为 ０ （郭志刚 ， １ ９％ ） 。 使巧 １ ９９２

年的中 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 陈功和郭志刚 （ １ ９９８ ） 指出无论成

乡 ， 国 内 的供养关系都 供养型为主 ， 其次是游离型 ， 接下来是抚养型和互惠型 。

其中单向 的供养型经济关系 占据主位 。 经过十余年的变化 ， 陈功等学者在 ２００５

年的研究结果显示 ， 城市的代际家庭经济关系 己经与十年前大不相同 ， 近半数城

市老人已经实现了经济独立 ， 和子女么间 的代际关系 Ｗ游离型为主 ； 而在农村 ，

经济独立的老年人只 占老年人总数的 ６ ． １％ ， 大部分农村老年人仍然需要依靠子

女的经济供养 （ 陈功 、 刘菊芬 、 徐静 、 舒晓菲 ， ２００５ ） 。

促使代际经济支持产生的动力 因素有哪些呢 ？ 胡仕勇和赵俊杰 （ ２０ １ ３ ） 在总

结国 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 指出子女对父母进行经济供养有四个动机 ， 分别是

孝观念的影响 、 对父母的责任和文务意识 、 亲子感情链接 ， 及对父母养育之恩

的回馈 。 这四个动机 ， 从主观的视角解释了为什么亲子之间会存在经济联系 。 除

此之外 ， 也有学者通过定量分析研究社会经济因素Ｗ及个人特质对代际经济关系

的影响 ：

第
一

个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城乡差异 。 陈功等人 ２００５ 年的研究显示 ， 就经济

来往的发生率而言 ， 城市当中有接近
一

半的老年入与子女有经济上的来往 ，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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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 这个比例要高得多 ， 超过 ９０％的老年人需要依靠来 自子女的经济支持 。 就

额度而言 ， 城乡差异也很大 ， 农村的净供养额为 ２６９ ．２３ 元 ， 而相对应的城市的

净供养额则为 ２２９ ． ０３ 元 ， 显示出城市老年人较好的经济独立能力 。 第二 ， 性别

导致的差异也很显著 ， 陈功等人 （ ２００５ ） 的研究显示女性老年人得到的家庭净供

养金额大致是男性老年人所得金额的 ３ 倍 ； 张航空和孙磊 （ ２０ １ １ ） 的研究同样也

认同女性老年人获得的代际经济支持较男性多 。 第Ｈ个被讨论的 比较多的因素是

老年人的年龄 ， 郭志刚 （ １ ９９６ ） 的研究发现 ６０－６５ 岁年龄组的老年人接受净供养

的 比例是 ２７ ． ８％ ， 至 ７５ －８０ 岁组 ， 这个比例上升到 ５０％ ， 而在商龄的 ８ ５＋组 ， 该

比例 已经达到 ７０％ 。 除了老年人所在地域 、 年龄和性别的影响 ， 张航空和孙磊

（ ２０ １ １ ） 的研究探讨了老年人受教育程度 、 婚姻状况 、 子女数和老年人收入状况

对其收到的上行经济支持的影响 ， 结果显示不在婚老年人 、 受教育程度较离的老

年人 、 子女数 目 较多或其他收入较多的老年人收到的子女经济支持比较多 。 从
一

个不同的角度切入 ， 左冬梅 、 李树巧和吴正 （ ２０ １ ２ ） 在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经

济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 ： 成年子女角度的研究 》 中探讨了成年子女年龄 ， 婚姻及

生育状况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 ， 研究结果显示成年子女年龄的増长 ， 结婚和产

子均会有助于上行经济支持量的増加 。 而 吕 如敏 、 宫权和赵瑞芳 （ ２０ １ ３ ） 的研究

探讨了居住安排和代际经济支持的关系 ， 结果显示在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情况

下 ， 子女收到的来 自 父母的经济支持会増巧 ， 而上行的经济支持并不会有太大变

化 。 国 内关于养老金与代际经济支持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少见 ， 其中
一

个比较典

型的研究是张航空和孙磊 （ ２０ １ １ ） 利用 ２００３ 年上海市老年人 口状况与意愿跟踪

调查数据进行的代际经济支持 、 养老金和挤出效应研究 ， 研究结果显示养老金对

上行和下行经济支持都有比较显著的影响 ， 父母的养老金每増加 １ 元 ， 子女提供

给父母的经济支持就会减少 ０ ．４５ 元 ， 而父母提供给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的数量

会增加 １ ．２ 元 ， 显示出养老金对代际经济支持较强的影响作用 。

第；节 家庭支持研究

一

、 家庚支持关系研义

家庭成员之间 、 朋友之间 ， 甚至是邻里之间的私人支持关系在全世界范围 内

普遍存在 （Ｋａｎｇ ， ２００４ ） 。 在
一些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 ， 超过

一

半 上的家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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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性的财富转移 ， 其中最为普遍的形式为外出打工 （ 国际或城乡劳动力流动 ）

的家庭成员给予留守的家庭成员 Ｌ义时力支持 ， 或者成年子女为失去经济 自养能力

的老年父母提供支持和帮助 。 而在发达国家 ， 并不住在
一

起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支

持也非常多见 。 雪如 ， 如果成年子女第
一

次离开家庭独立生活或者如果某个成年

子女因为变故成为 了单亲家长 ， 那么他们的老年父母通常会为这部分子女提供所

需的援助 。 在这些例子中 ， 家庭经济转移都是所渉及的家庭中收入和支出 的重要

组成部分 ， 有其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功能 ， 包括为收入减少提供保障 、 为无工作能

力 的老人提供支持 、 为青年人教育提供资助 、 对生病的家人给予照顾 ， Ｗ及支持

家庭成员 的迁徙和流动等 （ Ｃｏｘ＆Ｊ ｉｍｅｎｅｚ ，１ ９８９ ） 。

在欧美发达国家 ， 家庭代际财富转移之所Ｗ重要 ， 首先体现在它能够在
一

定

程度上加重或减轻代内 ／代间的经济不平等 ， 从而影响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Ｋ ｉｍ ，

Ｃｈｏ ｉ ，Ｃｈａｔｔｅｒ
ｊ
ｅｅ ，＆ Ｋ ｉｍ ，２０ １ ２ ） 。 除此之外 ， 其重要性还体现在在Ｗ下 ４ 个社

会科学研究领域 ： （ １ ） 生命历程研究 ， 强调个体在整个生命过程当 中付出及收获

的平衡性 ； （ ２ ） 社会保障研究 ， 强调家庭作为多元福利供给主体之
一

的重要地位 ；

（ ３ ） 分层研究 ， 社会地位的传承并不在成年伊始阶段就结束了 ， 它可能会持续

Ｗ各种方式进行 ； （ ４ ） 社会融入研究 ， 强调的是家庭作为社会关系 （ ｓｏｃ ｉａ ｌｂｏｎｄｓ ）

或社会资本 （ ｓｏｃ ｉａ ｌｃａｐ ｉｔａ ｌ ） 重要提供者的地位 （ Ｋｏｈ ｌ ｉ ，２００４ ） 。

在欧洲 ， 代际支持转移存在着
一

个大体统
一

的模式 ， 即无论是财产支持还是

社会支持 ， 都主要从老年父母传递到年轻的子女 ； 相较于反向 的支持转移 ， 从父

母 向子女的支持转移更加频繁并且总量更多 （Ａ化ｅｒｔ ｉｎ ｉ ， Ｋｏｈ ｌ ｉ ， ＆ Ｖｏｇｅ ｌ ， ２００７ ） 。

然而 ， 尽管总体的趋势是
一

致的 ， 在不同的欧洲国家 ， 家庭支持的形式和有效程

度依旧可能会大相径庭 ， 并与该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互动 。 利用欧洲健康 、 养

老与退休追踪调查 （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Ｈｅａ ｌ ｔｈ

， 
Ａｇｅ ｉｎｇ

ａｎｄＲｅｔ 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Ｅｕｒｏｐｅ ，
ＳＨＡＲＥ ）

的数据展开研究 ， Ａ化ｅｒｔ ｉｎ ｉ 和 Ｋｏｈ ｌ ｉ （ ２０ １ ３ ） 指出 ， 在欧洲范围 内 ， 家庭支持的

强度和作用形式存在Ｈ个不同 的体系 ， 这些体系的地域范围与社会福利体系分类

关系密切 ， 可 ；＾简单的命名 为斯堪的纳维亚体系 （ ｔｈｅ Ｎｏｒｄ ｉｃＲｅｇ ｉｍｅ ） 、 欧洲大陆

体系 （ ｔｈｅＣｏｎｔ ｉｎｅｎｔａ ｌＲｅｇ ｉｍｅ ）Ｗ及南欧体系 （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Ｒｅｇｉｍｅ ） 。 斯堪的纳

维亚体系最主要的特点表现为 国家福利在公民生活当 中 的重大作用 Ｗ及少部分

的家庭支持转移的存在 ， 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 巧居形式为彼此提供家庭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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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极小 。 欧洲大陆体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少量的共同居住和较多的发生在非同

住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支持转移 ， 国家福利在公民生活支持方面的作用相对斯堪的

纳维亚体系要小 。 与斯堪的纳维亚体系和欧陆体系相比 ， 南欧体系各国成年子女

与老年父母共居的比例最高 ， 父母子女之间主要通过共同居住提供相互之间的支

持 ； 父母与非同住子女发生支持交换的可能性最小 ， 但是
一

旦此支持关系产生 ，

则强度最高 。 在南欧体系当中 ， 国家福利对公民生活的支持相 比另外两个体系的

国家而言最少 。

同
一

块大陆不同家庭支持体系 当 中 的 国家 ， 家庭支持的形式和强度差异很

大 。 即使在同
一

个国家 ， 不同的社会成员对其亲属的支持性行为也不
一

样 ， 那么

是什么影响 了家庭之间的代际支持 ？Ａ化ｅｒｔ ｉｎ ｉ ，Ｋｏｈ ｌ ｉ ， 和 Ｖｏｇｅ ｌ（ ２００７ ） 对欧洲

的研究总结 出 了影响家庭代际支持的主要因素 。 送些因素 （见表 ２ ．２ ） 分处在结

构 、 制度和文化框架之内 ， 从宏观和微观不同层次对家庭代际支持产生影响 ；

表 ２ ．２ ； 代 家庭支持影响因素表


Ｉ

宏观层面 （ 家庭Ｗ上 ） Ｉ

微观层面 （ 家庭及个人 ）

结构因素家庭人 口结构 ；家庭构成 ；

劳动力市场结构 ；父母及子女的教育及就业状况 ：



收入及财畜分配


家庭收入及財富状况


制度因素关于代际支持的法定义务 ；婚姻 ／同居状况 ；

馈巧及遗产税 ；家庭内部劳动分工



．家庭及杜会保巧政策


文化因素 宗教传统 ：^
家庭及性别价值 ：信仰 ；



Ｉ

年龄及代际价值


Ｉ

态度和家庭文化传统


资 料来源 ：

＂

Ｉｎｔｅ 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ｏｆ ｔｉｍｅａｎｄｍｏｎｅｙ
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ｆａｍＵ ｉ ｅ 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ｐ
ａｔｔｅｒｎｓ 

—

出ｆｆｅｒｅｎ ｔｒｅ
ｇ

ｉｍｅｓ？
＂

，ｂｙＡ ｌｂｅｒｔ ｉｎ ｉ
，
Ｋｏｈ ｌ ｉ

，＆Ｖｏｇｅ ｌ
，２００７ ， 分诚 尸０／７呼？／ 乙

３ １ ９－

３ ３４ ．

二 、 代际送济支持动机研究

私人代际支持动机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 在欧美社会政策领域和经济学

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 ， 如果代际支持产生的动机不同 ，

那么 Ｗ财富等形式转移 的代际支持对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就很大 （ Ｃｏｘ＆

Ｊ ｉｍｅｎｅｚ ， １ ９８９ ） 。 就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的发展而言 ， 由于家庭福利和社会福利

的逻辑都是通过财富的再分配 ， 把强势群体所拥有的资源适度调配给弱势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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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弱势群体福利的提升 ， 那么究竟哪种动机在私人代际经济支持中扮演着

更为重要的角色 ， 对福利政策的制定影响也相 当重大 （Ｋａｎｇ ， ２００４ ） 。

经济学文献当中把家庭内部不同代际成员互相提供帮助的动机分为两个 ： 利

他主义 （ ａ ｌｔｒｕ ｉｓｍ ） 和利 己交换主义 （ ｓｅ ｌ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 Ｃｏｘ＆Ｊ ｉｍｅｎｅｚ ，

巧 ８９ ；Ｋ ｉｍ ，Ｃｈｏ ｉ ，Ｃｈａｔｔｅｒ
ｊ
说 ， ＆ Ｋ ｉｍ ，２０ １ ２

；Ｋｉｉｎｅｍｕｎｄ ＆ Ｒｅ ｉｎ ，１ ９９９ ） 。

利他主义认为家庭成员在面对困难时之所Ｗ提供相互的帮助 ， 主要是源于感

情、 道德责任感或义务感 ， 因此出于利他动机产生的帮助不需要其他更多工具性

的解释 （ ＫｏｈＨ ＆ Ｋ加ｅｍｕｎｄ ，２００３
；Ｋ加ｅｍｕｎｄ ＆ Ｒｅ ｉｎ ，１ ９９９ ） 。 利他动机研究最

有代表性的学者是 Ｂｅｃｋｅｒ ， 他是早期尝试在家庭领域建构利他模型的经济学家之

一

。 根据 Ｂ ｅｃｋｅｒ（ １ ９７４ ） 的研究 ， 如果利他主义在家庭 内部代际支持转移当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 ， 那么家庭内部支持给予者 自 身 的价值实现会受到支持接受者福

祉提升的积极影响 。 譬如说 ， 成年子女之所Ｗ给予年老的父母很多支撑 ， 主要是

因为他们关也父母的生活品质 ， 并且能够从满足父母需要的过程中得到 自 身价值

的满足。 相应的 ， 如果给予者 自 身 的收入增加 ， 那么他们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

就会随之上升 ： 而如果接受者取得的来 自其他渠道的支持増多 ， 那么其收到家庭

内部其他成员帮助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 总体说来 ， 支持给予者和接受者的收入差

距越大 ， 家庭内部发生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 ， 反之则越小 。

与利他主义相反 ， 利 己交换主义认为
一

个人之所Ｗ给予其他人帮助 ， 主要是

源于对受助人回报的期待 （Ｋ加ｅｍｕｎｄ ＆ Ｒｅ ｉｎ ，１ ９９９ ） 。 利己交换动机研究比较有

代表性的学者是 Ｄｏｎａ ｌｄＣｏｘ ， 他指出代际支持源于利 己交换的例子其实非常多 ，

譬如说 ， 为 了获得家庭内某位成员 的财力支持 ， 家庭内 的其他成员可能会主动为

其提供 日常照顾或其他的实物帮助 ， 对支持的回报可能是短期的 ， 也可能发生在

比较久远的未来 （ Ｃｏｘ＆Ｊ ｉｍｅｎｅｚ ，１ ９ ８９ ） 。 Ｃｏｘ（ １％７ ） 同时指出 ， 如果家庭成

员之间相互的支持是出于交换动机 ， 那么
一

方提供经济支持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为

了购买其他成员所能够提供的服务 ， 在这种情况下 ， 经济支持提供者收入的增多

极有可能会增加家庭 内部经济支持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加经济支持的额度 。 但是 ，

如果经济支持接受者 自 身的收入增加 ， 提供同样的服务 ， 他们所要求的回报可能

会増加 ， 考虑到整体的交易成本 ， 在有其他备选的情况下 ， 经济支持给予者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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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支持交换服务的可能性会降低 ， 家庭经济支持的总额度也会相应降低 ； 但

是 ， 如果经济支持给予者只能依靠家庭成员提供 日常服务方面的帮助 ， 那么经济

支持接受者收入的増加则会导致家庭经济支持交换总额的提升 。

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不同 Ｉ 社会学文献中将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提供互

助的动机区分为＾个 ： 互惠 （ ｒｅｃ ｉｐｒｏｃ ｉｔｙ ） 动机 、 亲密 （ ｉｎｔ ｉｍａｃｙ ） 关系 ， １＾及责

任感 （ ｎｏｒｍ ｓｏｆ ｒｅ ｓ
ｐ
ｏｎｓ ｉｂ ｉ ｌ ｉｔｙ ）（

Ｋｉｉｎｅｍｕｎｄ ＆Ｒｅ ｉｎ ，１ ９９９
）

。

社会学领域的互惠主义与经济学领域的交换主义有相通之处 。 互惠主义认为

一

个人在接受帮助的同时即被賦予了提供回报的责任 ， 并且其收获与回报的总量

应该大体相等 。 在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当 中 ， 老年人 自 身所拥有的资源和

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互惠关系中 占据
一

席之地 。 通过为子女提供帮助 ， 老年人可Ｗ

更好地巩固 自 己在家庭当中的地位 ， 并且强化 自 己 自 主生活的权利 ， 更好地满足

自 身 自 尊提升的需要 。 Ｙａｎｇ
（ １ ９９６ ） 指出互惠主义的研究大致可 ｔＵ分为两条路径 ，

路径
一

强调的是直接的短期的或基本等量的互惠交换 ， 上面提到的老年父母通过

为成年子女提供帮助获得生活意义即是其中 比较典型的例子 。 路径二则强调的是

长期的互惠行为 ， 例如 Ｓｕｓ ｓｍａｎ（ １ ９ ８５ ） 通过研究指出 ， 父母－子女的关系实际

上是建立在开始于孩子幼年时期的隐性契约基础之上 ， 父母抚养年幼的子女看似

是完全的利他行为 ， 实际上这种关系暗含着子女成年后的义务 ， 子女需要对父母

的付出给予回报 ， 虽然回报可能发生在稍晚的人生阶段 。

和互惠动机
一

样 ， 亲密关系 同样是社会学文献当 中 出现较多的动机 。 许多学

者在研究当 中探讨 了亲密关系在推动代际支持交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 例如 ，

Ｒｏｓｓ ｉ 和 Ｒｏｓｓ ｉ（ １ ９９０ ） 的研究就指出 ， 不同代际家庭成员之间密切的情感联系是

家庭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特征 ， 成员在 日 常生活中互相帮助并给予彼此陪伴 。

Ｓ ｉ ｌｖｅｒｓｔｅ ｉｎ 和 Ｓｅｎ巧ｓｏｎ（ １ ９９７ ） 在对团结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指出 ， 代际之

间积极的情感联系对代际支持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 根据团结理论 ， 代际支持主要

受到家庭成员之间 的亲密情感联系激发产生 ， 并且同时受到家庭成员机会结构的

影响 。 由此可见 ， 家庭成员关系的亲密程度对成员之间彼此的支持有重要的影响

作用 。

社会学文献同 时还强调责任感在家庭经济支持和老年人供养当 中 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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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ｒｅｓｈ ｉ（ １ ９９０ ） 的研究指 出 ， 家庭成员在老年人照顾当 中担负的责任从大到小

分别是 ： 首先是老伴 ， 接着是女儿 、 儿媳 ， 然后是儿子 、 女婿 、 Ｗ及其他的亲属 ，

最后才到非亲属 。 虽然在不同 的文化环境和不同 的社会发展阶段 ， 关于谁更有责

任供养老年人并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排序可能会有轻微的 区别 ， 但是通妊将

Ｑｕｒｅｓｈ ｉ 的研究结果和 中 国 的情况相对 比 ， 我们看出其实东西方文化具有髙度的

相似性 。 正是家庭成员对 自 己所肩负责任的 内化和接纳 ， 使他们在特定的情况下

能够为他们责任范围 内 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

尽管经济学领域的利他主义和利己交换主义与社会学领域的互惠动机 、 亲密

关系和责任感强调的重点可能有所不同 ， 但有学者通过 自 己的研究提出 了 

＂

示范

效应
＂

的概念 ， 在经济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之间架起 了桥梁 。 Ｓ ｔａｒｋ（ １ ９％ ） 的研

究发现如果
一

对夫妻有了年幼的孩子 ， 那么他们去拜访 自 己的老年父母或与其沟

通的频率约为无子女状况的 １ ０ 倍 。 Ｓ ｔａｒｋ籍此例对
＂

示范效应
＂

的概念进行了 阐释 ，

指出许多成年父母么所Ｗ为老年的祖父母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 ， 实际上是通过 自

己的行为 向孩子示范他们想要被对待的方式 ， 并将
＂

供养父母
＂

作为
一

种价值理念

内化到孩子的认知体系当中 ， 让孩子Ｗ此为行为标准 ， 使孩子在长大成人后也能

够为步入晚年的 自 己提供相应的照顾和服务 。 从某种意义来说 ， 示范理论实际上

体现的是间接的互惠主义 ， 即 ， 你提供帮助给
一

些人 ， 同时希望你的助人行为能

够从另外
一

些人那里得到回报 。

除了 了解家庭成员愿意提供经济供养的动机 ， Ｋｏｈ ｌ ｉ 和 Ｋ ｉｉｎｅｍｕｎｄ （ ２００３ ） 等

学者指出 了解家庭成员彼此之间不愿意提供或接受经济支持的原因 同样重要 。 拒

绝给予或接受支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可能是为 了保持经济和生活上的独立 ， 为

了和别人保持
一

定的距离 ， 或为 了使 自 己不受控制等 。 无论是给予支持还是拒绝

支持 ， 用单独的某
一

个动机对复杂的代际支持进行解释其实都不够实用 ， 因为 即

使是单个个体的行为也通常是 由几个动机共同起作用 的结果 ， 所 在做实证研究

或给出某种结论时 ， 研究者应当保持必要的理性和谨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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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車小结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作为
一

个复杂的研究议题 ， 牵涉到福利供给 、 代际团结 、

家庭关系等方方面面 。 从福利多元理论的角度出发 ， 我们认识到老年人经济供养

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 更是每
一

位有能力的家庭成员 的义务 。 尤其是在中 国这样
一

个长期强调孝文化 、 公共福利体系 尚在发展成熟当 中的 国家 ， 家庭在老年人经济

供养当 中 的重要性更是不容小规 。 而代际团结理论为我们指出 ， 在现代化和城市

化推动 了社会环境整体改变的背景之下 ， 虽然关于家庭福利支持和家庭经济供养

功能衰弱 的怀疑声
一

直都存在 ， 但实际的状况是 ， 家庭内部的 团结并没有消失 ，

父母与子女之间 的责任义务关系也得到 了完好地保留 。 作为家庭 内部代际团结表

现形式之
一

的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 （ 功能性团结 ） 的发生 由家庭成员之间情感沟

通激发产生并受机会结构的影响 ， 同时受个人需要结构 、 家庭结构 Ｗ及社会文化

－环境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

老年人家庭供养分为经济支持 、 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兰个主要类型 。 关于养

老模式的分类 ， 学术界并没有统
一

的声音 ， 但无论是哪种分类法 ， 都非常强调家

庭在老年人供养当中的责住 。 对家体养老进行更细化的研究 ， 范成杰 （ ２００９ ） 等

学者的研究指出 了老年人家庭供养的影响和制约机制 ， 包括情感机制 、 荣誉机制 、

利益机制 Ｗ及规范机制等 ： 在同
一

个研究当 中 ， 范成杰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

影响因素也进行了细致地探讨 ， 指 出文化／传统因素 、 家庭成员在人 口学和地理

学意义上的可获得性 、 家庭成员提供养老的意愿及经济能力等 ， 对家庭养老的发

生和质量影响重大。 讨论代际关系 ， 杨菊华和李路路 （ ２００９ ） 对 日 本 、 韩国 、 台

湾和 中 国大陆地区 的研究指 出 ， 家庭凝聚力和家庭代际关系受个体社会经济特

征 、 家庭伦理观念 、 公共支持的需要与供给 ， Ｗ及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

素的影响 。 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进行更细化更深入的研究 ， 学者们分别强调 了

城乡地域差异 ， 老年人的性别 、 年龄 、 受教育程度 、 婚姻状况 、 子女数 目 ， 成年

子女的年龄 、 婚姻及生育状况 ， 化及居住安排等因素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重

要影响 （例 ， 陈功 ，
２００５

； 张航空 、 孙磊 ， ２０ １ １ ， 等 ） 。

代际家庭支持在世界范围 内普遍存在 。 欧洲范围 内 的代际家庭支持模式较为

统
一

， 即主要从老年父母传递到成年子女 。 Ａ ｌｂｅｒｔ ｉｎ ｉ ，Ｋｏｈ ｌ ｉ 和 Ｖｏｇｅ ｌ（ ２００４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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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自 己的研究经验指出 ， 在欧洲甚至世界范围 内 ， 我们都可 把对代际家庭支持

有影响的 因素分结构 、 制度 、 文化Ｈ个板块进行细致地划分 ， 并在各个板块的基
．

础上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相关因素的作用展开讨论 。 另外 ， 无论是经济学领

域还是社会学领域 ， 学者们对家庭经济支持动机的研究都非常多 。 相 比较于经济

学家们对利他主义和交换主义的强调 ， 杜会学领域的研究则更突出互惠主文 、 亲

密关系 Ｗ及责任感在刺激代际经济支持当 中所起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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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章 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

第一巧 分巧框架与研巧假设

第二章的理论回顾和文献分析指出 ， 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支持作为代际团结

的重要 内容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 根据 ＳｚｙｄＫｋ（ ２００８ ） 的代际团结Ｈ级

模型 （见图 ２ ． １ ）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作为代际功能性团结的重要 内容 ， 会受到

老年父母的需要结构 ， 成年子女的能力与机会结构 ， 家庭结构 Ｗ及社会文化 －环

境结构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 。 而关于代际经济支持动机的研究指出 ， 虽然家庭成

员相互之间的帮助可能是源于利他动化 ， 但是 ， 由于个人动机的复杂性 ， 个体行

为通常是几个动机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 因此 ， 非同住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供养

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受到与父母的代际支持交换的刺激 。 基于上面的硏究发

现和数据库本身 的特征 ， 本研究形成 Ｔ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四维分析框架 （见图

３ ． １ ） ；

￣￣

影巧父母需要的因素

￣̄

租会人□学因素 ： 年龄 ， 健康 ，

受教育程度 ， 性别婚姻状况非同住子女个数

经济因素 ： 收入 ， 养老金 ， 其居住安排

他非同住亲友经济支持

ｒ
；

－￣

１

；

Ｉ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 ；

Ｉ Ｉ

老年人家庭雜供养疫度 ＇

卢
７

……

ｉ

文化－环境结构因素代际支持交换刺激

城乡差异 为非同住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提供孙子女照顾

图 ３ ． １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四维分析框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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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分析框架的指导之下 ， 笔者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研究分可能性和供

养额度两个层面展开 ， 并且探讨影响老年父母需要的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文化

－环境结构因素 ， Ｗ及代际支持交换刺激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和额度的

影响 。 在前文的文献梳理过程当 中 ， 我们已经探讨了 国 内研究发现的可能影响老

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因素 ， 替如 ： 从影响老年人需要的角度出发 ， 学者们探讨了

老年人的年龄、 性别 、 受教育程度 、 婚姻状况 、 收入状况 ， Ｗ及养老金等对其收

到的经济供养的影响 ； 从家庭结构 出发 ， 探讨了子女个数和居住安排与老年人代

际经济支持的关系 ； 从社会文化－环境结构出发 ， 讨论了城乡差别导致的老年人

供养的差异等 。 在本节后续的 内容当 中 ， 我们将结合国 内外的相关研究发现 ， 对

影响父母需要的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文化 －环境结构因素 ， Ｗ及代际支持交换

刺激因素进行具体的梳理及分析 ， 并在文献回顾和变量梳理的基础之上生成本文

的研究假设 。

一

、 《响父母需要的 因素

本研究对影响父母需要 的 因素的讨论分老年父母的社会人 口 学特征和经济

特征两个层面展开 ， 寻找能够影响老年父母需要程度 ， 并进而影响老年人家庭经

济供养的因素 。 我们首先来讨论父母的社会人 口学特征中可能会对父母需要程度

产生影响的因素 ：

第
一

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年龄 。 父母的年龄越高 ， 在经济上能够实现 自养的

可能性就越低 ， 维持身体健康和 日 常生活所产生的经济需要缺 口就越大 ， 因而需

要更多 的经济支持 。 国 内 外学者都对送
一

因素 的影响做过研究 ， 譬如郭志刚

（ １ ９９６ ） 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商 ， 接受经济净供养的老年人 比例随之提升 ，

６０ －６ ５ 岁年龄组的老年人接受净供养的 比例为 ２７ ． ８％ ， 到 ７ ５
－

８０ 岁年龄组 ， 这个

比例上升到 ５ ０％ ，８５＋年龄组该 比例更高 ， ７０％左右的老年人都在享受来 自家庭

的净供养 。 国外的研究同样证明年龄和老年人收到的经济供养成正相关关系 ， 尽

管在欧美 国家当中 ， 从老年人 向成年子女的经济转移非常常见 ， 但是年龄最大的

那
一

部分老年人仍然是家庭经济支持的纯受益者 （ Ａｔｔ ｉａｓ
－ＤｏｎｆＵｔ Ｗ ａ／． ， ２００５

；

Ｌｏｇａｎ＆Ｂ ｉａｎ ，２００３
；
Ｓ ｉ ｌｖｅｒｓｔｅ ｉｎｅｔ ａ ｌ ． ，２００２ ） 〇

对老年父母需要程度影响较大 的第二个 因素是老年人 的性别婚姻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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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ｔ ｉａｓ－ＤｏｎｆＵｔ（ ２００ １ ） 指出 由于女性老年人通常有更长的寿命 ， 年老守寡或产生

身体残疾的比例也更商 ， 因此女性老年人从其成年子女那里收到更高频率更高额

度经济供养的可能性也就更高 。 陈功等人 口００５ ） 的研究显示 ， 在中 国 ， 女性老

年人得到的净供养金额大致是男性老年人所得金额的 ３ 倍 ； 张航空和孙磊 （ ２００５ ）

的研究同样也认同女性老年人获得的代际经济支持较男性多 。

老年人婚姻状况的影响 同样不容忽视 ， 独身或丧偶的老年人因为缺芝另
一

半

的支持和照顾 ， 所 Ｗ整体上的需要更多 （ Ｂ ｉａｎ ，Ｌｏｇａｎ＆Ｂ ｉａｎ ，１ ９９ ８ ；Ｌｏｇａｎ＆Ｂ ｉａｎ ，

２００３ ） 。 这一点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 了进
一

步的验证 ， 张航空和孙磊 （ ２０ １ １ ） 的

研究发现不在婚老年人收到子女的经济支持相较于在婚老年人更多 。

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也能对其需要程度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老年人的受

教育程度越低 ， 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及经济资源可能就越少 ， 满足 日 常生活所需的

经济需要缺 口就越大 。 不仅如此 ， Ｌ ｉ ｌ ｌａｒｄ
，
Ｌｏｇａｎ 等学者 曾讨论过教育对代际支持

影响的
＂

现代化效应
＂

， 比较高的学历通常预示着父母有
一

套更为
＂

现代化
＂

的价值

体系 ， 这套价值体系要求他们更多地 自 立 ， 更少地依靠孩子来维持 日 常的生活

（ Ｂｒａｎｄｔ ，Ｈａｂｅｒｋｅｍ ＆ ＳｚｙｄＨｋ ， ２００９
；Ｌ ｉ ｌ ｌａｒｄ ＆Ｗｉ ｌ ｌ ｉ ｓ ，１ ９９７

；Ｌｏｇａｎ＆ Ｂ ｉ ａｎ ，

２００３ ） 。

出 了上面讨论过的因素 ， 另外
一

个会对老年人需要程度造成影响的重要社会

人 口学特征是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差 ， 与么相对应的维持健

康和 日 常生活的经济需要就越大 ， 因而收到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可能也就越多

（Ａ ｌｂｅｒｔ ｉｎ ｉＷ 口／ ． ，２００７
；Ａｔｔ ｉａｓ

－Ｄｏｎ扣 ｔ Ｗ ａ／ ． ，２００ ５ Ｂｅｒｒｙ ，２００８ ） 。

经济特征 ：

养老金作为老年人收入的重要来源 ， 是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重要补充 。

Ｃｏｘ 和 Ｊ ｉｍｅｎｅｚ（ １ ９ ８９ ） 对秘鲁的研究发现 ， 相 比较于没有养老金的老年人 ， 享

有养老金的老年人收到家庭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要低 １ １％
； 如果

一

个家庭经济被供

者收到 的养老金被取消 了 ， 那么他接收到 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会上升 ２０％ 。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３ ） 在南非的研究也发现了 同样的趋势 ， 使用 １ ９８９ －

１ ９９２ 年的数据 ，

Ｊｅｎ ｓｅｎ 发现老年人的养老金每上升 １ 兰特 ， 这些老年人的非同住子女提供给他们

的经济支持就会随之降低 ０ ．２５ －０ ．３ ０ 兰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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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养老金之外 ， 老年人所在家庭的生产性收入也会对老年人的需要程度产

生重要影响 。 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家庭收入与他们收到非同住子女经济供养的可能

性呈反向相关关系 ， 家庭收入越低 ， 则他们在经济满足方面的需要就越高 ， 收到

非同住子女经济供养的可能性和额度也就随之升高 （ Ｃｏｘ＆Ｒａｎｋ ， １ ９９２
；Ｋｏｈ ｌ ｉ ，

１ ９９９ ；Ｌｅｎｎａｒｔｓｓｏｎ ，２０ １ １ ） 。

老年人从其他非同住亲友处收到的经济支持作为老年人转移性收入的
一

个

重要来源 ， 对老年人需要程度和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 老年人从其他

亲友处收到的经济支持可能有两种重要的作用方式 ， 第
一

种作用方式为 ， 其他亲

友提供的经济支持作为老年人经济生活的重要补给 ， 在
一

定程度上能够减少老年

人对非同住子女经济支持的需要 ， 从而对非同住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的经济供养产

生抑制作用 ； 而相反的 ， 其他亲友的经济支持同样可能会产生正向 的激发作用 ，

一

方面 ， 能收到其他亲友经济支持可能说明老年人有更明显的需要 ， 另
一

方面 ，

其他亲友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通常会给子女带去也理和社会压力 ， 子女为 了避

免舆论的谴责 ， 可能会有更大的可能性为父母提供更高额度的经济供养 。

总体说来 ， 老年人的年龄 、 性别婚姻状况 、 受教育程度 、 身体健康状况 、 家

庭收入 、 养老金 ， Ｗ及他们是否会收到来 自其他非同住亲友的经济支持 ， 都可能

会影响该老年人的需要大小 ， 进而影响老年人收到来 自非同住子女经济供养的可

能性及额度 ， 因此需要我们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加 Ｗ控制 。

二、 家庭结巧因素

微观个人层面影响老年父母需要的因素能够对老年人的家庭经济供养产生

影响 。 但是 ， 个人作为家庭整体系统的
一

个组成部分 ， 他们的行为通常会受到家

庭结构的制约 ， 因此家庭结构也可能会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产生作用 。 家庭结

构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 包括老年人所拥有的子女数量 ， 家庭的居住安排等 。

在众多 的实证研究发现中 ， 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并不统

一

。 Ｗ老年人拥有的子女数为例 ，

一

些研究发现老年人拥有的子女数越多 ， 他们

收到子女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 （Ｌ ｉ ｌ ｌａｒｄ ＆Ｗ ｉ ｌ ｌ ｉ ｓ ， １ ９９７ ）
；
—

些研究则发现拥

有
一

至两个子女的老年人收到子女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并不 比拥有更多子女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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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低 （ Ｚ ｉｍｍｅｒ ＆ Ｋｗｏｎｇ ，２００３ ） 。 Ｃｈｏｕ（ ２０ １ ０ ） 在香港的研究发现子女数与老

年人所能收到的经济供养额度成正相关 ， 这一关系在郭志刚和张惜梯 （ １ ９９６ ） 在

中 国大陆的研究中 同样得到验证 ； 而 Ｇｏ ｌｄｓｔｅ ｉｎ 和 Ｋｕ（ １ ９９３ ） 在中 国浙江省的调

查则发现拥有更多的子女并不代表该老人就能收到更多的经济供养 ， 因为在
一

个

特定的地区 ， 人们对老年人应当维持的生活水平有
一

个比较统
一

的认识 ， 而每
一

个成年子女只需要为其父母提供相应比例的经济支持 ， 老年人拥有的成年子女越

多 ， 每
一

个孩子的负担就相应越轻 。 Ｇｏ ｌｄｓｔｅ ｉｎ 和 Ｋｕ 的发现与桂世就和倪波提出

的老年人经济供养
＂

填补
＂

理论非常契合 （桂世就 、 倪波 ， １ ９９５ ） 。 家庭居住安排

对老年人经济供养的影响作用 同样重要 ， 有研究指出 ， 与子女生活在
一

起的老年

人因为 自 身 的需要减少 了 ， 所 收到来 自非同住子女的经济支持会降低 ； 但也有

研究指出 ， 老年人如果和个别子女生活在
一

起 ， 其他非同住子女因为没有办法为

老年父母提供和同住子女相等的 日 常照颇服务 ， 会倾向于给父母更多的钱物支持

予 Ｗ补偿 。

家庭结构因素在各个研究中所体现的影响的多样性使得我们难Ｗ对其影响

方式给出
一

个确定的结论 ， 但毫无疑 问这些因素确实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存在

重要的影响 ， 因此需要我们在分析中进行必要的检验 。

乙、 文化－巧境结拘因＊

文化 －环境结构为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发生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条件 ， 它

可 Ｗ表现为不同国家的不同福利制度 ， 可 Ｗ是老年人所生活区域的不同特质 ， 也

可Ｗ是法律或传统文化对不 同身份公民 （例如孩子或父母 ） 的不同责任要求 。

在中 国 ， 文化－环境结构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
＂

孝
＂

观念

的影响 ， 养儿防老 ， 成年子女被要求有义务供养他们的父母 ， 满足父母在物质生

活甚至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 。 文化 －环境结构的影响其次体现在法律的规定 ， ２００４

年 《宪法 》 规定父母有义务抚养他们未成年的孩子 ， 而孩子在成年后也有责任供

养和帮助老年父母 ；
２０ １ １ 年 《新婚姻法 》 中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 要求

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 ， 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
２０ １ ２ 年的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修正草案 ） 》 也要求家庭成员应当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上的供养 、 生活上的照料

Ｗ及精神上的慰藉 ， 并且要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 文化 －环境结构的影响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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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体现在老年人生活在其中 的 自然及社会环境对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 ， 这里最简

单的例子就是城乡的差别 。 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老年人 ， 由于其收入结构及消费

结构的不同 ， 也 由于其受教育程度 、 健康状况及地域文化特点等的不同 ， 对家庭

经济供养的需要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本次的研究会对城乡老年

人经济供养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差异给予特别的关注 。

四 、 代际支持交换刺化

经济学研究发现代际经济支持的发生会受到利 己交换动机的影响 ， 社会学领

域的研究也证实互惠主义在代际经济支持当 中发挥着重要的刺激作用 。 无论是利

己交换动机还是互惠主义 ， 都强调子女是否会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可

能会受父母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时间支持等
一

系列因素的影响 。 因此在本研

究中 ， 笔者引入了父母是否会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和孙子女照顾支持两个变量 ， Ｗ

检验代际支持交换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刺激作用 。

基于整体的分析框架 ， 本研究在考虑影响老年人需要的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社会文化－环境结构因素和代际支持交换变量的基础上 ， 做出如下假设 ：

假设 １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在全国范围 内普遍存在 ， 并且其可能性及额度

受影响父母需要的 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社会文化 －环境因素 ！＾＾１及代际支持交换

刺激等诸多变量的影响 。

假设 ２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现状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 ， 并且城乡 范围 内影

响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因素存在较大不厨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统计模型

一

、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两种 ， 其
一

是文献分析法 ， 其二是定量数据分析 。

为 了回答研究问题 ， 本研究首先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比较分析 ， 通过最大程度地了

解和把握国 内外关于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研究成果 ， 找出理论上或实证意义上

可能对家庭经济供养产生影响的因素 。 在此基础之上 ， 笔者把文献分析过程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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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有影响的因素引入到具体的定量分析当 中 ， 分全国样本 、 农村样本和城市样

本分别进行必要的统计描述分析、 Ｌｏｇ ｉｓｔ ｉｃ 回归分析Ｗ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Ｗ

了解当下中 国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分布状况 ， 检验相关因素影响家庭经济供养

的作用方式 。

二、 统

本文当 中 的两个因变量分别为老年人是否能收到家庭经巧供养 Ｗ及老年人

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 。 针对因变量的不同特质 ， 本文的分析选取 了两个主要

的统计模型 。 探讨老年人是否能收到家庭经济供养 （虚拟变量 ） 及其影响因素 ，

本研究使用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 而对于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

（连续型变量 ） 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 ， 本研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 。

在进行 Ｌｏｇｉ ｓｔ ｉｃ 回归分析的过程中 ， 本研究使用 Ｂｏｘ－Ｔ ｉｄｗｅ ｌ ｌＴｅｓｔ 来检验连

续型 自变量与因变量 Ｌｏｇ
ｏｄｄｓ 是否成直线性关系 ， 对于违反二者应当呈线性关

系的变皇 ， 在分析的过程中加入该变量的平方进行转换 。 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当

中 ， 本研究首先对因变量的分布状态进行检验 ， 并对不符合正态分布要求的变量

进行相应的转化 。 Ｃｏｏｋ 距离被用来对数据中 的极端值进行筛查 。

巧：节 妨則说Ｉ扣Ｋ理

一

、 致振 绍

本研究使用 的数据库是 由北京大学收集的 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 Ｃｈ ｉｎａ

Ｈｅａ ｌｔｈａｎｄ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 ｉｔｕｄ ｉｎａｌＳ化ｄｙ ， 简称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年全国基线

调查数据。该调查的对象是随机抽取的家庭中 ４ ５ 岁 Ｗ上的中老年人 。调查于 ２０ １ １

年 ５ 月 至 ２０口 年 ３ 月 在全国的 ２８ 个省 、 市展开 ， 覆盖 了１ ５ ０ 个县 、 区 中 ４５０

个村 、 居的中老年人 。 调查最终成功访问 了１ ０２５ ７ 户家庭 ， 在这些家庭当 中 ， 随

机抽取
一

名年龄商于 ４５ 岁 的人作为主被访者 （ｍａ ｉｎ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ｔ ） ， 并同时访谈其

配偶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 。 被访对象的总数为 １ ７７０８ ， 总体代表了 中 国 中老年人群体 。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共分 ８ 个大的版块 ， 分别从家庭或个人层面收集被访者个人

基本人 口学特征 ， Ｗ及健康 、 工作 、 收入 、 财产 、 福利等其它诸多方面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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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研究在家庭层面展开 ， 如果
一

个家庭当中只有
一

位被访者 （单身老年人 ） ，

那么无论性别 ， 该被访者的信息会被纳入我们的后续研究中使用 ； 如果家庭中有

两位被访者 （在婚家庭 ） ， 考虑到中 国家庭中男性所具有的较多的话语权 ！Ｍ及国

际家庭研究中较多使用男性信息的惯例 ， 本研究使用男性的基本信息来代表家庭

的整体状况 。

二 、 研究对象巧选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年龄超过 ６０ 岁并且拥有非同住子女的老年人 。 而在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库中 ， 被访者为年龄超过 ４５ 周岁 的中老年人 ， 并且对他们是否拥

有非同住子女并未做出特别的限制 。 因此在开始具体的定量分析之前 ， 笔者首先

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筛选 。

研究对象筛选的第
一

步是年龄筛选 ：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当中有两个关于年龄的 问

题 ， ＢＡ００２（您的 出生 日 期是 ？ ） 和 ＢＡ００４（您今年多大年纪 ？ ） 。 如果被访者

选择不知道或拒绝回答 问题 ＢＡ００２ ， 其年龄信息会通过 ＢＡ００４ 继续收集 。 在此

次的调查中 ， 有 ５２ ．９％的家庭中夫妻双方或至少夫妻
一

方的年龄超过 ６０ 岁 ， 这

巧 ．９％的家庭进入了第二步筛选的样本库 。

表 ３ ． １ ： 研究对象筛选
＿

非同住子女个数统计表

婚姻状态测虽 （ ＢＥ００ １ ）

 Ｉ

非同住子女数测呈 Ｉ

非同住子女个数

ＣＢ０ １ ７ ， 是否和 （现 ） 配偶生过孩

１
＝已婚与配偶

一

同居住子 ， 其中没住在
一

起的有几个

ＣＢ０２ ５ ， 是否还有其他亲生子女 ，

其中没住在
一

起的有几个

ＣＢ０３３ ， （现 ） 配偶是否还有其他Ｎ＝ＣＢ０ １ ７＋ＣＢ０２５＋ＣＢ０３ ３＋ＣＢ ０４ １

２
＝ 己婚 ， 因工作暂未共 ．

亲生子女 ’ 没住在
一

起的有几

同居住^

ＣＢ０４ １ ， 是否和 （现 ） 配偶收养或

巧养过孩子 ， 其中没住在
一

起



的有几个


３
＝分居 （ 不巧作为配偶 ＣＢ００Ｌ 是否生过孩子 ， 其中没住

其同生活 ）

在
一起的有几个

４＝离异 ＣＢ００９ ， 是否收养或抚养过孩子 ， Ｎ＝ＣＢ００ １ ＋ＣＢ００９

５
＝丧偶其中没住在

一

起的有几个

６
＝从未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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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筛选的第二步是对年龄法标的夫妻根据其是否拥有非同住子女进

行再
一

步选取 。 由于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设计比较复杂 ， 不同婚姻状态的被访者所拥

有非同住子女数的计算方法不同 ， 笔者将相关变量在表 ３ ． １ 中进行了梳理 。 经过

第二步的筛选 （非同住子女个数大于 ０ 即可入选 ） ， 最终有 ４９３２ 个家庭进入到最

后的分析框当 中 。

互 、 概念龄 秋值

１ ． 因交量赋值

围绕本文的研究问题 ， 笔者首先对因变量
＂

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
＂

和
＂

家庭经济

供养额度
＂

进行操作化处理 ， 具体的步骤见表 ３ ．２ 。

表 ３ ．２ ： 因变呈操作化賦值表

因巧量维巧交 （巧卷） 交ｉｔ处理

家庭经窃Ｆ供养ＣＥ００７ ， 过去
一

年您或您配偶是否接到过 问卷瞄值 １
＝是 ， ２

＝否

可巧性非同住子女的经济支持 ？



重新巧值 １
＝是 ， ０

＝否 。 参照组为否

家庭色巧供养ＣＥ００ ８ ， 哪
一

个子女给予过支持 ？

巧度ＣＥ００９ ， 过去
一

年从该子女处获得的定期 注 ：

及不定期的钱和实物支持有多少 ？ ｉ 为提供支持的非同住子女个数 ；

ＣＥ００９
＿

１ ： 定期钱数ｍ ｌ 和 ｍ２ 为该子女
一

年 内提供定期

ＣＥ００９
＿

２ ： 定期实物 （ Ｗ现金价值巧里 ） 资金和实物支持的次数

ＣＥ００９
＿

３ ： 不定期钱数



ＣＥ００９
＿

４ ： 不定期实物 （ Ｗ现金价值衡里 ）



笔者在对新赋值的因变量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发现 ， 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的数值

分布右偏严重 （偏态系数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
３６ ． ７７８ ） ， 违反了线性回归分析中 因变量应当

呈正态分布的要求 。 由于 Ｂｅｎｏ ｉ ｔ
（
２０ １ １

）的研究发现对
一

个偏态分布的变量取对数

可 Ｗ将该变量的分布近似地转化为正态分布 ； 又由于 Ｃｏ ｌｅ
（
２０００

）Ｗ及 Ｇｅ ｌｍａｎ＆

Ｈ ｉ ｌ ｌ（ ２００７ ） 的研究发现对于充当 因变量的变量而言 ， 如果取这个变量的 自 然对

数取代原变量作为 因变量 ， 比较便于对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得来的回归系数进行解

读 。 鉴于这些研究 ， 为 了使分析模型能更好地满足线性回归假设 ， 笔者在分析当

中对因变量
＂

经济供养额度
＂

ｃｅ００９ 进行转化 ， 取其 自然对数 Ｌｎ
（
ｃｅ００９

）

ｉ作为此次

研究的因变量 。

１ 经再次检验 ， Ｌｎ（ ｃｅ００９ ） 数值分布的偏态系数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０ ．的２ ， 基本接近正态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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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旨 变董巧值

基于本文的研究框架 ， 分析当 中涉及的 自变量操作化和具体赋值如下 ：

影响老年人需要的 自变量 ：

社会人 口学变量 ；

（ １ ） 年龄 。 问卷当 中老年人的年龄主要通过两个变量来测量 ， ＢＡ００２（您的 出

生 日 期是 ？ ） 和 ＢＡ００４（ 您今年多大年纪 ） 。 对于年龄的处理首先使用调查年

２０ １ １
－ＢＡ００２＋ １ ， 对于 ＢＡ００２ 数据缺失的情况 ， 使用 ＢＡ００４ 中 的信息进行补充 。

最终年龄作为连续型变量在分析中使用 。

（ ２ ） 性别婚姻状况 。 Ｗ往的研究发现证明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的需要离 ，

同时非在婚老年人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比在婚老年人高 。 盗于本次研究Ｗ

夫妻为
一

组研究对象 ， 无法单独探讨性别对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 。 又因为在许多

文献当 中 ， 研究者将性别和婚姻状况合成
一

个变量 ， 探讨单身男性老年人 、 单身

女性老年人和夫妻在接受家庭经济支持方面的差别 ， 研究发现也证明 了单身女性

老年人因较大的需要接收到的经济支持高于另两类人群 。 因此笔者借整其他文献

当 中 已有的做法 ， 把性别和婚姻状况两个要素合成为
一

个变量 ， 即性别婚姻状况 。

在 问卷当 中 ， ＢＥ００ １ 测量老年人的婚姻状况 ， 赋值为 ： 已婚与配偶
一

同居住＝
１ ，

已婚因工作暂未共同居住＝
２ ， 分居 （不再作为配偶共同生活 ）

＝
３ ， 离异＝４ ， 丧

偶＝
５ ， 从未结婚＝

６
；Ｒｇｅｎｄｅｒ 测量的是老年人的性别 ， 赋值为男＝

１ ， 女＝
２ 。 具体

的操作化为 ： 如果 ＢＥ００ １
＝

ｌ ／２ ， 那么该老年人的性别婚姻状况为在婚 ， 赋值为 １ ；

如果 Ｂ臥０ １
＝
３ ／４／５ ／６ 且 Ｒｇｅｎｄｅｒ

＝
ｌ ， 则该老年人的性别婚姻状况为单身 男性 ， 赋

值为 ２
； 如果 ＢＥ００ １

＝
３／４／５ ／６ 且 民ｇｅｎｄｅ ｒ

＝
２ ， 则该老年人的性别婚姻状况为单身

女性 ， 赋值为 ３ 。 进行回归分析时 ， 虚拟变量参照组为
＂

夫妻
＂

。

（ ３ ） 受教育程度 。 问卷当 中针对每
一

个受访者提问 ： 您的最高学历是 ？ 答案赋

值为 １ 窜ｈ ｉ ， 分别代表从文盲到博±毕业 １ １ 个等级的受教育程度 。 进行回归分

析时受教育程度被作为连续型变量引入使用 。

（ ４ ）健康状况 。 关于健康状况 ，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库通过 ４ 道题 目进行测量 ； ＤＡ ００ １ ，

您觉得您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 答案为极好＝
１ ， 很好＝２ ， 好＝

３ ，

一

般＝４ ， 不好＝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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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００２ ， 您认为您的健康状况怎样 ？ 答案很好＝
１ ， 好＝

２ ，

一

般＝
３ ， 不好＝

４ ， 很

不好＝
５

；ＤＡ０７９ ， 您觉得您的健康状况怎样 ？ 答案与 ＤＡ００２ 相同 ； ＤＡ０８０ ， 您

觉得 自 己的健康状况怎样 ？ 答案与 ＤＡ００ １ 相 同 。 被访者并不需要回答完整 ４ 道

题 目 ， 每
一

个被访者随机回答 ＤＡ００ １ 或ＤＡ００２ 中的
一

题作为前测 ， 并回答 ＤＡ０７ ９

或 ＤＡ０８０ 当 中 的
一

题作为后测 ， 所Ｗ使用 四个题 目 中任意
一

个题 目 收集的数据

来代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都不全面。 鉴于 ＤＡ０７９ 与 ＤＡ００２ 有相同 的答案 ，

并且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中的
一

题 ， 所 笔者合并 了ＤＡ００２

和 ＤＡ０７９ 的信息 ， 构建了
一

个新变量来代表被访者的健康状况 。 对于极个别没

有填答 ＤＡ００２ 和 ＤＡ０７９ 的被访者 ， 使用 ＤＡ００ １ 的信息进行替代 。 笔者随后对

新构建的健康变量进行了重新的戚值 ， 很差＝
１ ， 差＝

２ ，

一

般＝
３ ， 好＝

４ ， 很好＝
５ 。

经济变量 ：

（ ５ ） 养老金 。 本文当 中使用的养老金是
一

个广义的概念 ， 包括企事业单位的退

休金 、 企业年金、 农村居 民养老保险 、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 及其他各类补充养

老保险 。 鉴于养老保险组成成分的复杂性 ， 问卷当 中没有
一

个统
一

的题 目来测量

被访者是否拥有养老金Ｗ及其享受的金额的多少 ， 因此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 ， 笔

者分项对不同类别 的养老金进行了梳理。 具体来说 ， 本文将养老金分为与工作相

关的养老金 （ 即退休金 ） 和其他种类的养老金两类 。 退休金 ： 情况 １ ， 对于正常

退休或提前退休 （ ＦＭ０ １ １
＝

ｌ ／２ ） 或者已经办理了退职手续并且现在正领取养老金

（ ＦＢ０ １ ２
＝

１ ＆ＦＭ０ １ ０
＝

１ ）的被访者 ， 问题 ＦＭ０２２ 问及他们每个月领取的养老金 （含

各种补贴 ） 的额度 ； 情况 ２ ， 对于先内退后又正式退休的被访者 （ ＦＭ０ １ １
＝
３ ） ，

问题 ＦＭ０３４ 问及他们每月领取养老金的额度 。 其他种类的养老金 ： 企业年金享

有者 （ ＦＮ００２
＝

１ ） ， 月养老金额度为 ＦＮ００４ ； 商业养老保险享有者 （ ＦＮ００２
＝

２ ） ，

月养老金额度为 ＦＮ００７
； 农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 民养老

保险享有者 （ ＦＮ００２
＝
３／４／５ ） ， 月养老金额度为 ＦＮ０ １ ３

； 高龄老人养老补助 （补贴 ）

享有者 （ ＦＮ００２
＝
６ ） ， 月补贴额度 ＦＮ０ １ ８ ； 其他养老金享有者 （ ＦＮ００２

＝

７ ） ， 月养

老金额度 ＦＮ０２２ 。 所Ｗ ， 对所有养老金享有者 ， 其每年享有的养老金的总额度＝

（ ＦＭ０２２＋ＦＭ０３４＋ＦＮ００４＋ＦＮ００７＋ＦＮ０ １ ３＋ＦＮ０ １ ８＋ＦＮ０２２ ）
＊

１ ２ 。 由于有相当 比例

的老年人享有的养老金为 ０（ 即没有养老金 ） ， 数据分布过于集中 。 为 了保证数

据分析的有效性 ， 本研究将养老金转化为虚拟变量使用 ， 如果该老年人享有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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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额度为 ０ ， 则赋值为 ０ ， 代表不享有养老金 ； 如果年养老金大于 ０ ， 则赋值

为 １ ， 表明该老年人享有养老金 。 虚拟变量参照组为不享有养老金的老年人。

（ ６ ） 家庭收入 。 ＣＨＡＲＬＳ 对家庭收入的测量分为 ４ 个大的种类进化 包擦

王资给
■

像Ａ（ ＧＡ００２ ， 被访者工资 ；
ＧＡ００６ ， 被访者所在家庭成员 的工资 ） ， 灰

像八 （ ＧＢ００５ ， 农林产品收入 ；
ＧＢ００６ ， 农林产品生产投资 ； ＧＢ００８ ， 牲畜及

水产品现价值 ； ＧＢ００９ ， 牲畜及水产品去年当期价值 ；
ＧＢ０ １ ０ ， 过去

一

年购买牲

畜及水产 品花费 ； ＧＢ ０ １ １ ， 过去
一

年卖出及 自 家消费的牲畜及水产 品总价值 ；

ＧＢ０ １ ２ ， 过去
一

年牲畜及水产品生产的副产品总价值 ；
ＧＢ ０ １ ３ ， 过去

一

年饲养牲

畜及水产品总花费 ） ， ＾終篡聋
ｔ

或巧劳孩津么给獻终乂 （ ＧＣ００２ ， 从事几项个体

经营或开办几家私营企业 ？ＧＣ００５ ， 每
一

项的经济收入 ） ， Ｗ及裘户戚巧孩骇支

向化Ａ（ ＧＤ００ １ ， 低保收入 ；
ＧＤ００２ ， 政府补助 ， 其中 ＧＤ００２

＿

１ 为退耕还林补

助 ， ＧＤ００２
＿

２ 为农业补助 ， ＧＤ００２
＿

３ 为五保户补助 ， ＧＤ００２
＿

４ 为特困户补助 ，

ＧＤ００２
＿

５ 为工伤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 ， ＧＤ００２
＿

６ 为突发事件或重大灾难之

后的补助 ， ＧＤ ００２
＿

７ 为其他补助 ； ＧＤ００３ ， 捐助或补偿 ， 其中 ＧＤ００３
＿

１ 为社会

捐助 ， ＧＤ００３
＿

２ 为征地补偿金 ， ＧＤ００３
＿

３ 为住房拆迁补偿 ） 。 家庭收入为家庭所

有成员 的工资性收入 、 家庭农业收入 、 个体经营或私营企业收入 ， Ｗ及家户政府

转移支付收入的总和 。 初次分析时将家庭收入２作为连续型变量 （ 区间为 －

５３ ６ ８ ８０

至 ７４４０ １ ２ ） 处理 ， 分析结果显示其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显著为 ０ 。 分析

原因可能是家庭收入在 （ ０ ，５００００ ） 区间分布过于集中 ， 将家庭收入作为连续型

变量使用反而会影响其解释力 。 为 了更好地探讨家庭收入的影响 ， 正式分析的过

程中笔者对该变量进行了虚拟化处理 ， Ｗ收入中位数 ％００ 为标准 ， 如果该家庭

年收入小于收入中位数的 １ ／２ ， 则该家庭被划归为低收入家庭 ， 收入寓于收入中

位数 １ ／２ 低于收入中位数 ２ 倍的家庭被划归为 中等收入家庭 ， 其余家庭为高收入

家庭 。 分析时该虚拟变量的参照組为低收入家庭 。

Ｃ ７ ） 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支持 。 除了上面 ６ 项对老年父母需要结构的直接测量 ，

该老年人是否接受 了其他非同住亲友的经济供养实际上也是老年人需要结构的

间接体现 ， 并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 了老年人需要本身 ， 所Ｗ本次分析对这
一

变量也

进行了控制 。 问卷当 中对这
一

问题的测量为 ： ＣＥ００ １ ， 过去
一

年是否从不住在
一

２ 此处的家庭收入为创除所有农业投资和个体经营投资 的净收入 ， 所 Ｗ家庭收入会有负值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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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父母那里收到过经济支持 ， 问卷赋值是＝
１ ， 否＝

２
；ＣＥ００４ ， 过去

一

年是否从

不住在
一

起的岳父母那里收到过经济支持 ， 问卷赋值是＝
１ ， 否＝

２
；ＣＥ０ １ １ ， 过去

一

年是否从不住在
一

起的孙子女那里收到过经济支持 ， 问卷賦值是＝
１ ， 否＝

２
；

ＣＥ０ １ ５ ， 过去
一

年是否从不住在
一

起的其他亲戚那里收到过经济支持 ， 问卷赋值

是＝
１ ， 否＝

２
；ＣＥ０ １ ８ ， 过去

一

年是否从不住在
一

起的其他非亲戚 （如朋友 ） 那里

收到过经济支持 ， 问卷賦值是＝
１ ， 否＝

２ 。 笔者将这 ５ 个变量整合为 １ 个变量 ，

即该老年人 （夫妇 ） 是否接受了其他非同住亲友的经济供养 ， 具体的操作化为 ：

如果 ＣＥ００ １
＝

１ 或 ＣＥＯＯ仁 １ 或 ＣＥ０ １ １
＝

１ 或 ＣＥ０ １ ５
＝

１ 或 ＣＥ０ １ ８
＝

１ ， 则新变量赋值

为 １ ， 代表接受了其他非同住亲友的经济支持 ； 如果前面 ５ 道题 目 全部答案为否 ，

则赋值为 ０ ， 代表未接受其他经济供养 。 该虚拟变量参照组为未接受其他非同住

亲友经济支持的老年人 。

家庭结构 自变量操作化如下 ：

（ １ ） 非同住子女个数 。 对该 自 变量操作化的具体方法在研究对象筛选
一

节中 已

经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 简单来说 ， 对于 目 前在婚的老年人来说 ， 非同住子女个数

＝
ＣＢ ０ １ ７＋ＣＢ０２５＋ＣＢ ０３ ３＋ＣＢ０４ １

； 对于独 自 生活的老年人来说 ， 非同住子女个数

＝
ＣＢ ００ １ ＋ＣＢ００９ ｃ

（ ２ ） 是否拥有同住子女 。 问题 Ａ００６ 问及与被访人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与被访

者的关系 ， 其中 同住子女被賦值为 ７ 。 创建新变量
＂

是否拥有 同住子女
’ ’

， 如果

Ａ００６ 答案选 ７ ， 则对新变量賦值为 １ ， 即拥有同住子女 ； 如果 Ａ００６ 中未选择 ７ ，

则对新变量賦值为 ０ 。 回归分析当 中该虚拟变量的对照组为无同住子女的老年

人 。

文化－环境结构 自变量如下 ：

（ １ ） 城乡 差异 。 调查过程中调查员记录 了被访者所处地区的类型 （Ａ００ １ ） ， 问

卷赋值为 ； 农村＝
１ ， 城镇地区＝

２ 。 分析过程中对地区类型进行了重新赋值 ， 农

村＝
０ ， 城镇地区＝

１ 。 该虚拟变量的参照组为农村老年人 。

代际支持交换类 自变量 ：

本研究通过分析老年父母给予非同住子女经济支持Ｗ及老年人提供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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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 ， 来探讨代际支持交换刺激所能起到的作用 。

这
一

版块具体 自变量的操作化步骤如下 ：

（ １ ） 是否给予非同住子女经济支持 。 问卷当 中对这
一

变量的测量为 ＣＥ０２７ ， 问

过去
一

年中被访者是否给过没住在
一

起的孩子任何经济支持 ？ 答案赋值为是叫 ，

否＝２ 。 笔者在回归分析中对该变量进行 了重新赋值 ， 是＝
１ ， 否＝

０ ， 参照组为否 ，

即未给予非同住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 。

（ ２ ） 是否提供孙子女照顾 。 问卷当 中对该变量的测量为 ＣＦ００ １ ， 问及过去
一

年

被访者或配偶是否照看了孙子女 ？ 答案賦值为是＝
１ ， 否＝

２ 。 操作化过程对该变

量进行了重新賦值 ， 是＝
１ ， 否＝

０ ， 分析中该虚拟变量的参照组为未提供孙子女

照顾的老年人 。

四 、 化据徒失化处理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库当 中数据缺失比例非常低 。 在笔者对所有涉及的变量进行整

理的过程当 中发现 ， 单个变量数据最高缺失比例为 ２ ． ３％ 。 根据变量类型的不同 ，

本研究对数据的缺失值进行了不同的处理 ， 连续型变量的缺失值计算该变量的平

均值来替代 ， 而离散型变量中 的缺失值则用众数来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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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结

本研究在代际 团结理论指导之下 ， 发展出 了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四维分析框

架 。 根据该分析框架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作为代际团结的
一

项重要 内容 ， 可能

会受到影响老年父母需要结构的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文化－环境结构因素 Ｗ及

代际支持交换因素的影响 。

就能够对老年人的需要产生影响的因素而言 ， 本硏究认为老年人的年龄 、 性

别婚姻状况 、 受教育程度 、 健康状况 、 是否享有养老金 、 家庭收入 ， Ｗ及其是否

接受 了来 自其他非同住亲友的经济支持等 ， 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老年人对来

自 非同住子女的经济支持的需要程度 。 家庭结构方面老年人所拥有的非同住子女

个数Ｗ及家庭居住结构等因素也可能会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产生影响 。 宏观的

文化－环境结构的影响体现在孝文化的约束 、 法律制度的引 导 、 及城乡差异可

能会造成的家庭经济供养的极大不同等诸多方面 。 而对于代际支持交换刺激的影

响 ， 本研究则通过引入
＂

老年父母是否给予成年子女经济支持
＂

和
＂

老年父母是否

提供孙子女照顾
＂

两个变量来测量 。

在整体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之上 ， 本研究形成 了如下研究假设 ： 假设 １ ， 老年

人家庭经济供养在全国范围 内普遍存在 ， 并且其可能性及额度受影响父母需要的

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社会文化－环境因素Ｗ及代际支持交换刺激等诸多变量的

影响 ； 假设 ２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现状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 ， 并且城乡范围 内

影响老年人家庭经巧供养的因素存在较大不同 。

统计模型的选取上本研究将分情况使用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 ｃ 回归分析模型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模型 。 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ｃ 回归模型使用 Ｂｏｘ －Ｔ ｉｄｗｅ ｌ ｌＴｅｓｔ 来检测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线

性关系 ；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笔者对违反正态分布的 因变量进行对数转化 ； 在两

个模型中 ， Ｃｏｏｋ 距离都被用来做极端值筛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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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多因亲分祈

本研究第四章围绕老年人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展开多因素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ｃ 回

归分析 。 本章第
一

节 ， 笔者对数据库中年龄超过 ６０ 岁并且拥有非同住子女的老

年人 （夫妻 ） 的整体特征进行简单的统计描述分析 ， ！＾ 了解这部分老年人所具有

的能够影响他们需要结构的社会人 口学持征和经济特征 ， Ｗ及他们在家庭结构 、

文化 －环境结构和代际支持交换方面所具有的将点 。 本研究第二节使用全国数据 ，

通过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ｃ 回归分析探讨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文化－

环境结构因素 Ｗ及代际之间支持的交换等如何影响老年人接受的来 自 非 同住子

女的经济供养 。 文章第Ｈ节笔者将这
一

研究问题进
一

步深化 ， 将城乡两个不同区

域分开研究讨论 ， Ｗ期发现影响城乡老年人接受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因素的差

异 。

巧一节 老年人家庭经巧供养可能性彩咱因棄统计描述分析

影响老年人是否能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包括影响老年人需

要的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和社会文化 －环境结构因素等 ， 同时不能忽略代际之间

其他支持的交换对老年人接收到子女经济供养的影响 。 本章第
一

节 ， 笔者首先对

这些影响因素的特征进行简单的统计描述分析 。

一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城多分布

如表 ４ ． １ 所示 ， 总体来说 ， 在所有年龄超过 ６０ 岁并且拥有成年非同住子女的

老年人 （夫妻 ） 中 ， 农村老年人有 ３ ７９９ 户 ， 占总体的 ７５ ． ５％ ， 城市老年人有 １ １巧

户 ， 占总体的 ２４ ．５％ 。 全国范围 内有 巧％的老年人收到过来 自 非同住子女的经济

供养 ， 且城乡 比例存在较大差异 。 农村地区 ５７ ．５％的老年人收到 了来 自 非同住子

女的经济供养 ， 较城市当中接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高出近 ２０ 个百分点 。

二、 老年人家戾经济供养可能性《咱因素城乡分布

就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 因素而言 ， 全国样本中老年人的年龄均值为 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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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相 比较而言城市老年人的平均年龄要高出农村老年人 ０ ．６ 岁 ， 差异并不是很

明显 。 老年人群体的性别婚姻状况 Ｗ在婚为主 ， 约有 ７０％的老年人和老伴
一

起生

活 ； 在约 ３ ０％的单身老年人当中 ， 农村单身女性老年人的 比例为 ２ １ ． １％ ， 城市单

身女性老年人的 比例为 ２２ ．９％ ， 都远离于男性的单身 比例 （农村为 ９ ．３％ ， 城市

为 ６ ． １％ ） 。 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相对而言更好
一

些 ， 表现在两方面 ，

一

是健康

状况的均值 （均值越大 ， 反应出 的身体状况越好 ） ， 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均值

为 ３ ． １ ， 而农村为 ２ ． ８ ５
：
二是 自评健康状况为好和差的比例 ， 城市老年人 自评健

康状况很好和好的 比例为 ２７ ． ３％ ， 比农村老年人高出 ８ 个百分点 ， 而农村老年人

自评健康状况差和很差的 比例为 ３ ２ ．７％ ， 比城市髙出 １ ２ 个百分点 。 城乡老年人

受教育程度差异也 比较大 ， 城市老年人整体的受教育程度明显要好
一

些 。 另
一

个

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是养老金 ， 通过表 ４ ． １ 中 的数据我们可Ｗ看到 ， 相比

较于城市老年人 ， 农村老年人拥有养老金的 比例更低 （农村 ２３ ．８％ ， 城市 ７４ ．７％ ） ，

所有拥有养老金的老年人领取的养老金平均额度也更低 （农村 １ ０２２９ 元／年 ， 城

市 ３３ ８７７ 元／年 ） 。 在接漫其他非同住亲友的经济支持的比例上 ， 农村老年人更髙

的接受比例 （ １ ６ ． ３％ ） 也在
一

定程度上间接反应了他们较大的接受经济支持的需

要 。

家庭结构方面 ， 农村老年人拥有的非同住子女个数更多 ， 平均为 ３ ． １ ５ 个 ， 城

市老年人拥有的非同住子女的平均个数为 ２ ． ５ ８ 。 拥有同住子女的 比例农村老年人

也更窩 ， ４２ ． １％的农村老年人与子女住在
一

起 ， 而在城市老年人当 中 ， 这一 比例

为 ％ ．６
〇
／〇 。

在代际支持的交换方面 ， 城市老年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 比例更商 ， １ １ ．３％

的城市老年人给予 了非同住成年子女经济支持 ， 而农村老年人中这
一

比例仅为

４ ．６％ 。 两者在提供孙子女照顾上的 比例基本
一

致 ， ２８ ． ８％的农村老年人和 ２９ ．７％

的城市老年人为后代提供孙子女照顾 。

就统计描述结果而言 ， 农村老年人的整体需要比城市老年人高 ， 直接表现为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较差 、 受教育程度较低 ， 并且享有养老金的比例 Ｗ及领取

养老金的额度都较低 ： 间接体现在农村老年人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经济支持的较

商比例 。 农村老年人较髙的需要与他们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较高比例显现出 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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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相关关系 。

表 ４ ． １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影响因素统计描述分析表


样本总库农村＃本库

￣

本库



（ ４９３２）


（３７９９）


（ １ １３３ ）

年龄 （巧）均值 ６９ ． ５ ６９ ．４ ７０

性８ （１撤Ｂ状巧夫妻化９０％ ６９ ． ６０％ ７ １％

单身 男性 ８ ．６０％ ９ ．３０％ ６ ． １ ０％

单身女性 ２ １ ． ５０％２ １ ． １ ０％ ２２ ．９０％

隹巧状巧好 （ 很好＆好 ）２ １ ． １ ０％ １ ９ ． ３ ０％ ２７ ．３ ０％

—般 （

一般 ） ４８ ．９０％４ ８ ． ００％ ５２ ． １ ０％

差 （ 差＆很差 ）巧 ．９０％ ３ ２ ． ７０％ ２０ ．７０％

均值 ２ ．９ １ ２ ． ８ ５ ３ ． １

受巧育程度众数文盲 （ ２９ ．２％ ） 文盲 （ ３ ２ ． ８％ ） 中学 （ ２２ ．９％ ）

＾

 小学 （ ２６ ． ５％ ） 小学 （ ２７ ． ７％ ） 小学 （ ２２ ． ８％ ）



平均受教育程度 ３ ． １ ４



２Ｊ ％



４ ．３２

非同住子女反
＾ ＾ ２ Ａ ５



２ ． ５ ８

拥有同住子女的化例


４０ ． ８０％


４２ ． １ ０％


３ ６ ．６０％

《庭化入状巧低收入 ５６ ． ９０％５６ ．４０％ ５ ８ ． ８０％

中等收入 １ ９ ． ６０％２ １ ． ４０％ １ ３ ． ７０％

高收入 ２３ ．４０％２２ ． ２０％ ２ ７ ．５ ０％

拥有养老金的比飼 ３ ５ ．５０％２３ ． ８０％ ７４ ． ７０％

养齡韩者养 巧 （元）


２＾ ｌ ｏｍ


３ ３ ８７７

巧受非同住子女备巧供巧的比例巧％ ５７ ． ５０％ ３ ７ ． ８０％

年巧经济＾織 （元） ２ ８９７ ２ ８４６ ３ ０６９

接受其他非同條友运

＂

ＴＺ１７１
￣￣￣̄

化 ， ■Ｗ １ ４ ． １ ０％ １ ６ ． ３ ０％ ６ ． ５０％

的比飼


给非同住子女备巧Ｆ抚养的比例


６ ． １ ０％


４ ．６０％


１ １ ．３０％

子女巧巧的化飼
＾ ２ ８ ． ８％



２９ ． ７％

第二节 老年人巧庭经巧供养可能性彩巧因＊Ｌｏｇ ｉ ｓｔ ｉ ｃ 回归分析

第
一

节当 中笔者讨论了影响老年人接受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 的因素整体的

分布状况 ， 并就这些因素对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的影响进行 了简单的讨论 。 文章

第二节使用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ｃ 回归模型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进

行具体的分析 。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ｃ 回归模型 １ 当中笔者引入了影响老年人老年人需要的变

量 ， 讨论这些变量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 ； 模型 ２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 ， 加

入了家庭结构变量 ， 探讨家庭结构的不同引起的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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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模型 ３ 中加入了文化－环境因素 ， 模型 ４ 中笔者又进
一

步控制了代际支持交

换的影响 。 之后的研究对连续型变量和因变量几率 （ ｌｏｇ ｏｄｄｓ ） 之间 的线性关系

假设进行检验 ， 针对不满足该假设的连续型变量 ， 在模型 ５ 中加入该变量的平方

加 Ｗ改进 ， 使整个模型最终更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科学性 。

模型 １ 的 Ｎａｇｅ ｌｋｅ ｒｋｅＲ 方为 １ １ ．４％ ， 影响老年人需要的变量能够解释老年人

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 １ １ ．４％的变异量 ， 说明老年人的社会人 口学特征和经济特征

对家庭经济供养发生的可能性有相当的解释力 。 模型 ２ 引入家庭结构变量之后

Ｎａｇｅ
ｌｋｅｒｋｅＲ 方増长为 １ ４ ．２％ ， 模型 ３ 中 Ｎａｇｅ ｌｋｅｒｋｅＲ 方増长为 １ ４ ．９％ ， 在模型

４ 和模型 ５ 当 中分别増长至 １ ５ ．９％和 １ ６ ．２％ ， 证明整个模型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

养发生可能性有较强的解释力 。 下面的部分 ， 笔者将分版块对相关变量的影响进

行解读 。

一

、 巧喃老年人需要的 因素对老年人家戾经济供养可化性的巧々

表 ４ ．２ 模型 １ 的结果显示 ， 老年父母受教育程度 、 年龄状况、 是否享有养老

金 、 家庭收入Ｗ及是否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的经济支持都会影响老年人接受非同

住子女经济供养的可能性 。

与非养老金享有者相 比 ， 养老金享有者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 Ｌｏｇ ｉｔ 值要低

０ ． ５ ８０（ ＰＯ．ＯＯ ｌ ） ， 即养老金享有者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供养比
３是非养老金享有

者家庭经济供养比的 ５ ６％（ ｅ
Ａ ５？ ）

３〇 ．％〇 ） ， 养老金享有者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可

能性较低 。 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体现在 ， 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每提升
一

个等级 ， 其

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供养比即降低为原有供养比的 ９５％（ ｅ
＾ Ｍ ｉ

ｓＯ ．％ ） ， 表明受教

育程度越高 ， 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越低 。 老年人年龄每増加 １ 岁 ， 相应的

供养比增加至原有的 １ ．０ １ ７（ ｅ
Ｍ＂＝

ｉ ．０ １ ７ ） 倍 。 如果该老年人接受 了来 自其他非

同住亲友的经济支持 ， 那么他们的家庭经济供养比是无其他亲友经济支持老年人

供养 比的 ３ ．８２ １（ ｅ
ｉ ＇ＭＤｃＳ ． ８２ １ ） 倍 ， 显示出其他亲友给予老年人经济支持对老年

人收到非同住子女经济供养的促动作用 。 老年人除养老金Ｗ外的家庭收入对其收

到非同住子女经济支持可能性的影响体现在 ， 相 比较于低收入老年人 ， 中等收入

老年人收到非同住子女经济供养的可能性较低 ， 而髙收入老年人较之低收入老年

３ 供养比＝接受供养的人数／未接受供巧的人数 ， 供养比越大 ， 则接受经济供养的人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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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无显著差异 。

在只控制老年人需要结构影响因素的状况下 ， 老年人性别婚姻状况Ｗ及健康

状况对其收到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影响并没有显现出来 。

二 、 家庭结拘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喃

见表 ４ ．２ ， 在控制模型 １ 老年父母需要结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 笔者在模型

２ 中 引入家庭结构
＂

非同住子女个数
＂

和
‘ ‘

是否拥有同住子女
＂

两个变量 。研究结果

显示 ， 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 老年人拥有的非同住子女个数每增加
一

个 ， 老

年人家庭经济供养比即提升为原有供养比的 １ ．２２０（ ｅ
０ ｉ ９９＝

ｉ ．２２〇 ） 倍 ； 有同住子

女 的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 比 为 无 同住子女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 比 的 ６９ ．３％

（ ｅ
ＡＷｓ〇 ．６９３ ） 。 总体来说 ， 非同住子女越多 ， 老年人收到非同住子女经济供养

的可能性就越高 ； 没有和子女住在
一

起的老年人相比较于和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接

受非同住子女经济供养的可能性也更离 。

在引入家庭结构因素之后 ， 影响老年人需要的因素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

能性的影响产生了轻微的变化 。 首先老年人的性别婚姻状况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

养 的影响 开始显现 ， 单身女性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 比 为在婚老年人 的 １ ．２３６

（护２ １ ２＝
１ ．２３ ６ ） 倍 ， 单身 男性老年人的家庭经济供养比与在婚老年人无显著差异 。

其次年龄的影响开始减弱为不显著 。 收入的影响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 不同于模型

１ 中 中等收入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比较低收入老年人低 ， 模型 ２ 当 中高收入老年

人家庭经济供养比为低收入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比的 １ ．３２９（ ６
＜＞ ２ ８ ５叫 ． ３２９ ） 倍 ，

中等收入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比与低收入老年人并无显著差异 。

互、 文化－巧境结相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影请

模型 ３ 在控制老年人需要结构影响 因素和家庭结构因素的基础之上引入 了

文化－环境结构变量 ， 探讨城乡差异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影响 。 相 比

较于农村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 比 ， 城市老年人的家庭经济供养 比仅为其 ６４％

（ ｅ
ＡＷｃ〇 ：６４ ） ， 说明在控制其他所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 农村老年人比城市老年

人有更大的可能性收到来 自 非同住子女的经济供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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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二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 ｃ 回归模型 （全国数据总库 ）



自变里 觸 １腦 ２猫 ３僻 ４備 ５

巧巧老年父巧巧妄的因素
＇

巧会人曰学巧

受教育程度－

． ０５ １
＊ ＊

（
．０ １ ８

）－

．０４ ８
＊ ＊

（
．０ １ ８

）－

． ０２４
（

．０ １
對－

．０２Ｕ ．０ １ ９
）．０７９

（
． ０５ ９

）

性别婚姻状况 ＊ ＊ ＊ ＊ ＊ ？

（对照组 ： 夫妻 ）

单身 男性－

． １ ００
（

． 川
）－

． ０ １ ５
（

． １ 口
）－

． ０２０
（

． ｍ
）．０４７

（
． １ １ ３

），０４４
｛

． １ １ ４
）

单身女性 ． １ ５２
（

．０ ８２
），２ １ ２

＊

（
．０ ８４

）． ２拍 ＊ ＊ ＊

（
．０８６

） ， ３２０
＊ ＊ ＊

｛
．０ ８６

）．３ ３４
＊ ？ ＊

（
． ０ ８７

）

年龄 ． ０ １ ７
＊ ＊ ＊

（
．００４

） ， ００２
｛

．００５
） ． ００４

（
．００５

）．０ １ ３
＊

（
．００ ５ ）．０ １ ４

＊ ＊

（
． ００ ５

）

健康状况－

． ０４４
（

．０３３
）－

．０６５
（

．０３ ３
）－

． ０５７
（

．０３ ４
）－

． ０５ ８
（

．０３ ４
）－

．０６０
（

．０３４
）

泛ｍｍ

享有养老金巧０
＊ ＊ ＊

（ ． ０６７ ）－

． ５ ３２
＂
％ ０６糾 ９９

＊ ＊ ＊

（
．０７３

）－

． ３ ８６
＊ ＊ ＊

（
．０７３

）－

－３ ７３
＂ ＊

（
．０７^

（对照组 ： 无养老金 ）

家庭收入 ＊ ？ ＊ ＊ ？ ＊ ＊ ＊ ＊ ＊ ＊ ＊ ＊

（
对照组 ： 低收入 ）

中等收入－

．２ ３ ６
＊ ＊

（
．０７９

）－

． ０４ ５
（

． ０８ ３
）－

． ０６４
（

． ０８４）－

． ０５４
（
． ０８４ ）－

． ０６６
（

． ０８４
）

巧收入－

． １ １ ４
（

．０７４
）．２ ８八 ＊

（
．０９０

） ， ２９４
＊ ＊ ＊

（
． ０９０

）．２併 ＊

％０９ １
）．２ ８０

＊ ＊

（
．０９ １

）

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支持 １ ．３４０
＂ ＊

（
． １ ０４

） １ ．３ ０６
＊ ＊ ＊

（
． １ ０刊１ ．２６八＂

（
． １ ０５

） １ ．２６ １

＊ ＊ ＊

（
． １ ０６

） １ ．２７０
＂ ＊

（
． １ ０６

）

（对照纪 ： 无其他支持 ）

家庭结构因＊

非同住子女个数 ． １ ９９
＊ ＊ ＊

（
． ０２４

）． １ ８４
＊ ＊ ＊

（
．０２４

）． １ ８７
＊ ＊ ＊

（
．０２４

） ． ３ ８４
＊ ＊ ＊

（
．０７〇

拥有同住子女－

．
：３ ６７

＊＂

（
． ０７６

）－

．３ ８ ８
＊ ＊ ＊

（
．０７６

）－

．４ １ ７
＊ ＊ ＊

（
．０７７

）
巧７

＊ ＊ ＊
（

．０７７
）

（对照组 ： 无同住子女 ）

文化－环機巧因＊

城市 （对照组 ： 农村 ）－

．４４７
＊ ＊ ＊

（
．０８４

）－

．４５ ５
＊ ＊ ＊

（
．０８ ５

）－

．４３ １

＊ ＊

％０ ８ ５
）

代巧就

给予非同住子女经济抚养－

． ２ １ ３
（

． 口 ０
）－

．２０７
｛

． １ ３ ０
）

（对照组 ： 未给予 ）

提供孙子女照顾 ．４６３
＂ ＊

（
． ０７２

）．４６５
＂ ＊

（
．０７引

（对照组 ： 不提供 ）

受教育程度 ２－

．〇 １ ４
（

．００８
）

非同住子女个数 ２



－

． ０２７
＊ ＊

（
． ００９

）

常数－

． ６６５
＊

（
．３３ ８

）－

． １ ９０（
０ ．３４４

）－

．３ ５２
（

． ３４巧－

１ ． ０巧 ＊ ＊

（
．３６６

）－

１ ．５６３
＊ ＊ ＊

（
．巧 ８

：

样本里 ４９３２ ４９３２ ４９巧
、

４９巧 ４９３ ２

－２ 对数似然 比 ６３ ８０ ．９７９ ６２６４ ． ０７７ ６２３ ５ ． ８４４ ６ １ ９ １ ． ８９５ ６ １ ７９ ． ６６２

Ｎ巧ｅ化ｅｒｋｃ 民
２

 ０＾０＾ ０＾ ０＾
注 ： １ ） 叩＜０ ． ０ ５ ，

＊巧＜０ ． ０ １ ，

＊ ＊巧＜０ ．００ １ 。２ ） 小括号内 为标准误 。

３ ） 自变量共线性检验 ， 所有变量 乂巧 值 〈 ２ 〈 〇 ０ ， 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 问题 。

４ ） 异常值检验 Ｃｏｏｋ 距离的取值区间为 （ ０ ． ０００ １ １ ， ０ ． １ ３ ５ ９９ ） ， 所有值都小于 １ ， 分析中保留

所有样本 。

５ ） 连续型变量与 ｌｏｇ 
０加 Ｓ

（几率 ）的线性关系检验 ， Ｂｏｘ－Ｔ ｉｄｗｅ ｌ ｌ Ｔｅｓｔ 结果显示
＂

受教育程度
＂

和叫戶同住子女个数
＂

与 ｌｏｇ 
ｏｄｄｓ 并不成线性关系 ， 因此在模型 ５ 中加入两个变量的平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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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文化 －环境结构因素之后 ， 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和家庭结构因素对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基本上与模型 ２ 中保持
一

致 。 受影咱 比较大的变量是

教育 ， 其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变得不显著 ， 由此可推断模型 ２ 当 中教育

与家庭经济供养的负相关关系属于假相关 （ ｓｐｕｒｉｏｕｓ ） 关系 ，
二者都随城乡分布

的不同而产生变化 ， 进而造成了二者相关的假象 。

四 、 交换刺激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巧请

为 了验证代际之间相互的支持交换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 ， 我们在控

制老年人需要结构影响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和文化－环境结构因素的基础上 ， 在

模型 ４ 当 中 引乂
‘

是否给予非同住子女经济支持
＂

和
＂

是否提供孙子女照胁巧个变

量 。 如表 ４ ．２ 当 中的结果显示 ， 相比较于不提供孙子女照顾的老年人接受家庭经

济 供养 的 供养 比 ， 提供孙子 女 照顾 的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 比 为 其 １ ． ５ ８９

（ ｅ
Ｄｗ

＝
１ ． ５ ８９ ） 倍 ， 说明提供孙子女照顾的老年人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明

显要更高 ， 从而证明 了代际支持交换效应的存在 。 老年人是否给予非同住子女经

济支持并不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家庭经济供养比 ， 这里有两点可能的解释 ： 第
一

，

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比例很低 ， 只有 ４ ．６％的农村老年人和 １ １ ． ３％的城市

老年人有此行为 ， 送在
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该因素作用统计学意义上的不显著 ： 第

二
， 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有限 ， 即使有少部分老年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 ， 也可能只

是比较小的额度 ， 并不会对子女是否为他们提供经济供养产生太大影响 。 但是 ，

总体说来 ， 代际支持交换对家庭经济供养有正向 的刺激作用 。

五、 非线性关系检拾

模型 １ ， ２ ，３ ＆ ４ 分别检验了影咱老年父母需要的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文

化－环境结构因素 Ｗ及代际支持交换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 。 在前述分析

的基础上 ， 我们使用 Ｂｏｘ－Ｔｉｄｗｅ ｌ ｌ Ｔｅｓ ｔ 对连续型 自变量应当满足的线性假设进行

了检验 ， 检验结果显示 自变量
＂

受教育程度
＂

和叫自同住子女个数
＂

违背 了线性假

设 ， 因此笔者在模型 ５ 中加入受教育程度的平方和非同住子女个数的平方对模型

进行改进 。 在新模型中 ， 受教育程度 （包括其平方 ） 的影响依旧不显著 。 非同住

子女个数及其平方都显著影响老年人是否能够接收到家庭经济支持 。 其中非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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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个数平方的回归系数为 －

〇 ．〇２７ （ Ｐ＜０ ．０ １ ） ， 非同住子女个数的回归系数为 ０ ． ３ ８４

（ Ｐ＜０ ．００ １ ） ， 非同住子女个数与因变量呈 向下开 口抛物线型关系 ， 对称轴为 ７ ． １

（ ＳＡ＝＞０ ．３ ８４／（
－０ ．０２７

＊
２ ）＝７ ． １ ） 。 该结果表明如果老年人的非同住子女个数少于

或等于 ７ 个 ， 那么随着非同住子女个数的増长 ， 老年人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

性会随之提商 ： 但是如果其非同住子女个数超过 ７ 个 ， 非同住子女个数的増长则

会导致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降低 。 鉴于现实当 中 非同住子女个数达到 ８

个甚至Ｗ上的只是极少见的例子４

， 在通常情况下 ， 本研究认为可 １＾＾简单地把非

同住子女个数与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关系理解为非直线型正相关关系 。

其他因素在模型 ５ 中 的作用较之前面的模型并没有太大变化 。

＼

第＝节 老年人家底经济供养可能性影柏因素巧乡对比

在前面两节统计描述分析和针对样本总库展开的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ｃ 回归分析的基础

上 ， 本章第Ｈ节分农村样本库和城市样本库分别展开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ｃ 回归分析 ， 探讨影

响老年人需要的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Ｗ及代际支持交换等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分别

的作用方式 ， 寻找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影响较大的因素 。

一

、 农村老年人象ＩＩ屋济供养可化性影咱 因素 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 ｃ 回归分析

如表 ４ ． ３ 中模型 １ 所示 ， 在农村老年人群体当 中 ， 老年人需要结构影响因素

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产生的影响包括 ： 享有养老金的老年人家庭经济供

养比为无养老金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比的 ７３ ．２％（ ｅ
Ａｗ＝〇 ．７３２ ）

； 家庭收入处于

中等水平的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比为低收入老年人的 ７０ ．４％（ ｅ
ＡＷ＝０ ． ７０４ ）

； 单

身 女性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 比为在婚夫妇的 １ ．２ ８４（ ｅ
ｏ ｕ心

１ ．２８４ ） 倍 ； 接受过其

他非同住亲友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 比为未接受其他支持老年人的

３ ． ５ ５ ８（ ｅ
ｕｗｓ３ ．巧 ８ ） 倍 ； 老年人年龄每增加 １ 岁 ， 其家庭经济供养化即增加至原

有水平的 １ ．０ １ ８（ ｅ
Ｍ ｉ ｓ叫 ．０ １ ８ ） 倍 。 因此 ， 无养老金 、 单身 女性 、 较高的年龄 、

较化或较离的家庭收入 ， Ｗ及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经济支持 ， 都能在
一

定程度上

预示该老年人收到家庭经济供养较离的可能性 。

＊

本文使用 的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库当中非 同住子女个数的值域为 （ １ ， １３ ） ， 在巧有符合本研究分析条件的老年人

中 ， 只有不足 ０ ． ８％的老年人拥有 ８ 个甚至更多的非同住子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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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３ ； 农村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二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农村样本库 ）



自变量 備 １猶 ２禮 ３勉 ４

巧巧老年父巧需要的因巧

狂会人曰学姓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４
｛

． ０２３
）－

． ０口
（

．０ ：２３
）－

．０ １ ０
（

．０２３
）－

．０ １ ３
（

．０２引

性别婚姻状况 ＊ ＊ ＊ ？ ？ ＊ ＊

（对照组 ： 夫妻 ）

单身 男性－

． ０５ ２
（

． １ ２２
），０４４

（
． １ ２４

）． １ ０６
（

． １ ２５
） ． １ ０８

（
． １ ２５

）

单身女性 ．２ ５０
＊ ＊

（
．０９７

）．３２５
＊ ＊ ＊

（
． １ ００

）．３ ６ １

＊ ＊ ＊

（
． １ ００

）． ３巧 

＊ ＊ ＊

（
． １ ００

）

年龄 ．０ １ ８
＊ ＊ ＊

（
．００５

） ．００４｛
．００６

） ．０ １ ３
＊

（
．００６

），０ １ ３
＊

（
．００６

）

健康状况－

．００％０３ ７
）－

．０３ ６
（

． ０３ ８
）的化的 ８

）的 ９
（

． ０３ ８
）

享有养老金－

． ３ １ ２
＊ ＊ ＊

（
．０ ８ 〇－

．３ １ ２
＊ ＊ ＊

（
．０ ８２

）－

．３０４
＊ ＊ ＊

（
． ０８３

）－

．２９９
＊ ＊ ＊

（
． ０８ ３

）

（对照组 ； 无养老金 ）

＊ ＊ ＊ ？ ？ 丰 幸 ＊ ＊

（对照组 ： 低收入 ）

中等收入－

．３ ５ １

＊ ＊ ＊

（
． ０８６

）－

． １ ４３
（

．０Ｗ
）－

． １ ３４
（

．脚２
）－

． １ ３％ ０９２
）

高收入－

． １ １ ８
（

．０ ８６
）．３ ５０

＊ ＊ ＊

（
． １ 的

） ．３２０
＊ ＊

（
． １ ０４

）．３２７
＊ ＊

（
． １ ０４

）

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支持 １ ． ２供 ＊ ＊ ＊

（
． １ １ ３

） １ ．口 ８
＊ ＊ ＊

（
． １ １ ４

） １ ． ２３ １ 

？ ？ ？

（
？ ！  １ ４

） １ ．２４２
＊ ＊ ＊

（
． １ １ ５

）

（对照组 ： 无其他支持 ）

《庭脯因荣

非同住子女个数． １ ７４
＊ ＊ ＊

（
．０２７

）， １ ７７
＊ ＊ ＊

（
．０２７

）， ３ ６３
＊ ＊ ＊

（
．０７９

）

拥有同住子女－

－４８５
＊＂

（
．０ ８刊－

． ５０８
＊＂

（
．０化

）－

．４８７
＂ ＊

（
． ０８６

）

（对照近 ： 无同住子女 ）

代际支持交换巧致

给予非同住子女经济抚养－

． １ ７４
（

． 化５
）－

． １ ７０
（

． １ ６ ５
）

（对照组 ： 未给予 ）

提供孙子女照顾．４ ８ １ 

＊ ＊ ＊

（
．０ ８９ ，４ ８４

＊ ＊ ＊

（
． 〇 ８３

）

（对照组 ： 不提供 ）
^

非同住子女个数 ２



－

．０２５
＊

（
．０ １ ０

）

常数－

．％ ５
＊

（
． ３ ９７

）－

． ３ ７７
（

．４０５ ）－

１ ． １ ２３
＊ ＊

（
． ４２８

）－

１ ．３ ９２
＊ ＊

（
．４４ ^

样本量 ３ ７９９ ３ ７９９ ３ ７９９ ３ ７９９

－２对数似然比 ４９ １ ３ ． ８５ ６ ４８ １ ６ ． ８５８ ４７ ８ １ ．把 ５ ４７７５ ．４２０

Ｎａｇｅ ｌｋｅｒｋｅ Ｒ；



０＾ ０ ． １ ２２


０＾ ０＾
注 ： １ ）

＊
Ｐ＜０ ． ０５ ，＊ ＊

Ｐ＜０ ． ０ １ ，＊ ＊巧＜０ ．００ １ 。

２ ） 小括号 内 为标准误 。

３ ） 自 变量共线性检验 ， 所有 Ｖ圧 值 ＜ ２＜ 〈 １ ０ ， 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 间题 。

４ ） 异常值检验中 Ｃｏｏｋ 距离区间为 （ ０ ．０００ １ ３ ，０ ． １ ４４９６ ） ， 所有值小于 １ ， 分析保留所有样本 。

５ ） 连续型变量与 ｌｏｇ ｏｄｄｓ
（几率俯线性关系检验 ， Ｂｏｘ

－Ｔ ｉｄｗｅ ｌ ｌ Ｔｅｓｔ 结果显示
＂

非同住子女

个数
＂

与 ｌｏｇ 
ｏｄｄｓ 并不成线性关系 ， 因此在模型 ４ 中加入该变畳的平方进斤检验 。

在表 ４ ． ３ 的模型 ２ 当 中 ， 笔者在对模型 １ 变量进行控制的基础上引入了家庭

结构变量 。 研究结果显示 ， 农村老年人拥有的非同住子女个数每増加
一

个 ， 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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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的家庭经济供养比増长为原有的 １ ． １ ９０（ ６
〇 ＇ １ ７心

１ ． １ ９〇 ） 倍 ； 拥有同住子女的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 比 为不与 子女 同 住 的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 比 的 ６ １ ． ５％

（ ｅ
ＡＷｃ〇 ． ６ １ ５ ） 。 说明在反应家庭结构的变量中 ， 拥有同住子女会降低农村老年

人接受家庭经巧供养的可能性 ， 而非同住子女个数的増加有助于增加农村老年人

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 。 模型 ２ 当 中影响老年人需要的变量对老年人家庭经

济供养可能性的影响发生了
一

定的变化 ， 首先年龄的作用开始变得不显著 ， 其次

家庭收入的影响开始发生变化 。 在引 入家庭结构变量之后 ， 中等收入老年人与低收入老年人

在接受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上的差异消失 ， 髙收入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 比増长为低收入老年

人家庭经济供养比的 １ ．４ １ ９（ ｅ
〇 ３？＞＝

１ ．４ １ ９ ） 倍 。

表 ４ ．３ 的模型 ３ 中笔者引入了代际支持交换变量 ， 结果显示给予非同住子女

经济支持并不能增加农村老年人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 ， 而提供孙子女照顾

则可 Ｗ 。 相 比较于未提供孙子女照顾的老年人 ， 提供孙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家庭经

济供养比为其 １ ．６ １ ７（ ｅ
〇 ４＂古

１ ．６ １ ７ ） 倍 。

经过 Ｂｏｘ－Ｔｉｄｗｅ ｌ ｌＴｅｓｔ 验证 ， 笔者在模型 ４ 中加入违反线性假设的连续型 自

变量的平方来对整体模型进行验证和优化 。 在新的分析中 ， 非同住子女个数的平

方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 的 影 响 显现 出 了 统计学意义上 的 显 著性

（ Ｂ＝－０ ． ０２ ５ ，Ｐ＜０ ．０５ ） 。 在控制其他变量恒定的情况下 ， 非同住子女个数与老年

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关系图呈巧 口 向下抛物线型 ， 对称轴为 ７ ．３（ ＳＡ＝－０Ｊ ６３ ／

（
－０ ． ０２５

＊
２ ）＝７ ． ３ ） １ 当老年人的非同住子女个数等于或少于 ７ 个时 ， 非同住子女

个数与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呈非直线型正相关关系 ， 子女数超过 ７ 时 ， 该

关系转为负相关 。

二、 城市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巧请 因素 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 ｃ 回声分析

针对城市样本展开的多因素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ｃ 回归分析与农村样本库类似 。 表 ４ ．４ 中

模型 １ 的结果显示 ， 在城市地区 ， 影响老年人是否能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需要结

构影响因素主要为养老金 、 老年人年龄Ｗ及该老年人是否接受了其他非同住亲友

的经济支持 。 具体表现为 ， 拥有养老金的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比为无养老金老年

５ １



表 ４ ．４ ： 城市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二项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ｃ 回归分析模型 （城市样本库 ）



自变１ ：觸 １勉 ２觸 ３觸 ４

巧咱靴父毋槪的因＊

狂会人曰学姓

受教育程度的 ２
（

．０３９－

． ０ １ ６ （ ．０３引－

．０ １ ４
（

．０３ ：３
）－

． ０ １
：２

（
． ０３ ：３

）

性别婚姻状况

Ｃ对照组 ＝ 夫妻 ）

单身男性－

．４０５
｛

．２ ８ ３
）－

． ３ ８２
（

． ２８ ５
）－

．３０２
（

． ２ ８ ８
）－

．３ １ ５
（

． ２ ８ ８
）

单身女性．口 ８
（

． １ ６９
） ， １ ６０

（
． １ ７ １

） ． １ ９５Ｃ １ ７３
）． １ ９ １

（
． １ ７３

）

年龄．０２ １
＊

（
．００９

） ， ００８
（

． ０ １ ０
）．０ １ ４

｛
．０ １ ０

） ， ０ １ ３
（

． ０ １ ０
）

健康状况－

． １ ３ ８
（

．０７３
）－

． １ ４９
＊

（
． ０ ７ ３

）－

． １ ４８
＊

（
． ０７３

）－

． １ ５ １

＊

（
．０巧

）

享有养老金巧９
＊ ＊

％ １ 巧
）－

．６ ８６
＂ ＊

（
．化別－

．６７４
＊ ＊

％ １ ６２
）

（对照组 ： 无养老金 ）

家庭收入

（对照组 ： 低收入 ）

中等收入． １ ５ ７
（

． １ ９２
） ，２ ６７

（
． ２ １ １

）．２７４
（

． ２切 ． ２ ７ １
（

．２ 口
）

离收入－

． １ ２旬 ． １ ５４
）， ０２６

（
． １ ９４

）． ０ １ ８
（

． １ ９５
）． ０３ ８

（
． １ ９６

）

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支持 １ ．３ ８９
＊ ＊ ＊

（
．２７ ５

） １ ．３ ８４
＊ ＊ ＊

（
－２７６

） １ ．４ １ １ 

＊ ＊ ＊

（
．２７ ８

） １ ．４ １ ７
＊ ＊ ＊

（
．２７９

）

（对照组 ： 无其他支持 ）

家 因＊

非同住子女个数 ．２００
＊ ＊ ＊

（
．０５４

）．２０４
＊ ＊ ＊

（
．０５４

） ．４巧 ＊ ＊

（
． １ ６８

）

拥有同住子女－

． ０４４
（

． １ ７ ５
）－

． ０９化口７
）－

．０７９
（

． １ ７７
）

（对照组 ： 无同住子女 ）

代际支持交换剌致

给予非同住子女经济抚养－

．２６０
（

．２ １巧，
．２ ５ ３

（
． ２ １ 。

（对照组 ： 未给予 ）

提供孙子女照顾 ．３ ５ ５
＊

（
． １ ５４

） ． ３４ ８％ １ ５ ５
）

（对照组 ； 不提供 ）

非同住子女个数 ２



－〇３ ６（ ．０２３
）

常数－

．９４７Ｃ６９９ ）－

． ６５ ４
（

． ７０８
）－

１ ． １ ８５
（

．７ ５２
）－

１ ．４４９
（

． ７７ １
）

样本呈 １ １ ３ ３ １ １ ３ ３ １ １ ３ ３ １ １ ３ ３

－２
对数似然比 １ ４０７ ． ６７３ １ ３ ９３ ． ２７ ８ １ ３ ８６ ．４４０ １ ３ ８３ ． ９９６

Ｎａｇｅ ｌｋｅｒｋｅ Ｒ：



０ ． １ ０９


０＾ ０＾ ０＾
注 ： １ ） 巧＜０ ．０５ ，＊ ＊

Ｐ＜０ ．０ １ ，＊ ＊ ＊
Ｐ＜０ ．００ １ 。

２ ） 小括号 内 为标准误 。

３ ） 自变量共线性检验 ， 所有 Ｖ ＩＦ 值 口 〈 〈 １ ０ ， 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 问题 。

４ ） 异常值检验 ， Ｃｏｏｋ距离的区间 为 （ ０ ． ００ １ ００ ，０ ． ２４７ １ ６ ） ， 所有值都小于 １ ， 所Ｗ在分析 中

保留所有样本 。
．

５ ） 连续型变量与 ｌｏｇ 
ｏｄｄｓ

（几率 ）的线性关系检验 ， Ｂｏｘ－Ｔ ｉｄｗｅ ｌ ｌ Ｔｅｓｔ 结果显示 叫 戶同住子女

个数
＂

与 ｌｏｇ 

ｏｄｄｓ 并不成线性关系 ， 因此在模型 ４ 中加入该变量的平方进行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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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 ４５％（ ６
４ ７９９

？〇 ．４５ ） ； 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比

为无其他经济支持老年人的 ４ ．０ １ ０（ ｅ
ｌ ３ ８９＝４ ．０ １ ０ ） 倍 ； 年龄的影响较为微弱 ， 老

年人的年龄每増加 Ｉ 岁 ， 其家庭经济供养比增长为原有水平的 ｌ ． 〇２２ （ ｅ
Ｍ２ ｉ

ｃ
ｉ ． 〇２２ ）

倍 ， 但该因素的影响在后面几个模型当 中变得不显著 。

模型 ２ 同样在控制老年人需要结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引入了家庭结构变量 ，

结果显示城市老年人拥有的非同住子女个数的増长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

性的増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老年人拥有的非同住子女个数每増加 １ 个 ， 其家庭

经济供养比增长为原有供养比的 １ ．２２ １（ ｅ
Ｇ ２

＝＝＝
１ ．２２ １ ） 倍 。 在引入家庭结构因素么

后 ， 老年人健康状况对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影响开始显现 ，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越好 ， 则他们接受家庭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越低 。

模型 ３ 中笔者验证了代际支持交换在城市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当 中 的作用 ，

结果显示提供孙子女照顾的城市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比为不提供孙子女照顾城

市老年人的 １ ．４２７（ ｅ
〇Ｗｓ

ｉ ．４２７ ） 倍 。

模型 ４ 对 自变量与因变量几率的非线性关系进行验证 。 结果虽示 ， 在城市样

本库中 ， 非同住子女个数的平方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影响并不显著 。

互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 ？达影响 因素城乡对比

对比表 ４ ． ３ 和表 ４ ．４ 的分析结果可Ｗ发现 ， 影响老年人需要的因素和家庭结

构因素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影响在城乡有明显的差异 ， 代际支持交换

的刺激作用在城乡 的差别略小 。

就影响老年人需要的因素而言 ， 城市地区影响老年人是否能收到来 自 非同住

子女的家庭经济供养的因素主要包括老年人是否享有养老金 、 他们的健康状况如

何 ， 化及他们是否收到 了来 自其他非同住亲友的经济支持 。 而在农村地区 ， 影响

老年人是否能收到非同住子女经济支持的因素比较多 ， 除了养老金和来 自其他非

同住亲友的经济支持 ， 这些因素还包括老年人的性别婚姻状况 、 家庭收入状况 Ｗ

及年龄因素的影响 。 概括说来 ， 城市当中不享有养老金的老年人、 健康状况较差

的老年人 ， Ｗ及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收到来 自非同住子女经济

供养的可能性比较高 ； 农村当中不享有养老金的老年人、 单身女性老年人 、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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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老年人 、 家庭收入较髙的老年人 ， 队及接受了其他非同住亲友经济支持的

老年人收到来 自 非同住子女经济供养的可能性比较高 。 是否享有养老金 及是否

收到 了来 自其他非同住亲友的经济支持对城乡老年人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

性都有较大的影响 ， 这
一

影响在城市地区更为突出 。 与农村老年人巧 比 ， 城市当

中享有养老金的老年人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更低 ， 城市当 中收到其他非同

住亲友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更高 。

家庭结构方化 农村地区老年人是否拥有同住子女队及其拥有的非同住子女

的个数都能够影响老年人收到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大小 ； 而在城市地区 ， 老年

人是否拥有同住子女并不能影响非同住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供养行为 。

代际支持交换对老年人收到家庭代际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影响在城乡两区域

基本类似 ， 提供孙子女照顾的老年人收到非同住子女经济供养的可能性在两个区

域都高于未提供孙子女照顾的老年人 ， 但该因素的激励影响作用在农村地区更显

著
一

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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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硏究第四章通过统计描述分析和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ｃ 回归分析对老年人家庭经巧供养

发生的可能性进行 了 系统的研究 ， 考察了城乡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发生可能性的

差异 ， 并同时考察了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文化 －环境结

构因素 ， Ｗ及代际支持交换等诸方面变量对老年人收到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影

响 。 本章的研究发现可 归纳如下 ；

一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在全国 范围 内普遍

存在 ， 并且农村老年人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要离于城市老年人 。 农村地区

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 比例远远离于城市 （ 农村比例为 ５ ７ ． ５％ ， 城市 比例为

巧 ． ８％ ） 。 相比城市老年人 ，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较差 、 受教育程度较低 、 拥有

养老金的 比例和额度也更低 ， 反映出农村老年人相对较高的需要程度 。 二 ， 影响

老年人需要的 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文化－环境结构因素 及代际支持交换刺激

都对老年人能否收到家庭经巧供养有重要影响 。 根据针对全国样本库展开的

Ｌ巧 ｉ ｓｔ 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 无养老金 、 单身女性 、 离龄 、 高家庭收入 、 非同住子女

个数较多 、 不与子女共 同居住的老年人 及提供孙子女照顾的老年人收到家庭经

济供养的可能性比较高 。 Ｈ 、 城乡两区域中影响老年人能否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

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 城市地区老年人需要结构影响因素对家庭经济支持可能性的

影响体现在无养老金老年人 、 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Ｗ及收到其他非同住亲友经

济支持的老年人收到非同住子女经济供养的可能性 比较大 ； 而在农村地区 ， 老年

人是否能够收到家庭经济供养除了受养老金和其他亲友经济支持的影响么外 ， 该

老年人是否为单身女性 ， 其家庭收入和年龄等因素都能产生影响 。 家庭结构的影

响也存在城乡差异 ， 城市老年人能否收到来 自 非同住子女的经济供养只受其拥有

的非同住子女个数的影响 ， 而农村老年人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同时还会受

到家庭居住结构因素 ， 即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的制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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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巧度多因巧分巧

本研究第五章围绕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展开多 因素回归分析 。 本

章第
一

节 ， 笔者围绕所有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展开统计描述分析 ， 讨论这

詔分老年人在影响老年人需要的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文化 －环境结构因素Ｗ及

代际支持交换等方面存在的特点 ， 并进
一

步比较城乡老年人之间 的共同点和差

异 。 第二节的分析使用全国样本 ， 通过多因素线性回归分化 探讨影响老年人需

要结构的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文化－环境结构因素Ｗ及代际支持交换等如何影

响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金额的多少 。 在第Ｈ节当 中 ， 笔者对研究进行进
一

步的细化 ， 分城乡两部分进行独立的分析 ， 对城乡不同区域影响老年人家庭经济

供养额度的因素进行分别的探讨 ， 并最终讨论这些因素在城乡不同 的作用方式 。

巧一节 老年人巧度经济供养巧度巧晌因素巧计巧巧分祈

一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巧度及彩响 因素城乡分布

如表 ５ ． １ 所示 ， 在所有年龄超过 ６０ 周岁并且拥有非同住子女的老年夫妇当

中 ， 有近 ５ ３％（ ２６０ ８／４巧２ ） 的人收到 了来 自 非同住子女的经济供养 ， 年均供养

额为 ５４巧 元 。 在所有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当 中 ， 农村老年人的 比例明显

偏高 ， 占总体的 ８３ ． ７％（ ２ １ ８ ３／２６０８ ） ， 城市老年人的 比例仅占 １ ６ ．３％ 。 虽然如此 ，

但是从支持力度角度来看 ， 城市老年人收到 的经济供养额度远远高于农村老年

人 ， 前者几乎是后者的 ２ 倍 （城市老年人 ８ １ ８２ 元 ， 农村老年人 ４９ ５３ 元 ） 。 整体

的局势是虽然城市老年人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比较低 ， 但是
一

旦子女决定

了要给予父母经济支持 ， 则其为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额度就比较高 。

就影响老年人需要的因素而言 ， 相比城市中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 ， 农

村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 、 受教育程度较低 、 拥有养老金的 比

例及享有养老金的额度较低 ， 并且收到其他非同住亲友经济支持的 比例较高 ， 送

一

发现与第 四章中 的发现大体
一

致 。 家庭结构方面农村受家庭经济供养老年人拥

有的非同住子女个数依旧要多于城市 ； 且农村地区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和孙子女

照颇的老年人比例要略低于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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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 １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额度影巧因素统计描述分析表


＇



料总库々Ｗ＃本库

￣￣

本库



（２６０８）


（２ １ 扮 ）


（４２５）

年＃（岁）均值 ７０ ．３６ ７０ ．２６ ７０ ．９０

粗ＳＯ筋Ｈ状化夫妻化８％化９％ ６５ ．２％

单身 男性 ８ ．８％ ９ ． ５％ ５ ．２％

单身女性 ２５ ．４％ ２４ ． ６％巧 ．６％

化度状况好 （ 很好＆好 ） １ ９ ．４％ １ ８ ． ８％ ２２ ．４％

—

般 （

一

般 ） ４８ ．４％ ４ ７ ． ６％ ５２ ．２％

差 （差＆很差 ） ３２ ．３％ ３ ３ ． ６％ ２５ ．４％

均值 ２ ． ８５ ２ ． ８３ ３ ．０ １

受救 众数文盲 （ ３２ ．９％ ）文盲 （ ３ ５ ． ３％ ）小学 （ ２４ ．２％ ）

小学 （ ２６ ．６％ ） 小学 （ ２７ ． １％ ） 文盲 （ ２０ ． ７％ ）



平均受教育程度 ２ ． ８８

＾ ３ ．９４

非同住子女致均值 ３ ．３ １ ３ ．巧 ２ ．９０

￣̄

航同住子女的化Ｗ


３ ７ ．０％


３ ７ ．２％


３６ ．２％

寒庭化入状巧巧收入巧．５％化 ６％ ５ ８ ．８％

中等收入口．９％ １ ８ ．４％ １ ５ ．５％

窝收入 ２２ ．５％ ２ １ ． ９％ ２５ ．６％

巧有养老金的比Ｍ ２ ８ ．６％ ２ １ ．６％ ６４ ．５％

养巧金辛有者养老金年谢Ｒ（Ｘ） １ ６２８６ ．５９７８６２ ． ８４ ３０巧７ ．巧

年巧运巧供＃＃１度 （元） ５４７９ ． １ ９ ４９５２ ．９ ８ ８ １ ８ １ ． ８７

傲其他非同條 ＾^
化 ．… ２ １ ．５％ ２３ ．２％ １ ２ ．５％

的比例


给非同住子女备制巧晰比例 ４ ． ８％ ４％ ８ ．７％
＿

子女巧ｇ的比Ｗ


３０ ．５％


３ ０ ．３％ ３ １ ．３％

二、 齡家始飾养老年人 化

将表 ５ ． １ 与表 ４ ． １ 进行对比可 Ｗ发现 ， 相 比较于所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 ， 收

到非同住子女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年龄更长 、 单身女性比例和 自 评健康状况较

差的 比例更商 、 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 拥有养老金的比例较低 、 并且接受其他非

同住亲友经济供养的比例更高 。 这些特点 ， 都说明接受了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

有相对较高的个人需要 。 在家庭结构方面 ， 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拥有更多

的非同住子女 ， 和子女同住的 比例相对而言也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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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老年人热泛经济供养巧度影晌因棄线性回归分祈

本章第二节围绕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展开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

使用 ＣＨＡＲＬＳ 全国数据 ， 笔者将分别探讨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 、 家庭结

构 、 文化－环境结构 Ｗ及代际支持交换等如何对老年人收到的经济供养额度产生

影响 。

一

、 巧咱老年人需要的 因素对老年人家庭楚济供养麻义的巧咱

表 ５ ．２ 模型 １ 验证了影响老年人需要的 因素对其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的

影响 。 研究结果显示 ， 在所有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当 中 ， 享有养老金的老

年人收到的经济供养额度是无养老金老年人的 １ ． ３（ ｅ
〇ｗ＝：

１ ． ３ ） 倍 ； 受教育程度

每提升
一

个等级 ， 老年人收到 的 家庭经济供养额度提升 为 原有水平 的 １ ． １

（ ｅ
〇 Ｄ９心

１ ． １ ） 倍 ； 单身 男性老年人巧单身女性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分

别为在婚夫妇 的 ７８％（ ｅ
Ａｕ ｉｃＯＪ Ｓ ） 和 ８５％（ ｅ

Ａ ｉ ６ ｉ＝〇 ．８ ５ ）
； 老年人年龄对其收到

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影响较小 ， 年龄每增长 １ 岁 ， 则其收到的经济供养额度増长

为原有水平的 １ ．０ １（ ｅ
Ｍｗ刮 ．０ １ ） 倍 ； 健康状况对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支持有

正 向 的促进作用 ， 健康状况每提升
一

个等级 ， 则其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将提

升 化 １ ６％（护 １ ４９
－

１
＝０ ． １ ６ ） ； 中等收入及高收入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大

致为低收入老年人的 ７５％ （ ｅ
＾ ２ ８叫 ） ．７５

；ｅ
４ ９ ３ｃ〇 ． ７ ５ ）

； 接受过其他非同住亲友经济

支持对老年人收到非同住子女较多的经济支持也有正向 的促进作用 ， 接受过其他

非同住亲友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约为无其他经济支持老

年人的１ ． １ ８（ ｅ
〇 ＇ ｉ ６４ｃ

ｌ ． ｌ ８ ） 倍 。

模型 Ｉ 的 民 方为 化０６ １ ， 说明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解释了 因变量家庭

经济供养额度 ６ ． １％的变异量 ， Ｆ 检验 （ ＰＯ ．ＯＯ ｌ ） 证明该模型整体具有统计学意

义上的有效解释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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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额度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全国样本库 ）



自变量 ＝８＾ １巧型 ２摸里 ３巧巧 ４

巧咱群父 的因＊

壮会人曰学姓

受教育程度 ． 〇９４
＊ ＊ ＊

（
．０ １ ６

） ． ０８７
＊ ＊ ＊

（
． ０ １

旬 ．０６ ７
＊ ＊ ＊

（
． ０ １ ６

） ．０６６
＊ ＊ ＊

（
．０ １ ６

）

性别婚姻状况

（对照组 ： 夫妻 ）

单身 男性－

． ２ ５ １

＊ ＊

（
． ０９４

）－

． ２ ０３
＊

（
．脚 ２

）－

． １ ９７
＊

（
．０９ １

）－

． １ ７０
（

． ０９ １
）

单身 女性－

． １ ６ １

＊

（
． ０６７

）－
．０９０

（
．０６内－

． １ ４３
＊

（
．０６６

）－

． １ ３０
＊

（
．０６６

）

年龄 ．００９
＊

（
． ００４

） ．００
｛

． ００４
）－

． ００３
（

．００４
） ． ００３

（
． ００４

）

健康状况． １ ４９
＊ ＊ ＊

（
． ０２８

）， １ ２２
＊ ＊ ＊

（
． ０２ ８

）． １ １ ７
＊ ＊ ＊

（
． ０２ ８

）． １ １ ６
＊ ＊ ＊

（
．０２７

）

径ｍｍ

享有养老金 ．２巧 ＊ ＊ ＊

（
．０６０

） ．２７４
＊ ＊ ＊

（
． ０５ ８ ） ． １巧 ＊ ＊

（
． ０６ １

）． １ ８２
＊

％０如
）

（对照组 ： 无养老金 ）

家庭收入

（对照组 ； 低收入 ）

中等收入－

． ２８２
＊＂

（
．０ ７０

）－

．０ １ ０
（

．０７２
）－

．００７
（

． ０７２
）－

．００８
（

． ０７。

高收入－

．２９ ３
＊ ＊ ＊

（
．０６４

） ．２７２
＊ ＊ ＊

（
． ０７９

） ． ２６８
＊ ＊ ？

（
． ０７ ８

）．２似 ＊ ＊ ＊

（
．０７８

）

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支持． １ ６４
＊

（
．０６５

） ． １ ３４
＊

（
．０６引． １ ６７

＊ ＊

（
． ０６引 ． １树＂

（
．０６２

）

（对照姐 ； 无其他支持 ）

家ｍｉｍ＊

非同住子女个数． １ １ ４
＊ ＊ ＊

（
．０ １ ９

）． １ ２５
＊ ＊ ＊

（
． ０ １ ９

） ． １ ２８
＊＂

（
．０ １ ８

）

拥有同住子女－

． ６３ ８
＊ ＊ ＊

（
． ０６７

）－

．６３４
＊ ＊ ＊

（
．０６７

）－

．６４０
＊ ＊ ＊

（
．０６７

）

（对照组 ： 无同住子女 ）

城市 （对照组 ： 农村 ） ．４ １ ７
＊ ＊ ＊

（
．０７５

）．４ １ １ 

＊ ＊ ＊

（
．０ ７５

）

代际就交换咖Ｒ

给予非同住子女经济抚养．０２ ８
（

． １ １ ７
）

（对照组 ： 未给予 ）

提供孙子女照顾 ．２６５
＊ ＊ ＊

（
． ０５９

）

（对照组 ： 不提供 ）

常数 ６ ． ２ ：７６
＊＂

（
． ２９ １

）６ ．６７八 ＊ ＊

（
． ２８ ５

）６ ． ８３ １ 

？ ？ ＊

（
？ ２ ８５

）６ ． ３ ５９
＊ ＊ ＊

（
． ３ ０３

）

样本量 ２６０８ ２６０８ ２６０ ８ ２６０ ８

Ｒ－

 ．０６ １． １ １ ４ ． １ ２４．Ｕ １

＿

Ｆ


１ ８ ． ７８ １

＊ ＊ ＊３ ０ ．３ ０ ８
＊ ＊ ＊ ３ ０ ．６９０

＊ ＊ ＊２７ ．９４ ８
＊ ＊ ＊

注 ； １ ）
＊
Ｐ＜０ ． ０ ５ ，＊ ＊

Ｐ＜０ ． ０ １ ，＊ ＊巧＜０ ．００ １ 。

２ ） 小括号 内 为标准误 。

３ ） 自变量共线性检验 ， 所有 １ ＣＶＩＦ 值 ＜ ２（ 〈 １ ０ ， 变量么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 问题 。

４ ） 异常值检验 ， Ｃｏｏｋ 距离的值区间为 （ ０ ．０００ ，０ ． ０ １ ７ ） ， 所有值都小于 １ ， 无异常值 ， 在分

析中保留所有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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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家戾结柏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巧度的巧请

模型 ２ 中笔者在控制老年人需要结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 引入了家庭结构变

量 。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 老年人所拥有的非同住子女个数每増加
一

个 ，

他们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即提升为原有水平的 １ ． １ ２（ ｅ
Ｇ ｉＭ
叫 ． １ ２ ） 倍 ； 而如

果老年人拥有同住子女 ， 则其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仅为无同住子女老年人的

巧％（ ｅ
Ａ ６３ ８ｓ〇 ．５ ３ ） 。

在模型 ２ 控制家庭结构变量之后 ， 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对老年人家庭

经济供养额度的影响发生了径微的变化 。 首先年龄因素的影响开始消失 ， 家庭收

入对老年人收到的非同住子女经济支持额度的影响也与模型 １ 中产生了不同 ， 中

等收入老年人和低收入老年人在经济供养额度方面的差异消失 ， 高收入老年人收

到 的金额 由原来的低于低收入老年人转变为低收入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的

１ ．３ １（ ｅ
〇 ＇ ２７句 ．３ １ ） 倍 。

模型 ２ 的 民 方值为 ０ ． １ １ ４ ， 说明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和家庭结构因素

共同解释 了 因变量家庭经济支持额度 １ １ ．４％的变异量 ， Ｆ 检验 （ ＰＯ ． ＯＯ ｌ ） 证明模

型 ２ 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较大的解释为 。

三■ 、 文化 乐境因素及交换刺化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成度的影哦

模型 ３ 中笔者进
一

步引入了文化 －环境因素 Ｗ探讨城乡地域差异的影响 。研究

结果显示在控制 了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 因素和家庭结构因素的情况下 ， 城市老

年人收到的经济供养额度约为农村老年人的 １ ． ５２（ ｅ
〇Ｗ３

ｌ ． ５２ ） 倍 。

模型 ４ 在控制模型 ３ 所有变量的基础上 ， 引入了代际支持交换刺激变量 。 研

究结果表明 ， 虽然给予非同住子女经济支持并不能有效增加老年人从非同住子女

处收到的经济供养额度 ， 但是如果
一

位老年人为晚辈提供了孙子女照烦 ， 那么他

收到的经济供养额度将是未提供孙子女照顾老年人的 １ ．３（ ｅ
０Ｗ＝

ｌ ．３ ） 倍 。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的 Ｒ 方值分别为 ０ ． １ ２４ 和 ０ ． １ ３ １ ， Ｆ 检验 Ｐ 值均小于 化００ １ ，

文化 －环境因素和代际支持交换都能够比较好地解释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额度方

面存在的差异 。

６０



第；节 老年人巧良经济供巧巧度彩晌因案巧多对比

第
一

节的统计描化分析化及第二节针对全国数据展开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使我们对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 家庭结构因素 、 文化 －环境结构因素 Ｗ及

代际支持交换等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的影响有了
一

个整体的认识。 本节在

前两节分析的基础上 ， 对城乡两区域影响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的因素进行分别的探

讨 ， Ｗ期发现老年人社会人 口学变量和经济变量 、 家庭结构变量 ， Ｗ及代际支持

交换变量在城乡作用方式的差异 。

一

、 农村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巧度影请 因素线性回扭分析

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额度影响因素的分析笔者分模型 １ 、 ２ ，３ 分别引

入了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和代际支持交换因素 。 这Ｈ个模

型分别解释 了 因变量经济供养额度 ４ ． ７％ ， １ １ ．４％和 １ ２ ． ３％的变异量 （模型 １ 中 民

方＝
０ ．０４７

； 模型 ２ 中 民 方＝
０ ． １ １ ４

； 模型 ３ 中 Ｒ 方＝
０ ． １ ２３

；Ｆ 检验 Ｐ＜０ ．００ １ ） 。

表 ５ ．３ 模型 １ 的结果显示 ， 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 、 性别婚姻状况 、

健康状况 、 是否享有养老金 、 家庭收入状况 ， （＾及是否收到 了其他非同住亲友的

经济支持都能影响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的多少 。 具体来说 ， 老年人受

教育程度每提升
一

个等级 ， 则其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上升为原有水平的 １ ．０８

（护 〇７叫 ． 〇８ ） 倍 ； 单身 男性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为在婚夫妇的 ７８ ． ３％

句） ． ７ ８３ ） ， 单身女性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供养额度 为在婚夫妇 的 ８ １ ． ５％

（ ｅ

＇〇ｊＭ＝８ １ ． ５ ）
； 享有养老金的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约为无养老金老年

人的 １ ．２３（护ｗ＝
１ ．２３ ） 倍 ； 中等收入老年人和高收入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

养额度分别为低收入老年人的 ７７％（ ｅ
Ａ ２６ ｉ３〇 ．７７ ） 和 ７５％（ ｅ

Ａ２ ８ ８＝〇 ．７５ ） ； 健康状

况的改善Ｗ及收到来 自其他非同住亲友的经济供养都有助于提升老年人从非同

住子女处收到的经济供养额度 。 具体表现为 ，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每提升
一

个等级 ，

则其收到 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即提升为原有水平的 １ ． １ ５（ ｅ
Ｄ Ｗ仁

１ ． １ ５ ） 倍 ， 接受

其他非同住亲友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收到的经济供养金额为无其他经济支持老年

人的１ ．２３（ ｅ
° ＇２〇叫 ．２ ３ ） 倍 。

６ １



表 ５ ． ３ ； 浓村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额度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农村样本库 ）



白变量總 １衡Ｓ ２總 ３

巧巧老年父巧需巧的因素

社会人曰学姓

受教育程度．〇７８
＊ ＊

％ ０ １ ９
）．０６４

＊ ＊ ＊
（

．０ １ ９
） ．０树 

＊ ＊ ＊

（
．０ １ ９

）

性别婚姻状况

（对照组 ： 夫妻 ）

单身男性－

．２４５
＊

（
． ０９９

）－

． １ ８７
（

． ０９６
）－

． １ ６０
（

． ０９５
）

单身女性－

．２０５
＊ ＊

（
． ０７４

）－

． １ ３％ ．０７２
）－

． １ ２２
（

．０７ １
）

年龄．００７
（

．００４
）－

． ００４
（

．００４
） ．００２

（
． ００４

）

健康状况的  １
）． １ ０ ＊ ＊ ＊

（
．０３ ０

）． １ ０９
＊ ＊

％的 ０
）

运ｍｍ

享有养老金．２０７
＊

％０的
） ．２０２

＊

叩０６６
） ．２０７

＊

叩０６６
）

（对照组 ： 无养老金 ）

家庭收入

｛对照组 ： 低收入 ）

中等收入－

．２６ １

＊＂
（

．０７６
）．０ １ ９

（
．０７７

） ．０２ １
（

． ０７６
）

高收入－

．２８ ８
＊ ＊ ＊

（
． ０７０

） ．３ ３０
＊ ＊ ＊

（
．０ ８ ５

）． ３ １ ０
＊ ＊ ＊

（
． ０ ８４

）

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支持．２０６
一

（
．０６８

） ， １ ７３
＊ ＊

（
．０６６

） ． １说 ＊ ＊

（
．舶巧

（对照组 ： 无其他支持 ）

《庭雜因素

非同住子女个数 ． １ ２６
＊ ＊ ＊

（
．０２０

）， １ ２９
＊ ＊ ＊

（
． ０２０

）

拥有同住子女－

． ６巧＊ ＊ ＊

（
． （ｍ

） ．
－

．６９５
＊ ＊ ＊

（
． （ｍ

）

（对照组 ： 无同住子女 ）

代际支持交换剌教

给予非同住子女经济抚养， １ ２４
（

． １ ３ ７
）

（对照组 ： 未给予 ）

提供孙子女照顾．３０ １ 

＊ ＊ ＊

（
．０６３

）

（对照近 ＝ 不提供 ）



常数 ６ ．４２ ８
＊ ＊ ＊

（
．３２２

） ６ ．９３ ６
＊ ＊ ＊

（
．３ １ ４

）６ ． ３ ８八 ＊

％３ ３ ２
）

样本量 ２ １ ８３ ２ １ ８３ ２ １ ８３

Ｒ－

 ．０４７ ． １ １ ４ ． １ ２３

Ｆ １ １ ． ８ ５ １

＊ ＊ ＊ ２５ ．３４ ８
＊ ＊ ＊ ２３ ．４６０

＊ ＊ ＊

注 ： １ ） 巧＜０ ． ０ ５ ，＊ ＊
Ｐ＜０ ．０ １ ，

＊ ＊巧＜０ ． ００ １ 。

２ ） 小括号 内 为标准误 。

３ ） 自变量共线性检验 ， 所有 ＶＩＦ 值 〈 ２＜ ０ ０ ， 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 问题 。

４ ） 异常谊检验 ， Ｃｏｏｋ 距离的区间为 （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 ７ ） ， 所有

：

值都小于 １ ， 所Ｗ在分析中保留

所有样本 。

表 ５ ． ３ 中模型 ２ 在控制老年人需要结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 探讨农村老年人

家庭结构对其收到的经济供养额度的影响 。 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拥有的非同

住子女个数和家庭居住结构都对他们能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有重要的影响 。

具体来说 ， 老年人拥有的非同住子女个数每增加 Ｉ 个 ， 则其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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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提升为原有水平的 １ ． １ ３（ ｅ
０ ｎ？

＝＝
１ ． １ ３ ） 倍 ； 拥有同住子女的老年人收到的家

庭经济供养额度为无同住子女老年人的 ５ ０ ． １％（ ６
４ ６９２

＝＝０ ． ５ ０ １ ） 。 模型 ２ 引入家庭

结构变量之后 ， 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性别婚姻状况变量和家庭收入变量的作用

产生 了较大的变化 ， 表现为性别婚姻状况对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的影响消失 ， 高收

入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 由原来的低于低收入老年人增长为低收入老

年人的 １ ．巧 （ ｅ
〇 ３ ３古

１ ．３ ９ ） 倍 。

表 ５ ． ３ 最后
一

个模型验证了代际支持交换对农村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

额度的影响 。 相比于不提供孙子女照顾的老年人 ， 提供孙子女照顾服务的老年人

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为其 １ ．３５（ ｅ
Ｇ ｗ ｉ

＝＝
ｌ ． ３５ ） 倍 ， 表明提供孙子女照顾对提

升该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有正 向 的激励作用 。

二、 城市老年人家戾备济供养麻度巧＊ 因＊线性回扭分析

与针对农村样本展开分析的方法相似 ， 笔者围绕城市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额

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同样分 ３ 个模型分别引入了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 、 家庭

结构因素Ｗ及代际支持交换变量 。 这些因素对城市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

度的解释力 比其在农村的解释力稍弱 ， 模型 １ 、 ２ ，３ 分别解释 了老年人家庭经济

供养额度 ６ ．２％、 ７ ． ８％和 ８％的变异量 。

表 ５ ．４ 中模型 １ 的结果显示 ， 在只控制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 因素的情况下 ，

城市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 、 健康状况和家庭收入状况能够影响其收到的家庭经济

供养额度的大小 。 具体来说 ， 城市地区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每提升
一

个等级 ， 则

其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将会提升为原有水平的 １ ．０ ８（ ｅ
ＭＵ叫 ．０８ ） 倍 ； 老年

人身体健康状况每提升
一

个等级 ， 则其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金额即提升为原有水

平的 １ ． １ ６（护 １＂叫 ． １ ６ ） 倍 ； 家庭收入的影响体现在 ， 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老年人

收到 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为低收入老年人 的 ６４ ． ５％（ ｅ
Ａ４３ ９ｃ〇 ．６４５ ） 和 ６７ ．７％

（ ｅ
Ａ ３９＝〇乂７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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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４ ： 城市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额度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城市样本库 ）



自变量猶 １猫 ２備 ３

影响老年父巧需妄的因素

租会人口学效

受教育程度．０７３％的 ５
） ， ０７９

＊

（
．０３５

），０ ８２
＊

（
． ０３ ６

）

性别婚姻状况

（对照组 ： 夫妻 ）

单身 男性－

．２７０
（

．３ ０的－

． ２６ １
（

． ３０句－

． ２３ ６
（

． ３０８
）

单身女性－

． ２４ ７
（

． １ ７引－

． １ ９８
（

． １ ７３ ）－

． １ ８６
（

． １ ７４
）

年龄．０ １ ２
（

．００９
）．００４

（
．０ １ ０

）． ００５００ １ ０
）

健康状况 ． １ ４７
＊

（
．０７４

）， １ ３ ８
（

．０７４
）， １ ４ １

（
．０７４

）

ｍｍｍ

享有养老金 ． ０Ｗ０ １ ５６
） ． ０巧

（
． １ ５７

） ． ０７７＾ １ ５ ８
）

（对照组 ： 无养老金 ）

家庭收入

（
对照组 ： 低收入 ）

中等收入－

．４３ ９
＊

（
． １ ９ １

）－

． ２４６
（

．２０９
）－

． ２５ ８
（

．２ １ ０
）

高收入－

．３ ９０
＊

（
． １ 巧 ）－

． １ ０ ８
（

．２ １ １
）－

． １ １ ８
（

．２ １ ３
）

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支持．０８６
（

．２０５
）． ０９７

（
．２０３

）． １ ０５
（

．２０４
）

（对照组 ： 无其他支持 ）

《庭雜因荣

非同住子女个数 ． １ 口％０５４
） ， １ １ ６

＊

（
． ０５４

）

拥有同住子女－

．２ ７０
（

． １ ８８
）．

．２７５
（

． １ ８ ９
）

（对照组 ： 无同住子女 ）

代巧支給缴剌致

给予非同住子女经济抚养－

．２２２
（

．２３ ８
）

（对照组 ： 未给予 ）

提供孙子女照顾 ． ０ ８７
（

． １ ５９
）

（对照组 ： 不提供 ）

常数 ６ ． ６０４
＊ ＊ ＊

（
． ７ １ ８ ） ６ ．的 ８

＊ ＊ ＊

（
． ７Ｗ６ ． ６６０

＊ ＊ ＊

（
． ７６９ ）

样本量 ４２ ５ ４２５ ４２ ５

民
三． ０６２ ．０７８． ０ ８０

Ｆ ３ ． ０４８
＊ ＊ ３ ． １ ６６

＊ ＊ ＊ ２
，
７６６

＊ ＊ ＊

注 ： １ ）
＊
Ｐ＜０ ．０５ ，＊ ＊

Ｐ＜０ ． ０ １ ，＊ ＊ ＊
Ｐ＜０ ．００Ｋ

２ ） 小括号 内 为标准误 。

３ ） 自变量其线性检验 ， 所有 ＶＩＦ 值 化 １ 〈 〇 ０ ， 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 问题 。

４ ） 异常值检验 ， Ｃｏｏｋ 距离的区间为 （ ０ ． ０００ ，０ ． ０ ５４ ） ， 所有值都小于 １ ， 所Ｗ在分析中保留

所有样本 。

模型 ２ 在控制老年人需要结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 引入了 家庭结构变量 。 结

果显示老年人拥有的非同住子女个数对城市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有

积极影响 ， 老年人拥有的非同住子女每増加 １ 个 ， 则其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

６４



即提升为原有水平的 １ ． １ ２（ ｅ
〇 ｉ ｉ ２？

１ ． １ ２ ） 倍 。 引入家庭结构变量后老年人身体健

康状况和家庭收入状况对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的影响作用都变得不显著 。

表 ５ ．４ 中模型 ３ 在控制老年人需要结构影响因素和家庭结构因素的基础上 ，

继续引入了代际支持交换变量 。 研究的最终结果显示代际支持交换并不对城市老

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产生影响 。

五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成度《咱 因素城乡对比

对比表 ５ ． ３ 和表 ５ ．４ 可 １＾＾发现 ， 能够对老年人需要产生影响的因素 、 家庭结

构因素和代际支持交换因素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城乡

差别 。

首先是老年人需要结构影响因素方面的差异 。 农村地区影响老年人家庭经济

供养额度的因素比较多 ， 享有养老金的老年人、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 、 健康

状况较好的老年人Ｗ及收到其他亲友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

度都比较髙 ； 且相 比在婚老年人和低收入家庭老年人 ， 农村老年人中 的单身女性 、

单身男性 、 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都比较低 。 城市地

区影响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的需要结构影响因素明显较少 ， 只有老年人的受

教育程度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有效影响力 ， 城市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 则其收

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金额就越多 。

家庭结构方面 ， 农村老年人拥有的非同住子女个数和家庭居住结构都对其收

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有影响 ， 而城市地区只有非同住子女个数对因变量的影响

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 ， 老年人拥有的同住子女个数越

多 ， 则其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也就相应的越大 。

最后引入模型的代际支持交换变童只在农村地区有影响 ， 农村老年人如果提

供了孙子女照顾 ， 那么他们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要明显高于没有提供孙子女

照顾的老年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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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研究第五章通过统计描述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老年人收到的家庭

经济供养额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 系统地探讨 。 通过简单的统计描述分析 ， 本研

究了解了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相比较于老年人整体所具有的不同特质 ： 通

过进
一

步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本研究进
一

步探讨了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

素 、 家庭结构因素Ｗ及代际支持交换因素在增加 ／减少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额度

中所起的作用 ， 并通过更进
一

步的分析了解运些因素在城乡不同区域的作用方

式 。 本章的研究发现可Ｗ总结如下 ；

一

、 城市老年人中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 比例

虽然 比较巧 ， 但是在所有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当中 ， 城市老年人收到的平

均额度要远远高于农村老年人 ， 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多 。 二 、 与本研究第四章

的统计描述发现相似 ， 即使同为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 ， 农村老年人依 旧有

比城市老年人更突出 的个人需要 ， 表现在其较差的健康状况、 较低的受教育程度 、

较低的养老金享有比例及额度等诸多方面 。 Ｈ 、 相 比于符合条件的所有老年人 ，

真正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有更高的需要和更有支持力 的家庭结构 ， 具体表

现为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年龄更长 、 单身女性比例和 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的

比例更离 、 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 拥有养老金的 比例也更低 ； 就家庭结构的支持

而言 ， 这部分老年人拥有的非同住子女更多 ， 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更小 。 四 、 影响

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文化 －环境结构因素 ， Ｗ及代际支持交

换等都能够对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产生影响 。 使用全国数据进行的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 享有养老金 、 受教育程度较高 、 健康状况较好、 家庭

收入高 、 接受过其他非同住亲友经济支持 、 拥有的非同住子女较多 、 提供过孙子

女照顾 ， Ｗ及城市地区的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较高 ： 而单身女性老年

人Ｗ及与子女住在
一

起的老年人收到的来 自 非同住子女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较

低 。 五 、 城乡两区域影响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 在农村 ，

老年人是否享有养老金 、 受教育程度 、 健康状况 、 收入状况、 非同住子女个数 、

家庭居住结构 、 是否提供孙子女照顾Ｗ及是否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的经济支持等

因素都能影响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的大小 ； 而在城市地区 ， 只有老年

人的受教育程度和非同住子女个数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有效解释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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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巧现与讨论

本研究第六章对全文的研究发现进行总结 ， 归纳 了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现

状和城乡差异 ， 并对相关因素的影响作用及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四维分析框架在

中 国的适用性进行探讨 。 基于整体的研究发现 ， 本研究提出 了若干政策建议 ， 倡

导政府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 并积极发展老年人公共福利 Ｗ对老年人家庭福利提

供支撑 。 文章的最后讨论了本研究存在的不足 ， 并对该议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

了展望 。

巧一节 研巧发现

本研究在中 国人 口迅速老龄化和可用于发展养老福利的公共资源有限的背

景下展开 ， 探索中 国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现状及城乡差异 ； 并在代际团结Ｈ级

模型的指导之下 ， 探讨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社会文化 －

环境结构因素 ， Ｗ及代际支持交换等因素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 。 总体来

说 ， 本文的研究发现可 Ｗ概括如下 ：

一

、 老年人家絲龍觀 多义异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在全国范围 内普遍存在 。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 全国近

半数 （ ５ ３％ ） 老年人收到 了来 自非同住子女的经济供养 ， 其中农村老年人收到家

庭经济供养的 比例较离 ， 达到 ５ ７ ． ５％ ， 远高于城市老年人 巧． ８％的受养 比例 。 所

有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从非 同住子女处收到 的经济供养年均额为 ５４７９

元 ， 城市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年均额约为农村老年人的 ２ 倍 （农村 ； ４９５ ３

元 ， 城市 ： ８ １ ８２ 元 ） 。

相 比较于所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整体 ， 城乡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老年人表现

出较明显的需要和更有支持性的家庭结构 。 具体来说 ， 老年人需要结构影响 因素

方面送部分老年人年龄相对较长 、 单身女性老年人和 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

比例较高 、 受教育程度较低 、 拥有养老金的 比例和金额较低 ， 并且这部分老年人

收到其他非同住亲友经济支持的 比例也更高 。 家庭结构方面 ， 送部分老年人通常

拥有更多的非同住子女 ， 他们与子女共同居住的 比例也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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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城市老年人 ， 农村老年人表现出更为 明显的需要 ， 表现为农村老年人

较差的健康状况 、 较低的受教育程度 、 拥有养老金的较低比例 Ｗ及收到养老金的

骇低额度 ， 并间接体现在其接受其他非同住亲友经济支持的较髙比例 。 这也就解

释 了 为什么农村老年人相 比较于城市老年人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 比例更高 。 但

是 ， 虽然城市老年人中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 比例较低 ， 但其收到的经济供养金额

却远远高于农村老年人 ， 这在本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 城市老年人收到

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明显更高 ， 推测原因有两点 ： 第
一

， 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成本

远远高于农村老年人 ， 假定
一

个城市老年人和
一

个农村老年人在需要结构 、 家庭

结构Ｗ及代际支持交换方面的情况完全
一

致 ， 要满足同样的生活需要 ， 城市老年

人所要付出 的金钱成本可能要远远高于农村老年人 。 第二 ， 这部分城市老年人子

女的状况可能要优于农村子女群体 。 代际团结Ｈ级模型中强调 ， 微观层面老年父

母的需要结构和成年子女的能力与机会结构都能够极大地影响老年人家庭经济

供养的发生 ， 然而在我们的实证分析当中 ， 由于数据的不足和分析层次的限制 ，

未能对子女的能力与机会结构进行控制 ， 而这部分因素恰恰可能较好地解释 了 为

什么城市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更离 。

二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受诸多 因素影响制约

老年人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和额度受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 、 家

庭结构因素 、 社会文化－环境结构因素 ， Ｗ及代际支持交换因素等诸多变量的影

响和制约 。 使用全国数据库 ， 本研究有Ｗ下发现 ：

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影响体现在 ， 老

年人的需要结构越明显 ， 其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就越窝 。 具体表现在 ， 不

享有养老金的老年人 、 单身女性老年人、 年龄较离的老年人 ， Ｗ及接受了其他非

同住亲友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明显较离 。 然而 ， 需要结

构影响因素对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额度的影响则呈现出相反的趋势 ， 相 比

较而言 ， 享有养老金的老年人 、 受教育程度较髙的老年人 、 在婚老年人 、 健康状

况较好的老年人 ， Ｗ及高收入家庭的老年人收到的来 自非同住子女的经济供养额

度更高 ， 虽然他们表现出 的需要程度要比其他老年人低
一

些 。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差别 ， 为什么这部分老年人的整体需要显得比较低但是收到的经济供养反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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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享有养老金 、 受过较好的教育 、 拥有较好的健康和较高的家庭收入 ， 其实在

一

定程度上都反应的是这部分老年人所具有的较富的社会地位和可能更为丰富

的社会资源 ， 通过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的代际传承 ， 他们的子女可能也就拥有 了

更多的机会和更强的能力为年老的父母提供经济上的支撑 ， 但是 由于我们未能对

此进行控制 ， 因而也就不便给出结论 。

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可能性的影响体现在 ， 老年人拥有的非同住

子女越多 ， 则其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就越高 ； 老年人如果没有和子女共 同

居住 ， 则他们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也更高 。 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

养额度也有类似的影响 ， 老年人拥有的非同住子女越多 ， 则其收到家庭经济供养

的额度就越高 ； 不和子女同住 ， 收到的经济供养额度也更商 。 说明更多的子女个

数和单独居住的家庭居住结构 ， 都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有积极的激励作用 。

代际支持交换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体现在 ， 提供孙子女照顾的老年

人收到家庭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窩 ， 而且收到的家庭经济支持的额度也更高 。 说

明在家庭 内部 ， 代际支持交换对维持家庭的正常功能 、 促进家庭成员整体福利的

提升摘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王 、 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影々 因素存在较大城乡差异

虽然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Ｗ及代际支持交换因素都

能够影响城乡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发生 ， 但是讨论到能够起作用的具体因素 ，

城乡之间依 旧存在较大差别 。

就家庭经济供养发生的可能性而言 ， 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因素包括老年人需要

结构影响 因素中的养老金 、 性别婚姻状况 、 年龄 、 家庭收入状况 ， 家庭结构中 的

非同住子女个数与家庭居住安排 ， Ｗ及代际支持交换刺激中 的孙子女照顾 ； 而对

于城市老年人来说 ， 他们的年龄 、 性别婚姻状况 、 家庭收入Ｗ及是否与子女同住

等因素并不对他们接受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产生影响 。

就家庭经济供养额度而言 ， 城乡影响因素的差异依 旧存在 。 农村地区享有养

老金、 受教育程度较商 、 健康状况较好 、 离家庭收入 、 拥有较多非同住子女 、 不

与子女同住 ， 或提供了孙子女照顾的老年人都可能会收到较大额度的经济供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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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城市地区 ， 能对家庭经济供养额度产生影响的因素只有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

和他们所拥有的非同住子女个数 。

总体来说 ， 老年入家庭经济供养依 旧是国 内普遍存在的现象 ， 并且该现象的

分布存在相当 的城乡差异 。 我们 Ｗ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四维分析框架为指导 ， 探

讨了影响老年人需要结构的 因素 、 家庭结构因素 、 文化 －环境结构因素Ｗ及代际

支持交换因素等在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中所起的作用 ， 实证分析证明该分析框架

在中 国有很好的实用性和解释力 。 但是 ， 由于本研究无法控制微观层面上成年子

女机会与能力结构的影响 ， 所 Ｗ对测量中需要结构较不明显的老年人收到的家庭

经济供养额度反倒更多的巧况未能给出肯定的解释 ， 需要我们在未来的研竞中给

予关注 。

窠二节 政巧达议

一

、 适当巧整人口生育政策

老年人收到的家庭经济支持和他们所拥有的子女个数的关系在学术界引起

泣非常广泛的讨论 。 夏传玲和麻凤利在 １ ９９ ５ 年曾撰文指出
＂

子女对父母的经济

资助并不随着子女个数的增加而增加
＂

。 在夏和麻的研究基础之上 ， 桂世就和倪

波 （ １ ９９５ ） 对此现象进行了再检验 ， 证实了该观点并进
一

步提出 了老年人经济供

养
＂

填补
＂

理论 。 基于经济供养
＂

填补
＂

理论 ， 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

性化及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的多少并不 Ｗ子女个数的多少为转移 ， 而

主要受制于父母所拥有的资源与他们满足 自 身生活所需要的资源之间的缺 口 。 根

据经济供养
＂

填补
＂

理论 ， 老年人拥有少数子女并不会影响其晚年生活 ， 因此国家

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会对老年福利产生影响 。 然而 ， 经济供养
＂

填补
’ ’

理论
一经提 出

就受到了 比较多的质疑 ， 譬如郭志刚和张惜梯 （ １ ９９６ ） 就曾对此 问题进行 了探讨 ，

结果发现子女数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存在着显著的影响作用 。

为 了进
一

步确认子女数与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之间的关系 ， 本研究在家庭结

构板块同样对子女个数进行了控制 。 结果表明 ， 子女数 目 的増多不但有助于提高

父母收到家庭经济供养的可能性 ， 也有助于提高父母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总额

度 。 巧适当个数的子女是父母维持老年生活品质的重要保障 ， 也是维持家庭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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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供给的重要支撑 。 基于此 ， 本研究认为在人 口老龄化愈发严重的背景下 ， 考

虑到中 国未来几十年福利体系的稳定发展 ， 有必要对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进

行相应的调整 ， 进
一

步放宽独生子女政策 ， 为老年人整体福利提升构筑更为稳固

的根基 。

二 、 积化完善公共养老巧利制度

政府和家庭作为老年人福利供给最为重要的两个主体 ， 在保证老年人晩年生

活 ， 提升老年人整体生活质量方面扮演着无可取代的角色 。 在二者责任分配方面 ，

政府部 口虽然努力増加了对老年福利的投入 ， 但是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 ， 家庭在

老年人供养和老年人照顾方面仍然担负着首位的重大责任 。然而 ， 值得忧虑的是 ，

随着老年人 口寿命的不断延长和人 口 出生率的不断下降 ， 我国正在出现越来越多

的 ４２ １ 结构甚至 ８４２ １ 结构的家庭 ， 年轻人在供养老年人方面负担越来越重 。 预

防老年人家庭福利供给体系因为足力过大而产生诸多的不稳定因素 ， 政府应当更

加巧极地发展和完善公共老年福利体系 。

首先 ， 政府部口应当进
一

步发展和完善养老金体系 ， 提升养老金的覆盖率和

替代率 。 我们的研究发现 ， 如果老年人收到 了 （更多的 ） 养老金 ， 那么该老年人

对来 自子女的经济供养的需要就会降低 。 政府部口所提供的养老金对 由子女晚辈

提供的经济支持有很大的替代和补充作用 ， 体现了 公共福利对家庭福利 的支持 。

其次 ， 政府部口也应当进
一

步推动卫生事业的发展 ， 提商医疗保险的覆蓋面

和保障水平 ， 推动老年人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 。 本研巧针对城市老年人群体的研

究发现 ， 如果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比较好 ， 那么他们对来 自子女的经济支持的需要

程度也 比较低 ， 因而能较大的减捂子女供养他们的压力 。 基于此 ， 为 了更好的支

撑家庭福利体系 ， 政府部 鬥应当把推动老年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 促进老年人健

康水平提升作为工作的
一

项重点 。

巧＝节 研究届限及有待巧入揉讨的问Ｂ

本研究在实施的过程当 中 ， 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阅读 、 周密的考虑和认真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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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的数据整理及分析 ， 但是鉴于研究者 自 身能力的局限性ｗ及数据本身 的限制 ，

本研究依 旧存在许多不完美之处 。 笔者在这
一

节当中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简单的梳

理 ， 并围绕可能可行的改进方向进行讨论 ；

首先 ， 正如本文前几部分多次提及的 ， 由于分析层次和数据的限制 ， 本次研

究当 中未能对子女的机会与能力结构进行有效的控制 ， 从而导致部分研究发现无

法解释。 为 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子女能力机会结构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影响 ，

在未来的研究当中 ， 可Ｗ考虑对研究层次进行调整 ， 由关注所有非同住子女提供

的整体的经济供养转变为关注每
一

位非同住子女个体 ， 即建立老年父母与每
一

位

成年非同住子女的独立关系组 ， 讨论老年父母收到的来 自每一位非同住子女的经

济供养可能性及额度 ， 并将子女机会与能力结构要素引入分析当 中 ， 围绕这些因

素的影响展开讨论 。

其次 ， 本研究对影响城市老年人经济供养额度的因素探索不够深入 。 老年

人家庭经济供养四维分析框架为指导 ， 本研究发现影响老年父母需要的因素 、 家

庭结构因素 及代际支持交换等只解释了城市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额度 ８％的变

异量 ， 也只有老年人的受教育趕度和非同住子女个数两个变量显示出 了统计学意

义上的有效解释力 。 这些都说明本研究在城市老年人经济供养额度影响因素的分

析上不够深入和全面 。 未来的研究应当针对城市老年人更为具体的特点 ， 寻找更

适合城市老年人状况的分析模型 ， 探索更多影响城市老年人经济供养额度的因

素 ， 从而提升分析的整体解释力 。

再次 ， 本次研究未能对福利态度变量进行控制 。 家庭成员是否愿意接受或是

否愿意为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福利支持实际上会受到其 自 身福利态度的影响 ， 如果

一

个老年人认为养老更多的是老年人 自 己的责任 ， 那么无论他 自 身的需要状况如

何 、 子女的机会及能力结构如何 ， 也无论其所在的家庭结构和社会文化－环境结

构是否存在很多的激励性因素 ， 该老年人可能都会有意无意地拒绝接受子女过多

的经济支持 ， 他接受经济供养 的可能性和额度也就会随之降低 。 但是 ， 由于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库当 中并没有关于福利态度的测量 ， 我们在此次的研究当 中也就

不能很好地检验 。 在未来的研究当 中 ， 可Ｗ考虑重新收集数据来进行相关议题的

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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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本研究对老年人需要程度的测量只是通过其年龄 、 受教育状况 、 健康

状况 、 性别婚姻状况Ｗ及享有养老金的 比例及额度等因素进行的间接测量 ， 未能

倾听老年人对其需要状况的主观判断。 在情况允许的前提下 ， 未来的研究也应当

对老年人主观需要状况与其收到的家庭经济供养之间 的关系进行必要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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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中国佳巧与养老追踪巧杳全国问卷节选 （２０１ １
－２０ １２ ）

北京大学

中 国经济研究中也

Ａ家户餅表

Ａ００ １ ．调査员巧录地区类型 ： １ 、 农村２ 、 城镇地区

Ａ００６． 惦名巧您的 ？

１ 、 巧亲 ２ 、 父亲 ３ 、 岳母 ／婆婆４ 、 岳父／公公

５ 、 兄弟姐妹６ 、 姐夫妹夫／嫂子弟焰７ 、 孩子８ 、 儿媳／女婿

９ 、 孙子女 １ ０ 、 其他亲戚 （请注明 ）
—

（
Ａ ００６Ｊ）

Ｂ 基本倩息

ＢＡ００２义的出生日巧是 ？


师０２

＿。年脚４饥口 月
 （

＆４化口 日

如果量访者不化道出半日期． 即 ＲＡ ００２ 说综不化谱或巧绝回答． 旧 ＢＡｍ４ ．

ＢＡ邮４化４＃多 ：＊ ：：＾巧 ？


岁

ＢＤ００ １ ．您綠的最巧学历是 ７

１ 、 未受过教育 （文盲 ） ２ 、 未读完小学 ， 但能够读 、 写３ 、 私垫

４ 、 小学毕业 ５ 、 初中毕业 ６ 、 高中毕业

７ 、 中专 （包括中等师范 、 职高 ） 毕业 ８ 、 大专毕业

９ 、 本科毕业 １ ０ 、 硕±毕业 １ １ 、 博±毕业

此００ １ ．您 目前的斌０状态 ？

１ 、 已婚与配偶
一

同居住２ 、 已婚 ， 但因 为工作等原因暂时没有跟配偶在
一

起居住

３ 、 分居 （不再作为配偶共同生活 ） ４ 、 离异５ 、 丧偶６ 、 从未结婚

ＲＧＥＮＤＥ比 化的戦贈 １ ． 男 ２ ．女

Ｃ 家庭

居序： 化果巧巧巧现＃婚颁巧杰不是戸． 婚 巧ＥＭ １
＝ ３ － ６） ． 前巧ＣＭ０ １－ＣＲ０ １６

ＣＢ脚 １ ．化生过孩子巧 ？ 巧果生过 ？ 没和化住在一ｊＢ的总共有《少个


人

ＣＢ０脚．您化养或者抚养过子女或绝子女巧 ？ 化果有 ， 没巧巧住在一起的总共有 个隹

７９



在 ？


人

巧巧 如桌受巧者现在婚颁化《县尸，婚 化ＦＭ ｌ＝ｍ ｉ 询间Ｃｍ ｉ ７ － ＣＢＱ＂

ＣＢ０ １ ７ ．巧皮化 （现在的 ） 巧巧生过孩子吗 ？ 如果有 ， 没和您住在
一

起的总共有《少个 ？



Ａ

ＣＢ０２５ ．巧您 （现在的 ） 巧巧
一

起生的子女之外 ， 巧 自 己的巧有其他亲生子女吗 ， 如果有 ，

没和巧住在
一ｆｅ的总共有多少个化粗



Ｋ

ＣＢ０３３ ．巧您
一

起生的子女之化 ， 巧 （現在的） 祀巧还有 自 百的亲生子女吗 ， 如果有 ， 没和

巧住在
－

ｉＳ的总共有《少个隹在？


人

ＣＢＯ化巧和巧 （现在的 ） 巧巧有其他收养或者婦的子女或继子女吗 ？ 化果有 ， 没巧《住

在
－

嗦的总共有多少个隹在？


人

ＣＥ００ １ ．过去一＾ ， 您或您的風Ｓ从您的不住在
一

ｊ居的父毋那里收到过任何备巧支持吗 ？

１ 、 是２ 、 否

ＣＥ００４ ．过去一＾ ， 您或巧的風Ｓ从化的没住在
一

起的岳父母 （公公巧酱 ） 巧里收到过任何

备《？＾吗 ？

１ 、 是２ 、 否

ＣＥ００７ ？ 过＾ 化或您的记巧从巧的没觀
一起的孩子弗里觸过 经

１ 、 是２ 、 否

ＣＥ００８巧是味
一＞

｜

＾孩子 （巧餓子） ？ 巧多选）

ＣＥ００９ ．过去一年化们从运个孩子 【孩子名 】 巧里获得了多少Ｋ下各种巧助 ？ （巧回答毎
一

类备巧巧助的巧額）

（
１
）定期＾？｜ ］＾实巧 巧季度 、 按俾 、 按年给纖鈍 ， 时间上：＾固运）

定期给钱


７ｔ（ＣＥ００９Ｊ ）

定期给实物


充 ＣＣＥ００９
＿

２ ）

口坏定巧给钱或实巧 （
比如ｉ年过节 、 各种节假 日 、 生日 、 齡事 、 教育 、 医巧等巧

巧
■

ｐＦ定巧纖或婚

不定期给钱


７Ｃ（ＣＥ００９Ｊ ）

不定期给实物


充 （ＣＥ００９
－

４ ）

ＣＥＯＵ过去
一

＾ ， 悠或您的宙巧从您的没住在
一

ｆｅ的孙子女巧里收到过任何备巧支持吗 ？

１ 、 是２ 、 否

ＣＥ０ １ ５ ．过去一＾ ． 化或您的拓巧从巧的没住在
一

ｊｇ的其齡蜘里化到过《经敍持

吗 ？

１ 、 是２ 、 否

ＣＥ０ １ ８ ．过去 化或您的巧但从巧的没ｆｔ＊—起的其他非亲斯如巧友卿里收到过 经

紋持吗 ？

１ 、 是２ 、 否

８０



ＣＥ０２７ ． 过 您或化的记巧 的没ｆｔ＊
－

起的巧诚簡结巧饼巧 ？

１ 、 是２ 、 否

ＣＦ００ １ ．过去一＾ ， 您或您祀巧是否花时间照看了您的孙子／孙女 ？

１ 、 是２ 、 否

Ｄ 任康状巧巧功能

ＤＡ００ １ ．接下来巧们巧
一些与您隹庚状巧相关的巧Ｓ ． 您觉巧您的隹度状化怎么样 ， 是巧好 ，

巧好 ， 好 ，

一

？ ， 还是不好 ？

１ 、 极好２ 、 很好 ３ 、 好４ 、

一

般 ５ 、 不好

ＤＡ００２ ．Ｔ？我蒋巧到一些关于您的隹庚状况的巧厘 ， 您化为化的隹康状况怎样 ７ 是巧好 ，

好 ，

一

？ ， 不好 ， 还是很不好？

１ 、 很好２ 、 好 ３ 、

一

般４ 、 不好５ 、 很不好

〇乂〇巧後巧得您的隹庚状微封６好 ， 化
？

＾妃 不好 ， 还是银不好 ？

１ 、 很好２ 、 好３ 、

一

般４ 、 不好５ 、 很不好

ＤＡ０８０ ．您觉得您 自 己的值ｊ瞄巧１怎么样 ？ 是巧好 ， 很好 ， 化 一

Ｉ旋巧不好 ？

１ 、 极好２ 、 很好 ３ 、 好４ 、

一

般 ５ 、 不好

ＦＷＯＲＫ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ＰＥＮ対ＯＮ 工作 、 退休和养老金

ＦＢ０＂ ．您是否办理了迟休手续 （包括巧前巧休） 巧内巧 （注意 ： 退休巧从化关、 事业单位、

触的迅你 ． 不包巧获取城的退休） ？

１ 、 是 （跳过 ＦＢ ０ １ ２ ） ２ 、 否

ＦＢ０ １ ２ ．您骑办理了巧职手缕 ？

１ 、 是
＿ ２ 、 否

ＦＭ０ １ ０ ． 您現在领取养老金 （巧休金） 巧 ？

Ｋ 是 ２ 、 否

如巧 ＦＢＱＵ ＝
１（毎访著巧休 ） ． 泡巧 ＦＭ〇ｎ－ＦＭ０４ １ ．

ＦＭｏｎ ．化办的是正常巧休 ， 巧前退休还是先肉退巧后办的正式退休巧者将来再办正式退

休 ？

（
１
）
正常退休

口 ） 提前退休

（巧 先内退然后又正式退休

（
４
） 内退但 目前还没有办理正式退休

如英 ＦＭ０Ｕ
＝
１ｏｒ ２ ， 间 ＦＭＵ ４ － ＦＭ０２４ ．

ＦＭ拍２絲飾月巧《少退休金（包巧各种孙巧）
？


７Ｃ

如要 ＦＭｍ １
＝３ ， 间 ＦＭ０３ ０ 

－

ＦＭ０３６

８ １



ＦＭ０３４ ．您现在毎另领《少退休金 ？


元

ＦＮ００ １ ．您现在领取Ｗ下
一

种或几种养老金吗 ？ 企业孙充养老保险 、 巧乡居民养老保陰 、 农

巧 险 （齡农保） 、 巧镇居 老保拴 、 商业养老保 目 的轉金 ， 凶及巧巧

老人养辩诚 巧户巧文 等 ’ 不包括脯和事业单位’ 企业巧供的退休工资 ．

（
１
）是的 ， 正在领取

（
２
）不是 ， 没有领取

ＦＮ００２ ．您的养老金 （退休金 ） 来 自于臥下味
一

种或味几种养老保险项 目 ？ （可《选）

（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 请跳至ＦＮ００３

（ ２ ）商业养老保险 请眺至ＦＮ００６

（ ３ ）农村养老保险请跳至ＦＮ００９

（ ４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请跳至ＦＮ ００９

（ ５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请跳至ＦＮ００９

（ ６ ）商龄老人养老补助 （ 补贴 ）请跳至ＦＮ０ １ ７

（ ７ ）其他 仍 请跳至ＦＮ０２０

如巧夸巧者 ＦＦ在领取企他补充养龙保除舍 ． 请向ＦＮＣｍ 
－ＦＮＯＯＳ ．

ＦＮ００４ ．您毎月领《少钱 ？


元／月

地果當巧者 ＪＦ＃领取商处幕老余ＦＮ００２
＝２ ， 巧ＦＮＱＱ６ 

－ＦＮ００８ ．

ＦＮ００７化毎月领多少钱 ？


舟貝

如要潭访者领取Ｔ农村养龙巧險或城 乡居民社矣蒂老巧除或城镇居民养龙俱除抓０的 ＝３

或４或５ ． 请巧 Ｆｍ〇９－ ＦＮＯＭ ．

ＦＮＯＵ？您现在每月领多少钱 ？


元／月

如果夸访者 ＩＦ奔领巧富龄巧人兼煮补贴ＦＮ００２
＝６ ， 请间ＦＮＯｎ － ＦＮＱ １ ９

ＦＮ０ １ ８ ．现在每月领多少钱 ？元／月

如果量巧者参化下其他养老保險项目 ＦＮ０Ｑ２＝ ７ ， 询间Ｆ７ｍ２０
－ ＦＮ０２３

ＦＮ０２２ ．您现在毎月领多少钱 ？


元／月

Ｇ＆Ｈ 收入、 支出与资产

０乂００ １ ．过去一年 ， 您有没有领工资 （包３！＾ ， 不包槪休工巧） ？

１ 、 有 ２ 、 没有

ＧＡ００２ ．过去一年
一

共领了多少钱 ？元 或每个月领多少钱 ？


你４ ０〇２
＿＂元

ＧＡ００５ ．过去一 该庭成员名巧 ］
有没有领工资 （包括奖金 ， 不包括退休工巧） ７

１ 、 有 ２ 、 没有

ＧＡ００６ ． 过去一年一 共 领 了 《 少 钱 ？化４０〇６
＿
如 元 或毎个 月 领 《 少 钱 ？

＿＿＿
（ＧＡ ００６

＿

２
）充

６８０似 ．您家过＊
￣＊＾

？是否从事了种｜｜？？：业 （包括：

？６７｝
；＃？）？

１ 、 是 ２ 、 否

８２



ＣＢ００５ ．过去一 您《生产的农产品和林产巧 （包括折昏卖出去的和 自己消々的 ） 化起来

够少钱 ？＿元

ＧＢ００６ ．过去
一

您《为了农业生产 （包括种植巧含作衔、 巧菜和中巧材等 ） 和株业生产

（包巧种植碧党 、 木耳等林下巧巧 、 种巧茄中） ， 总共投入了多少钱 ？
［
包括种子饱括 自 家

留种的价值 ） 、 化肥 、 农家肥 、 农药 、 塑料巧膜 、 雇工费 （包括其使用的机器和役畜 ） 、 ±地

租金 、 除地租 Ｗ外的其他租金 （例如 ： 租用收割机 ） 、 灌概费 、 燃料 、 运输费 、 加工费 、 市

场费用 （包括包装费 ， 管理费等 ）
）

元

ＧＢ００７ ．您家过去一 牲有巧者水产品吗 ？

１ 、 是 ２ 、 否

ＧＢ００８ ．现在 ， 您《巧有的《食 、 《古 （包括鸡 、 鸭 、 牛 、 猪 、 羊等 ） ， 水产品加起来
一

巧值

多少钱 ？
—

元

ＧＢＯ脚 ．去年这个时候 ， 您 的街ｒ及水产品
一

共值多少巧 ？


元

ＧＢ０ １ ０ ． 过去一＾ ， 化们《买牲窗及水产品
一

共花了多少钱 ？


元

ＧＢＯＨ ． 过去一年 ， 化们《卖巧去的巧 自《巧巧的牲有及水产品加运来
一

共值多少巧 ？



元

ＧＢ０ １ ２ ．过去一年 ， 你们家养的牲宙生产出来的勘产晶 （ 比如鸡蛋 、 牛奶 、 羊毛 、 羊绒 、 羊

皮 ） ， 化起来一共值《少巧 （包括所有卖出去的和 自家消费的 ） ？


元

ＧＢ０ １３ ？泣去一年 ， 养这尝街ｒ及水产品
一

共巧了《少钱 ， 包巧巧养巧 、 區巧巧 、 放牧巧 、

有舍度栏巧 、 化巧等，


元

ＧＣ０ ０ １ ．过去—＾ ， 您家是巧有象户成员从巧错个体备昔或开办巧营企化？

１ 、 是 ２ 、 否

ＣＣ００２ ．过去－

啤 ， 您絲户成员从事几项个体经巧活动或开办几炭 巧企化 ？
＿项

ＧＣＯＯＳ ．不包巧固定巧本成本 ， 您巧否ＩＩ巧估计
一

下您家过去一＾从这项活动净赚多少钱 ？

如果此项纪巧巧动有非家户巧员多与 ， 只计算家户成员的净化入． 巧忘了考巧下列各种成

本 ： 齡Ｒ、 化》和设备 受 、 巧棘私 巧Ｉ々 、 巧巧 、 工巧 、 热 Ｉ械杂巧 ？元

ＧＤ００ １ ．您《过去
一

＾到低保了吗 ？４＾多少 ？ （ 如果没有 ， 请填 ０ ）
元

ＣＤ００２ ．您《过去
■

啤有没有 Ｉ城ＴＴ別政附诚Ｉ
？ 巧多选 ）

（
１
）
退耕还林 ：有多少 ？ ｆＧＤ００２１ ）元

（
２

）
农业补助甫多少 ？

 （
ＧＤ００２

－

２
）兄

（
３

）
五保户补助金 （ 用来补助那些无 自 力更生的低收入者 、 盲人 、 身体残疾者 、

老人和小孩 ： 有多少 ？
—＿（ＧＤ（ｍｊ）元

（
４

） 特困户补助甫多少 ？ ｆＧＤ００２４ ）元

灼 工伤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 ： 有多少 ？


（ＧＤ （ｍｊ ）元

（
６
） 突发事件或重大灾难之后的补助 （ 即救济金 、 贩灾款 ） （包括实物形式 ） ； 化上

实物救助的价值
一

共有多少 ？


（ＧＤ００２
＿

６所

（
７
） 其他补助 ：有多少 ？ （ＧＤ００２７）元

（
８
） 没有收到任何政府补助

８３



ＧＤ００３ ．巧氛汪去一年有没有收巧下＾巧种捐助或种偿 ？ （可多选 ）

（
１
） 社会 捐 助 （ 包括现金 ， 食 品 、 衣服等 ） ： 加上实物 的价值

一

共有 多 少 ？


（
ＧＤＯＯｙ 

）元

（
２
） 征地补偿金 ； 有多少 ？


（ＧＤ００３

－

２所

（
３

） 住房拆迁补偿 ： 有多少 ？


（
ＧＤ ＜ｍ

＿

３所

（
４
） 没有收到任何捐助或补偿

８４



致 谢

时光在荐 ， 转限就要从南京大学毕业 ，

Ｉ。 中 充满 留 恋和不舍． 回顾在南京大

学走过的几年 ， 收获太多 ， 要感恩的太多 。

每一个人的成长成才都 离 不开 良师益友的指点 、 支持和鼓励 ， 毫 不夸张地讲 ，

导师梦华民教授在我就读期 间给予我的帮助深深地改变 了 我的人生轨迹 ， 使我的

未来有 了 更多 明媚的可能 。 巧随彭老师的学 习 首先是一种思维的锻炼 ， 彭老师鼓

励我们 ａ认真严速的 态度做学 问 ， 指导我们在硕去学 习 期间 多进行经典著作的 阅

读 ， 并多 次通过师 ｎ研讨会的 方式为 大家介绍福利研究领域的最新议题 ，
正是通

过这样的 日 积月 累 ， 我逐渐从入校时傅懂的思维逻辑混乱的 乡 立化成长为开始独

立思考对学术研究充满热忱的青年 。 跟随彭老师 学 习 的 另 一大收获是眼界的开

拓 ， 彭老师
一直鼓励同 学 多 走 出 去看看 ， 不要局 限在现有的生活框架里 ， 并努力

为 大家创造外 出 开会及交流成长的机会 ， 我从中 收获很大 ， 要说的媒谢很多 ． 跟

随彭老师学 习 的过程同 时是一段暖心
＇

之旅 ， 彭老师 虽 然在学术上对欠家要求严

格 ， 但是在生活 中却更像是一位充满正能量的妈妈 ， 师 ｎ里每一位 同 学在学 习之

外的成长她都技在心
＇

头 ， 处处为 同 学提供为 所能及的 帮助 ． 我本次茨得到香港 中

文大学继续博去学 习 的机会 ， 也要非常真诚地感谢彭老师在枯燥高压的 申请过程

中给予我的各方面 的指点和支持 ， 没有彭老师 ， 梦想可能难成真．

在南京大学的成长 同 时 离 不开社会学院其他诸位老师的指点和帮助 ， 他们 用

自 己谦和的态度和广博的知识折服 了 我 ， 让我对南京 大学和 自 己的生活更多 了
一

份热爱 。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郑广怀老师在我迷茫 时给予我的指导和鼓励 ， 也要特

别感谢荀叶老师在我就读期间 为我提供的板大帮助 ， 好人多福 ， 祝两位老师 身体

健康 ， 家庭和美 。 同 时一并送上祝福给陈友华老师 、 朱力老师 、 徐素老师 、 宵 萍

老师 、 方长春老师 、 郭未老师 、 崔进老师 、 马道明老师 ， 刘柳老师等所有传授知

识给我的人 ， 祝各位老师工作顺利 ， 事事顺 ．Ｕ
。

多 彩的人生 离 不开好友的階伴 ， 在这里要感谢艾鸿 ， 念念 ， 小 禹和小 口 两任

８ ５



室友一路的照顾和 包容 ， 你们为我的生活带来 了 欢 乐 ， 同 时也在我感到 困难的时

刻 为我提供了 板欠的精神鼓励和情感支撑 ， 我爱你们 。 在这里也要同 时感谢师 ｎ

的所有兄弟姐妹 ， 感谢丽茹姐 、 春变姐 、 冯元师兄等所有师兄师姐无私地指导 ，

感谢敎鹏 、 扎兢、 王云 、 李凯在共 同成长过程中给予我的支持 ， 感谢张靖、 军杰 、

杨疏 、 坤杰 、 佩佩等师弟 师妹们一直 ＞乂来的鼓励 ， 生活 因有你们 而变得更加精彩 ，

也祝你们都快快收获成功的事业和甜美的 家庭。

在这里最后要感谢我的 父母 ， 这对被我戏称为 大笨熊和木头猪的 中年夫妇倾

注他们所有给了 我最好的爱 ， 他们是我成长过程中最乐 于分享 、 最值得信任的朋

友
； 感谢耿直源弟弟如兄长般的照顾和支巧 ， 他让我的成长少 了 忧虑和恐惧 ； 感

谢海涛涛的 包容和陪伴 ， 感谢文佳 、 童子 、 小 尹 、 继超 、 娜娜等众好友一直 Ｖ乂来

的不 离 不弃关爱有加 ， 衷心
＇

祝福你们永远幸福快 乐 。

耿艳玲

２ ０ １ ５ 年 ５ 月 于南 大仙林校区

８６



附件二

《学位论文 出版授权书 》

本人完全同意 《 中 国优秀博硕±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出版章程 》 （ Ｗ下简称

＂

章程
＂

） ， 愿意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
＂

中 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 电子杂志社
＂

在 《 中 国博±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 、 《 中 国优秀硕±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 中全

文发表 。 《 中 国博±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 、 《中 国优秀硕±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

可 １＾＾ １＾＾ 电子 、 网络及其他数字媒体形式公开出版 ， 并同意编入 《 中 国知识资源总

库 》 ， 在 《中 国博硕±学位论文评价数据库 》 中使用和在互联网上传播 ， 同意按

＂

章程
＂

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

作者签名 ： 平将巧


＞＜？ ／王 年月＞
１

日

研究生学号所在院系 令今樓防 ＾

学位年度三韦骑冷
巧

□硕±封硕 ：ｔ专业学位

论文级别□博±□博±专业单位

（请在方框 内 画钩 ）

作者电话作者 Ｅｍａ ｉ ｌ

第
一

导师姓名
Ｉ

．

寺 幸

论文沙密情况 ：

□ 不保密 ．

保密 ， 保密期 （


年


月


Ｕ至
＾年 月Ｕ ）

注 ： 请将该授权书填写后装订在学位论文最后
一

页 （ 南大封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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