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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 ５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ｓ民ｅ
ｇ
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权 １ ３ ９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１ ４４

ＣＨＡＰＴＥＲ８ＲＥ沈ＡＲＣＨ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 ＴＷＯ－ＷＡＹ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１４５

８ ． １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巨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１ ４５

８ ．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扫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打ｇ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 ｃｍａｌ巨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１ ５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１ ５６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９ＣＯＮＣ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５７

９ ． １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１ ５ ７

９ ．２Ｍａ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ｔｉｏｎｓ １ ５９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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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 ６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６９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ＧＥＭＥＮＴ １ ８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 １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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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除经济支持健康效应与影响因素研究

巧丈研究生 ： 刘西国

导 腑 王健 教授

中文痛要

硏究背景

中 国是世界上老龄人 口规模最大的 国家 ， 也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 国家

之
一

。 据预测 ， 到 ２０５０ 年 ， 中 国 ６０ 岁 Ｗ上的老年人 占总人 口 的 比重将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 ０％增加到 ３ １％ 。 随着人 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 ， 老年健康 日益成为全

化会关注的焦点 。 老年健康不仅是评估老年生活质量的主要依据 ， 也是反映中 国

社会经济 、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及社会养老保障的指标 ， 更是医疗卫生保健资源分

配的重要指标 。 在医巧改革成为狂会热点的背景下讨论家庭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健

康的影响 ， 有利于建立更符合中 国 国情的居民健康促进制度 ， 而寻求医疗服务之

外的健康促进途径对中 国尤其重要 。

近年来 ， 中 国政府实施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 城市居民

医疗保险制度及低收入居民医巧救助等
一

系列社会保障制度 ， 特别是在健康服务

领域 ， 老龄人 曰应当是最重要的受益群体么
一

。 但是 ， 中 国
＂

未富先老
＂

的现实 ，

使得家庭在养老体系 中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那么 ， 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在满足老

年人生活所需么后 ， 能否改善老年人健康 、 又有哪整因素会影响老年人获得经巧

支持 ， 值得进行深入的研巧 。

研究目的

老龄化现象 日益严重而社会养老相对滞后的情况下 ， 家庭养老仍然是中 国
一

段时期 内 的重要养老模式 ， 而家庭养老中代际经济支持对老年健康有重要影响 。

那么 中 国家庭 目 前的代际经济支持状况如何 ？ 代际经济支持对老年健康有

什么样的影响 ？ 如果代际经济支持能显著影响老年健康 ， 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影响

了代际经济支持 ？ 本研究具体 目 的如下 ； １ ．通娃描述统计 ， 描述中 国家庭代际经

济支持与老年健康的现状及相关关系 ； ２ ．通过实证研究 ， 检验经济支持与老年健

康间的双向因果关系 ；
３ ．通过研究健康等因素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 ， 探讨如何

巧展经济支持的来源 ， 并探讨在家庭经济支持有限的情况下 ， 政府转移支付 及

１





山化天芋巧工字位化又


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在提高老年健康方面是否具有替代作用 ， 为实现积极老龄化巧

健康老龄化提供
一

定的理论支持 。

硏究方法

本研巧利用的是由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提供的 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数据 （ Ｃｈｉｎａ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ｕｒｖ巧 ， ＣＨＡＲＬＳ） ， 该项 目 组于

２００８ 年在中 国 的浙江和甘肃两省进行 了试调查 ， ２０口 年进行了追踪调查 。 针对

居住在甘肃和浙江两省的 ４５ 岁及 ４５ 岁 ！＾上的人群 ， ＣＨＡＲＬＳ 分四个阶段进行

抽样 。 ２００８ 年共抽取 ３２ 个甚 ／区的 ％ 个社怪 ／村庄 ， １ ５７０ 户家庭中 的 ２６８５ 人 。

２０口 年追踪调查人数 ２３ ７８ 人 ， 其中 １ ９５２ 年及 Ｗ后 出生 （ ２０ １ ２ 年年龄 ６０ 岁 Ｗ上 ）

的能追踪到的 口８ ７ 人 。

本研究首先对代际经济支持的现状进行 了描述 ， 并用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

法 （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ｓｃａｔｔｅｉｐｌｏｔ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Ｌｏｗｅｓｓ ） 描绘了老年入健康状况等因

素与经济支持的关系 ， 然后从Ｗ下Ｈ个方面对经济支持进行了实证分析 ： Ｌ 通过

健康影响因素从及经济支持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选定回 归分析的 自变量与控制

变量 ， 并采用逐步回归法确定最终的 回 归模型 ；
２ ． 为 了控制经济支持健康效应的

滞后性 ， ｉＵ及经巧支持的 内生性和健康影响因素的层次性 ， 应用两期数据多层次

模型进行回 归分析 ； ３ ． 构建赫克曼多层次模型 ， 探索影响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

因素 。 本研究主要利用 ｓ ｔａｔａ ｌ ２ ． 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主要研触果

１ ． 经济支持具有辖巧效应

通过逐步 回 归代际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 ， 发现模型总体拟合度

较好瓦稳健 。 对 ＡＤＬ 、 慢性病 、 抑郁症 、 坐活满意度及 自评健康依次进行 ＨＬＭ 回

归 ， 其对应的群间关联度系数 （ ＩＣＣ ） 依次为 ０ ． ３０８ ３ 、 ０ ． １ ３４２ 、 ０ ． ２３ ７２ 、 ０ ． １ ７８ ０

和 ０ ． １ ５６６ ， 而县显著不等于 ０ ， 说明化底因素至少解棒 了老年健康 １ ３ ．４２％Ｗ上

的差异 ， 有必要采巧 ＨＬＭ 模型 。

ＡＤＬ 关于获得经济支持的 回 归系数是－

０ ． １ ４８ ， 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 ＡＤＬ 的改

善 ， 但不具有统计盈著性 ；
ＡＤＬ 关于提供经济支持的回归系数为

－

０ ． ２ １ ２ ， 在 ０ ． 巧

水平显著 。 慢性病关于获得经济支持的 回 归系数是－

０ ． ０９９ ， 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

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 ， 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 慢性病关于提供经济支持的 回归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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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

０ ． １ ３４ ， 在 ０ ． ０ ５ 水平显著 ； 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降低抑郁症的发病率 ， 并

在 １ ０％水平具有统讨显著性 ； 抑郁症关于提供经济支持的 回 归系数为
－

０ ． １ ２２ ， 在

１ ５％水平显著 ； 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提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 并在 ０ ． １ 平具有统

计显著性 ； 生活满意度关于关于提供经济支持的 回 归系数为
－

０ ． ０２２ ， 不具有统计

湿著性 ； 自评健康关于获得经济支持的回 归系数是
－

〇 ． 〇口 ， 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

提升老年人 自评健康 ， 不具有统计虽著性 ； 自评健康关于关于提供经济支持的 回

归系数为
－

０ ．２巧 ， 在 ０ ． 巧 水平显著 。

么 经济支持巧巧效应具有異质巧

（ １ ） 经济支持对 中 国不 同地孩 ， 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存在 明显差异 的地区 ，

健康效应不同 。 获得经济支持能提高甘肃省老年人的 ＡＤＬ 水平 、 降低慢性病 Ｕｉ
？及

抑郁症的发病率 ， 但是对浙化省老年人却有相反的结论 。 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容

易提高浙江省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 ， 但却能显著降低甘肃省老年人慢性病发病

率 。

（ ２ ） 获得经济支持对降低低收入家庭老年人的慢性病及抑郁症发病率效果

更明显 。 提供经济支持更有利于低收入家庭老年人 ＡＤＬ 及抑郁症的改善 ， 更有利

于高收入家庭老年人慑化病的改善 。 获得政府转移支付对于降低低收入家庭老年

人 ＡＤＬ 及抑郁症的发病率效果较窩收入家庭老年人效果更为明显 。

（ ３ ） 获得经济支持能更大程度的降低女性老年人的 ＡＤＬ 和抑郁症的发病率 ，

无论是经巧性还是显著性都髙于男性 ， 但获得经济支持更能提富男性老年人的生

活满意度 。 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更有利于改善女性老年人的健康狀况 。

（ ４ ） 获得经济支持对降低农村老年人的 ＡＤＬ 、 抑郁症发病率 及提高生活

满意度 ， 无论是从经巧性还是从显著性方面看 ， 都明显优于城市老年人 。 获得政

府转移支付对降低农村老年人 ＡＤＬ 及慢性病的发病率效果更为明显 。

（ ５ ） 获得经济支持对于降低 ６０
－

６９ 岁 年龄老年人的 ＡＤＬ 、 慢性病发病率 ，

Ｗ及提高生活满意度方面优于 ７０ 岁 上老年人 。 但在降低抑郁症患病率方面 ，

获得经济支持对 ７ ０ 岁 Ｗ上老年人效果更理想 。

（ ６ ） 获得经济支持对降低非在婚老年人 ＡＤＬ 、 抑郁症的发病率效果较明湿 ，

但对慢巧病的健康效应却不明显 。 获得经济支持能更大程度地提高在婚老年人的

生活满意度 。 提供经济支持更有利于降低在婚老年人的 ＡＤＬ 、 慢性病 、 抑郁症的

发病率 ， ｙＡ及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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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影响老年人获巧代巧经济支持的因索具有多样性

（ １ ） 影响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概率的因素 。 老年人在健康状况差 、 收入离 、

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 照看孙子女 、 老年人生活水平低 、 健在子女数多 、 子女

居住地离老年人近 、 与子女联系次数多 、 在婚 、 社区经济状况好等情况下 ， 获得

经济支持的概率较低 。 第
一

份工作的性质差 、 非同住子女数多 、 与子女见面次数

多 、 子女收入高 、 基期获得经济支持多等情况下 ， 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较高 。

（ ２ ） 影响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规模的 因素 。 ＡＤＬ 严重 、 自评健康差 、 收入

高 、 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多 、 生活水平高 、 照看孙子女 、 健在子女数多 、 与子女

见面次数多 的老年人 ， 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较其他情况小 。慢性病及抑郁症严重 、

基期获得经济支持多 、 第
一

份工作性质差 、 非同住子女数及健在兄弟姐妹数多 、

与子女摸系次数多 、 离子女远 、 子女收入富 、 非在婚 、 农村 、 男性 、 教育程度高

的老年人 ， 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较其他情况大 。

４ ． 经济支持巧响因素在不同个体间存在差异

（ １ ） 浙江省老年人慢性病和抑郁症越严重 、 健在子女数越多 、 老年人收入越

高 ， 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自评健康越差 、 非同住子女越多 、 与子女见面次数越多 、

照看孙子女 ， 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在婚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高于非在婚老

年人 。 同样上述情况下 ， 甘肃省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情况则相反 。

（ ２ ） 城市老年人 ＡＤＬ 越差 ， 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但不具有显著性 ， 而农村老

年人 ＡＤＬ 越差 ， 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而且在 ０ ．０５ 水平显著 ； 自评健康对农村老

年人获取经济支持影响 的程度与显著性都高于城市老年人 ； 养老保险对城市老年

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挤 出效应 ， 无论是影响程度还是显著性都远远高于农村老年

人 ； 城市老年人子女与其联系次数越多 ， 得到的经济支持越少 ， 但农村老年人子

女与其联系次数越多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且在 化０５ 水平显著 ； 城市男性老年人

获得经济支持规模髙于女性老年人 ， 并在 ０ ．０５ 水平显著 ；

（ ３ ） 健康状况对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 ， 无论是从影响程度还是

从显著性方面 ， 都明显高于独居老年人 ； 在婚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规模远

远低于在婚独居老年人 ； 与子女见面次数对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更

大和更为显著 ； 城市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远远多于独居老年人 ， 女性非独

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高于女性独居老年人 ； 年龄越大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

越多 ， 而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社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 非独居老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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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并在 ０ ． ０５ 水平显著 。

给论及建议

根据上述硏究结果 ， 可 得出如下研巧结论 ：

１ ． 双向经济支持有巧于老年人身瓜巧巧

在考虑经济支持与健康么间存在的 内生性 、 时滞性 间题的基础上 ， 本研巧发

现 ， 获得代际经济支持会对老人健康产生有利影响 。 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能够提

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 但对不同群体的老年人而言 ， 送种影响并不具备
一

致性 ，

因此 ，

＂

哨老
＂

是否降低 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 不能
一

概而论 ， 不 同群体的感

受存在差异 。

２ ． 社怪因素是经济支持产生巧巧巧应的重要中介变量

通过 ＨＬＭ空模型计算的 Ｉ ＣＣ值可Ｗ看出 ， 社区因素能解择老年人優性病 、 ＡＤＬ 、

抑郁症 、 生活满意度及 自 评健康的差异的 １ ０％
１＾

＞１上 ， 并具有统计湿著性 ， 说明社

区 因素是影响老年健康的重要因素 。 经济支持对健康的影响 ， 往往是通过社区医

疗服务可及性 、 老年人社区社会资本丰富巧 、 化区文化对老年生活压力 的缓冲等

途径实现的 。

义 经巧支持健康效应及影响因荣存在地区 、 城乡 、 性别等差择

通过分样本回归分析发现 ， 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存在性别 、 城乡 、 年龄 、 婚

姻状况 、 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 农村老年人 、 女性老年人 、 非在婚老年人和低

收入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健康边际效应更大 。 经常看望老人 ， 会减少经巧支持

的规模 ， 说 明 日 常照輯对于经济支持具有
＂

替代效应
＂

， 但写信 、 巧 电话送种情

感的交流 ， 并不能减少经济支持的规模 。 经济支持动机存在地区差异 ， 总体来看 ，

中 国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具有利他动化特征 ， 其中 ， 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动机更明

显 ， 而经济落后地区更可能是利他动机 。 所 Ｗ政府增加经济落后地区老年人的经

巧收入或来源 ， 可能会减轻该地区年轻人的养老压为 。

４ ． 政府转獲支巧 、 医疗保捡 、 养老保险对经济支持有
＂

挤出效应
＂

本研巧 回归结果显示 ， 政府转移支付对老年人健康具有重要且显著的影响 ，

政府转移支付 、 屋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具有
＂

挤 出效应
＂

，

也就是増加这些社会保障后 ，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规模会降低 ， 降低了老年人对

子女经济支持的依赖 ， 进而降低 了子女的养老压力 。

基于上述硏究结论 ， 提出如下巧策建议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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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深効认巧家庭经济支持对于值巧老龄化的重要性

崇尚孝文化的 中 国 ， 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不但有利于老年人的生理健

康 ， 更能极大地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 政府应针对有老年人的家庭设计相应

的优惠政策 ， 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提供政策支持 ， 如针对需要赡养老人的年轻人

制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政策 ； 通过将外 出务工人员纳入失业保险等措施 ， 建立外

出务工的稳定机制 ， 提高外 出务工人员 收入的稳定性 。

２ ． 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巧横议及巧亩社会保持覆蓋面

在子女经济赡养老年人有困难的情况下 ， 政府应增加 困难家庭的经济帮助 。

但由于经济支持健康效应存在地区 、 城乡等差异 ， 应将有限的转移支付分配给健

康效应更显著的老年人 ， 避免平均主义 。 类似甘肃送样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 ， 子

女提供经济支持是 出于利他动化 ， 如果老年人能获得政府帮助 ， 可Ｗ减轻子女养

老负担 。 应逐步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 ， 提高保障水平 ， 因为提高医疗保险 、 养

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的保障水平和覆盖面 ， 通过
＂

挤出
＂

部分家庭经济支持 ， 减轻

家庭养老的困难 。

３ ． 充分发挥社区在僅度老龄化中的作用

重视老年人健康和卫生保健需求 ， 建立健全老年人健康支持体系 ， 改善社区

医疗服务水平 ， 提高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率 ； 增加老年活动中也等 ， 让老年

人享受更多 的社会资本 ， 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 ； 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功能 ， 形成积

极老龄化的文化氛围 ， 缓解老年人的也、理压力 。

４ ． 僖巧老龄化的相关政策应因地制宜

本研巧发现 ， 无论是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还是其影响因素 ， 都存在地区 、 城

乡等方面的差异 。 比如 ， 对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年控人来说 ， 如果父母尚有生活

自理能力 ， 并不
一

定要用法律强制手段要求其
＂

常回家看看
＂

、 禁止子女
＂

哨老
＂

等等 ， 需要考虑地区 、 城乡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 ， 避免
＂
一

刀切
＂

。

关省词 经济支持 ； 老年健康 ； 影响因素 ； 因果关系 ； 内生性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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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
２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ｕｌｄｍｏｒｅ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ｒａｃｅ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 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ｆｒｏｍ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ｆａｍ ｉｌ ｉ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ｅｃｏ打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ｗａｓｍｏｒ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ｕｓ化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ＤＬａｎｄ化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ｏｆ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ｆａｍＵｉｅｓ
，
孤ｄｉｓｍｏｒｅｈｅｌｐｆｕｌｆｏｒ化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ｆ ｔｈｅ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ｏｆ ｈｉｇｈ

－

ｉｎｃｏｍｅｆａｍ ｉ ｌ ｉ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ｉｓ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１ ：０ｒｅｄｕｃｅ化ｅｉ凸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Ｌ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化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ｆｒｏｍ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ｆａｍ ｉｌｉｅｓｔｈａｎｆｒｏｍ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ｃｏｍｅｆａｍ ｉ 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 ．

（
３

）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ｕｌｄ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ｉ打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ＡＤＬ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ｄｄｅｒｌｙｆｅｍａｌｅ化ａｇｒｅａｔｅｒ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ｄｉｓｍｏ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ｂｏ化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ｍａｌｅ ．Ｂｕｔ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ｕｌｄｍｏ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化托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化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ｍａ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化

化ｅｉｒ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ｗａｓｍｏｒ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ｕｓ化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ｏｆ ｏｌｄｅｒｆｅｍａｌｅ ．

（
４

）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ｕｌｄ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ｅｒ化ｅｉｎｄ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Ｌ

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ｌ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ｅｌｄｅｒｌ乂
ｂｏｔｈｉｎｔｅｒｍ 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ｒ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ａｙｓ ．Ｇｏｖｅｍ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ｉｓ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 ｌｙ
化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Ｌ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ｆ

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ｅｌｄｅｒｌｙ．

（
５
）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ｕｌｄ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Ｌ

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ｌ 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 ６０－６９ －

ｙｅａｒ
－ｏ ｌｄａｇｅｔｈｍｉｔｈａｔ

ｏｆ ｏｖｅｒ７０ －

ｙｅａｒ
－ｏ ｌｄ ．Ｂｕｔ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ｕｌｄｍｏｒｅｌｏｗｅｒ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ｏｖｅｒ７０ －

ｙｅａｒ
－ｏ ｌｄ ．

（
６

）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ｕｌｄ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ＡＤＬ

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ｈａｔｎｏｔｉ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ｅｆｆｅｃｔｔｏ

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化 ｓｅａｓｅｓ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ｕｌｄｍｏ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Ｋ反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 ｃｍ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
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ｏｕｌ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Ｌ
，
ｃｈｒｏｎｉｃ出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ａｎｄｃｏｕ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ｌｉｆｅｓａｔｉ ｓｆａｃｔｉｏ打ｏｆ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３ ．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ｉｎ化ｒ

ｇ
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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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ｌ ｅｒ ｌ

ｙ

（
１
）
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化ａｔｍｆｌｕｅｎｃｍｇ

化 ｅｐｒｏｂａｂ ｉ ｌｋｙｏｆｇｅ ｔ 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ｒ
ｔ妃ｒ化ｅ

ｅ ｌｄｅｒ ｌｙ．Ｔｈｅｅ ｌ ｄｅｒｌｙ化 ａｔｗｈｏｗａｓｐｏｏｒｈｅａｋｈ
，
ｈａｄｈ ｉｇ

ｈｅｒ ｉｎｃｏｍ ｅ
，
ｈａｄｍ ｅｄ ｉ ｃａｌ

ｉ打ｓｕｒａ打ｃｅａｎｄｅｎｄｏｗｍ ｅ打 ｔｉ打 ｓｕｒａｎｃｅ
，

ｌｏｏｋ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 ｅ
ｇｒａｎｄｃｈ ｉ ｌｄｒｅ打

，
ｌ ｉｖ ｉ打呂

ｌｅｖｅｌｗａｓ

ｌｏｗ
，

ｈａｄｍｏｒｅｌ ｉｖ ｉｎｇ
ｃＷＷｒｅ打

，

ｈａｄｍｏｒｅｃｈＵｄｒｅｎｔｏｌ ｉｖｅｎｅａｒ
，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 ｌ ｙ
ａｎｄ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

ｔｏＣＯ打ｔａｃｔｍｏｒｅ ， ｉｎｍ ａｒｒ ｉ ａｇｅ ，ｂｅｔ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ｅｃｏ打 ｏｍｙａ打ｄｓｏｏｎ
ｗｏｕ ｌｄｈａｄ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ｒｏｂ 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ｔｏｒｅｃ ｅ ｉ ｖ ｅｅｃｏ打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ｒ

ｔ ．Ｔｈ ｅｅ ｌｄｅ ｒ ｌ

ｙ
池 ａｔｗｈｏ ｓｅｆｉｒｓ ｔ

ｊ
ｏｂｎａｔｕｒｅ

ｗａｓｗｏｒｓｅ ．
ｈａｄｍｏｒｅ打ｏｎ－

ｃｏｈａｂ ｉ ｔ ｉｎｇｃｈ ｉ ｌ ｄｒｅｎ ，

ｈ ａｄｍｏｒｅｃｈａｎｃｅｔｏｍｅｅｔ ｔｈ ｅ ｉ ｒ

ｃｈＵｄｒｅｎ
，
ｗｈｏ ｓｅｃｈＵｄｒｅ打ｒｅｖｅ打ｕ ｅｗ ａｓｈ ｉ

ｇｈ
ｅｒ

，
ｒｅｃｅ ｉｖｅｄｍｏｒ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

ｒｔ ｉｎｂ过ｓｅ

ｐｅｒｉ ｏｄ
，
ｗｏｕ ｌｄｈ ａｄｔｈｅｈ ｉ ｇｈｅ ｒ

ｐ ｒｏｂ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ｔｏｒｅｃｅｉ ｖ ｉ打ｇ

ｅ 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
ｒｔ ．

（
２

）
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１ ：ｈａｔｉ打巧ｕｅ打ｄｎｇｔｈｅｓｃａ ｌ ｅｏ ｆ

ｇｅ
ｔｍｇ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 ｒｔｈｅｅｌ ｄｅｒｌｙ

．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 ｌ ｙｔｈａｔＡＤＬｓｅｒｉｏｕ ｓ
，
ｈ ｉ ｇｈｉ打ｃｏｍ ｅ

， ｐｏｏｒｓｄ ｆ
－

ｒａｔｅｄｈｅａｌ ｔｈ
，
ｈ ａｖ ｉｎｇｍ ｅｄ ｉｃａ ｌ

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ｅｎ ｓ ｉｏ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ｏｒｅｈ ｉｇｈｌ ｉｖ 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ｊｏｏｋ ｉｎｇａｆｔｅｒ

ｇｒａｎｄ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
，ｍｏｒｅｌ ｉｖ ｉｎｇｃＷ ｌｄｒｅ打ａｎｄｍｏ ｒｅｃｈａｎｃｅｔｏｍｅｅ ｔ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

，

ｗｏｕ ｌｄｏｂｔａ ｉｎ

ｓｍａｌ ｌ ｅｒｓｃａｌ 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ａｎｏ ｔｈｅｒｃａ ｓｅｓ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 ｌｙ
ｔｈａｔｃｈｒｏｎ ｉ ｃｄ ｉ ｓｅａｓｅ ｓ

ａ打ｄｄｅｐｒｅｓ ｓ ｉｏ打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ｓｅｒｉｏｕ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ｍｏｒｅｅｃｏ打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ｉ打ｂ ａｓ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ｗ

行ｒｓｔ
ｊ
ｏｂｎ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ｗｏｒｓｅ

，
ｈａｄｍｏｒｅ打ｏｎ乂ｏｈａｂ ｉ ｔ ｉｎｇ

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ｂ ｒｏｔｉｉｅｒｓａｎｄｓ ｉ ｓｔｅｒｓ
，

ｈａｄｍ ｏｒｅｃｈａｎｃｅｔｏＣＯ打 ｔ ：ａｃｔｃｈＵｄｒｅ打
，
化 ｅｆａｒｔｈｅｒａｗａ

ｙ
ｆｒｏｍ化ｅｃＷ ｌｄｒｅ打

，

ｔｈｅｈ 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ｃＷ ｌｄｒｅ打
’

ｓ ｉｎｃｏｍ ｅ
，
ｎｏ ｔｉ打ｍ ａｒｒｉａ

ｇ
ｅ

，

ｔ
：ｈｅｒｕｒａｌｅ ｌｄ知 ｌｙ，

化ｅｅ ｌｄｅｒｌ
ｙ
ｆｅｍａ ｌ ｅ

，

ｔｈｅｈ ｉｇ
ｈｅｒ

ｄｅｇｒ
ｅｅｏ ｆ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打

，

＇

ｗｏｕ ｌｄｏｂ ｔａｉ打ｌａｒ
ｇ
ｅｒｓｃａｌ ｅｏｆ ｅｃｏｍ 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

ｒｔ ．

４ ．Ｔｈｅｄ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ｏｆ ｆａｃ ｔｏｒ ｓｏｆ ｉｎ ｆｌｕｄ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
１
）ＩｎＺｈｅ

ｊ
ｉａｎｇｐｒｏ

ｖ ｉｎｃｅ
，

化ｅｍ ｏｒｅｓｅｖｅｒｅｃｈｒｏｎ ｉ ｃｄ ｉ 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ｄｅｐ
ｒｅｓｓ ｉ ｏ打

，

ｔｈ ｅｍｏｒｅ

ａ ｌ ｉｖｅｃｈｉ ］ｄｒｅｎ
，

ｔ ：ｈｅｈ ｉ

ｇ
ｈｅｒｉｎｃｏｍ ｅ

，
ｔｈｅｍｏｒｅｔｈｅｅｌｄｅｒ ｌ

ｙｏｂ ｔａｉｎｅｄ化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ｓｕｐｐｏｒ
ｔ ．Ｔｈｅｗｏｒｓｅｓｅｌｆ－ ｒａｔｅｄｈｅａｌ ｔｈ

，

ｔｈｅｍ ｏｒｅ打ｏ打 －

ｃｏｈａｂ ｉｔｉｎｇ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
，

化ｅｍｏｒｅ

ｃｈａｎｃｅｔｏｍ ｅｅｔｃｈ ｉ ｌ ｄｒｅｎ
，ｌｏ ｏｋ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ｇｒａｎｄ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

，

ｔｈｅｌｅ ｓ ｓｔｈｅｅｌｄｅｒ ｌ ｙ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 ｅ

ｅｃｏ打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ｓｃａ ｌ ｅｏｆ出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 ｒｓｅｎ ｉｏｒｓｉ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ｗａｓ

ｌ ａｒｇｅｒｔｈ ａｎｔｈａｔｎｏ ｔｉ打ｍ ａｒｒｉａ
ｇｅ

．Ｕ打ｄｅｒ ｔｈｅｓａｍ ｅｃａｓｅ
，

ｔｈｅｓ ｉ ｔｕａｔ ｉｏ打ｏｆ
ｇｅｔ ｔ ｉ打ｇ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
ｖ ｌ打ｃｅｗａｓｏｐｐｏ ｓ ｉｔｅ ．

（
２

）
Ｆｏｒｔｈｅｕｒｂａ打ｅ ｌｄｅｒ ｌｙ，

化 ｅｗｏｒｓｅＡＤＬ
，
化ｅｍｏｒｅｅ ｃｏ打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ｂｕｔｎｏ ｔｈａｖ ｉｎｇ

ｓ 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打ｔ
，

ｗｈ ｉ ｌ ｅｆｂｒ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ｅｌｄｅｒ ｌｙ’

ｔｈｅｗｏ ｉ

＇

ｓｅＡＤＬ
，

ｔｈｅｌｅ ｓｓｅｃｏ打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 ｉｇ打 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０ ， ０ ５ ｌ ｅｖｅ 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ｄｆ

－

ｒａｔｅｄｈｅａ ｌ比 １ ：０ｏｂｔａｉ打 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ｅ ｌｄｅｒ ｌｙ
ｗａｓｍｏｒｅｏｂｖ ｉｏｕｓａｎｄｍ ｏｒｅｓ ｉｇｎ ｉｆｉ ｃａｎｔｔｈａｎｆｏ ｒｔｈｅｕｒｂａｎ

ｅ ｌｄｅｒ ｌ ｙ．Ｔｈｅｃｒｏｗｄ ｉ打ｇ
ｏｕ 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 ｔｉ打 ｓｕｒａ打ｃｅｆｏｒｕｒｂ ａ打ｅｃｏ打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ｄ ｄｅｄｙ，ｂｏｔｈ ｉ打 妨化打ｔａｎｄｓ ｉ ｇｎ ｉ ｆｌ ｃａ打ｃｅｗａｓｍｕｃｈｈ ｉ
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ｆｏｒ化ｅｒｕｒａｌ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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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ｄｅｒｌｙ．Ｔｈｅｍｏｒｅ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ｏｎｔａｃｔｗｉｔｈ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ｔｈｅｌ ｅｓｓ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化ｅｙ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ｕｔ化ｅｍｏｒｅ化ｅｒｕｒａｌｅｌｄｅｒｌｙｃｏｎｔａｃｔｗｉ化ｔｈｅｉ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化ｅｍｏ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ｙ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ｔｈｅｓｉ
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ｗａｓａｔｔｈｅ０ ．０５ｌｅｖｅｌ

；
Ｉｎｃｉｔｙ ，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ｍａｌ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ｍｏ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化処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ｄ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ｗａｓａｔ化ｅ０ ． ０５ｌｅｖｅｌ ．

（
３
）
Ｈｅａｌｔｈ巧ａｔｕｓｉｍｐａｃｔｅｄｏ打 化ｅｅｃｏ打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化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ｈｏｎｏｔｌｉｖｅｄ

ａｌｏ打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ｇｒｅｅｏｒｓｉ

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 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化ａｎｆｏｒ化ｅｓｏｌ ｉｔａｒｙｅｌｄｅｒｌ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ｂｙｎｏｔｓｏ ｌｉｔａｒｙ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ｗａｓｍｕｃｈｌｏｗｅｒ化抑 也ａｔｏｆｓｏｌ ｉｔａｒ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Ｔｈｅ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化 化ｅｃｈｉ ｌｄｒｅ打ｍｏｒ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化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ｈｏｎｏｔｌｉｖｅｄａｌｏｎｅ

化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 虹ｃｉｔｙ，ｎｏｔｓｏｌｉｔａｒｙｅ
ｌｄｅｒｌｙ巧ｃｅｉｖｅｄｍｕｃｈｍｏ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ａｎｓｏ ｌ ｉｔａｒｙｏ 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ｆｅｍａｌｅｎｏｔｓｏｌ ｉｔａｒｙ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ａｎｓｏｌ ｉｔａｒｙｏ ｌｄｐｅｏｐｌｅ
；Ｆｏｒｓｅｎｉｏｒｓｗｈｏ ｌ ｉｖｅｄ

ａｌｏｎｅ
，
ｔｈｅｏｌｄｅｒｔｈｅｍｏ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ｆｏｒｓｅｎｉｏｒｓｗｈｏｎｏｔｌｉｖｅｄａｌｏｎｅ
，

ｔｈｅｏｌｄｅｒ

ｔｈｅｌｅｓｓ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也ｅｌｅｖｅｌ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ｄｏｐｍｅｎｔ

ｊ

ｔｈｅｌｅ巧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ｓｅｎｉｏｒｓｗｈｏｌ ｉｖｅａｌｏｎｅ
，ａｎｄｔｈｅｓ 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ｗａｓａｔ化ｅ

０ ．０５．ｌｅｖｅｌ ．

Ｃｏｎｄｕ ｓｉｏ田ｓａｎ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ｃａｍｅｔｏ出ｅｆｏＵｏｗｉｎｇｃｏｎｃ ｌｕｓｉｏｎｓ ：

１ ．Ｔｈｅｔｗｏ－ｗａ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ｗａ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ｏｆ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ｏｎｔｈｅｏｌｄｗａｓｎｏｔ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ａｂａｄｔｈｉｎｇ ．

Ｏｎｔｈｅｂａｓ ｉｓｏｆ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ｌａ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ｇｅ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ｅｆｆｅｃ ｔｓｏｎ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 ｔｈｅ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化ｂｅ

ａｂｌ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ｌ 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 ｉｏｉｉ

ｊｂｕｔ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ｏｆ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ｔｈ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姐ｄｎｏｔｈａｖｅｃｏｎｓｉ巧ｅｎｃ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ｏｎ化ｅｏ ｌｄｗａｓｗｅｔｈｅｒ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ｌ 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ｓａｍｅ

，ｔｈｅｆｅｅｌ 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

２ ．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ｈｅａｌｔｈ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ＣＣｏｆＨＬＭｅｍｐ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ｉ ｓ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ｃｏｕｌｄｅｘｐ ｌａｉｎ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１ ０％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ｅａｓｅｓ
，

ＡＤＬ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ｌ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ｆ－ｒａｔｅｄ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ｈａｄ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ｃａｌｓ 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ｃｏｍｉｍｍ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ｈｅａｌｔｈ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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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ｈ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
ｒｔｏｆｔｅｎｉ打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ｔｈｅｈｅａ ｌ ｔ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ｍｍ ｉｍｉ ｔ

ｙ
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 ｉｃ ｅｓ

ａｃｃｅｓ ｓ化化 ｔｙ，
ｔｈ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
ｓｏｃ ｉ ａ ｌｃ ａｐｋａ ｉ

，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 ｌｙｌ ｉ ｆｅ

ｐ ｉ

＇

ｅ ｓｓｕｒｅ

ｂｕｆｆｅｒａｃｈ ｉ ｅｖｅｄｂｙ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

ｃｕ ｌｔｕｒｅ ．

３ ，Ｔｈｅｈｅａ ｌ 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ｕｐｐｏ ｉ

＊

ｔｈａｄ过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
，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ｒｕ ｒａ ｌ
，ａｇｅａｎｄ

ｇ
ｅｎｄｅｒ

，
ｅｔ ｃ ．

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ａｍｐ 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 ｉｏｎ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
，
ｔｈ ｉ ｓｓ ｔｕｄｙ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ｅａ ｌ ｔｈｅｆｆｅｃ ｔ 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ｘ ｉ ｓｔｅｄｄ ｉｆｆｅ ｒｅｎｃｅｓｉ打
ｇｅ打过ｅｒ

，
ｕｒｂａｎａ打ｄｒｕｒａ ｌ

，
ａｇ ｅ

，
ｍａｒｉ ｔａ ｌｓ ｔａｔｕ ｓａ打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ｌ ｅｖｅ ｌ
、
別ｃ ．Ｆｏｒｔｈｅｒｕｒａ ｌｅ ｌ ｄｅｒｌｙ，

ｔｈｅｄｄｅｒ ｌｙｆｅｍａ ｌ ｅ
，
打ｏｔ ｉ打ｍａｒｒ ｉ ａｇｅａ打ｄｔｈｅ ｌｏｗ

－

ｉｎｃｏｍｅ

ｅ ｌ ｄｅｒｌ

ｙ
ｅ ｌｄｅｒ ｌｙ、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
ｐｐｏｒｔｗｏｕ ｌｄ

ｐ ｒｏｄｕｃｅｍｏｒｅｍａｒ
ｇ

ｉｎａ ｌｈｅａ ｌ ｔｈｅｆｆｅｃｔ ．

Ｏｆｔｅ打ｖ ｉ ｓ ｉ ｔ ｉｎｇ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 ｌｙ

ｗｏｕ ｌ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ｓ ｉｚｅｏｆｔｈ 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ｗｈ ｉｃｈｓｈｏｗ ｅｄ

ｔｈａｔｄａＵｙｃａｒｅｈ ａｄｓｕｂｓ ｔ ｉｕｉ ｔ ｉ ｏ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ｂｕｔｅｍｏ ｔ 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打 ｉ ｃａ ｔ ｉ ｃｍｓｕｃｈａ ｓｗ ｒ ｉ ｔ ｉ打ｇｌｅ ｔｔｅｒｓ
，

化 ｌｅ
ｐｈｏ

打ｅｃａ ｌ ｌｄ ｉｄｎｏｔ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ｓ ｉ ｚｅｏ ｆｔｈｅ

ｅｃｏ打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
ｒｔ ．巨ＣＯ打ｏｒｎ ｉｃｓｕｐｐｏ

ｒｔｍｏ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ｅｘ ｉｓ ｔ ；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ａ ｌｄ ｉｆｆｅ ｒｓ打ｃｅｓ ． Ｉｎ
呂ｅ打ｅｒａ ｌ

，

Ｃ ｈ ｉｎｅｓｅｆ

＇

ａｍ ｉ ｌｙｐｒｏｖ ｉｄｅｅｃｏ打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ｈａｓ化ｅｃｈａｒａｃ化ｒｉ巧 ｉｃ ｓｏｆａ ｌ ｔｒｕ ｉ ｓ ｔ ｉ ｃｍｏｔ ｉｖｅ ｓ ．Ｉ打

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ｅｄａｒｅａｓ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ｍｏ 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 ｉｓ筑〇化ｏｂｖ ｉｏｕｓ

，ａ打ｄ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 ａｃｋｗａｒｄ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 ｔｒｕ ｉ ｓｔ ｉｃｍｏｔ ｉｖｅｓｉ ｓ〇１〇化Ｕｋｅ ｌｙ
ｔｏｂｅ ．Ｓｏ化ａ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ａ ｉ ｓｅｄ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打ｃｏｍ ｅｏ ｒｓｏｕｒｃ ｅｏｆ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ｉ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ａｒｅａｓｍ ｉ

ｇｈｔ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

ｅ打ｓ ｉｏ打
ｐ

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
ｙ
ｏｕｎｇｐ

ｅｏ
ｐ

ｌｅ ｉ打ｔｈｅｒｅｇ
ｉｏｎ ．

４ ．Ｔｈｅ
ｇｏ

ｖｅｒ打ｍ ｅ打ｔｔｒａｎ ｓｆｅｒ
ｐａｙ曲 ｅｎ ｔｓ

，ｐｅｎｓ ｉｏ打ｉｎｓｕｒａｎ ｃｅ
，
描ｅｄｉｃａ ｌｉｎｓｕｒａｎ ｃ ｅｈａ过

ｃｒｏｗｄｉｎ
ｇ
ｏｕ ｔ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 ｏｒｔ．

民ｅｇ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ｉ

＊

ｅｓｕ ｌ ｔ ｓｏ ｆｔｈｉ ｓｓｔｕｄ
ｙｓｈｏｗ ｓｔｈａｔ ｔ

：ｈｅｇｏｖｅｍｍｅ打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ｙｍｅｎ ｔｈａ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ｎｄｓ 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ｆｌｕｅ打ｃｅｏｎｔｈｅｈｅａ ｌ ｔｈｏｆ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 ｌ

ｙ
．Ｔｈｅ

ｇ
ｏｖｅｒｎｍｅｎ 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 ｔ
，ｐｅ打ｓ ｉｏ打ｉ打ｓｕｒａ打ｃ ｅ

，
ｍｅｄ ｉｃａ 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ｈａ过ｃ ｒｏｗｄ ｉ打

ｇｏｕｔｅｆｆｅｃｔｆｏ 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ｐｐ
ｏｒｔ ． ｌ ｔｉ ｓｔｏｓａｙ

ｔｈａ ｔ
ｐｒｏｖ ｉ ｄ ｉｎｇ

ｓｕｃｈｓｏｃ ｉ ａｌ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
ｆｏｒｔｈ ｅｅ ｌ ｄｅｒｌ

ｙ
ｗ ａ ｓａｂｌ ｅｔｏｄｅｃ 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ｉｚｅｆｏｒ化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ｄｅｃ ｉ

’

ｅａ ｓｅ ｓ
，
ｒｅｄｕｃｅ化ｅｒｅ ｌ ｉａｎｃｅｏ打ｔｈｅ ｉｒ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

＇

ｓ

ｅｃｏ打ｏｍ ｉ 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ｔｈｕｓ＾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ｅｎｓ ｉｏ打

ｐ ｉ

＊

ｅ ｓｓｕｒｅｏｆ 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 ．

Ｂ ａｓｅｄｏ打 化ｅａｂｏｖ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ｃ ｌｕｓ ｉｏ打
， ｐｕｔ 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化ｅｆｂ ｌ ｉｏｗ ｉ打ｇ
化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 ｉｏｎｓ ：

１ ．Ｄｅｅｐ 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 ｉｚｉ打ｇ

ｔｈ ｅｉｍｐｏ ｉ

＾

ｔａ打ｃｅｏｆｆａｍ ｉ ｌｙ
ｅｃｏ打ｏｍｉ 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ｈｅａ ｌ ｔｈｙ

ａｇ ｉｎｇ

Ｄｕｅｔｏａｄｖｏｃａｔ ｉｎｇ
ｆｉ ｌ ｉａ ｌ

ｐ
ｉｅｔｙ

ｃｕ ｌ ｔｕｒｅｉ打Ｃｈ ｉ打ａ
，
ｏｂｔａ ｉｎ ｉ打ｇ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

ｉ ｓ打ｏｔｏｎ ｌｙ
ｂｅ打ｅｆｉｃ ｉ ａ ｌｔｏ ｌ ：ｈｅ

ｐｈｙｓ ｉｃａ ｌｈｅａｌ ｔｈｏｆ ｅ ｌｄｅ ｒｌｙ，
ｂｕｔａ ｌｓｏｗ ｉ ｌ ｌｂ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ｌ ｉ ｆｅｓａｔ ｉ ｓｆａｃｔ 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ａｒａｅ打ｔｓｈｏｕｌｄｄｅｓ ｉ
ｇ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打ｄ ｉｎ

ｇ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ｌ
ｐｏ

ｌ ｉｃ ｉ ｅ ｓ

ａ ｉｍｅｄａｔ拉ｍｉＵｅ ｓｗ ｉｔｈｅ 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ｏｐ ｌ ｅ
，

ｔｏｒａ ｉ ｓｅｔｈ ｅ ｉｎｃｏｍｅｌｅｖｅ ｌｏｆ ｃｈｉ ｌｄｒｅ打ｏｆ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ｔｏＣＯ打ｓｏ ｌ ｉｄａｔｅａ打ｄｓ ｔｘｅｎｇｔｈｅ打ｔｈｅｂａｓ ｉ ｓｏｆ ｆａｍＵｙｐ
ｅ打ｓ ｉ ｏｎ

，
ｔｏ

ｐｒｏｖ ｉｄｅ
ｐｏ ｌ 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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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ｍｉ ｌｙ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ｕｃｈａｓ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ｅｔａｘ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Ｋｃｉ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ａｔ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ｎｅｅ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ｍｍｅｉｉ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ｆｔｈｅ ｉ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ａｖ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化ｐｒｏｖｉ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ｅｃｏ打ｏｍｙ
ｈｅｌｐ

化 化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ｆａｍｉｌｙ．Ｂｕ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 ｅｘｉｓｔ ｉｎｇ

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ｈｅａｌ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
，

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化 化ｅ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ｗｈｏｈａｓ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ｈｅａｌ化ｅｆｆｅｃｔ

，

ａｖｏｉｄｅｇａｌ 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 ＩｎＧａｎｓｕ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ｒｅ 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ｓｆｏｒ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ｍｏｔｉｖｅｓ
，ｉ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ｎ
ｇｅ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ｈｅｌｐ ，

ｉｔ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ｂｕｒｄｅｎｏｎ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
＇

ｓ
ｐｅｎｓ 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ｍｎ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ｐｅｒ
ｆｅｃｔ

ｔｈｅｏｌ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
，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ｌｅｖｅ ｌ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ｏｃ 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

ｙ
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ｃａｎｓｑｕｅｅｚｅｏｕｔ

ｐａｒｔｏｆ 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ｆａｍｉ ｌｙ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

３ ．Ｇｉｖｉｎｇ
ｆｕＵ

ｐｌａｙ
ｔｏ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ｇ

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ｈｉｎｇ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化ｔｈｅｏ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ｎｅｅｄ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ｅｖｅｌ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ｕｔｉ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 ｉｎｇ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ｅｔｃ ．

，ｌｅｔｏ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ｅｎ

ｊ
ｏｙ
ｍｏｒｅｓｏｃ ｉａｌｃａｐ ｉｔａｌ

，ｅｎｒｉｃｈ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ｉｎ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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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 ｏｌｄ
ｐｅｏｐ

ｌ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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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

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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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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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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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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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ｌｉｆｅｓｅｌｆ

－

ｃａｒｅａｂ 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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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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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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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经巧支持健康效应与影响因素研究

博女研巧生 ： 刘西国

导 师 ： 王健 教授

第一章 前言

联合国人 日署分析 ， 由于二十世纪 中期的
＂

婴儿潮
＂

中 出生的人 口将于 ２０ １ ５

年开始变老 ， Ｗ及 １ ９７０ 年末期开始推行的人 口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 出生率下降 ，

２０ １ ５ 年开始 ， 中 国 的人 口 老龄化 问题 日 趋严重 ： ６０ 岁 ！＾上人 日 比重 ２０ １ ５ 年将达

到 １ ５ ．１％ ，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２３ ．８％ ， ２０５０ 年进
一

步上升到 ３ １ ．１％ ， 是世界上老龄

化最为严重的 国家ｗ ｒａ 。 老龄化会给人类社带来
一

系列的 巧题 ， 如老年人赡养缺

失 、 生巧质量不能得到保障等Ｗ 。 随着人 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 ， 老年健康 日

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 因此 ， 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己经成为许多 国家积极探

索的重要课题么
一Ｗ

。

关注老年健康不仅有利于提高老年生活质量 、 合理分配医疗卫生资源 ， 也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 了
一

个国家医巧卫生事业发展及社会养老保隋状况 。 在如火如茶

进行医巧改革的社会背景下 ， 讨论家庭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 对于

建立居民健康促进制度 、 寻求医疗服务之外的健康促进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 社会

医学探讨社会经济地位 （ ＳＥＳ ） 的健康效应 ， 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增进弱势群体

的健康水平
Ｐ ３

， 而研巧代际支持与老年健康的因果关系 ， 有利于为中 国健康介入

研究Ｗ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 有利于缓解人 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 实

现健康老龄化 、 巧极老龄化 。

１ ． １ 研究背景

１ ． １ ． １ 中国老年人隹康状况值得关注

老龄化社会中人们的生命周期延长 、 身体坑能退化导致老年人的健康风险变

大 ，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化会医学关注的焦点 。 老年人健康风险包巧生理 、 也

理和社会Ｈ个方面 。 其中 ， 生理健康风险包括机体功能衰退 、 活动 自理能力差 、

慢性病高发 、 疾患增多 、 因病致残 、 睡眠障碍等 ； 也理健康风险包括孤独 、 抑郁 、

缺芝也理关怀 、 认知障碍 、 应激和精神需求等 ； 社会健康风险则包括社会参与少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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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差 、 社会保障程度低 、 社会环境不利等Ｗ 。 吕枠等 ２００ １ 年调查发现 ５ ０％

左右的老年人同时患有两种 Ｗ上的慢性病 曾毅 ２００６ 年的研巧表明 ， 全 国老

年人 日 常活动能力 （ＡＤＬ ） 完全正常的为 ６３ ． １ ６％ ， 功能下降的 ２ １ ． ３９％ ， 功能明

显障碍的 １ ５ ．４５％
；
卫生部 ２００８ 年统计发现 ， ６５ 岁 ［＾

＞１上老年人两周 患病率高达

３ ９ ． ８％ ， 城市老年人更是高达 ５ ８ ． １％ 。 ２００９ 年 ， 清华大学
＂

老龄健康友好型社区

建设课题组
＂

对北京 １ ０ １ ８ 名老年人调查结果显示 ， 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为 ５３ ．９％ ，

其中 ７８ ． １ ９％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两种 上的慢性病 ， 是全人 口 患病率的 ３ ．２ 倍 ， 伤

残率是全人 曰伤残率的 ３ ． ６ 倍 ， 平均住院时间为非老年人的 １ ．５ 倍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 日 ０ 时进行的全国第二次残疾人 口 调查表明 ， ６０ 岁及 １＾
＞
１上的残疾人约 ４４ １ ６ 万

人 ， 占全部被调查残疾人总数的 ５ １％ 。 相 比 １ ９８７ 年全国第
一

次残疾人抽样调查

结果 ， 新增残疾人 口总数的 八 ． ５％为 ６０ 岁 ＾ ？上老年人 ， 増加 了２３ ６５ 万人 。 该调

查还显示 ， 久病卧床者的 比例随年龄增加而大幅度增加 ： ８ ０ 岁 Ｗ上年龄组与 ６０ －６４

岁年龄组相 比 ， ８ ０ 岁 Ｗ上男性久病卧床的 比例 由 ３ ． ６％上上升到 ３ ５ ．０％ ， ８０ 岁 Ｗ

上女性久病卦床的 比例 由 ５ ． ８％上升至 ５０ ． ８％ 。

中 国老龄科学研巧中屯、 ２０ １ ０ 年 １ ２ 月 １ 日 ０ 时进行 了最新
一

轮
＂

中 国城乡老

年人 口状况追踪调查
＂

， 调查采用 ＰＰＳ 抽样法 ， 在 ２０ 个省 （ 自 治区 、 直辖市 ）

抽取 １ ６０ 个市县 （ 区 ） 中 １ ９９８ ６ 人 ， 并结合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 （ ２０ １ ０ 年 １ １ 月

１ 日 ０ 时 ） 结果进行 了加权处理 ， 推断 了２０ １ ０ 年 １ ２ 月 １ 日 ０ 时中 国大陆地区 ６０

周 岁及 上老年人总体状况 。 结果显示 ， 城市老年人中 ， ４ ． ０％ 自 评健康状况
＂

很

差
＂

， １ ５ ． １％ 自 评健康状况
＂

较差
＂

的 占 ， 巧 ．０％ 为
＂
一

般
＂

： 农村老年人 自评

健康状况则更差 。 ６ ． ８％老年人生活完全失能 （城镇 ５ ． ６％ ， 农村 ７ ． ８％ ） ， １ ５ ．９％部

分失能 （城镇 １ ２ ．４％ ， 农村 １ ８ ．６％ ） 。 １ ３ ．７％的老年人感觉需要他人照料 日 常生活

（城镇 １ ２ ． ８％ ， 农村 １ ４ ．４％ ） ， 而且这
一

比例存在年龄差异 ： ８０ 岁 Ｗ下 （不含 ）

老年人 １ ０ ．２％需要他人照料 （城镇 ９ ．２％ ， 农村 １ １ ． ０％ ） ， ８０ 岁 １＾上 的老年人无论

城镇还是农村 ， 都有 ３ ９ ．９％需要他人照料Ｗ 。

认知功能方面 ， 李志武等 （ ２００７ ） 发现中 国 ３ ８ ． ９％的 ６５ 岁 上老年人认知

不健全Ｗ 。 周运生等 （ ２００３ ） 发现中 国大部分老年人情绪方面存在 问题ＵＷ
， 钟华

苏等 （ １ ９９８ ） 发现 ， ５７％的老年人感觉生活无趣 ， ５０％的老年人感觉孤独 ， ４５％

的老年人感觉抑郁 ， ４０％的老年人有衰老感 ， ５ ５％的老年人感觉性格有所改变 ｔＷ
。

中 国老龄科研中也 ２０ １ ０ 的调查显示 ， 否认 自 己 已经
＂

老了
＂

的老人 占 ２４ ． ３％（城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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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３ １％ ， 农村 １ ９％ ） ； 城镇 １ ６ ．５％巧农村 ２８ ．６％的老年人常年有孤独感 ； 幸福感

方面 ， 感觉
＂

较幸福
＂

的 ， 城镇 占 ５ ８ ． ９％ ， 农村 占 ３ ５ ．４％ ； 感觉
＂

差不多
＂

的 ，

城镇 占 ３ ７ ．５％ ， 农村 占 巧 ．７％ ； 感觉
＂

较不幸福
＂

的 ， 城镇 占 ３ ． ７％ ， 农村 占 ８ ． ９％ 。

生活满意度方面 ， 感觉
＂

满意
＂

的 ， 城市 占 ６ １ ． ３％ ， 农村 占 ４６ ．４％ ， 其中
＂

非常

满意
＂

的 ， 城市 占 ９ ． ８％ ， 农村 占 ６ ， ７％ ； 感觉
＂
一

般
＂

的 ， 城市 占 ２９ ．６％ ， 农村

占 ４０ ．３％ ） ； 感觉
＂

不满意
＂

的 ， 城市 占 ９ ． １％ ， 农村 占 １ ３ ．３％ ， 其中
＂

很不满意
＂

的 ， 城市 占 ４ ． １％ ， 农村 占 ４ ． ５％ 。 周清等学者 （ ２００５ ） 认为 ，

＂

空巢化
＂

的居住

模式己经对老年人的也理健康产生了影响Ｕ ２
３

， 而根据中 国老龄科研中也进行的追

踪调查发现 ， ２０ １ ０ 年 ， 城乡合计
＂

空巢
＂

老年人 占 ４９ ． ３％（城镇 ５４ ．０％ ， 农村

４５ ．６％ ） 。 当被问及是否与子女 同住时 ，

＂

愿意与子女住在
一

起
＂

的城镇 占 ３ ８ ． ８％ ，

农村 ５ ３ ．６％
；

＂

无所谓
＂

的城镇 占 ２４ ． ７％ ， 农村 ２ １ ．５％ ；

＂

不愿意
＂

的城镇 占 ％ ， ５％ ，

农村 ２４ ．９％ ； 城镇 １ １ ．３％ 、 农村 １ ２ ． ５％的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化构 。 城镇 ７ ５ ．７％

的老年人拥有 自 己产化住房 ， 农村则为 ７ １ ．２％ 。

１ ． １ ． ２ 中国老年人社会保库巧况难ｋ义满足幸福老龄化的巧巧

人 口老鈴化给社会带来的第
一

方面的压力就是化会保睹 。 当前 ， 中 国老年人

的社会保障仍然属于较低层次 。 ２００６ 年 ， 城市老年人中 ， ７８ ．０％享受退休金 ， 年

平均收入为 １ １ ９６３ 元 ； 农村老年人中仅仅 ４ ． ８％享受退休金 ， ０ ．４％享受集体养老

补贴 ， 年平巧收入仅为 ２ ７２２ 元 ； 仅有 １ ０％的老年人通过最低生活保障 、 困难补

助 、 五保供养等方式获得基本生活保障 ｆＷ
。 李晨 ２００７ 年研究发现 ， ４５ ．３％的农

村老年人认为 自 己的生活没有经济保障 ｆＷ
。 ２０ １ ０ 年城乡老年人 口状况追踪调查

显示 ， 较 ２００６ 年 ， 上述各项指标略有上升 ： 城镇退休金 、 养老金覆盖率为 ８４ ．７％ ，

农村为 ３４ ．６％
； 城镇老年人年均收入 １ ７ ８ ９２ 元 ， 支出 １ ５ ８ １ ９ 元 ； 农村老年人年均

收入 ４７％ 元 ， 支出 ４７巧 元 。 享受各类医疗保障方面 ， 城镇 ９５ ．３％的老人享受各

类度巧保障 ， 农村 ％．３％ ， 其中符合新农合参保条件的老年人参保率为 ９９ ．９％ 。

２０ １ ０ 年 ， 医疗费用支 出 ６消费支出 的化例 ， 城市老年人为 ９ ．９％（ ２００６ 年为

８ ． ８％ ） ， 农村老年人为 ７ ．９％（ ２００６ 年为 １ ０ ．７％ ） ， 而农村老年人泣
一

比例的下降 ，

应该与新农合的推广有关 。 而根据全国城乡贫窗老年人 口状况调查组 ２００２ 年公

布的结果 ， 城镇贫困老年人 口有 １ ５０ 万 ， 农村有 ８６０ 万 ， 城镇与农村的贫困发生

率分别为 ２ ． ５％和 ８ ． ５％ 。 ２００８ 年 ， 刘国恩通过对国务院
＂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调查
＂

数据的研巧发现 ， ６５ 岁 Ｗ上老年人的次均 口诊费为 １ ８ １ １ 元 ，

一

般人群的次均口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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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费为 ９５８ 元
ｆ
ｉＳ

。 但中 国老年人的医疗保障程度不高 ， 且城乡差异 巨大 。 ２００９

年 ， 清华大学老龄健康友好型社区建设课题细对北京的调查显示 ， 医疗保险能基

本满足医药开支的老年人只有 ３４ ．７％ ， 而 ４２ ．４％的老年人认为 自 己医疗费用支出

有困难 。 就医便利程度方面 ， 感觉
＂

方便
＂

的 ， 城镇 ７４ ． ３％ ， 农村 ６５ ．３％ ； 感觉

＂
一

般
＂

的 ， 城镇 １ ６ ．６％ ，１ ９ ．４％ ； 感觉
＂

不方便
＂

的 ， 城镇 ９ ． １％ ， 农村 １ ５ ． ３％ 。

１ ． １ ． ３ 老龄化导致医疗费用上升

人 曰 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第二方面的压力是老龄化会影响对医疗服务的需

求 。 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和抵抗力下降会导致老年人患病率和发病率明显上升 ，

其慢性病患病率较全人 口 患病率高 １
－２ 倍 ， 由此导致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上升

（Ｍｅｅｒ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 ．

，
１ ９９８ ）

Ｗ
。 Ｇｒａｎｔ（ １ ９９９ ） 等学者 曾做过人均医疗费用测算 ， 发

现 ６５ 岁 １＾
；

？上老年人大约是 ６５ 岁 １＾下老年人的 ３ －

５ 倍 ［ １。
。 Ｒｅ ｉ ｎｈａｒｄｔ（２００ ３ ） 发现 ，

老龄人 口 人均医疗费用是年轻人的 ３
－

５ 倍
？

。 Ｌｕｂ ｉ ｔ ｓ 等 （ ２００ １ ） 对 １ ９６ ５
－

１９９８

年间美国老龄人 口 医疗费用 的研巧表明 ， 郎 岁 ＾＾
ｉ

■上人 口人均医疗费用开支是 ６５

岁 Ｗ下人 口 费用的 ２ ． ８ 倍Ｗ上 ， 而且医疗费用増速很快 ： 从 １ ９６６ 年的 ４４ ５ 美元

增加到 １ ９９ ５ 年的 ８９巧 美元 ， 増幅为 ２０ ．１ ２ 倍 ， 而 化 岁 ｜＾
＞１下人 口 的人均医疗费

用增幅仅为 １ ２ ．５ ５ 倍
Ｗ

。 ＯＥＣＤ 研巧发现 ， 与老龄人 口 相关的支出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 ，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 ９％上升到 ２０５０ 年的 ２６％ ， 其中 ５０％是医疗卫生支出 （ Ｄａｎｇｅｔ

ａ ｌ ．

 ，

２００ １ ）而老龄人 口影响医疗费用主要是通过健康状况和延长寿命两个途

径 ， 健康状况越好 ， 医疗费用越低 （ Ｌｕ ｂ ｉ ｔ ｚｅ ｔａ ｌ ．
，

２００３ ）

＂ Ｕ

。 但 Ｔｃｈｏ ｅ 等 （ ２００９ ）

对韩 国的研究发现 ， 影响医疗成本最重要的因素是医疗价格 、 保险覆盖率 ， 而不

是老龄本身
＂ ２ １

。 哈佛大学的 Ｎｅｗｈｏｕ ｓｅ 教授 （ １ ９９２ ） 发现 ， １ ９４０
－

１ ９９０ 年间导致

美国 医疗费用上涨的五个因素分别是 ： （ １ ） 人 曰 老龄化 ；
（ ２ ） 医疗保险制度的普

及 ；
（ ３ ） 医生数量的增加 （或

＂

诱导需求
＂

）
；

（ ４ ） 国 民收入的増加 ；
（ ５ ） 医疗产

业与其他产业在生产率提高上的差异
＂Ｗ

。 Ｓｐ ｉ ｌ ｌｍａｎｎ＆Ｕｉｂ ｉ ｔ ｓ 的研充认为 ， 寿

命的延长主要导致护理医疗费的增加

美国进行的
一

项全美医疗服务调查显示 ， ２００ ５ 年 ６５ 岁 ｜＾上老人人群的医疗

支出 １ ５０００ 美元 ， 是
一

般人群的 ４ 倍 。 冯学 山与王德耀 （ １ ９９９ ） 的研巧结果表明

中 国 ６５ 岁 Ｗ上老年人的医疗支 出是
一

般人群的 １ ．６ 倍 。 卫生部统计发现 ， 经济

因素是影响影响 中 国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 的主要障碍 （王生部 ， １ ９９９ ） 。 中国老

龄工作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的测算表明 ， 假定医疗服务价格保持不变 ， 医疗服务费用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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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会因为人 口老龄化而每年递增 １ ． ５４％ 。 因此 ， 如何通过非医疗手段提高老年

人健康水平 ， 进而降低医疗服务费用 ， 是值得研究的 问题 。

１ ． １ ． ４ 中国老年人社会生活状况还步改善

综合中 国老龄科研中也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６ 、 ２０ １ ０ 年的Ｈ次全国性调查数据发现 ，

１ ０ 年间 中 国老年人在社会保障 、 健康状况方面发生 了
一

定的变化 ： （ １ ） 老年人

的经济保障增强 。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 １ ０ 年间老年人年均收入増长幅度较大 （城

镇增长 了１ ．１ 倍 ， 农村增长 了１ ．５ 倍 ）
； 城镇领取退休金的老人比例从 ６９ ． １ ％上

升到 ８４ ．７％ ， 农村年均公共转移性收入由 ６０ 元增加到 ７ ８４ 元 ： 更多的老年人感

觉 自 身的收入能够满足生活所需 （这
一

比例 ， 城镇 由 ５８ ．５％上升到 ６ １ ．７％ ， 农村

由 ４６ ．７％上升到 ５２ ．８％ ） 。 虽然中 国老年人整体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 但仍然存在着

老年人保障和收入水平较低 问题 。 （ ２ ） 老年人医疗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 。 农村 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８ ．９％提升到 ２０ １ ０ 年的 ９８ ．３％
； 城镇 由 ２０００ 年的 巧 ． ３％提升到到 ９５ ．３％ 。

（ ３ ） 偏好居家养老 。 大部分老年人拥有 自 己的住房 ， 愿意独立或与子女共同居

住 ，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愿意住养老院 。 （ ４ ）

＂

空巢
＂

老年人家庭数量明显增加 。

２０ １ ０ 年 ， 虽然老年人平均拥有 ３ ．２ 个子女 （城市为 ２ ．７ 个 ， 农村为 ３ ．６ 个 ） ， 但

４９ ．３％的老年人处于
＂

空巢
＂

状态 ， 其中 ９ ．７％的老年人属于
＂

独居
＂

状态 ， 余下

的 ３９ ．６％与配偶同住 ，

＂

空巢
＂

老年人的 比例较 ２ ０００ 年上升 １ ０ ．４％ ， 其 中城镇上

升 １ ２ ． ０％ ， 农村上升 ７ ．７％ 。

中 国老龄科研中也 ２０ １ ０ 的调查显示 ， ７２ ． ７％城镇老年人和 ６ ８ ． １％农村老年人

有兴趣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 ， 但 ２００３ 年进行的城乡老年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

截至 ２０００ 年 ， ６３ ．２％的城市化区没有老年人活动室 ， 农村为 巧 ．２％ ；６７ ．４％的城

市社区没有运动场所 ， 农村则为 ８０ ． ５％ ， ７４ ． ７％的城市社区没有老年大学 ， 农村

则为 ８２ ． ３％ 。 城乡老年人参与太极拳 、 书画 、 打球 、 唱歌跳舞 、 集邮收藏 、 旅游

和学电脑等活动的 比例均不足 １ ０ ．０％ 。

１ ． １ ． ５ 老龄僅巧研究受到各国普巧关注

前述数据说明 ， 中 国老年人的健康狀况 、 生活状况不容乐观 。 而联合国 ２０００

年
＂

千年 民意测验
＂

全球调查显示 ， 人们最希望的是拥有 良好的健康状况ＰＳ
１

， 健

康更是老年人福利水平的
一

个重要维度
ＰＷ

。 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 标提出 ： 健康是经

济发展的 目 标之
一

， 也是实现其他减贫 目标的手段 Ｐ７
３

。 老龄化社会需要关注老

年健康 ， 并采取有效措施 Ｗ促进老年人健康松寿 ， 因为健康老龄化的实现 ， 会减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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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老龄化的压力 Ｐ８
３

。 基于上述原因 ， 对
＂

老龄健康
＂

问题的研究 已经成为各个

国家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 。 例如 ， 美 国 国立卫生硏究院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

Ｈｅａｌ也 ， ＮＩＨ
）
每年投入近 １ ００ 亿美元 ， 也就是 ＮＩＨ 总经费 ３ ５％的科研经费开

展
＂

老龄健康
＂

研巧 ， 其下属 国家老龄研巧院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虹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ｎ Ａｇｉｎｇ ， ＮＩＡ

） 每

年投入 １ ０ 亿美元进行
＂

老齡健康
＂

相关研巧 。 ２００４ 年欧盟 口 国 （包括奥地利 、

芬兰 、 保加利亚 、 Ｗ色列 、 拉脱维亚 、 法国 、 意大利 、 罗马尼亚 、 卢森堡 、 西班

牙 、 英国 、 瑞典 ） 启动 了
＂

欧洲研巧领域老齡化主题
＂

（
ＥＲＡ－ＡＧ巧 ， 进行老龄

化政策设计和产品开发 。 ２００７ 年 １ ２ 月英国政府宣布投入 １ ３ 亿英镑对Ｗ
＂

老

龄健康
＂

为首的 四大关键领域进行研究 。 １Ｗ５ 年 ， 日 本成立
＂

日本 国立长寿科

学研究所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饥ＬＳ
）

， 专口研究老年人的医

疗保健 、 日 常照料 、 经济赡养 、 情感关怀等需要当代社会其 同关注的社会问题Ｐ９
３

。

人们之所 ［＾
＞１关注老龄健康 ， 除 了基于提升老年人生命质量的 目 的 ， 另

一

个原

因就是人们深刻认识到 ， 人 口 老龄化是挑战也是机遇 ；

一

方面 ， 老年人需要社会

抚养 ， 带来 了 养老保障支出和化会服务人员配备的压力 ， 老龄化是
＂

人 日红利
＂

的对立面 ； 另
一

方面 ， 随着生活水平及医疗条件的提升 ， 现在 ７０ 岁左右的老年

人
一

般健康状况 良好 、 精力充沛 ， 如果让这些具有丰富职业经验和工作技能的老

年人继续服务家庭和社会 ， 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对老年人 口 实施财富 的再分配

（ 比如 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 ） ， 可 实现第二
＂

人 口红利
＂ 口Ｗ

。 据世界卫生

组织 （ＷＨＯ ） 统计 ， 很多老年人通过定期照护孙子女的方式实现对家庭的支持 ；

通过在姐织和协会做些退休后的工作 ， 对年轻
一

代提供经验支持 ； 也能带动
＂

夕

阳产业
＂

的发展 。

但是 ， 在较长的时期 内 ，

＂

未富先老
＂

的 中 国将面临较为突 出 的资源局限性

矛盾 ： 年龄的增长使健康资本的折旧和健康资本供给呈反向变动 ， 需要个体 、 家

庭和政府不断增加健康投资 ， 但由于中 国老年人 曰规模庞大 ， 社会保障基础薄弱 ，

政府不能完全替代家庭在养老 中 的作用 。 在此背景下 ， 由于家庭能提供各种资源

来保护其成员 的健康 ， 使得家庭对老年人健康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ｔＷ

。 代际支持

对老年人健康的不可替代性表现在 ：

一

是代际支持能够解决老年人的也理需求 ；

二是代际支持解决老年人生活方面 的 需求 ；
Ｈ是老年人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条件

下 ， 也可 照看孙子女等 ， 有助于和谐代际关系 。

在社会养老制度 尚未根本建立的 中 国 ， 老年人需要也更愿意从家庭方面获得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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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巧供养 、 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 同时 ， 由于 中 国 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 年轻

一

代在就业和照顾家庭方面面临许多西难 ， 需要得到老年父母的帮助 ， 也就是所

谓的
＂

睛老
＂

， 设种从父母到子女的代际支持无疑也会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影响 。

特别是低龄老年人 ， 上要赡养父母 ， 下要继续供养成年子女 ， 健康会面临更大的

威胁 。 另外 ， 人们 的价值观 、 生活方式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 代际支持的

动机 、 代际支持的方式必然会有所改变 ， 而这些改变也会在
…

定程度上影响老年

人的健康 。

中 国的养老是臥家庭养老为基础的 ， 这不仅体现在代际之间在经巧写生活上

的互助 ， 也体现在双方精神上的慰藉 。 政府要依靠和调动各方力量满足养老需求 。

但是 ， 由于家庭养老观念的淡化 、

＂

父巧在 ， 不远游
＂

束缚的巧破 、

＂

空巢
＂

老人

越来越多 、 农村养老保障 尚未建立 、 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等 问题的存在 ， 养老问题

存在严重挑战 。

１ ． ２ 研巧现状

１ ． ２ ． １ 代际支持链庚效应结论不统一

（ １ ） 值巧度量巧准不统一

影响老年健康的因素众多 ， 其中代际支持逐渐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Ｐ ３

３

，

而
＂

健康
＂

的概念如何界定 ， 会直接影响度量的结果 。 谢宇 （ ２００６ ） 认为定量研

究有 只脚
＂

， 缺
一

不可 。 第
一

个就是把研究对象
＂

概念化
ｗ

（ ｃｏｎｃｅｐ ｔ ｕａｔ ｉ ｏｎ ）
，

把要研巧的 问题想清楚 ； 第二个是研巧设计 ， 即数据如何说明要研究的 问题 ， 也

就是模型设计与选择的 问题 ； 第Ｈ个才是从数据分析到研究结果 。 其中最重要的

不是统计 ， 而是清晰的概念Ｐ２
３

。

研究代际支持对老年健康的影响时 ， 刘咸 、 陈功 （ ２０ １ ０ ） 用 自评健康作为因

变量 ， 研究城镇已婚妇女照料父母对 自 身健康的影响 Ｐ３ ３

；
王德文 （ ２００８ ） 、 王萍

（ ２０ １ １ ） 则 Ｗ ＡＤＬ 为健康变量口４
］ 口 ５

１

 ： 也有学者将生活满意故
３６

］

－

［
５４

］

、 认知与抑

郁症 Ｐ ＳＭＳＷ等作为因变量 ． 还有部分学者将幸福感 、 生活满意度 、 认知与恍郁宋

做区分 ， 合并称为
＂

也理健康状况
＂

［
５９

］

－

ｆ
７ ｉ

］

。 为 了体现个体健康在生理和也理方

面的差异 ， 刘宏 ， 高松 ， 王俊等学者 （ ２０ １ １ ） 利用主观 自评健康 、 客观他评健康

和主观幸福度三类指标来表示个人的健康水平 ， 认为这样的设计能更全面地进行

个体健康评价 陈先华 （ ２００９ ） 对老年综合健康评价进行 了全面研究 ， 将健康

的五个维度进行了综合 ； 日 常生活 自理能力 （ＡＤＬ ） 、 躯体健康 、 社会资源 、 经济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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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 精神健康 ｔ
７３

ｌ

。

Ｕ ） 所用巧据代表性存在差异

有些研巧用 的是全国性数据 如 ， 王德文等应用 的是中 国老年健康影响 因

素跟踪调查 （
ＣＬＨＬ巧 数据 ， 包括在 中 国迂 、 吉 、 黑 、 冀 、 京 、 津 、 晋 、 陕 、 沪 、

苏 、 浙、 晓 、 闽 、 議 、 鲁 、 豫 、 鄂 、 湘 、 粤 、 桂 、 川 、 渝等 ２２ 个省 、 市 、 自 治

区的 的随机抽样调查两期面板数据 。 也有研巧用 的是某
一

个地区的数据

如王萍 、 高稽在研巧代际支持对老年人认知影响时 ， 用 的是在安徽巢湖地区农村

老年人抽样调查的Ｈ期面板数据 ； 髙歌 、 高启杰 （ ２０ １ １ ） 用 的则是 ２０ １ ０ 年对河

南省叶县农村调研的截面数据 。

（ ３ ） 自变量／控制变量不统一

王萍 、 高僖 （ ２０ １ １ ） 在研究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时 ， 用
＂

过

去
一

年 内子女为父母提供的现金与实物
＂

来衡量 自变量
＂

经济支持
＂

， 并将经济

支持的真实值按照所处区间转换成数字 ０
－

９
； 用子女

＂

为父母提供如洗衣服 、 打

扫卫生 、 洗碗 ， 及帮助洗澡 、 穿衣服等
＂

衡量
＂

生活照料
＂

自 变量 ！ 用
＂

和这个

孩了感情亲近吗 ？
＂ ＂

和这个孩了相处得好吗 ？
＂ ＂

孩子愿意听你的诉说吗 ？
＂

Ｈ个

问题作为
＂

情感
＂

自变量 ； 控制变量则包括年龄 、 性别 、 婚姻 、 教育 、 职业 、 收

入 、 ＩＡＤＬ 、 ＡＤＬ 、 屯、理福利等 。 宋健 、 黄菲 （ ２０ １ １ ） 则将经济支持按照数值区 间

转换成数字 １ 、 ２ 、 ３
； 高歌 、 高启杰 （ ２０ １ １ ） 在研巧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

因素时 ， 选择
＂

与子女见面频次 、 子女是否孝顺 、 与子女关系是否融洽 、 生病时

由谁照顾
＂

等作为代际支持变量 ； 王德文 （ ２００８ ） 在研究 ２００２ 年的代际支持对

２００ ５ 年老年人 ＡＤＬ 的影响时 ， 选择 ２００２ 年的居住方式 、 社会经济因素 、 人 口特

征变量 及接受医巧情况等作为控制变量
＂＂

； 而王萍 、 李树巧 （ ２０ １ １ ） 在研究代

际支持对农村老人 ＡＤＬ 的影响时 ， 选用经济支持 、 日 常照料及情感支持作为代际

支持 自 变量 ， 选择括性别 、 年龄 、 婚姻 、 教育 、 职业 、 收入 、 慢性疾病数 、 认知

功能 、 子女可得性 、 老人的居住安排为控制变量 。

（４ ） 研究方法多祥化

如 ， 王萍 、 高巧 （ ２０ １ １ ） 利用Ｈ期跟踪调查巢结构的纵向数据 ， 采用分层线

性模型 中 的个体増长模型 。 高歌 、 高启 杰 （ ２０ １ １ ） 采用运用 Ｌｏｇ ｉ ｓｒ ｉ ｃ 回 归模型

对进行分析 。 Ｓｈｅｎ（ ２０ １ １ ） 利用工具变量法 （ ＩＶ ） 发现 ， 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往

往具有更好的 自评健康 ， 而在躯体健康方面则没有明显的差异 ， 进
一

步 ， 根据老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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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婚姻状况进行分样本研究 ， 发现离婚或丧偶老人与成年子女同住 ， 有利于健

康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 控制 了收入及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之后 ， 老年人与其子女 ／

（外 ） 孙子女同住仍能改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和生活质量 。 壬德文在研究代

际支持对 ＡＤＬ 影响时 ， 考虑 了各因素健康效应的时滞性 ， 采用 ２００２ 年的 自变量

／控制变量 ， 应用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 ｉａ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原理分析各因素对 ２００５ 年老年人

ＡＤＬ 状况的影响 ｆＷ
。

（則 研究结论不一致

目 前关于子女与老年父母间 的代际支持认识并不深入 ， 未能取得
一

致结论

有研巧认为代际支持对老年人有积极的作用 也有研究认为代际支持对

老年健康有消极作用 Ｉ
ＭＷ９

３

。

如 ， 王德文 （ ２００８ ） 等发现 ， 子女的 日 常照料对老年人的 ＡＤＬ 有保护作用 ，

尤其是生病时如果得不到照料将极大损害老年人的 ＡＤＬ 。 王萍 、 高蒋认为双向

经济支持能减缓老年人认知功能衰退速度 ， 获得子女 日 常照料能加速认知功能衰

退 ｆ
５６

３

。 美国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及Ｍｅｎｉｌ＆Ｖｅｍ ．Ｌ ．Ｂｅｎｇｔｓｏｎ（ １ ９９４ ） 的研究结果表明接受

子女 日 常照料有损老年健康 ｆ
ｓｗｗ

。 谢ｍｍａｎ
，
Ｓ ．＆Ｏｆｓｔｅｄａｌ

，
Ｍ ．Ｂ（ ２００４ ） 的研巧认

为 ， 老年女性为子女提供 日 常照料对其健康有利 但 Ｌｉｕ
乂 山 ａｎａ

，Ｕ １ ９９５
）

发现老人 向子女提供 日 常照料会恶化其生理健康 ｔ
８３

３

。

１ ． ２ ．２ 代巧支持影巧圍素研究结论不一致

（ １ ） 经济支持的满量多样化

研巧经济支持的影响因素 ， 首先需要弄清楚如何测量
＂

经济支持
＂

， 不少学

者采用 的是
＂

净流量
＂

如郭志哪通过父母与子女间发生的双向经济支巧计算

出
＂

净流量
＂

， 根据浄流量大于零还是小于零 ， 判断经济支持是
＂

供养
＂

还是
＂

赡

养
＂

＾
８ ５

３

。 江克忠 、 裴育 、 夏策敏 （ ２０ １ ３ ） 也是 ｛＾＞１老年人得到的经济支持与提供的

经巧支持的净值来衡量代际转移的方向 ， 并细分为老年人与父母 、 子女 、 孙子女

等王种情况的经济支持 ｆ
ｓｑ

。 而了志宏 （
２０ １ ４

）则用
＂

过去
一

年子女给老年人的钱数
＂

衡量经济支持 ｆ
８７

３

。

（２ ） 所用数据多样化

江克忠 、 裴育 、 夏策敏 （ ２０ １ ３ ） 利用 的是 ２００８ 年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
ＣＨＡＲＬＳ

）项 目 组在浙江甘肃两省的 ＰＰＳ 抽样调查数据 ； 宋健 、 黄菲 （ ２０Ｕ ） 研

巧独生子女与父母的代际互动情况时 ， 采用 的是中 国人民大学 ２００９ 年在北京 、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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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 、 黄石和西安四个城市调查的 ３２８２ 人 ｆＷ
； 下志宏 （

２０ １４
） 在研巧城市子女对

老年父母经济支持时采用的是 ２０ １ ０ 年在北京市宣武区分层抽样得到的调查数据

［
８

＼ 张航空 、 孙磊 （ ２０ １ １ ） 硏究养老金能否
＂

挤 出
＂

代际经济支持时 ， 使用 的数

据是
＂

２００３ 年上海市老年人 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
＂

在上海全部 １ ２ 个区县 ， 采

取分层Ｈ阶段定额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取的 ３ ８６５ 份样本 ｆ
Ｍ

ｌ

。

（ ３ ） 自变Ｊｔ多巧化

为 了证实养老金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程度 ， 张航空 、 孙磊 （ ２０ １ １ ） 选取的

控制变量包括老年人的年龄 、 性别 、 婚姻 、 存活子女数 、 教育 、 其他收入和住院

天数 。 江克忠 、 裴育 、 夏策敏 （ ２０ １ ３ ）Ｗ受访者家庭人均资产 、 年龄 、 性别 、 婚

姻状况 、 子女数 、 是否与子女同住 、 教育水平 、 家庭总人 口 、 户籍 、 居住地 （甘

肃或浙江 ）
、 是否患有慢性病 、 自评健康状况 、 是否残疾 、 是否抽烟 、 是否喝酒

等为 自变量 。 宋健 、 黄菲 （ ２０ １ １ ） 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子女特征 ： 性别 、 年龄 、

户籍 、 收入 、 经常询 问 的事情种类数 、 子女养老观念 及父母特征 ； 户籍 、 教育 、

就业状况 、 健康 、 经常关也的事情种类数 及与子女的居住距离 。 下志宏 （
２０ １ ４

）

选取老年人个体持征 （性别 、 年龄 、 婚姻 、 教育 、 居住方式 、 收入和 ＡＤＬ 等 ）和

子女特征 （性别 、 排行 、 教育 、 收入和居住方式 ）为 自变量 。

（４ ） 研巧方法多巧化

江克忠 、 裴育 、 夏策敏 （ ２０ １ ３ ） 选择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１ ９７９ ） 两步估计法进行实证

研究 ， 先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代际支持发生的概率 ： 然后研巧哪些因素影响经济支

持的规模 ； 为 了控制遗漏变量对经济支持的影响 ， 作者还采用 了家庭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实证 。 宋健 、 黄菲 （ ２０ １ １） 、 张航空 、 孙磊 （ ２０ １ １） 、 Ｔ志宏口０ １ ４
）采用 Ｌｏｇｉ ｓｔｉｃ

回 归模型 。

Ｗ 研究结论不一致

世界银行 （ ２００７ ） 对中 国 的调查显示 ，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往往是出于老年人

生活和健康的需要 ， 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更可能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 ， 体现的是

利他动机 ｔ
ｓｗ

。 而江克忠 、 裴育 、 夏策敏 （ ２０ １ ３ ） 等发现收入水平越低 、 残疾越严

重 、 子女越多子女教育水平越高 ， 老年活动经济支持的概率越高 ； 经济落后地区

或农村户籍的子女对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概率较低 ， 呈现交换动机的特征 ｆ
ＳＷＷ

。

有研究认为儿子比女儿为父母提供更多经济支持
胃 ９３胃９４

１

； 也有研巧认为

在城市并不存在这方面的差异 在城市女儿更可能提供更多 的经济支持
ｔｗ

。 下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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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宏口０ １ ４
）等发现城市子女给老年父母钱属于

＂

游离型
＂

； 比例和数量都不富

［饥 ［
Ｗ

］  ［ ９８ ］

〇

１ ． ３ 国内外研究空白及本研究问题的提出

１ ． ３ ． １ 国内外研究空白

虽然有关家庭代际支持与老人也理健康 、 生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 的

相关研充 ， Ｗ及代际支持影响 因素的研巧 己经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 ， 但 已有结论

往往并不
一

致 。 Ｈ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口０ １ １

）认为 ， 既有的研充之所 无法得到
一

致的结论 ，

其主要原因在于 ： 第
一

， 内生性 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 ； 第二 ， 样本量过小 ， 缺乏

足够的代表性 ； 第Ｈ ， 忽视 了样本的异质性 ｔ
ｗ

ｉ

。 本研究认为 己有研巧存在 下空

白或不足 ：

（ １ ） 利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省化的巧最 分样本进行经济支持与老年健康

因果关系对比研究尚属空白 。

中 国地域江阔 、 人 口众多 、 文化差异 明显 ， 中 、 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 ， 其

人 口特征及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与发展中 国家更为相似 ； 而东部地区 的人 口 结构和

公共卫生体系方面与发达国家更为相似 。 根据 曾毅等学者 ２０ １ ０ 年的研究成果 ，

中 国东 、 中 、 西部人 口 结构与家庭户规模 、 家庭户类型分布 （包括
一

代户 、 二代

户 、 Ｈ代及 Ｗ上户 、 厢代户 、 夫妇户和单身户 ） 、 老年人 口 与子女共 同居住的状

况 、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各不相同 ｔ
ｉＷ

， 而这些 问题都会导致经济支持的差异 ， Ｗ

及经济支持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差异 。 中 国老年人的健康存在性别 、 城乡 及东 、

中 、 西部的显著差异 ， 他们对经济支持的需求也有差异 。 另外 ， 有学者指 出 ， 同

一

时期的不同人群可能有不 同 的健康状态和变化趋势 （Ｒｏｂ ｉ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
ＵＷ

，

对于中 国这样地域迂阔 、 东 中西部发展不均衡的大国 ， 如果只关注老年健康的平

均水平 ， 可能会形成错误的认识 （杜鹏等 ， ２００６ ）中 国东 、 中 、 西部老年

人健康存在地区差异 ， 也从侧面折射出 医巧卫生体系在改善居民健康状况 、 提离

居民生活质量方面的地区差异 ， 有必要分别从区域 、 性别 、 城乡等视角 ， 对经济

支持的现状、 影响 因素 ， Ｗ及经济支持对老年健康的影响 ， 进行对比研究 。

另外 ， 由于东 中 西部 、 城乡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及老年人存在年龄和

健康差异 ， 针对不同 的研究对象 ， 各因素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并非完全相 同 ，

有必要进行分样本研究 ， ！＾利于对策设计的针对性 。

（２ ） 实证方法的选择难ａ科学地巧别因果关系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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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代际经济支持健康效应的研究 ， 许多文献忽略了数据的层次性和 自变量

的 内生性问题 ， 而能将二者 同时结合起来 ， 考虑解决生态学谬误和 巧生性 问题的

就更少 了 。 代际支持虽然会对健康产生影响 ， 但同时 ， 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可能

会获取更多的代际支持 ， 此时 ， 如果不考虑这种 内生性巧题 ， 可能 出现的结论是

获取代际支持越多 ， 健康状况越差 。 存在 巧生性问题时 ， 单纯采用普通最小二乘

法 （ ＯＬＳ ） 估计结构模型会产生偏误 ， 即使采用面板数据固 定效应也只 能消炼不

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 ， 却难 消除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 ， 导致所得到的结

论是有偏的 ， 甚至是错误的 ｆ
ｉ ２７

３

。 类似问题也 出现在国外学者对宗教信仰和健康

关系的研究中 ， 学者们发现宗教信仰和健康关系十分模糊 ， 许多结论相互矛盾 ，

甚至在同
一

篇文献中都会出现相停的结果 （
Ｂｅｎ

ｊ
ａｍｉｎｓ

，
２００４

；
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Ｅｌｌ ｉｏｔｔ

，
２０ １ ０

）

［
ＫＢＨ ＩＷ

， 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 内生性间题 。

数据的层次性是实证分析不容忽视的另
一

个问题 。 比如 ， 老年人之间的攀比

也理会严重干扰代际支持对也理健康的影响 ， 如 ， 分别处于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的

两个社区的两位老人 ， 假设其子女提供同样多的经济支持 ， 其中处于经济落后社

区老人感觉其获取的经巧支持比 同
一

社区其他老人获取的要多 ， 其满足感 自然会

商 ； 反么 ， 另
…

位化于经济发达社区的老年人虽然获取了和前面那位老人同样多

的经济支持 ， 但和周 围所熟悉老人相 比却处于较低水平 ， 则会产生不满足感 。 另

外 ， 同样的代际支持对不同家庭的老人健康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 因此 ， 必须考虑

数据的层次性对健康的影响 ， 即分析模型 中必须纳入个体、 家庭 、 社区甚至地区

变量 ， 免产生所谓的
＂

生态学谬误
＂

。

关于代际经济支持影响因素的研巧 ， 已有文献同样较少考虑经济支持对健康

的反向影响 。 另外 ， 邑有文献大多直接进行多因素分析 ， 很少考虑通过两步 回归

将未获得经济支持的样本排除 ， 导致回 归结果存在偏误 。

此外 ， 已有研巧有的是用全国性数据 ， 虽然代表性强 ， 但忽视了异质性的 间

题 ， 缺少地区间 的 比较研巧 ； 有的文献采用 的是某
一

个地区的数据 ， 虽然
一

定程

度上克服了地区方面的异质性 ， 但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值得考虑 。 数据方面存在

的另外
一

个问题是 ， 有些文献采用 的是截面数据 ， 这种数据用来研巧健康效应 问

题尤其不合远 ， 除非 自 变量在不 同年份变化不大 ， 稳定性很强 。 有的文献也用 了

面板数据 ， 但面板数据仍然无法解决对于反向 因果误差和隨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

误差 ， 此时 ， 应用滞后期数据或许更好 。 特别对于健康问题的研宛 ， 必须关注经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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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支持的健康效应具有滞后性 ， 如果用 当期的经济支持数据研巧经济支持对健康

的影响会弱化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 ， 而且无法解决反向 因果关系导致的 内生性问

题 。

Ｗ 巧少双向代际经济支持的佳康效应研究

己有经济支持健康效应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获得子女支持 （ 向上 ） 对老年人健

康的影响 ， 而老年人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 向下 ） 对 自 身 的健康的影响研究较少 。

现实生活中更常见的现象是 ， 老年人在 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时候 ， 可能也会从

子女处获得
一

定的经济支持 ， 己有研巧往往将二者抵消后的净值作为研巧对象 ，

忽略 了对各 自 的研究 。

（４ ） 缺少代际经济支持现状的描述性分析

已有研巧缺少对中 国 当前经济支持现状进行的描述分析 ， 很少有统计数据来

描述不同年龄 、 不同性别 、 不同健康状况 、 不同经济状况 、 不 同子女数的老年人

获得了 什么样 的经济支持 、 获得 了 多少经济支持或者 向子女提供 了 多少经济支

持 、 老年人的各种需求 中 究竟有哪些必须通过家人提供 ， 哪些可 １＾ 由社会或社区

提供 ， Ｗ及核屯、家人的结构和数量对于代际支持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

（ ５ ） 变量选择不全面

健康衡量方面 ， 己有研巧往往选择某
一

项健康指标来研究代际经济支持的健

康效应 ， 但老年健康评价应当是多维的 ， 应当 同时考虑躯体 、 精神 、 社会等方面 ，

如此方能深入而全面地反映老年健康状况 ｆ
７３

３

， 而且不同学者对健康基础维度有着

不 同 的划分 ｔ
ｗｗｗ

。 作为衡量健康状况的综合性指标
＂

自评健康
＂

， 深受广大学

者 的欢迎 ， 但 只有少量文献用其检验经济支持 的健康效应 。 Ｐｏｏｒｔｉｎｇａ 等学者

（ ２００６ ） 认为 自评健康作为反映个人健康状况的主观指标 ， 既能反映个体对现有

疾病严重程度的认知与判断 ， 也能反映那些没有被诊断出来但却 己经有症状的疾

病 ， 能够综合性地反映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 Ｉｄｅｌｅｒ ＆ Ｂ ｅｎｙａｍｉｎｉ
（
１ ９９７

） 等人通过

总结和对比与 自评健康相关的二十多年的文献后指出 ， 自评健康在
一

定程度上甚

至 比其他客观指标更全面与准确 ， 能很好地说明真实的身体健康状况 ， 在控制 了

患病状况 、 他评健康等变量后 ， 发现 自评健康仍能反映个人健康的重要信息 ， 可

Ｗ对发病率 、 死亡率做出很好的预测 。 即便认识到 自评健康也具有主观性的缺陷

ｆ
ｗｗｗ

，
—

些学者仍偏 向于使用 自评健康 （ 即便他们的数据库有很多客观健康指

标 ）

胃
。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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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测量是多维度的 ， 健康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 ， 既有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健康

生产函数所包含的年龄 、 性别 、 工作 、 收入 、 生活行为方式等个体因素 ， 也有居

住模式 、 个人社会资本 、 社区社会资本 Ｗ及医疗保险 、 社会保险等社会因素 。 根

据健康的新概念 ， 现代医学模式将健康的影响 因素分为四大类 ：

一

是生物遗传因

素 ；
二是环境因素 （包括 自然环境Ｗ及社会环境 ， 如经济 、 文化环境等 ）

；
Ｈ是

行为与生活方式 ； 四是卫生服务因素 （如卫生服务的利用 、 卫生资源配置 、 医疗

保障制度等 ） 。 因此 ， 在分析代际支持对健康的影响时 ， 应尽可能的将该些控制

变量考虑进去 ， 克服 已有研巧变量较少所带来的模型解释能力较差的 问题 。 但是 ，

由于所用数据库并未收集到文献中所提到 的所用数据 ， 如宗教信仰 、 信仰 、 环境

污染等等 ， 因此实证模型 中纳入的控制变量并不全面 。

另外 ， 在代际支持影响 因素研究方面 ， 代际支持动机的理论阐述基本是从
＂

经

济人
＂

角度 出发 ， 很少涉及价值观 、 社会文化及情感支持等主观因素 ， 而且 日 常

照料和情感支持较少提及 。 虽然几种代际支持的重要理论被分别阐述 ， 但在实际

生活中 ， 他们可能相互作用 ； 而且 ， 由于家庭代际支持对历史 、 文化传统 Ｗ及社

会经济条件的依赖性 ， 对代际支持的解释更不是
一

种理论就能阐述清楚的 。 还有 ，

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 因素更多考虑的是子女特征 ， 实际上老年人 自 身特征 、 政府

转移 、 医疗保险 、 养老金等社会保障 因素也是影响代 际经济支持的重要方面

［
９４

］ ［
１ １ ０

］

〇

１ ． ３ ． ２ 问題的提出

中 国 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 如何提高老年健康水平 ， 保证老年生命

质量 ， 是关系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社会性问题 。 在社会保障制度 尚未完全

建立的 中 国 ， 家庭养老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途径之
一

。 家庭养老主要通过家庭代

际经济支持 、 日 常照料和精神慰藉的方式实现 ， 那么 ：

（ １ ） 转型期的中 国社会 ， 家庭代际经济支持 的现状如何 ？ 是否存在地区 、

性别 、 年龄、 城乡及经济状况的差异 ？

（ ２ ） 经济支持除 了满足老年人养老所需之外 ， 是否具有生理 、 屯、理方面的

健康效应 ？

（ ３ ） 如果经济支持确实具有健康效应 ， 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影响 了代际支持

的获得或提供 ？ 中 国家庭代际支持的动机是什么 ？ 政府转移支付 、 医疗保险和养

老保险是否具有挤 出效应 ？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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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４研究患义与研究 目的

１ ． ４ ． １ 研究意义

Ｗ往的研究 由于所用数据 、 变量及方法存在较大差异 ， 关于代际支持的健康

效应存在结论不
一

致 ， 甚至相矛盾的情况 ， 导致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无所适从 。

本研巧采用北京大学 ＣＨＡＲＬＳ 项 目 组提供的 ２００ ８ －２０ １ ２ 在浙江甘肃两省的追踪

数据首先解决了数据质量问题 ， 因为该套数据收集过程中 ， 问卷的设计参考了若

干国际知名 的调查 问卷 ， 样本的选择 、 数据的处理极其科学 ， 数据质量 已经获得

了 国 内 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赵耀辉 ， ２０ １ ３ ） 。 同时 ， 浙江代表 了 中 国东部经济最

发达的省份 ， 甘肃代表 了 中 国西部经济最落后的省份 ， 有利于分析不 同经济发展

水平下 ， 代际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及影响 因素是否存在差异 。 ２００ ８ 年 、 ２０ １ ２ 年

两期调研数据 ， 有利于控制代际经济支持健康效应的滞后性化及代际经济支持影

响 因素的反向 因果关系 。 本研究进行的分样本研究 ， 解决了样本的异质性 问题 ，

发现了经济支持健康效应及影响因素在不同群体间 的差异性 ， 可 （＾
＞１提供决策者政

策制定的针对性 ， 避免政策的
＂
一

刀切
＂

。 另外 ， 本研究关于老年健康影响 因素

及研究方法的综述 ， 可 Ｗ为相关问题的研巧提供有益的参考 。

１ ． ４ ． ２ 研究目的

本研究结合中 国
＂

未富先老
＂

的现实 ， 通过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健康效应及

影响 因素的研巧 ，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如何在社会保障 尚不健全的背景下 ， 实现健

康老龄化 、 积极老龄化的思路 ， 缓解社会养老的压力 。 具体包括 Ｗ下几点 ：

（ １ ） 通过描述当前中 国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及社会保障状况 ， 了解中 国老年

人晩年生活的经济来源构成 ， 为政府制定社会保障支持提供参考 。

（ ２ ） 通过代际经济支持健康效应检验 ， 为健康老龄化提供新的途径 。

（ ３ ） 通过代际经济支持影响 因素研究 ， 为政府合理配置社会保障资源提供理

论依据 。

１ ． ５ 研究内容

本研巧将从老年健康与家庭经济支持的角度 ， 回顾代际支持与老年健康因果

关系的理论 ， 综述经济支持与老年健康的实证研究 ， 并通过 ２００８ －２０ １ ２ 浙江 、 甘

肃两省 的两期追踪数据的实证研究 ， 分析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理健康 、 也理健康

的影响 ， 并分析健康等因素对家庭经济支持的影响 ， 为实现家庭养老和健康老龄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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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供政策思路 。

（ １ ） 理论研究 ： 文献综述国 内外关于经济支持对健康的影响 、 其他因素对

健康的影响 Ｗ及影响经济支持的因素等理论 ， Ｗ及国 内外健康衡量的方法 ， 为后

文实证研巧中 ， 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择提供参考 ； 构建基于健康生态学理论的

健康影响多层次模型 ； 探索解决经济支持与老年健康因果关系 内生性解决方法 。

（ ２ ） 实证分析 ： 应用 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０ ８ －２０ １ ２ 年调

查数据 ， 应用单因素分析法 ， 描述老年人健康状况 ｜＾
＞１及老年人与子女间 的双向经

济支持情况 ， 并分样本进行地区 、 男女 、 城乡 、 年龄段 、 经济状况进行经济支持

差异研巧 ， 全面展示经济转型时期家庭养老中代际经济支持的现状 。

应用 多层次模型分析经济支持对老年人 自评健康 、 慢性病 、 日常活动能力

（ＡＤＬ ） 、 抑郁症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 为 了控制经济支持与老年健康的交互因

果关系所产生的 内生性 ， 因变量一一健康指标 ， 采用 ２０ １ ２ 年的调查结果 ， 而 自

变量和控制变量则采用 ２００８ 年的调查结果 。 为了研究健康对经济支持的影响 ，

健康 自 变量采用 ２００８ 年的数据 ， 因变量一￣经济支持采用 ２０ １ ２ 年数据 。 其原 因

在于 ，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具有相当 的稳定性 ， ２０ １ ２ 年的健康状况和 ２００８ 年的健

康状况会高度相关 ， ＡＤＬ 、 慢性病 、 抑郁症等健康指标尤其如此 。

为 了检验中 国家庭经济支持的动机 、 经济赡养对精神赡养是否有替代性 ＵＪ
Ｉ及

检验模型 的稳健性等 ， 分析过程中采用逐步 回归法 ， 依次加入相关变量 。

（ ３ ） 政策建议 ： 结合对经济支持对健康影响的实证分析 ， Ｗ及健康对经济

支持的影响实证分析 ， 探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支持的替

代性 ， 针对性地提出经济支持的方式 及增强经济支持的途径 ， Ｗ实现健康老龄

化 、 积极老龄化 。

１ ． ６逻辑框架

本研究将依次回答 下Ｈ个 问题 ： （ １ ） 经济支持对老年健康的不同维度各有

什么影响 ？ （ ２ ） 如果经济支持确实能影响健康 ， 那么 ， 影响经济支持的因素又

有哪些 ， 健康是否影响经济支持 ？ （ ３ ） 明确经济支持的影响因素之后 ， 如何提

高经济支持的数量与质量 ， 最终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 ？

１ ． ７ 论文安排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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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
一

章 ）



 Ｉ 

ｆ



文巧综巧

（第二章 ）

 Ｊ

理论框架
（第云章 ）

， ｒ

数据 、 方法与模型

（第四窜 ）

 Ｉ

实征分析

（第五至屯章 ）

老年人 原经巧 Ｉ

经济支４链康巧 Ｉ

经济支持影巧困

支持与健康现状应研巧素巧巧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屯章 ）

 Ｉ

经济支持与健康双向因果关系化理硏巧

（第八窜 ）

ｉ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九章 ）

图 １ ． １ 论文结构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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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关键词是经巧支持 、 健康效应 、 老年健康 、 影响因素 ， 因此本章主

要对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 、 代际经济支持影响因素进行综述 。 由于代际支持只是

影响老年健康的因素之
一

， 需要在研究中加入其他的控制变量 ， 因此 ， 本部分还

要通过对健康影响因素文献的 回顾 ， 为后面的实证研巧中控制变量的选择打下基

础 。 本章采用ｈｅａｌ化／ｅｌｄ班 ｈｅａｌ ｔｈ／ｇ谢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ｈｅａｌ化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 ｃａｕｓ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等关键词 ， 搜索ＰｕｂＭｅｄ 、 Ｍｅｄｌ ｉｎｅ／Ｏｖｉｄ 、 巧ｓｅｖｉｅｒ 、

化ＴＯＲ 、 ＣＮＫＩ 、 维普等数据库 中的相关文献

２ ． １ 健細 Ｊｔ

１ ９４８ 年 ，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 重新界定 了健康的 内涵 ， 指 出没有疾病 、

不虚弱仅仪是健康的最基本的要求 ， 更重要的是身也和社会适应都应该处于完好

状态 ， 并从身体机能 、 也理状况 、 独立能为 、 社会关系 、 生活环境 、 宗教信仰与

精神寄托六个维度测量健康相关生命质量ＵＷ
。

２ ． １ ． １ 健巧评价单项指碌

常用的老年人健康评价单项指标有人 口预期寿命 （Ｌ恨 Ｅｘｐｅｃ ｔａｎｃｙ ，ＬＥ
）
、 健康

期望寿命 （
Ａｃｔｉｖｅ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ＡＬＥ
）

、 伤残调整期望寿命 （
Ｄ 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ｄ
ｊ
ｕｓｔｅｄ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ｅｔａｎｅｙ ，ＤＡＬＥ
）
、 日 常生活 自理能力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 Ｄａｉ 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 ，
ＡＤＬ

）和社会服务

设施利用能为脚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 ，
ＬＡＤＬ

）
。 其 中 ， 人 口预期寿命 、 健康

期望寿命 、 伤残调整期望寿命Ｈ个指标在计算的过程中都需要
一

定的假定条件 ，

客观性较弱 。 曾毅等学者提出 ， 虽然老年人的健康指标有很多 ， 但常用 自评健康

（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

ＳＲＨ ） 、 ＡＤＬ 和 ＩＡＤＬ 、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等指标 ， 并且健康评

价开始向综合性 、 整体性和客观性方向发展 ， 还出现 了
一

些新的测量指标 ， 如虚

弱指数 （ Ｆｒａｉｌｔｙ 
Ｉｎｄｅｘ ） 、 肢体表现状况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 整体健康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Ｈｅａｌ化 ） 寧剛 。

２ ． １ ． ２ 健巧评价综合指巧

老年健康巧价应当是多维的 ， 应当 同时考虑躯体、 精神 、 社会等方面 ， 如此

方能深入而全面地反映老年健康状况 ｆ
ｕ

ｉ

， 而不同学者对健康基础维度有着不同的

划分 ［
１Ｍ

］＂ 。６
］

。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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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健康的综合测量可 采用综合量表进行测量 。 目 前 ， ４ 个最常用 的健康量

表分别是健康效用指数 （
Ｈｅａｌ化 Ｕｔｉ 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ｄｅｘ ， ＨＵＩ

）
、 六维健康调查短表 （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ｍ６Ｄ ，ＳＦ－６巧 、 欧洲五维健康量表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Ｑｕ址ｔｙ

ｏｆＬｉｆｅ５ －Ｄ 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

ＥＱ
－

５Ｄ
）和健康指数量表 （ Ｑｕａｌ 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ｌ ｌ
－ｂｅｉｎｇ ，ＱＷＢ

）
， 其中 的 ＥＱ

－

５Ｄ 由于使用

方便 、 简 明易懂 ， 在全世界范围 内得到广泛应用 。

陈先华 （ ２ ００９ ） 对老年综合健康评价进行 了全面研巧 ， 将健康的五个维度进

行了综合 ： 日 常生活 自理能力 （ ＡＤＬ ） 、 躯体健康 、 社会资源 、 经济资源、 精神健

康五个单维 ， 评分均采用 ６ 分制 ， 五项 内容评分之和为综合评分 ， 综合评分越高

其综合健康状况越差 ｔ
ｕｗ

。 其中 ， 由 Ｋａｔｚｓ１ ９６ ３ 年提 出 的 ＡＤＬ 指标 ， 具体 内容又

可划分为 日 常生活 自理能力 （
ＡＤＬ

）和社会服务设施利用能力 （ ＩＡＤＬ
）
。 长期 （＾

＞１来 ，

研究者主要利用 由美 国人 Ｌａｗｔｏｎ 和 Ｂｒｏｄｙ 制定 的 日 常生活能力量表 （包括

ＰｈｙｓｉｓｃａｌＳｅｌｆ－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Ｓｃａｌｅ
（
ＰＳＭＳ

）
矛□ 虹ｓｔｍｍｅｎｔ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

ｌＡＤＬ
） ）测度老年人的 日 常生活 自 理能力 。 躯体健康指躯体无明显崎形 ， 运

动器官正常 ， 运动无明显受限 。 精神健康是老年人健康的
一

个重要方面 ， 包括认

知能力及精神健康的主观评价等 内容 ， 也包括生活 、 经济 、 医疗等方面的满意度

社会健康可 Ｗ用老年人人际关系状况及社会参与度来测量Ｗ
ＳＷＷ

。

另外 ， 虚弱指数也是反映老年人综合健康的指标 。 老年医学研究认为 ，

＂

虚

弱
＂

（ ｆａｉｎｔ ） 是老年人 曰 健康的重要特征 ， 被列为 ２００４ 年老龄化研究的十大热点

问题之
一 ｔ

ｉ ｌ ５
３

。 Ｒｏｃｋｗｏｏｄ 等人在 １ ９９０ 年代将老年人的虚弱状况分为健康 、 轻度

虚弱 、 中度虚弱和虚弱 四类 ｆ
ｉＷ

， 之后 ， 进
一

步细分为非常健康 、 健康 、 健康 良

好 、 表面虚弱轻度虚弱 、 中度虚弱和严重虚弱韦类 ， 计算公式为 ：

＾ 吕己化《＾． ｒ
？

ｊｎ 、
健康指标中取值为不健康的指标个数

虚弱指数 （ ＦａｉｎｔＩｎｄｅｘ ，
ＦＩ ）

＝

立 ■

一

一 ■ 人 就



 。

老年人健康指标的个数

针对老年人虚弱 的测量 ， 曾宪新等 （ ２０ １ １ ） 把整体健康分为躯体健康和精神

健康两个维度 ， 构造了健康综合指标
ｆ
ｉＷ’

ｔ
ｎＷ

。

２ ． １ ． ３ 卫生经济学对健巧的測量

卫生经济领域关于健康的研究往往倾向于选择多维度的健康指标 ， 分别从生

理与也理角度反映个体健康状况 ， 如 ， 刘宏 、 高松 、 王俊等学者 （ ２０ １ １ ） 利用主

观 自评健康 、 客观他评健康和主观幸福度Ｈ类指标来表示个人的健康水平 ， 这样

的设计能更全面地进行个体健康评价Ｐ２ ３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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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代巧经济支持的现状

代际经济支持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 ， 只不过西方国家的代际经济流动属于

＂

接力
＂

式 ： 更多的是 由父母流向子女 ， 在中 国更多 的是
＂

反馈
＂

式 ； 先是父母

抚养子女 ， 然后是子女赡养父母 对美国消费者 １ ９８ ３
－

１ ９８ ５ 年的财务状况调

查显示 ， ３ ． ６％的父母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 ， ８４ ．２％的子女得到父母的经济支持
＾２２

１

。

而对于发展中 国家或地区来说 ， 代际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家庭收入和支 出都是极其

重要的
［
１ ２３

］

， 如 ， 肯尼亚 ２ ５％ １＾＾上的代际经济支持是子女提供给父母的
１

１ ２４
３

； 台湾

７５％的受访者在上年向父母提供 了经济支持 ， 而仅仅 １ ８％的受访者从父母那里得

到经济支持 ｆ
ｉ ２３

。 Ｌｅｎｎａｒｔｓｓｏｎ ２０ １ １ 年提出 ， 社会转型 、 家庭结构变迁 Ｗ及医疗保

障的推广 ， 导致代际转移发生 了极大改变
ｆ
ｉ ２６

３

： 老年人为成年子女提供越来越多

的代际支持 代际支持的主要方式是金钱的支持 ， 支持的方向是父母给子

女金钱 ［
口９

］ ［
１ ３〇

］

。

２ ．３ 代际支持对老年佳巧的彩巧

２ ． ３ ． １ 代际支持对生理佳康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 ， 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死亡率高度相关
ｔ
ｕ ｉ

ｌ

。 王萍 （ ２０ １ ２ ） 利用

安徽巢湖地区跟踪调查数据 ， 采用个体增长模型 ， 发现无论是获得还是提供代际

支持 ， 都会对老人生理健康产生显著影响 ， 而且代际支持通过影响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和抑郁 ， 最终影响老人生理健康 ， 体现了代际支持对健康的选择效应和用进

废退理论 ｆ
ｉｎ

ｉ

， 其 中 的原因在于获得代际支持会加速老人 日 常活动能力 （ＡＤＬ ）

的衰退速度 ， 而提供代际支持则可 Ｗ减缓其 ＡＤＬ 的衰退速度 。 但是 ， 对面临

各种与老龄化有关的功能和健康挑战的老人来说 ， 情感支持可能更重要
ｔ
ｉＷ

。 宋

瓣 （ ２００６ ） 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 ， 发现对子女提供代际

支持虽然有利于男性老人健康 ， 但却不利于老年女性健康 ； 子女提供生活照料的

增加反而不利于老人健康 ， 而对子女生活进行照料和情感交流 ， 则有利于女性老

人健康
【

１ ３ ５
］

。

２ ．３ ． ２ 代际支持对也理健康的影响

Ｃｏｎｇ ＆ Ｓ 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ｉｉ（ ２００８ ） 研究指 出 中 国老人的也理健康与代际支持高度相

关
［
５９

］ ［
６〇

］

， 原因在于子女在提供照料过程中与父母的沟通 ， 有助于缓解患病老人

的也理紧张 可 Ｗ给老人带来 良好的精神状态 ， 而且情感支持比 日 常照

料和经济支持更能促进老年人的必理健康
ｔＷ

。 另外 ， 来 自 子女之外的其他亲人的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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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支持也有利于老人也理健康

在当前人 曰 流动 日 益常态化的背景下 ，

＂

时间 －金钱
＂

互惠模式的代际交换不

但有利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 ， 而且也有利于留守老人的也理健康Ｐ９
３

。在中 国农村 ，

儿子外 出打工 、 儿媳妇照顾老人体现了
＂

男主外 ， 女主 内
＂

传统 ， 够减轻老年人

的抑郁症 相反的例子是 ， １ ９８ ０ 年代 来 ， 由于湖北京山地区年轻人大量外

出务工 ， 使得留守老人缺乏养老保障 ， 导致农村老年人的 自 杀率较 Ｗ前有很大提

高 ｔ
ｗ

ｉ

。 当经济支持不足时 ， 适度的情感支持能够起到替代作用 ， 不过 ， 此时的

情感支持必须符合老年人预期 ， 才能促进老年人的也理健康 ， 否则可能会伤害老

年人 自 尊 ｆ
６８

］

。 类似地 ， 日 常照料和经济支持过多可能会增加老年人依赖感 ， 感

觉生活失去控制 ， 会对老人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
６８＾９＾０

１ 李兵水等 （ ２０ １ ３ ） 基于

实地调查数据 ， 利用 Ｐｒｏｂ ｉｔ 回归模型发现代际支持的双方关系越好 ， 越有利于老

人也理健康

中 国 目 前老人独居的可能性大于 Ｕｉ
？往任何时期 ， 离婚 、 丧偶导致的独居对老

人认知功能的损害很大Ｐｓ
ｉ

， 而双向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能够减缓认知功能衰退

速度 。 但是 ， 老人从成年子女处获得 日 常照料却加速其认知功能的衰退速度 ｔ
ｓｑ

。

截面数据研究也表明代际间的双向经济支持有利于农村老年人的认知功能 国

外研究还表明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可能导致老年人也理抑郁 ｆ
５ ８

３

， 而抑郁又是损害

认知功能的危险因素 。

２ ． ３ ．３ 代际支持对生活满患度的影咱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针对 自 身生活质量的
一

种主观评价 ， 经常用来衡量老年生

活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 。 王萍 （ ２０ １ １ ） 发现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 双向 日 常照料

及情感交流能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 而且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对 日常照料具

有替代作用 ＰＷ
， 而 日 常照料的不足降低 了农村老人生活质量 ， 经济支持能够极大

地提升农村老人的幸福感 （贺志峰 ， ２０ １ １ ）
口

Ｅ ｌｚａＭａｒｉａ（ ２００ ７ ） 认为结构化

的代际支持通过丰富社会资本 ， 进而有利于双方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
Ｐ Ｓ

１

。 左冬梅

（ ２０ １ ２ ） 将代际经济交换的生理年龄效应 、 队列的历史效应和家庭生命周期效应

加 Ｗ分解 ， 发现老年人的经济福利有所提升
ｔ
ｗ

ｉ

。

２０ １ ０ 年对河南省叶县农村的养老调查数据为基础 ， 高歌 （ ２０ １ １ ） 对农村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分析 ， 发现 ５０％Ｗ上的老年人不满 目 前的生活状况 ，

生病时子女的照料情况能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ｆＷ
。 郭志刚 （ ２００７ ） 也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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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核也家人提供的生病期间 的照顾和情感慰藉最令老年人满意 ｆＷ
。 Ｃｏｎｇ

＆

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８ ） 指 出 ， 在中 国农村照看留守孙子女的老人往往会获得子女更

多的经济支持 ， 加强了代际情感交流 ， 促进 了老年人也理健康 ， 进而能够提升其

生活满意度 更重要的是 ， 代际间的转移是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 ｆＷ
， 比如 Ｌｉｎｇ

Ｘｕ ＆ Ｍｓ Ｃｈｉ ｌ（ ２０ １ １ ） 就发现中 国农村老年人如果认为孙子女孝顺或家庭和睦 ，

则会对生活产生满意感

另
…

方面 ， 有证据表明老人与子女的相互交流有利有弊 ， 从而对老年人健康

及幸福感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Ｗ 。 Ｃｏｎｇ 和 Ｓ ｉ 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ｉｉ
（
２００８

）发现老年人提供给

子女的经济支持能够增强老年人的 自我效能感和也理平衡感 ｆ
５９

３

； 给子女提供 日 常

照料能够提升老年人的权威感和互惠能力 ， 能给照料者本人带来愉悦Ｗ及感受到

自 身的价值 ， 有助于他们的也理健康 ； 无力为子女提供支持无形中 削號 了老年人

的生巧满意度
ＷＳＷＷＷ

。 利他动机理论认为提供支持是为 了接受者的福利得到改

善 ， 这无意间反而也给父母带来了福利 但对中 国的研究发现 ， 老年人给

予子女较多 的 日 常照料会恶化他们的健康状况 ， 从而降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
ｓｗ

，

因为家庭照料约束 了 照料者的生活范围 ， 他们的 日 常活动围绕着家庭来转 、 处理

所负担的照料责任 ， 容易产生孤独 、 孤立 、 厌烦和挫败感ＷＷ
２

］ ［
５３

］

。 在家庭关系

方面 ， Ｍｏｒｒｉｓ
（
２０ １ １研究揭示 ， 家庭关系 ｉＵ及相互依存的关系与老年人生活满意

度正相关 郭志即 （ ２００７ ） 研究发现 ， 经济是否結据能显著影响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 ， 而老年人并不关注经巧供养的来源 ； 与核也家庭成员 同住的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较高 ， 而独居会严重降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 生病时有人照顾 、 尤其是核

也家庭成员照顾 ， 更能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 配偶在非经济方面的影响
一直很

重要 。 是否有子女会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 但这种影响基本不存在子女性别差

异
叫巧

。

２ ．３ ． ４代际支持对自评僖巧的巧响

韦巧 （ ２００７ ） 发现 ， 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 自评健康较好 Ｌ ｉｅｔａ ｌ ．（ ２００９ ）

研究发现 ， 与其他居住模式相 比 ， 夫妻同住的高龄老人 自 评健康最好 ， 其次就是

与子女同住 ｆ
ｉ ｓ ｓ

ｉ

。 Ｌ ｉ ｕｅｔａ ｌ ．（ １ ９９巧 基于武汉的调查数据发现 ， 老人与子女间双

向 的情感支持与老人的健康 自评状况有正向关系 ， 虽然其检验结果无统计上的意

义 ｔ
ｉ ３ ９

３

。 向 同住的配偶 、 子女提供支持能减少孤独感 ， 提高 自 评健康水平 ， 向子

女提供或得到支持能提高 自评健康的稳定性 ｔ
ｗ

ｉ

。 但过度的支持反巧不利于健康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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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４ １

］

〇

２ ． ４ 控制变ｆｔ对巧年值庚的影巧

代际支持只是影响老年健康的因素么
一

， 研巧者还需将其他健康影响因素作

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之中 。 近年来 ， 人们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等非医学因素对健

康的影响 。 有数据湿示 ， 在健康影响因素中 ， 遗传因素 占 １ ５％ ， 自然环境因素 占

７％ ， 生活方式和行为因素 占 如％ ， 医巧因素 占 ８％
Ｕ４２

１

。

２ ． ４ ． １ 社会经巧地位对值巧的影晌

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巧受教育程度 、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三个方面进行衡

量Ｕ＂ ３

。 影响健康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 出生 、 成长 、 生活 、 工作等社会因素和收

入、 雑费等经济因素 ， 也包括卫生系统 。 这些固素受权力 、 金钱和资源分配状况

制约 及政策选择的影响 。 社会经济因素是造成健康不公平现象的主要因素 ， 导

致地区 间甚至个体间 的健康差异 ， 而这些差异或许是可 Ｗ避免的 。 利用英 国两年

的家庭调查 （
ＧＨＳ

）数据 ， 在消 除健康选摆效应及完善收入 的计量方法之后 ，

Ｂｅｎｚｅｖａｌ ｅｔ ａｌ ．

（
２０（Ｕ

）发现 ， 健康与收入间的非线性关系减弱 ， 但并未消失 ： 进
一

步加入民族 、 巧别 、 年龄、 受教育程度 、 职业 、 家庭财产 、 父母巧会经济地位等

变量盾 ， 收入与健康的关系仍然湿著 ｆ
ｉＷ

。 Ｋｒｉｓｔｉｎｅ＆ Ａ
ｊ
ｒｏｕ沈但００ ７ ） 研巧认为 ，

较低的受教育氷平往往具有较低的有 自评健康 、 更多的慢性病和较差的功能性健

康Ｕ ４５
３

。 收入能通过影响老年人对信息技术的投入而产生健康效应 ， 比如 ， Ｔｏｉｐ ｅｔ

ａｌ ．

（
２００巧 的研究发现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够促进照顾配偶的老年人的健康 ｆ

ｉＷ
。 控

制 内 生性 间题么后 ， 跨 国 研 究也证 实 了 绝对 收入能够影 响健康 ｆ
ｗ

ｊ

， 比 如

Ｐｒｉｔ沈ｅｔｔ ＆Ｓｕｍｍｅｒｓ （ １ ９９ ６ ）婴儿死亡率和期望寿命来反映
一

个 国家居 民 的健

康水平 ， 利用跨国截面数据对低收入家庭进行研究 ， 结果发现健康状况随收入

增长：而明显上升 ， 而且 ， ＯＬＳ 和工具变量回 归均证明 ， 这种正 向关系不是单纯

的相关性 ， 而是呈因果性和结构性的 经济状况对老年人的物质生活 、 精神

生活 、 健康状况及也理状态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 而经济状况
一

般是通过个人收

入能否满足个人需要来衡量 ｆ
Ｗ

ｉ

。

收入差距导致健康差异 的机制有 Ｗ下几种 ： 首先 ， 收入差距影响医巧公巧

投资和支 出 。 收入差距会导致居 民医巧消 费 出现分化 ， 富人可能会感觉本地公

共服务并不能满足其需求转而到其他地方寻求医疗服务 ， 使得本地公巧品 的价

值被低估 、 相应 的公共支 出缩减 瓜ｅａｔｏｎ ， ２００３
）

ｆ
ｉ ５Ｗ

。 同 时 ， 贫富差异阻碍 了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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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巧政策的实施 （
Ｋａｗａｃｈｉ ， １ ９９９

）

ｔ
ｉＷ

， 比如 医疗设施投入不足 ， 最终影响个

体健康状况 。 其次 ， 贫富悬殊会通过社会资本的差异影响人们 的健康 （
Ｗｉｌｋｓｉｏｎ ，

Ｉ ９９６
）

ｔ
ｉ ５ａ

。 当然 ， 收入差距的健康效应依赖于个人的经济水平 ： 低收入人群会

缺失医疗卫生与教育方面的个人投入 。 第Ｈ ， 贫富悬殊会使低收入人群产生挫

败感及压力 ， 导致情绪低落或不 良 的行为 习惯 （如吸烟或饮酒 ） ， ＆沈ｏｅｎｂａｕｍ
，

１ ９９５ ）而吸烟与过量饮酒不利于老年人健康与长寿 。 不过 ， 也有研究认

为 ， 老年人经常性适度饮用紅酒或葡萄酒等非烈性酒反而能改善健康与延长寿命

ｔ
ｉ ｓｇ

。 日 常饮食中 ， 如果经常食用蔬菜 、 水果 、 豆制品 、 鱼类则有利于老龄健康

ｆ
ｉ ｓｑ

。 但 Ｊｕｄｇｅ（
１ ９９５

）却认为 ， 贫富差距在
一

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人们 的健康 。

第
一

， 富裕群体的存在会促使医疗机构 引 进先进的医疗技术 ， 搭便车和外部效

应有利于人们健康水平的普遍提高 。 第二 ， 收入差距扩大有可能使政府税收増

加 ， 增强政府公共支 出 能为 ， 改善地区医巧保健等公共服务水平 ， 促进人们健

康水平的提高 ｆ
ｗ

ｉ

。

２ ．４ ． ２ 居住模式对值巧的影巧

居住模式 、 婚姻状况 、 家庭结构 、 日 常护理等因素都会对老龄健康产生非常

重要的影响 ，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 １ ９ ７２ ） 认为 ， 在健康生产橫型 中 ， 收入、 教育 、 营养摄入

和环境条件等可能是更重要的变量 ， 尤其在夫妻同住的居住模式下 ， 夫妻双方的

相互照顾能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ｔ
ｉ ｓｓｗｗＷＷ

。 Ｈｅｌｌｓｔｒｏｍ＆ＨａＵｂｅｒｇ

（ ２００ １ ） 发现家庭成员提供了８４ ． １ ％的家庭帮助 ， 其 中家务劳动和居家护理 占

５３ ． 基于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年的 中 国健康长寿追踪调查 （ ＣＬＨＬＳ ）

数据 ， 加入相关的控制变量之后 ， Ｚ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
２０ １巧 发现 ， 对中 国老年人来说 ，

有女儿比有儿子更容易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 ， 原因在于女儿更注重孝道 ， 老年人

与女儿的关系更甄洽 ， 女儿提供的照料更容易让老人感到满意 ， 有利于保持较好

的认知能力及较低的死ｔ率 ， 这种优势在高龄老人 （ ８０ 岁 ） 当 中更加明显 ｆ
ｉ ６２

ｌ

。

但经济学家们逐巧发现 ， 不是婚姻而是与婚姻相联系的 日 常照料 、 情感慰藉等其

它要素影响 了老年健康 ， 因此 ， 经济学家逐渐将 目 光转向 了 由 日 常照料 、 情感慰

藉等要素所构成的养老模式 ｔ
ｉＭＷＷ

。 利用 中 国高龄老人 （８ ０ 岁 ｜＾上 ） 健康长寿调

查数据 ， Ｇｕ ｅｔａｌ ． （２００ ７ ） 发现居住养老院的高龄老人的死亡率较其他窩龄老人高

３ ５％
ｔ
ｉ ６５

ｌ 根据同样的数据样本 ， Ｃｈｅｎ＆ Ｓｈｏｒｔ
（
２００＾发现 ， 与女儿同住的高龄老

人往往拥有最好的精神状况 ， 而独居高齡老人则精神状况最差
ｆ
ｉＷ

。 刘宏等 （ ２ ０ １ １ ）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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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老年人生活的不 同经济来源与不 同居住模式结合起来 ， 作为养老模式替代变

量 ， 研究养老模式的健康效应 ， 发现养老模式显著地影响 了老年人健康 ， 也就是

晚年生活的经济来源和居住模式会共同或单独影响老年健康及生活满意度 ， 其

中 ， 有独立经济来源且独立居住的老年人夫妻最为健康和幸福 ， 而依靠他人提供

经济来源且独居的老年人往往健康状况与幸福感最差Ｐ３
。

２ ． ４ ．３ 医疗保障对值康的影响

学者们长期关注医疗保障的健康效应 ， 例如 Ｐａｇ如１ｅｔａｌ ．

（
２００７

）认为墨西哥的

医疗保险严重影响 了该国居民对预防保健服务的利用 ， 如 ， 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

与医疗保险覆盖不足有很强的相关性 黄枫 ， 甘舉 （ ２０ １ ０
） 认为 ， 享受医疗保

险的老人 比无医疗保险的老人预期寿命要长
ｔ
ｉＷ

。 Ｃｈｅｎｇ（
２０ １巧 研巧发现 ， 参加

新农合之后 ， 农民 只 需负担总医疗费用 的
一

小部分 ， 医疗负担极大减轻 ，

一

定程

度上解决了
＂

看病贵
＂

难题 ， 使得农民有了更多途径利用 医疗服务 ， 而且也提高

了农 民利用 医疗服务的可能性 ， 最终使得广大农 民的健康状况因为新农合而得到

改善 。 因此 ， 农 民是新农合的最大收益者 ， 对于经济来源有限的农村老年人更是

受益匪浅 １
１ ６９

１

。

２ ． ４ ． ４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

Ｐｕｔｏａｍ
（
２０００

）指出 ， 健康是与社会资本关系最紧密的领域 ｎ气 薛新东 ， 刘

国恩 （ ２０ １ ２ ） 利用 ２００８ 年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畑ＡＲＬＳ ） 数据 ， 实证分析

了社会资本与健康状况之间 的关系 ， 发现社会资本对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ＵＷ
。

有研究认为健康水平与个人社会资本而不是社区社会资本相关 ， 但鲍常勇 （ ２００９ ）

的研究发现社区社会资本与人 口健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ｆ
ｉ ７２

３

。 利用美 国有关数

据 ， 在控制个人水平社会资本变量后 ， 采用 多变量分析的方法 ， Ｂ ｒｏｗｎｉｎｇ
ＣＲ

（
２００２

）

等分析 了社区社会资本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 发现社会资本高的社区 中 ， 人群健康

状况明显要好
ｆ
ｉ ７３

３

。 Ｆｒａｎｚｉｎｉ Ｌ
（
２００３

）
的研巧发现 ， 虽然个人社会资本对美国 Ｔｅｘａｓ

州也脏病人的存活年数起决定作用 ， 但社区社会资本也是
一

个很重要的解释因素

＾ ７４
］

。 Ｌｉｎｄｓｔｒ Ｍ ． Ｍ
（
２００４

）
在分析 了瑞典有关数据后发现 ， 社区社会资本与人辩的

自 评健康水平显著相关 ｆ
ｉＭ

ｌ

。 但 Ｖｅｅｎｓｔｒａ Ｇ
（
２００５

）在利用 多变量分析方法研究 了英

国有关人 口健康的数据后却认为 ， 社区变量与人群健康水平并没有显著 的相关关

裂
１气 在研究 了美国几个社区的人 □健康数据后 ， Ｓ油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
２００巧发现 ， 个

人社会资本 、 社区社会资本与 自评键康间存在多层次交互作用机制 ， 比如 ， 同样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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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任度较髙的社区 ， 信任程度高的个体获得的 白评健康得分也较髙 ， 信任程度

低的个化获得的 自评健康评分也较低 说明社会资本只是有助于那些信任趕

度裔个体的 自评健康 。 利用英国健康与生命周期调查数据 ， Ｍｏｈａｎ Ｊ
（
２００５

）用多

变量分析的方法研巧 了社区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 ， 结果也不支持社区社会资本

影响人群存活水平的观点 ｔ
ｎｓ

ｉ

。

２ ． ４ ． ５ 社区环境对僖巧的影响

生活环境质量对老龄健康的影响程度可能超过经济收入
ｆ
ｗ

ｉ

。 有研巧表明 ，

空气污染使老人患病率与死亡率显著上升
ＵＷ

。 生活在安全感差 、 交通拥挤 、 噪

音大等环境较差城市的老人健康状况比经济条件差但 自 然环境好的老人差 ２￣３

倍 。 可见 ， 老人对环境质量更为敏感 １
１＾

。 人 口快速老龄化 １＾及生态环境的恶化

对老龄健康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ｆ
ｉ ８２＾ ８３

：
！

。 老年人的脆弱性及其对环境的敏感性 ，

要求人们应分析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化区环境的相关关系 ， 识别对健康危害最大

的环境因素 ， 并采取适宜的弥补措施
ｔ
ｗ

ｉ

。

Ｚ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
２０ １ ０

）
认为社区化会经济环境 、 自然环境与空气质量都会影响老

年人的健康 ， 并使用来 自 中 国健康长寿追踪调查 （ＣＬＨＬＳ ） 的 １ ．５ 万名老人及其

所居社区数据 ， 控制 了个体水平的因素 ， 采用 ＨＬＭ－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发现 ，

社区的适龄劳动参与率 、 居民文化程度 经济发展水平都显著地影响老年人的生

理 、 也理及整体健康状况与死亡率
【
１ ８

气

２ ． ５ 代际经济支持影响因素

对西方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发现 ， 老年入的社会地位 、 经济状况 、 教育程度

等特征都会影响代际支持 ， 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人不但 自 身身也备受折磨 ， 还需

要子女提供更多 的代际支持
ｔ
ｉＷ

。 农村子女与老年父母间的代际支持随着父母年

龄的增长有所下晦 。 虽然女性的平均寿命高于男性 ， 但是 ， 女性的健康期望

寿命低于男性 ｔ
ｉ ｓｗ

， 有更长的时间需要获得帮助 。 而且 ， 女性扮演的社会角色异

于男性 ， 表现的更为敏感 ， 需要轉到更多 的情感支掠
ｔ
ｗｉ

。

２ ． ５ ． １ 老年人巧巧状况对代巧支持的影巧

老年人健康状况会影响代际支持的获取 ， 获取代际支持的增加说明老人健康

状况恶化 ， 获得 日 常照料的老人大多健康条件较差 但情感支持与老

人的健康状况负相关 ， 也就是老人健康状况较差时 ， 子女更可能提供经济支持和

日 常照料 ， 而非情感支持 ， 是
＂

久病床前无孝子
＂

的生动写照 ｔ
ｉｗ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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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５ ． ２ 代际支持动机对代际支持的影巧

到 目 前为止 ， 美国关于代际经济支持动机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其研巧

结论主要分成两种 ， 分别是利他动机 和交换动机 这也是社会上

最主要的两种动机 ｔ
ｗｗ

。 而在 日本 ， 代际支持的利他动机并不明显
ｆ
ｌ ９＾

， 中 国 台湾

地区的代际支持则是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并存
ｆ
ｌＭ

ｌ

。 对于 中 国大陆家庭的代际支

持研究发现 ， 在很多情况下 ， 子女的经济状况与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表现出

同 向变动 ： 社会经济状况越好的子女 ， 越可能向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 ， 所 Ｗ ，

交换动机和利他动机两者之间难 分辨 ｆ
ｌＷ

ｌ ＰＷ ｌ

。 农村子女是否为父母提供经济

支持并不影响父母对孙子女的照看 ， 体现 了 家庭支持的利他动机 ＰＷ
。 胡宏伟

（
２０ １巧认为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保障释放 了老年人的 医巧卫生服务需求 ， 增加 了

相应支出 ， 提高了子女经济供养的水平 ， 因此体现了利他动机ＰＤＳ
ｌ

。

Ｓｅｃｏｎ出 （ １ ９９７ ） 的实证研究发现 ， 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同时存在于 中 国农

村家庭的经济支持当 中 ￡
１ ９３

，Ｌｅｅ
，
Ｙ．

，
＆ 义ａｏ

，
Ｚ ．

ｙ 

９９８
）
认为利他动机更能解擇中

国家庭的代际支持行为
ｔＷ

。 刘爱玉、 杨善华 （ ２０００ ） 认为中 国家庭的代际支持与

父母的需要高度相关 ， 西方学者的Ｈ种理论 （利他理论 、 交换理论和权力理论 ）

缺乏对 中 国 问题的解释力 因为中 国农村 向上的经济转移是 由于老年人的收

入低 、 健康差 ， 支持利他模型 。 范成杰 （ ２０ １ ３ ） 研巧发现 ， 向下 的 、 单向失衡的

代际支持取代 了 向上的 、 双 向平衡的代际支持 ， 是江汉平原农村家庭养老面临困

境的症结所在 ， 子代的养老行为 日趋理性化ＰＷ
。 上述文献表 明 ， 中 国家庭的代

际经济支持主要出于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
ＰＷ

。

２ ． ５ ．３ 子女个体特征对代巧支持提供的影喃

王树进 （ ２００９ ） 实证分析发现 ， 子女的性别 、 职业 、 家庭平均税后收入与开

支 、 房价及其兄弟姐妹个数都会影响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ＰＷ

。 在中 国传统的父

系家庭体系下 ， 子女 的数量和性别 ， 在家庭养老 中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ＰＷ １

， 老人

获得 日 常照料的可能性随子女数量的増加而下降 ， 其获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则随

之增加 但谢桂华 （ ２００９ ） 使用 ２００６ 年全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抽样数据发现 ，

子女给予父母各方面照料的频繁程度不受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 ， 独生子女并不 比

非独生子女更频繁地照顾父母
ＰＷ １

。 兄弟姐妹间的养老行为存在示范作用 ， 兄弟

姐妹分担程度越高 ， 子女个体越有可能提富对老年父母的支持ＰＷ
。 子女质量的

作用 己经开始 凸显 ， 父母投资有效地提高了子女为父母提供赡养的几率
ＰＷ

， 这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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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Ｗ视为子女质量对数量的替代效应 。

中 国农村的社会现实中 ， 性别在决定子女是否为父母提供支持中起着关键作

用 。 家庭中往往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为父母提供根本性的老年支持 ， 老年父母多与

己婚儿子同住 ， 儿子 比女儿负担更多的养老责任 ， 他们为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和

日 常照料的数量明显髙于女儿 而女儿更多 的为父母提供情感沟通和 日 常照

料等辅助性的老年支持
ｆ
ｉｗ

３

。 周律 （ ２０ １ ２ ） 基于利他和交换动机假说 ， 发现子女

的孩次对代际转移动机有显著的影响 ， 但子女性别的影响并不显著 ， 建议政府应

考虑农村地区子女的孩次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 ， 从而提高公共资源的效用 Ｐ ｉ ｓ
ｉ

。

２ ． ５ ． ４ 劳动力流动对代际支持的彩咱

学术界关于子女的外 出到底如何影响他们 的经济赡养行为 尚无定论 。 憂嫉

（ ２０ １ １ ） 认为社会结构的变动改变 了代际交换的条件 ， 提高 了赡养成本 ， 打破 了

代际交换的平衡 ： 劳动力外流使得空间距离增加 、 相对经济状况下降 ， 而且 ， 由

于外 出子女的经济供养能力普遍偏低 ， 子女赡养意愿 由 自律转化为他律 、 赡养能

力相对降低
ＰＷ

。 叶敬忠 、 贺聪志 （ ２００９ ） 对外蒙古 、 泰 国 、 中 国大陆和香港的

流动人 口研究也发现 ， 子女外 出会恶化老年人的经济状况
Ｐ ｉ ５

］

。 但是 ， 也有学者

提出 了 不 同的观点 ， 他们认为 ， 外出子女通常会考虑到 自 身对老年父母照料不足 ，

而增加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进行补偿 ， 相当于
＂

金钱换时间
＂ ＰＷ

。 比如 Ｊｏｈｎ

Ｋｎｏｄｅｌ（ ２００７ ） 对墨西哥和泰国 的研究表明 ：

一

旦子女外 出后收入增加 ， 往往会

增强对老年父母的经济赡养 不难发现 ， 子女外 出对经济赡养行为的影响与

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 ， 存在地区差异 。

经济发达地区子女与老年人情感疏远程度较高 ， 居住距离也较远 ， 老年人的

社会地位也较低 ， 得到子女帮助的机会较少ＰＷ
。 比如在美 国乡 村 ， 居 民对赡养

父母的责任感较城市地区更为强烈 。 陈彩霞 （ ２０００ ） 认为人 口流动不会影响家庭

养老 ， 原因在于 日 常照料 由成年妇女提供 ， 而成年妇女外 出 的可能性较低 ； 虽然

成年男性会外出 ， 但其提供的主要是经济支持 ， 而外 出打工反而会増强支持能力

ＰＷ
。 张文娟 （ ２０ １ ２ ） 提出在流动人 口 的经济状况获得改善的 同时 ， 他们与父母

之间仍 旧延续 了传统的代际互惠和交换模式 ， 调节 了子女之间养老分工 ， 但保留

了资源分配优化的群体合作分工方式

研究还发现 ， 代际居住距离会影响各项代际交流的进行 ， 但是对Ｈ类代际支

持的影响存在差异 ； 老人的居住模式和居住距离对其获取经济支持的影响不大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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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会影响 日 常照料和情感慰藉的获取

么 ５ ． ５ 社会保巧对代际支巧的巧咱

社会保障对子女经济供养老人的影响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问题 有

学者认为 ， 社会保障政策对代际经济支持有挤出效应
Ｗ

， 也有学者认为利他动机

下 ， 养老金会
＂

挤出
＂

代际经济支持 ， 而交换动机下 ， 养老金会
＂

挤入
＂

代际经

济支持 ｆ
ｉ ９２

ｌ

。 交换动机下 ， 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越多 ， 得到子女的 回报

也就越多 ， 而社会保障可Ｗ増加老年人拥有的资源 、 増强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经济

支持的能力 ， 使得代际间 的经济交换能为差距变小 ， 出现
＂

挤入
＂

效应 ： 老年人

获得社会保障越多 ， 子女对其提供的支持也就越多 ＡｎｅｔｔｅｐＯＯ巧认为 ， 家庭

成员么间具有利他主义情感 ， 老年人的效用取决于 自 身的消费和子女的效用 ， 每

个成员会根据父母或子女的收入来决定 自 身的消 费 ， Ｗ实现效用最大化 。 老年人

一

旦拥有养老金 ， 子女就会减少经济支持Ｗ保持 自 身的消费 ， Ｗ将父母的消费维

持在养老金计划运行前的水平 ， 而没有养老金的家庭获取个人支持的可能性要高

出 ２０％ ， 也就是
＂

挤 出
＂

的 比例低于 １ ００％
Ｐ２ ３

３

。 在南非 ， 养老金増加对代际经济

支持的替代率为 ３０％
［
２２４

］

。 不过 ， 也有学者认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有利于构建

和谐的代际关系 ， 不会
＂

挤出
＂

经济支持Ｐ２３
。 唐利平 （ ２０ １ ０ ） 通过对江苏和 四

川两省 ８ １ ０ 户农村居 民入户 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 也发现农村养老保险影响子女养

老意愿Ｐ２６
ｌ

。

城市老年人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 其生活来源 己发生变化 ， 很多

人 Ｗ退体金 、 养老金等作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 对代际经济支持具有
＂

挤出效应
＂

杜鹏 、 吴超 （ ２００６ ） 根据 ２００４ 年全国人 口变动抽样调畜数据分析发现 ， 老

年人的生活经济来源主要来 自子女或其他亲属 ， 但紧随其后的就是离退休金 ，

６０％的城市老年人 Ｗ退休金为主要生活来源 ｔ
ｎ ｓ

ｉ

。 Ａｔｔｉａｓ －Ｄｏｎｆｏｔ
（
ｌＷ５

） ，
Ｋｏｈｌ ｉ

（
１ ９９９

）

研究认为 ， 养老金 己经改变了代际经济支持的方向 Ｐ２９Ｋ２３Ｗ
。

２ ．６ 代际支持影响老年佳巧的机制

１ ９６０ 年代精神病领域的学者在研究生活压力对健康的影响时提出 了社会支

持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 的概念 ， 认为社会支持对健康的影响机制主要有四种 ：

（ １ ） 主效应模型 。 Ｔ宇等 （ ２ ００ ５ ） 认为社会支持的増益作用具有普遍性 ，

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有益于身也健康 ， 而与个体是否面临压力无关 。 而且社会支

持可 Ｗ独立于应激状况而发挥作用 ， 只要社会支持能让个体保持 良好的也绪就能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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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其健康 ＰＷ
．

（ ２ ） 缓冲效应模型 。 宫宇轩 （ １ ９９４ ） 认为社会支持的健康效应是有限的 ，

只是在人们面临较大压力时可 Ｗ减轻甚至免除压力对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 ， 能弱

化压力与患病之间的联系 Ｐ３２
３

．

（ ３ ） 动态效应模型 。 ＭｕｔｒａｎＳ ．＆ＳｔｅｉｎｅｒＳ ．（ １％６ ） 认为社会支持和压力是

互动的 ， 送种关系还会随时间 的推移而变化 ， 并影响健康 Ｐ３

气

（４ ） 逆向缓冲作用模型 。 施建锋 （ ２００ ３ ） 认为 ， 对于 已经处于压力状态下的

个体而言 ， 社会支持可能使得个体压力感更强 ， 应对压力 的办法更少 Ｐ３４
３

。

另外 ， 健康经济学研究者近来坚持认为 ， 在理解社会地位 、 行为模式的健康

效应时 ， 中间变量的 中介作用不容小戯 。 例如 ， 在流行病学和健康研巧 中 ，

一

致

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既存在直接作用 ， 也存在间接作用 ， 而间接作用

的发挥正是通过中介变量实现的 再如 ， 王 曲 、 刘 民权 （ ２００５ ） 认为 ， 学术

界关于收入是否具有健康效应并未取得
一

致意见 ： 不少学者认为并非收入而是中

间变量影响 了健康 ， 该中 间变量与收入和健康均具有相关性 ， 收入仅仅是该中 间

变量的
一

个标志 ， 其中 ，

一

个最突 出 的 中 间变量就是个体的受教育水平 。 验证方

法就是在收入与健康的 回归模型中随后加入教育水平变量 ， 收入的健康效应系数

的统计显著性降低甚至消失
ＰＷｌ

。 例如 ， 将医疗与教育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后 ，

Ａｕｓｔｅｒｅｔａｌ ． （
１％９ ） 发现 ， 收入越高死亡率也越高 。 Ｎｅｗｈｏｕｓｅ （ １ ９８０

） 也发现教育 的

健康效应要超过收入的健康效应 。 不过 ， 众多研巧也发现 ， 即使控制 了教育 因素

后 ， 收入的健康效应依然存在 。 Ｓｏｒｌｉｅ ｅｔ ａｌ ． （ １ ９９ ５ ） 研究 了收入水平 、 受教育年限 、

职业 、 就业状况、 物质状况 、 种族和家庭规模等因素对美 国 巧 岁及 Ｗ上年龄群

体死亡率的影响 ， 发现 ６ ５ 岁 Ｗ下居民的死亡率与收入负相关 。 将年龄和种族作

为控制变量后 ， 年收入在 日 万美元 Ｗ上家庭和年收入在 ０ ． 日 万美元家庭的 巧
－

６４

岁 男性死亡率相差 ７ ０％（后者高于前者 ） 。 进
一

步控制 了包括教育在 内 的其他变

量后 ， 这
一

比例从 ７ ０％降低到 ３０％ 。

２ ．７ 研究方法综述

２ ．７ ． １ 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陈云松 、 范晓光 （ ２０ １ ０ ） 指 出 ， 近几十年来 ， 虽然定量分析方法 日臻完善 ，

但实证研巧仍然局限于数据质量 、 研究设计和模型设置 ， 尚处于对实证结果的描

述阶段 ， 而对于因果判断仍然做的不够
Ｐ３ ７

３

。 谢宇 、 ＴｅｄＭｏｕｗ 、 Ｃｈｒｉ ｓｔｏｐｈｅｒ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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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ｎｓｈｉｐ 、 Ｍｉ浊ａｅｉＳｏｂｌｅ 、 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ｏｒｇｏｎ 等学者强调 ， 实证分析应当注意因果关

系 ， 关注回 归分析中 的模型设置问题
ＰＳＷ

； 陈云松在
一

篇文献中提到 ， Ａａｇｅ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 ＲａｙｍｏｎｄＢｏｕｄｏｎ 、 Ｊ畑Ｅｌｓｔｅｒ 、 ＰｅｔｅｒＨｅｄｓｔｏｎ等学者侧重强调要把厘清

社会机制 、 社会过程和统计推断结合起来Ｐ３

＼ 疫些学者从不同的侧重点强调 了

解释性机制或者因果推断的重要性。 而且 ， 从理论研宛的政策意义角度来看 ， 唯

有进行因果分祈才能预测事件是否会发生 ， 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干预手段 ， 从而为

制定对策 、 改 良社会提供依据 （王天夫 ， ２００６ ）
ＰＷ

。

霄晓燕 （ ２０ １ ０ ） 在研究退休是否影响老年人健康时 ， 就认为健康状况本身就

是决定是否退休的重要变量 ， 存在反向 因果带来的偏误 ； 同时 ， 在模垫设置过穏

中 ， 某些不便观测 的变量 （如个人偏好 、 身体素质等 ） 会同財影响健康和退休 ， 如

果不能将送些变量加入模型 ， 则会产生遗漏变量误差ＰＷ
。 之所 ｉＵ会出现同

一

问题

的实证研究会有不同结论的现象 ， 其最主要原因就是实证方法的 问题 ， 然危就是

不同研巧所用 的数据不 同 Ｗ及进行研究的年代不同
ＰＳ

。 １ ９８０ 年代后期开始 ，

Ｋｅｒ化ｏｆ ｓ（ １ ９９９ ） 和 Ｄａｖ ｅｅ ｔａ ｌ ．（ ２００６ ） 等很多学者试图利用面板数据来解决

内生性间题 ， 但效果并不理想 ， 因为面板数据法对于处理反向 因果误差和随时间

变化的遗漏变量误差效果并不理想 ， 而实际上这两种误差可能相当严重 。 不过 ，

较普通最小二乘法 （化Ｓ ） 而言 ， 面板数据法倒是可 Ｗ消除不随时巧变化的遗漏

变量误差 。 近年来有
一

些文献用工具变量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Ｖａｒｉ ａｂｌｅｓ ，及断点 回

归 （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 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ＲＤ ， 即 ； 有效利用现实约束条件进行因果关系研究

的实证方法 。
）
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 内生性 问题ｐｑ

。

王小龙 、 兰永生口ｏ ｉ ｌ
）
在硏巧劳动力转移对留守老人健康影响时 ， 采用巧阶

段最小二乘法 （ ２ＳＬＳ ） 消除 内 生巧影响 。 文章选择
＂

外 出打工人数 占社区总人

口 比重
＂

作为工具变量 ， 其理 由是 ， 该工具变量不受个体家庭留守老人健康的影

响 ， 而且
＂

家庭劳动转移规模
＂

与
＂

外 出打工人数 占社区总人 口 比重
＂

高度相关

ＰＷ
。 扮陆进 （ １ ９舶 ） 通过 ＩＶ 法证实 了 收入的健康效应 ， 利话 的是美 国 巧８ ７ 年截

面数据 ， 同样采用 ２ＳＬＳ 工具变量法 ， 发现收入具有显著 的健康效应 。 薛新东 、

刘 国恩 （ ２０ １ ２ ） 为克服社会资本 内生性所带来的估计偏差 ， 选取个人所在社 区

＂

是否有通车的 马路
＂

和
＂

个人到最常去公交车站的距离
＂

作为工具变量 ， 并

利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 （ ＬＩＭＬ ） 法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 （
２ ＳＬＳ

）估计 ， 此来

识别社会资本与健康之闽 的 因果关系 ｆ
ｉＷ

。 再如 ， 国 内外学者都认为
＂

空巢
＂

与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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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健康状况密切相关 ， 但究竟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仍存在分歧 ： 有学者认为

＂

空巢
＂

老人大多健康状况不佳 ， 但也有学者认为
＂

空巢
＂

对老年健康具有保护

性效应 。 这
一

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克服 内生性 问题 ， 已有研究基本是讨论
＂

空巢
＂

与老年健康的相关关系 ， 而非因果关系 。

为避免 内生性的不利影响 ， 研究者
一般利用跟踪调查数据 ， 将基期健康状况

作为控制变量 ， 分析 自变量对报告期健康的影响 。 如 ， 刘宏 、 高松 、 王俊等学者

（ ２０ １ １ ） 就是充分控制个体的初始特征 ， 利用两期微观个体数据 ， 从时间上确定

关键变量的 因果关系 ， 来减少养老模式与健康么间 的 内生性影响
ｆ
７２

３

。 不过 ， 假如

老人基期时 己经预计到报告期健康状况将出现恶化而提前与子女合住 ， 那么这种

方法就无法完全消 除反向 因果关系的不利影响 ， 内 生性 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

决 。 此种情况下 ， 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或许能更好地识别因果关系

封进 、 余央央 （ ２ ０ ０ ７ ） 等学者也认为 ， 用滞后期 的收入差距解释收入与健

康之间 的 因果关系更有说服力 Ｐ４３
３

。 而且 ， 用滞后期 的收入差距作为 自变量可

Ｗ解决收入差距健康效应存在 的时滞性 问题 。 诸如 Ａｎａｎｄ ＆ Ｂａｍｉｇｈａｕｓｅｎ

（ ２００４ ） 、 Ｒｕｓｔ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０
）等众多学者利用滞后期数据揭示了 医疗服务供给和公

共卫生支 出 具有积极的健康效应 ＰＷ
。 Ｂ ｌａｋｅｌｙ 等 （２ ０００ ）美 国 收入差距 （Ｇｉｎｉ

系数 ） 作为 自 变量 ， 发现 自 变量滞后期不 同 ， 其健康效应不 同 ： 滞后期与健康

效应正相关 ， 这
一

特点在 ４５ 岁 Ｗ上人群体现的更为 明显
ｔ
ｗ

ｉ

。 利用 同样的数据 ，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 Ｋａｗａｃｈｉ
（
２００４

）
也发现 ， 滞后 １ ５ 年 的 Ｇ ｉｎｉ 系数能显著影响受访者

报告期健康 。 究其原 因 ， 在于收入差距影响医疗公共支 出 和公共 品 的提供需要

一

个过程 ， 同样 ， 收入影响人们 的 也理和行为也需要
一

定 的时 间 。 遗憾 的是 ，

大部分检验收入差距健康效应 的文献都采用 当期 的收入差距作为 自 变量 ， 这
一

做法的合理解释是发达 国家收入分布相对稳定 ， 不 同时期 的收入差距基本接

近 。 不过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 ， 滞后期 的收入差距与报告期健康状况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 ＰＷ
。

选择外生性变量和滞后期数据及工具变量法都是控制健康选择效应 的有

效方法 ， Ｃａｓｅ （ ２ ０ ０ １
） 研究养老金对南非养老金领取者本人及其他家庭成员健康

的影响就采用 了外生性变量的方法 。 该研究选择养老金作为收入变量 ， 发现养

老金能保护贫 困家庭 的家庭成员健康 ， 其健康路径就是养老金可 Ｗ 改善家庭成

员 的营养状况和缓解家庭成年成员 的压力
ｆ
ｗ

ｉ

。 为 了 识别健康与化会经济地位

４７





山 东大学博±学位论文


（ ＳＥＳ ） 的因果效应 ， 另
一

个替代性的识别策略是考察未预期到 的健康变化对

ＳＥＳ 的影响 口４８
］

。

２ ．７ ．２ 生态学巧误问屈

由于受到时 间 、 资金等资源的局限 ， 研巧者大多采用分步骤 、 多层次的方法

进行大规模人 口 问题的样本收集 ， 使得数据往往具有多层次结构特点 。 比如 ， 老

年人寓于家庭中 ， 家庭寓于社区 ／村庄 中 ， 这就构成了Ｈ个层次 、 具有嵌套结构

的数据 ／巢数据 （ ｎｅｓｔｅｄｄａｔａ ） 。 现有研究往往把来源于不同社区 ／村庄 ／家庭的髙层

次数据与个体 （低层次 ） 数据进行合并 ， 应用基于个体水平的模型进行分析 ， 导

致很多原本 由分组带来的差异被解释为个体的差异 ， 结果会存在如下的 问题 ： （ １ ）

所有未被拟合入模 型 的背景信 息最终都被包含在模型 的个体层 次误差项 中

（ Ｄｕｎｃａｎ ，Ｊｏｎｅｓ ，Ｍｏｏｎ ，１ ９９８ ）
ＷＷ

， 而 由于相 同背景下的个体误差必然相关 ，

这就违反 了 多元回归的基本假设 ；
（ ２ ） 忽略背景因素则意味着各回归系数同等作

用于
一

切情境 ， 这就反映了
＂

在不 同背景条件下 ， 事物的发生机制本质相 同
＂

的

错误观点 。 此时 ， 产生所谓的生态谬误 （ 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ｌｌａｃｙ ）
口 ＳＷ

， 该谬误具有

全概偏
＂

的特征 。 原因在于 同
一

层次的样本量具有相似性 ， 样本之间不完全独立 ，

其提供的信息量较低 （ Ｄｕｎｃａｎ ｅｔ ａｌ ． ， １ ９９ ８ ）
Ｉ
２Ｗ

。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 ．Ｌｕｋｅ（ ２０ １ １ ） 认为 ，

在集体层面搜集和分析健康数据是
一

种非常常见的现象 ， 比如 ， Ｃａｒｒｏｌｌ （ １ ９７５ ）

发现 ， 日 常食谱中脂肪含量较高的 国家 ， 其居 民乳腺癌致死的 比例也较高 ，

一

般

会因此得 出 看似合理 的结论 ： 摄入更多 的脂肪 的女性更容 易 患乳腺癌
ＰＷ

， 但

Ｈｏｌｍｅｓｅｔ ａｌ ．（ １ ９９９ ） 的健康研巧表明 ， 个体脂肪摄入量与乳腺癌么间 的关系并

不明显 。 ＣａｉＴｏｌ ｌ 的推论犯 了生态学谬误 ， 即 ： 群体间 的关系被假设同样存在与个

体ＰＷ
。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 ．Ｌｕｋｅ（ ２０ １ １ ） 认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更可取的方法是使用 多层次

的测量和分析工具
ＰＳＷ

。 如 ， 王萍等采用Ｈ期跟踪调查巢结构 （
Ｎｅｓｔ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的

纵向数据 （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Ｄａｔａ

）
， 采用分层线性模型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ｄｅｌｓ ，ＨＬＭ
）

中 的个体增长模型 （
虹出ｖｉｄｕ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ｌ

，
ＩＧＭ

）考察了代际支持对老年人认知

功能发展趋势的动态影响 与之相反的情况是 ， 由于外部因素的不可控 ， 如果

仅仅依赖所搜集的个体信息来进
一

步获得个体所从属的群体信息 ， 很可能会产生

＂

原子谬误
＂

（ Ｈｏｘ ， ２００２ ）也就是 偏概全
＂

的错误 。

更为重要的是 ， 数据的聚类性质和嵌套结构使得统计学上四个最基本假定

（ 即 ： 线性 、 正态 、 方差齐性和独立 ） 中 的方差齐性和独立性假设很难满足 ， 使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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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模型 的分析结果可能会低估标准误 ， 而窩估 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影响 。

特别地 ， 研究健康 问题更要考虑窩层次数据 ， 如 ， 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 化会

环境的紧张可能会影响被研巧个体的情绪 ； 药物能否对患者的也理状态产生效果

与患者所处社会结构有关 ； 儿童的健康与儿童的饮食习惯 、 儿童所化地区环境污

染状况 、 环境刺激 、 儿童与父母的关系等都有关系 。 由此可见 ， 健康所处理的是

非常复杂的开放体系 中 的 问题 ， 无法控制 、 限定或消除其中的外部环境因素 ， 从

而使得能够测量和分析环境因素的多层次模型就显得极其重要 。 如 ， 余慧等学者

（ ２００８ ） 在控制个化基本特征之后 ， 采用 多层线牲模型发现 ， 集体性社会资本独

立于个体性社会资本对也理健康产生影响 ， 而見集体性化会资本是解释邻里间也

理健康水平差异的关键
＂ ５ ３ １

。

美 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 ２０００ 年发布 了 《走 向多层次分析 ； 健康硏究中社会和

文化维度的进步与前景 》 （行为及化会科学研究办公室 ， ２０００ ） 的报告 ， 该报告

的研究 目 标有两个 ；

一

是扩展与健康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 ；
二是将社会科学研究

整合进榜学科的 、 多层次的健康研究 中 。 为实现上述两个 目 标 ， 该报告建议进行

群体 、 网络 、 邻里和社区层次的数据测量 。 该报告 Ｗ烟草控制对健康的影响为例

对多层次模型迸行分析
ＰＷ ｌ

， 见表 ２丄



表 ２ ． １ 健康硏究的不同层次 ： 烟草控制对健康的影响




分析层次


烟草控制对健康的影响


文化／政治测量烟萃税对人 口吸烟比例 的影响

社会／环境测量家庭与同辈影响在青少年吸烟行为中的相对重要性

行为／也理设计有效的吸烟预防与禁止项 目

器官防止吸烟者体 内肿適的形成

细胞尼古了摄入对新陈代谢影响的研究



分子 ／基因


尼古了依赖的基因研究


注 ： Ｗｉ ｌ ｌ ｉａｍ ．氏Ｂｅｒｒｙ 著 ， 吳晓刚主编 ．因果关系模型 ．格致 出版社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

２００３ 年 ， 美国 国家科学院医学研巧所关于公众健康的报吿 ， 清楚地反映了

多层次因素的相互依赖性巧层级化铅征 ， 展现了健康决定因素的社会生态模型 ，

该报告强调 ， 公共健康专家 ｌ＾
ｉ

＞及研究者必须理解和应用社会生态学路径 ， 分祈健

康的影响因素 。 表 ２ ．２ 列 出 了健康和社会科学研巧中 曾经用到的多层次模型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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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 健康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多层次模型与结构

模型


多层次结构
＾

物理 个体存在于物理环境 ： 生物环境 、 生态环境 、

物理构建环境 Ｄ ｉｅｚ－Ｒｏｕｘ（ ２００ １ ） ，
Ｐｅｒｋｉｎｓ（ １ ９９３ ）

社会 个体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 ： 家庭 、 同辈 ＾＾
）
１及其

他社会网络 Ｂｕｋａ（ ２００３ ）
，
Ｒｉｃｅ（ １ ９９８ ）

沮织 个体和小群体存在于特定的组织之中Ｍａｅｓ
（
２００３

）
， Ｖｉｌ ｌｅｍｅｚ

（
ｌＷ８

）

文化 个体或群体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中 Ｌｏｃｈｎｅｒ（ ２００ １ ） ， Ｌｕｋｅ
口００４

）

时间 对某
一

个体在不同时点的多次观察 Ｂｏｙｌｅ＆ Ｗｉｌｌｍｓ
（
２００ １

）

分析 个体研巧 中 的多元效应测量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０ ）

注 ： Ｗｉ ｌ ｌ ｉ ａｍ 。卫ｅｒｒｙ 著 ， 吴晓刚主编 ． 因果关系模型 ．格致出版社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

２ ．７ ．３ 卫生经济学老龄巧巧研究常用方法

王俊 、 粪强 、 王威 （ ２０ １ ２ ） 对经济学者们研究老龄健康时常用 的研巧方法进

行 了 总结 （表 ２ ． ３ ） 。 可 看出 ， 研究者较常使用 的方法是 ， 首先进行微观计量 ，

其次进行变量相关性分析 ， 最后进行检验 。 此外 ， 建立模型 、 随机实验 、 模拟实

验 ， 也是研巧老龄健康时经常采用 的方法 。 当然 ， 这些方法往往被综合地加 １＾
＞１运

用脚 。

表 ２ ．３ 卫生经济学
＂

老龄健康问題
＂

的主要方法及重要文献

研巧方法


相关文巧


１ ．微观计量 ： 问卷调查搜集资料 ，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
（
２００９

）
Ｋ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Ｊｉｎ ＆ 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

（
２００９

） ；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统计 ， Ｐａｇａｎｅｔ ａｌ ．

（
２００７

） ； 
Ｂａｔｈｅｔ ａｌ ．

（
２０００

） ； 

Ｋｎａｐｐ
幻 ａｌ ．

（
１ ９％

） ；

简化形式回巧模型 ， 多元线性回Ｍ ｉｃｈａｕｄ ＆Ｈａｌｌｂｅｒｇ（
２００ １

） ；
Ｔｒａｎ ＆ Ｋｈａｕ扣ｔｓｋｙ（

２０００
） ；

归分析 ， 非线性回归 ， 分层 回 归Ｒｏｃｋ ｅｔ ａＫ １ ９％
） ；
Ｂ ｉｔｔｎｅｒ＆Ｋｉｒｔ

（
１ ９９５

） ；
Ｂａｌｓ ｔｏｎ

（
１ ９９３

） ；

等 Ｒａｎｈｏｆｆ ＆Ｌａａｋｅ
（
１ ９９巧 ．

２ ．理论模巧 ： 建立模型 ， 推理分Ｓｔｏｉａｎ＆ Ｆｉｓｈｂａｃｋ
（
２０ １ ０

） ；
Ｏｒｓ ｉｉｉｉ口０ １ ０

） ；
Ｂｏｎｓａｎｇ（

２００９
） ；

析 ， 埋辑分析 Ｙａｎｇ
＆ Ｚｈｏｕ

（
２００９

） ；
Ａｒａｆｉａ幻 ａｌ ．

（
２００ ８

） ；
Ｍｅｔｅ

（
２００５

） ；

Ｊａｙａｄｅｖａｐｐａ（
２００化 

Ａｓｏｕｓ口００ １
） ；
Ｃｈ〇Ｋ ｌ ９９６

） ； 
Ｗｈｉｔｅ

（
１ ９９２

）
．

３ ．政策实验 ： 追踪收集收集 ， 使Ｂ ａｎｓｏｄ
（
２００９

） ；

Ｔｏｐ ｅｔ ａｌ ．

（
２００８

） ；
Ｍａｎ也〇巧打 幻 ａｌ口００化

用 系统随机抽样方法 ， 半结构化 Ｌｅｅ
（
２００７

） ；
Ｒｏｂｅｒｔ

（
２００ １

）

访谈 ， 捜集实证资料分析

４ ．随机实验 ： 随机对照实验 （ＲＣＴ ）Ｍａｃ ｉｎｔｙｒｅ幻 ａｌ ．

（
１ ９９９

） ；
Ｂｅｉｇｅｌ ｅｔ ａｌ

（
１ ９９８

） ；

Ｓｐｅｎｃｅ （
１ ９９３

） ；

足良糕 ， 试驗 ， 个秦Ａ析


Ｏ ｌ ｉｖｉｕｓｅｔ ａｌ ． （ １ ９９６１

注 ： 王俊 ， 袭强 ， 王威 ．

＂

老龄健康
＂

的经济学研巧
［
Ｊ
］

． 经济研充 ， ２０口 （ １ ） ． １ ３４－ＭＯ ．

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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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通过第二章的文献梳理发现 ， 代际支持 、 年龄 、 性别 、 民族 、 城乡 、 婚姻 、

居住方式 、 教育程度 、 牧入 、 职业状况 、 吸烟 、 锻炼 、 饮食 、 医疗可及性 、 遗传 、

信仰等对老年健康都有影响 ， 但结论不完全
一

致 ， 其原因可能和研巧对象的选择

有关 ， 也可能与研究方法有关 。 代际支持不仅对中 国老年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 ，

而且有着鲜明的中 国传统文化特征 ， 因此研究结论与西方国家的相关结论存在巧

大差异 。 比如 ， Ｃ ｌａｒｋ（ １ ９的 ） 、 林戈 （ １ ９９９ ） 等学者指 出 ， 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

己经实现了工业化 ， 崇 尚独立性及个人利益 ， 老年人不愿意过分依赖代际支持 。

而中 国 的
＂

孝
＂

文化根深蒂固 ， 予女赡养老人 、 孝顺父母天经地义 ， 是
一

种非常

重要的
＂

反馈模式
＂

（ 费孝通 ， １ ９９９ ） 。 而且来 自 子女的代豚支持对老人的健康影

响最大 ， 配偶次么 ， 朋友 、 化区等提供的支持影响最小 ， 泣
一

点完全符合费孝通

教授的
＂

差序格局
＂

理论 。 而且 ， 已有研巧基本是从代际支持的角度研究代际支

持对老年健康的影响 ， 或老年健康对代际支持的影响 ， 尚未发现单纯从代际经济

支持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 。

另外 ， 中 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 、 老龄化的加剧 、 ＬＡ及家庭结构的核也化 ， 养

老观念 、 养老方式必然随之改变 ， 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会逐渐减少 ， 需要更多的

依赖化区提供更多 的养老服务 ， 需要国家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 ， 但 已有研巧很少

将社区因素及社会保障困素纳入代际支待的影响 因素么中 。

已有文献对收入、 社会经济地位的健康效应进行 了大量研巧 ， 但很少对家庭

代际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进行系统研究 。 老年人获得的家庭经济支持虽然也能改

善其 自 身经济状况 ， 但其特陳之处在于老年人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可能会对其产

生也理压力 ， 进而对其身屯、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

己有文献也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因素进行 了大量研究 ， 但更多是从子女特

征入手 ， 很少从老年人持征角度研究化么情况下 的老年人更需要经济支持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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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Ｈ章 理论框架

为 了研究代际支持与老年健康的 因果关系 ， 本部分首先 明确 了老年人 、 健康

Ｗ及代际支持等基本概念 ； 然后介绍 Ｇｒｏｓ ｓｍａｎ 模型 、 因果关系理论及健康生态

学理论 ， 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 了本研究的健康效应检验模型 ： 两期滞后 ＨＬＭ 模

型 ， 及代际经济支持影响 因素模型 ： Ｈｅｃｋｍ ａｎ－ＧＨＬＭ．

３ ． １ 基本概念

３ ． １ ． １ 老年人

世界卫生沮织
（
ＷＨＯ

）将年龄 ６５ 岁 （含 ６５ 岁 ） Ｗ上的人称为老年人 ， 其中

８０ 岁 ；＾下 的为老年人 ， ８０ 岁 上的为老老年人 ； 而包括中 国在 内 的亚洲 国家
一

般将 ６０ 岁 Ｗ上的人称作老年人 ， 因此本研究将 ６０ 岁及 ６０ 岁 Ｗ上的受访者定义

为老年人 。

３ ． １ ． ２ｍｍ

测量健康的标准不 同 ， 有着相 同潜在健康水平的个体可能会有不同的健康结

论 ￡
１ ２

３

： 健康可 ＾ｉ
ｉ

＜定义为没病 ， 也可 ＾＾定义为状态完好 ， 或者二者之间 的状态＾气

本研巧借鉴 曾毅等学者 的研究方法 ， 分别从 ＡＤＬ 、 慢性病 、 抑郁症 、 生活满意

度和 自巧健康五个维度进行老年健康的衡量 ， 其中 ， ＡＤＬ 、 慢性病为客观指标 ，

抑郁症 、 生活满意度和 自评健康为主观指标 ， 前四个为单
一

指标 ， 最后
一

个为综

合指标 。

３ ． １ ． ３ 经济支持

经济支持 （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 是代际支持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的组成

部分 。 代际支持是
一

种双向非正式的的代际交换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ｘ沈ａｎｇｅ） ， 表

现为代际间相互提供经济支持与 日 常照料或帮助 ， Ｗ及双 向 的情感交流Ｐ Ｓ Ｓ
Ｉ ＰＳＷ

。

西方学者早期将代际支持称为代际社会支持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 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 随

后学者根据其研究 目 的称其为代际交换 、 代际转移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

， 而

中 国学者对此未作区分 。 本研巧中 ， 经济支持是指代际之间提供的金钱或物质支

持 ， 但物质支持的多少也是 Ｗ货 币 的形式来反映 ； 日 常照料包括代际之间提供的

做家务 、 护理和看护等 内容 ； 情感交流包括 日 常见面 、 打 电话和写信等形式 。 由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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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研巧所用 的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并未提供 日 常照料方面的数据 ， 本研究将 日 常照

料与情感交流合并为
＂

精神慰藉
＂

， 并用 日常见面次数 、 打 电话和写信的次数来

替代 。

３ ． １ ． ４健巧老龄化与积极老齡化

＂

健康老龄化
＂

概念是世界卫生大会 １ ９ ８７ 年第
一

次提出 的 ， 随后 ， 世界卫

生组织及老年人学会又明确 了
＂

健康老龄化
＂

的具体 目 标 ， 意味着老龄健康开始

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 健康老龄化是指老龄化社会背景下 ， 老年人群体中 的大多数

身必健康 ， 能够充分发挥躯体 、 屯、理 、 智力 、 社会和经济的潜力 ， 使其处于较好

的功能状态ｐｓｗｕｓ
ｉ

。

明确 了
＂

健康老龄化
＂

的概念与 目标之后 ， １ ９９９ 年 ＷＨＯ 又提出 了
＂

积极

老龄化
＂

概念 ；

＂

尽可能增加健康 、 参与和保障机会的过程 ， 提高人们老年时

的生活质量
＂

。 这
一

概念在强调
＂

健康
＂

的 同时 ， 更是首次提出 了

＂

参与和保障
＂

，

较
＂

健康老龄化
＂

的含义更为积极 、 深刻与广泛 ， 既强调 了政府的责任 ， 也突 出

了老年人健康的积极意义 ： 不但可Ｗ参与 自 身劳动 ， 减轻家庭养老负担 ， 而且可

Ｗ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 ， 为社会 、 家庭贡献
一

份力量 ， 发挥余热 ， 实现
＂

老有所

为
＂

。

３ ．２ 理论基础

３ ． 么 １Ｇ ｒｏｓｓｍａｎ 健巧需求理论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１ ９７２ ） 用人为资本理论解释 了人们对卫生和健康的需求 。 依据人

力资本理论 ， 个人必须在教育 、 培训和健康方面对 自 己投资 Ｗ提高 自 己的收入 ，

消费者想要的不是医巧保健本身 ， 而是健康 ， 医疗保健属于派生需求或者说是 引

致需求 ， 消费者不是消极地从市场购买医疗服务 ， 其本身也会花时间努力地改进

健康 ， 而健康会持续存在且不会立刻贬值 ， 所 ｙ ？健康可 被看做资本 。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模型使人们彻底地理解了各变量在医疗服务生产过程中通过对健康资本的需求

所产生的作用 ， 这些变量包括年龄 、 教育 、 健康状况和收入等 。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模型

有助于人们预测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 为人们通过模型研巧某因素的

健康效应时 ， 确定哪些变量可 Ｗ作为控制变量 引 入模型 ， 提供了
一

个 明确 的理

论基础 ， 避免 了 变量 引 入 的 随 意性 及 由 此导致 的分析 思路混乱 。 完整 的

Ｇｒｏ ｓｓｍａｎ 模型是 ：

Ｗ＝

／Ｕ ）

＝

／ （生活方式 、 收入 、 公共物品消 费 、 教育 、 时间投入、 个人禀赋 、 环境禀赋 ， 等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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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好 代表个体当期健康水平 ， Ｘ 表示健康影响因素 。

借鉴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模型 ， 结合健康生态学理论及研巧 目 的 ， 本研巧构建如下健

康需求模型 ；

获得经济支持
—

Ｉ 家户规模

提供经济支持
—￣̄

ｉ Ｉ
—

与子女 同住

政府转移支付
—－

Ｊ ＾


一
会 兰＿＿

健在子女数

个人经龍入
［

－

Ｉ Ｉ


ｆ

＂

ｉ否

…… ’

ｈ地 特Ｕ 兄弟嫌数

Ｉ … 位 征


受教育水平
— 

Ｌ


／一－

社会资本

―… …

］
报告期健康状巧



能否及时住院ｙ


Ｗ
 」

￣

＾ ）

一

社区文盲比例

［
＿＿＿人璧



－－ ＊

个巧
性别 Ｉ化 化．

—￣

ｉ
社区经济状况

Ｈ
一 夏 区

＾ Ｉ

年龄＿＿征冥
 Ｉ

化——

化区医院水平

基期健康巧况
＿＿


＂ 岁健康状况
＿＿

—

县医院水平

图 ３ ． １ 经济支持健康效应理论模型

这
一

模型 的变量选择 ， 既有微观层面的变量 ， 如老年人个体持征与老年

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 也有 中观层次的变量 ， 如老年人的家庭持征变量 ， 还有宏

观层次的变量 ， 如老年人所在社区特征变量 ， 符合健康生态学理论的要求 。 而

且 ， 变量包括 了个人禀赋 、 教育 、 收入 、 生活方式 、 公共物 品消 费 、 环境禀赋

等 ， 符合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理论的要求 。

３ ．２ ．２ 因果关系理论

社会经巧地位 （ ＳＥＳ ） 同健康水平之间 的 因 果关系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

点 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 。 社会因果论认为 ， 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人 口

的健康水平 ， 社会经济地位越鳥 ， 其健康状况越好 。 健康选择论认为 ， 只有健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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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状况较好的人才能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 而不是相反
＂Ｗ

。 上述两种观

点都得到 了验证 。 比如 ， １ ９ ６０
－

Ｌ ９ ７ ０ 年 间 ， 学术界发现医学技术 Ｗ及经济水平

的发展会减轻健康不平等程度
＂６ ＂

。但 Ｂ ｌａｃｋ ｅｔ ａｌ ．

（
ｌ％０

）
也发现 ， １ ９ ７ ０

－

１ ９８ ０ 年间 ，

英 国社会 的健康不平等状况反而有所扩大的趋势 欧美 国家 的研巧也发现

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状况正相关 ， 也就是化会经济越发展 ， 健康差距越 明 显 。 社

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都说明 了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 ， 但是其因果方 向

是相反的 。

要理清变量间 的 因 果关系到底是单 向 因果关系还是交互双 向 因果关系 ， 首

先必须弄清楚单 向 因果 的条件 ： 单 向 因果关系要求变量 Ｘ 和 Ｙ 之间 的关系 同 时

满足 １＾
＾

？ 下＾点 ： （ １ ） Ｘ 和 Ｙ 具有共变性 ， 也就是二者 的相关系数不等于 ０
；（ ２ ）

Ｘ 和 Ｙ 具有时 间上的继起性 ， 也就是先有 Ｘ 的变化 ， 进而 引 起 Ｙ 的变化 ； （ ３ ）

Ｘ 和 Ｙ 的巧关具有直接性 ， 或者说是
＂

非虚假性
＂

， 也就是 Ｘ 的变化直接 引 起 Ｙ

的变化 ， 而非通过第Ｈ方的中介作用
＂ ６ ３ １

。 这种单项 因果关系 的条件假定 ， 在

实际研究 中可能是不成立的 ， 因此 ， 往往需要借助跟踪数据进行研究 ， 目 的就

是为 了 确定变量 间 的因果顺序 。 Ｓｔｅｖｅｎ Ｅ ．Ｆ ｉｎｋｅｌ（ ２ ０ １ ０ ） 针对两期数据构建 了

如下 的交互因果模型 ：

基期因变量 Ｙ
ｉ＾


？
■

报告期因变量 Ｙ
２ Ｉ Ｉ

ｉ   一 － 

图 ３ ． ２ 两期数据带交叉滞后作用 的模型

其对应的模型为 ；

Ｙ产
０

０
＋目

！也＋
０

兴１
＋０

３
？

１ 

＋
Ｅ 目瓦 ． （１ ）

屯＝ ６
０
＋

Ｓ
 １
了
２
牛Ｊ３

２
文

１

＋
Ｐ

班！
＋玄 ６（２ ）

对方程 （ １ ） 、 （ ２ ） 分析既可 Ｗ分成独立的两步分别进行 回 归分析 ， 也可

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 ２ ＳＬＳ ） 同时对两方程中 的系数进行估计
＂ ６＂

。

借鉴这
一

模型 ， 本研究构建如下 的研究模型 ：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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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 ？ ？ ？ ？ ？    ？ ？ ？ ？ ？ ？ ？ ？ ？ ？ ？ ？ ？ 

ｉ

经济支持健康效应模型眉年控制变量 ２
； Ｉ

：

 ， ｒ ｊ

自变量／控制变量 ： ２００８ 年经济支持 Ｘ
ｉ＾ ＾

因变量 ： ２０ １ ２ 年健康状况 Ｙ
２

Ｉ

自变量／控制变量 ； ２００８ 年健康状况 Ｙ
，
＾

因变量 ： ２０ １ ２ 年经济支持 Ｘ
２

！

经济支解响 目素獅
 Ｉ

２０ １ ２ 年 自变ｊ ｚ
， Ｉ

ｉ ． ＂ ．           

图 ３ ．３ 因果关系模型

图 ３ ．３ 反映 了报告期 的健康状况 。 与基期的健康状况高度相关 ， 也和基期

的经济支持相关 。 虽然也受当期经济支持的影响 ， 但 由于经济支持所产生的健康

效果具有滞后性 ， 也就是说当期提供的经济支持所产生的健康效果当期很难体现

出来 ， 尤其像对慢性病 、 ＡＤＬ 及 自评健康的影响可能要经过若干年才能体现出

来 ， 所 Ｗ可Ｗ用基期的经济支持作为 自 变量 ， 研巧经济支持的健康效果 ， 这样也

可 避免 肉生性问题 （经济支持与健康存在互为 因果关系 ， 也就是本研究在研

究经济支持对健康的影响 时 ， 健康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支持的获得或提供 ， 也

就是 内 生性 问题 。 ） 。 根据 图 ３ ． ３ 可 Ｗ分别构建健康效应模型 ：

Ｙ尸 目品＊ 目讯 目及ｉ
．（３ ）

及影响 因素模型 ：

怎＝ 度 〇
＋ 度

／
１〇＋ 公 ２

乂
／
＋ｒ 片

，

＇

么 （４ ）

３ ．２ ．３ 值康生态学理论

健康生态学巧６＆１也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
理论最早可 １＾追溯至古希腊著名 的西波克拉

底医生 ， 他第
一

次强调 了环境因素在预防保健及社会健康中 的作用 。 二十世纪初

期 ， 人们 日 益感受到人类生态学与公共健康的重要性 ， 并探索用社会环境变化来

解释人类疾病演变 ， 健康生态学理论由此萌芽
１
２ ５＂

。 美 国学者 Ｂｈｘｍ 于 １ ９７４ 年出

版的 《卫生计划一一社会理论的改变及应用 》 中第
一

次提出环境健康医学模式 ，

强调社会环境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性 。 １ ９％ 年 Ｒｉ浊ａｒｄ 等学者提出 了健康生态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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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型 ， 该模型强调个体因素 、 玉生服务 、 物质及环境因素对健康共同产生影响 ，

同时这些因素会在多个层面影响个体健康
Ｋ ５Ｗ

， 见图 ３ ．４ 。

／康心 心３二
－

和

■

＾＋

、

、

Ａ、
巧＼

／
、

／如如
／不 ５ １＾

、

读巧＼
国

＿＼
／
化

，

＇一
＇
江 ＇ ／ 、

、

＇各

＼地 、 家
＼

古 化
，

／ ／ 个体内特征 ： 、

１ 户
、

文 件
；

＇
Ｉ

年龄 、 性别 Ｉ
Ｉ Ｉ

Ｖ

Ｗ
在

、

＼

．

：

、
一乂抑

％布二 ：姑％
又的

泛

、

、

、 廢 ？一

巧
巧
层

图 ３ ．４ 多层次健康影响因素模型

健康生态学理论的提出 ， 恰好使得具有分层特征的调研数据有 了用武之地 。

为此 ， 学者们创立了多层线性模型 ＨＬＭ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ｄｅｌ

）
， 该模型也称

为随机系数模型 （ 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ｅ地ｃｉ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ｓ ） 和随机效果模型 （ 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ｓ ） 等 ， 其最大特点是所用数据具有多层次结构 ， 个体数据嵌套于更高层次

单位 。 多层和嵌套分析思想始于 １ ９７０ 年代早期 ， 至 １ ９９０ 年代初便形成较为系统

完整的理论与方法 ， 也 出现 了ＨＬＭ
（
ｈｉｅｒａｒ浊ｉ ｃａｌ ｌ 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软件包 、 Ｍｌｗｉｎ 、

ＶＡＲＣＬ 等专 口进行多层模型统计分析的软件 ； 同时 ｓｔａｔａ ｌ ２ ．０ 、 ＳＡＳ 软件中也包

含了ＨＬＭ 模块 。

ＨＬＭ 将分属不 同层次的数据结合在单
一

完整的模型 中 ， Ｗ发现系统间 的因

果异质性 。 该模型的基本原理在于 ， 它可 （＾
Ｊ

＞将因变量中 的变异 （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 分成

两部分 ，

一

部分属于 同
一

群体的个体差异 （ 即
＂

群 内 变异
＂

， ｗｉ ｔｈｉｎ
－

ｇｒｏｕ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

；

另
一

部分属于不 同群体间的变异 （ 即
＂

群间差异
＂

，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 。 通

过对变异部分的分解 ， ＨＬＭ 将群体效应与个体效应进行区分 。

和传统的 回 归法相 比 ， ＨＬＭ 具有如下优势 ： 第
一

， ＨＬＭ 对数据要求较低 。

应用传统的 回归模型需要满足四个最基本的前提 ： 变量间存在线性关系 、 变量总

体上服从正态分布 、 各组群间具有方差齐性 、 个体间 的随机误差独立 。 实际上这

四个前提很难同时满足 。 而多层模型只 需要满足变量间存在线性关系 、 变量总体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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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服从状态分布这两个假设 。 因此 ， 使用 ＨＬＭ 处理具有层次结构的数据时 ， 模

型参数的分祈将更准确 。 第二 ， 在纵向调查研究中 ， 失去对受访个体追踪是十分

常见的现象 ， 此时如果仍用常规模型就会产生偏误 ， 而多层次模型可 很好地解

决这
一

问题 （ Ｂｒｙｋ ａｎｄ Ｒａｕｄｅｎｂｕｓｈ ，１Ｗ２ ） 。 当然 ， 实际研巧中 ， 数据的层级结

构和多层模型的应用没有必然的联系 ： 具有等级结构 的数据不
一

定就用要用多层

模型进行分析 ； 多层模型也不
一

定适用于
一

切具有等级结构的数据 。 但 Ｓｎｉ
ｊ
ｄｅｒｓ

和 Ｂｏ ｓｋｅｒ
（
１ ９９９

）认为 ， 只要其他高层单位有两个或多个低层样本 ， 多层模型依然

适用

鉴于 ＨＬＭ 模型 的上述优势 ， 本研究在前文提到 的克服 内生性模型 ：

Ｙ产 目 ０
＋ 目 ｉ

Ｘ片 目 ２Ｙ片乙 目击 （Ｓ ）

基础上 ， 进
一

步构建如下多层次模型 ：

ｉ



ｉ

第一层数据第二层数据
ｔ

 Ｉ

   

ｙ

 ［

Ｉ Ｉ

老 Ｉ

化 Ｉ

老 Ｉ

吉
Ｉ ！

Ｉ人 会人 在
！

｛个经 家 社 ｊ

Ｉ体济 庭 区 Ｉ

１特地 特 特 Ｉ

ｉ征位 征 征 Ｉ

Ｉ Ｉ——

Ｉ

—— Ｉ Ｉ＿

Ｉ

—— Ｉ Ｉ＿

Ｉ

—— Ｉ Ｉ＿

Ｉ

——
Ｉ

１ Ｉ

１ ＊ １

１

— １ Ｌ Ｉ

Ｉ Ｉ

Ｉ Ｉ

 ＼ 

ｒ

 Ｉ

ｊ ２００８ 年控制变量 马 Ｉ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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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Ｉ

 Ｊ Ｉ

自变量 ： ２００８ 年经济支持 Ｘ
ｉＨ 因变量 ： ２０ １ ２ 年健康状况 Ｙ

ｊ Ｉ

  Ｉ

Ｉ Ｉ

图 ３ ．５ 代际经济支持健康效应模型

３ ． ２ ． ４Ｈｅｃｋｍａｎ
—

ＨＬＭ
模型

影响经济支持的因素中 ， 代际支持动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己有研巧认为 ，

子女么所 Ｗ提供经济支持与父母对资源 （如财产 ）
的控制有关 ＰＷ

。 也有研究认为

代际支持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
＂

投桃报李
＂ ＰＷ

。 还有研巧认为经济支持具有利

他动机 ， 有利于家庭资源分配达到帕雷托最优Ｐ６６
３

。 因此 ， 老年人能否获得经济

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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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ｔｕ及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 ， 既与老年人本身特征相关 ， 也和社区特征相关 。

由 于存在大量 的 未获得子女经济支持 的老人 ， 因 此就会产生样本选择偏误

（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 ｉａｓ ） ； 因为人们对于代际经济支持 自选择行为而导致的样本分布与

总体分布不
一

致 ， 样本选择偏差使估计模型有偏 。 为了纠正样本选择所导致的偏

误 ， 可 １＾
＾

？采用 １１６〇］〇１１３１１
（
１ ９７４

）模型 ， 分两步进行 回归 ： 首先 ， 构造
一

个估计代际

经济支持是否发生的概率模型 ； 然后 ， 将预测概率作为新的解释变量加到原来的

模型 中 ， 进行第二次回归 。 考虑到经济支持数据的多层性 ， 本研究将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 （ＨＬＭ ） 相结合 ， 构建 Ｈｅｃｋｍａｎ－ＨＬＭ 模型 。

Ｉ



１第一步 第二步

Ｉ （ Ｐ ｒ ｏｂ  ｉ ｔ 选择模型 ） （ ＨＬＭ 规模模型 ）

Ｉ

Ｉ 第一辱数据第二层数据

１ｇ否


１

—＊

１Ｋｎ＿＿＿＾＿＿＿＿＿＿＿＿ ．

１％逆 老社 老 所

ｊ蕃米 人会 人 在
ＩＩ

－

尔 个经 家 化

Ｉｉ斯 体济 庭 区

ＩＩ Ｉ化 特地 特 特

ＩｉＬ 是＞率 征位 征 征

Ｉ ＾ １ Ｉ ＾ ^

Ｉ Ｉ １ ＾ １——

Ｉ

 １ ．

Ｉ

Ｉ ＞ １

Ｉ Ｉ ＩＶ

１控制变量 ： ２００８ 年经济支持 Ｙ
ｉ Ｉ

己出 ， １言
＿

７

̄

［２０ １ ２ 年控制变量 Ｚ
；

Ｉ ＊

１



Ｉ Ｊ 

ｒ

１ 自变量 ： ２００８ 年健康状况 Ｘ
ｉ
一？

因变量 ： ２０口 年经济支持 Ｙ
２

Ｉ

１ Ｊ

图 ３ ． ６ 经济支持影响因素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ＨＬＭ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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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界定 了老年人 、 健康 、 经济支持等关键概念的 内涵及测量 。

其次 ， 结合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模型及健康生态理论构建健康影响 因素模型 ， 从 ！＾下

四个方面选择 了健康影响 因素 ： １ ．老年人个体特征 （包括婚姻 、 性别 、 年龄 、 基

期健康状况 、 １ ５ 岁健康状况等 ）
；
２ ．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 （包括获得经济支持 、

提供经济支持 、 获得政府转移支付 、 个人经济收入 、 是否有医疗保险 、 受教育水

平 、 能否及时住院等 ）
；

３ ．老年人家庭特征 （包括家户规模 、 是否与子女 同住 、

健在子女数 、 兄弟姐妹数 、 社会资本等 ）
；
４ ．老年人所在社区特征 （包括社区文

盲比例 、 社区经济状况 、 社区医院水平和县医院水平等 ） 。

最后 ， 利用 因果关系理论和健康生态学理论 ， 并结合分层数据的倩况 ， 分别

构建了 多层次因果关系健康效应模型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ＨＬＭ 模型 。

本章 内容为后面的实证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 。

６ １





山 东大学博±学位论文


６２





山 东大学博±学位论文


第四章 数据与研究方法

本章首先介绍本研巧所用 的数据情况 ， 然后介绍第五章进行数据描述所用 的

方法 ， 最后利用第王章所介绍 的理论基础构建第六章和第走章所用到的实证分析

模型 。

４ ． １ 数据来源及抽巧方法

４ ． １ ． １ 巧据来源

本研究利用 的 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 Ｃｈｉｎａ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ＡＲＬＳ ） ，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充院提供 。 该数据反映

了 中 国 中老年人个人及家庭的详细情况 ， 为研巧中 国人 口 老龄化问题提供了数据

支持 。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在设计上参考了美 国健康与养老调查 （
ＨＲＳ

）
、 英国老年追踪

调查 （ ＥＬＳＡ ）Ｗ及欧洲的健康 、 老年与退休调查 （ ＳＨＡＲＥ ） ） 等 问卷 ， 具有 国

际可比性的 同 时 ， 又结合 了 中 国 的具体国情 ， 是
一

套质量很高的调查数据 。 问卷

由八个模块姐成 ： 家户登记表 、 基本信息 、 家庭 、 健康状况与功能 、 医疗保健与

保险 、 工作 、 退休与养老金 、 收入 ／支 出与资产 、 住房特征和访员观察 。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对于代际转移的信息调查的非常具体 ， 详细调查了代际支持的方向 、 金额和

频率等信息 ， 非常方便进行相关的研究 。

项 目组于 ２ ００８ 年在浙江和甘肃两省进行了预调查 ， ２０ １ ２ 年进行 了追踪调查 。

在此基础上 ， 分别与 ２０ １ １
－

２０口 年及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４ 年进行全国 ２８ 省市的基线调查 。

由于数据的整理所花时间较多 ，
２ 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４ 年的调查数据直至 ２０ １ ５ 年 ２ 月 份才发

布 ， 而本文需要用两期数据进行研究 ， 因此在 ２ ０ １ ２ 年开始撰写时 ， 只能用

２００８
－

２０口 年在浙江 、 甘肃两省的预调查数据 。 其中浙江省位于发达的东部沿海

地区 ， 面积 １ ０ ． １ ８ 万平方公里 ， 是中 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
一

， 也是中 国最具活力

的省份 。 ２０ １ ３ 年底浙江全省共有地级市 １ １ 个 ， 市辖区 ３４ 个 ， 县级市 ２ １ 个 ， 县

３５ 个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１ 日零时 ， 浙江省的常住人 曰为 ５４９ ３ ．８ 万人 ， 其中城镇人

曰 ６４ ．０％
； 乡村人 口 占 ３６ ．０％ 。 甘肃省位于最不发达的西北部地区 ， 面积 ４５ ．３ ７

万平方公里 ， 全省辖 １ ２ 个地级市 、 ２ 个 自 治州 ，
１ ７ 个市辖区 、 ４ 个县级市 、 ５８

个县 、 ７ 个 自 治县 。 ２０ １ ３ 年末全省总人 口为 ２７ ６ ３ ．６５ 万人 ， 常住人 口２５ ５３ ．９ 万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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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４ ． １ ． ２ 抽样方法与抽样结果

据 ＣＨＡＲＬＳ 调查用 户手册介绍 ， ＣＨＡＲＬＳ 预调查针对居住在甘肃和浙江两

省的 ４５ 岁及 ４５ 岁 ！＾
＾
＞上的人群 ， 并分四个阶段进行抽样 。 第

一

阶段 ： 县级抽样 （样

本量 ３２ 个县 ／区 ）
； 第二阶段 ； 村 、 居抽样 （％ 个社区 ／村庄 ）

； 第Ｈ阶段 ： 家户

抽样 （ １ ５７０ 户 ）
； 第 四阶段 ： 个人抽样 （ ２６８ ５ 人 ） 。 抽样结果见表 ４ ． １ 及图 ４ ． １ 、

图 ４ ．２ ） 。 从图 ４ ． １ 、 图 ４ ．２ 可 Ｗ看出 ， 样本县市区 的分布较为均匀 ， 比较具有代

表性 。 ２０ １ ２ 年追踪调查人数 ２３ ７ ８ 人 ， 其 中 １ ９５２ 年及 后 出生 （ ２０ １ ２ 年年龄 ６０

岁 １＾上 ） 的追踪到的 １ ２ ８７ 人 。 在住户 抽样阶段 ， 考虑到 国 内没有高质量的村居

水平抽样框 ， ＣＨＡＲＬＳ 项 目 组将绘图 ／列表 电子化 ， 并开发 了ＣＨＡＲＬＳ －Ｇ ＩＳ 系

统 。 通过使用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 和其他来源的地图作为底 图 ， 利用 ＣＨＡＲＬＳ －Ｇ ＩＳ

软件完成建筑物绘制 、 住户 列表 、 随机抽样 ， 记录每个建筑物和每个住户单元的

的 ＧＰ Ｓ 信息 ， 并对建筑物和住户单元的 口拍照 。

从
一

个抽样单位 （ ＰＳＵ ） 中进行最终抽样需要经过 ４ 步 ， 包括 ： 边界绘制 、

绘图 ／列表 、 初次抽样和最终抽样 ， 见图 ４ ． １ 。

（

北
＾
项 目 组

Ｉ，

一、

、／

Ｉ
 ＾ Ｊ ，

ｒ



＼
＇

太 ＿ ，

：

＇

［边界绘制 ；

ｉ Ｉ

＾ 底 圈 串ｉ作 １ ：

建巧物绘剌 ］
；

１ ；

ｒ
￣

＂
－

 ！ Ｉ ｒ
－￣￣ ——

１Ｌ ，厂ｒ ；



；
｜家户信息列表￣￣

；

■

．

巧调
勺 Ｉ

ｉ
＂
＂＂＂＂

Ｓ＃

￣￣

＾

 ｉ

－

；
式長 ：

７＇ｎ
＇

样本

４

信 启 ．采集
１

Ｉ—— Ｊ
 ！

［姓名 ／性别俾展 ／拙授／ＧＰＳ ：

： ，



展终样本
１

；

（ ｉ

（

送 《致居 民 封信 》

、？

Ｖ

 ^

图 ４ ． １ＣＨＡＲＬＳ －Ｇ ＩＳ 工作流程图

（来源于 ＣＨＡＲＬＳ 调查用户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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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１ 样本分布倩况

甘肃省浙江省

市县样本量 （户 ）市县样本量 （户 ）

酒泉市敦煌县４ ９徵州市开化县７ １

玉 口县％丽水市遂 昌 县５ ７

武威市凉州 区５ ９金华市金东 区５ １

白银市平川 区４４ 台州 市路桥区４４

靖远县４２温岭县４８

兰州市古里河区３ ３玉环县５ １

临夏市和政县４ １ 绍兴市上虞县６ ３

定西市渭源县６ ５ 宁波市海喔区２ ９

通渭县４ ７ 慈溪县２８

平凉市静宁县 ５ ０象山县６ ６

峰桐 区４ ８杭州 市萧 山 区４３

咨川县 ５ ３ 富 阳县５ ４

天水市清水县４ １ 嘉兴市嘉善县３ ６

麦积区４ １湖洲市南得 区５ ４

晚南地区 成县巧温州 市泰顺县６ ４

礼县 ３ ９ 苍南县 ５ ５

注 ：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 调查用户手册 自 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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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 甘肃省样本分布情况 （ 圈 内标注小红旗的即为抽到的县市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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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３ 浙江省样本分布情况 （ 圈 内标注绿色点的即为抽中 的县市区 ）

注 ： 图 ４ ．２ 和 图 ４ ． ３ 来源于 ＣＨＡＲＬＳ 调查用 户手册

４ ．２ 统计分析方法

４ ．２ ．１ 描述统计分析

本研究在 Ｗ下方面采用描述统计 ： 老年人的主要人 口 、 社会 、 经济学特征 ，

健康特征 、 老年人及其子女双 向经济支持特征 、 行为选择及原 因分析 ； 数值变量

主要采用 均数 、 中位数和 四分位数进行分类 ； 采用构成 比 、 相对比对分类变量进

行描述 。

４ ．２ ．２ 单因素统计分析

为 了 比较不 同分组之间各项指标的差异 ， 本研究采用 单 因素统计分析 。 比如

比较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性别 间 的差异 ； 老年人接受或提供经济支持性别 、 年龄 、

健康状况间 的差异 ， ［＾
＞１及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 而且不 同类型的

数据采用不 同 的检验方法 ， 具体检验方法见 图 ４ ．４ 。

ｎｒｉ ［Ｈ 连续变量

￣￣

—

Ｉ

Ｔ 检验 、 方差分析
变

量
—

 ＾



１ Ｉ



Ｊ

无序分类变量卡方检验
 ＩＬ分类变量＿ Ｉ Ｉ

一。

￣

Ｉ

有序分类变量
—

Ｉ

秩和检验

图 ４ ． ４ 数据差异性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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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定量资料 ， 如果变量具有正态分布 、 独立性和方差齐性的特征 ， 则采用

ｔ 检验或方差分析 ； 否则 ， 首先进行数据转换 ， 使其具备正态分布等特征 ， 再进

行方差分析 。

对于定性资輯 ， 如果属于无序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 ， 有序分类变量则采用

秩和检验 （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 ｌｉｓＴｅｓｔ ） 。 卡方检验与秩和检验的共 同点是对总体的分布

特征没有要求 ， 也不进行总体参数推断 ， 只是推断总体分布 ， 或推断两个分类变

量是否相互独立 。 两种检验方法的区别在于 ， 卡方检验 只能说明各组数据在分布

上是否有差异 ， 而不能说明平均值是否相 同 ， 而且卡方值大小与分类变量的顺序

无关 。 因而卡方检验
一

般不对有序变量进行检验 ， 否则会出现信息损失 、 检验效

率低下 ， 甚至结论错误 。

４ ．３ 多因亲实证分杳ｈＨＬＭ 模型

考虑到所用数据层次性及中 国是
一

个爱
＂

面子
＂

和讲攀比的 国度 ， 经济支持

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会受到个人特征 、 家庭特征及社区特征的影响 ， 本研究采用

多层线性模型 （ＨＬＭ ） 回 归模型 。 根据理论研巧和统计分析结果 ， 采用逐步 回

归法选择相关变量中对因变量影响较大的 自 变量纳入模型 。 首先用低层级的数据

（ 如老年人个体特征 ） 建立第
一

层回 归模型 ， 再把第
一

层 回归方程中 的截距和斜

率分别作为因变量 ， 将高层级数据 （ 如化区特征变量 ） 作为 自变量 ， 建立两个第

二层 回归模型 ， 分析不 同层面 自 变量产生的影响 。

４ ．３ ． １ 空模型

假设有
一

个两层结构的数据 ： 老年人和社区 ， 老年人寓于社区 中 ， 同
一

社区

的老年人样本特征可能不是独立的 ， 而具有很大程度的相关性 ， 构建如下
＂

空模

型
＂

（ 因为该模型未包含任何 自变量 ， 故称其为
＂

空模型
＂

） ：

第
一

层Ｙ
ｉ
Ｊ

＝

ＰＱ Ｊ

＋ 叫

第二层成 ＇

＝

八。
＋式 ；

上述空模型可 ＾合并为 ：

相当于将 公 ０
？ 分解为固定成分和社区层次的随机成分 ， 社区截距包括固定成

分和估计的社区残差 。 其中 ， ｙｂ

． 代表 社区的老年人健康状况 ；
片
０

？代表截距 （ 即

社区老年健康平均值 ）
；

＿／ 下标表示每个社区拥有各 自 的截距 ， 是区分多层模型与

普通模型 的标志 （普通模型 的截距没有下标 ） ， 代表总平均值或总截距 ， 是固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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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参数 ；
（５
＾
代表社区层次的随机变量 ， 是

＿／ 社区的截距到总截距的距离 ；

ｆ
＾／
是

个人层次的随机变量 ， 也就是分布于 ｙ 社区的 Ｚ

’

个人到该社区截距的偏离 。 由于

《
０

？ 随机变量的存在 ， 说明不 同社区对对应的截距是不同的 ， 该方程才成为多层

模型 。 当
一

个指标带有 ｙ 时 ， 该指标在同
一

社区 内 因个人而异 ； 当
一

个指标仅有

下标
＿／ 时 ， 该指标因社区而异 。

上述等式的成立必须具备 １＾＾下条件 ：

一

是 《
０

＿／
和 £

＾分布于不同层次 ，
《
０

．

属于社区层次 ， 属于 个体层次 ， 且 《
０

？ 与 相互独立 ， 互不影响 ；
二是 和

呈正态分布 ， 设群间 Ｖａｒ
（

＆ ）

＝
ｒ

〇

２

， 群内方差 （个体方差 ） Ｖａｒ
（ 

Ｃ
＆

．

）

＝

巧 ）

２

；Ｓ

是 ＜７
？

２

在所有社区都是相等的 ， 具有固定效应 ， 而 ｒ
。

２

却不必相等 ， 具有随机效应 ，

也就是老年人个体特征数固定效应变皇 ， 社区特征变量属于随机效应变量 。

上述两个方程虽然是个没有包括任何 自变量的空模型 ， 却能帮助研究研巧者

做出如下判断 ； １ ．社区 间变异相对对于老年健康变异是否具有显著性 ， Ｗ决定是

否有必要使用多层线性模型 ， 若 Ｓ
ｗ
的变异成分 （ Ｔ

０

２

） 显著地不等于 ０ ， 则说明

老年人个体健康随社区而异 ， 需要使用 多层次模型 。 ２ ．社区特征对老年人个体健

康影响的大小 。 两个随机参数的变异成分 （ Ｔ
。

２

和 Ｃ
。

２

） 之和构成总变异 ， 比较

与总变异即可了解社区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 若社区特征解释了 老年人健康所有变

异的话 ， 则 ＣＴ
。

２

等于 ０ ， 表明老年人健康不因 同
一

化区 内老年人个体特征而异 ，

也就是同
一

社区 的老年人其健康状况是相 同 的 ， 社区特征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唯

一

变量 ， 其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差异全部来 自 社区的差别 。 反之 ， 若老年人的健康

差异与社区因素无关 ， 则 ｒ
。

２

等于 ０ ， 表明老年人健康差异不因社区而异 ， 只 因个

体而异 ， 也就是老年人健康只受老年人个体持征影响而与社区特征无关 。 Ｔ
。

２

和

ＣＴ
。

２

之间 的关系被称为群间关联度系数 （ Ｉｎｔｒａ
－Ｃ ｌａ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ＣＣ ） ：

口
一ｒ

〇

２

群间关联度系数反映的是社区随机变量的变异 占老年健康总变异的 比重 ， 代

表社区 因素对老年健康的影响程度 。 ｒ
。

２

越大 ， 则 片 越大 ， 表明社区 因素对因变

量的作用就越大 。 而 巧 ）

２

越大 ， 则 片 越小 ， 表明老年人个体特征对老年人健康的

作用越大 。 若 公 ＝
０ ．５ ， 则老年人健康

一

半的变异来 自社区差异 ， 另
一

半来 自老年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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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个体差异 。 通过比较
＂

空模型
＂

和非
＂

空模型
＂

随机变量的变异值 ， 可 判断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 。 如果 ｒ
。

２

显著地不等于 ０ ， 则说明有必要采用 ＨＬＭ

模型 ， 需要建立随机截距和随机斜率模型 。

４ ．３ ． ２ 巧机巧距和随机巧宰横型

从社区层次的模型 （ ２ ） 可 ＾＾
＞１看出 ， 本研究 中 只有截距项可＾随机变动 ， 而

每个社区 的 回归系数则是相 同且固定 的 ， 其主要原 因是 ， 对于个体层面的变量 ，

如年龄 、 婚姻状况等 ， 并没有充分理 由来假定宏观层面的特征对其会产生结构性

影响 ， 但社区因素会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平均值 。 而且 ， 本研究的兴趣在于纠正 由

于聚类而 引 起的样本之间 的不独立 ， 并假定低层次因素 （个体层次因素 ） 对因变

量 （生活满意度 ） 的影响在各髙层次 （社区层次 ） 之间是恒定 的 ， 所Ｗ随机截距

模型就足够 了 （杨菊华 ， ２０ １ ２ ）
ＰＭ ｌ

。 同时 ， 建立多层次模型主要是研究经济支

持对老年健康的影响 ， 出于模型简约的考虑 ， 也没有必要考虑个体层面变量系数

的随机效应 。

考虑到老年人个体持征 （低层因素 ） 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社区特征 （ 髙层

因素 ） 而异 ， 同时 ， 社区 因素对老年健康的影响程度也因为老年人个体的差异而

不同 ， 也就是不同层次的变量间存在互动关系 ， 因而需要构建所谓的随机截距和

随机斜率模型 。 该模型允许不 同社区老年人健康的截距和斜率都不相 同 ， 也就是

既允许截距因社区而不 同 ， 也允许因老年人个体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随社区的不 同

而不 同 （斜率不同 ） 。 其二层模型如下 ：

第
一

层 个体层次 ）
＞

ｉ
ｊ

＝

巧
＋ Ｃ

ｉ
ｊ （ １ ）

第二层 社区层次知 ＝
ｒ〇〇 

＋
ｒ〇斯 ＋ ＆ Ｊ

． （ ２ ）

Ａ
；

＝

Ｘｌ Ｏ
＋

Ｘｌ ｌ

Ｇ
ｙ

＋

其中 ， 公
／
，

？ 是 ；Ｃ

ｗ
的系数 ， 代表 ｙ 社区 内老年人 ：

’

个体特征层次因素对老年人

健康的影响 ， 下标 表明老年人个体层次特征的作用 因社区而异 。 由于老年人个

体分属不同 的社区 ， 而社区特征又作用于个体行为 ， 所＾ ， 风＾

和 巧 ＾
是不固定的 ，

而社区而异 ， 均为随机变量 ， 是社区特征 ６
＾
的直接函数 。

第二层方程是对第
一

层方程回 归系数的再 回归 ： 首先 ， 每个社区 的系数都回

归于社区特征 ； 其次 ， 低层模型 中 的截距和斜率在高层模型 中成为因变量 。 其对

应的混合固定效应模型为 ：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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乂
；
／

＝ 柄。
＋

尸。向
Ｊ

．＋
乃 。而）

． ＋
乃  ｉ

Ｇ
ｉ
ｊ

＇ｘ
巧

＇

）
＋的

＋ ４八 

＋
５

）

＇

）

该等式包括固定效果和随机效果两部分 。 第
一

个括号中的成分代表固定效

果 ， 由总截距 、 社区特征 、 老年人个体特征及这两个层次因素之间的互动变量所

组成 。 ｒ代表回 归系数 ， 其中 ？ 代表总平均值 （总截距 ）
； ｒ ｗ 表示化区特征

的 回归参数效果 ； ｒ ／ ；表示不同层次因素之间 的互动 （ 即个体因素可因群体而

异 ） 。

第二个括号 内 的成分代表随机效果 ， 它们是区分多层次模型与普通模型的标

志 。 其中 ， 的变异值 （ ＣＴ
。

２

； 表示老年人健康在社区 内变异的大小 ， 而该变异

没有被模型中包含的老年人个体和社区 因素所解释 ； ＆ ＾

． 的变异值 （ ｒ
。

２

） 表示老

年人健康在社区间变异的大小 ， 而该变异未能被社区特征所解释 。

４ ． 义 ３ 佳巧效应模型一广义多层线巧模型 （ ＧＨＬＭ）

因为本研究的因变量
一一老年人健康为二分变量 ， 即所谓

＂

受限因变量
＂

（
Ｌｌ ｉｍ ｉｔｅ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泌 ｌｅ

）
， 而普通多层线形模型要求因变量的分布具有连续

正态分布的特征 ， 因此 ， 需要使用广义阶层线性模型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ｄｅｌ ，ＧＨＩＭ
）
进行回归分析 。 与

一

般线性模式不同 ， 在 ＧＨＬＭ 模型

构造过程中 ， 由于因变量的抽样分布不符合连续正态分布特征 ， 因此要通过
一

个

连接函数 ， 将因变量进行转换 ， 再进行线性回 归分析 。

一

般来说 ，
二元因变量属

于二项分布或贝努里分布 ， 必须通过对事件的发生比取 自然对数转换后 ， 即对二

分因变量取逻镇特值 （
Ｌｏｇｉｔ

）后 ， 才能进行线性回 归分析 。 也即 因变量抽样模式 ：

咕
？ 公化切 ， ＧＨＬＭ 连接函数为 ： ７

７脚
二元 Ｌｏｇｉ如Ｃ 回归模

１＾ ｉｊｋ

型可 Ｗ分析因变量在各个类别之间发生转变的概率 。 也就是说 ， 在控制其他 自变

量的情况下 ， 本研巧可 Ｗ对某
一

特定 自 变量对因变量变化的影响进行分析 ， 从而

检验本研究提出 的研究假设 。 二元 Ｌｏｇｉ ｓｔｉｃ 回 归模型 中发生 比率 （
０加ｓ ｒａｔｉｏ

）
，

即 Ｅｘｐ （
Ｐ

）
， 表明 当 自变量取值每増加

一

个单位时 ， 属于该组的发生比率是属于

参照姐的发生比率的 Ｅｘｐ （
ｅ

）倍 ， 而 Ｅｘｐ （
０

）

－

１ 则表示 自 变量取值每增加
一

个单

位时 ， 因变量发生率的增加量 。

本研究所采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 （ ＧＨＬＭ ） 形式如下 ：

第
一

层 个体层次 ：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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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ｌｏｇ 

记的 ．

）

＝
ｌｏｇ（

Ｙ＾＾ 

＝ 成 ． ＋
艺 Ａ乂 ，

＋
旬

其中 ，

？ 是个体层次的 回

ｊ

归系数 ， 义 为个体层次 自变量向量 ，

？ 是个体层

次的
＿／ 社区 中个体 ／ 未被方程解释的残差 。

第二层 社区层次 ：

Ｐｏｊ

＝

Ｙｗ
＋ ｊ

＋
柏 Ｊ

Ｐ
ｉ
ｊ

＝

Ｔ
ｉｏ

其中 ， ｒ 〇／
是社区层次变量的 回 归系数 ， 马 为社区层次 自变量 ， ； 是社区层次

的残差 。 第
一

、 第二层次模型的混合效应模型为 ：

巧
９

．＝ｌｏｇ（的 ）

＝
ｉ〇ｇ （ ：

；

￣＾
）

＝

八 ０
＋

２］ 八成＇＋
Ｓ

ｒ
，

＇

〇 

义
，

＇＋
 ／％

＇

、
－

Ｐ
ｖ

４ ．４ 多因素实证分析－

Ｈｅｃｋｍａｎ
－

ＨＬＭ 模型

关于经济支持影响 因素的研究 ， 本研究选择 Ｈｅｃｋｉｎａｎ
（
１ ９７９

）
两步估计法进行

实证研巧 。 首先考虑子女 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发生概率 ， 即子女是否提供经济

支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 然后 ， 考察子女 己经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前提下 ， 经

济支持的规模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

／Ｓ
＝

１ 马

＊

＞皮

个体的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 的
一

般形式为 ＝Ｚ
，

＇

ｒ 

＋Ｖ
；

， （ １ ）

ｙ
＊

，

＝Ｚ
；

－ ＾ ＋？
，

－ （
２
）

式中 ， Ｓ
’

，

？ 为子女是否提供经济支持的不可观测潜变量 （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 ｌｅ ）
；ｋ

为 口 限值 。 当 五＞＆ 时 ， 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 ， 即 ＆
＝

１
； 当 义＜＆ 时 ， ＆

＝

〇
；

么为所有影响子女是否提供经济支持的变量集合 。 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规模 ；

Ｘ．为所有影响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规模的变量集合 。 经推导 ， 所建模型的最终形式

为加入逆米尔斯 比率 （虹ｖｅｒｓｅＭｉ ｌｌ

＇

ｓＲａｔｉｏ
，
ＩＭＲ ） 作为新变量的线性回 归方程 ， 即

ｒ产巧巧 ＆
＝

心竹产义 公 ＋ 公 ＪＪ
，

＇＋ 巧口 ）

式中 ＾＝ 巧巧片 ／
＾
＾口大＞

， 其 中 口巧 ＾）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 ，

＜

＾口如 为

相应的累积分布 函数 。

片 ，为 ＩＭＲ 的待估系数 ， 如果该系数显著 ， 则证 明存在选择性偏误 ， 那么

Ｈｅｃｋｍａｎ 规模模型就是有效的 。考虑到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多少存在社区 间差

异 ， 而且 Ｋ 属于连续变量 ， 因此 ， 对于模型

Ｋ
＇＝巧巧 产尤 片 ＋ 公 ＪＪ 汁 巧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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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ＨＬＭ 回 １５ ， 也就是对于经济支持因素的研究所采用 的模型为 Ｈｅｃｋｍａｎ－ＨＬＭ

模型 。

４ ．５ 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图

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 （ Ｌｏｃａｌ 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 ｔ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

Ｌｏｗｅｓｓ ）

是研究二维变量关系的
一

种有为工具 。 其主要思想是取
一

定 比例的局部数据 ， 在

度部分子集中拟合多项式 回归 曲线 ， 而不是根据全体数据建模 ， 根据全体数据建

模虽然可 Ｗ描述整体趋势 ， 但得到 的结果往往和现实倩况有
一

定差异 。 Ｌｏｗｅｓ ｓ

曲线的光滑度与选取数据 化例有关 ： 比例越高 ， 巧合越光淆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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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分别抽取 了 中 国经济最发达和最落后 的省份进行追踪调查 ，

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较高的质量 ， 为得到可信 的研究结果提供 了数据保障 。

由于调研数据具有分层特征 ， 有可能需要采用 ＨＬＭ 模型 。 但分层数据不
一

定都

要采用 ＨＬＭ 模型 。 是否需要采用应当通过
＂

空模型
＂

进行检验 。 通过检验后 ，

本研究采用两层随机截距和随机效应模型 。 考虑到代际经济支持健康效应检验中

因变量 （健康 ） 属于二分类变量 （ ０ 代表健康 ， １ 代表不健康 ） ， 需要采用广义多

层线性模型 （ ＧＨＬＭ ） 模型 。

关于代际经济支持影响因素的研究 ， 首先应当考虑到有很大 比例 的老年人并

未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 ， 如果直接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 回归 ， 结果可能是有偏误的 ，

因此 ， 需要首先考虑代际经济支持发生的概率 ， 在此基础上再考虑经济支持发生

的规模 ， 所弘 本研巧需要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模型 。 同样 ， 由于所用数据是分层的 ，

因此需要将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与 ＨＬＭ 模型结合 ， 构建 Ｈｅｃｋｍ ａｎ－ＨＬＭ 复合模型 。

本章的 内容为第后面章节的实证分析做了 必要的准备 。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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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与健康现妖

本章首先对有关变量的含义或测量方法进行说明 ， 再对样本特征分浙江甘肃

分别进行描述 ， 最后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及就医行为进行统计 。 本章的重点是描

述统计老年人 日 常生活经济来源 、 老年人获得家庭经济支持的情况 、 老年人提供

家庭经济支持的情况 、 老年人获得精神慰藉的情况 ， Ｗ及老年人健康状况与获得

经济支持的关系 、 老年人获得精神慰藉与获得经济支持的关系 。

５ ． １ 变 ：！含义及变量处理



表 ５
－

１ 变齡义及变量处理


变虽 变里含义

自评健康 １
＝很好 ， ２＝好 ， 扛

一

般 ， 仁不好 ， ５
＝很不好 。 二分类变量时 ， 很好 、 好归为

健康 ，

一

般 、 不好、 很不好归为不健康 ， 即 ０
＝健康 ， １

＝不健康 。

ＡＤＬ日 常活动能力 （ＡＤＬ ） 包括吃饭 、 穿衣 、 洗澡 、 起床 、 上厕所 、 大小便控制 、

做家务 、 做饭 、 购物 、 财物管理 、 吃药等 １ １ 项 内容 ， 每项 内容设四种分值 ：

１
＝没困难 ， ２

＝有困难但仍可完成 ， ３
＝有困难需要帮助 ，

４＝无法完成 。 二分

类变量时 ， 如果上述 １ １ 项总分为 １ １ ， 则表示无困难 ， 大于 １ １ ， 则表示有困

难 ， 即 ； ０
＝无困难 ， １

＝有困难

慢性病包括
（
１
）高血压病 （

２
）血脂异常 （包括低密度脂蛋 白 、 甘油云醋 、 总胆固醇的升

高或 （和 ） 高密度脂蛋 白 的下降 ）
（
３
）
糖巧病或血糖升高 （包括糖耐量异常和

空腹血糖升高 ）
（
４
）癌症等恶性肿瘤 （不包括疫度皮肤癌 ）

（
５

）慢性肺部疾患

如慢性支气管炎或肺气肿 、 肺也病 （不包括肿瘤或癌 ）
（
６
） 肝脏疾病 （ 除脂

肪肝 、 肿瘤或癌外 ）
（
７
）脏病 （如也肌梗塞 、 冠也病 、

＇。绞痛 、 充血性也力衰

竭和其他也脏疾病 ） 巧 ） 中风 （
９
）肾脏疾病 （不包括肿瘤或癌 ）

（
１ ０

） 胃 部疾

病或销化系统疾病 （不包括肿瘤或癌 ）
（
１ １

） 情感及精神方面问题 （
１ ２

）与记

忆相关的疾病 （如老年痴呆症 、 脑萎缩 、 帕金森症 ）
（

１ ３
） 关节炎或风湿病

。 ４） 哮喘等 １ ４ 种 ， 对每
一

种慢性病赋值 １
＝有 ， ０＝无 。 总分大于 １ ， 则表示

至少有
一

种慢性病 ， 因此二分类变量 ： ０
＝无慢性病 ， １

＝有慢性病

抑郁症包括 （ １ ） 我因
一

些小事而烦恼 （ ２ ） 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 （ ３ ） 我感到

情绪低落 （ ４ ） 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 （ ５ ） 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 ６ ） 我感

到害怕 （ ７ ） 我的睡眠不好 （ ８ ） 我很愉快 （ ９ ） 我感到孤独 （ １ ０ ） 我觉得我

无法继续我的生活等 １ ０ 个问题 ， 每个问题的答案选项是 ： １
＝很少或者根本



没有 ， ２
＝不太多 ， ３

＝有时或者说有
一

半的时间 ， ４
＝大多数的时间 ， 对于正 向

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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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

１ 变皇含义及变量处理


变里


变齡义


问题 ， 如
＂

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

、

＂

我很愉快
＂

进行反向计分 。 总分大于 １ ０

则表示有抑郁症现象 ， 等于 １ ０ 则表示无抑郁症 。 二分类变量为 ０＝无 ， １
＝有 。

生活满意度 １
＝极其满意 ， ２

＝非常满意 ， ３
＝比较满意 ， ４＝不太满意 ， ５

＝
—

点也不满意 。

二分类变量时 ， 极其满意 、 非常满意 、 比较满意归为满意 ， 不太满意 、

一

点

也不满意归为不满意 ， 即 ０
＝满意 ， １

＝不满意

经济支持包括来 自子女和孙子女的现金和非现金物质 的经济赡养 。 对经济支持进行标

准化处理 ： 计算第 ｉ 个样本的经济支持总数 Ｅ
，

．

； 再计算总体样本经济支持的

平均数 Ｉ
－

和标准差 （
ｖａｒ巧？

１

气 则第 ｉ 个样本的标准化经济支持指数 ：

ＥＣ
，

＝用－
：Ｔ

）
／
（
ｖａｒ脚严这样可Ｗ解决经济支持的非正态化 也有利于对回 归

结果的解释与 比较 。

政府转移支付 ： 低保 ； 退耕还林 ； 农业补助 ；
五保户补助金 （用来补助那些无法 自力更生的

低收入者 、 盲人 、 身体残疾者 、 老人和小孩 ）
； 特困户补助 ；

）
； 其他工伤人

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 ； 突发事件或重大灾难么后的补助 （ 即救济金、 脈灾

款 ， 包括实物形式补助 ） 。

非工资收入 ： 退休金或养老金 （包括政府和事业单位 、 企业基本养老金 ， 企业补充养老金 ，

农村 、 城乡 、 城镇居民养老金 ， 商业养老金 、 高龄老人养老补助等 ）
； 失业

补助 ； 无保障老人生活补贴 ；
工伤保险金包括误工补贴 、 伤残补助 、 丧葬费

等 ； 独生子女老年补助 ； 医疗救助 ； 政府给个人的其他补助 ； 社会捐助 ； 其

他收入 （离婚后的赡养费 、 子女抚养费等 ） 。

５ ．２ 样本特征

在浙江 、 甘肃两省追踪到的的 ２ ３ ７ ８ 受访者中 ， ６０ 岁及 Ｗ上老年人 占 巧． ６％ 。

表 ５
－

２ 显示 ， ６ ０ 岁及 上老年人两省共抽取了１ ３２ １ 名 ， 其中 ６０
－

６ ９ 岁 的老年人

７化 名 ， 占 ５ ７ ．９％
；７０

－

７９ 岁 的老年人 ４ １ ２ 名 ， 占 ３ １ ．２％
；８ ０ 岁及 上老年人 １４４

名 ， 占 １ ０ ． ９％ 。 浙江省 的高龄老年人 比例高于经济落后的甘肃省 。 男性老年人多

于女性老年人 ， 农村户 口老年人远远高于城镇户 口老年人 ， 符合中 国 目 前城市化

水平较低的现实 。 在婚老年人高于非在婚老年人 ， 有 ４ １ ．４％的老年人有 ３
－

４ 个子

女 ， 甘肃省老年人拥有 ３ 个及 ３ 个 上子女的 比例高于浙江省 。 有 ３ ８ ．１％的老年

人与子女同住 ， 但浙江省的这
一

比例低于甘肃省 。 ９ ３ ．４％的子女与老人住在 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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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 ， 但甘肃的这
一

比例低于浙江省 ， 反映了落后地区 的子女更可能外出打工 。

表 ５
－

２２０ １２ 年 ６０ 岁 １＾
］１上老年人样本持征

变量浙江 甘肃 合计

年龄 ６０
－

６９岁 ４０ ３（ ５ ７ ． ０ ） ３６ ２（ ５ ９ ． ０ ） ７６５（ ５ ７ ． ９ ）

７０
－

７９岁 ２ １ ３（ ３０ ．１ ）巧９（ ３ ２ ． ４ ）４ １ ２（ ３ １ ． ２ ）

８ ０岁及 Ｗ上９ １（ １ ２ ． ９ ）５ ３（ ８ ． ６ ） １ ４４（ １ ０ ． ９ ）

性别男 ３ ６ ３（ ５ １ ． ３ ）３ １ ６（ ５ １ ． ５ ）６ ７９（ ５ １ ． ４ ）

女 ３４４（ ４８ ． ７ ）２ ９ ８（ ４５ ． ８ ）６４２（ ４８ ． ６ ）

户 曰农村 ５的Ｃ ７９ ． ６ ）５ ０ ７（ ８２ ． ７ ） １ ０ ７０（ ８ １ ．１ ）

城市 １ ４４（ ２０ ． ４ ） １ ０ ６（ １ ７ ． ３ ）２ ５ ０（ １ ８ ． ９ ）

婚姻在婚 ５３ ５（ ７ ５ ． ７ ）４４ ７（ ７２ ． ８ ）９ ８ ２口４ ． ３ ）

非在婚 １ ７２ （ ２４ ． ３ ）化 ７（ ２ ７ ． ２ ）巧９（ ２５ ．７ ）

教育文盲 ３ ０ ９（ ４ ３ ． ７ ） ３ ５８巧８ ． ３ ）６６ ７（ ５０ ． ５ ）

小学 ３ ３２（ ４ ７ ． ０ ） １ ８ １（ ２ ９ ． ５ ）５ １ ３（ ３８ ． ８ ）

巧中 ４ １（ ５ ． ８ ） ５ １（ ８ ． ３ ）９２口 ． ０ ）

高中 上 ２５（ ３ ． ５ ） ２ ４Ｃ ３ ． ９ ）４９（ ３ ． ７ ）

与本县／市／区人们 好得多 ４ （ ０ ． ６ ） ３ （ ０ ． ５ ） ７ （ ０ ． ６ ）

平均生活水平相比 好
一

些 ３４ （ ５ ． ５ ）％（ ４ ． ７ ）６０ 巧 ． １ ）

差不多 ２００（ ３２ ． １ ） １ ２９（ ２３ ． ４ ）３ ２９（ ２８ ． ０ ）

差
一

些 １ ６６（ ２６ ． ６ ） １ ２６（ ２２ ． ９ ）２ ９２（ ２４ ． ９ ）

差很多 ／不知道２ ２０（ ３ ５ ． ３ ）２ ６ ７（ ４８ ． ５ ）４８ ７（ ４ １ ． ４ ）

子女数 ０个 ２ ３（ ３ ． ３ ）２ ７（ ４ ． ４ ）５０口 ． ８ ）

１
－

２个 ２ ９ ８（ ４２ ． ２ ）２ ０３ （ ３ ３ ． １ ）５０ １（ ３ ７ ． ９ ）

３
－

４个 ２口 （ ３９ ． ２ ）２６６（ ４３ ． ３ ）５ ３ ４（ ４ １ ． １ ）

５个 Ｗ上 １ ０９（ １ ５ ．３ ） １ 化 （ １ ９ ．２ ）２ ２ ７（ １ ７ ． ２ ）

与子女同住是 ２５ ４（ ３５ ． ９ ） ２４９（ ４０ ． ５ ） ５ ０ ３（ ３ ８ ． １ ）

否 ４ ５ ３（ ６４ ．１ ）３６ ５（ ５９ ． ５ ）８ １ ８（ ６ １ ． ９ ）

子女居住距离附近 （本县 ）６ １ ２（ ９５ ． ５ ） ５ ０ ２（ ９０ ． ９ ） １ １ １ ４（ ９ ３ ． ４ ）

外地 ２９（ ４ ． ５ ） ５ ０（ ９ ． １ ）巧 （ ６ ． ６ ）

吸烟是 ２郎 （巧 ． ５ ）２６４（ ４３ ． ２ ）５２９（ ４０ ． １ ）

否 ４４２（ ６２ ． ５ ）３４ ７巧６ ． ８ ） ７ ８９（ ５９ ． ９ ）

饮酒是 ２ ３ ９（ ３ ３ ． ８ ） １ １ ９（ １ ９ ． ５ ） ３ ５８（ ２ ７ ． ２ ）

否 ４６ ８（ ６６ ． ２ ）４９２（ ８０ ． ５ ）９６０（ ７么８ ）

社会资本有 ３ ２ ０（ ４５ ． ３ ） １ ６ ３（ ２６ ． ６ ）４８ ３（ ３６ ． ６ ）

无 ３８ ７（ ５４ ． ７ ）４５ １ （ ７３ ． ５ ）８３８（ ６３ ． ４ ）

注 ： 表中括号外数字为人数 ， 括号 内数字为样本人数 占该省 ６０ 岁 Ｗ上样本总人数的百分 比 。

将近
一

半的老年人文化水平为文盲 ， 而甘肃省的老年文盲率高于浙江 巧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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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 ， 说明 中 国老年人文化水平总体偏低 ， 落后地区老年人的文化水平则更低 。

从老年人的社会资本情况看 ， 浙江的情况远远好于甘肃 ， 说明经济发达地区老年

人的社会活动 、 精神生活更为丰富 。 从生活习惯看 ， 甘肃老年人的吸烟 比例高于

浙江老年人 ， 但饮酒比例则较低 。

５ ． ３ 样本老年人的健巧状况及就医行为



表 Ｓ －３２０。 样本健康及就医巧为


变Ｓ 浙江 甘肃合计 秩和检验

自评健康好 （ ０ ） ３ ９ ７（ ５６ ． ２ ）

￣

２ ５ ７（ ４ １ ．９ ）６５ ４（ ４９ ．５ ）Ｘ
＇
＝
２ ３ ． ８６ ８

不好 （ １ ） ３ １ ０（ ４３ ． ８ ）３ ５ ７巧８ ．１ ）６的 （ ５０ ． ５ ）Ｐ却 ． ０００

ＡＤＬ无困难 （ ０ ） ６４０（ ９０ ． ５ ）５ ０ ７（ ８２ ．６ ）１ １４７（ ８６ ．８ ）ｘ
＇
＝
８８ ．６４３

有困难 （ １ ） ６ ７（ ９ ． ５ ） １ ０ ７（ １ ７ ． ４ ）１ ７４（ １ ３ ．１ ） 护０ ． ０００

慢性病 ０种 １巧 （ ２４ ． ３ ）１ ０６（ １ ７ ． ３ ）２ ７８（ ２ １ ． ０ ）ｘ
＾
＝
４ ． ３ １ ５

１种 ２％ （ ３ ３ ． １ ） １ ６４（ ２６ ． ７ ）３％（ ３ ０ ．１ ）ｐ
＝０ ． ０３ ７８

２种 １ ６ １（ ２２ ． ８ ）１４５（ ２ ３ ． ６ ）３ ０６（ ２ ３ ． ２ ）

３ 种 （＾＾上 １ ４０（ １ ９ ． ８ ）１ ９９（ ３２ ． ４ ） 巧 ９（ ２ｔ７ ）

抑郁症无 （ ０ ） ４ １ ４ （ ６０ ． ２ ）２４２ （ ４０ ． ３ ）６５ ６ （ ５ ０ ． ９ ）＾＝
３８ ．１ ２３

有 （ １ ） ２ ７４（ ３ ９ ．８ ）３ ５９巧９ ．７ ） 的４（ ４９ ． １ ）０００

生活满意度满意 （ ０ ） ４６ １（巧 ． ２ ）４２ ３（ ６８ ． ９ ）８８４（ ６６ ． ９ ）＾＝
２ ．５４２

不满意 （ １ ）２４６（ ３４ ． ８ ） １ ９ １（ ３ １ ．１ ）４３ ７（ ３ ３ ．１ ）ｐ
＝
０ ．１ １ ０８

１ ５前健康状况好 （ ０ ） ５４５（ ７ ７ ． １ ）４５ １（ ７ ３ ． ５ ）９９ ６（ ７５ ． ４ ）＾＝
０ ． ９ ５９

不好 （ １ ） １ ６２（ ２２ ． ９ ）１ ６ ３（ ２６ ． ５ ）３２ ５（ ２４ ． ６ ）ｐＯ ．３ ２ ７

是否进行过常规体检是 ５巧 （ ８２ ． ０ ）３ １ ４ （ ５ １ ． ３ ）８ ９ ３ （ ６ ７ ． ８ ）＾＝
９ ５ ．２ １ ２

否 １ ２ ７（ １ ８ ． ０ ）２ ９ ８（ ４８ ．７ ）４２５（ ３ ２ ． ２ ） 。或 ． ０００

是否及时看病是 ６９ ０ （ ９ ７ ． ７ ）５ ５２ （ ９０ ． ２ ）１ ２４２ （ ９４ ． ２ ）２２６

否化 （ ２ ． ３ ） ６０（ ９ ． ８ ）７６巧 ． ８ ）ｐ
＝０ ． ０２２

及时住院是 ６ ７４ （ ９８ ． ０ ）５ １ １（ ９ ５ ． ２ ）１ １ ８５ （ ９６ ． ７ ）ａ ｔ

＾
＝
〇 ．７９８

否 １ ４（ ２ ． ０ ）２ ６（ ４ ． ８ ）４０（ ３ ． ３ ）ｐ
－
０ ． ３ ７２

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７ ３（ １ １ ． １ ）５ １（ ９ ． ３ ） １ ２４ （ １ ０ ． ３ ）＾＝
１ ． ２６８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３ ０（ ４ ． ６ ） ３０（ ５ ． ５ ）６０（ ５ ． ０ ）々
＝
０ ． ２６０ １

新农合 ４８９（ ７４ ． ５ ）４ ５２（ ８２ ． ２ ）９４ １（ ７８ ． ０ ）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４２（ ６ ． ４ ）７（ １ ． ３ ）４９（ ４ ． １ ）

公费医疗 ２２（ ３ ． ４ ） １ ０（ １ ． ８ ）３２（ ３ ． ４ ）

注 ： 表中括号外数字为人数 ， 括号 内数字为样本人数 占该省 ６０ 岁 Ｗ上总样本人数的百分比 。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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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

３ 中 的变量为分类有序变量 ， 因此对浙江 、 甘肃两省 的差异性检验用 的

是秩和检验 。 总体来看 ， 除生活满意度 、 巧 岁之前的健康状况 、 是否及时住院 、

有几种医疗保险等几项无明显差异 ， 其余变量在两省之间都存在显著性差异 。

老年人 自 评健康状况
＂

好
＂

与
＂

不好
＂

的各 占
一

半 ， 但浙江省的 自评健康明

显好于甘肃省 的 ， 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绝大部分受访老年人 日 常活动能力 （ ＡＤＬ ）

无困难 ， 但浙江省老年人的状况要好于甘肃省的老年人 。 绝大部分老年人有
一

种

Ｗ上的慢性病 ， 且浙江省老年人患慢性病 的种类少于甘肃省老年人 。

一

个不容忽

视的 问题是 ， 浙江省有 ３９ ．８％的老年人存在抑郁症 问题 ， 而甘肃省老年人较浙江

老年人更高 了二十个百分点 ， 说明 屯、里健康是严重 困扰老年人的
一

个健康问题 ，

而且落后地区 的老年人患抑郁症的情况更严重 。 因此 ， 总体上 ， 浙江省老年人的

健康状况明显好于甘肃省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 其中 的原因通过 Ｗ下三个指标可 Ｗ

进行部分解释 ： 在常规体检方面 ， 经济发达的浙江较经济落后的甘肃高 了 
Ｈ十个

百分点 ， 而在是否及时治巧方面 ， 浙江省较甘肃省高出 ７ ．７ 个百分点 ， 在是否及

时住院方面 ， 浙江省较甘肃省高 ２ ．８ 个百分点 。 总体来看 ， 老年人及时就医的 比

例都很高 ， 拥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比例也很高 。

５ ．４ 样本老年人家庭外的经济来源

表 ５
－

４ 显示 ， 平均有 １ １ ．０％的老年人有工资收入 ， 年平均工资收入为 １ ６ ７８ ８ ．２

元 ， 标准差为 １ １ ９ ５ ．４ 元 。 但无论从绝对数还是从相对数来看 ， 浙江省老年人的

工资收入都富于甘肃省老年人 ： 浙江省有 １ ７ ．５％的老年人有工资收入 ， 平均年收

入 １ ７ ７ ７ ７ ．７ 元 ， 标准差 １ ３ １ ８ ．８ 元 ， 而甘肃省的运Ｈ个数字则分别 ３ ．３％ ，１ ０６ ５ １ ．０

元和 ２２８６ ．１ 元 ， 说明甘肃省老年人拥有工资收入的 比例和金额都远远低于浙江

省 ， 而且标准差远远大于浙江省 ， 说明甘肃省老年人的工资收入差距高于浙江省

老年人 。 ６４ ．７％的老年人有非工资收入 ， 其中浙江省 ７ ７ ．７％的彼访老年人有非工

资收入 ， 而甘肃省仅为 ４８ ．９％ ， 且收入的金额也远远低于浙江省 。 两省老年人的

退休金和养老金也存在显著差异 。 但是甘肃省领取政府转移支付的老年人的 比例

远远高于浙江省老年人 ， 其 中 的原因应该是处于 中 国西部的甘肃省老年人更多的

领取 了
＂

退耕还林
＂

等政府转移支付 ， 也可能是经济落后地区 的老年人更多的依

靠政府的帮助 。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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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４ 老年人家庭外的经济收入来源 （
％

）



单位 ： 元

变量


＾ ＾方差分析

过去
一

年工 资收入１ ７ ．５ （ １ ７ ７ ７ ７ ．７ ± 口  １ ８ ． ８ ）３ ． ３ Ｃ １ ０化 １ ． ０ 
＋

２ ２ ８ ６ ．１ ）１ １ ． ０ （ １ ６ ７ ８ ８ ． ２ 
＋

 １ １％ ．４ ）ｘ
－

’

＝

７ ６ ９ ． ９ ５

（ 不包括退休金等 ） ｐ
＝
０ ．０００

过去
一

年 的非工 资收入７ ７ ．７ （ ９ ５ ６ １ ． ４ 
＋

６ ５０ ．８ ）４ ８ ．９ （ ６８ ２６ ． ９ 

＋
６ ５ ６ ．１ ）６ ４ ．７ （ ８閒 ５ ．１ ± ４ ８ ２ ． ３ ）Ｘ

，
＝

１ ３ ３ ．８ ９

（ 不包括退休金等 ）护０ ． ０ ０ ０

现在每 月 领取退休金 １ ４ ．７ （ ２巧 ７ ．４ 
＋

１ ２ １ ．１ ） １ ２ ． ２ （ １ ９ ３ ８ ． １ 
＋

 １ ０ １ ． ０ ）１ ３ ． ６ （ ２ ３４ ７ ．４ ± ８ ７ ． ８ ）＾＝
１ １ ３ ． ７ １

ｐ
＝
０ ． ００ ０

现在每 月 领取养老金６ ２ ．７ （ ４４６ ． ４ ±巧 ． ０ ）４ １ ．４ （ １ ２４ ．７ 
＋

１ ７ ． ０ ）５ ２ ．１  （ ３ ３ １ ． ８ ＋ ２ ２ ． ８ ）＾＝
７ ３ ２ ．７ １

ｐ
＝
Ｑ ． ０００

政府转移支付收入２８ ． ３（ １ ２ ６ ３ ．７ ＋ １ ６２ ． １ ）６ ４ ． ２ （ １ ０的 ± ５ ８ ． ６ ）４ ５ ．０（ １ １ ３４ ．０ ± ６ ７ ． ０ ） ５ ２

ｐ
＝

０ ． ０ ０ ０

注 ： 表中括号外 的数字表示获取该项收入的老人 占全部样本老人的百分 比 ， 括号 内为各种收

入的平均数及标准差 。

表 ５
－

４ 显示 ， 除
＂

政府转移支付收入
＂

甘肃省老年人获得 比例高于浙江省老

年人之外 ， 甘肃省老年人拥有的其他收入的 比例 Ｗ及收入的绝对数都远远低于浙

江省老年人 ， 而且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 各种数据充分说 明 ， 经济发达

地区 的老年人晚年生活有更多 的经济保障 ， 运种保障进而可 提高经济发达地区

老年人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 如此
一

来 ， 经济发达地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好于经济

落后地区老年人也就不难理解 了 。 图 ５ １ 、 图 ５ ２ 更直观地反映 了两地 区老年人

经济来源的构成与差异 。

，祝
一

今
、

— 过去
一

年有非工资收入 （不包括退休金等 ） ■■■Ｂｌ 过去
一

年有工资牧入

—ｉ 过去
一

年有政府转移支付收入现在每月 领取退佈金

现在每月领取养老金


图 ５
－

１ 浙江老年人经济收入来源构成

８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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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过去一年有非工 资收入 （ 不包括退休金等 ） — 过去一年有工 资收入

— 过去
一

年有政府转移支付收入田ｍ？ 现在每 月 领取退休金

— 现在每 月 领取巧巧 金


图 ５
－

２ 甘肃老年人经济收入来源构成

５ ．５ 样本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状况

５ ．５ ． １ 老年人获得家庭经济支持状况

表 ５
－

５ 过去
一

年老年人获得家庭经济支持状况 单位 ： 元

经济支持类型
＾

－

ｍ
 

子女提供

定期现金支持 １ ３ ． ３ （ ３ ３ ７ １ ９ ． ２ 
＋

 １ １ １ ８ ３ ． ６ ）７ ． ０ （ １ ０ ３ ２ ８ ． ８ 
＋

３ ７ ６ ４ ．６ ） １ ０ ．４ （ ２ ６ ３口 ．７ 
＋

７ ８ ０ ５ ． ４ ）

定期非现金支持２ ． ３ （ ９９ ５ １ ． ３ 
＋

４ ２ ０６ ． １ ） ４ ．１  （ １ ９ ４ ８ ± ７ ０ ３ ．２ ） ３ ． １  （如 ７ １ ± １ ７ ７ ５ ．１ ）

非定期现金支持３ １ ． ３ （ ５ ７ ０ ３ ． ６ ＋ ６ ８ ２ ． ９ ） ３ １ ． ９  （２的 ２ ． ３ ±％ ７ ． ６ ） ３ １ ． ６ （ ４ ２８ ８ ． ２ 
＋

４０ ７ ． ３ ）

非定期非现金支持２ ４ ． ２ （ ８ ６ １ ９ ． ４ ±巧２ １ ． ０ ）２ ４ ． ９  （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胡 ． ５ ） ２ ４ ．５ 巧 ０ ７ ３ ．３ ＋ ２ ３ ９ ３ ．０ ）

孙子女提供

定 期现金支持 １ ． ４ （ ７ ５ ０ ± １ ６ １ ． ９ ） １ ． ０ 巧 １ ５ ４ ． ２ 
＋

 １ ２ １ ７ ．７ ） １ ． ２ （ １ ２ ７ ６ ． ６ 
＋

４ ７ ５ ．４ ）

定期非现金支持 ０ ． １ （ １ ００ ． ０ 

＋
０ ． ０ ） ０ ． ５ （ ７０ ＋ １ ５ ． ３ ） ０ ． ３ 口 ７ ． ５ ± 口 ． １ ）

非定期现金支持 ５ ． ５  （口巧 ． ６ 
＋

２９ ４ ． ４ ）４ ． ９  （ ４％． ７ 
＋

８ ８ ． ８ ） ５ ． ２ 巧 ３ ９ ．１ ± １ ７ ８ ． ３ ）

非定期非现金支持２ ． ４ 口 

１ ２ ． ４ 
＋

１ ６ ５ ． ４ ） ３ ． ６ （ ４ ２ ３ ． ２ 
＋

１ １ ７ ． ９ ） ３ ． ０ （ ５４ ９ ．３ ± ９９ ．５ ）

子女／孙子女提供

加 ００元 ｙ ■上大额支持６ ． ４（ ３ ８ ５巧 ． ９ 
＋

 １ ０ １ ７ ２ ． ５ ）２ ． ３（ ４ ５ １ ４ ２ ． ９ 
＋

１ ４Ｗ ４ ． ）４ ． ５ （ ４０ １ １ ８ ． ９ 

＋
８ ４ ２ ５ ． １ ）

合计


５ ４ ． 日 （ ２ ０ ４ ４ ０ ． ６ ＋ ３ ７ ０ １ ． ７ ）４ ７ ． ７（ ６％ １ ． ０ 
＋

 １ １ ２ ２ ． ３ ） 已 １ ＇ ３（ １ ４ ３ ４ ７ ． ４ ± ２ １ 巧 ． ６ ）

注 ： 括号外数字 为获得经济支持 的 老人 占全部样本老人百分 比 ， 括号 内 为经济 支持 的平均数及标准差 。 老

年人可能 既获得子女提供 的经济支持 ， 又 同 时获得孙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 所 Ｗ上表 中 的 百分数加起来可

能大于 １ ００％ 。 表 中 的合计数表示能获得家庭经巧支持 的老年人 占样本老年人的 百分 比 。 浙江 、 甘肃获得经

巧支持合计数方差分析 ：
ｘ

＾
＝

２３ ． ８６ ８ ， ｐ
＝
０ ． ０００ ．

表 ５
－

５ 显示 ， 老年人从子女处获得经济支持的最主要方式是非定期现金支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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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 浙江 、 甘肃两省的这
一

比例分别是 ３ １ ．３％和 ３ １ ．９％ ， 但浙江省 的绝对数是

５ ７ ０ ３ ．６ 元 ， 是甘肃省的 ２ 倍 ； 老年人获取子女经济支持的第二种主要方式为非
－

定期非现金支持 ， 而且浙江 、 甘肃两省各有 ２ ４％的老年人获得这种支持 ， 但浙江

省老年人获得非定期非现金支持的绝对数是甘肃省老年人的 ８ 倍 。 从老年人获得

的经济支持的合计数看 ， 浙江省老年人获得家庭经济支持的平均数为 ２ ０４４化 ６

元 ， 远远高于甘肃省 的 ６ ３ ４ １ ． ０ 元 ， 而且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 。

孙子女也 向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 ， 但 比例不高 ， 而且提供的金额也较低 。 另

外 ， 有 ４ ．５％的老年人过去
一

年
一

次性获得了 日 ００ ０ 元 上的大额经济支持 ， 其中

浙江省有 ６ ．４％受访老年人获得 了这
一

支持 ， 而甘肃省仅为 ２ ．３％ ， 但甘肃省老年

人获得这种支持的平均金额大于浙江省 ， 且变异系数较低 。

值得注意的
一

点是 ，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标准差非常大 ， 较大标准差说 明

不 同老年人获得家庭经济支持的差异较大 ， 图 ５
－

３ 、 图 ５
－

４ 分别是删除极值前后

的直方图 ， 不难看出 即便删除极值后 ， 经济支持的分布仍具有非正态性 。 而且还

可 ＾看出绝大部分的老年人过去
一

年获得经济支持在 ２０ ００ 元 １＾下 。 图 ５ ５ 、 图

５
－

６ 对比发现 ， 甘肃省老年人获得非定期现金支持 、 非定期非现金支持和定期现

金支持的 比例都高于浙江省 ， 但获得定期现金支持和获得 ５００ ０ 元 上 的大额支

持的 比例低于浙江省 。

８ －

Ｓ
－

Ｉ

Ｉ
靈

余Ｉ

Ｉ＂

Ｉ

〇
－ １ Ｉ （ ｉ １

̄

０ ２００００ 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６ ００ 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００

老年人获得子女 ／孙子女经济支持合计 （ 元 ）

图 ５
－

３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直方图

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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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

受
－

导
－

进

匹

資
－

〇
１

 （ Ｉ Ｉ

０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６００ ０ ８００ ０

老年人歎得子女 ／孙子女经济支持 （ 元 ）

图 ５
－

４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直方图 （删 除极值 ）

．

气
■■■■ 定期软得非现金支持■■■■ 定期获得现金支持

ｍｎｕｍ 非定 期获得非现金支持非定期获得现金支持

― 巧得 ５００ ０元 上大额支持


图 ５
－

５ 浙江老年人获得家庭经济支持构成

＃ 酿

、

＇

飞

Ｉ

— 定期获轉非现金支持— 定期获得现金支持

■ＵＨ 非定期获得非现金支持非定期获得现金支持

１＾＾ 获得５００ ０巧 Ｗ上大额支持


图 ５
－

６ 甘肃老年人获得家庭经济支持构成

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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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５ ． ２ 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状况

表 ５
－

６ 盈示 ， ３ １ ．８％的老年人向子女或孙子女提供 了经济支持 ， 平均 ３３ ３ １ ８ ．４

元 ， 标准差 ４０４５ ．５ 元 。 其中 ， 浙江省 ３ ６ ．５％样本老年人向子女或孙子女提供了

经济支持 ， 平均金额为 ４ ３ ５８２ ．３ ， 远高于甘肃省的 ２６ ．４％和 １ ６９ ７ １ ．６ 元 。 老年人

提供经济支持的主要方式为非定期现金支持 。 老年人向孙子女提供非定期现金支

持的 比例远高于对子女提供的非定期现金支持 ， 体现了
＂

隔代亲
＂

。



表 ５
－

６ 样本老年人过去一年提供代际经巧支持状况 单位 ： 元

经济支持类型
＾ Ｗ



向子女提供

定期现金支持０ ． ３（ ６００ ． ０ 
＋

３００ ． ０ ）０ ． ７＂ ７ ５ ０ ＋ ３ ８ ３ ９ ． ６ ）０ ． ５（ ５ ３ ６ ６ ． ７ ＋ ２ ８５ ９ ． ２ ）

定期非现金支持０ ０ ０

非定期现金支持 ５ ．０（ ３ ７ １ ３５ ． ７ ± ７３ ５ ３ ． ５ ）４ ．７（ １ ３４的 ． ８ ± ４０５ ８ ． ９ ）５ ．１（ ２ ５６加 ． ３ 
＋

４４ ７ ５ ． ５ ）

非定期非现金支持０ ． ６（ ５ ７３ ５ 
＋

４ ７ ７ １ ． ９ ）１ ． ３（ １ ００ ５ ． ６ 
＋

２ ７ ７ ． ７ ） １ ． ０（ ２４６化 ８ ± １ ４口． ９ ）

向孙子女提供

定期现金支持 ３ ． ４（ （ ４９ １ ７ ． ５ 
＋

１ ９５４ ． ８ ）４ ． ９（ ５ ２９ ０ ．７ 
＋

３ ３ １ ４ ． ８ ）４ ． １（ ５ １ ２ ４ ． ８ 
＋如 １ ９ ． ４ ）

定期非现金支持 ０ ． １（ ２０００ ． ０ ＋ ０ ． ０ ）０ ０ ． ０ （ ２００ ０ ． ０ 

＋
０ ． ０ ）

非定期现金支持 １ ８ ． ２ （ ％ ５ ９ ． １ 
＋ 化 ２９ ． ６ ） １ ２ ． ５（ １ ７０２ ． ５ ＋ ３ ３ ９ ． ９ ）１ ５ ． ６（ ２９ ２ ７ ． ７ 

＋
 １ ０２８ ． ９ ）

非定期非现金支持２ ． ４（ ４８ １ ．８ 
＋

１ ５ ７ ．６ ） ２ ． ９（ １朋 ３ ． ９ ± ２９９ ． ４ ）２ ． ６（ ７加 ． ３ 
＋

１ ７ ５ ．３ ）

子女／孙子女提供

加 ００元 Ｗ 

上大额支持１ ７ ． ７（ ７巧 ６ ０ ． ８ 
＋

１ ０ ７ ９ ３ ． ２ ）７ ． ７（ ４ １ ６ ３８ ． ３ 
＋

７ ３ ４４ ． ２ ）１ ３ ． ０（ ６ ５ ５６４ ． ５ ＋ ８ １ ６ １ ． ８ ）

合计


５（ ４ ３ ５８ ２ ． ３ ＋ ６ ２ ７ ４ ．６ ）２ ６ ． ４（ １ ６ ９ ７ １ ． ６ ± ２ ７６ ３ ． ）３ １ ．８（ ３巧  １ ８ ．２ ＋ ４０４ ５ ．５ ）

注 ： 浙江 、 甘肃提供经济支持合计数方差分析 ：
ｘ ＾７ １ ９ ． １ ９ ，ｐ

＝
０ ．０ （Ｋ） ． 括号外巧提供经济支持的老人 占全

部样本老人百分 比 ， 括号 内 为经济支持 的平均数及标准差 。

对 比 图 ５
－

７ 、 图 ５
－

８ 发现 ， 在为子女或孙子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中 ， 浙江

省老年人为子女或孙子女提供 加００ 元 Ｗ上大额经济支持的 比例接近 ８０％ ， 远高

于甘肃省 。 而甘肃省老年人向子女或孙子女提供定期现金支持和非定期非现金支

持的 比例分别接近 ３０％和 ２ ５％左右 ， 远远高于浙江省的这
一

比例 。 在为子女或孙

子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中 ， 浙江甘肃各有 ５０％左右提供的是非定期现金支持 。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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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
— 定期提供非现金支持 — 定 巧 ）提供现 金支持

— 非茫 期巧供非现金支持 ■■■ 非 定 期巧供现金支持

■— 提供 ５０ ０ ０元 Ｗ上大额支持


图 ５
－

７ 浙江老年人提供家庭经济支持

— 定期提供非现金支持 ■■■ 定 期提供现金 支持

―？ 非定期提供非现金支持 非定期提供现 金支持

提供 ５００ ０元 Ｗ上大额支持


图 ５
－

８ 甘肃老年人提供家庭经济支持

５ ．６ 祥本老年人获得精神慰藉状况

本研究所讨论 的精神慰藉包括老年人与子女见面的次数 、 レッ及子女给老年人

写信 、 视频聊天或打 电话的次数 。 表 ５
－

７ 显示 ， ４ １ ．７ １ ％的老年人每天能见到
一

次

不住在
一

起的子女 ， 其中浙江省 的这
一

比例为 ４６％
， 远高于甘肃省 的 ３６ ．８％ ， 原

因可能是浙江经济发达 ， 乡 镇企业及家族企业较多 ， 子女外 出打工的较少 。 有

１ １ ．５％的老年人
一

年见不到
一

次 自 己的子女 ， 而进
一

步分析发现 ， 这
一

部分老年

人基本是 ６ ０ 岁 左右 的低龄老年人 ， 可能的原 因是低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 尚可 ，

可 Ｗ在家 自 我照顾 ， 不需要子女 回家看望 自 己 。 表 ５
－

７ 还显示 ， 有 ２ １ ．５％的老人

每天能和子女取得联系 ， 浙江省 的这
一

比例高于甘肃省 ； 每周联系
一

次 上的老

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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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比例 ２ ７ ．８％ ， 其中甘肃省的这
一

比例为 ３０ ．３％ ， 高于浙江省 。 总体来看 ， 有 ６ １ ．５％

的老年人每月 能与子女联系
一

次Ｗ上 ， ４９ ．３％的老年人每周 能与子女联系
一

次Ｗ

上 。



表 ５
－

７ 老年人过去
一

年与子女见面／联系次数


变里


浙江甘肃


飾 方差分析

见面次数每天
一

次Ｗ上３２ ５（ ４６ ． ０ ）２％（ ３ ６ ． ８ ）５ ５ １（ ４ １ ． ７ １ ）＾＝

３ ．巧

毎周
一

次Ｗ上１４９（ ２ １ ． １ ）１ ２ ７（ ２ ０ ． ７ ）２ ７ ６（ ２ ０ ． ９ ）ｆ
＝
０ ．０６８

每月
一

次 上８５（ １ ２ ． ０ ）７５（ １ ２ ． ２ ）１ ６ ０（ １ ２ ． １ ）

每年
一

次 Ｗ上７５（ １０ ． ６ ）１ ０ ７（ １ ７ ． ４ ）１ ８２（ １ ３ ． ８ ）

一

年少于１次７ ３（ １ ０ ． ３ ）７９（ １ ２ ． ９ ）１ ５２（ １ １ ． ５ ）

联系次数每天
一

次Ｗ上１ ７２（ ２４ ． ３ ）１ １ ２（ １ ８ ． ２ ）２８４（ ２ １ ． ５ ）ｘ
；
＝
７７ ． １ ２

每周
一

次 Ｗ上化 １（ ２ ５ ． ６ ） 化６（ ３０ ．３ ）３ ６ ７（ ２ ７ ． ８ ）／
；

＝

０ ．０００

每月
一

次Ｗ上９８（ １ ３ ． ９ ） １ ２９（ ２ １ ． ０ ）２ ２ ７（ １ ７ ． ２ ）

每年
一

次 Ｗ上１ ７（ ２ ． ４ ）３ ３（ ５ ． ４ ） ５ ０（ ３ ． ８ ）



一

年少于１次巧 ９（ ：３ ３ ． ８ ）１ ５ ４（ ２ ５ ． １ ）３９３（ ３ ０ ． ０ ）



注 ； 括号外的数字为不同情况下的老年人数 ， 括号 内数字为获得情感支持的老年人 占总受访

老年人的百分 比 。 联系包括打 电话 、 写信 、 视频聊天等 。

５ ．７ 情感慰藉与各因索局部加奴回归散点困

图 ５
－

９ 至图 ５
－

１ ５ 中 的散点表示情感慰藉次数与各相关因素的关系 ， 曲线是

对这种关系 的拟合 。 由于各因素对应的情感慰藉次数差异较大 ， 本研究对其进行

了标准化处理 。

图 ５
－

９ 显示 ， 老年人与子女见面的次数和老年人的年龄存在线性关系 ， 老年

人年龄越大 ， 见到子女的次数越多 ， 可能的原因是高龄老年人更需要子女的 日 常

照料 。 图 ５
－

１ ０ 显示 ， 在删除极端值之后 ， 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越多 ， 见到子

女的次数越少 ， 反映 了在当前人 口流动性越来越强的背景下 ， 子女用金钱替代了

对父母的看望 ， 具有
＂

金钱换时间
＂

鲜明时代特征 ， 也可能是身体状况较好的老

年人只要能有子女的经济支持 ， 生活可 自理 ， 不需要子女过多 的照料 。

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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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 ｔｈｅ ｒ

ＣＯ
－

参

＜０ —

■

ｉ？

堂 々 －

一

？？ ■ 参？ ■

怒？ 参＞？

怒
？ 山 ？ ：

巧

苗
？

？ ？

誦２
Ｉ

＊？？
？

＿

 １ Ｉ Ｉ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 ００

老年人年龄

ｂａ ｎ ｄｗ ｉ ｄ ｔｈ 
＝
 ．８

图 ５
－９ 年龄与见面次数关系 图

Ｌｏｗｅｓ ｓｓｍ ｏｏ ｔｈｅ ｒ

００
－

■

ＣＯ —

．

ｓ ？

起 々 －

心

 ？ ？ 馨？

＾ ？ ？？

資— 

？？

ＩｍｗＩ＃ ％■％？？？

Ｉ％
？

巧 、？？ ？？

Ｈ Ｉ Ｉ ｒ
̄

－

． ２－

． １ ０． １

老年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 （ 标准化 ）

ｂａ ｎ ｄｗ ｉ ｄ ｔ ｈ
＝
 ． ８

图 ５ －

１ ０ 经济支持 （删除极值 ） 与见面次数关系 图

图 ５
－

１ １ 显示 ， 老年人 Ｍ） Ｌ 状况越差 ， 和子女见面的次数越多 ， 其原因应该

是 日 常活动能力差的老年人更多 的需要子女照料 。 ５
－

１ ２ 则显示 ， 患慢性病种类

的增加没有导致见面次数的 明显增加 ， 可能是慢性病对老年人的 日 常活动能力影

响不大 ， 慢性病严重未必导致对 日 常照料的需求的增加 。

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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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 ｔｈｅ ｒ

００
－

參

？

盾？？ ？

ｇ？？

§ ？ 春 ＊ ？？ ？ 翁 参 ？

？ ．

｜
１ 瞧 義 ｔ ｌ ｌ

ｌ
ｌ ？？

？？

ｔｌ ｌ ｌＴ ｉＴ ｉＴｉ ｖＭ ｉ ｔ ｓ
？ ？ ？ ！ ？ ？ ＜

＊
？；

？？

？

Ｉ Ｉ ＩＴ  Ｉ

—

１ ０ ２ ０ ３ ０ ４０ ５０

老年人ＡＤ Ｌ

ｂａ ｎｄｗ ｉ ｄ ｔｈ 
＝
 ． ８

图 ５
－

１ １ 老年人 ＡＤＬ 状况与见面次数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 ｔｈｅ ｒ

００
－

參

ＣＤ
－

愁
々

＊

ｇ？？ ？？

ｓ？

？
？？

Ｎ
■

？？？？？

ＩＩｉＩＩｉＩｆ？？

Ｉ Ｉ Ｉ
＂

 Ｉ
１  ■ 

 ｆ 

■ ＂   口 、

 Ｉ

０ ２ ４ ６ ８ １ ０

老年人慢性病

ｂ ａ ｎ ｄｗ ｉ ｄ ｔｈ 
＝
 ． ８

图 ５
－

１ ２ 老年人慢性病状况与见面次数

图 ５
－

１ ３ 说 明 ， 老年人抑郁症越严重 ， 与女子联系 的次数越少 。 对于这种现

象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 ： 子女与老年人见面或联系 的次数越少 ， 老年人的抑郁症

越严重 ， 说明 了反向 因果关系 的存在 。 因为抑郁症和下文将要提到 的生活满意度

都属于屯、理健康 问题 ， 和生理健康不 同 ， 见面次数和联系次数会影响老年人的也

理健康 ， 而不是相反 。 但是 ， 生理健康却相反 ， 生理健康状况的好坏会影响老年

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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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子女见面的次数 。 因此 ， 关于生活满意度与见面次数 、 联系次数的关系 图 ，

就将见面次数和联系次数分别作为 自 变量 ， 生活满意度作为 因变量 ， 这样 的结果

更符合现实 。

Ｌｏｗｅｓ ｓｓｍ ｏｏ ｔｈｅ ｒ

ＣＯ
－

参

々 －

？ ？ ■

搞？

ＣＳ Ｊ＿

Ｉ ｒ
一




ｒ
̄

０ １ ０ ２０ ３０

老年人抑郁症

ｂａ ｎ ｄｗ ｉ ｄ ｔｈ
＝
 ． ８

图 ５
－

口 老年人抑郁症与联系次数 图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 ｔｈｅ ｒ

ＬＯ
－

雜 疆 ？雜参 ？？？？

々 －？■？？ ？ ？ ？ ？ ？ ■縣？

蚁

潰
喧

＾
００

－

ＯＩＭＭＭＩｔ ？ 馨 ？ ？ｍ

＜
＇


—



柳

ＣＭ
－？■■？ ？？？ｍｍｍｍ？？

Ｔ
－－ｍｍｍ參神 善 參？

１ ｉ Ｉ Ｉ



ｒ
̄

－

１ ０ １ ２ ３ ４

见面次数

ｂａ ｎ ｄｗ ｉ ｄ Ｕｉ 
＝
 ．８

５
－

１ ４ 见面次数与生活满意度

图 ５
－

１ ４ 显示老年人与子女见面次数的增加可 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 图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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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１ ５ 显示联系次数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 的 Ｕ 型关系 ，

一

开始随着联系次数的

增加 ，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会提高 ， 但联系次数超过
一

定限度后 ， 老年人的生活满

意度反而下降 。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 ｏｏ ｔｈｅ ｒ

的 ？

々 － ？？

璋
顿

擢
ＶｆＱ

马
。 －

？？？？？ ？？？

神

ＣＮ？？？？

＜

ｔ
—

ｍｈｍｍｍ？ 参 参

 Ｉ


 「

０ ２ ４ ６ ８

联系次数

ｂａｎ ｄｗ ｉ ｄ ｔｈ 
＝
 ． ８

５
－

１ ５ 联系次数与生活满意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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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描述统计发现 ， 浙江甘肃两省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存在显著性差异 ，

自评健康 、 ＡＤＬ 、 慢性病 、 抑郁症方面浙江省老年人明显比甘肃省老年人健康 ，

可能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 体现的是社会因果论 。 浙江省的医疗服务利用率也高

于高于甘肃省 。

老年人养老经济来源方面 ， 过去
一

年的工资收入 、 非工资收入 、 每月 领取的

退休金 、 养老金 ， 浙江省老年人显著髙于甘肃省老年人 ， 但政府转移支付收入方

面 ， 甘肃省老年人高于浙江省老年人 。

获取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方面 ， 浙江省老年人获取子女及孙子女经济支持的 比

例及金额都高于甘肃老年人 。 在提供经济支持方面 ， 浙江省老年人向子女及孙子

女提供的 比例及金额也都髙于甘肃老年人 。 浙江省老年人与子女见面的次数多于

甘肃老年人 ， 但与子女联系的次数少于甘肃老年人 。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与子女见面次数越少 ， ＡＤＬ 越严重见面次数越多 ，

慢性病严重程度与见面次数间 的关系不 明显 ， 抑郁症越严重见面次数越少 ， 而见

面次数越多 ，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越高 ， 联系次数与生活满意度成 Ｕ 形关系 。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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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支持健康效应研究

本部分共包括 ６ 个方面的 内容 ， 分别研巧经济支持对老年人 ＡＤＬ 、 慢性病 、

抑郁症 、 生活满意度 及 自评健康的影响 ， 并进行分样本研究 。 每
一

部分首先进

行多层次模型可行性检验 、 模型稳健性检验 。 由于模型的因变量 （健康 ） 的取值

采用二分变量 （ ０
＝健康 ， １

＝不健康 ） ， 而且数据具有分层特点 （ ｎ ｅ ｓ ｔ ｅｄｄａｔａ） ，

本章的 回 归分析采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 （細ＬＭ ） 。 实证分五部分进斤 ， 即关于代

际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分别对 ４化 、 慢性病 、 抑郁症 、 生活满意度 １＾１及 自评健康

进行实证分析 。 在每
一

部分 ， 都首先进行空模型检验 ， 也就是检验运用多层模型

的必要性 ； 然后采用逐步回归法 ， 依次加入控制变量 ， 检验模型的稳健性Ｗ及经

济支持影响健康的机制 。

６ ． １ 变量的选挥及含义

老年健康测量分别从生理和也理 、 主观与客观两个角度 、 ５ 个方面进行 ： ＡＤＬ 、

慢性病 、 抑郁症 、 生活满意度 、 自评健康 。 其中 ， ＡＤＵ 慢性病属于生理健康指

标和客观指标 ， 抑郁症 、 生活满意度属于也理健康指标和主观指标 ， 自 评健康则

是综合主观指标 。

控制变量的选择依据是 ， 首先结合 Ｈａｕｓｍａｎ 健康需求模型 ， 从遗传 、 社会经

济地位 、 人 口特征等角度选择变量 ， 在此基础上 ， 应用逐步回归法选择显著性较

强的变量 ， 同时 ， 结合研巧 目 的加入和研究 目 标相关的变量 ， 如反映社区和家庭

特征的变量等 。 相关变量含义如下表 。

表 ６
－

王 变量及变量含义

名称变里含义

获得经济支持 ２００ ８ 年老年人从子女 ／孙子女处获得经济支持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

提供经济支持 ２００８ 年老年人向子女／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标准化处理后数值

政府转移支付 ２００８ 年包括低保 、 退耕还林 、 农业补助 、 五保户补助金 、 特困户

补助 、 工伤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 、 突发事件或重大灾难么后的

补助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 。

个人收入 （不含子２００８ 年工资收入 、 退休金或养老金 、 失业补助 、 无保障老人生活

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补贴 、 工伤保脸金 、 独生子女老年补助 、 医巧救助 、 政府给个人

转移支付 ）的其他补助 、 社会捐助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 。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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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

１ 变呈及变里含义

变里名称 变量含义

社区经济状况很穷—

１
－２－３－４－ －

５
－－６－７－ 〉 很富

家户规模家户成员数 ， 包括 １ ．现在没在家常住 ， 但过去
一

年在家住 了６ 个月

Ｗ上 ， 并且未来
一

年会回来常住的 ；
２ ． 现在在家里常住 ， 并且过

去
一

年在家住了６ 个月 上的 ；
３ ．平时上学 ／工作 ， 但通常每周 回家 ，

并且过去
一

年在家住 了６ 个月 Ｗ上的

教育程度 ０
＝文盲 １

＝小学及 上

婚姻 （非在婚＝
０ ）非在婚包括离异 、 丧偶 、 从未结婚

社会资本串 口 、 跟朋友交往、 打麻将 、 下棋、 打牌、 去社区活动室 、 无偿向

与您不住在起的亲人 、 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 、 去公园或者其他场

所跳舞 、 健身 、 练气功等 、 参加社团姐织活动 、 志愿者活动或者慈

善活动 、 无偿照顾与您不住在
一

起的病人或残疾人 、 上学或者参加

培训课疆 、 炒股 （基金及其他金融证券 ） 、 上网 。

及时住院 ０
＝否 ， １

＝是

基期 自评健康 ２００８ 年 自评健康 ， ０
＝健康 ， １

＝不健康

基期 ＡＤＬ ２００８ 年 日 常活动能为 ， ０
＝无困难 ， １

＝有困难

基期慢性病 ２００８ 年慢性病 ， ０
＝无慢性病 ， １

＝有慢性病

１ ５ 岁前健康状况反映身体素质遗传状况 ， ０
＝健康 ， １

＝不健康

社区医院医疗水平 １
＝不好

，
２
＝
—

般 ， ３
＝比较好 ， ４＝非常好

县医院医疗水平 １
＝不化２＝

—

敝 ３
＝比较化 仁非常好

么 ２ 模型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的主要方法是检验 自 变量的 回 归结果对于新增的解释变量是否

很敏感 ， 如果增加新的解释变量后 出现了 同 Ｗ前 回归结果完全相反的结论 ， 那么

就可 化认为 １＾
＾

？前的 回 归结果不具有稳健性
＾＾ ２ ６ ７

１

。 本部分实证分析将采用逐步回

归法 ， 在经济支持和个体特征的基础么上 ， 逐步加入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 家庭特

征 、 老年人基期 （ ２ ００８ 年 ） 健康状况 Ｗ及社区特征变量 。 逐步 回归法在检验模

型稳健性的 同时 ， 还可 发现经济支持健康效应的作用机制或者说是中介变量 。

若新加入的变量后 ， 自变量对因变量显著性消失 ， 则说明新加入的变量是完全 中

介变量 ； 若加入新变量后 ， 自 变量对因变量的显著性仍然存在 ， 但是回归系数变

小 ， 则说明新加入的变量是部分中介变量 。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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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经济支持对于 ＡＤＬ 的健康效应检验

６ ．３ ． １ 经济支持与老年人 ＡＤＬ 关系
——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图

为 了 更清楚地反映经济支持与 Ａ化 的关系 ， 绘 图之前 ， 首先分别删除 了经济

支持的极端值 。 图 中 的散点分别表示 ＡＤＬ
＝
０ 和 ＡＤＬ

＝
１ 的分布情况 ， 由于每个图删

除的观测值不 同 （ 图 ６
－

１ 删除的是获得经济支持的极端值 ； 图 ６
－

２ 删除的是提供

经济支持的极端值 ； 图 ６
－

３ 删除的是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极端值 ； 图 ６
－

４ 删除 的

是老人收入的极端值 。 ） ， 因此 ， 四个图 中散点分布有所差别 ， 但基本特征都是

ＡＤＬ
＝
０ 的点多于 ＡＤＬ

＝
１ 的点 ， 也正因为此 ， 四个 图 中 的 Ｌｏｗ ｅ ｓ ｓ 拟合 回 归 曲线位

置都偏下 。

Ｌｏｗｅｓ ｓｓｍ ｏｏ ｔｈｅ ｒ

Ｔ
－－

｜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 ｍｍｍｍｍｍｍ ？？ ｍ ｍ？ ？？？

ｃ
ｑ

－

ＣＤ＿

Ｑ
＜

气 － ｒ １

—



—



〇 －ｍｍ ｍ 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ｔ

Ｌ
ｊ

＿

１




－

－

． ５ ０ ． ５ １

老年人获得子女 ／孙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ｂａ ｎｄｗ ｉ ｄ ｔｈ 
＝

 ． ８

图 ６
－

１ 获得经济支持与 ＡＤＬ

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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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ｅｓｓ５ １１１〇〇化０ 「

■

＊
－－？？？？？９ ｍ ｍ ？

ｏ
ｑ

－

？Ｄ－

＿ ｜

叫 ＿


—

〇 －—■———＞？？ ？ ？— ？■■寒■？？？？ 參《？

Ｉ  Ｉ Ｉ

－

． ５ ０ ． ５ １

老年人 向子女 ／孙子女提供的疑济支持

ｂ ａ ｎ ｄｗ ｉ ｄ ｔ ｈ 
－

 ． ８

图 ６
－

２ 提供经济支持与 ＡＤＬ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 ｏｏ ｔｈｅ ｒ

Ｔ
－

－

ＭＭＭＭＢＭＭＭＭＢＭｉ藝 禱 ？ＭＭ ｆｌＭＭ 參 着 ？ 雜 參＃ ？？ ？？参

００＿

＜〇－

ＣＮ－

〇 
－

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ｔｍｔｍａｍｍ？ ＜ｔ９ｍｍ參
＿

Ｉ Ｉ １ Ｉ Ｉ

̄

－

． ２ ０． ２ ．４ ． ６

老年人获得政府转移支付

ｂ ａｎ ｄｗ ｉｄ ｔ ｈ 
＝
 ． ８

图 ６
－

３ 获得政府转移支付与 ＡＤ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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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ｅｓｓｓｍ ｏｏ ｔｈｅ ｒ

＾
－

Ｉ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 ％？ — ？ ？？？？ ？ ？

００－

ｃ

ｑ
－

Ｑ

。 －

〇
－？ ？？ｍｍａｍｍ ｍｍｍｍｍ？

—

Ｉ



１ １ Ｉ ｒ
̄

－

．２ ０． ２ ．４． ６

老年人个人收入

ｂ ａｎ ｄｗ ｉ ｄ ｔ ｈ 
＝

 ． ８

图 ６
－

４ 老年人收入与 ＡＤＬ

图 ６
－

１ 显示 ， 老年人获得家庭经济支持有利于 Ａ化 改善 ， 图 ６
－

２ 显示老年人

提供经济支持与老年人 ＡＤＬ 成 Ｕ 型关系 ， 说 明老年人 向家庭提供
一

定程度 的经济

支持有利于改善 ＡＤＬ ， 但是 ， 提供的经济支持
一

旦超过
一

定限度 ， 比如超过老年

人的承受力 ， 则不利于老年人 ＡＤＬ 的改善 。 图 ６
－

３ 显示 ， 获取政府转移支付较少

时 ， 不利于 ＡＤＬ ， 当转移支付超过
一

定限度后 ， 则显现有利 的健康效应 。 图 ６
－

４

显示 ， 老年人收入越高 ， ＡＤＬ 状况越好 。

６ ． ３ ． ２ＧＨＬＭ 回归结果

空模型未加入任何解释变量 ， 因而只有
一

个固定效应 ， 即截距 ， 回 归结果显

示其数值 〇 ． ％ ３ ， 说明样本中老年人平均 ＡＤＬ 取值为 ０ ． ％ ３ ， 整体 ＡＤＬ 状况较好 ，

这
一

结果与 图 ６
－

１ 至 图 ６
－

４ 中 的 Ｌｏｗｅ ｓ ｓ 拟合回 归线截距基本吻合 （不完全
一

致

的原 因在于制 图过程中删除 了经济支持的极值 ） 。 空模型 中 的随机效应部分是多

层次模型关注 的重点 ， 也是多层次模型有别于其他模型 的特色之处 。 结果显示老

年人 ＡＤＬ 因个体和社区而异 ： 社区之间 的变异值 （ 即群间变异值 ） ， 也就是随机

效应部分的截距为 ０ ． １ ９ ２ ， 群 内 变异值为 化 ４４０ ， 意味着社区因素能解释老年健

康差异 的程度 ， 即群间关换度系数 （ ｉ ｎ ｔ ｒａ
－

ｃ ｌ ａ ｓ ｓｃ ｏｒｒ ｅ ｌ ａｔ ｉ ｏｎｃｏ ｅ ｆｆ ｉ ｃ ｉ ｅｎ ｔ
，ＩＣＣ ）

为 ：

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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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 …

／
Ｐ ．

２

＝
— —

＝
０ ． ３０％

ｔ
〇
Ｈ ｃｔ

〇

＾

０ ． １ ９２ ＋ ０ ．４４０

说明老年 ＡＤＬ 健康的差异 ３０ ．３８％来 自于社区 ， 其余 ６９ ．６２％来 自 于老年人个体 。

这说明 ， 对属于 同
一

社区 的老年人而言 ， 他们的 ＡＤＬ 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和关联性 ，

而对于不同社区的老年人 ， 他们的 ＡＤＬ 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 说明社区 因素对于预

测老年人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 因此 ， 模型中加入狂区随机因素将改善模型的适合

性 ， 提高参数估计的准确性 。

表 ６
－

２ 显示 ， 逐步 回归得到的 ５ 个模型 Ｗａ ｌ ｄ 化 ｉ ２ 相应的 化化 〉 ｃｈ ｉ ２ 取值都

显著的不等于 ０ ， 说明模型总体拟合度较好
＂６＂

。 同时 ， ５ 个模型都显示 ， 获得经

济支持和提供经济支持都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的 ＡＤＬ ， 说明模型是稳健的 。

从模型 Ｉ 、 模型 ＩＩ 可Ｗ看出 ， 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 ＡＤＬ 的改善 ， 模型 ＩＩ 中经

济支持的健康效应在 １ ５％的水平显著 。 模型扭加入
＂

能否及时住院
＂

和
＂

是否有

医疗保险
＂

变量后 ， 获得经济支持对老年人 ＡＤＬ 改善的影响程度提高 了 ， 而且显

著性也有所增强 。

模型 ＩＶ进
一

步加入反映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 ， 获得经济支持对老年人 ＡＤＬ 的

重要性和显著性都有所提高 。 家户规模越大和健在子女越多 ， 老年人 ＡＤＬ 越好 ，

且在 １％的水平显著 。 与子女同住有利于 ＡＤＬ ， 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

模型 Ｖ进
一

步加入基期健康状况 ， 结果显示 ， 基期参与社会活动有利于 ＡＤＬ

的改善 ， 基期 自 评健康和 ＡＤＬ 越差 ， 报告期的 ＡＤＬ 越差 。

模型ＶＩ加入 了社区控制变量 ， 获得经济支持仍能改善老年人的 ＡＤＬ ， 但没有

统计显著性 。 社区经济水平越高 ， 越有利于老年人 ＡＤＬ 状况的改善 。

另外 ， 回 归结果还显示 ， 向子女或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有利于老年人 ＡＤＬ 的

改善 ； 获得政府的转移支付能改善老年人的 ＡＤＬ 的状况 ， 而且具有统计显著性 ；

老年人收入趟高 ， 越有利于 ＡＤＬ 状况的改善 。

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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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

２ 经济支持对 ＡＤＬ 的影响

固定效应部分ｍ模型 ｎ模型ｍ模型 ＩＶ模型Ｖ模型ｗ

Ｍ－

２ ．３ ５８

＊ ＊ ＊

￣￣￣

－

２ ．４ ５４

＊ ＊ ＊

￣￣

－

１ ．２ ２５
＊－

１ ． ４ ７ ２

＊

－

１ ．８２８

＊ ＊

￣

－

１ ．５４９
＊

获得经济支持
－

０ ．１ ５５ １
－

０ ．１ ７０
＊－

０ ． ２ １ ３

’

－

０ ． ２４３

＂

－

〇 ． 化 ７

＊－

〇 ．１４８

提供经济支持
－

０ ． １ ８０
＊－

０ ． １ ６９
－

０ ． １ ８ １

＊－

０ ． １ ６５
－

０ ． １ ５２
－

０ ． ２ １ ^

政巧转移支付－－

０ ． ３４９

＂
－

０ ． ３４８

＂

－

０ ． ３ ３ ７

＂

－

０ ． ３０ １

＂

－

０ ． ３ ７ ０

＂

个人收入
－

０ ． ５ ９６

’

－

０ ． ６０２

＂
－

０ ． ６０ ６

＂

－

０ ． ５８４

＂

－

〇 ．３巧
－

〇 ．４郎

教育程度
－

０ ． ３ ４ ２

＂

－

０ ． ；３６ ３

＂

－

０ ． ３８广 －

〇 ．３９８

＂

－

０ ． ３ １ ２

＂

－

０ ． ２ ２４

年龄平方 ０ ． ０ ００

…

０ ． ０００

？ ‘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０００

？ ？

０ ． ００ ０

？ ＊

婚姻 （非在婚＝
０ ）－

０ ． ２ ０８
－

０ ．１ ６２
－

０ ． １％
－

０ ． ３００

’

－

０ ． ２ １ ９０ ． １ ５ ７

性别 （ 男性＝
０ ）０ ． ２ ８６

’

０ ． ２９ ３

＂

０ ． ３０ ５

＂

０ ． ２ ２ ７

＃

０ ． ：Ｌ ２ ３０ ． ２ ２ ４

户 口 （农材＝
０ ）

－

０ ． ３ ：３５
－

０ ． ３８２
＊－

０ ． ３８６
＃－

０ ． ２８ ３
－

０ ． １ ５４
－

０ ． １ １ ９

及时住院 （ 否＝０ ）－

０ ． ９４２

…
－

０ ． ９０５

…
－

０ ．８６ １

机
－

〇 ．９４ ７

…

医疗保险 （无＝０ ）
－

０ ． ３ １ ８
－

０ ． ３ １ ３
－

０ ． ２化
－

０ ． ５ ０ ７

家户规模 ０ ． １ ３２

＂

０ ． １ ０８

＊

０ ． ０９５

与子女同住
－

０ ． ２６６
－

０ ． ２ １ ９
－

０ ． ２６ １

健在子女数 ０ ． 巧 ６

＂ ’

０ ． １ ３ ９

＊＂

０ ．１ ４ １

＊＂

健在兄弟姐妹数－

０ ． ０２４
－

０ ． ０ ３３
－

０ ． ０４ １

社会资本－

０ ．２巧
？ ’

－

０ ．２％
’ ‘

基期 自评健康 ０ ． ６ １ ９

‘＂

０ ．５４３

’＂

基期ＡＤＬ ０ ． ７０４

＂ ＊

０ ． ７ ０７

…

基期慢性病 ０ ． ２０４０ ． ２６ ７
＃

１ ５ 岁前健康状况
－

０ ． １９４
－

０ ． ２ １ ８

社区文盲／半文盲比例 ０ ． ００ ７

社区经济状况
－

０ ．４４２

“

社区医院医疗水平
－

０ ．１ １ ５

县医院医疗水平 ０ ．５８８

＂

随机效应

截距 ０ ． ９０８ ０ ． ９ ３５０ ． ９４３０ ． ８４ ７０ ． ６８９０ ． ５６ ７

斜率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１ ６ １０ ． ４８８

样本 １ ２８０ １ ２ ６５ １ ２６４ １ ２６０ １ ２６０ １ １ ７ ７

Ｗａ ｌ ｄｃｈ ｉ ２ ７ ３ ． 巧 ７６ ． ６６８５ ． ３０％． 巧 １ ３２ ． ９９１ ４２ ． ６

Ｐｉ
￣

ｏｂ ＞ｄｉ ｉ ２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

表示ｐ 〈０ ．１ ５
，

＊

表示ｐ ＜０ ．１ ０
，

＂

表示ｐ ＜０ ．０５
，表示ｐ ＜０ ．０ １ ．

９９





山 东大学博±学位论文


６ ．４ 经济支持对于巧性病的健康效应检验

６ ． ４ ． １ 经济支持与老年人馆性病关系
一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图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 ｏｏ ｔｈｅ ｒ

Ｔ
－

ＩｍｍｍｍｍｍｍＢ？

００— ，
，

－ —一
■ ■ ■ — 

■ －－—
—

… 
——

－
—

＜〇－

暖

．

坦

可 －

＜Ｎ－

〇
－？？ 雜？ ■禱 ？？ 参■■■■？ ？ ？

￣

Ｉ Ｉ Ｉ Ｉ

＇

■

老年人获得子女 ／孙子女提供 的痊济支持

ｂ ａ ｎ ｄｗ ｉ ｄ ｔ ｈ 
＝
 ． ８

图 ６
－

５ 获得经济支持与慢性病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 ｏｏ ｔｈｅ ｒ

Ｔ
－－

｜ ｍｍｍ？？？？？ ？？ ？？？？

ｃ
ｑ

－

 ．




一

一

ＣＯ－

暖

．

是

製
斗 －

ＣＮ
ｊ 
－

Ｌ ｉ 
—参？Ｍ參？ 參 ＞ 參

ｉ
＿

ｊ



［ Ｉ ｒ
̄

－

． ５ ０． ５ １

老年人 向 子女 ／孙子女提供 的经济支持

ｂａｎ ｄｗ ｉ ｄ ｔ ｈ 
＝

 ． ８

图 ６
－

６ 提供经济支持与慢性病

为 了 更清楚地反映经济支持与慢性病 的关系 ， 绘图之前 ， 首先分别删除 了经

济支持的极端值 。 图 中 的散点分别表示慢性病 ＝
０ 和慢性病 ＝

１ 的分布情况 ， 不难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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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 四个 图 中散点分布的共 同特征是慢性病 ＝
１ 的点多于慢性病 ＝

０ 的点 ， 这
一

结果与第五章表 ５
－

３ 中 的结果相 同 （表 日
－

３ 显示 ， ２ １ ％的老年人无慢性病 ， ７ ９％

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 ） ， 也正因为此 ， 四个图 中 的 Ｌｏｗｅ ｓ ｓ 拟合 回 归 曲线位置偏上 。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 ｏｏ ｔｈｅ ｒ

－

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 ｍ？？？？ｍｍｍｍｍ？ ？

巧 －

！

一…
■

－







＜Ｄ－

封

＇

－

ＣＮ ｌ－

ｏ 
－

ｍｍｍｍ ｍｍｍｍｍｈｍｍｍ ｍｍｍｍｍ ｍ？ｍ？？？
—

Ｉ Ｉ Ｉ Ｉ



－

． ２ ０ ． ２ ． ４ ． ６

老年人获得政府转移支付
ｂ ａ ｎ ｄｗ ｉ ｄ ｔ ｈ 

＝
 ． ８

图 ６
－

７ 政府转移支付与慢性病

Ｌｏｗｅｓｓ５ １７１ ００化６ 「

００－ Ｉ 

—

 广 广

＜〇－

償

．

岩１

斗 －

ＣＮ－

１ Ｉ Ｉ Ｉ



ｒ
̄

－

．２ ０ ． ２ ． ４ ． ６

老年人个人收入

ｂａ ｎ ｄｗ刚ｈ 
＝
 ． ８

＋

图 ６
－

８ 老年人收入与慢性病

图 ６
－

５ 显示 ， 老年人获得家庭经济支持对改善慢性病 的效果并不 明显 ， 图

１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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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６ 显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会导致慢性病恶化 。 图 ６
－

７ 显示 ， 获取政府转移支

付能产生积极的健康效应 。 围 ６
－

８ 显示 ， 老年人收入提高能显著改善老年人的慢

性病状况 。

６ ． ４ ．２ＧＨＬＭ 回归结果

空模型未加入任何解释变量 ， 因而只有
一

个固定效应 ， 即截距 ， 回归结果显

示其数值为 ０ ． ７９４ ， 是样本中老年人慢性病平巧取值 ， 与 图 ６
－

５ 至 图 ６
－

８ 中的 回

归线情况吻合 。结果显示老年人慢性病 因个体和社区而异 ， 社区之间 的变异值 （ 即

群间变异值 ） ， 也就是随机效应部分的截距为 ０ ． ０６２ ， 社 区 内变异值为 化 ４００ ， 社

区因素能解释老年健康差异的程度 ， 即群间关联度系数 （ Ｉ ＣＣ ） ：

０ ．０６２

ｐ 

二 —
：



ｒ
＝＝

０ ． １ ３４２

０ ． ０６２ ＋ ０ ．４００

说明老年人慢性病的差异 １ ３ ．４２％来 自 于社区 ， 其余 ８ ６ ．５８％来 自 于老年人个体 ，

较为显著 。 这说明 ， 对属于 同
一

社区 的老年人而言 ， 他们的慢性病具有很强的相

似性和关联性 ， 而对于不 同社区 的老年人 ， 他们慢性病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 说明

社区 因素对于预测老年人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 因此 ， 模型 中加入社区随机因素将

改善模型的适合性 ， 提高参数估计的准确性 。

表 ６
－

３ 显示 ， 逐步 回归得到的 ５ 个模型 Ｗａ ｌ ｄｃ ｈ ｉ ２ 相应的 Ｐｒｏｂ ＞ ｃｈ ｉ ２ 取值都

显著的不等于 ０ ， 说明模型总体拟合度较好 。 同时 ， ５ 个模型都显示 ， 获得经济

支持和提供经济支持都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的慢性病 ， 说 明模型是稳健的 。

模型 Ｉ 、 从模型 ＩＩ 可 看出 ， 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慢性病的改善 ， 并在 １ ０％

的水平显著 。 模型 ＩＩ 还显示男性老年人的慢性病状况好于女性老年人 ， 农村老年

人的慢性病状况好于城市老年人 。

模型阻加入能否及时住院和是否有医疗保险后 ， 获得经济支持对老年人慢性

病改善仍然显著 。

模型 ＩＶ进
一

步加入反映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 ， 获得经济支持对老年人慢性病

的重要性和显著性与模型曲相 同 。 家户规模越大 、 健在子女数越多 ， 老年人慢性

病越严重 ， 而且具有统计显著性 。 与子女同住有利于慢性病 ， 但不具有统计显著

性 。

模型 Ｖ进
一

步加入基期健康状况 ， 结果显示 ， 基期参与社会活动有利于慢性

病的改善 ， 基期 自评健康和慢性病越差 ， 报舍期的慢性病越差 。

１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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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

３ 经济支持对巧性病的巧响

固定效应部分ｉＨ
￣

ｉｌｎ

￣

ｉｉｍｉｉｉｖ

￣

ｉｉｖ
￣

模型ｖｉ

１ ．１ ３２

＂

１ ．１８３

＊ ＊ ＊

￣

１ ． ８３４

＊ ＊ ＊

２ ． ００４

＊ ＊ ＊

￣

０ ． ６ １ ０ ０ ． ７４３

获得经济支持－

０ ． １ ２ １

’

－

０ ． １ ２２

’

－

０ ． １ １ ９

＊

－

０ ． １ 巧
‘

－

０ ． １ ０９
＊－

０ ． ０９９

提供经济支持－

０ ． １ １ ７

＊

－

０ ．１ ０ ７
＊－

０ ． １ ０９

’

－

０ ．１ ０ ７

＊

－

０ ．１ ２ ２

＊

－

〇 ．１ ３４

＂

．

政府转移支付－－

０ ．１ ２４

’

－

０ ．１ ２４

＊

－

０ ．１２２

＊

－

〇 ．０９８
－

０ ． １ １ ８

个人收入－

０ ． １２ １

＊－

０ ． １ ２ ３－

０ ． １ １ ９
＊－

０ ． １ １ １

＊－

０ ． ０６８
－

０ ． ０６５

教育程度 ０ ． ２ ７ ７

＃

０ ． ２ ６ ７
＃０ ． ２ ７５

＊

 ０ ． ２８２

＊

０ ． ３０８

‘

０ ． ２２ ７

年龄平方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０００

婚姻 （非在婚＝
０ ）－

０ ．１ ９２－

０ ．１ ９ １
－

０ ． １ ８２－

０ ． ２４６－

０ ． １ １ ６
－

０ ． １０６

性别 （ 男性＝
０ ）０ ． ５ ９６

＂ ’

０ ． ６０５

’＂

０ ． ６０ ７

＊＂

０ ． ５８５

＂ ＊

０ ． ５ ８３

…

０ ． ６２４

＂ ＊

户 曰 （农村＝０ ） ０ ． ７ １ １

＂ ’

０ ． ６８２

＂ ’

０ ． ７ １ ７

’＂

０ ． ７ ７５

＊ ＊ ＊

０ ． ５ ８０

＊ ＊

０ ． ５４ ９

＊＊

及时住院 （ 否＝
０ ）－

０ ． ０４７
－

０ ． ０ ３ ３０ ． １ ８４ ０ ． 化０

医疗保险 （无＝
０ ）－

０ ． ６的
－

０ ． ５８２
－

０ ． ５０ ３
－

０ ． ３ １０

家户规模 ０ ． ０削
－

０ ． ０２００ ． ００３

与子女同住
－

０ ． ０９８０ ． ０巧
－

０ ． ０６ ７

健在子女数 ０ ． ０５ ７０ ． ０ ５ １０ ． ０郎

健在兄弟姐妹数－

０ ． ０６４

’

－

０ ． ０６６

＊

－

０ ． ０郎
＊

社会资本－

０ ．００５０ ． 犯 ６

自评健康 ０ ．７２ ０

…

０ ．７ ２ ３

…

ＡＤＬ ０ ． ０巧０ ． ０４２

慢性病 １ ． ５ ５ ７

＊＂

１ ． ５ ７６

＂ ＊

１ ５ 岁前健康状况
－

０ ．２４５
＊－

０ ． ２ １ １

社区文盲／半文盲比例－

０ ． ００３

社区经济状况－

０ ． １ ５８

社区医院医疗水平－

０ ． １０９

县医院医疗水平 ０ ．２９ ７

随机效应

截距 ０ ． ３６６０ ． ３ ６ １０ ． ３郎０ ． ３４２０ ． ２ ７８４
－

０ ． ２８９

斜率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样本 １ ２ ８９口 ６ ５ １ ２６４１ ２ ６０ １ ２６０ １ １ ７ ７

Ｗａ ｌ ｄｃ ：ｈ ｉ ２巧 ． ３４ ３６ ． ７２３ ７ ． ８２４３ ． ３ ５ １ ６０ ．１ ８１ ５ ２ ．１ ３

Ｐｒｏｂ ＞ｃｈ ｉ ２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

表示 ｐ＜０ ． 巧
，

？

表示 ｐ〈０ ． １０
，

＂

表示 ｐ ＜０ ．０ ５
，

…

表示 ｐ 〈０ ．０ １ ．

１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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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ＶＩ加入了社区控制变量 ， 获得经济支持仍能改善老年人的慢性病 ， 但没

有统计显著性 。 化区经济水平越高 ， 越有利于老年人慢性病 。

所有模型都显示 ， 女性老年人的慢性病较男性老年人严重 ， 且在 １％水平显著 ；

城市老年人的慢性病较农村老年人严重 ， 且具有统计盈著性 ； 年龄越大 ， 教育程

度越高 ， 慢性病患病率越髙 。

另外 ， 回归结果还显示 ， 向子女或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获得政府的輯移支

付 Ｗ及提高老年人的经济收入 ， 都有利于降低老年人慢性病的发病率 。

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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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经济支持对于抑郁症的健康效应检验

６ ．５ ． １ 经济支持与老年人抑郁症关系
——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图

Ｌｏｗｅ ｓｓｓｍ ｏｏ ｔｈｅ ｒ

广ｍ ９ｍ ｍｍｍ？？？？

ｃ
ｑ

－

ＣＭ ＿

ｌ＿

Ｐ ｒ ｒ ｒ
̄

＇

■

老年人获得子女 ／孙子女提供的疫济支持

ｂａ ｎｄｗ ｉ ｄ ｔｈ 
＝

 ． ８

图 ６
－

９ 获得经济支持与抑郁症

Ｌｏｗｅ ｓｓｓｍ ｏｏｈｅ ｒ

Ｔ
－－

ＩＭＢＭＭＭＭＭＭＭＭ？ ？？？？ ？？？？？Ｍ？？？

００－

替＼
＼一

^

黃
，

／

ＣＳ
ｊ 

－

。 － ９ｍｍ？？？？？？？

Ｓ


１ Ｉ ｒ
̄

－

． ５ ０ ．５ １

老年人 向子女 ／孙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ｂａ ｎ ｄｗ ｉ ｄ ｔｈ 
＝
 ． ８

图 ６
－

１ 日 提供经济支持与抑郁症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经济支持与抑郁症的关系 ， 绘图之前 ， 首先分别删除 了经

济支持的极端值 。 图 中 的散点分别表示无抑郁症＝
０ 和有抑郁症＝

１ 的分布情况 ，

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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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 ， 四个图 中散点分布的共 同特征是有抑郁症＝
１ 的点和无抑郁症 ＝

０ 的点

基本相 同 ， 说明 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比例是 ５ ０％左右 ， 这
一

结果与第五章表 ５
－

３

中 的结果相 同 （表 ５
－

３ 显示 ， ４９ ．１ ％的老年人患有抑郁症 ） ， 也和赵耀辉 （ ２ ０ １ ４ ）

等学者的研究结论
一

致 。 也正 因为此 ， 四个图 中 的 Ｌｏｗｅ ｓ ｓ 拟合回 归 曲线的截距

基本都在 ０ ．５ 附近 。

Ｌｏｗｅｓ ｓｓｍ ｏｏ ｔｈｅ ｒ

００－

＜Ｄ－


一

强
．

畳
－

＜Ｎ＿

Ｏ
－？ ■ 参參 ？参

 Ｉ ！ Ｉ １

̄

－

． ２ ０ ． ２ ．４ ． ６

老年人获得政府转移支付

ｂａ ｎ ｄｗ ｉ ｄ ｔ ｈ 
＝
 ． ８

图 ６
－

１ １ 获得政府转移支付与抑郁症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 ｏｏ ｔｈｅ ｒ

Ｔ
— ｍｍ ｍｍｍｍｍ ｍｍ ｔ ｔｍｍ ｗｍ？ ？？ ？？ — ？ ？？？

００－

＜Ｎ－

Ｏ 
－

■ＨＭＭＭＩＭＩＭｌｉｎ＊？？ ？？ ？？０■？？■■？■？？ ？？？ 參？？ ？ ？ ？ ？■■？？ＭＭＨ？？

Ｉ Ｉ  １

̄

－

． ２ ０． ２ ．４． ６

老年人个人收入

ｂ ａ ｎｄｗ ｉｄ ｔｈ 
＝
 ． ８

图 ６
－

１ ２ 老年人收入与抑郁症

１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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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

９ 和 图 ６
－

１ ２ 显示 ， 老年人获得家庭经济支持 及老年人化入提高能显

著降低抑郁症的发病率 ， 图 ６
－

１ ０ 显示 ， 老年人向子女／孙子女提供
一

定的经济支

持有利于降低抑郁症发病率 ， 但当其提供的经济支持超过
一

定程度时 ， 会提高抑

郁症的发病率 。 图 ６
－

１ １ 显示 ， 获取政府转移支付会提供抑郁症的发病率 （和表

６
－

４ 回归结果有差异 ， 可能的原因是绘制 图 ６
－

１ １ 时删除 了极端值 ） 。

６ ． ５ ． ２ 削ＬＭ 回归结果

未加入任何解释变量的空模型截距是 ０ ．５ １ ７
， 是样本老年人抑郁症平均取值 ；

回 归结果显示老年人抑郁症因个体和社区而异 ， 社区之间 的变异值 （ 即群间变异

值 ） 为 ０ ． １ ４８ ， 社区 内 的变异值为 ０ ． ４ ７６ ， 社区因素能解释老年抑郁症差异的程

度 ， 即群间关联度系数 （ Ｉ ＣＣ ） 为 ；

０ ． １ ４８

Ｐ 

＝ 
— —

７ 

＝＝
０ ．２３ ７２

ｒ
〇

２

＋ ｃｒ
〇

２

０ ． １ ４８ ＋０ ．４７６

说明老年人抑郁症的差异 ２ ３ ．７２％来 自 于社区 ， 其余 巧 ． ６８％来 自 于老年人个体 。

运说明 ， 对属于 同
一

社区 的老年人而言 ， 他们的抑郁症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和关联

性 ， 而对于不同社区的老年人 ， 他们抑郁症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 说明社区 因素对

于预测老年人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 因此 ， 模型中加入社区随机因素将改善模型的

适合性 ， 提高参数估计的准确性 。

表 ６
－

４ 显示 ， 逐步 回归得到的 日 个模型 Ｗａ ｌ ｄｃｈ ｉ ２ 相应的 Ｐｒｏｂ ＞ ｃｈ ｉ ２ 取值都

显著的不等于 ０ ， 说明模型总体拟合度较好 。 同时 ， ５ 个模型都显示 ， 获得经济

支持和提供经济支持都有利于降低老年人抑郁症发病率 ， 说明模型是稳健的 。

从模型 Ｉ 、 模型 ＩＩ 可Ｗ看 出 ， 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抑郁症的改善 ， 并在 １％

的水平显著 。 模型 ＩＩ 还显示在婚老年人抑郁症状况好于非在婚老年人 ， 并在 １％

水平显著 ； 男性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况好于女性老年人 ， 并在 １％水平显著 ； 城市

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况好于农村老年人 ， 并在 ５％水平显著 。

模型曲加入
＂

能否及时住院
＂

和
＂

是否有医疗保险
＂

变量后 ， 获得经济支持

对老年人抑郁症的改善仍然在 １％水平显著 。 能及时住院能有效改善老年人抑郁

症 ， 有医疗保险显著恶化老年人抑郁症 。

模型 ＩＶ进
一

步加入反映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 ， 获得经济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症

的重要性和显著性与模型虹相 同 。 家户规模越大 ， 老年人抑郁症越严重 ， 而且具

有统计显著性 。 与子女 同住有利于缓解抑郁症 ； 健在的兄弟姐妹越多 ， 越有利于

１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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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

４ 经济支持对抑郁症的巧响

固定效应郁分填型 Ｉ

￣

模型 ｎ

￣

模型ｆｆｌ
￣

模型 ＩＶ

￣

模型Ｖ

￣

Ｓｉｉ

截距－

０ ． ０２５０ ． ００ ３－

０ ． ８４９－

〇 ．６０８－

〇 ．９９ ７
－

〇 ．６ ３ ９

获得经济支持－

０ ． ２ ３７

＂
－

０ ． ２４４

…
－

０ ． ２８２

…
－

〇 ．２５８

…

２０２

’＊

－

０ ． １ ６ ５

’

提供淫济支持－

０ ． １６３

‘

－

０ ．１ ４９

＊
－

０ ．１ ５０

＊
－

〇 ．１ ４ ７

’

－

〇 ．１４４

＊

－

〇 ．口 ２
＃

政府转移支付－－

０ ． １ ２０
＃－

０ ． １ １ ８
＃－

０ ． １ １ ４
＃－

０ ． ０８９
－

０ ． ０９７

个人收入
－

０ ． ４３４

＂

－

０ ． ４４０

＂

－

０ ． ５００

＂

－

０ ． ４４８

＊

－

０ ． ；３３ １

＊

－

０ ． ：Ｂ６ ７

‘

教育程度 ０ ． ０２ ３０ ． ０２ １０ ． ０ １ ８０ ． ０２６０ ． ０９５０ ． １ ６８

年龄平方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婚姻 （非在婚＝
０ ）－

０ ． ５巧
…

－

０ ． ５４８

…
－

０ ． ５ ５ ５

’＂

－

〇 ．６８３

…

６２５

…

－

〇 ．５ ５６

…

性别 （男性＝０ ）０ ． ３４７

＊＂

０ ． ３巧
＂ ’

０ ． ％ ０

？＂

０ ． ３８０

’＂

０ ． ３ １ ８

＂

０ ．

户 口 （农村＝０ ）－

０ ． ３ ８２

＊

－

０ ． ４０３

＂

－

０ ． ４４ ９

＂
－

０ ．３８ ７

＊

－

０ ． ３４０

’

－

０ ． ３３ ７
＃

及时住院 （否二０ ）－

０ ． ５００

’

－

０ ． ４８６

＊

－

０ ． ４３０
＊－

０ ． ４８４

’

医疗保险 （无＝０ ） １ ． ２ ８３

＊＂

 １ ． ３４５

＂ ＊

１ ． ４ １ ２

…

１ ． ４４５

’＂

家户规模 ０ ．Ｍ５

＂

０ ．１ ０ 日

’

０ ．１ ０２

＊

与子女同住
－

０ ． ２９３
＊－

０ ． ２ １ ７
－

０ ． ２４０

键在子女数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７
－

０ ．０巧

健在兄弟姐妹数－

０ ．０９４

’＂

－
０ ．１ ０２

‘ ‘ ‘

－

０ ．１２ １

’’ ’

社会资本－

０ ． 巧８

’

－

０ ．１２８
＃

自评健康 ０ ． ７化
…

０ ． ６巧
…

ＡＤＬ ０ ．４２７

＞ｍ

０ ． ４２２

＊＊ ＊

慢性病－

０ ． ０６２－

０ ． ０郎

１ ５ 岁前健康状况 ０ ． ０％０ ． ０５３

杜区文盲／半文盲比例 ０ ．００２

社区经济状况－

０ ．１ ９４

社区医院医疗水平－

０ ． 巧２

县医院医疗水平 ０ ．１ １ ８

随机效应

截距 ０ ． ４９４０ ． ５０ １０ ． ５州０ ． ５２００ ． ４４２０ ． ４５２

斜率 ０ ． ３９３０ ． ４２２０ ． ４３ ７０ ． ４４７０ ． ４２３０ ． ４ ３ ３

样本 １ ２８９ １ ２扣 １ ２６４ １ ２６０ １ ２６ ０ １ １ ７ ７

Ｗａ ｌ ｄｃ ｈ ｉ ２６２ ， ９６６５ ． １ ６７２ ． ５ ７ ８３ ． 郎 １ １ ６ ． ９５ １ 船 ． ５２

Ｐｒｏｂ ＞ｃｈ ｉ ２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 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

表示ｐ ＜０ ． １ ５／表示ｐ＜０ ． １０
，

‘ ‘

表示ｐ ＜０ ． ０５
， 表示ｐ ＜０ ．０ １ ．

１ 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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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抑郁症 ， 而且在 １％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 。

模型 Ｖ进
一

步加入基期健康状况 ， 结果显示 ， 基期参与社会活动有利于抑郁

症的改善 ， 基期 自评健康和慢性病越差 ， 报告期的抑郁症越严重 。

模型ＶＩ加入 了社区控制变量 ， 获得经济支持仍能改善老年人的抑郁症 ， 并在

１ ０％水平有统计显著性 。 社区经济水平越高 、 社区医院医巧水平越高 ， 越有利于

降低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 。

所有模型都显示 ， 女性老年人的抑郁症较男性老年人严重 ， 旦在 １％水平显

著 ； 农村老年人的抑郁症较城市老年人严重 ， 且具有统计显著性 。

表 ６
－

４ 还显示 ， 提供经济支持有利于降低老年人抑郁症的发病率 ， 而且具有

统计显著性 ； 获得政府转移支付 、 提高老年人收入都能降低抑郁症发病率 。

１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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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６ 经济支持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健康效应检验

６ ．６ ． １ 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恵度的关系一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图

为 了更清楚地反映经济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 绘图之前 ， 首先分别删除

了经济支持的极端值 。 图 中 的散点分别表示满意 ＝
０ 和不满意 ＝

１ 的分布情况 ， 不

难发现 ， 四个 图 中散点分布的共同特征是满意 ＝
０ 的点远远高于满意 ＝

１ 的点 ， 说

明大部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高 。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ｔｈｅ ｒ

ｒ － ？？雜？？？

ＧＯ－

痛
．

釋
媒
知 气 －

巧 －

一








Ｉ
■  ■  


．  ．


   Ｔ  ｒ ．



－

．５ ０ ． ５ １

老年人获得子女 ／孙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ｂａ ｎ ｄｗ讨化 ＝
． ８

图 ６
－

１ ３ 获得经济支待与生活满意度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 ｔｈ ｅ ｒ

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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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０． ５ １

老年人 向子女 ／孙子女提供 的经巧支持

ｂａ ｎｄｗ ｉｄ化 ＝
．８

国 ６
－

１ ４ 提供经济支持与生活满意度

图 ６
－

１ ３ 和 图 ６
－

１ ６ 显示 ， 老年人获得家庭经济支持 ｔＵ及老年人收入提高能提

１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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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 图 ６
－

１ ４ 显示 ， 老年人向子女 ／孙子女提供
一

定的经济支持

有利于提高生活满意度 ， 但当其提供的经济支持超过
一

定程度时 ， 会降低生活满

意度 。 图 ６ １ ４ 显示 ， 获取政府转移支付会降低生活满意度 （ 和表 ６
－

日 回 归结果

有差异 ， 可能的原 因是绘制 图 ６
－

１ ５ 时删除 了极端值 ） ， 也可能是获得政府转移支

付的家庭往往家庭条件较差 ， 少量的政府转移支付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状况 ，

绘 图时如果考虑 了 获得政府转移支付金额 比较大的情况 ， 就会 出现与表 ６
－

５ 回 归

结果
一

致 的情况 。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 ｏｏ ｔｈｅ ｒ

ｒ一？？ ？？？ 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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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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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

１ ５ 政府转移支付与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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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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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个人收入

ｂａ ｎ ｄｗ ｉ ｄ ｔｈ   ． ８

图 ６
－

１ ６ 老年人收入与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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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２ 削ＬＭ 回归结果

空模型未加入任何解释变量 ， 因而只有
一

个固定效应 ， 即截距 ， 数值 ０ ． ５ １ ７

是样本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平均取值 ； 随机效应是多层次模型关注的重点 ， 也是

多层次模型有别于其他模型的特色之处 。 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因个体

和社区而异 ， 社区之间 的变异值 （ 即群间变异值 ）为 ０ ． １ ４８ ， 社区 内 差异值为 ０ ．２９ １ ．

社区 因素能解释老年健康差异的程度 ， 即群间关联度系数 （ Ｉ ＣＣ ） 为 ：

ｐ
＝

２

了
。

２

＝— —

＝
０ ． １ ７８０

ｒ
〇

２

＋ 灯 ０ ． ０６３ ＋ ０ ．２９ １

也就是老年生活满意度的差异 １ ７ ．８ ０％来 自 于社区 ， 其余 ８ ２ ．２０％来 自 于老年人个

体 。 这说明 ， 对属于 同
一

社区 的老年人而言 ， 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具有很强的相似

性和关联性 ， 而对于不 同社区 的老年人 ， 他们生活满意度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 说

明社区 因素对于预测老年人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 因此 ， 模型 中加入社区随机因素

将改善模型的适合性 ， 提高参数估计的准确性 。

表 ６
－

５ 显示 ， 逐步 回归得到的 ５ 个模型 ｆｆａ ｌ ｄｃ ｈ ｉ ２ 相应的 Ｐｒｏ ｂ 〉 ｃＭ ２ 取值都

显著的不等于 ０ ， 说明模型总体拟合度较好 。 同时 ， ５ 个模型都显示 ， 获得经济

支持和提供经济支持都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 说明模型是稳健的 。

从模型 Ｉ 、 模型 ＩＩ可Ｗ看出 ， 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生活满意度的改善 ， 并在

５％的水平显著 。 模型 ＩＩ还显示在婚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状况好于非在婚老年人 ， 并

在 ５％水平显著 ； 男性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好于女性老年人 ； 城市老年人的

生活满意度状况好于农村老年人 。

模型虹加入
＂

能否及时住院
＂

和
＂

是否有医疗保险
＂

变量后 ， 获得经济支持

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仍然在 ５％水平显著 。

＂

能及时住院
＂

能有效改善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 。

模型 ＩＶ进
一

步加入反映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 ， 获得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的重要性和显著性与模型扭基本相 同 。 家户规模越大 、 健在子女数越多 ， 老

年人生活满意度越高 ， 而且具有统计显著性 。 与子女 同住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 ； 健在的兄弟姐妹越多 ， 越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 而且在 １ ％水

平具有统计显著性 。

模型 Ｖ进
一

步加入基期健康状况 ， 结果显示 ， 基期参与社会活动有利于生活

满意度的改善 ， 基期 自评健康越差 ， 报告期的生活满意度越低 。

１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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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

５ 经济支持对生活满荒度的巧巧

固定效应部分模型 Ｉ模型 ｎ

￣

模型血模型 ＩＶ

￣

模型 Ｖ

￣

模型ＶＩ

？－

０ ． ９４ １

￣

－

１ ． ０ ５６
－

１ ． ３４４０ ． ４ １ １
－

０ ． ４ ３３
－

１ ． ３ １ ６

获得经济支持
－

０ ． ６ ７０

’

－

０ ． ６９５

＂

－

０ ． ７５ １

＊＊

－

０ ． ７２４

＂

－

０ ． ７ １ ４

＂

－

０ ． ６５３

’

提供经济支持０ ． ０２ ３０ ． ０２２０ ． ０ ２ ５
－

０ ． ０ １ １
－

０ ． ０ １ ２
－

０ ． ０２２

政府转移支付
－－

０ ． ００ １０ ． ００ １
－

０ ． ０ １ ００ ． ０２００ ． ０３０

个人收入
－

０ ． ２ ５ １
－

０ ． ２４４
－

０ ． ２ ５４
－

〇 ．２ ８４
－

〇 ．２ ３ １
－

〇 ．１ ９４

教育程度 ０ ． １ ５ １０ ．１ ２４０ ． １ １４０ ． ０８８０ ． ０６２０ ． １ ６ ３

年龄平方
－

〇 ． ０００

？

－

〇 ． ０００

’

－

０ ． ０００

＊

－

０ ． ０００

＂

－

０ ． ０００

？

－

０ ． ０００

＊

婚姻 （非在婚＝
０ ）

－

０ ． ６ １ １

＂

－

０ ． ５ ７ １

＂

－

０ ． ５８２

—

－

０ ． ５ １ ９

＊

－

０ ． ４９４

＊

－

０ ． ３ ８６

性刹 （ 男性＝
０ ）０ ． ２ ４ ３０ ． ２ ６２０ ．０ ． ３ ２ ２０ ． ２８３０ ． ２ ９９

户 日 （农村＝
０ ）

－

０ ． ３ ５ １－

０ ． ３４７
－

０ ． ３ ７６
－

０ ． ４４ ５
－

０ ． ６４７
＃－

０ ． ５００

及时住院 （否＝
０ ）－

０ ． ３ ３ ４
－

０ ． ３ ９ ０
－

０ ． ３ ８３
－

０ ． ３ ７ １

医疗保险 （无＝
０ ） ０ ． ５ ９００ ． 巧 ７０ ． ５％０ ． ５ ５０

家户规模－

０ ． １ ６ ３
＊－

０ ． １ ８２
＃－

０ ． １ ５ １

与子女同住
－

０ ． １ ２４
－

０ ． ０ １ ０
－

０ ． ２ ７ ５

健在子女数
－

０ ． ０９０
－

０ ． ０９５－

０ ． １ ４４
＃

健在兄弟姐妹数
－

０ ． １ ７７
…

－

０ ． １ ８４

＂ ’

－

０ ． １ ４６

”

社会资本 ０ ． １口０ ．１ ４５

自评健康 ０ ． ７９２

＂

０ ． ７４３

＂

ＡＤＬ
－

０ ．１ ７８－

０ ． ０巧

慢性病 ０ ．
２９００ ． ２ ３ ９

１ ５ 岁前健康巧况 ０ ． １ ６８０ ． ０％

化区文盲 ／半文盲 比例 ０ ． ０ １ ０

社区经济状况 ０ ．０ ８ ３

枉区医院医疗水平 ０ ．３ ２ ６

县医院医疗水平
－

０ ．０ ７ ３

随机效应

截距 ０ ． ６４５０ ． ６４２０ ． ６加０ ． ５ ２００ ． ４ ７６０ ． ５ １ ８

斜率 ０ ． ５ ０２０ ． ５８４０ ． ５ ７９０ ． ６的０ ． ７ ９４０ ． ６ ５ ２

样本 ９ ５ １９４２ ９４ １ ９４ １９４ １ ８巧

Ｗａ ｌ ｄｃｈ ｉ ２ １ ４ ． ９ ０ １ ４ ． ２ ２ １４ ． ９ ３２ ８ ． ６ １３ ７ ． ６２３ ５ ． ０ ５

Ｐｒｏｂ ＞ｃｈ ｉ ２０ ． ０６ １０ ． １ １ ５０ ． １ ８６０ ． ０ １ ８０ ． ０ １ ００ ． ０６８

＃

表示 ｐ ＜０ ． 巧
，

’

表示 ｐ 〈０ ． １ ０
，

＂

表示 ｐ ＜ ０ ．０５
，

…

表示 ｐ ＜ ０ ．０ １ ．

１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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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ＶＩ加入 了社区控制变量 ， 获得经济支持仍能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

并在 １ ０％水平有统计显著性 。 化区经济水平越高 ， 越不利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

表 ６
－

５ 还显示 ， 提供经济支持和提高老年人收入能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

但获得政府转移支付对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方向并不明确 。

１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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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经济支持对于 自评健康的健康效应检验

６ ． ７ ． １ 经济支持与 自评健康的关系一一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图

为 了更清楚地反映经济支持与 自评健康的关系 ， 绘图之前 ， 首先分别删除 了

经济支持的极端值 。 图 中 的散点分别表示健康＝
０ 和不健康＝

１ 的分布情况 ， 不难

发现 ， 四个 图 中散点分布的共 同特征是健康 ＝
０ 的点远远低于不健康 ＝

１ 的点 ， 说

明大部分老年人 自评健康较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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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

 ｔｍｍｍａｍ？ｍ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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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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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获得子女 ／孙子女提供的遂济支持
１

ｂａｎｄｗ ｉｄ ｔｈ 
＝
 ． ８

图 ６
－

１ ７ 获得经济支持与 自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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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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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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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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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ｍｍａｍｍｍｍ ｍ轉 ？？？？？

＾
—

 ｉ


１




ｒ

－

－

． ５ ０ ． ５ １

老年人 向子女 ／孙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ｂ ａｎ ｄｗ ｉ ｃＵ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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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

巧 提供经济支持与 自 评健康

１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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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

１ ７ 显示 ， 老年人获得家庭经济支持能提高老年人 自 评健康 ， 但效果不

明显 ； 图 ６
－

１ ８ 显示 ， 老年人向子女 ／孙子女提供
一

定的经济支持有利于提高 自 评

健康 ， 但当其提供的经济支持超过
一

定程度时 ， 会降低 自 评健康 。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 ｔｈｅ ｒ

Ｔ
－－

［ 

ｇ————ｐ看馨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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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

１ ９ 政府转移支付与 自 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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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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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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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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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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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Ｉ ｒ
̄

－

．２ ０ ． ２．４ ． ６

老年人个人收入

ｂ ａ ｎ ｄｗ ｉ ｄ ｔ ｈ 
＝
 ． ８

图 ６ ２ ０ 老年人收入与 自评健康

图 ６
－

１ ９ 显示 ， 获取政府转移支付会降低 自评健康 （ 和表 ６
－

７ 回 归结果有差

异 ， 可能的原 因是绘制 图 ６
－

１ ５ 时删除 了 极端值 ） ， 也可能是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

１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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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往往家庭条件较差 ， 少量的政府转移支付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状况 ， 如果

考虑 了获得政府转移支付金额比较大的情况 ， 就会出现表 ６
－

７ 的 回 归结果 。 图

６
－

２ ０ 略成 Ｕ 型 ， 说明提高老年人收入能提高 自评健康水平 ， 但超过
一

定程度后 ，

反而不利于 自评健康的改善 。

６ ． ７ ． ２ 抑ＬＭ 回归结果

空模型的截距为 化 ８４４ ， 是样本老年人 自评健康平均取值 ； 随机效应结果湿

示 ， 老年人 自评健康因个体和社区而异 ， 社区之间 的变异值 （ 即群间变异值 ） 为

０ ． ０６ ６ ， 社区 内变异值为 ０ ． ３ ５８ 。 因此 ， 社区 因素能解释老年 自评健康的差异程

度 ， 即群间关联度系数 Ｉ ＣＣ ：

ｒ
〇

２

０ ． ０６６。 １

Ｐ 

＝ 
—

：



ｒ
－

＝＝
０ ． １ ５６６

７
。

２

＋ ＜７
。

２

０ ．０６６ ＋ ０ ． ３ ５ ８

也即老年人 自评健康的差异 １ ５ ．６ ６％来 自 于社区 ， 其余 ８４ ．３４％来 自 于老年人个体 。

运说明 ， 对属于 同
一

社区的老年人而言 ， 他们的 自评健康具有很强 的相似性和关

联性 ， 而对于不 同社区的老年人 ， 他们 自 评健康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 说明社区 因

素对于预测老年人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 因此 ， 模型中加入社区随机因素将改善模

型的适合性 ， 提高参数估计的准确性 。

表 ６
－

７ 显示 ， 逐步回 归得到的 ５ 个模型 Ｗａ ｌ ｄ 油口 相应的 Ｐｒｏｂ ＞ ｃＭ ２ 取值都

显著的不等于 ０ ， 说 明模型总体热合度较好 。 同时 ， ５ 个模型都显示 ， 获得经济

支持和提供经济支持都有利于提高老年人 自评健康 ， 说明模型是稳健的 。

模型 Ｉ 为从模型 ＩＩ 可 Ｗ看 出 ， 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 自评健康的改善 ， 但并不

显著 。 模型 ＩＩ 还显示非在婚老年人 自评健康状况好于在婚老年人 ； 男性老年人的

自评健康状况好于女性老年人 ； 城市老年人的 自 评健康状况好于农村老年人 。

模型 ＩＩＩ加入能否及时住院和是否有医疗保险后 ， 获得经济支持对老年人 自 评

健康的改善程度进
一

步增强 。

模型 ＩＶ进
一

步加入反映家庭将征的控制变量 ， 获得经济支持对老年人 自评健

康的重要性和显著性与模型ｍ基本相 同 。 家户规模越大 ， 老年人 自评健康越差 ，

而且具有统计显著性 。 与子女同住有利于提升老年人 自评健康 ； 健在的兄弟姐妹

越多 ， 越有利于提高老年人 自评健康 。

模型 Ｖ进
一

步加入基期健康状况 ， 结果显示 ， 基期参与社会活动有利于 自评

健康的改善 ， 基期 自评健康和慢性病越差 ， 报告期的 自评健康越低 。

１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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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

７ 经济支持对自评健康的影响

固定效应部分 模型 Ｉ模垫 。模型ｍ模型 ＩＶ模型Ｖ模型ＶＩ

截距 １ ． ０巧
＂

１ ．１２ ８

＊ ＊

 １ ． ５０６

＊

１ ． ４７２

＊

０ ．％２０ ． ６５８

获得经济支持
－

０ ． ０巧
－

０ ． ０６ ７
－

０ ． ０ ７ １
－

０ ． ０ ７４
－

０ ． ０ ３６
－

０ ． ０ １ ７

提供经济支持０ ． １ ２３０ ． １ ６ １ ０ ． １ ５ ７
＃

０ ． １ ６ ３０ ． ２ ２ ２
＃－

０ ． ２巧
＃

政府转移支付－－

０ ． １ ３ ９

＂

－

０ ．１ ３ ７

＂

－

０ ．１ ３ １

＂

－

０ ． ０９ ７

＃－

０ ．１ ２３

＂

个人收入
－

０ ．１ ０５
＃－

０ ．１ ０９
＊－

０ ．１ ０９
＃－

０ ．１ ０５
＃－

〇 ．０８３
－

０ ． ０８ ５

教育程度 ０ ． ３ ７９

＂

０ ． ４ １ ８

＂

０ ． ４ １ ５

＂

０ ． ４ １ ０

＊ ’

０ ．Ｗ２

＊

０ ． ４４３

＂

年龄平方 ０ ．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 ＊

婚姻 （非在婚＝０ ）０ ． ３４８

’

０ ．３ １ ２

＊

０ ．３２２

＊

０ ．１４６０ ． 如 ２０ ．２８８

性别 （ 男性＝
０ ） ０ ． ３ ７广０ ． ３ ７ ３

＂

０ ． ３８４

＂

０ ． ％０

？＊

０ ． ３４２

＊

０ ． ３ ５２

’

户 曰 （农村＝
０ ）－

０ ． ４ １ ７

＊

－

０ ． ４４６

＂
－

０ ． ４巧
＂

－

０ ． ３６６
＃－

０ ． ５ ２ ７

＂

－

０ ． ６３４

＂

及时住院 （否＝
０ ） ０ ． ４３ ２－

０ ． ３巧－

０ ． ２３８
－

０ ． １ ３ ８

医疗保险 （无＝
０ ） ０ ． ０ ３ ００ ． ０６ ３０ ． ２ １ ６ ０ ．１４７

家户规模 ０ ． ２ １ ５

’＂

０ ． １巧
＂

０ ． １郎
＂

与子女同住－

〇 ．６６４

＂

－

〇 ．６２４

＂

－

０ ．６８ ７

＂

健在子女数
－

０ ． ０ １ １
－

０ ． ０４ ７
－

０ ． ０４ １

健在兄弟姐妹数
－

０ ． ０６９

＊

－

０ ． ０ ７２

＊

－

０ ． ０ ５６

社会资本
－

０ ． 巧６
＃－

０ ．１４５

基期 自评健康 １ ． １ ５ ３

＂ ‘

１ ． ２ １ ０

’ ’ ＊

基期ＡＤＬ
－

０ ． ２４９
－

０ ． ２ ８６

基期慢性病 ０ ．２ ５６

’＂

０ ．４８ ０

＂

１ ５ 岁前健康状况－

０ ．１ ６ ５
－

０ ．１ ８８

社区文盲／半文盲比例
－

０ ． ００ ３

化区经济状况 日 ． ０ ３４

社区医院医疗水平
－

０ ．２ ３２

县医院医疗水平 ０ ．３ ４２
＃

睹机效应

截距 ０ ． ４５ ５０ ． ４８３ ０ ． ４８６０ ． ４６ 日０ ． ３４６０ ． ２ ５ ５

斜率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 ００ 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样本口 ８０ １ ２６５口 ６４ １ ２６０ １２６０ １ １ ７ ７

Ｗａ ｌ ｄｃｈ ｉ ２ １ ４ ． ６ ９１ ８ ． ６６８５ ． ３ ０２ ９ ． ５ ３ １ ３２ ． ９９９０ ． ０４

Ｐｒｏｂ ＞ ｃｈ ｉ ２ ０ ． ０６５０ ． ０ ２ ８ ０ ． ００ ００ ． ０ １ ４０ ． ０ ００ ０ ． ０００

＃

表示 ！
） ＜０ ．１ ５

，

‘

表示ｐ ＜０ ．１０
，

＂

表示Ｅ
）＜０ ．

…

表示ｐ＜０ ．０ １ ．

１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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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ＶＩ加入 了社区控制变量 ， 获得经济支持仍能改善老年人的 自评健康 ， 但

影响程度有所降低 ， 说明社区变量对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有
一

定的替代作用 。

表 ６
－

７ 还显示 ， 老年人向子女或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能改善 自评健康 ， 但模

型不稳健 ， 获得政府转移支付能提高 自评健康水平 ， 而且具有稳健性和统计显著

性 ， 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能提髙其 自 评健康水平 。

１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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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８ 分样本回归结果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 、 老年人收入水平 、 老年人基期健康状况 、 居住地等

存在较大差异 ， 老年人获得或提供同样多的经济支持 ， 其健康效应未必相 同 ， 为

了 降低样本的异质性所带来的偏误 ， 本部分进行分样本 回归 。 为 了节省篇幅 ， 回

归结果只保留 了部分变量 。

６ ． ８ ． １ 不同地区回归结果



表 ６
－

８ 不同地区回巧结果


变里ＡＤＬ慢性病抑郁症满恵度

地区


浙江 甘肃浙江 甘肃 浙江甘肃 浙江 甘肃

获得经济支持０ ．０ ５ ８
－

０ ．２ ５ ００ ．７ ７０
＃－

〇 ．１ ６０

’

０ ．３４０
＃－

０ ．２ ５２

＊

－

〇 ． ２口
－

〇 ．７ ９４

提供经济支持 －

０ ． ２４２

＊

－

０ ． １ ０４０ ． １０８
－

０ ． ３ １ ６

＊ ＊

－

０ ． ００４
－

０ ． ２ ９ ７０ ． ０４ １０ ． ０ １ １

政府转移支付
－

０ ．４８ ３

＂

－
０ ．２ ３２

－

０ ．２４ ５

＂

－
０ ．０巧

－

０ ．４３ ０

＂

０ ．０９６
－

０ ．５６４０ ．１ ７２

个人收入
－

０ ． ３ ７７
—

０ ． ４６４
－

０ ． ２ ０９
－

０ ． ０６０
－

０ ． ３８ ７
－

０ ． ２ ７０
－

０ ． ８６ １
－

０ ． １ １ ０

样本量５ ７ １６ ０６５ ７ １６腑５ ７ １６０ ６４３ ９柏 ６

Ｗａ ｌ ｄｃｈ ｉ ２８ ８ ． ７０５６ ． ０９６９ ． ９６９４ ．０ ７６０ ． ３８５９ ． ４ １２２ ． ０４３ ５ ． ０８

Ｐｒｏｂ 〉 ｃｈ ｉ ２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 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 ００ ． ５ ７ ７０ ． ０ ５ ７

＃

表示ｐ ＜０ ．１ 日
，

＊

表示ｆ ） 〈０ ．１ ０
，

＂

表示ｐ ＜０ ．０ ５
，表示ｐ ＜０ ．０ １ ．

表 ６
－

８ 说明经济支持对中 国不 同地区 ， 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存在 明显差异的

不 同地区 ， 其健康效应是不同的 。 甘肃省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能提高其 ＡＤＬ 水平 、

降低慢性病 的发病率 Ｗ及抑郁症的发病率 ， 但是对浙江省老年人却有相反的结

论 。 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容易提高浙江省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 ， 但却能显著降低

甘肃省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 ； 能改善两省老年人的 ＡＤＬ 状况 、 降低抑郁症发病率 。

获得政府转移支付能显著改善浙江省老年人的 ＡＤＬ 状况 、 慢性病状况 、 抑郁症状

况 ， 但却不利于甘肃省老年人抑郁症和生活满意度的改善 。 表 ６
－

８ 还显示 ， 无论

是浙江还是甘肃 ， 获得经济支持 、 提供收入水平都有利于提高其老年人的生活满

意度 ， 向子女或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会降低其生活满意度 （但模型拟合度很差 ） 。

６ ． ８ ． ２ 不同经济状况老年人回归结果

本研究根据老年人家庭收入情况将老年人分为家庭收入低和高两组 。 表 ６
－

９

显示 ， 获得经济支持对降低低收入家庭老年人的慢性病及抑郁症发病率效果更明

显 。 提供经济支持更有利于低收入家庭老年人 ＡＤＬ 及抑郁症的改善 ， 更有利于高

１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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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家庭老年人慢性病 的改善 。 获得政府转移支付对于 降低低收入家庭老年人

ＡＤＬ 及抑郁症的发病率效果较高收入家庭老年人效果更为 明显 。

表 ６－

９ 不同经巧状况老年人回归结果

ＳＡＤＬｓｉｉｉｉｉ生活满念度

家庭收入低 巧低 巧 低宵 低 高

获得经济支持
－

０ ． １ １ ５
－

０ ． １ ６００ ． ４ １ ７

＊

－

０ ． ２ ８３

’

－

０ ． ２６６

＊

－

０ ． ０ ８３
－

０ ． ７００
－

０ ． ６０８

提供经济支持 －

０ ．４２４
＊－

０ ．１ １ ６－

０ ．２ １ ０

＊

－

０ ．１ ８２

＂

－

０ ．２ １ ０

＊

－

０ ．０巧
－

１ ．１ ４３０ ．０６ １

政府转移支付 －

０ ．３８０

＂

－
０ ．２ ７４－

０ ．１ ２ ０
－

〇 ．０４２
－

〇 ．１ ５ ７
＊

０ ．２％０ ．０９６
－

〇 ．１ ００

个人收入
－

３ ． ３ ３３
－

０ ． １ ８４
－

２ ． ６ １ ０－

０ ． ０４９－

１ ． ６ ５ １－

０ ． ５ ３ ７

’

１ ． ６ ７ １
－

０ ． ７ ４０

样本量 ８６２３ １ ５８６２３ 巧 ８６２ ３ １ ５６２ １２ ５４

化 Ｉ ｄ ｃｊｈ ｉ ２ １ ０ ５ ． ８ ５３２ ． ８ ３ １ ０ １ ． ４ ７５ ２ ． ０８７ ５ ． ５ ５３ ５ ． ７４３ ５ ． ７ １１ ２ ． ４ ７

Ｐｒｏｂ ＞ ｃｈ ｉ ２ ０ ． ００００ ． １ ０８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 ５８０ ． ０５ ９０ ． ９ ７４

＃

表示ｐ 〈 ０ ． １ ５
，

？

表示ｐ ＜０ ．１ ０
，

？ ‘

表示ｐ＜０ ．０ ５
，

＂ ？

表示ｐ 〈０ ．０ １ ．

６ ． ８ ．３ 不同性别老年人回归结果

６－

１０ 不同性别老年人回巧结果

ｉｉ ＡＤＬｉｉｉｉｌｌ生活满念度

ｍ


男 女男 女 男女 男 女

获得经济支持 －

０ ． ０ ７８
－

０ ． ２６３
＃－

０ ． ０８５
－

０ ． １ １ ３－

０ ． １４８
－

０ ． ２２６
＊－

０ ． ８３ ２
＊－

０ ． ５ １ ２

提供经济支持 －

０ ．１ ４３
－

０ ．４６０
＃－

０ ．１ ２９

＊

－

０ ． ２０ ５
－

０ ． ０２ ８
－

〇 ．４ ７ ２

”

－

０ ．０ ０ ５
－

０ ．３ ３８

政府转移支付 －

０ ． ２２２
－

０ ． ３ ７０
＊－

０ ． ２５９

＂

０ ． ０８０－

０ ． １ １ ６
－

０ ． ０６５
－

０ ． ２０ ７０ ． １ ７２

个人收入－

０ ． ７９５

’

０ ． ２ ３ １－

０ ． ０６４０ ．１ ８ ７
－

〇 ．４３２

＊

－

〇 ．２ ７ １
－

〇 ．１ ４ １
－

０ ． ４２ ７

样本量 ６０９５６８６０９５６８ ６０９５郎４ ７５４００

ｆｌ
ｆａ ｌ ｄｃｈ ｉ ２８么８８７ ３ ． ３ ２９６ ． ００６ ２ ． ７５６ １ ． ６０５９ ． ８２２ ３ ． ６６３４ ． ６２

Ｐｒｏｂ ＞ｃｈ ｉ ２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４２３０ ． ０ ５７

＃

表示ｐ 〈０ ． １ ５
，

’

表示ｐ ＜０ ．１ ０
，

‘ ‘

表示ｐ 〈０ ． ０５
，

…

表示ｐ ＜ ０ ．０ １ ．

表 ６
－

１ ０ 显示 ， 获得经济支持能更大程度的降低女性老年人的 ＡＤＬ 和抑郁症

的发病率 ， 无论是经济性还是显著性都高于男性 ， 但获得经济支持更能提高男性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 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对于改善女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效果

更为明显 。 获得政府转移支付更有利于改善男性老年人的慢性病 ， 且具有统计显

著性 。 提高老年人收入对改善男性老年人的 ＡＤＬ 状况和降低其抑郁症发病率更为

有效 。

１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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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白 ． ４ 不同户 口老年人回归结果

围 ６
－

１ １ 不同户 口老年人回巧结果

变里ＡＤＬ慢性病 抑郁症 生巧满意度

城乡农材城市农村 城市农材城市农材城市

获得经济支持
－

０ ．３ ５ ３

＂

－

０ ．０％
－

０ ．１ １ ２０ ．７８３
－

０ ． ３ ３４

＊ ＊

－

０ ． ０ ３ ５

￣

－

０ ． ６４ ７
＊－

１ ． ７ ５６

提供经济支持 －

０ ．３ １ ７
＃

０ ．０４ ３
－

０ ．１ ０ １－

０ ． 巧 １

＃－

０ ．１ ４０
－

０ ．０４０
－

０ ． １ ６ ３０ ．１ ４４

政府转移支付
－

０ ． ３ ７ ８

＂
－

０ ． ３ ８２
－

０ ．１ ２ ３
＃

１ ０ ． ８ ３ ３
－

０ ． ０９２
－

１ ． ６６ １

＃

０ ． ０５０
－

７ ． ０ ６ ７

个人收入－

０ ． ７ ７４

＊

－

０ ． ０ １ ８
－

０ ． ０ ３ ２
－

０ ． ６ ２ ３ ０ ． ６ １ １

＊ ＊

－

０ ． １ ０ １ 〇 ．２ ４ １
－

〇 ．５ ６４

样本量 ９巧２０４９ ７ ３２０４９巧２ ０４ ７ １ ２ １的

化 Ｉ ｄｃｈ ｉ ２ １ １４３０ ． ９ １１ ２ ３ ． ０ ７２ ９ ． ０４８５ ． １ ６３ ０ ． ２ １３５ ．％６ ． ６ １

时ｏｂ ＞ ｃＭ ２ ０ ． ００ ００ ．１ ２ ５０ ． ００００ ．１ ７９０ ． ００００ ．１ ４ ３０ ． ０４８１ ． ０００

＃

表示ｐ ＜ ０ ． 巧
，

＇

表示ｐ ＜０ ．１ ０
，

＂

表示ｐ ＜ ０ ．０５ ，

＂ ‘

表示ｐ ＜ ０ ．０ １ ．

表 ６
－

１ １ 显示 ， 获得经济支持对降低农村老年人的 ＡＤＬ 、 抑郁症发病率 ， 提

高生活满意度 ， 无论是从经济性还是从显著性方面看 ， 都明显优于城市老年人 。

提供经济支持有利于改善农村老年人的 ＡＤＬ 状况和生活满意度 ， 却不利于城市老

年人 ； 获得政府转移支付对降低农村老年人 ＡＤＬ 及慢性病的发病率效果更为明

显 。 提高经济收入水平 ， 更有利于农村老年人改善 ＡＤＬ 状况和抑郁症发病率 。

６ ．８ ． ５ 不同年龄老年人回归结果



表 ６
－

１２ 不同年齡老年人回归结果


变量ＡＤＬ慢性病抑郁症 生活满意度

年龄


６０
－

６９７０
－

６０
－

６９７０
－６０

－

６９７０
－

６０
－

６９７０
－

获得经济支持
－

０ ． ３ ２ ３
＃－

０ ．１ １ ３
－

０ ． ２ １ ８

＊

－

〇 ．０的
－

０ ． ０６０
－

０ ． ３２０

＊ ＊

－

０ ． ９０９

＊

－

０ ． ６ １ ２

提供经济支持 －

０ ．２ ２ ９
＃－

０ ．３ ６０
－

０ ．１ ４４

＂

０ ．４９４
－

〇 ．１ ０００ ． ０ ０ １
－

０ ．０ １ ６
－

４ ．２ ９ １

政府转移支付
－

０ ．１ ７ ５
－

０ ．９３ ２

＂
－

０ ．１ ４ ７

＊
－

０ ．０８４
－

０ ．１ ５ ０
＃

０ ． ０ ３ ００ ．０ ３ ５
－

〇 ．８ ０ ７

个人收入
－

０ ． ：３ ８４
－

２ ． ２５ ７

＂
－

０ ． ０巧
－

０ ． ６３ ５
－

〇 ．４ ３ １

＃＿

０ ． ２ ９ ７
－

０ ． ２０ １
－

０ ． ４ ３ ０

样本量 ６ ７ ７３ ８ ２６ ７ ７ ５００的 ７５００巧 ８ ３ １ ７

化 Ｉ ｄｄｉ ｉ ２８ ５ ． 巧６ ５ ． ２２９４ ． ２ ７５ ７ ． ６ ５７ ９ ．％４ ５ ．８ ０２ ９ ． ５４１ ２ ． ２ ６

Ｐｒｏｂ ＞ ｃｈ ｉ ２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 ００５０ ． ２０ １０ ． ９口

嗦示ｐ ＜ ０ ．１ ５
，

＊

表示ｐ ＜０ ．１ ０卢 表示ｐ ＜ ０ ．０５
，

＂ ＊

表示ｐ 〈０ ．０ １ ．

表 ６ １ ２ 显示 ， 获得经济支持对于降低 ６ ０
－

６９ 岁年龄老年人的 ＡＤＬ 慢性病发

病率 ， 化及提高生活满意度方面优于 ７ ０ 岁 上老年人 。 但在降低抑郁症患病率

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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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 获得经济支持对 ７０ 岁 Ｗ上老年人效果更理想 。 向子女孙子女提供经济支

持能降低 ６０
－

６９ 岁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 ， 而且在 ５％水平具有显著性 ， 但却提高

了７ ０ 岁 Ｗ上老年人的慢性病发病率 。 获得政府转移支付和提高老年人收入能显

著改善 ７ ０ 岁 ｌ＾Ｌｈ老年人的 ＡＤＬ 状况 ， 并在 ５％水平显著 。 政府转移支付更有利于

降低 ６０
－

６９ 岁老年人的慢性病发病率 。

ｔ８ ．６ 不同巧姻状况老年人回归结果



表 ６
－。不同婚姻状况老年人回归结果


５ｉ 巧撞病抑郁症生活满患度

婚姻状况＾非在婚 在婚非在婚
￣

＾非在婚
￣

＾婚

获得经济支持
－

０ ． １ １ ７
－

０ ． ２３９－

０ ． ０９ １０ ． 朋５－

０ ． １ ２５－

０ ． ７０６

＊

－

０ ． ７ １ ７

＊

０ ． １ １ ３

提供经济支持
－

０ ． ２２ ２

’

０ ． ０ ７ ２
－

〇 ． ；１ ２ １

‘

－

０ ． ４０ ２－

０ ． １ ２６
＃

０ ． ；３６ ５
－

０ ． ０４ １２ ．１ ４６

政府转敎支付
－

０ ． ３巧
？

－

０ ． ４６ ７
－

０ ． ０ １ ０－

０ ． ５ １ ８－

０ ． １ ２９０ ． ０ １ １０ ． ０４５
－

０ ． ３ １ ７

个人收入
－

０ ． ４６８
－

０ ． ３８ １
－

０ ． ０４ ５
－

１ ． ６０ ０
－

０ ． ３０ １
－

１ ．１ ２０
＊－

０ ．１ ５４
－

１ ． １ ３２

样本量 ８ ９ ７２８ ０８９ ７２８０８ ９ ７２８０６８ ９ １ ８ ６

Ｗａｌ ｄｃｈ ｉ ２ １ ２９ ． ４６３ ７ ． 巧１ ０９ ． ９９４０ ．％８０ ． ４０３ ２ ． 巧２ ７ ．１ ７２ １ ． ４６

Ｐｒｏｂ ＞ ｃｈ ｉ ２０ ． ００００ ． ０３ 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 １ ２０ ． ００００ ． ０８６０ ． ２４９０ ． ５ ５ ３

＃

表示Ｐ ＜〇 ． 巧
，

＇

表示ｐ〈０ ． １ ０
，

＂

表示Ｐ ＜０ ．０５
，

’＂

表示ｐ ＜０ ．０ １ ．

表 ６
－

１ ３ 显示 ， 获得经济支持对降低非在婚老年人 ＡＤＬ 、 抑郁症的发病率效

果较明显 ， 但对慢性病的健康效应却不明显 。 获得经济支持能更大程度的提高在

婚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 提供经济支持更有利于降低在婚老年人的 ＡＤＬ 、 慢性病 、

抑郁症的发病率 ， 及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

１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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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针对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所产生的健康效应进行研巧 ， 发现无论采

用主观健康指标 、 客观健康指标还是综合性健康指标 ， 获得经济支持都具有健康

效应 ， 但其影响程度和显著性不同 。 而且运种健康效应还存在城乡 、 性别 、 年龄

等方面的差异 。

因此 ， 应更多关注农村 、 女性 、 经济状况差的老年人的养老 问题 。 加强对贫

困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既可 ！＾＾帮助其实现衣食无忧的晚年生活 ， 还可 （＾ ＞１提高其健康

水平 ， 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 。

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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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走章 经济支持巧响因素研究

第六章 的研究结果说 明 ， 获得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有重要影

响 ， 因此 ， 有必要弄清楚哪些因素会影响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与数量 。 影

响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因素很多 ， 既有老年人 自 身的因素 ， 也有社会因素及子

女因素 。 己有文献基本是从子女的角度分析 了哪些子女特征影响其对老年父母的

经济赡养 ， 本研究将更多从老年人的特征进行分析 ， 并关注社区 因素的影响 。

７ ． １ 变量选择及变量含义说明

老年人健康状况是影响经济支持的重要变量 ， 但考虑到如果用 当前健康状况

进行回归分析 ， 可能会产生 内生性 问题 ， 因为当前的经济支持多少会对当期的健

康状况产生影响 ， 这样就会使回归结果产生偏差 ， 因此本研究选择滞后期 （ ２００８

年 ） 的健康状况作为 自 变量 。 虽然滞后期的健康状况与报告期的健康状况未必完

全相 同 ， 但是二者会有很大的相关性 ， 这
一

点从第六章的 回归结果可 １＾
＞１看出 （基

期健康状况对报告期健康状况影响程度很大 ， 而且基本上是在 １ ％的水平显著 ） 。

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赡养往往具有
一

贯性 ， 也就是子女每年提供的经济支持

一

般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 因此将滞后期 （ ２００８ 年 ） 的经济支持作为控制变量加

入模型 ， 可 Ｗ反映未能在模型 中考虑到的其他遗漏变量 。 老年人的个人收入 （含

养老金 、 退休金及政府转移政府等 ） 、 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都为老年人晚年的经

济需求提供 了保障 ， 送些因素会影响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数量 。 特别地 ， 通过研

究老年人的收入与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之间 的关系 ， 可 检验在 中 国家庭里 ， 子女

提供经济支持的动机是利他动机还是交换动机 。 老年人的工作性质也会反映其晚

年的生活保障程度 。

社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１＾） ＞及老年人家庭的经济水平也会影响子女经济支持

的提供 。 老年人是否照看孙子女会影响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数量 ，

一

般来说 ， 照

看孙子女的老人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经济支持 。 人 口流动性较强的情况下 ， 子女不

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 日 常照料和精神慰藉 ， 可能会用金钱取代 。

老年人性别的差异会影响生活能力 ， 因此会影响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 城乡

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保障程度不同 ， 因此户 口 也是影响经济支持的变量 。 子女居住

１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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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离老年父母的距离 Ｗ及子女的收入都会影响经济支持的提供 。

一

般来说子女

离父母越近 ， 越有可能提供 日 常照料 ， 这样就会减少经济支持的提供 。 由于老年

人的子女数量往往不止
一

个 ， 本研究为了研究方便 ， 分别选择离老年人最近的子

女 及收入最高的子女 ， 将其居住距离和收入作为 自变量 。

表 ７
－

１变豈及变量含义
．

变量变齡义

基期 自评健康 ０
＝健康 ， １

＝不健康

基期 ＡＤＬ ０
＝无困难 ， １

＝有困难

基期慢性病 ０
＝无慢巧病 ， １

＝有慢性病

抑郁症 ０
＝无 ， １

＝有

基期获得经济支持 ２００８ 年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标准化

个人收入过于
一

年工资收入 、 退休金或养老金 、 失业补助 、 无保障老

人生活补贴、 工伤保险金 、 独生子女老年补助 、 医巧救助 、

政府给个人的其他补助 、 社会捐助 。

医疗保险种类 ０
＝无 ， １

＝
—

种 …

养老保险 ０
＝无 ， １

＝有

第
一

份工作 １
＝政府部 口 ， ２

＝事业单位 ， ３
＝非营利机构 ， ４

＝企业 ，

５
＝个体户 ， ６

＝农户 ， ７
＝居民户 ， ８

＝其他

与邻居 ／村里人的平均 １
＝好得多 ， ２

＝好竖 ， ３
＝差不多 ， 仁差

一

些 ， ５
＝差很多 ，

生活水平相 比 ６
＝不知道

照看孙子女 ０
＝不照看 ， １

＝照看

过去一年见到孩子次数见面次数取标准化值

过去
一

年与孩子联系次数联系次数标准化值

离 自 己最近的子女居住地 １
＝在本材化区 ， ２＝在本县／市的其他村／社区 ， ３

＝在本省的其

他县 ／市 ， ４＝外省 ， ５
＝国外

收入最高的子女年收入 １
＝没有收入 ， ２

＝少于 ２ 千元 ， ３
＝２ 千与 ５ 千之间 ， ４＝５ 千与

１ 万么间 ， ５
＝在 １ 万与 ２ 万么间 ， ６

＝在 ２ 万与 ５ 万之间 ， ７
＝

在 ５ 万与 １ ０ 万之间 ， ８
＝在 １ ０ 万与 １ ５ 万之间 ， ９

＝在 １ ５ 万与

２０ 万之间 ， １ ０
＝在 ２０ 万与 ３０ 万之间 ， １ １

＝高于 ３０ 万

婚姻 （非在婚＝

０ ） ０
＝非在婚 （包括分居 、 离异 、 丧偶 、 从未结婚 ） ， １

＝在婚 （包

括 己婚并与配偶
一

同居住 、 已婚 ， 但因为工作等原因替时没

有跟配偶在
一

起居住 ）

教育程度 １
＝未受过正规教育 （文盲 ） ， ２

＝未读完小学 ， 但能够读 、 写 ，



３
＝私塾 ， 仁小学毕业 ， ５

＝巧中毕业 ， ６
＝高中毕业 ， ７

＝中专毕

１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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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７
－

１变虽及变呈含义
￣

ｉｉ变齡
？

义

业 （包括中等师范 、 职高 ） ， ８
＝大专毕业 ， ９

＝本科毕业

教育程度 １ ０
＝硕王毕业 ， １ １

＝博±毕业

户 日 ０
＝农村 ，

１
＝城市

性别 ０
＝男性 ， １

＝女性

吸烟 ０
＝否 ， １

＝是

饮酒 ０
＝否 ， １

＝是

社区经济状况很穷—

１
－ －２—３ － ＞４－５－６－７－ 〉 很富

７ ．２ 家庭经济支持的对比分析

７ ．２ ． １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巧量 （２０ １ ２ ） 与主要人口特征的关系

根据第五章的统计发现 ， 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规模存在很大差异 （见图

５
－

３ 、 图 ５
－

４ ） ， 呈非正态分布 ， 此时不适合用平均数进行研巧 。 因此 ， 图 ７
－

１ 至

图 ７
－

１ １ 中 ， 对老年人获得家庭经济支持情况首先分为获得经济支持和未获得经

济支持两组 ， 然后再对获得经济支持的数量再按照 四分位分成四组 。 结果得到 的

经济支持的四分位数分别是 ８ ００ 、 ２ ３００ 和 ６８００ ， 这样 ， 就可Ｗ分为五组 ： ０ 元 ；

１
－

８ ００ 元 ；
８ （Ｕ

－

２ ３００ 元 ；
２ ３０ １

－

能００ 元 ；
６８０ １ 元 上 。 另外 ， 由于要对上述有序

分类变量分别按性别 、 省份等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 所 ＾＾
＾
＾用 的是秩和检验 。

由 图 ７
－

１ 可 １＾
＞１看出 ， 浙江甘肃两省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存在差异 ， 并在 ０ ．０ １

的水平显著 。 其中 ， 甘肃省老年人当 中 ５ ０％未获得家庭经济支持 ， 这一 比例高于

浙江省 。 获得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中 ， 甘肃有 ２ ０％左右的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数

量低于 ８００ 元 ， 而浙江省的这
一

比例则仅为 １ ０％左右 ； 获得经济支持高于 ６８ ０ １

元的老年人中 ， 甘肃省的 比例不到 １ ０％ ， 浙江省的老年人则接近 ２０％ 。 总的来说 ，

浙江省有更多的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 ， 而且在获得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当 中 ， 浙江

省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的数量远远高于甘肃省老年人 ， 而且这
一

差异具有统计

显著性 。 送
一

现象也验证 了第六章所巧论的获得经济支持对甘肃省老年人的健康

边际效应更高的结论 。

１ ２７





山 东大学博±学位论文


ＩＩ Ｌ Ｉ Ｉ■ ？， １
甘肃

浙江
城
脈

城
臟

體
觀

甘肃
浙江

Ａ ． ０Ｂ ．  １
－

８００Ｃ ． ８０ １
－２３００Ｄ ． ２３０ １

－诚００Ｅ ．６８０ １
－

图 ７
－

１ 获得经济支持省份差异

（ 秩和检验 ３ ４
，ｐ

＝

０ ．０ ０ ０ ）

ＩＩ Ｉ｜ １Ｉ ＩＩ Ｉ
男 男男 男 男

女 女女 女 女

Ａ ． ０Ｂ ． １
－

８００Ｃ ． ８０ １
－２３００Ｄ ． ２如 

１
－诚０ ０巳 ６８０ １

－

图 ７
－

２ 获得经济支持性别差异

（ 秩和检验 ｘ
＇
＝

ｌ ．８ ６
，ｐ

＝
０ ．１ ７ ２ ）

图 ７
－

２ 显示 ， 未获得经济支持的老年人 中 ， 男性多于女性 。 而在获得经济

支持的老年人中 ， 在规模较低的范围段 内 （ １
－

８ ００ 元 ， ８ ０ １
－

２３ ００ 元 ） ， 男性获得

的经济支持的概率较女性低 ， 而在经济支持规模较高的范 围段 内 ，
二者基本持平 。

总体来讲 ， 男性获得的经济支持概率低于女化 ， 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 需要特别

说明 的是 ， 柱状图的显示结果与表 ７
－

２ 回归结果是从两个不 同 的角度反映老年人

获得经济支持的情况 ， 柱状围是分组反映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情况 ， 而表 ７
－

２

是按照具体数值进行的 回归 。 图 ７
－

２ 与表 ７
－

２ 反映 了 男性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

１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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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低于女性老年人 ， 但其获得经济支持的平均规模大于女性老年人 。

图 ７
－

３ 显示 ， 在未获得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中 ， 城市老年人所 占 比例较农村老

年人高 。 但在获得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中 ， 农村老年人更可能获得规模较小的经济

支持 （在 １

－

８００ 元 ， ８０ １
－

２３００ 元范围段 ， 农村老年人 占的 比例较高 ） ， 而城市

老年人更可能获得规模较大的经济支持 （在 ６８ ０ １ 元 Ｗ上的范 围段 ， 城市老年人

所 占 比较较高 ） ， 但这种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 ｐ
＝
〇 ．２ ３９ ） 。 图 ７

－

３ 与表 ７
－

２ 反

映了城市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和平均规模均低于农村老年人 。

妄
－

１
］■ ！

｜
１

１
１１ ｜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Ａ ．０Ｂ ． １
－

８００Ｃ ． ８０ １
－２３００Ｄ ．２３０ １

－６８００Ｅ ．６８０ １
－

图 ７
－

３ 歎得经济支持城乡差异

（ 秩和检验 乂
＾

１ ．３ ９
，ｐ

＝

０ ．２ ３ ９）

Ｓ

̄

Ｉｈｈｎ｜
１

Ａ ． ０Ｂ ． １
－

８００Ｃ ． ８０ １
－２如０Ｄ ．２３０ １

－诚００Ｅ ．郎０ １
－

图 ７
－

４ 获得经济支持婚姻状况差异

（ 秩和检验乂
３
＝

４ ．７ ０ ， ｐ
＝
０ ．０ ９ ６）

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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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

４ 显示 ， 在未获得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中 ， 在婚老年人所 占 比例较非在婚老年

人高 。 在获得经济支持的老年人 中 ， 非在婚老年人更可能获得规模较小的经济支

持 （在 １
－

８ ００ 元 ， ８ ０ １

－

２３００ 元范围段 ， 非在婚老年人 占的 比例较高 ） ， 而在婚老

年人更可能获得规模较大的经济支持 （在 ６８ ０ １ 元 上的范围段 ， 城市老年人所

占 比例较高 ） ， 这种差异在 化 １ 的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 （ Ｐ
＝
〇 ．０９６ ） 。 图 ７

－

４ 与表

７
－

２ 反映了在婚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和规模都低于非在婚老年人 。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ｔｔｉｅ 广

狐／

Ｉ 巧 －

焉 ＊ －

和
’

興 ：

能
＜ 〇

ｉ

－

括
掏

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 ００

老年人年龄

ｂ如ｄｗ ｉ ｄ化 ＝
． ８

園 ７－

５ 年龄与获得经济支持概率的关系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ｔｈｅ ｒ

。 ｊ

囊？

． ：

巧
。 －

？ 参
？？ ？

？

谋

？？

货 ？

〇
－

６ Ｄ ７０

老年３＾年龄
９０Ｗ０

ｂ ａ ｎ ｄｗ ｉｄ化 

Ｓ
 ．８

图 ７ －６ 年龄与获得经济支持规模的关系

１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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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

５ 显示 ， 老年人年龄越大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越高 ， 但图 ７－６ 则显示 ，

这种概率的提高并未带来经济支持规模的明显上升 。

图 ７－７ 显示 ， 老年人健在子女越多 ， 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越高 ， 图 ７
－

８ 则显

示 ， 子女个数的增多 ， 反而导致老年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规模的降低 。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ｔｈｅ ｒ

ｒ
—－

 ＃ ？ ？ ？ ？ ＞ ？ 争 ＃

骄
整
。

跟 巧 －

沒 






—

１
？



巧／
涂／

１
／

货
咐

〇 — ？？？？參？参？？参

Ｉ Ｉ Ｉ Ｉ Ｉ
■

 １

老年人子女个数

ｂ抓成Ｗｄ ｔｈ ， 乂

图 ７
－

７ 子女个数与獸得经巧支持概率的关系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ｔｈ色 广

資
－

蠻 ？ ？

最 Ｓ

欺 ？？

Ｉ：Ｉ

房 。
＿

 ■Ｓ

旷 ？ Ｉ

讓Ｈ^

惡
。 － 滥

？ ？
？

谋
－

＜ ？ ？

进 ？

〇
－

Ｉ Ｉ Ｉ

老年人子女个数

ｔｅｎ ｄ ｖｖ Ｓｄ化 ＝
． 另

图 ７
－

８ 子女个数与获得经济支持规模的关系

７ ． ２ ． ２ 老年人值度状况与获得经济支持巧量的关系

图 ７
－

９ 、 图 ７
－

１ ０ 显示 ， 老年人 ＡＤＬ 越严重 ， 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越化 ，

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也越小 ， 可能的原因是 ＡＤＬ 严重的老年人更需要的是 曰 常

照料而不是金钱 ， 这
一

结论与第六章 的结论
一

致 。

１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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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ｔｈｅ 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
態
《

跟 巧 －

巧

和




Ｌ ．＼

中
．

班
褚
＂

＜ 巧 －

掛
卿

〇 ？ 參 ？ 参 参 ＞ ？ ？ ？ ？ ＞ ？ ？ ？ ？ ？？ ？？ ？ 參 参？？參

１ ０ ２０ ３０ ４ ０ ５０

老年人ＡＤＬ

ｂａｎｄｗ ｉｄｔｈ 

： 义

图 ７
－

９ＡＤＬ 与获得经济支持概率的关系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ｔｈｅ ｒ

ｔｏ
Ｊ

Ｔ
—

毁
最？

■

ｓ？ ？？

播
＜？，

货 ？

将

ｏ 
－

１ 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老年人ＡＤＬ

ｂ ａ ｎｄｗ ｉｄ ｔｈ 
＝

 ． ８

图 ７
－

１ ０ＡＤＬ 与获得经济支持规模的关系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 ｏｏｔｈｅ ｒ

Ｔ
— －

？ 參 ？雜争？参参雜

空

！
？

？

－

Ｉ

＂
＂

－

戸




＇



Ｉ
為 々 －

和
？

巧

擦

＾ 巧 －

片

稱

〇 

－

？


？


？


？


？


？


？


？


老年人巧性病严里程度
ｂｓｎｄｗ ｉｄ ｔｉ ｉ 

－

 ．８

图 ７ － ｎ 慢性病与获得经济支持概率的关系

１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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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ｔｈｅ ｒ

的
＿

强 ？？ ？

曼， ：

ＩＩ Ｉ
？ ？
 ．

？

Ｐ
－ Ｉ ，

？

谢 ！ 誦 ！ ，

Ｉ Ｉ
？

班 Ｉ ？ ：
？ ？

５． ： ． ，

掛
？

哄

〇 
－

 Ｉ广

老年人巧性病严重程度

ｂａｎｄｗ谢ｈ
。 义

图 ７
－

１ ２ 慢性病与获得经济支持规模的关系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ｔｈ色 ｒ

一 — ？ 參 ？ ？ 參 ？ ？ ＃ ＞ ＃ ＃ ＃ ＃ ＃？ ？ 參 ＃ ？ ＞ ？ ＞ ＃ ？ ＃ ？ ？ ？ ？

堅
化 巧 －

费 叫 － ￣





１
＾ －

炬
擦

＜ ＣＮ
｜

－

掛
讲

〇 

－ 參 参 參 雜 参 參 參 参 參 ？ 參 参 參 ？ ？ ？参 參 参 ？ ？ 参 参 ？ 参 ？ ？ 雜 参 参

０ １ ０ ２０ ３０

老年人抑郁症严重程度

ｂ ａｎｄｗ ｉｄ ｔｈ 
＝

 ．８

图 ７－

１ ３ 抑郁症与获得经济支持概率的关系

Ｌｏｗ贷ＳＳｓｍｏｏ棘俗 广

資
－

蠻 ？

赛 ？ ？

ｔ ：？？？
Ｉ

？

碟 ：

町 ＿

 ？
？

？

叛
＜

骄？

祇

。 －



０ １ ０ ２０ ３０

老年人巧郁症严重程度

ｂａ ｎｄｗ ｉｄ ｔｈ 
＝

 ．８

图 ７－

１ ４ 抑郁症与获得经济支持规模的关系

Ｉ

１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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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

１ １ 、 图 ７
－

１ ２ 显示 ， 老人患慢性病种类越多 ， 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先

缓慢上升后缓慢下降 ， 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上升趋势不明显 ， 基本持平 。

图 ７
－

１ ３ 、 图 ７
－

１ ４ 显示 ， 老年人抑郁症越严重获得的经济支持的概率越低 ，

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也越小 。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ｔｈｅ ｒ

？ ？？？

输
装
银

讫
敛

ＣＤ

朽
^

堂





——

受
朽 々 －

片
．

嚷
哉

括
嘛

０
－

？？？？？

Ｉ
■

 Ｉ 广 Ｉ Ｉ

１ ２ ３ ４ ５

老年人 自 评健康

ｂ如ｄｗ ｉｄ化 
Ｓ

 ．８

图 ７ －

１ ５ 白评健康与获得经济支持概率的关系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ｔｈｅ ｒ

掌
－

班 Ｉ

裹？？

＊ ： 參 Ｉ

Ｗ？ Ｉ ；

後 〇
＿
？

城
ｒ

着

中Ｉ






妄 Ｉ

朽ｔ

摩
的 －

？ 審 ？

振？
 壽？

－

＜？ ？

掛？

供

〇
－

１ ＇ Ｉ １ １

̄

１ ２ ３ ４ ５

老年人 自 评健康

ｂ ａ ｎ ｄｗ ｉｄ讯 ＝ 义

图 ７ －

１ ６ 自评健康与获得经济支持规模的关系

图 ７
－

Ｌ ５ 显示 、 图 ７
－

１ ６ 显示 ， 自评健康越差的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越

低 、 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也越小 。

７ ．３ 模型识别

本章所采用 的模型是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与 ＨＬＭ 模型的结合 ， 而这两种模型在使用

１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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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都要进行模型识别或检验 。

首先进行 Ｈｅ ｃｋｍａｎ 模型 的识别 。 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估计法首先需要解决模型

的识别 问题 （缸ｅｅｎｅ
，
２００８ ）

＂Ｗ
。 Ｅ ｓ ｃａｎ ｃ ｉ ａｎｏ 等 （ ２０ １ ０ ） 认为模型的识别可Ｗ通

过模型的设置形式予 Ｗ解决 ， 即某些解释变量在 Ｐｒｏｂ ｉ ｔ 模型 中影响是非线性的 ，

而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法 回 归模型中影响是线性的
＂Ｗ

。 考虑到老年人收入状况

是影响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重要变量 ： 老年人在收入状况较差时 中子女提供的经

济支持的可能性会増加 ，

一

旦老年人收入状况好转 ， 子女可能会减少经济支持的

提供 。 因此 ， 本研究采用非参数局部加权回 归法 ｌｏｗｎ ｅ ｓ ｓ ） 对 ［＾＾上假设进行检

验 ， 发现 ：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概率与老年人收入状况是非线性的 （ 见图 ７
－

１ ７ ）
；

而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的规模与老年人的收入状况接近水平的线性关系 （ 见 图

７
－

１ ８ ） ， 说明老年人的收入状况可Ｗ作为巧别模型的变量 。需要说明 的是 ， 图 ７
－

１ ７ 、

图 ７
－

１ ８ 的绘制删除 了极端值 ， 因此国形显示的结果与 回归结果存在差异 。

Ｌｏｗｅｓｓｓｍｏｏｔｈｅ ｒ

铅
裝
１ 巧 －

１

＊ －

兵 々 ＿

片
．

興
哉
－

＜ ＜Ｎ －

括
舶

Ｉ Ｉ Ｉ Ｉ Ｉ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０

老年人过去一年的收入

ｂｓｎ ｄｗ ｉｄ化 ＝ 义

图 ７－

１ ７ 老年人收入与获得经济支持概率的关系

１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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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ｅｓｓｓｍ ｏｏｔｈｅ ｒ

ｌＯ
 ＿

避 ■ ？

ｉ
＜ ■？

货？

晰

〇 
－

Ｉ Ｉ Ｉ １ １ Ｉ

５ ６

老丢人巧去
一

年的良入
９巧

ｂ前ｄｗｋ Ｊ ｔｈ 

＝ 义

图 ７
－

１ ８ 老年人收入与获得经济支持规模的关系

接下来进行 ＨＬＭ 模型检验 。 空模型回 归结果显示 ，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规

模因个体和社区而异 ， 社区之间的变异值 （ 即群间变异值 ） 为 ０ ． ８ ０４ ， 社区 内变

异值为 １ ． ５ １ ９ 。 因此 ， 社区 因素能解释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差异的程度 ， 即群间

关联度系数 Ｉ ＣＣ 为 ；

ｒ
〇

２

 ０ ． ８ ０４

ｐ

二 —

厂
＾—

７ 

＝＝
０ ．３４６ １

ｒ
〇

２

＋ 〇ｒ

〇

２

０ ． ８０４ ＋ １ ． ５ １ ９

说明社区 因素能解释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差异 的 ３４ ． ６ １％ ， 而且空模型 的卡方检

验值显著不等于 ０ ， 说明完全有必要采用 多层线性模型 。

通过上述两步检验说明 ， 对经济支持影响 因素 回归分析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

ＨＬＭ 模

型是必要的 、 可行的 。

７ ． ４ 全样本回归结果

表 ７
－

２ 的 回 归过程分两步进行 ， 首先通过模型 Ｉ 、 模型 Ｉ Ｉ 、 模型迎逐步回 归

法对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进行回归 ； 然后 ， 将第
一

步回 归得到的 ＩＭＲ 加入模型 ＩＶ 、

模型 Ｖ 、 模型ＶＩ进行获得经济支持规模的 回归 。 为 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 毎
一

步

的 回归都依次加入老年人个体特征变量和社区特征变量 。 通过表 ７
－

２ 可 ＾ ？看 出 ，

在逐步 回 归的过程中 ， 回 归系数的方 向及显著性没有明显的改变 ， 说明模型是稳

健的 。 由于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是差异性较大 ， 本部分对经济支持取对数 。

７ ． ４ ． １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巧率分巧

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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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

２送巧支持影响因素 （全部样本 ）



变Ｓ选择方捏 Ｐｒｏｂ ｉ ｔ模型转移规模方涅 Ｈｅｃｋｍａｎ
－

ＨＬＭ模型

模型 Ｉ模型 ｎ模型ｍ模型 ＩＶ模型Ｖ模型ＶＩ

固定效应

基期ＡＤＬ
－

０ ．１ ５２－

０ ． １ ７８－

０ ． １ ８７
－

０ ． ５ ７５

＊

－

〇 ．６８４

＂

－

０ ． 郎４

＂

基期慢性病－

０ ． ０２ ７
－

０ ． ０ １ １
－

０ ． ０４４０ ． ０９４０ ．１ ４９０ ． １ ２ １

基期抑郁症－

０ ． ２ ５６
－

０ ． ２ 巧
－

０ ． １ ７ １０ ． ０ １ ０
－

０ ． ０ １ １０ ． １ ４３

基期 自评健康
－

０ ． ０４ １
－

０ ． ０４８
－

０ ． ０６ ７
－

０ ． ４０３

＂

－

０ ． ４ ７ ７

’＂

－

０ ． ４巧
＂

基期获得经济支持０ ． ０ ２８０ ． ０３ ７０ ． ０２６０ ． ４２４

…

０ ． ４４６

’＂

０ ． ４２３

＊ ＊ ＊

个人收入
－

０ ． １ ０ ３

＊

－

０ ． ０ ７０
－

０ ． ０巧－

０ ． １ ０ ３－

０ ． １ １ ６
－

０ ． ０ ５ ７

医疗保险－

０ ．１ ９ ５
－

０ ． 巧 ５
－

０ ． １ ５ ７
－

０ ． ６０ ３

＊－

〇 ．６朗
＂

－

０ ． ６ ０ ３

＊

养老保险
－

０ ． ０５ ２
－

０ ． ０４ ３
－

０ ． ０４３
－

０ ．１ ６４
－

〇 ．１ ９３

＊

－

０ ． １ 的
＊

第
一

份王作 ０ ． ０６３０ ． ０ ７６

‘

０ ． ０８２

＊

０ ． ０２ ９０ ． １ 巧０ ． ０ ７８

生活水平
－

０ ． ００４
－

０ ． ００２
－

０ ． ００日
－

０ ． ０３ ２
－

０ ． ０２９
－

０ ． ０３ １

照看孙子女－

０ ． ０８ １
－

０ ． ０ ３９
－

０ ． ０５ １
－

０ ． ２ １ ０
－

０ ．１ ８３
－

〇 ．１ ６６

健在子女数
－

０ ． ０８３
－

０ ． １ ３ ７
－

０ ． １ １９－

０ ． ２９ ５
－

０ ． ３４６
－

０ ． ２６４

非 同住子女数 ０ ． ２２９

＂

０ ． ２ ７８

＂ ’

０ ． ２ ６ ７

＂

０ ． ６５ ３

＊

０ ． ７ ８０

’

０ ． ６ ２９

＊

健在兄弟姐妹数 ０ ． ０ ２ １０ ． ０ ２ ７０ ． ０ ３ ３０ ． １ ０ ７

＂

０ ． １ ２ １

＂

０ ． １ １ ６

＂

过去
一

年见到孩子次数０ ． ０６ １０ ． ０ １ ７０ ． ０ ２８
－

〇 ．０口
－

０ ． ０６３
－

０ ． ０５ １

过去
一

年与孩子联系次数
－

０ ．０ ５ ７
－

０ ． ０ １ ２
－

０ ． ０ ５００ ． ０９ ８０ ． ０ ８３０ ． ０９３

离 自 己最近的子女居住地
－

０ ． ００５
－

０ ． ００ ７０ ． ００８０ ．口 ３

＃

０ ． １ ４２

’

０ ． １ ６ ３

’

收入最高的子女收入情况０ ．１ ０３

…

０ ． ０９８

’＂

０ ． １ １ ３

’＂

０ ． ４０ ７

＂

０ ． ４％
＂’

０ ．３９６

＊ ＊＊

婚姻 （非在婚＝
０ ）－

０ ． ４４ ５

＂ ＊

－
０ ． ４８５

…

－

０ ． ５ ７９
－

０ ． ３８８

教育程度 ０ ． ０４２０ ． ０５ ３ ０ ． １ ４ ７

＊

０ ． １ ３９

＊

户 口 （农村＝
０ ）－

０ ． １ ６ ７
－

０ ． １ 说
－

０ ． ２ ３２
－

０ ． １ ０４

性别 （ 男性＝
０ ） ０ ． １ ０４０ ． １ ２ １

－

０ ．１ ０ １
－

０ ． １ ２ ８

年龄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００ １
－

０ ． ００２
－

０ ． ００２

吸烟 ０ ． ０ ３ ３０ ． ０ ３ ８
－

０ ． ５０ ３

＂

－

０ ． ５０ ３

＂

饮酒 ０ ． ０４６０ ． ０４３ ０ ． ０ ６ ００ ． ０ ２ ６

社区文盲／半文盲比例
－

０ ． ００２ ０ ． ００ ２

社区经济状况－

０ ． ２ ３０

＂
－

０ ． ２２ ３

ＩＭＲ ２ ． ％ １ ３ ． ０８ ５ ２ ． １ ２４

常数项
－

０ ． ６ ３ ５
－

０ ． １ ５３
－

０ ． ５％３ ． ０ ７ ５２ ． ２ ３２３ ． ２ １ １

样本量 ６０ ７６０６６０４３４３３４２ ３４２

１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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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７
－

２经巧Ｆ支持巧响因《 （全部样本 ）



变量 选择方程 Ｐｒｏｂ ｉｔ模型转移规模方程 Ｈｅｃｋｍａｎ
－

ＨＵＩ模型

模型 Ｉ模型 Ｅ模型虹 模型Ｗ模型Ｖ模型ＶＩ

Ｐ ｓ ｅｕｄｏｒ
２

 ０ ． ０６ １０ ． ０ ７６０ ． ０８２

Ｐ ０ ． 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随机效应

斟率 ６ ．９ １ ｅ
－

１ ０２ ． ５ １ ｅ
－

１ ０９ ． ３０ ｅ
－

１ ０

截距 ０ ． ５０ ７ ０ ． ５０６０ ． ５００

＃

表示ｐ ＜０ ．１ ５
，

＇

表示 ｐ ＜０ ．１ ０
，

＂

表示ｐ ＜ ０ ． ０５
，表示ｐ ＜０ ．０ １ ．

表 ７
－

２ 中模型虹显示 ， 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差 ， 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越低 。 如

果基期获得经济支持 ， 则报告期更可能获得经济支持 。 老年人收入越高 ， 年龄越

大 、 健在子女数越多 、 子女居住地离老年人越近 、 与子女联系次数越多 ， 老年人

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越低 ； 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者 、 照看孙子女者获得经济支

持的概率更低 ； 与邻居相 比 ， 老年人生活水平越低 ， 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越低 ；

在婚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较非在婚老年人低 ， 并在 化０ １ 水平显著 ； 社区

经济状况越好 ， 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越低 ， 并在 ０ ．０ １ 水平显著 。 第
一

份工作的

性质越差 ， 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越高 ； 非 同住子女数越多 ， 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

越髙 ， 并在 ０ ．０ １ 水平显著 ； 与子女见面次数越多 ， 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越高 ；

子女收入越高 ，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越高 ， 并在 化 ０ １ 水平显著 。

７ ． ４ ．２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分祈

表 ７ －２ 中模型ＶＩ显示 ， 老年人 ＡＤＬ 越严重 ， 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并在 ０ ．０５

水平显著 。 慢性病及抑郁症越严重 ， 获得的经济支持越多 。 自评健康越差 ， 获得

经济支持越少 。 基期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报告期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并在 ０ ．０ １

水平显著 。 老年人收入越高 ， 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种类越多 ，

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并在 ０ ． １ 水平显著 。 第
一

份工作性质越差 ， 获得经济支持越

多 。 生活水平越高的老年人 、 照看子女的老年人及健在子女数越多的老年人获得

经济支持越少 。 非同住子女数及健在兄弟姐妹数越多 ， 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并具

有统计显著性 。 与子女见面次数越多 ， 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与子女联系次数越多 ，

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离子女越远 ， 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子女收入越高 ， 老年人获

得经济支持越多 ， 并在 化 ０ １ 水平显著 。 非在婚老年人 、 农村老年人和男性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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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获得经济支持较多 。 教育程度越高 ， 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并在 ０ ． １ 水平显著 。

表 ７ －２ 中模型ＶＩ随机部分的截距 化 ６２５ ， 表示不 同社区 间老年人获得经济支

持规模的差异 ， 本研巧发现采用随机截距和随机斜率模型后 ， 这
一

数据较空模型

时的截距 ０ ．８ ０４ 有所减少 ， 说明考虑健康对获得经济支持规模的影响因社区而异

后 ， 社区间的经济支持规模误差有所降低 。 随机部分的斜率 ４ ．ｌ ｌ ｅ
－

１ ０ 的含义是

社区 因素通过健康因素而对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程度 。

７ ．５ 分样本回归结果

为 了检验经济支持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地区 、 城乡 、 居住模式及婚姻状况间 的

差异 ， 本部分进行分样本研究 ， 为节省篇幅 ， 只 列 出 了各因素对经济支持规模的

影响 ， 见表 ７
－

３ 和表 ７
－

４ 。

７ ．５ ． １ 渐江与甘肃对比分析

表 ７
－

３经巧支持规模影响因素 （地区 、 年龄 、 自评健康状况 ）

ｉＥ
￣￣ ￣￣￣

６０
－

６９岁

￣

７０
岁社

￣

Ｓ５不健康

模型 Ｉ模型 ｎ模型ｍ模型 ＩＶ模型Ｖ模型ＶＩ

固定效应

基期ＡＤＬ
－

０ ．１ ０２
－

０ ． ０８ ７

…

－

１ ． １ ８２

’

０ ．５４ ３

‘

－

１ ． ２ ８７

…

－

０ ． ６凯
‘

基期慢性病 ０ ． ３２２
＃－

０ ． １ ７ ９
－

０ ．１ ５ ７０ ． 巧 ５

＂

－

〇 ．２２ ８０ ．１ ３０

基期抑郁症 ０ ． ７０ １

＃－

０ ． ４３９
－

０ ．１ ５ １０ ． ４８６
－

０ ． ９ ８ ５

’

０ ． ６６ １

’

基期 自评健康
－

０ ． ６０８

’＂

０ ． ２０ ３
－

０ ． ３ ５ １
－

１ ． ２巧 ０ ． ６４９
＃－

０ ． ８６４

’＂

基期获得经济支持０ ． ％０

＊＂

１ ． １ １ ９

’＂

０ ． ３０４

＂

０ ． ５ １ ０

’＂

０ ． １ ３ １０ ． ４ １ ４

＊＂

个人收入 ０ ． ０ ７ ３
－

０ ． ８ １ ９

＂

－

０ ． ２ ５ ６０ ． ２４６－

０ ． ０２２
－

０ ． １４０

医疗保险
－

０ ． ０２３

’
－

０ ． ３ １ ８ ０ ． ５９９

＊

－

０ ． ３６４
－

１ ． １ ３ １

＊ ＊＊
－

０ ． ４０５

养老保险
－

０ ． ０６０
－

０ ． ４９４

＊

－

０ ．１ ８９

’

－

０ ． ０４６０ ．１ ０ ５
－

〇 ．１ ９ ７

’

第
一

份工作 ０ ． ０５９０ ． ０ ７２０ ． ０ ５８
－

０ ． ０２ ２
－

０ ． １ ３ ７０ ． ０８ ２

生活水平
－

０ ． ０ ５ ２０ ． ００８
－

０ ． ０ ４ １
－

０ ． ０８９０ ． ２ ３ ２

＂

－

０ ． ０ ７ ６

照看孙子女
－

０ ．１ ９ ９０ ． 巧 ５ ０ ． ２ ９ １０ ． ５ ２ ６０ ． ０４４
－

〇 ．４６ １

健在子女数 ０ ． ０ ５ ３
－

０ ． ７ ６ １

＂
－

０ ． ３ ７ ８
－

０ ． ３ ７ ７
＃

０ ． ３２ ６
－

０ ． ３ ５ ８
＃

非同住子女数
－

０ ． ０巧１ ． ０巧
＂

０ ． ７巧０ ． 郎 ７

＂

－

０ ． ２ ０ １ ０ ． ７ ６ ８

＂

健在兄弟姐妹数 ０ ． ０２ ６０ ． ２ １ ６

’ ＊ ＊

０ ． ２ ３ １

＊

－

０ ． ０９８０ ． １ ３ １

＊＊

０ ．１ ２８

＊

过去
一

年见到孩子次数
－

０ ． １ ５ ００ ． ３ １ ６ ０ ． ０％０ ． ０ ７ ６－

〇 ． 巧５
＃－

０ ． ０ １ １

过去
一

年与孩子联系次数０ ．２ ３０
＃

０ ．４２８

＂

０ ．１ ４０
－

０ ．０ ５ ５０ ． ２ １ ２０ ．１ ４ １

＊

离 自 己最近的子女居住地０ ． ０ ３００ ． ６４８

＂

０ ．０４４０ ．２９ ２

＊

－

〇 ．０ ７８０ ． １ ７ ８

＊

化 入悬高的子女收 入情况 ｎ ２ ２８

＇

ｎ ．５ ５ ７

＂

ｎ ．３ ７０

＂

０ ．ｍ ｓｎ ．ｒ输
＂ ’

ｎ ．ａ〇 ２

＊ ＊

１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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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７
－

３经济支持规模影响因素 （地区 、 年龄 、 自评健康状况 ）

５５ｉＥ
￣￣

６０
－

６９岁 ７０岁社

￣￣

＃１不健康

模型 Ｉ模型 ｎ模型田模型 ＩＶ模型Ｖ模型ＶＩ

婚姻 （非在婚＝
０ ）０ ． ２ １ ９

－

１ ． ３巧
－

０ ． ４７ １
－

０ ． ９ ０ ７
＃－

０ ． ３ ６３
－

０ ． ７６ ０

教育程度 ０ ． ０６９０ ． １ ０９０ ． １ ３４０ ． ２ ７ ７

＊ ＊

－

０ ． ０ ７ ７０ ． １ ６ ３

＊

户 口 （农村＝０ ） ０ ． ２２８０ ． ２６ １
－

０ ． ２８６
－

０ ． ８ ９０
－

０ ． ９％０ ． １ １ ４

性别 （男性＝
０ ）－

０ ． ３０ １
－

０ ． ６巧
＊

－

０ ． ５ ７８

＊

０ ． ８４４
＃－

〇 ．８８ ７

＂

－

０ ． １４８

年龄 ０ ． ００２
－

０ ． ０ ０ ７ ０ ． ０ １８０ ． ００４
－

０ ． ０ ２８
－

０ ． ０ １ ７

吸烟
－

０ ． 朗２

’

－

１ ． ０２ ８

＊ ＊

－

０ ． ８９ ７

＊ ＊ ＊

０ ． 巧２
－

０ ． ６ ２５

＂
－

０ ． ５ １ １

＊

饮酒－

０ ． ０ １ ２
－

０ ． ３ ５ ５
－

０ ． ３ ７５
＊

０ ． ９巧
＂

—

０ ． ４ ３ ９

＊

０ ．１ ５ １

社区文盲 ／半文盲比例０ ． ０ ０ ７０ ． ０ ０ ８
－

０ ． ００ １０ ． ０ ０９０ ． ０ ０ ７
—

０ ． ０ ０ ０

社区经济状况 ０ ． ０ １ １－

０ ． ４ ９ ５
＃－

０ ． ３ １ １
－

０ ． ６４３
－

０ ． ４ ２ １

’

－

０ ． ３ １ ９

ＩＭＲ
－

０ ． ９３ ０３ ． ４６ ２
＊

２ ． 扣 ７３ ． 的 １

＊

０ ． ６ ３２ ３ ． １ ３ １

常数项 ６ ． ８ １ ９０ ． ９ ２ １ ３ ． ３ １ ０－

０ ． ９ ９６８ ． ２ ２ ９

＊＊ ＊

３ ． ４６ １

样本量 ２ ０ ５ １ ：３ ７２２４ ６０ ５ ９ ２ ８３

Ｐ ０ ． ００００ ． ０ ０ 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随机效应

斜率 ４ ．ｌ ｉ ｅ
－

１ ０１ ． ６４ｅ
－

０９０ ． ２ ００４ ． ４９ｅ
－

０ ９１ ． ５ ３ １９ ． ７ ５ ｅ
－

ｌ ｌ

截距 ０ ． ６２ ５０ ． ６３ ７０ ． ６６２０ ． ２ ９０６ ． ９ ９ ｅ
＿

１ ２０ ． ４４０

＃

表示ｐ ＜０ ．１ ５
，

？

表示ｐ＜０ ． １ ０
，

’ ’

表示ｐ 〈０ ．０５
，

…

表示ｐ 〈０ ．０ １ ．

表 ７
－

３ 显示 ， ＡＤＬ 越差的老年人 ， 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越小 。 但 ＡＤＬ 对经济

支持规模的影响在甘肃省表现得更为显著 （在 化 ０ １ 水平显著 ） 。 在浙江省 ， 慢性

病和抑郁症越严重 ， 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越大 。 而在甘肃省 ， 慢性病和抑郁症越

严重 ，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越小 。 自评健康越差 ， 浙江省老年人获得经济

支持获得经济支持规模越小 ， 并在 化 ０ １ 水平显著 ； 而在甘肃省 自 评健康差的老

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规模却较大 。 浙江省老年人收入越高 ， 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规

模越大 ； 而在甘肃省 ， 老年人收入越高 ， 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规模越小 ， 且在

０ ． ０５ 水平显著 ， 说明浙江省代际支持的动机具有交换动化 ， 而甘肃省代际支持

的动机具有利他动机 。 浙江省老年人照看孙子女 ， 获得经济支持反而降低 ； 而甘

肃省老年人照看孙子女会获得更多 的经济支持 。 浙江省老年人健在子女数越多 ，

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而甘肃省健在子女数越多 ， 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浙江省 ， 老

年人非同住子女越多 ， 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而甘肃省情况则相反。 浙江省老年人

１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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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子女见面次数越多 ， 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而甘肃省情况相反 。 浙江省在婚老年

人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高于非在婚老年人 ， 而甘肃省则相反 。

７ ．５ ．２ 不同年龄对比分析

表 ７
－

３ 显示 ， 基期 ＡＤＵ 慢性病 、 抑郁症状况越差 、 个人收入越高 、 照看孙

子女 、 过去
一

年见到孩子的次数越多 ， ６０
－

６９ 岁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而 ７０

岁 Ｗ上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基期 自评健康越差 ， 对 ７０ 岁 上老年人获得

经济支持的影响越大 ， 并在 ０ ． ０ １ 水平显著 。 老年人个人收入越高 ， ６０
－

６９ 岁 老

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７ ０ 岁 レッ上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第
一

份工作性质

越差 ， ６０
－

６９ 岁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而 ７ ０ 岁 上老年人获得的越少 ； 非

同住子女越多 ， ７０ 岁 上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且在 ０ ． ０日 水平显著 ； 健在

兄弟姐妹越多 ， ６ ０
－

６９ 岁老年人较 ７０ 岁 Ｗ上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更多 ； 老年人

居住地离子女越远 ，
７ ０ 岁 上老年人较 ６０

－

６９ 容易获得子女更多的经济支持 ；

子女收入越高 ， ７ ０ 岁 ！＾上老年人越容易获得更多 的经济支持 ； 受教育水平越高 ，

７０ 岁 上老年人较 ６ ０
－

６ ９ 岁老年人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 ， 并在 ５％水平显著 ； 对

于吸烟的老年人 ， ６ ０
－

６９ 岁老年人较 ７ ０ 岁 上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少 ， 并在 ０ ．０ １

水平显著 。 饮酒的老年人当 中 ， ６０
－

６ ９ 岁老４人较 ７ ０ 岁 Ｗ上老年人获得经济支

持少 。

７ ． ５ ．３ 不同 自评僅巧状况对比分析

如果基期 ＡＤＬ 差 ， 报苦期 自 评健康好的老年人好的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少于

自评健康差的老年人 ， 并在 ０ ． ０ １ 水平显著 ； 如果基期 自评健康差 ， 报告期 自评

健康状况也差的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显著小于 自 评健康好的老年人 ， 并在 ０ ．０ １

水平显著 。 基期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则 自 评健康不好的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多

于 自评健康好的老年人 ， 并在 化 ０ １ 水平显著 。 有医巧保险且 自评健康好的老年

人获得经济支持少于 自评健康差的老年人 ， 并在 ０ ．０ １ 水平显著 。

７ ． ５ ． ４城乡状况对比分祈

表 ７
－

４ 中模型 Ｉ 、 模型 ＩＩ 显示 ， 城市老年人 ＡＤＬ 越差 ， 获得经巧支持越多 ，

但不具有显著性 ， 而农村老年人 ＡＤＬ 越差 ， 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而且在 ０ ． ０ ５ 水

平显著 ； 自评健康对农村老年人获取经济支持影响的程度与显著性都高于城市老

年人 ； 养老保险对城市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挤出效应 ， 无论是影响程度还是显

著性都远远高于农村老年人 ； 城市老年人子女与其联系次数越多 ， 得到 的经济支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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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越少 ， 但农村老年人子女与其联系次数越多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且在 ０ ． ０５ 水

平显著 ； 城市男性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规模高于女性老年人 ， 并在 ０ ． ０５ 水平显

著 。

表 ７
－

４经济支持规模巧响因素 （城乡 、 居住模式 、 婚姻状况 ）

？ＩｆＨ
￣

？ｅ１非在婚

模型 Ｉ模型 丑 模型ｍ模型 ＩＶ模型Ｖ模型ＶＩ

固定效应

基期ＡＤＬ ０ ． ２ ５６
－

０ ． ５８ １

＂
－

０ ． ４０ １－

〇 ．３９９

＊

－

〇 ． 的８

＊＂

０ ． ０ １ ０

基期慢性病 ０ ． ５巧０ ．１ ４９０ ． ０３８０ ． ３ ３４
－

〇 ．３ １ ２
－

〇 ．１ ６ ２

基期抑郁症 ０ ． ２ ５ ００ ．３ １ ００ ． ３９３０ ． ９ ５２
－

０ ．１ ２８０ ． ９ ５ ８

＊

基期 自评健康－

０ ． ０２４
－

０ ． ４２ ７

＊ ＊

－

０ ． ２別
－

０ ． ８４０

＂ ’

－

〇 ．５９０

＂ ＊

－

０ ． １６２

基期获得经济支持 １ ． ３ １ ４

” ‘

０ ． ３４６

＂ ’

０ ． ２巧
＂

０ ． ４４广
’

０ ．２ ９ ５

’ ’ ’

０ ． ４８ １

’ ’ ’

个人收入－

０ ．１巧
－

０ ． ０９ ７０ ．０４ ７０ ． ０ ７２０ ． ０ １ ３ ０ ． ４３ ７

医疗保险－

０ ． ４９ ５
－

０ ． ４８０－

０ ． ３ ３２
－

〇 ．９巧
－

１ ． １６３

‘＂
－

０ ． ０ ５ １

养老保险－

０ ． ３ ９ １

‘＂
－

０ ． ０６６－

０ ． ０９ １０ ． ０８４
－

０ ． ２４８

＂
－

０ ． １ １ ０

第
一

份工作 ０ ． １ ２２０ ． ０３ ８－

０ ． ０ ３ １
－

〇 ．２４ １

＂

０ ．１９ ５

‘

０ ． ００ ５

生活水平－

０ ． ０８３０ ． ０ ２２
－

０ ． ００５
－

０ ． ０４４
－

０ ． ０３ １ ０ ．口 ？

照看孙子女－

０ ． ２２２
－

０ ．２８８
－

０ ． ２６６０ ．１ ４９
－

０ ． ７９３

＂

－

０ ． ２５４

健在子女数 ０ ． ０４９
－

０ ． ３ ０ ５０ ． ０６４０ ．
－

１ ．１ ７户
‘

－

０ ．１ ６２

非同住子女数－

０ ． １ ２ ３０ ． ５４ １－

０ ． １ ． ６４６

’＂

０ ． ５ ９ ７

＂ ’

健在兄弟姐妹数 ０ ． １ ２ ５０ ． １ １ ０

＂

０ ． ０ ８ ５０ ． ０２８ ０ ． ２ ５ ３

＊＂

０ ． ０ １ ４

过去一年见到孩子次数０ ． ０５８
－

０ ． ０挑－

０ ． ０ １ ６
－

０ ． ３ ０ １

＂

０ ． ００ ３－

０ ． ２４４

＊

过去
一

年与孩子联系次数－

０ ． １ ７ ６０ ．１ ７３

＂

０ ． 化９
＃

０ ．２ ７０

’

－

０ ．０８ ４０ ． ０ １ ４

离 自 己最近的子女居住地－

０ ． ０４３０ ．１ ７００ ． １ ５６０ ． ０２２０ ． ０ １ ９ ０ ． ２０８

收入最高的子女收入情况０ ．１ ６ １０ ． ３４ ３

＂ ’

０ ．２ ９２

＊

０ ．２６６

＊＊＊

０ ． ６６ ８

…

０ ． ３ ６６

＂’

婚姻 （非在婚＝０ ） ０ ． ９０ ７
－

０ ． ０２４０ ． ２ ３８
－

１ ． ２ ３ ９－－

教育程度 ０ ． ０５ ３０ ． ２巧
＊ ＊

０ ． ０ ７ １
－

０ ． ０巧０ ． ２８０

＂

０ ． ０４ ３

户 日 （农村＝
０ ）－－

 ０ ． ００４０ ． ６６９

＊

－

０ ． ８ １ ５

＂

０ ？３郎

性别 （ 男性＝
０ ）—

１ ． ７８ ３

＂

０ ． 日 ０４
—

０ ． ２６４０ ． ３ ７４
－

０ ． １ ２ ７ ０ ． ８２ ５

＊

年龄 ０ ． ０２ ２
－

０ ． ００ ４０ ． ００２
－

〇 ．０ ：３ ６－

０ ． ０ １ ６－

０ ． ０ ３ ４

＊

吸烟－

２ ． ０２６

’＂

－

０ ． ４０ ５

’

－

０ ． ４３５
－

０ ． 巧 ５
－

０ ． １ ０ ２０ ． ５ ５ １

饮酒－

０ ． ７ ５ ５－

０ ． ０巧－

０ ．１ ２００ ． ３ ５３
－

０ ． ０６ ００ ． ４３０
＊

社区文盲 ／半文盲比例０ ． ０ １ ７０ ． ００ ７０ ． ０ １ ０
－

０ ． ００６０ ． ００６
－

０ ． ００ ７

社区经济状况 ０ ． ８９６
＃－

０ ． ２６６０ ．１说
－

〇 ．４６８

＊ ’

－

〇 ．５ ７ ９

＊

０ ． ６ ７９
＃

１ ４２





山 东大学博±学位论文


续表 ７
－

４经济支持规模影咱因素 （巧乡 、 居住模式 、 婚姻状况 ）

ＳｍｍＨＷ１
￣

Ｗｍ非在婚

模型 Ｉ模型 ｎ模型血 模型 ＩＶ模型Ｖ模型ＶＩ

ＭＲ
－

０ ． ２ ５ ９０ ． ９２ ７
－

〇 ．２ １ ０２ ．１ ３３４ ． ８ ３ ２

＊ ＊

－

１ ． ６２ ７

常数项 ６ ．１ ３ ８

＊＊

３ ． ８９２

＊ ＊

５ ． ３ ７０

＊

７ ． ７０ ７

…

０ ． 的 ４４ ． ３ １ ５

＊ ＊

样本量 ６２ ２８ ０２ ３ ３ １ ０ ９２朗 ８４

Ｐ 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 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 ００ ． ００ ００ ． ０ ０ ０

随机效应

斜率 ３ ． ４２ ｅ
－

１ ２０ ．１ ５４６ ．１ ９ ｅ
－

ｌ ｌ１ ． 巧ｅ
－

１ ２８ ． ０４ｅ
－

〇 ７１ ． ３４ ｅ
－

〇８

截距


１ ． １ ２ ５０ ． ３３ ３０ ． 的 ０９ ．７ ８ ｅ
－

１ ２０ ． ４９４ ３ ．１ ５ ｅ
￣

０８

＃

表示 ＾０ ．１ ５
，

’

表示 ｐ 〈０ ．１ ０
，

‘ ‘

表示 ｐ 〈 ０ ．０ ５
，表示 ｐ ＜０ ．０ １ ． 独居老人包括 ： 子女既不和老

人同住也不在附近社区居住两种情况 。

７ ． ５ ． ５ 不同居住模式对比

模型扭 、 模型 ＩＶ显示 ， 健康状况对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 ， 无论

是从影响程度还是从显著性方面 ， 都明显高于独居老年人 ； 在婚非独居老年人获

得经济支持规模远远低于在婚独居老年人 ； 与子女见面次数对非独居老年人获得

经济支持的影响更大和更为显著 ； 城市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远远高于独居

老年人 ， 女性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高于女性独居老年人 ； 年龄越大独居老

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而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社区经济发展水平

越高 ， 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并在 ０ ． ０５ 水平显著 。

７ ． ５ ． ６ 不同巧烟巧况对比分析

模型 Ｖ 、 模型Ｗ显示 ， 在婚老年人 ＡＤＬ 越差 、 自评健康越差 ， 获得经济支持

越少 ， ０ ． ０ １ 水平显著 ； 医疗保险和养老保对在婚老年人的挤出效应远远高于非

在婚老年人 ； 是否照看孙子对在婚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大于

非在婚老年人 ； 与孩子见面次数更容易降低非在婚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 ； 同样的

受教育程度 ， 在婚老年人更容易获得经济支持 ； 在婚农村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规

模高于在婚城市老年人 ； 非在婚老年人中 ， 城市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窩于农村老

年人 ； 在婚老年人社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 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而非在婚老年人

则相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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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对影响代际经济支持的 因素进行 了研究 ， 通过 Ｌｏｗｅｓｓ 发现 ， 地区 、

性别 、 年龄 、 老年人收入 及老年人健康状况都会影响老年人获得代际经济支持

的概率和规模 。

通过 Ｈｅｃｋｍａｎ
－

ＨＬＭ 模型发现 ， 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差 ， 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越

低 。 如果基期获得经济支持 ， 则报告期更可能获得经济支持 。 老年人收入越高 、

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者 、 照看孙子女的老年人 、 老年人生活水平越低 、 健在子

女数越多 、 子女居住地离老年人越近 、 与子女联系次数越多 、 社区经济状况越好 ，

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越低 。 第
一

份工作的性质越差 、 非同住子女数越多 、 与子女

见面次数越多 、 子女收入越高 ， 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越高 。

分样本进行 Ｈｅ ｃｋｍａｎ
－

ＨＬＭ 模型发现 ， ＡＤＬ 越差的老年人 ， 获得经济支持的规

模越小 ， 但对经济支持规模的影响在甘肃省表现得更为重要和显著 。 在浙江省 ，

慢性病和抑郁症越严重 ， 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越大 ， 和甘肃省情况相反 。 自评健

康越差 ， 浙江省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规模越小 ， 而甘肃则相反 。

ＡＤＬ 越差 ， 城市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而农村老年人则相反 ； 自评健康

对农村老年人获取经济支持影响的程度与显著性都高于城市老年人 ； 养老保险对

城市老年人影响程度远远髙于农村老年人 ； 子女与其联系次数越多 ， 城市老年人

得到的经济支持越少 ， 但在农村则相反 ； 城市男性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规模高于

女性老年人 。

健康状况对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 ， 无论是从影响程度还是从显

著性方面 ， 都明显高于独居老年人 ； 与子女见面次数对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

持的影响更大和更为显著 ； 年龄越大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而非独居老

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社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 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

少 。

在婚老年人 ＡＤＬ 越差 、 自评健康越差 ， 获得经济支持越少 ： 医疗保险和养老

保对在婚老年人的挤出效应远远高于非在婚老年人 ； 是否照看孙子对在婚老年人

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大于非在婚老年人 ； 与孩子见面次数更容易 降

低非在婚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 。 而且 ， 中 国 的代际支持动机存在地区与城乡差异 。

１ ４４





山 东大学博±学位论文


第八章 经济支持与健康双向因果关系机理研究

本章利用第六章和第屯章的研究过程与结论 ， 首先分析了代际经济支持影响

老年健康的机理 ， 然后分析 了老年健康影响代际经济支持的机理 。 本章 内容即是

对第六章和第走章研巧结论的讨论 ， 也为第九章的结论与建议打下 了基础 。

８ ． １ 代际经济支持巧响健康的抓宙

１ ９ ８ ２ 年 ， 英国著名 的布莱克报告指 出 ， 英国 虽然推行 了全民健康保险制度 ，

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 ， 其健康状况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说 明社会经济地

位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了重要影响 。 其中 ， 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 口健康的 中介机制

或机理 ， 自 ２ １ 世纪 （＾
］

？来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 。 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 学者们

将这
一

机理总结为四个方面 ： 物质或者结构机制 ， 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医疗服

务的可及性及质量 ， Ｗ及生活和工作环境等与收入相关的 因素对健康产生影响 ；

生活方式机制 ， 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饮食 、 体育活动与吸烟饮酒等与收入相关

的因素影响健康 ； 社会也理机制 ， 认为狂会经济地位通过产生压力与负面情绪进

而影响身也健康 ； 社区邻里环境与上述因素交互作用 的机制 己有研究

大多是基于上述四个方面的某
一

方面甚至其中 的某
一

个变量进行的讨论 ， 而且有

些研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机制是生活方式 。

８ ． １ ． １ 经济支持健康效应一对 ＡＤＬ 的影响

第六章的研究发现 ， 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老年人 ＡＤＬ 的改善 ， 这与部分已有

研巧结论并不
一

致。 如王萍 ， 李树巧 （ ２０ １ １ ） 的研究发现 ， 老人获得经济支持加

速 了老年人 ＡＤＬ 的衰退速度 ，
二位作者 自 己也认为这样的结果有惇于常理 ， 并用

＂

代际支持对健康状况的选择效应
＂

进行了解释 ， 认为是老年人 ＡＤＬ 衰退导致了

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依赖 ，
二位作者又说 ， 不可否认的是 良好的经济支持能够

改善老人 ＡＤＬ 的发展趋势
＂ ５

３

。 本研究认为 ，
二位作者的

＂

健康选择效应
＂

其实就

是反向因果关系 ， 也就是作者未能很好的处理内生性问题 。

表 ６
－

２ 模型 Ｉ Ｉ 在加入
＂

政府转移支付
＂

控制变量后 ， 获得经济支持的健康效

应无论是影响程度还是显著性都有所提高 ， 说明
＂

政府转移支付
＂

和
＂

获得经济

支持
＂

负相关
＂ ７＂

， 也就是说 ， 如果老年人能获得更多 的政府帮助 ， 可 减轻子

１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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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供养负担 。 同时 ， 模型 ＩＩ 与模型 Ｉ 相 比 ， 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无

论重要性还是显著性 ， 都有所降低 ， 说明政府转移支付和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正

相关 ， 也就是政府转移支付越多 ， 老年人向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可能越多 。

表 ６
－

２ 模型 ＩＶ加入家庭因素后 ， 不但经济支持对健康的影响程度加大 （系数

由
－

０ ．２ １ ３ 变为－

０ ．２４３ ） ， 而且统计显著性増强 （有 ０ ． １ 水平上显著变为 ０ ．０ ５ 水

平上显著 ） ， 说明家庭特征与经济支持负相关 。 这
一

点也可 从第五章 中 图 ５
－

１ ０

（经济支持 （删除极值 ） 与见面次数关系 图 ） 得到验证 ： 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老

年人与子女见面次数越少 。 与子女同住或家庭规模越大 ， 家庭成员可能会对老年

人提供更多的 日 常照料 ， 这样就会可能会减少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提供 ， 使得经

济支持的健康效应 出现边际效应递增现象 。 家庭的规模越大和健在的子女数越

多 ， 越不利于老年人的 ＡＤＬ ， 可能的原 因是家庭越大 ， 老年人获得家人照料越多 ，

而实际上多做家务劳动会减缓老年人生活 自理的衰退速度 ； 同样道理 ， 子女如果

为老人提供了较多的经济支持 ， 就会减少对老年人 日 常照料的提供 （见图 ５
－

１ ０ ） ，

送同样会迫使老年人 自 己动手做家务 ， 反而有助于老年人 ＡＤＬ 的提高 ， 体现 了 用

进废退理论 ｆ
ｉ ３２

ｌ

。

表 ６
－

２ 模型 Ｖ加入基期健康状况后 ， 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无论是影响程度还

是显著性都有所降低 ， 说明基期 （ ２００８ 年 ） 的健康状况和基期的经济支持正相

关 ， 也就是基期健康状况越好 ， 获得的经济支持越多 ， 健康状况越差 ， 获得经济

支持少 （送
一

结论可＾从第＾：章得到验证 ） 。 另外 ， 基期 ４化 对报告期 义０ １＾ 的影

响重要且显著 ， 说明报告期的 ＡＤＬ 和基期 ＡＤＬ 正相关 ， 既说明健康具有
一

定程度

的稳定性 ， 也说 明模型 中加入基期健康状况的必要性 。

表 ６
－

２ 模型ＶＩ进
一

步加入社区控制变量后 ， 经济支持健康效应的重要性和显

著性都进
一

步降低 ， 说明社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服务水平会影响经济支持健康

效应的发挥 ， 也就是社区医疗服务水平相当于起到 中介作用 ： 社区经济发展水平

越高 ，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可能越多 ， 边际效应降低 ； 社区医疗服务水平越髙 ，

老年人越容易得到及时优质 的医疗服务 ， 边际效应也会因此降低 。

老年人 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有利于老年人 ＡＤＬ 的改善 ， 但不具有统计显著

性 。 原因可能有两方面 ，

一

是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本身可能身体就比较健康 ，

也就是变量间具有反向 因果关系 。 本研究中 的受访者年龄都超过 了６０ 岁 ， 其子

女多 已成家立业 ， 此时老年人仍能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 很可能是老年人具有较

１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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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并能获得
一

定的收入 ， 允许其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 而且这
一

行为也未对其健康构成威胁
＂５

１

， 而未能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者 ， 可能是老年人本

身 ＡＤＬ 很差 ， 没有能力为子女提供 ， 也就是说可能存在
＂

自选择偏误
＂

， 但 由于

本研巧采用 自变量滞后于因变量四年 ， 所 １＾＾存在
＂

自选择偏误
＂

的可能性较小 ，

除非老年人的 ＡＤＬ 状况在几年之 内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 。 二是提供经济支持的老

年人可能需要经常参加劳动 ， 延缓了 身体机能的衰退 ， 运些有利于改善 ＡＤＬ ， 尤

其对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老年人更是如此 。

８ ． １ ． ２ 经济支持值康效应一对慢性巧的影响

第六章的研究发现 ， 获得经济支持 ， 可 降低慢性病发病率 。 原因可能在于

经济状况的改善可 ！＾ ＾１减轻各种危险因素的不利影响 ， 老年人也可 ＾选择更健康的

生活方式 ， 从而降低慢性病发生概率 。 社会医学的深入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 ，

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包括生理遗传因素 、 行为危险因素和狂会危险因素 。

表 ６
－

３ 模型 ＩＩ 中在加入
＂

政府转移支付
＂

控制变量后 ， 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

的健康效应无论重要性还是显著性 ， 都有所降低 ， 说明政府转移支付和老年人提

供经济支持正相关 ， 也就是政府转移支付越多 ， 老年人向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可

能越多 。 模型迎中加入医疗服务可及性变量后 ， 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并无 明显变

化 ， 说明慢性病 的形成和治疗是个长期过程 ， 短期的医疗服务难 Ｗ改善慢性病症

状 ， 也因此提醒卫生服务部 口 ， 防病重于治病 ， 应加强对居民的健康教育 ， 积极

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

基期 自 评健康和慢性病状况对报营期慢性病 的显著影响再次证明健康具有

相对的稳定性 ， 经济支持在短期 内对慢性病 的影响可能局 限在缓解慢性病层面 ，

难 Ｗ仅仅依靠经济支持来实现慢性病的彻底好转 。

加入社区变量后 ， 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消失 ， 说 明社区 因 素对改善老年人健

康起到 了 中介作用 。

８ ． １ ． ３ 经巧支持健庚效应一对抑辄症的影响

表 ６
－

４ 中六个模型都显示 ， 获得经济支持能显著改善老年人抑郁症 ， 说明获

得经济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症有保护效应 ， 这
一

结论与 国 内 外的许多研究相
一

致

Ｋ ７５ １

。 经济支持对必理健康的影响 ， 有两种解释 ：

一

是缓冲器假说 ， 认为经济支持

的健康促进效应在于它能缓冲应激性事件对健康的损害 ；
二是独立作用假说 ， 即

认为无论生活事件存在与否 ， 经济支持都会对健康产生直接作用
Ｗ＂

。 而无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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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假说 ， 都是认为经济支持对身也有正向积极的作用 。 沈调英 、 陈正平等在浙江

省绍兴县的精神疾病调研结果证明 了这
一

点 ： 精神病患者家庭人均收入 ６７ ．２％在

最低生活保障线 Ｗ下 ， 其中仅有 ２ ７ ． ０％的贫困家庭获得政府转移支付
１
２７＂

。 此外表

６－４ 显示 ， 个人收入的提高有利于保持 良好的精神状态 ， 可能的原因是收入高的

老年人大多拥有较高的家庭地位 ， 可能换来子女对 自 己更好的照顾和精神上更多

的慰藉 ， 有利于也理健康
ＢＷ

， 也可能是收入高的老人更容易获得医疗服务 。 不

过 ， 国外研巧也发现了相反的结论 ， 认为子女向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有可能导致

老年人私理抑郁ＰＳ
ｌ

。这些不
一

致的结论可能和研究对象的选择Ｗ及研巧方法的应

用有关 ｆ
ｉｎ

ｉ

。 如果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超过了
一

定范围 ， 可能就会给老年人造

成
一

定的也、理压为 ， 也就容易导致屯、理疾病的产生 。

８ ． １ ． ４ 经济支持健巧效应一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表 ６
－

５ 中 的六个模型均显示 ， 获得经济支持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

度 。 郭志刚等学者 曾有类似的结论 ： 有足够经济供养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明显

高于那些生活供养不足的老年人 ， 其优势 比为 ３ ．７４ 倍
Ｗ

。 楽文敬等人的研究也

表明个人经济能力对个人也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正向促进影响 经济支持对

生活满意度的促进机制可Ｗ用
＂

主效应模型
＂

的増益作用进行解释 。 该模型认为 ，

无论个体面临压力与否 ， 完善的社会支持都能促进个体健康 （了宇等 ， ２ ００巧
＂８＂

。

如果老年人晚年生活缺乏必要的保障 ， 而这种需求缺失恰好能 由子女提供的经济

支持进行填补 ， 那么 ， 此时的经济支持不但可 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 完善老

年人机体机能 ， 更可 使其感受到亲情 ， 感觉也情愉悦 ， 能提升其生活满意度 。

因为在注重
＂

孝
＂

文化的 中 国 ， 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体现的不仅仅是养老义务 ，

更体现了子女对老年人的敬重 ； 同时 ， 子女能够从经济上赡养父母 ， 也从
一

个侧

面反映 了父母养儿育女的成功 ， 实现了
＂

养儿防老
＂

的 目 标 。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也符合中 国家庭养老的
＂

反馈模式
＂

， 在老年人看来也是人生价值的实现 ， 在熟

人面前感觉脸上有光 ， 可 １＾
＞１感受到家长权威的存在 ， 这种也理满足感也提升了其

生活满意度 。

加入社区控制变量后 ， 经济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 及显著性都有所

降低 ， 说明社区 的经济发展水平 、 医疗水平对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有
一

定的替代

作用 。

１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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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 １ ． ５ 经济支持佳巧巧应一对自评值巧的影府研究

表 ６
－

７ 说明获得经济支持能提高老年人综合健康一一 自评健康 。 老年人接受

子女的经济支持是子女的反哺行为 ， 是老年人养老的保障 ， 符合中 国 的传统 。 但

是 ， 无论是图 ６
－

１ ７ ， 还是表 ６
－

７ 回归结果都显示 ， 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既无经

济性 ， 也无显著性 。 原因应该在于 自评健康的综合性 。 已有研究认为 ， 健康是多

种 因素的结果 ， 经济因素只是其中众多 因素之
一

， 而子女的经济支持又是经济因

素很小的
一

部分 。

结合第六章 內容 ， 本研巧还发现 ， 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随控制变量的增加而

降低 ， 这表明如果模型分析中不考虑化区环境及家庭背景等控制变量 ， 容易髙估

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 ， 但模型的基本结论没有因为加入新的变量而变化 ， 说明结

论是稳健的 。 另外还发现 ， 加入
＂

能否及时看病
＂

变量后 ， 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

更 明显 ， 说明经济支持与医疗服务可及性负相关 ， 也就是说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越

强 ， 老年人需要的经济支持可能越少 ， 因此 ， 要想降低老年人对家庭代际经济支

持 的依赖 ， 应提島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可及性 。

８ ． １ ． ６ 经济支持佳巧效应一分样本研究

表 ６
－

８ 、 表 ６
－

９ 的结果说 明 ， 获得经济支持更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或家庭经

济条件差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改善 。 贫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 体力和劳动能

力会越来越差 ， 谋生机会越来越少 ， 也就会失去固定的经济来源 ， 这种情况下 ，

老年人
一

旦患病 ， 往往不能及时就医 ， 而病情进
一

步加重 ， 比如会影响老年人的

也理健康 。 因此 ， 对于生活困顿的老年人 ， 如果政府提供的低保 、 五保等社会保

障政策能及时给予他们相应的经济支持 ， 能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所需 ， 必将极大

减轻其也理负担 ， 促进其也理健康 （楽文敬 ， 赵英丽 ， ２０ １ ３ ） 。 由此可Ｗ认为 ，

贫困老年人往往伴随着较差的也理健康水平 ， 获得经济支持对对于改善老年人也

理健康 ， 比如控制老年人抑郁症发病率 ， 有重要意义 ； 向子女 ／孙子女提供经济

支持 ， 也能在
一

定程度上降低老年人抑郁症发病率 。 贫困老年人家庭经济压为会

给老年人带来沉重的屯、理压力 ， 也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 最终间接影响老

年人的也理健康 。

经济支持健康效应存在城乡 差异 。 本研究发现获得经济支持对于降低农村

老年人 ＡＤＬ 发病率效果更明显 ， 可能的原因是城市经济水平较农村高 ， 农村老年

人对经济支持更敏感 。 获得经济支持能更有效地降低农村老年人的抑郁症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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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 更有利于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 可能的原因是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

保障程度较差 ， 能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 ， 既能解决生活后顾之忧 ， 减轻也理压力 ，

又能使 自 己在周 围邻居面前感觉有面子 ， 送些都能促进农村老年人的也理健康 。

获得经济支持更有利于降低农村老年人的慢性病发病率 ， 原因可能是慢性

病 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 对于慢性病 比较严重的老年人 ， 经济支持所起

的改善作用微乎其微 。 而当前的情况恰恰就是城市老年人患慢性病的比例较农村

老年人高 ， 所 １＾
＞１城市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对改善慢性病患病率效果并不明显 。 城

乡老年人慢性病之所 ［＾存在差异 ， 这可能与城市生活压力大 ， 日 常活动少有关 ，

而且城市老年人营养过程 、 不健康饮食更为常见
ｎ ｓｓ

ｉ

。 城市老年人饮食结构 中 ，

高脂肪 、 高热量的膳食 占 了较大比例 ， 而且城市老年人 日 常活动空间有限 ， 静

坐为主 ， 而农村老年人则经常从事
一

些农业劳动 ， Ｗ及城市空气质量较农村差 ，

这些差异都会导致慢性病患病率的不同
＂８ ＩＵ ２８ ２Ｕ ２８３

］

。

经济支持在城乡老年人抑郁症方面健康效应差异 ， 也体现了城乡二元经济社

会结构和文化差异 。 中 国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 自 给 自 足的农业经济满足经济需

求 ， 依靠配偶和 同住家人来满足 日 常照料需求 ，

一

旦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其健康

效应往往比较显著 ； 而城市老年人经济上的需求基本依靠制度性收入来满足 ， 具

有较高的保障程度 ， 因此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健康效应较差 。

获得经济支持对低龄老年人满意度的影响更大 ， 原因可能是高龄老年人本身

生活满意度较髙 ， 获得经济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出现了类似
＂

边际效用
＂

递

减的现象 。 至于年龄越大满意度越高的原 因 ， 可能有两个方面 ： 第
一

是
＂

选择效

应
＂

， 即 屯、态好 、 容易满足的老年人 ， 更容易长寿 ， 也就是说长寿者往往是也态

者 ； 第二是年龄越长者经历的生活磨难越多 ， 而磨难使其更豁达 ， 更容易满足 。

本研究还发现 ， 获得经济支持对在婚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

其中 的原因可能是在婚家庭的老年人本身生活满意度较高 ， 能获得子女经济支持

会进
一

步激发其生活热情 ， 幸福感更强 。 在家庭关系方面 ， Ｍｏｒｒｉ ｓ 的研究揭示 ，

家庭关系 ；＾＾及相互依存的关系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正巧关
＾８４

１

。 在婚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高于非在婚老年人 ， 这
一

点 ， 郭志刚有类似的发现 ： 非独居老人中满意

度发生 比是独居老人的 １ ． ６ ５ 倍 。 配偶在 日 常生活中 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支持对老

年人的晚年生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

少年夫妻老来伴
＂

说明 了配偶在老年人

日 常生活中 的重要性 。

＂

孝顺儿子不如半路夫妻
＂

说明老年夫妇也理上相互依赖 ，

１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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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彼此照料都有助于増加生活的满意度
１Ｗ

。

获得经济支持对降低非在婚老年人抑郁症发病率效果更好的原 因可能在于

婚姻关系的贡献 ： 在婚老年人可Ｗ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 其中配偶的支持对也理

健康尤为重要
Ｉ
２８５＂ ２８Ｗ

， 而非在婚老年人可能更容易对 目 前的家庭结构产生不满 ，

而这种不满与也理健康是密切相关的
Ｋ ｓｎ

， 此时获得经济支持会弥补对这种家庭

结构的缺憾 ， 因此健康效应会更显著 。 本研巧还发现 ， 除 了经济支持会对老年人

抑郁症发病率产生影响外 ， 婚姻状况和性别对抑郁症发病率也有重要而显著的影

响 。 在婚老年人的抑郁症严重程度远远低于非在婚老年人 ， 且在 化０ １ 水平显著 。

现今 ， 中 国老年人比 往任何时期更有可能独居 ， 而独居恰恰会损害老年人的认

知功能
Ｐｑ

， 其原因可能是独居老年人缺乏家庭温暖和家庭交流 ， 孤独感会高于非

独居者
［
２ ８ ８

］

， 也就是说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是
一

种增强个体也理弹性的支持性资

源ＰＷ ｌ

， 家庭完整是老年人也理健康的支持和基础 ， 男性通过配偶获得 日 常生活

照料和情感支持 ， 女性通过配偶获得屯、理慰藉及可能的经济支持ＰＷ Ｉ

。 与子女 同

住的老年人享受到更多 的照料和经济上的支持 ， 有利于也理健康ＰＷ
。 独居老年

人不仅缺乏经济支持 ， 即使他们获得 了
一

定的经济支持 ， 这种支持在缓解独居老

年人抑郁症状水平上的作用也 比在与其他人共 同居住的情况下要弱得多 Ｐ９２
］

。

８ ． ２ 值庚等因＊影喃经济支持的机理

应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ＨＬＭ 模型分析发现 ， 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差 ， 老年人获得经济

支持的概率越低 ， 但获得经济支持规模的变动方向和病种有关 。老年人 ＡＤＬ 越差 ，

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越小 ， 原因应该是 日 常活动能力很差的老年人更需要的是 日

常照料 ， 而不是物质 的帮助 。 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和抑郁症趙严重 ， 获得经济支持

的概率越低 ， 但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会越大 ， 这
一

点和老年人患 ＡＤＬ 疾病不同 ，

因为患慢性病或抑郁症严重的老年人可能会丧失工作能力 ， 但
一

般还会具备 日 常

生活能力 ， 如果有足够的经济支持 ， 基本上能够生活 自理 。 自评健康是全面反映

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综合性指标 ， 也是主观性指标 。 老年人在 日 常活动能为丧失后 ，

需要别人照料时 ， 更容易将 自 我健康评价的较差 ， 这种情况下 ， 老年人获得的经

济支持较少而 日 常照料更多 。

但上述结论好像有惇常理 ， 人们
一

般认为健康状况越差 ， 获得经济支持应该

越多 。 而实际情况是 ： 在老年人健康状况恶化的初始阶段 ， 其获得的经济支持确

实会増加 ， 而健康状况
一

旦恶化到
一

定程度 ， 子女会减少经济支持的提供 ， 转而

１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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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 的 日常照料 。 为 了证明健康与经巧支持么间 的这种非线性关系 ， 在

Ｈｅｃｋｍａｎ
－

ＨＬＭ 模型 中可 引 入
＂

健康指标平方
＂

变量 。 表 ８
－

１ 列示的是 Ｗ

＂

健康

指标平方
＂

作为 自 变量的 Ｈｅ ｃｋｍａｎ
－

ＨＬＭ 回归 的部分结果 ， 为节省篇幅其余部分略

去 。 表 ８
－

１ 中 的 化化 ｉ ｔ 模型中各变量的系数全部为负值 ， 说 明 回归 曲线全部是

倒 Ｕ 型 ， 也就是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先是随着病情的恶化而上升 ， 随着病情的进

一

步恶化 ， 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转而开始下降 。 转移规模方程 Ｈｅｃｋｍａｎ
－

ＨＬＭ 模型

有类似的结论 。



表 ８
－

１ 经济支持影响因素 （全部样本 ）



变量 选择方程 Ｐｒｏｂ ｉ ｔ 模型转移规模方程 Ｈｅｃｋｍａｎ
－

ＨＬＭ模型

固定效应

基期ＡＤＬ平方－

０ ． １ ７８
－

０ ．６８４

“

基期慢性病平方－

０ ． ０ １ １ ０ ． １ ４９

基期抑郁症平方
－

０ ．２巧
－

０ ．０ １ １

基期 自评健康平方


－

０ ．０４ ８


－

０ ．４７ ７

＊ ＊ ＊



＃

表示 ｐ ＜ ０ ． １ ５
，

＇

表示 １ ０
，

＂

表示 ＾ ０ ．
…

表示 Ｐ 〈化 ０ １ ．

表 ７
－

２ 显示 ， 报告期获得经济支持的多少与基期获得经济支持的多少高度正

相关 ， 并在 ０ ． ０ １ 水平显著 ， 这
一

点也验证了第五章中
＂

交叉滞后模型
＂

的正滿

性 。 老年人收入越高 ， 其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概率和规模越小 ， 说明 中 国子女对

父母的经济支持是具有利他动机 。 但也学者利用父母拥有的资产作为变量研究其

对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 ， 结果显示出交换动机 （江克忠 ， 裴育等 ， ２０ １ ３ ）
ｔ
ｓｗ

。 不

过本研巧认为 ， 用
＂

父母拥有的资产
＂

来判断经济支持的动机不太合理 ， 因为中

国 的老年人遗产绝大多数会 自 动 由子女继承 ， 除非子女非常不孝 ， 所 子女为

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并非出于
＂

交换动机
＂

。

老年人拥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能降低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概率与规模 ， 原

因在于这两项社会保障能
一

定程度上解决老年人的经济需求 ， 也证明 了 中 国家庭

经济支持的利他动机 。 这
一

现象也可 Ｗ用经济支持
＂

填补理论
＂

进行解释 。 在社

会交换 、 代际转移理念的启 发下 ，
１ ９９０ 年代 ， 桂世励 、 倪波 （ １ ９９５ ） 提出子女经

济赡养父母的
＂

填补
＂

理论 ， 该理论认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规模应能够维持老

人正常生活 ＰＷ １

， 说明社会保障对子女 向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行为具有
＂

挤

出效应
＂

。 但 目 前学术界对此 问题并未形成
一

致性意见 。 顾佳峰 （ ２０ １的认为在有

１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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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资源的约束下 ， 社会支出会出现此消彼长ＰＷ
； 而凯恩斯

＂

乘数效应
＂

意味着

政府支出 的增加会带动 国 民收入的增长 ， 进而增强子女 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可

能 （陈太明 ， ２００７ ）
口Ｍ ］

。 Ｃａｇ細 （
１ ９５６ ） 认为社会保障具有认识效应 ： 养老金计划有

利于子女发现对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的重要性 。 蘭宏伟 、 奕文敬 、 杨霉 、 祝明银

（ ２０ １ ２ ） 等学者认为 ， 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是老人最为主要的社会保障 ， 对子女

向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具有
＂

挤入效应
＂

， 但存在性别 、 子女收入方面的差异

但本研巧认为 ， 从现实情况来看 ， 随着医疗保险对医疗费用 的报销 比例越来越高 ，

其最终还是
＂

挤 出
＂

了子女所提供的经济支持 ， 减轻了其负担 。

老年人第
一

份工作的性质往往反映了老年人能力与受教育水平 ， 工作性质越

好的老年人 （ 如机关 、 事业单位 ） 往往拥有更多的制度性经济俱障 ， 需要子女提

供的经济支持较少 ， 从侧面证实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具有利他动机 。

老年人和邻居相 比 ， 生活水平越高 ， 获得子女经济支持越少 ， 说明子女的经

济支持确实出于利他动机 ： 子女感觉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邻居相 比 已经不错了 ，

没有必要继续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 。

照看孙子女并不能给老年人带来更多的经济支持 ， 可能的原因是 ， 子女认为

照看孙子女是老年人应尽的义务 ， 而实际上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 老年人是很喜欢

为子女分担家庭负担的 ， 认为照顾孙子女是
一

种无酬但有经济价值的活动 ， 是贡

献家庭及
＂

老有所为
＂

的体现 。 国外研究者 Ｗ生命历程理论为分析框架 ， 认为个

体的生命历程与家庭成员联系紧密 ， 老年人会照看年幼的孙子女 、 经济支持年龄

大的孙子女
＂Ｗ Ｋ ９＂

。 照看孙子女不仅在中 国被视为老年人晚年生活不可或缺的 内

容 ， 即便是西方国家 ， 已有研究和政策也肯定和支持这种照顾
ＷＵ

。 另
一

方面 ，

能照顾孙子女的老年人 ，

一

般来说身体健康状况 良好 ， 无需子女提供更多 的经济

支持 ， 这也是利他动机的写照
？ ＂

。

子女数量越多 ，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和规模越小 ， 有惇常理 。 但有一

种可能就是 ， 老年人子女过多容易造成彼此在经济赡养父母方面相互推矮和
＂

搭

便车
＂

， 而在现实生活中 ， 也经常看到
＂

多子未必多福
＂

的案例 。 另外 ， 子女

多 的家庭 ， 往往处在经济落后地区 ， 而且子女多的家庭 ， 其子女受教育的概率及

受教育 的水平会降低 ， 产生了
＂

规模替代质量
＂

的现象 ， 而子女 自 身的经济实力

与意愿又是决定其是否提供经济支持的重要影响因素
Ｕ ９Ｗ

。

虽然子女多未必得到的经济支持多 ， 但是非同住子女数越多 ， 得到经济支持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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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和规模却越大 ， 并具有统计显著性 。 不住在
一

起的子女无法给予父母经常

性的 日 常照料 ， 往往会用经济支持替代 。

与子女见面次数增加 ， 会提高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 ， 但经济支持的规模会降

低 。 可能的原因是 ， 子女经常登口看望父母 ， 每次会带些礼物并帮助做家务 ， 但

总的经济支持的数量会有所降低 ， 可能体现了 日 常照料对经济支持的替代作用 。

与子女联系次数越多 ，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多 ， 可能因为子女与父母联系

并不能提供 日 常的照料 ， 需要用金钱来弥补 ， 也印证了 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

子女收入越高 ，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和规模越高 ， 也验证了在经济赡

养方面 ， 子女
＂

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

的结论 。

非在婚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更高 ， 并在 ０ ． ０ １ 水平显著 ， 获得经济支

持的规模也较大 ， 可能的原因是 ， 非在婚老年人缺少配偶的帮助 ， 需要子女更多

的经济支持 。

农村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高 ， 这可能与其制度性经济保障的缺失

有关 ； 同时 ， 农村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较城市老年人低 ， 可能的原因是农

村老年人消 费水平低 、 子女经济情况差 。

分样本逐步 回归发现 ， 在甘肃省样本模型 中加入老年人个体特征及生活习惯

后 ，
ＡＤＬ 状况对经济支持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都明显上升 ， 说明送些变量与 ＡＤＬ

负相关 ； 模型进
一

步加入社区变量后 ， ＡＤＬ 对经济支持的影响程度降低 ， 说明社

区变量与 ＡＤＬ 正相关 。 而浙江省并不存在送些情况 ， 说明个体特征及社区特征对

经济落后地区老年人 ＡＤＬ 的影响更显著 。 其他健康健康指标对经济支持影响 ， 在

浙江与甘肃两省之间都存在差异 ， 说明两省 的经济文化差异对经济支持产生 了重

要影响 。 浙江省老年人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子女提供更多 的经济支持 ， 而甘肃省则

相反 ， 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发达的浙江省 ， 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动机是交换

动机 ， 而甘肃省经济落后 ， 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是为了保障老年父母的晚年

生活 ， 出于利他动机 。

农村老年人 自评健康恶化对其获得经济支持规模的影响较城市老年人明显 ，

可能与城乡 医疗保障程度存在差异有关 。 城市老年人拥有的医疗保险种类及报销

比例可能高于农村老年人 ， 而农村老年人
一

般只有新农合 ， 所 Ｗ ，

一

旦老年人健

康状况很差的时候 ， 农村子女
一

般会提供更多 的照料 、 减少经济支持规模 。 而城

市子女因为工作忙等原 因 ，

一

般不会提供全天侯照料 ， 更可能花钱请护工 ， 因此

１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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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也不会减少太多 。

非独居老年人健康状况恶化后 ， 会得到家人更多 的 日 常照料 ， 因此获得经济

支持规模下降的幅度大于独居老年人 。 在婚老年人健康状况恶化后 ， 获得经济支

持规模下降的幅度显著高于非在婚老年人 ， 可能的原因是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人

有配偶的照料 ， 可 减少对经济支持的需求 。

１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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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结合第六章与第七章 的逐步 回归结果 ， 对代际经济支持与健康双向 因果

关系的机理进行了研究 ， 发现经济支持对健康的影响 ， 往往是通过改善医疗服务

可及性 、 缓解生存压力 、 影响 日 常生活 、 影响老年人的社会资本等途径实现的 ，

而且经济支持能缓冲周 围 比例环境对健康的冲击 。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 居住

模式不 同 、 年龄不同 、 经济条件不同 、 家庭构成不 同 、 婚姻状况不同 的老年人 ，

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存在差异 。 社会保障 、 政府转移支付等公共巧策对弱势群体

健康起到保护作用 。 经济支持对于増进贫穷 、 高龄、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更有效果 。

与 有研究结论不 同 的是 ， 本研究认为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其获取经济支持的

规模之间存在倒 Ｕ 型关系 ， 也就是老年人健康状况开始恶化的初始阶段其获得经

济支持的规模可能会上升 ， 但随着健康进
一

步恶化 ， 其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开始

降低 ， 取而代之的是子女提供的 日 常照料 。

中 国家庭经济支持的动机存在地区差异 、 家庭差异 、 甚至个体差异 ， 是多种

动机并存的状态 ， 但 Ｗ利他动机为主 ， 社会保障对经济支持存在
＂

挤 出效应
＂

。

经常看望老人 ， 会减少经济支持的规模 ， 说明 日 常照料对于经济支持具有
＂

替代

效应
＂

， 但写信 、 打 电话这种情感的交流 ， 并不能减少经济支持的规模 。

１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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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章在前面八章研究基础么上 ， 总结 了所用数据情况 、 指标的选取Ｗ及方法

学等 内容 ， 然后结合研巧结果提 出 了本研究的研究结论 ， 并提出 了相应的政策建

议 。

９ ． １ 本研究的方法学及指杨

９ ． １ ． １ 数据情况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数据 （ ＣｈｉｎａＨｅａｌ化ａｎｄ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ｕｒｖ巧 ， ＣＨＡＲＬＳ ） 。 ＣＨＡＲＬＳ问

卷在设计上参考了 与美国健康与养老调查 （
ＨＲＳ

） Ｗ及世界上其他老龄化调查项 目

（英 国老年追踪调查 （ ＥＬＳＡ ） ｉＵ及欧洲的健康 、 老年与退休调查 （ ＳＨＡＲＥ ） ） ，

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同时 ， 结合 了 中 国 的具体国情 ， 是用 分析中 国人 口老龄化 问

题 ， 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的高质量微观数据 。 项 目 组于 ２ ００８ 年在中 国

的两个省 （浙江和甘肃省 ） 进行 了试调查 ， ２ ０ １ ２ 年进行了追踪调查 。

考虑 了 中 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项 目 组抽取了经济最为发达省份之
一

浙江

省 ， Ｗ及经济最为落后的省份之
一

甘肃省 ， 而且两个省分别位于中 国 的东部沿海

地区和西部地区 。 考虑到同
一

省份 内各地区也存在地理位置 、 经济发展 、 文化传

统的差异 ， 项 目 组 Ｗ县 （ 区 ）
－

乡镇
－

村
－

居民作为抽样框 ， 采用 阳Ｓ 抽样方法 ，

使得所收集的数据资料具有层次性特征 ， 同
一

地区的样本具有
一

定的相关性 ， 而

非完全独立 。 数据这种分层特征使得其难 レッ满足传统统计模型所要求的随机误差

项分布独立性的假设

９ ． １ ． ２ 指巧选挥

健康评价指标 。 在卫生经济学的现有研究中 ， 对健康的衡量 ，

一

般分生理健

康和屯、理健康两个方面 ， 而 自评健康作为主观指标 ， 既能反映现有疾病 ， 也能反

映 己经有症状的疾病 ， 因此能够综合性地反映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 在
一

定程度上

甚至 比其他客观指标更全面与准确 。 考虑到经济支持对生理和也理健康的影响可

能存在差异 ， 本研究对老年人健康的测量既选择了客观性生理健康指标 ： ＡＤＬ 、

慢性病 ， 也选择了主观性屯理健康指标 ； 抑郁症 、 生活满意度 ， 还选择了综合性

１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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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指标 ； 自 评健康 。

关于健康效应检验过程中 自变量的选择 ， 本研巧借鉴健康生态学理论 ， 既考

虑 了微观层次的影响 因素 ， 也考虑 了宏观层次的影响 因素 。 具体来说 ， 老人个体

特征变量包括性别 、 年龄 、 婚姻 、 １ ５ 岁 时健康状况 、 基期健康状况及能否及时

住晓 ； 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括受教育水平 、 是否有医疗保险 、 个人经济收

入 、 政府转移支付 、 向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１＾及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 ； 老人

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户规模 、 是否与子女 同住 、 健在子女数 、 兄弟姐妹数及社会

资本 ； 社区变量包括社区文盲比例 、 社区经济状况 、 社区医院水平和县医院水平 。

这些健康影响 因素既考虑了老年人生理特征 、 遗传特征 、 社会经济地位 、 医疗服

务的可及性 ， 既与研究 目标相关 ， 又 比较全面 。 当然 ， 健康影响 因素及其复杂 ，

任何调研数据都不可能将所有因素都囊括进去 ， 而且 ， 有些因素可能对健康的影

响非常微小 ， 建模时也会删除 。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 因素选择 。 考虑到 已有研巧很多都从子女的角度

进行了相关研巧 ， 本研巧更多考虑的是老年人 自 身将征对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 ，

因此所选变量包括老年人基期 ＡＤＬ 、 基期慢性病 、 基期抑郁症 、 基期 自评健康 、

基期获得经济支持 、 个人收入 、 是否有医疗保险 、 是否有养老保险 、 第
一

份工作

的性质 、 生活水平 、 是否照看孙子女 、 健在子女数 、 非同住子女数 、 健在兄弟姐

妹数 、 过去一年见到孩子的次数 、 过去
一

年与孩子联系 的次数 、 离 自 己最近的子

女的居住地 、 收入最高子女的收入情况 、 婚姻 、 教育程度 、 户 口 、 性别 、 年龄 、

吸烟 、 饮酒 、 社区文盲／半文盲 比例和社区经济状况 。 之所 Ｗ选择基期 的健康状

况作为 自变量 ， 主要是为 了避免 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偏误 ， 因为虽然健康状况会影

响获得经济支持的多少 ， 但反过来 ， 经济支持也会影响健康 。 而健康状况往往具

有相对的稳定性 ， 用基期的健康状况既能避免 内生性问题 ， 也能基本反映报告期

的健康状况 。 另外 ，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往往具有惯性 ， 所 基期的经济支持也是

重要的影响因素 ， 实证分析部分也证实 了这
一

点 。 医疗保险 、 养老保险等社会保

障制度可能会
＂

挤入
＂

或
＂

挤出
＂

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 是否照看孙子女 、
１＾＾及

子女的 日 常照料等等都会影响经济支持的提供 。

９ ． １ ． ３ 方法学选择

健康效应研巧过程中 ， 学者遇到的 比较严重的 问题就是如何克服模型 的 内生

性 ， 其次就是生态学谬误问题 。 为 了 同 时克服 内 生性 问题和生态学谬误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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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两期滞后 因 果模型 与 多 次线性模 型结合 。 具体来说 ， 就是将广 义 多层

线性模型 中 的 自 变量用 基期 的 经济支持来巧 替 。 考虑到数据分层 的特点 ， 本研

究采用 多层线性模型 。 在经济支持影响 因素部分的研 巧 中 ， 考虑到存在大量的

未获得子女 的经济支持老人 ， 因此样本选择偏差难 ＾处避免 。 本研究借鉴研究者通

常采用 Ｈ ｅ ｃｋｍａｎ 两步模型进行纠偏 ， 同 时 ， 考虑到经济支持数据的多层性 ， 本研

究将 Ｈ ｅ ｃ ｋｍａｎ 模型和 多层线性模型 （化Ｍ ） 相结合 ， 构建 Ｈ ｅ ｃ ｋｍａｎ
－

ＨＬＭ 模型 。 为

了验证采用 多层次模型的必要性 ， 每
一

次 回 归之前都先计算群 间关联度系数 Ｉ ＣＣ 。

为 了 检验模型 的稳健性 ， 采用 了 逐步 回 归法 ， 也就是 回 归过程 中 逐渐 加 入

政府转移 支付 、 医疗服务 可及性 、 家庭特征 、 老年人健康状况 Ｗ 及社 区 状 况 等

控制变量 ， 结果发现经济支持 的 回 归 系数符号 保持 不变 ， 说 明模型稳健 的 。

通过 Ｈ ｅ ｃ ｋｍａｎ
－

Ｈ ＬＭ 模型进行经济支持影响 因素分析时 ， 分两步进行分析 ：

第
一

步 ， 分析各影响 因素对经济支持发生概率的影响 ； 第二步 ， 分析各影响 因 素

对经济支持发生规模的影响 。

９ ．２ 主要研究结论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 ， 可 得 出如下研究结论 ：

１ ． 双向经济支持有利于老年人身也健康

在考虑经济支持与健康之 间存在的 内 生性 、 时滞性 问题的基础上 ， 本研究发

现 ， 获得代际经济支持会对老人健康产生有利影响 。 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能够提

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 但对不 同群体的老年人而言 ， 这种影响并不具备
一

致性 ，

因此 ，

＂

哨老
＂

是否 降低 了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 不能
一

概而论 ， 不 同群体的感

受存在差异 。

２ ． 社区因素是经巧支持产生健康效应的重要中介变星

通过 ＨＬＭ 空模型计算的 Ｉ ＣＣ值可 看 出 ， 社区因素能解释老年人慢性病 、 Ａ化 、

抑郁症 、 生活满意度及 自 评健康的差异 的 １ ０％ Ｗ上 ， 并具有统计显著性 ， 说 明社

区 因素是影响老年健康的重要因素 。 经济支持对健康的影响 ， 往往是通过社区 医

疗服务可及性 、 老年人社区社会资本丰富性 、 社区文化对老年生活压力 的缓冲等

途径实现的 。

３ ． 经济支持健康效应及影响因素存在地区 、 城乡 、 性别等差异

通过分样本 回 归分析发现 ， 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存在性别 、 城乡 、 年龄 、 婚

姻状况 、 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 农村老年人 、 女性老年人 、 非在婚老年人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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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健康边际效应更大 。 经常看望老人 ， 会减少经济支持

的规模 ， 说明 日 常照料对于经济支持具有
＂

替代效应
＂

， 但写信 、 打 电话这种情

感的交流 ， 并不能减少经济支持的规模 。 经济支持动机存在地区差异 ， 总体来看 ，

中 国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具有利他动机特征 ， 其中 ， 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动机更明

显 ， 而经济落后地区更可能是利他动机 。 所 政府増加经济落后地区老年人的经

济收入或来源 ， 可能会减轻该地区年轻人的养老压力 。

４ ． 政府转啓支付 、 医疗保捡 、 养老保险对经济支持有
＂

巧出巧应
＂

本研究回归结果显示 ， 政府转移支付对老年人健康具有重要且显著的影响 ，

政府转移支付 、 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具有
＂

挤出效应
＂

，

也就是増加这些社会保障后 ，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规模会降低 ， 降低了老年人对

子女经济支持的依赖 ， 进而降低 了子女的养老压为 。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

１ ． 巧巧认巧巧庭经济支持对于佳康老龄化的重要性

崇尚孝文化的中 国 ， 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不但有利于老年人的生理健

康 ， 更能极大地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 政府应针对有老年人的家庭设计相应

的优惠政策 ， 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提供政策支持 ， 如针对需要赡养老人的年轻人

制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政策 ； 通过将外 出务工人员纳入失业保险等措施 ， 建立外

出务工的稳定机制 ， 提高外 出务工人员收入的稳定性 。

２ ． 加大赚转移支付规模议及巧苗社会保唐ａ盖面

在子女经济赡养老年人有困难的情况下 ， 政府应增加 困难家庭的经济帮助 。

但 由于经济支持健康效应存在地区 、 城乡等差异 ， 应将有限的转移支付分配给健

康效应更显著的老年人 ， 避免平均主义 。 类似甘肃送样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 ， 子

女提供经济支持是出于利他动机 ， 如果老年人能获得政府帮助 ， 可 Ｗ减容子女养

老负担 。 应逐步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 ， 提高保障水平 ， 因为提高医疗保险 、 养

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的保障水平和覆盖面 ， 通过
＂

挤出
＂

部分家庭经济支持 ， 减捏

家庭养老的 困难 。

３ ． 充分发挥吐区在佳康老龄化中的作用

重视老年人健康和卫生保健需求 ， 建立健全老年人健康支持体系 ， 改善社区

医疗服务水平 ， 提高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率 ； 增加老年活动中私等 ， 让老年

人享受更多的社会资本 ， 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 ； 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功能 ， 形成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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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老龄化的文化氛围 ， 缓解老年人的也理压力 。

４ ． 键康老龄化的相关政策应因地制宜

本研究发现 ， 无论是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还是其影响因素 ， 都存在地区 、 城

乡等方面的差异 。 比如 ， 对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年轻人来说 ， 如果父母 尚有生活

自理能力 ， 并不
一

定要用法律强制手段要求其
＂

常回家看看
＂

、 禁止子女
＂

哨老
＂

等等 ， 需要考虑地区 、 城乡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 ， 避免
＂
一

刀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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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与不足

１ ．本研巧的创新点 ：

（ １ ） 内容上 ， 首次全面描述了 中 国家庭双 向代际经济支持的现状 ； 并首次从

需求的角度 （老年人角度 ） 进行经济支持影响 因素研究 。

（ ２ ） 理论上 ， 提出 了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及影响因素存在地区 、 家庭 、 性别

等方面的差异性 。

（ ３ ） 实践上 ， 提 出适度
＂

被哨老
＂

会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 子女提供经

济支持
一

定程度上可 Ｗ替代
＂

常回家看看
＂

。 因此 ， 与老龄化相关的政策应避免

＂
一

刀切
＂

。

２ ． 本研巧的不足与展望

（ １ ） 老年人健康影响 因素众多 ， 但受数据缺陷及模型简约要求的限制 ， 难

Ｗ将所有因素纳入模型 ， 模型拟合程度偏低 。

（ ２ ） 两期数据的跨度 只有四年 ， 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可能难 Ｗ充分体现 。

随着 ａｉＡＲＬＳ 全国性跟踪调查数据的陆续公布 ， 下
一

步可 Ｗ利用更长跨度及

更广泛的全 国性数据进行巧关 问题更深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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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ｌｌｙ 

ｄｒｉｖｅ化ｅ 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
Ｊ
］ ，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２００３

，
２２

（
６
）

：２７－

３９ ．

［
１ ９

］
Ｌｕｂ ｉ ｔｚＪ

，
Ｇｒ说打ｂｅｒｇ 

Ｌ
Ｑｅｔ ａｌ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 ｈｅａｌ ｔｈｃａｒｅ ｕ化 ｂ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１ ９６５ －

１ ９９８
饥 ．

Ｈｅａｌ化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２００ １

（
２０

）
： 巧－

３２ ．

［
２０

］
Ｄａｎｇ 

了 Ｔ
’

Ａｎｔｏ ｌ ｉｎＲＦｉｓｃａｌ ｉｍｐ 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ｐｒｏｊ 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ａｇ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ｐｅ打ｄｉｎｇ
．ＯＥＣＤ

１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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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ｃ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３０５ ．

Ｐ＂Ｌｕｂ ｉｔｓＪ
，
ＣａｉＬ

，
ｅｔ 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
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口 ］
．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２００３

，
３４９。 １

）
： １ ０４８ －

１ ０５ ５ ．

［
２２

］
Ｔｃｈｏｅ Ｂ

，
Ｎａｍ ＳＨ ．Ａｇ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ｃｏｓｔ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Ｗａｌｔｅｒ 打．Ｓｈｏｒｅｎｓｔｅｉｎ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 ｅｎｔｅｒ Ａｓ ｉ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巧 ３ ．

Ｐ３
］
Ｎｅｗｈｏｕｓｅ 化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ａｒｅ ＣＯ巧 ：ｈｏｗ ｉｍｉｃｈ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ｌｏｓ巧口］

．Ｅｃｏｎ Ｐｅｔｓ说ｔ
，１ ９９２（ ６ ） ：３

－２ １ ．

［
２４

］
Ｓｐｉ ｌ ｌｍａｉｍＢ

，

Ｌｕｂ ｉｔｓ Ｊ ．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ｏｎｓｐｅｎｄ ｉ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
Ｊ
］

．

Ｅｎｇｌ ＪＭｅｄ ． ２０００（ １４ ） ：０９
－

１ ５ ．

［
２５

］
吕娜 ． 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研究文献综述化 经济评论

，
２００９（ ６ ） ： １ ４３ －

１ ５２ ．

［
２巧雷晓燕 ，谭力 ，

赵耀辉 ． 退休会影响健康吗？化 经济学译刊 ） ，
２０ １ ０（ ７ ） ： １ ５４０－

１ ５５ ８ ．

［
２７

］
张芬

，
何艳 ． 健康 、 教育与经济增长化 经济评论

，

２０ １ １（ ４ ） ： ５
－

１ ４ ．

［
２ ８

］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Ｓｃｈ红ｂｏｖ．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ｇｉｎｇ机 ． Ｓｃｉ畑ｃｅ ．２０ １ ０ ． ９ ： ３２％巧９７
）

：口巧－

１ ２８ ８ ．

［
２约王俊漢强王酿

＂

老龄健康
＂

的经济学研究化 经济研究
，

２０ １ ２（ １ ） ． １ ３４－

１４０ ．

［
３０

］
马液通．人 口 红利与 日俱增是 ２ １ 世纪中 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机 ． 中 国人 口科学 ， ２００７

（ １ ） ： ２－

１ ０ ．

［
３

＂Ｃａｒｒ
， 
０ ．

，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Ｋ－Ｗ＂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ｆａｍｉ ｌ ｉ故ａｎｄ ｈｅａｌ也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化ｅ２ １

。
Ｃｅｎｔｕｒｙ阴 ．

Ｊｏｕｍａ ｌ ｏｆ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ｍｉ ｌｙ，
２０ １ ０（ ７２ ） ： ７４３ －

＂

７６ １ ．

口 ２
］
谢宇化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

［
Ｍ

］
．北京化会科学文献出版化２００６ ．

口 ３
］
刘试 ， 陈功 ． 中 国城镇已婚妇女照料父母与 自评健康的关系研究 ［

Ｊ
］

． 人 口 与发展 ，
２０ １ ０ ，

１ ６（ ５ ） ： ５２－

５９ ，

［
３４

］
王德文 ． 居住及 日 常照料方式对老年人躯体机能转归 的统计分析 ［

Ｊ
］

． 统计研究 ，
２００８ （ ８ ） ：

６９－７４ ．

［
３ ５

］
王萍 ，

李树巧 ．化际支持对农村老人生活 自理能力的纵向影响
［吁 人 口与经济 ． ２０ １ １（ ２ ） ；

１ ３
－

１ ８ ．

口 ６
］
王萍

，
李树巧 ．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 的纵向分析 ［

Ｊ
］

， 人 口 研究 ． ２０ １ １

（ １ ） ：４４－５２ ．

口 ７
］
贺志峰 ． 代际支持对农柯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机 ． 人 曰研究 ２０ １ １（增刊 ） ： １

－３ ，

口 ８
］
ＥｌｚａＭａｒｉａｄｅＳｏｕｚａ

；Ｅｍｉｌｙ
Ｇｒｕｎｄｙ．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ｅ ｌａｎｄｈｅａｌ化 ：

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ａｒａｎｄｏｍ ｉｓｅｄｃｏｎｔｒｏ 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 ｉｎＢｒａｚｉ帆．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７

（
１ ０

）
；１ ３ ９７

－

１ ４０９ ．

口 ９
］
左冬梅 ，李树巧 ，吴正 ．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一成年子女角度的

研巧口］
． 当代经济科学 ． ２（Ｈ ２（ ４ ） ： ２６

－３ ５ ．

［
４０

］
高歌南启杰 ． 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

基于河南省叶县的调研数据

机 ． 中 国农村观察 ，
２０ １ １（ ３ ） ： ６ １

－能 ．

１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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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１

］郭志刚 ，
刘鹏 ． 中 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需求满足方式的因素分析一来 自據也家人构成

的影响机 ． 中 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７（ ３ ） ： ７ １

－８化

［
４２

］
Ａｒｂｅｒ

，
￥ ？

，
在Ａｔｔｉａｓ

－Ｄｏｎｆａｔ
，
Ｃ ．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

ｇｅ打ｅｒ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ｌ ｉｃｔ ：ＴｈｅｆａｍＵｙ

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ｇｅ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
Ｍ

］
．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 ９９９ ．

［
４３

］
ＬｉｎｇＸｕ ，ＩｒｉｓＣｈｉｌ ．Ｌ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拉ｅ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 化ｅｒｏ ｌｅ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ｍ ｉ ｌｙ巧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ｇｒａｎ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Ｊ
］ ，
虹 ｔＪＳｏ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２０ １ １（ ２０ ） ： Ｓ １ ４８
－

Ｓ １ ５９ ．

［
４４

］
Ａｎｔｏｎｕｃｃｉ

， 
Ｔ ．Ｃ ．Ｌａｎｓｆｏｒｄ

，
Ｊ ．Ｅ ．

， 
Ａｋｉｙａｍａ

， 
Ｈ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ｏｓ
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

ｍａｒｉ ｔ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ｓｏｎｗｅｌ ｌ
－ｂｅｉ打ｇ

ｏｆ ｏ ｌｄｅｒ ａｄｕｈｓ口］ 

．Ａｐｐｌ ．Ｄｅｖ．Ｓｃｉ ．２００ １（ ５ ） ：

６８ －７５ ．

［
４５

］
Ｇｒａｎｔ

，Ｇ ，
Ｎｏ ｌａｎ

，
Ｍ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ｃａｒｅｒ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ｓｏｆ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
Ｊ
］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ｒｅ ．１ ９９３（ １ ） ： １ ４７
－

１ ５９ ．

［
４６

］
Ｌｕｎｄｈ

，
Ｕ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ｅｒ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打ａｍｏｎｇＳｗｅ过ｉｓｈｃａｒｅｒｓ口］
．Ｂｒｉｔｉ 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１ ９９９
ｙ 〇

）
： ６４７

－

６５２ ．

［
４７

］
Ｎｏ ｌａｎ

，
Ｍ ．

，
Ｌｕｎｄｈ

， 
Ｕ ．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打ｓａｎｄｃｏｐ 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ｅｒｓ口 ］

？Ｂｒｉ ｔｉ 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ｉｎｍｕｎｉｔｙ 

Ｎｕｒｓｉｎｇ ．１ ９９９
（
７
）

：４７０－４７５ ．

［

４８
］
Ａｉｙａｇａｒｉ

，

Ｓ ．民 ？

，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
Ｊ ．

，

＆Ｓｅｓｈａｄｒｉ
，
Ａ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凸ｔ ｉｎｃ ｌｉｉｌｄｒｅ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０２ ，１ ０２

（
２

）
：２９０

－３２ １ ．

［
４９

］
Ｐ ｌｏｅｇ ，

Ｊ ．

，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Ｌ ．

，Ｄ ｅｎｔｏｎ
，Ｍ ．

，
Ｊｏｓｈｉ

，
Ａ

，

底Ｄａｖｉｅｓ
，Ｓ ．Ｈｅｌ

ｐｉｎｇ １ ：０ｂｕ ｉｌｄａｎｄｒｅｂｕｉｌｄ

ｓｅｃｕｒｅｌｉｖｅｓａｎｄｆｏｔｕｒｅｓ ：Ｆ 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ｆｒｏｍ
ｐａｒｅｎｔｓ １ ：０ａｄｕｌｔ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

ｇｒ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 Ａｇｉｎｇ ， 
２００４

（
２３

）
：Ｓ １ １ ３

－

Ｓ １ ２５ ．

［
５ ０

］
Ｌｉｕ

，
Ｘ ．

，
Ｌｉａｎｇ ，

Ｊ ．ＡｎｄＧｕ
，Ｓ ．Ｆｌｏｗ 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Ｓ ｔａｔｕｓａｍｏｎｇ

Ｏ ｌｄｅｒＰ 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
［
Ｊ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１ ９９ ５（ ８ ） ：１ １ ７５
－

１ １ ８４ ．

口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Ｍ ．

，
Ｒｙａｎ ，Ａ ．

，Ｃｏｎｎｏｒ，
Ｓ ．Ｅｘｐ 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打ｅｅｄｓａｎｄｃｏｐ 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ｆａｍｉ ｌｙｃａｒｅｒ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ｔｉＮｕｒｓ ｉｎｇ ，２００ １（ ８ ） ：

９９
－

１ ０ ６ ．

［
Ｓ＾ Ｓａｍｕｅｌｓｓｏｎ

，
Ａ．

，
Ａｎｎｅｒｓｔｅｄｔ

，
Ｌ ．

，
Ｅｌｍ ｓ ｔａｌ

，
Ｓ ．

，
Ｓａｍｕｅｌｓｓｏｎ

，
Ｓ ．

－Ｍ ．

，
Ｇｒａｆｓｔｒ ？ｏｍ

，
Ｍ ．Ｂｕｒｄｅｎ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 ｉ ｌｉ ｔｙ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ｄｂｙｆａｍｉ ｌｙ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ｏｆｅｌｄｅｒｌｙｄｅｍｅｎ ｔｉａｓｕｆｆｅｒｅｒｓＰ］

．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 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ａ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２００ １
（
１ ５

）
： ２５

—

３ ３ ．

［
５ ；３

］
Ｒａｗｌｉｎｇｓ

，
Ｊ ．

，
Ｓｐｅｎｃｅｒ

，
Ｍ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ａｎｄｗｉｖｅｓａ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ｃａｒｅ

ｇｉｖｅｒｓｏｆ 化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ｉｌｌ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巧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 ｓ

，

２００２
，

３
（

１
）

： １ ２５
—

１ ３ ７ ．

［
５４

］
Ｍｏｒｒｉｓ

，
Ａ，０ ．

，

Ｒｏｂｅｒｔ
，
Ｗ ．Ｏ ．Ａ ｍｅｔａ

－

ａｎａｌｙｓｉ ｓｏｆ ｓｕｂ
ｊ
ｅｃｉｖｅ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ｅｌｄｅｒｓ

口 ］
． Ｐ 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ｔｔｅｔｉｏｎ

，
２０ １ １

（
８

）
：２５７ －％６ ．

［
５ ５

］
张卫华

，
赵贵芳

，
刘贤臣等 ．城市老年人认知功能的相关因素分析机 ？ 中 国也理卫生杂志 ，

２００ １
，

１ ５
（
５
）

： ３２ ７ －

３ ３ ０ ．

［
５巧王萍 ，高椿 ．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发展趋势影响 的追踪硏究机 ？ 人 口 学刊 ．

１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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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１
（
３

）
： ７０－７９ ．

［
５７

］
王萍

，
李树巧

，
张文娟 ？代际支持对中 国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研究机？也理科学

，

２００５

（
６

）
： １ ５００－

１ ５０３ ．

〔
５ＷＹｕ ，

Ｅ ．Ｓ ．Ｈ ．

，
Ｓｈｉｌｏｎｇ，

Ｌ ．

５
Ｚｅｈｕａｉ

，
Ｗ．

，
＆Ｌｉｕ

，
Ｗ．Ｔ．Ｃａｒｅｇｉｖｉ打ｇｓｕｉｖｅｙｉ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 ａｐｒｅｌｉｍ 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ＷｈｏＳｈｏｕｌｄＣａｒｅｆｏｒ化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ｎｅａｓｔｖａｌｕｅｄｉｖｉｄｅｄ
［
Ｍ

］ 乂Ｅｄｓ ．

）
ｂｙＷ．Ｔ．Ｌｉｕｅｔ

ａｌ ．

，
Ｓ 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０ ，

［

５ ９
］
Ｃｏｎｇ ，Ｚ ．ａｎｄＳ ｉｌｖｅｒｓｔｅ ｉｎ

，Ｍ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ｉｍｅ－ｆｏｒ－ｍｏｎｅｙ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ＲｕｒａｌＱｉｉｎａ ：

Ｄｏｅｓ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 Ｏ ｌｄｅｒ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８（ ５ ） ：６
－２５ ．

［

６０
］
Ｓ 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Ｍ

，ＣｏｎｇＺ ，ＬｉＳ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０ １ｄ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ｉｎ民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Ｐ ｓｙｃｈｏ
－

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ｅｌｌ
－Ｂｅ ｉｎｇ［

Ｊ
］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ｆ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
２００６

巧巧 ）
： ２５６

－２６６ －

［
６

＂Ｌｅｅ
，Ｙ？

，
及Ｘ ｉａｏ

，Ｚ ．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
’

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ｅ 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ｒｅｎｔ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１ ９９８

（
１ ３

）
： ３９－６２ ．

［
６＾Ｌｉｎ

，

Ｉ ．Ｆ ．

，
Ｇｏｌｄｍａｎ

， 
Ｎ ．

，
Ｗｅｉｎｓ ｔｅｉｎ

，
Ｍ ．

，
Ｌｉｎ

，
Ｙ．

’

Ｇｏｒｒｉｎｄｏ
，
Ｔ．

，
＆Ｓｅｅｍａ打

，
Ｔ．Ｇｅｎｄｅｒ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ａｄｕｌｔ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ｆ化ｅ ｉｒ
ｐ扣ｅｎｔｓｉｎＴａｉｗａｎ阴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Ｆａｍ ｉｌｙ，

２００３

（
６５

）
： １ ８４ － ２００ ．

［
６３

］
Ｌｏｇａｎ ，

Ｊ ．Ｒ ．

， 
Ｂ ｉａｎ

，
Ｒ

，
＆ Ｂ ｉａｎ

，
Ｙ．Ｔｒａｄｉｔ 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

ｌ ｉｖ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
Ｊ
］

．Ｓｏｃｋｌ Ｆｏｒｃｅｓ
，

１ ＂８
（
７６

）
： ８ ５ ＾ ８ ８１

［
６４

］
Ｓ 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
Ｍ ．

，
＆Ｂｅｎｇｔｓｏｎ

，
Ｖ．Ｌ ．Ｄｏｅｓ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 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ｅｌ ｌ
－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ｏ ｌｄｅ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Ｏ打ｔｉｎｇｅｎｃ ｉｅｓｏｆ ｄｅｃ ｌ ｉｎｇ 

ｈｅａＵｈａｎｄｗ ｉｄｏｗｈｏｏｄ口 ］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１ ９９４
（
７

）
： ９４３ －９５７ ．

［
６５

］
同短姜 ？亲情感对老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饥 ？人 口 学刊

，

２０００（ ４ ） ： ３ １
－３ ５ ．

［

６６
］
张文娟 ，李树巧 ．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的影响研究 ［

Ｊ
］

．人 口 研

巧 ，
２００５（ ９ ） ： ７３ －

８０ ．

［
６７

］
陈柏峰 ． 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 自 杀一对湖北京 山 农村的 实证研究 ［叮 社会学研究 ，

２００９（ ４ ） ： １ 巧－

１ ７７ ．

［
６８

］
Ｓ ｉ ｌｖｅｒｓｔｅ ｉｎ

，

Ｍ
，Ｃｈｅｎ ，

Ｘ ？

，
公Ｈｅｌｌｅｒ

，Ｋ ．Ｔｏｏｍｕｃｈｏｆ过ｇｏｏｄｔｈ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打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ｏ ｌｄｅ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町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化ｅＦａｍｉｌｙ，

１ ９ ？＞６
（
５ ８

）
： ９７０－

９８２ ．

［
６別 

Ｓｔｏｌｌｅｒ
，
Ｅ ．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化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ｆ 化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ｒｅｃ 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ｏｎ ｍｏｒａｌｅ

［
Ｊ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Ｆａｍｉ ｌｙ

１ ９８５
（
４７

）
： ３ ３ ５

－

３４２ ．

［
７０

］
Ｏｅａｎ

， 
Ａ．

，
Ｋｏ ｌｏｄｙ， 

Ｂ ．

，
＆ Ｗｏｏｄ

， 
Ｒ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ｒｓｏｎ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 ｌｔｈ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１ ９９０
（
３ １

， ）
： １ ４８ －

１ ６ １ ．

［
７ Ｕ李兵水 ，

赵英丽
，
林子琳 ．家庭支持对老年人也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
Ｊ
］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
，
２０ １ ３

（
７

）
： ６２ －６８ ．

１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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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刘宏 ，
高松

，
王俊 ？养老模式对健康的影响机 ．经济硏究 ，

２０ １ １（ ４ ） ： ８０ －９４ ．

［
７ ３

］
陈先华 ． 社区老年人多维健康功能评定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Ｄ
］

． 华中科技大学 ．２００９ ．

［
７４

］
Ｓｈｅｎ

，Ｋ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 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Ｗｅｌ ｌ
－ｂｅｉｎｇ ［

Ｄ
］

．Ｐｈ ．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Ｙｉ Ｚｅｎｇ ．２０ １ １ ．

［７引
Ｓ 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Ｍ ，Ｇａｎｓ Ｄ ． Ｉｎｔｅｒｇｅ打ｅｒａｔｉｏ打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化ａｇｉｎｇ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ｏｆ 打ｏｒｍｓａｎｄｎｅｅｄ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ｍ ｉｌｙ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０６

，
２７

（ 巧 ： １ ０６８
－

１ ０８４ ．

｜７６ ］
。化阳餐 

了 ， Ｌｏｓｉｎｇ
抑ｄ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ｏ ｌｄ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 ｌ 打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ｚｅ 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 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ａｆｏｕｒ
ｙｅａｒ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 ｔｕｄｙ［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ｆ Ｇｅｒｏｎｔｏ ｌｏｇｙ， 

１ ９９８
，

５ ３Ｂ
（

６
）

： Ｓ ３ １ ３
－Ｓ３２ ３ ．

［
７７

］
Ａｒｃｈｂｏｌｄ

，Ｒ ，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Ｂ ．Ｊ ．
，
Ｇｒｅｅｎｌ ｉｃｋ

，
Ｍ ． 反 ？

，
＆Ｈａｒｖａ化

，
Ｔ．Ｍｕｔ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的ｓａｓ

ｐｒｅｄ ｉｃ ｔｏｒｓｏｆ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 ｒｏ ｌｅｓ ｔｒａｍ
［
Ｊ

］
． 民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Ｎｕｒｓ ｉｎｇ

在 Ｈｅａｌ ｔｈ
，

１ ９９０
（

１ ３
）

：３ ７５
－３ ８４ ．

［
７８

］
Ｃｏｈｅｎ

，
Ｃ ．Ａ ．

，Ｃｏｌａｎｔｏｎｉｏ
，
Ａ ．

，＆Ｖｅｍｉｃｈ
，
Ｌ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 ｃａｒｅｇｉｖｉｎｇ ：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ｕｔｔｈｅ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Ｐ 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２００２

（
１ ７

）
： １ ８４－

１ ８ ８ ．

１７９］
Ｉｌｏｂｉｎｓｏｎ

，
Ｋ ．Ｍ ．Ｆａｍ＂ｙｃａｒｅｇｉｖｉｎｇ ：Ｗｈ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化０ｃａｒｅ

，ａｎｄａｔｗｈａｔｃｏｓｔ？［
Ｊ
］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 ９９７

（
１ ５

）
： ２４３ ＞２４７ ．

口０
］
Ｓ ｉ 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
Ｍ ．＆Ｖｅｍ ．Ｌ卫 ．

ｓ
Ｄｏｅｓ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

ｐｓｙ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ｏｆｏｌｄｅｒｐａｒ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ｍｇｅｎｖｉｅｓｏｆ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ｗｉｄｏｗｈｏｏｄ

［
Ｊ
］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 ｉ谢ｃｅａｎｄＭｅｄｉｃ ｉｎｅ
巧ｐｅｃｉａｌＩｓ ｓｕｅ ：Ｆｒａｉｌｔｙ

ａｎｄ ｉｔ ｓ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
，１ ９９４

， （
３ ８

）
９４３ －９５７ ．

［
８ ｌ

］
Ｋｅｓｓｌｅｒ

，
Ｒ ．Ｃ ？公Ｍｃ ｌｅｏｄ

，
Ｄ ．／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ａｍｐ ｌｅｓ
［
Ｍ

］
． 虹

Ｓ ．Ｌ ．Ｓｙｍｅ＆Ｓ ． Ｃｏｈｅｎ
（
Ｅｄｓ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
Ｏｒｌａｎｄｏ ． Ｆｌａ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
Ｐｒｅｓｓ ．１ ９ ８ ５ ．

｜ ＾

８＾Ｇｈｕｍａｎ
，

Ｓ ．ａｎｄ Ｏｆｓ化ｄａｌ
，
ＮｌＢ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 Ｏ 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ｅ ｉｎ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口 ］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ｕｄｉｅｓＣｅｎｔｅｒ Ｒｅｐｏｉｔ
，
２００４

（
０４

）
：５６３ ．

［
８３

］
Ｌｉｕ

， 
Ｘ ． ，Ｌｉａｎｇ ， 

Ｊ ．ａｎｄＧｕ
，
Ｓ ．Ｆｌｏｗｓ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Ｈ 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ａｍｏｎｇ

Ｏ ｌｄ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
［
Ｊ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 ９９５
（
４ １

）
： １ １ ７５ －

１ １ ８４ ．

巧４
］
宋健 ，黄菲 ． 中 国第

一

代独生子女与其父母的代际互动一与非独生子女的 比较研究机 ． 人

口硏究 ，
２０ １ １（ ３ ） ：４ －

１ ７ ．

巧 ５
］郭志刚 ，陈功 ． 老年人与子女之间 的代际经济流量的分析

［
Ｊ
］

． 人 口研究
，

１Ｗ８（ １ ） ： ３ ５
－３９ ．

巧巧江克忠 ，
裴育等 ． 中 国家庭代际转移的模式和动机研究扣 ． 经济评论 ．２０ １ ３

（
４

）
：３７ ＞４６ ．

［

８７
］下志宏 ． 城市子女对老年父母经济支持的具体研巧化人 口学刊

，

２０ １ ４（ ４ ） ： ７４－

８２ ．

［

８８
］
张航空

，
孙磊 ．代际经济支持 、 养老金和挤出效应

一

Ｗ上海市为例 口 ］
．人 口 与发展 ，

２０ １ １
，

（ ２ ） ：

１ ４－

１ ９ ．

巧９
］
ＷｏｒｉｄＢａｎｋ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０ｓｅｒｉ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

１ ９９７ ．

［
９０

］熊跃根冲 国城市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老人照顾 ［
Ｊ
］

．中 国人 日科学 ，
１ ９９８

（
６

）
：１ ５

－２ １ ．

［
Ｗ

］谢桂华 ？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 ［
Ｊ
］

． 社会 ，
２００９

（
５
）

： １ ２９ －

１ ５ ８ ．

［
於

］
Ｗｈｙｔｅ

，Ｍ ．

，
＆Ｘｕ

，０ ？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Ａｇ
ｉｎｇＰａｒ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ＶｅｒｓｕｓＳｏｎｓ ．虹Ｍ ．Ｗｈｙｔｅ

１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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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ｄ ，

） ，
Ｃｈｉｎａ

＇

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

］
．ＡｉｍＡｒｂｏｒ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

２００３ ．

［
９３

］姚远 ．非正式支持的理论与实践一化京市老龄问题应对方式的再研对 ［
Ｍ

］
．北京 ：知识产权

出版社
，
２００５ ．

［
９４

］
张文娟

，
李树巧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研究一运用指数混介模型验证介作雖体理论机 ．

统计研究 ，
２００４

（
５

）
：巧－

３７ ．

巧５
］陈皆明 ． 投资与赡养一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机 ． 中 国社会科学 ，

１ ９９８
（巧 ：

１ ３ １
－

１ ４６ ．

［
９巧Ｙｕ Ｘ ｉｅ ａｎｄＨａｉＹａｎＺｈｕ ． Ｄ ．Ｓｏｎｓｏｒ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Ｇ ｉｖｅＭｏｒｅＭｏｎｅｙ 

化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ｉｎＵｒｂａｎ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 Ｆａｍｉ ｌｙ．２００９
，
７ １

， （
１
）

： １ ７４－

１ ８６ ．

［
９７

］陈功為 ［ ）菊芬 ，
徐静 ，

舒晓非 ？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的分析 ［
Ｊ

］
．市场与人 口分析

，
２００５

（增

刊
）

： １ ８ －巧 ．

［
９別姜向群 ，

郑研辉冲 国老年人 的主要生活来源及其经济保障 问题分析饥 ？人 口 学刊
，

２０ １ ３
，

（ ２
）

：４２－４８ ．

［
９９

］
Ｈｗａｎｇ ，Ｋ ．

， ，

Ｊ ．

，
ＨａｍｍｅｒａｎｄＲ ．Ｃｒａｇｕｎ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Ｓｅｃｕｌａ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ｓ饥ＪｏｕｎｒａｌｏｆＲｅ ｌ 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ａｌ ｔｈ
，
２０ １ １

口０
）

：６０８ －６２２＂

Ｕ 〇０
］
曾毅等 ．老年人 日家庭 、 健康与照料需求成本研究 ［

Ｍ
］

．科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０ ？北京 ．

［
ｌ （Ｈ

］
Ｒｏｂ ｉｎｅＪ Ｍ

’

ＲｏｍｉｅｕＩ
’
ＭｉｃｈｅｌＪＲ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ｈｅａｌ化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ｉｅｓ／ＺＲｏｂ ｉ打ｅ ＪＭ

’
Ｊａｇｇｅｒ

Ｃ
，
ＭａｔｈｅｒｓＣＤ

，
ｅｔ 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ｉｅｓ ．Ｑｉ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０２
； ｜

杜鹏 ，吴超 ？ 中 国老年人的生活 自 理能力状况及变化化人 日研究 ．２００６
，
３０（ １ ） ： ５０－

５ ６ ．

［
１ ０３

］
Ｂｅｎ

ｊ
ａｍｉｎｓ

，
Ｍ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扣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出Ａｍｏｎｇ

化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 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ＩｓＩ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 
２００４

，
１ ６

（
３

）
： ２３ ５ －２７４

［
１ ０４

］
Ｇｒｅｅｎ

，
ＭａｎｄＭ ．Ｅ化ｏｔｔ ． 民ｅｌｉｇｉｏｎ

，
Ｈｅａｌ ｔｂａｎｄＰ 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口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ｒａ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
２０ １ ０

（
４９

）
： １ ４９－

１ ６３ ．

［
１ ０５

］
Ｅ ｌｎｉｔｓｋｙ

Ｃ ．

’
Ａｌｅｘｙ

Ｂ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Ｈｅａｌ化Ｒｉｓｋｓｏｆ Ｏ ｌｄｅｒＲｕｒａ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ｓ

［ Ｊ
］ ．Ｃｏｍｉｍｉ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ｕｒｓｅ ， １ ９９８ ， １ ５
（
２

）
？

［

１ ０巧餘安觀 女性的身也健康及其影响 因素一来 自上海的报告 ［ Ｊ ］ 期女研究论丛 ，

２００４
，ｙ ）

：

２３ －２７ ．

［
１ ０７

］ 

Ｓｔｒａｕｓｓ
，
Ｊ ．

，
ａｎｄ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ａｌｔｈ

，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ｃｏ凸ｏｍ ｉｃＬｉ 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１ ９９８
，
％

（
２

）
：％６－８ １ ７ ．

［
ｌ Ｇ８

］
Ｉｄｌｅｒ

，
Ｅ

，
ａｎｄＹ．Ｂｅｎｙａｍ ｉｎｉ ． Ｓｅ ｌｆ－ｒａｔ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ｗｅｎｔｙ

－

ｓｅｖ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Ｊ
］
Ｊｏｕｍａｌｏｆ Ｈｅａｌ化 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１ ９９７

，
３ ８

（
１
）

： ２ １
—

３７ ．

［
１ ０９

］Ｄｅａｔｏｉｉ
ｊ
Ａ？

，
処ｄＣ ．Ｐａｘｓｏｎ ．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Ｈｅａｌ化口］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巧９８
，
８ ８

（
２

）
：２４８ －２巧 ．

［
１ １ ０

］
边辕琴 ，

约翰 ，罗根 ．中美家庭代际关系 比较研究饥壯会学研究 ，
２００ １

，
（ ２ ） ：８５

－９５ ．

［

１ １
＂ＷＨ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ＷＨ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ａｓ化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
Ｒ

］
． ＷＨＯ ：

１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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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ｖａ
，１ ９９３ ．

［
１巧傅东波老年综合健康功能评价及其用途化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 ，

１ ９９８
，
１ ５

（
２

）
：４９ － ５２ ．

［
１ １ ３

］
王德文

，
蔡和利 ．老年人健康功能的多维评价方法内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 ，

２００ １
，
２

（
２

）
： ６９－

７０ ．

［
１ １ ４

］
Ｇｕｒｌａｎｄ Ｂ

，
Ｋｔｉｒｉａｎｓｋｙ

Ｊ
，
Ｓｈａｒｐｅ Ｌ

，
Ｓ ｉｍｏｎ Ｒ

，
Ｓｔｉｌ ｌｅｒ Ｐ

，
Ｂ ｉｒｋｅｔｔ Ｐ．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民ｅｆＯＴ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ＣＡＲＥ

）

－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 ｉｌｉｔｙ口阳ｔ Ｊ Ａｇｉｎｇ 

Ｈｕｍ Ｄｅｖ
，

１ ９７ ８
，
８

（
ｌ
）

： ９
－４２ ．

［
ｌ ｌ＾Ｍｏｒｌ巧 

Ｊ ．Ｅ ． Ｔｈｅ Ｔｏｐｓ１ ０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ｉｎ Ａｇｉｎｇ［ Ｊ ］ ，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ｆ Ｇｅｒｏ打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
５ ９Ａ．

［
１ １

巧ＲｏｃｋｗｏｏｄＫ ．

，
ＳｔａｄｎｙｋＫ ．

，
ＭａｃＫｎｉｇｈｔ Ｃ ．

，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Ｉ ．

，
Ｈｅｂｅｒｔ 民 ？巧ｏｇａｎＤ ．Ｂ ．Ｂｒｉｅｆ Ｃ ｌ 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Ｆｒａｉｌ ｔｙ［
Ｊ
］

．Ｌａｎｃｅｔ
，

１ ９９９
，
３巧．

［
１ １ ７

］
ＲｏｃｋｗｏｏｄＫ ．

，
Ｓｏｎｇ 

Ｘ ．

 ，
ＭａｃＫｎｉｇｈｔＣ ．ｅｔ ａ ｌ ． Ａ Ｇ ｌｏｂａｌＣ ｌ 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 Ｆｉｔｎｅ巧 ａｎｄ

Ｆｒａｉ ｌｔｙ
ｉｎ 巧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 ｌｅ
［叮

ＣＭＡＪ
，
２００５

，
１ ７３ ．

［
１ １ ８

］
曾宪新 ． 中 国老年人 口健康状况的综合分析 ［

Ｊ
］

．人 口 与经济之０ １ ０（ ５ ） ： ８ ０
－

８ ５ ．

［
１ １ ９

］
ＧｒｚｙｗａｃｚＪ ，Ｇ．

，
ＫｅｙｅｓＣ ． Ｌ ． Ｔｏｗａｒｄ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Ｈｅａｌｔｈ
［
Ｊ
］

． ＡｍＪＨｅａｌ ｔｈＢｅｈａｖｅ
，
２０Ｏ４

，
２８

（
２

）
．

［
１ ２０

］
ＲｏｃｋｗｏｏｄＫ．

 ，
ＦｏｘＲ ． Ａ ．

 ，
ｔｏｌｅｅ Ｐ．

 ，
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Ｄ ．

，
Ｂｅａｔｔｉｅ Ｂ ．Ｌ ．Ｆｒａｉｌｔｙ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

Ｅｖｏ ｌｖｉｎｇ
Ｃｏ打ｃｅｐ仰 ？ＣＭＡＪ

，
１ ９９４

，

１ ５ ０
（
４

）
．

［
１ ２ １

］
费拳通 ．家庭结构变动 中 的老年赡养问题一再论中 国家庭结构 的变动

［
Ｊ

］
．北京人学学报

（营学社会科学版 ） ，

１ ９８ ３（ ３ ） ： ６ －

１ ５ ．

［
１ ２２

］
Ｇａｌｅ

，
Ｗ．Ｇ．ａｎｄＳｃｈｏｌｚ

，

ＪＫ ．Ｌｎｔ灯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ａｎｄ化ｅ Ａｃｃｕｍｕｃａｌａｔｉｏ打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口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１ ９９７

，
１ ４５ －

１ ６０ ．

［
１ ２３

］
Ｒｅｍｐｅｌ

， 
Ｈｅｎｒｙ

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 ．Ｌｏｂｄｅｌ ｌ ．ＴｈｅＲｏ ｌｅ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ｔｏ－Ｒｕｒａｌ Ｒｅｍ ｉｔｔａｎｃｅｓｉｎＲｔｉ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ｌ ９７８ ： ３ ２４－３４ １ ．

［
１ ２４

］
Ｋｎｏｗｌｅｓ

，
Ｊａｍｅｓ

 ，
Ｃ ． 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ｎｋｅｒ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ｉｎ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Ｊ

］
Ｊｏｉｉｍａｌ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ｏ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
１ ９９２ ：２０５ －２２６ ．

［
１２５

］
Ｌｅｅ Ｙ．

ｊ
Ｐａｒｉｓｈ

 ，
Ｗ ． Ｌ  ． ａｎｄＲ ． Ｊ ． Ｗｉｌｌｉｓ ． Ｓｏｎｓ

， 
Ｄａｕ

ｇｊ
ｉｔｅｒｓ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
Ｊ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ｍａｌｏｆ Ｓｏｃｉｏ ｌｏｇｙ，

１ ９９４ ： １ ０ １ ０ －

１ ０４ １ ．

［
１ ２６

］
Ｌｅｎｎａｒｔｓｓｏｎ

，Ｃ ．Ｎｅｅｄａｎｄｓ

－

ｕｐｐｏｒ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ｒａ
－

ｆａｍ ｉ ｌ ｉａｌ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ｉｎ

Ｓｗｅｄｅ打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 （
２０ １ １

） ，
２〇ｙ ）

：６６ －７４

［
１ ２７

］
Ｇｒｕｎｄｙ．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Ｓｏｃｉ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ｉｒｄ ａｇｅ ｐａｒｅ
ｎ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ｉｎ Ｇｒ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
Ｊ
］

．

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

，
％

（
２
） ，

２巧—２５ ５ ．

［
１ ２糾Ｋｏｈｌｉ

，

Ｍ ．

，

Ｋｕｎｅｉｍｍｄ
，
Ｈ ．

，Ｍｏｔｅｌ
，Ａ ．

，＆Ｓｚｙｄｌｉｋ
，Ｍ ．Ｆａｍｉｌｉ的ａｐａｒｔ？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ｉｎ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Ｇｅｒｍａｎｙ［
Ｍ

］
．ＩｎＳ ．Ａｒｂｅｒ＆Ｃ ．ＡｔｔｉａｓＤｏｎｆｔｉｔ

（
Ｅｄｓ ．

） ，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打ａ ｌｃｏｎｆｌｉｃ ｔ ：
：Ｔｈｅｆａｍｉ ｌｙ

ａｎｄｓ ｔａｔｅ  ｉｎａｇｅｉｎｇ
ｓｏｃ ｉｅｔｉ妨 ． ２０００ ．

［
１ ２＾Ａｔｔｉａｓ

－Ｄｏｎｆｏｔ
，
Ｃ ．

，

Ｏｇｇ ，Ｊ ．

，
底Ｗｏｌｆｆ

，ＲＣ ．Ｆ 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
Ｍ

］
， 虹Ａ ．Ｂｏｒｓｃｈ －Ｓｕｐａｎ ，

Ａ ．

Ｂｒｕｇｉａｖｉｎ ｉ
，
Ｈ．Ｊｕｒｇｅｓ ’

Ｊ ．Ｍａｃｋｅｎｂａｃｈ
， 
Ｊ ．Ｓ ｉｅｇｒｉｓ ｔ

，
＆Ｇ．Ｗｅｂｅｒ

（
Ｅｄｓ ．

） ，
Ｈｅａｌｔｈ

，
ａｇｅｉｎｇ

ａｎｄ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ｉｉｒｏｐｅ ，
２００５ ．

１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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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３０

］
Ｆｒｉｔｚｅｌｌ

， 
Ｊ ．

， 
＆ Ｌｅｎｎａｒｔｓｓｏｎ

， 
Ｃ ．Ｍａｍｉｈｅｉｍ ：Ｍａｉｍｈｅｉ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Ａ
ｇ
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ｗｅｄｅｎ

［
Ｊ
］

．Ａｇｅ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５ ，

２５
（
３
） ，
３ ９７

－４ １４ ．

［
１ ３ １

］
张震 ？家庭代际支持对中 国窩龄老人死亡率的影响硏究机 ？人 口研究

，

２００５（ ３ ） ： ５ ５
－６２ ．

。 ３２巧萍 ，
李树巧 ． 子女迁移背景下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生理健康的影响饥 ． 人 口与发展

２０ １ ２（ ２ ）乂  １
－７２ ，

［
１ ３ ３

］
王萍

，
李树逆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生活 自理能力的纵向影响 ［

Ｊ
］

． 人 口 与经济 ，
２０ １ １

（ ２ ） ： １ ３
－

１ ８ ．

［
１ ３４

］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

，
Ｊ ． Ｒ

，
＆ Ｂ ｌｉｅｓｚｎｅｒ

，
Ｒ ．Ｐｒｅｄｉｃ ｔｏｒｓｏｆ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ｓｕｐｐｏｒ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ｖｉｓｕａｌ ｌｙ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ｅｌｄｅｒｓ机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０

（
１ ９

）
： ３４５ －３ ６２ ．

［
１巧巧满 ，

李树蓝 ． 代际交换对中 国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 －基于性别差异的纵向研究饥 ？

妇女研究论化 ，
２００６（ ４ ） ： １４－２化

［
１ ３６

］
郭志 馴

，
杜鹏 ． 中 国 老年人生活满恵度及其满足方式 的 因 素分析 ［叮 中 国 农业大学学

报
，

２００７（ ９ ） ： ７ １
－

８ ０ ．

Ｕ ３７
］
韦讳

，
王永斌

，
冯学 山等 ．上海奉贤区农村裔龄老人 自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阴 ？ 中

国卫生统计 ．２００７
，
２４（ ５ ） ： ５０７－

５ １ ０ ．

［
１ ３ＷＬｉ

，
Ｌ ．Ｗ．

 ｊ
Ｚｈａｎｇ ’

Ｊ ．ａｎｄＬｉａｎｇ ，
Ｊ ．Ｈｅａｌｔｈ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Ｏ ｌｄｅｓｔ－Ｏ ｌｄｉｎ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ｃｈＬｉｖ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ｋｅ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饥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及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２００９

（
６８

）
：２２０－２２７ ．

［
１ ３９

］
Ｌｉｕ

，
Ｘ ．

，
Ｌｉａｎｇ ， 

Ｊ ．

， 
ａｎｄＧｕ

，
Ｓ ．Ｆｌｏｗ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ａｍｏｎｇ

Ｏ ｌｄ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１ ９９５
（
４ １

）
：１ １ ７５ －

１ １ ８４ ．

［
１４０

］
ＨｏｍＮａｔｈＣｈａｌｉｓｅ ，ＴａｍｉＳａｉ ｔｏ

，
Ｍｉｙａｋｏ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ｊｃｈｉｒｏＫａ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

ｐｓｐｅｃ
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ｓｔ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ｉ ｔ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 ｓａｎｄ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Ａｃｒｏ 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 ｌｓ 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ｅｐａｌ巧ｅｏ 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口］
．Ｇｅｒｏｎｔｏ ｌｏｇｙ

ａｎｄ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 ｓ
，
２００ ７

（
４４

）
。 ９９

－

３ １ ４

［
１４ １

］
Ｒｅｖｅｎｓｏｉｉ

，
Ｔ

＇

．Ａ ．

，
Ｓｃｈｉａｆｆｉｎｏ

，
Ｋ ．Ｍ．

，
Ｍａ

ｊ
ｅｒｏｖｉｔｚ

，
Ｓ ．Ｄ ．ａｎｄＧｉｂｏｆｓｋｙ，

Ａ ． Ｓｏｃｉａｌｓ呼ｐｏｒｔａｓａ

ｄｏｕｂ ｌｅ－

ｅｄｇｅｄｓｗｏｒｄ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化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 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ｐａｔ ｉｅｎｔｓ
［
Ｊ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ｄ ｉｃｉｎｅ
，

１ ９９ １
口 ３

）
：８０７ －８ １ ３ ．

［
１４刮刘华 ，傅华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进展化中 国全科医学 ，

２００ １
ｙ ｏ

）
：７５ ７

－

７５ ９ ．

［
１侣脚＆１１ ａｎｄ Ｄｍｃａｎ

’

Ｂ ｌａｕ
，
Ｐｅｔｅｒ Ｍ ．ａｎｄＯｔｉｓＤｕ姐ｅｙ 

Ｄｕｎｃａｎ ．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 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Ｎｅｗ Ｙ ｏｒｋ ：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６７ ．

Ｕ ４４
］
Ｂｅｎｚｅｖａ ｌ

，
Ｍｉｅｈａｅｌａ

；
Ｊｕｄｇｅ ，

Ｋｅｎ
；
Ｓｈ ｃｎｉｌ ｓ

，
Ｓｕｅ ．Ｕｎｄｅｒｓ ｔａｉｉｄｉｎｇ

化０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Ｃａｎ ｂｅＧ ｌｅａ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ｒｏ 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

［
Ｊ
］

． Ｓｏｃ ｉａ ｌ Ｐｏ ｌｉｃ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０ １
，
３ ５

（
４

）
：３ ７６－

３ ９６ ．

。巧ＫｒｉｓｔｉｎｅＪ ．Ａ
ｊ
ｒｏｕｃｈ ．Ｈｅａｌ化Ｄ 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ｒａｂ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ｌｄｅｒｓ ：Ｄｏｅｓ虹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打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Ｂｕｆｆｅｒ ｔｈ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ｅａｌ化 Ｌｉｎｋ？ 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０７

（
１ ２

）
： ７４５

－＾ ８ ．

＂ ４６
］
Ｔｏｒｐ足 ，

Ｅ ．Ｈａｎｓｏｎ
，
Ｒ ． Ｎ ． ＨａｕｇｅａｎｄＬ ．ＭａｇｎｕｓｓｏｎＡ Ｐ ｉ ｌｏｔ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ｏ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１ ７２





山 东大学博±学位论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ｐｏｕｓａｌＣａｒｅｒｓ

ｉｎ Ｎｏｒｗａｙ［
Ｊ
］ ，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２００８＾ ６

）
： ７５ －

８ ５ ．

［
１ ４７

］
Ａｄａｍｓ

，Ｐｅｔｅｒ
；Ｈｕｒ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 ．

；
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Ａｎｇｅｌａ
；Ｒｉｂｅ ｉｒｏ

，Ｔｉａｇｏ ．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ＷｅａｌｔｙａｎｄＷｉｓｅ？ＴｅｓｔｓｆｏｒＤ ｉｒｅｃｔＣａｕｓａｌＰａｔｈ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Ｊｏｉｕｎａ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
２００３

（
１ １巧 ： ３

－５６ ．

Ｕ ４＾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
，
Ｌ ．＆Ｓｕｍｍｅｒｓ

，

Ｌ ．Ｗｅａｌｔｈｉｅｒ ｉｓｈｅａｌｔｈｉｅ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民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１ ９９６
（
３ １

）
： ８４＾ ８ ６８ ．

［
１ ４９

］
ＫｉｒｓｔｉｅＬ ．Ｈａｙｗｏｏｄ

，
Ａｎｄｒｅｗ Ｍ ．Ｇａｒｒａｔｔ ＲａｙｍｏｎｄＦ ｉｔｚＰａｔｒｉｃｋ ．０ １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 ａｓｔｒｕｅｔｕｒｅ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ｅｌｆ
－ａｓ ｓｅｓｓ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口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 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ｅｔｉｃｅ
，
２００５

，
３ １

（
５
）

： ３２７ ．

［
１ ５０

］
Ｄ ｅａｔｏｎ

，Ａｎｇｕｓ ．Ｈｅａｌｔｉｉ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 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巨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２００３ ．Ｖｏ ｌ ．Ｘ 

１ ． １ ．１ １ ３
－

１ ５ ８

［
１ ５ｙＫａｗａｃｈｉ

，
Ｌ＆Ｋｅｎｎｅｄｙ，

Ｂｍｃｅ
，
Ｐ ． ＩｎｃｏｍｅＩｎｅｑｕａ

ｌｉｔｙａｎｄｈｅａｌ化 ：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
Ｊ
］

．

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ｄｉ
，
１ ９９９

，
３４

（ ＾ ：２ １ ５
－２２７ ．

［
１ ５２

］
Ｗｉ ｌｋｉｎｓｏ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

Ｇ．

，

Ｕｎｈｅａｌ ｔｈｙ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

ＴｈｅＡｆｆｉ ｉｃ ｔｉｏ打ｓ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 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１ ９９６ ．

［
１ ５３

］
Ｓｃｈｏｅｎｂａｕｎｉ

，
Ｍ ｉｃｈａｅｌ ．Ｔｈｅ Ｈｅａｌ 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Ｔａｉｗａｎ
，

ＣｏｍｐａｒｔｉｔｉｖｅＳ化ｄｙｏｆ化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Ａｓｔａ

［
民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民ｅｐｏｒｔｊ

Ｎｏ ．９５ －

３ 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ｅｎｔｅｒ
， 
Ｕｍｖｅｒｓｉｆ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
１ ９９５ ．

［
１ ５４

］

ＬｉａｎｇＪ ，ＢｅｎｎｅｔｔＪＭ
，ＳｕｇｉｓａｗａＨ

，ｅｔａｌ ．Ｇｅ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ｏｌｄａｇｅｍｏｒｔａｌ ｉｔｙ
ｒｏ ｌｅ ｓ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ｈｅａｌ也ｓｔａｔｕｓ饥 ？ＪＣｌ ｉｎＥｐｉ
－ｄｅｍｉｏｌ ．２００ ３（％ ） ： 巧２－５ ８２ ．

［
１ ５ ５

］
ＥｂｂｅｒｔＪＯ

，ＣａｒｏｌＡＪ
，ＴｈｏｍａｓＡＳ

，ｅｔａｌ ．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ｃｏｈｏ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ｗｉｔｉｉ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ｖａｒｉｅｓｂｙｓ

ｍｏｋｉｎｇ
ｈｉ ｓｔｏｒｙ口］ 

■ＪＧｅｎＩｎｔｉ

Ｍｅｄ ．２００５
（ 
２０

）
： １ ４
－２０ ．

［
１ ５句Ｗａｉ

ｊ
ｅｒｓＰＭ

，
Ｏ ｃｋ６ＭＣ

，
ｖａｎＲｏｓｓｕｍＣＴ

，
ｅｔａｌ ．Ｄ ｉｅｔａｒ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ｏｌｄｅｒ Ｄｕｔｃｈ

ｗｏｍｅｎ口］
． Ａｍ ＪＣ 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６

（
８ ３

）
：１ １ ７０

－

１ １ ７６ ．

［
１ ５７

］
Ｊｕｄｇｅ ，Ｋｅｎ．ＩｎｃｏｍｅＤ 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口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１ ９９５口ｎ ）
： １ ２８２ －

１ ２８ ５ ．

［
１ ５＾Ｇｌｉｋｓｉｎａｎ

，
Ｍ． Ｄ ．

，
Ｌａｚａｒｕｓ ， 民 ．

’

Ｗｉｌｓｏｎ
＾
Ａ ．ａｎｄ Ｌｅｅｄｅｒ

，
Ｓ ． 民． 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 ｉｓｅａｓ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巧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１ ９％
，
４０

（＾ ： ８ １ １
－

８ １ ４ ．

ｎ ５ ９
］
Ｆｕｈｒｅｒ

，
艮 ？ａｎｄＳ ｔａｎｓｆｅｌｄ

，

Ｓ ．Ａ ．ＨｏｗＧｅｎｄｅｒＡｆｆｅｃｔｓＰ 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Ｓｏｃ ｉａｌ民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 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Ｈｅａｌｔｈ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Ｏｎｅ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
ｌ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ｒｏｍ Ｃ ｌｏｓｅＰｅｒｓｏｎｓ

［
Ｊ
］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 ｉｎｅ ．２００２
，
５４巧 ）

： ８ １ １
－

８ ２５ ．

［
１ ６０

］陈华帅 ，魏强．婚姻对老年健康与存活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师中 国卫生经济 ，
２００９

（
１ ０

）
： ９－ １ ３ ．

［
１ ６

＂Ｈｅｌｌｓｔｒｏｍ
，
Ｙ

，

ａｎｄＩ ．民 ． Ｈａｌｌｂｅｒｇ ．Ｐ 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ｆ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ｏｐｌｅ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ＨｏｍｅＨｅｌｐｏｎ

Ｈｅａｌ化
，

Ｃａｉ＾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叮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ｒｅ  ｉｎ 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００ １
（
９
）

： ６ １
－

７ １ ．

１ ７３





山东大学博±学位论文


［
１ ６２

］
Ｓｈｅｎ

，
Ｋｅａｎｄ Ｙｉ Ｚｅｎｇ ．Ｔｈｅ Ｄ 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ｏｔａ 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Ｃｈｉ ｌｄｈｏｏ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Ｏ ｌｄｅｓｔ－ｏｌｄａｒ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ｏｌｄ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
ｇ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ｔｅＥｖｅｎｔ

Ｈｉ ｓ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ｎ Ｈｅａｌｔｉｉｙ 

Ａｇｉｎｇ ，
Ｂｅｉ

ｊ
ｉｎｇ 

ａｎｄ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Ｏｃｔ ．１ ５
－

１ ８
，
２０ １ ２ ．

［
１ ６３＂ｏｕｎｇ ，

ＬＭ
，
ｖａｎｄｅＭｈｅｅｎ

，
Ｈ ．

，
Ｓｔｒｏｎｋｓ

，
Ｋ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Ｍｏｒｉｒｉｄｉｔｙ 

ｂｙ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 ｂ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
ｇｅｍｅｎｔ口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 ｌｏｇｙ． １ ９９４
（
２３

）
： ９ １

－９７ ．

＂ ６４
］
Ｒｏｓｓ

，

Ｃ卫 ？Ｒｅｃｏｎｃｅｐ化ａｌｉｚｉｎｇ
ＭａｒｉｔａｌＳ ｔａｔｕｓａｓ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仰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１ ９９５巧 ７
）

： １ ２９－

１ ４０ ．

＂ ６巧Ｇｕ ，
Ｄ ．

，
Ｄｕｐｒｅ ，

Ｍ．Ｅ ． 抑ｄＬｉｕ
，
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化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ｚ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ｅｓｉｄｉｎｇ
Ｏ ｌｄｅｓｔ

－Ｏ ｌｄ ｉｎＣｈｉｎａＷ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７
（
６４

）
： ８７ １

－

８ ８ ３ ．

［
１ ６６

］
Ｃｈｅｎ

，
Ｆ．ａｎｄＳｈｏｒｔ

，
Ｓ ．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Ｏ ｌｄｅｓｔ Ｏ ｌｄ

ｉｎＣｈｉｎａＷ Ｊｏｕｍａｌ ｏｆ Ｆａｉｎｉｌｙ Ｉｓｓｕｅｓ ．２００８
，
２９

（
１ ０

）
： １ ３７９

－

１ ４０３ ．

［
１ ６７

］
Ｐａｇａｎ ，

Ｊ ．Ａ ．

５
Ａ ．ＰｕｉｇａｎｄＢＪ ． Ｓｏｌｄｏ ．Ｈｅａｌｔｈ虹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Ｕ化ｏｆ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ｙ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Ａｄｕｌｔｓ
［
Ｊ

］
．ＨｅａｌｔｈＥｃｏ打ｏｍｉｃ ｓ

，
２００７

，
１ ６

（
ｎ

）
： １ ３ ５９ －

１ ３ ６９ ．

［
１ ６８

］黄枫 ，甘舉 ？ 过度需求述是有效需求？ 城镇老人健康与医巧保险的实证分析阴 ？ 经济研

究 ，
２０ １ ０

（
６
）

： １ ０５ －

１ １ ９ ．

＂ ６９
］
Ｃｈｅｎｇ ，

Ｌｉｎｇｇｕｏ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ｏ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Ｆｒｏ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 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Ｄ

］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 ．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Ｐｒｏｆｅｓ ｓｏｒ Ｙｉ Ｚｅｎｇ ．２０ １ ２ ．

［
１ ７０

］
Ｐｕｔｎａｍ

，
Ｒ ．

，

Ｂｏｗｌｉｎｇ ．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ｐ化ａｎｄｒｅｖｉａｌ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ｔｍｍｍｉｓｔｙ ［
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Ｓ ｉｍｏｎ

ａｎｄ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
２０００ ．

［
１ ７Ｕ薛新东 ，刘 国恩 ．社会资本决定健康状况吗

一来 自 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査 的证据饥 ．

２０ １ ２（ ８ ）

［
Ｈ２

］
鲍常勇 ？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的人 口健康研究饥 ？ 人 口研究 ． ２００９（ ３ ） ： １ ０２－

１ ０９ ．

［
１ ７３

］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ＣＲ
，
Ｃａｇｎｅｙ

ＫＡ ．ＣｏＵ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ｓｏｃｉａ 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

ｓｅｌｆ
－

ｒａｔｅｄ
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ｎａｎｘｉｒｂａｎｓｅｔｔｉｎｇ ［
Ｊ
］

．ＨｅａｌｔｈＳｏｃＢｅｈａｖ
，
２００２（ ４３ ） ： ３ ８３

－３ ９９ ．

［
１ ７４

］
ＦｒａｎｚｉｎｉＬ

，

Ｓｐｅａｒｓ
Ｗ ．Ｃｏ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化ｉｎｅｑｕａｌｉ ｔ ｉｅｓ ｉｎ

ｙｅａｒｓｏｆ  ｌｉｆｅｌｏ ｓ ｔ化

ｈｅａｒｔ 化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ｅｘａｓ口］
．ＵＳＡ－ ＳｏｃＳｃ ｉ Ｍｅｄ ． ２００３

，
５７

（
１ ０

）
： １ ８４７ －

１ ８ ６ １

１ ＾

１ ７５
］
Ｌｉｎｄｓｔｒ Ｍ

，
Ｍｏｇｈａｄｄａｓｓ ｉＭ

，
ＭｅｒｌｏＪ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ｈｅａｌ化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打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 ａ ｎｍ ｌｔｉ ｌｅｖｅ ｌ ａ打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Ｍａｌｍ
，
Ｓｗｅｄｅｎ… ．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２００４口 ９

）
：  １ ３ ５ －

１ ４ １  ？

［
１ ７６

］
Ｖｅｅｎｓｔｒａ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 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 ｉａ
［
Ｊ
］

．Ｃａｎａｄａ ．ＳｏｃＳｃ ｉ Ｍ ｅｄ２００５
，
６０

（
９
）

：２０５ ９ －２０７ １ ．

［
１ ７７

］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 ｉａｎ

，Ｓ ．Ｖ．

，
Ｋｉｍ

，
Ｄ ．Ｋ ．＆Ｋａｗａｃｈｉ

，
！ ．Ｓｏｃｉａ ｌ 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ｓｅｌｆ

－

ｒａｔｅｄ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Ｕ Ｓ

ｃｏｍｍｉｍ ｉ ｔｉｅｓ ；ａｍｕｌ ｔ ｉ ｌｅｖｅｌ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ｌ ｔｈ
，
２００２

，
７９

（
４

）
：Ｓ２ １

－Ｓ３４ ．

［
１ ７別ＭｏｈａｎＪ

，
Ｔｗｉｇｇ

Ｉ＾
，
ＢａｒｎａｒｄＳ

，
ＪｏｎｅｓＫ ． Ｓｏｃｉａ 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 ：ａｓｍａｌｌ

－

ａｒｅ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 Ｅ
：ａｇｌａｎｄ

［
Ｊ
］

．ＳｏｃＳｃｉ Ｍｅｄ２００５
，
６０ ：口６７ －口８ ３ ．

１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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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７９

］
曾毅 ．老龄健康影响因素的跨学科研究国 际动态化 科学通报 中 国科学杂志祀 ２０ １ １

（
３ ５

）
：２９巧 －２９４０ ．

［
１ ８０

］
ＬｅｐｅｕｌｅＪ

，ＲｏｎｄｅａｕＶ，ＦｉｌｌｅｕｌＬ
，ｅｔａｌ ．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ｏｒｔ
－

ｔｅｒｍ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
，
２００６

（
１ １ ４

）
：２４２

－２４７ ．

［
１ ８ １

］
Ｂ ａｌｆｏｕｒＪＬ

，
ＫａｐｌａｎＧＡ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ｏｓｓｏｆ

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化ｅ Ａ ｌａｍｅｄａＣｏｕｎｔｙ
Ｓ ｔｕｄｙ［叮Ａｍ Ｊ Ｅｐ ｉｄｅｍｉｏ ｌ

，

２００２
（

１ ５巧 ： ５０７
－

５ １ ５ ．

［
Ｉ Ｂ＾ＮｏｒｄｓｔｒｏｍＣＤ ｉｅｚ民ｏｕｘＡＶ

，
ＪａｃｋｓｏｎＳＡ

，ｅｔａｌ ．Ｔｈｅａ％ｏｃｉ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 ｌａｎ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ｓｏｃ ｉｏ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ｓｕｂ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ｉ打ａｎ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ｏｈｏｒｔ ：Ｔｈｅｃａｒｄ 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ｈｅａｌ化ｓｔｕｄｙ ［
Ｊ
］

．ＳｏｃＳｃｉＭｅｄ
，
２００４

（
５ ９

）
：２ １ ３ ９

—

２ １ ４７ ．

［
１ ８ ３

］ 

Ｓ ａｎｄｓｔｒｏｍＴ
，
ＦｒｅＡ Ｊ

，
ＳｖａｒｔｅｎｇｒｅｎＭ

，
巧ａｌ ．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ａｆｏｃｕｓｏ打ａｉｒ

ｐｏ
ｌ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化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Ｅｕｒ Ｒｅｓｐｉｒ Ｊ
，

２００３
（ 
２ １

）
：９２
—

９５ ．

［
１ ８叫

Ｚｅ凸ｇ
Ｙ

，ＧｕＤ
，
Ｊａｍａ

巧ｅｔａｌ ．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ｅ打ｖｉｒｏｎｍｅ打ｔａ 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ｉ ｔｈｅｌｄｅｒｌｙ
ｈｅａ ｌ ｔｈ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口］
． Ａｍ Ｊ Ｐｕｂ 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

， 
２０ １ ０

，

１ ００ ：２％－

３ ０５ ．

［
１ ８句

Ｚｅｎｇ ，
Ｙｉ

，
Ｄａｎ細 Ｇｕ

， 
ＪａｍａＰｕｒｓｅｒ

，
巧ｅｌｅｎＨｏｅｎｉｇ ，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ｗｉ也 Ｅｌｄｅｒｌｙ 

巧ｅａｌ化 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 ｃｎｍｉａｌｏｆ Ｐｕｂ 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

，

２０ １ ０
，１ ００

（
２

）
：２９ ８

－

３０５ ．

［
１ ８ ６

］
张文娟 ， 李树巧 ． 代际支持对高龄老人身屯、健康状况的影响研巧 ［

Ｊ
］

， 中 国人 日科学 ２００４

年增刊 ： 巧－４３ ．

［
１ ８ ７

］
宋揽 ． 劳动力外流下 中 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脉支持性别分工研究 ［Ｄ ］ ．西安 ：西安交通

大学 ， ２００ ８ ．

［
１ ８ ８

］
汤哲 ，巧曼君 ： 北京市老年人生活 自理能为评价与相关因素分析 ［

Ｊ
］

．中 国人 口科学 ，
２００４

年增刊 ： ９４ －％ ．

［
１ ８９

］
Ｍｉｌ ｌｅｒ

，
Ｂ －＆ Ｃａｆａｓｓｏ

，
Ｌ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ｃａｒｅｇ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 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

［
Ｊ
Ｊ

．Ｔｈｅ

Ｇｅｒｏｎｏｔｏ ｌｏｇｉｓｔ
，

１ ９９２
（
３巧 ：４９８ －５ １ ７ ．

［
１ ９０

］
Ａｎｎａ Ｈ

ｊ
註Ｉｍ ．

＂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ｗｅ ｋｎｏｗ ｏｕｒ ｌ ｉｍ ｉｔｓ

＂

：Ｅ ｌｄｅｒ ｌｙｐａｒｅ打ｔｓ

’

ｖ ｉｅｗｓｏｎ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ｍｔ 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２０ １ ２
口巧 ： ２９６－３ ０ ８ ．

［
１ ９。夏传雖麻凤利子女数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化人 口研究

，

１與５ （ １ ） ： １ ０ －

１ ６ ．

［
１给

］
Ｇｉｏｒｇ ｉｏＳｅｃｏｎｄｉ ． ＰｒｉｖａｔｅＭｏ打ｅｔ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ｉｎ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Ｆａｍ ｉ ｌｉｅｓＡｌ ｔｒｕｉ ｓ ｔｉｃ？
口］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 ．

， 

１ ９９７（ ２ ） ：４８７ －５ １ １ ．

［
１ ９３

］
ＭｃＧａｒｒｙ，

Ｋ．ａｎｄＲ ．Ｆ．Ｓｃｈｏｅ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Ｂ 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化ｅＨｅａｌ化 処ｄ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ｕｄｙ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民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ｃｍ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ｉｔｈｉｎ也ｅＦａｍ ｉｌｙＰ］ 

．ＴｈｅＪ ｃｍｍｄｏｆＨｕｍａｎ

民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ｌ ９％ａ

，
Ｓ １ ８４－Ｓ２２６ ．

［
１ ９４

］ 

ＭｅＧａｎｙ，
Ｋ ．ａｎｄ民． ＲＳｃｈｏｅ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Ｂ ｅｈａｖｉｏｒｗｉｔｈｉｎ化ｅ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化ｅＡｓｓｅｔ

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ｉｉｒｖｅ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

Ｍ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５０９９
，

１ ９９５ｂ ．

［
１ ９５

］
Ｃｏｘ

，
Ｄ ． ａｎｄＲａｎｋ

，
Ｍ．ＩｎｔｅｒＶｉｖｏ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

Ｊ
］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１ 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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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１ ９９２ ： ３ ０５
－

３ １ ４ ．

［
１ ９６

］ 
Ａ ｒｒｏｎｄｅｌ

，
Ｌ ．＆ Ｍａｓｓｏｎ

， 
Ａ．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 Ｗｈａｔ ｄｏｔｈｅＤａｔａ 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Ｓｈｏｗ？ 虹 Ｊ ．Ｙ ｔｈｉｅｒ 友Ｓ ． Ｋｏｌｍ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０打 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 Ｇｉｖｉｎｇ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 
２００５ ．

［
１ ９７

］
Ｈａｙａｓｈ ． Ｉｓ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Ｆａｍｉ ｌｙＡ ｌ ｔｒｕ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Ｌｉｋｅｄ？ＡＴｅ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ｎｇｅｌ

Ｃｕｒｖ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 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乂 １ ９９５ ：６６ １
－６７４ ．

［
１ ９別 

Ｇ ｉｏｒｇｉｏＳｅｃｏｎｄｉ －Ｐｒｉｖａｔｅ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ｉｎ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Ｆａｍｉ ｌ ｉｅｓＡｌｔｒｕｉ ｓｔ ｉｃ？ 饥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 ．
，
１ ９９７ ：４８７－

５ １ １ ．

［
ＩＷ

］ 

Ｓｕｎ
，
民 ．Ｏ ｌｄＡｇ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Ｃｏ打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Ｕｒｂａ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ｂｏ化Ｐａｒｅｎｔｓ

’

ａｎｄ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
’

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Ａｇ
ｉｎｇ ， 

２００２
，
２４

（
３

）
： 巧 ７－３５９ ．

口ＧＧ
］
Ｓ ｉｌｖｅｒｓｔｅ ｉｎ

，
Ｍ．

，
巧ａＬ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虹 民ｏｒ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ａｍＵｉｅｓ ：Ａ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ｒ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２００２
，

Ｂｏｓｔｏｎ ．

［
２ （Ｈ

］
孙齡娟

，
张航空 ． 中 国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
Ｊ
］

． 人 口与经济 ，
２０ １ ３

（
４
）

： ７０－

７７ ．

［
２０２

］
胡宏伟

，
楽文敬

，
杨鲁

，
祝明银 ． 挤入还是挤出 ： 社会保障对子女经济供养老人的影响 －关于

医疗保障与家庭经济供养行为
［
Ｊ
］

． 人 口研究
，
２０ １ ２

（
２

）
： ８２

－９６ ，

［
２０３

］
刘爱玉

，杨善华 ．狂会变迁过程中 的老年人家庭支持研究
［
Ｊ
］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 ，
２０００口 ）

： ５６－６３ ，

［
２０４

］
范成杰 ． 代际关系 的下位运行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影响机 ． 华 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
，
２０ １ ３Ｗ ：撕－９５ ．

［
２Ｇ５

］
Ａｒｒｏｎｄｅ ，Ｌ ． ， Ｍａｓｓｏｎ ，Ａ ．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Ｉ

＊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Ｒｅｃ ｉｐｒｏｃｉ ｔｙ ：Ｗｈａｔ ｄｏ化ｅＤａｔａ０打

Ｆａｍｉ 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Ｓｈｏｗ？Ｉｎ ： Ｊ ．Ｙ ｔｈｉｅｒ ， Ｓ ．Ｋｏｌｍ ， Ｈ 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ｎ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 Ｇ ｉｖｉｎｇ ，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ｔｒｕｉｓｎＬ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
２００５ ．

［
２０６

］
王树进

，
朱振亚 ． 反哺归宗 ：新市 民反哺农村父母力度的实证研究 ［

Ｊ
］

．农业经巧问题
，

２００９

（
９
）

：１ ０４－

１ ０９ ．

［

２０ ７
］
郭志刚老年人与子女么间 的代际经济流量的分析化人 口研究 ，

１ ９９８
（

１
）

： ６５ －７３ ．

［
２０８

］
Ｚｉｍｍｅｒ

，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ａｎｄＪｕｌｉａＫｗｏｎｇ ．Ｆａｍｉ ｌｙ
Ｓ ｉｚｅ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ｆ Ｏ ｌｄｅｒＡｄｕｌｔ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Ｉｍｐ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３
，
４０。 ）

： 扣￣４４ ．

［
２０９

］
谢桂华？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

［
Ｊ
］

． 社会 ，
２００９

（
５
）

：口９－

１ ５ ８ ．

［
２ １ ０

］
高建新

，
李树巧 ． 农村家庭子女养老行为的示范作用研究町 ．人 口研究

，
２０ １ ２

（
１
）

： ３２＞４３ ，

口 

１ １峨 皆化 投资与赡养一关于城市居 民代际交换的 因果分析口 ］
． 中 国社会科学

，

１ ９９ ８
（
６

）
：

１ ３ １
－

１ ４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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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巧徐勤 ． 儿子与女儿对父母支持的 比较研巧化人 口研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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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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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１ ４

］
憂嫁 ．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家庭代际交换失衡的影响分析饥 ． 财经理论与实践 ，

２０ １ １
（
７
）

：

１ １ ０ －

１ １ ３ ．

［
２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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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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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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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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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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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 ．Ｐａｒ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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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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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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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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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Ｐ ）
：巧－

５ ８ ．

［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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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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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２０ －２４ ．

［
２２９

］
ＡｔｔｉａｓＪ）ｏｎｆｏ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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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ｄ ．

） ，
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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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５

］
Ｅａｗｎｌａｃｏｂｕｃｃ ｉ ．因果关系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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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Ｓ ． Ｖ？ 公 Ｋａｗａｃｈｉ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化 ： Ｗ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Ｗ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Ｓｏ

Ｆａｒ ？
［
Ｊ
］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 ｉｃ民巧ｖｉｅｗ
，
２００４

口巧方８
－ ９４ ．

［
２４７

］
Ｃａｓｅ

，Ａｎｎｅ ．ＤｏｅｓＭｏｎｅ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Ｐ ｅｎｓ ｉｏｎｓ ．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８４％  ．２００ １ ．

［
２４糾张川川 ．健康变化对劳动供给和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化 经济评论 ，

２０ １ １
（
４

）
： ７９－

８９ ．

［
２４９

］
Ｄｕｎｃａｎ

，
Ｃ ．

，

Ｊｏｎｅｓ
，
Ｋ ．＆Ｍｏｏｎ

，
Ｇ．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ｒＵ 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 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

］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 １

（
３４５

）
： ９９－

１ ０６ ．

［
２５０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 ．Ｂｅｉｒｙ． 因 果关系 模 型 ［

Ｍ
］

． 吴晓刚 主编 ．上海格致 出 版社 ，
上海人 民 出 版

狂 ．２０ １ １ ．

［
２５

＂Ｃａｒｒｏｌ ｌ
，

Ｋ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ｅｔａ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ｈｏｒｍｏｎ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ａｎｃｅｒｓ

［
Ｊ
］

．Ｃ 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ｌ ９７５
（
３５

）
：巧７４－巧 ８ ３ ．

［
２５２

］
Ｈｏｘ

，
Ｊ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 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ａｈｗａｈ

，
ＮＪ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ｒｌｂａｕ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

［
２５ ３

］
余慧

，黄莱贵 ，桂勇 ． 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也理健康的影响 ：

一

项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的 ？世

界经济文汇
，
２００ ８（ ６ ） ：４０ －５２ ．

口Ｓ＾Ｗａｒｅ
， 
Ｊ ．

，
Ａ ｌ ｌｙｓｏｎ ，

０ ？
，
底 民ｏｂｅｒｔ

， 
Ｂ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 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ｔｕｄｙ ：Ｖｏｌ ． ＶＩ ． 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ｍｏ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
＾

１ ９８０ ．ＣＡ ：ＲＡＮＤ
（
Ｒ－

１ ９８７／６ －肥Ｗ
）

．

［
２５ ５

］
Ａｔｔｉａｓ －Ｄｏｎｆｉｉｔ

，
Ｃ ．

，
Ｏｇｇ ，

Ｊ ．

，
＆ Ｗｏｌｆｉｆ

，
Ｒ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１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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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ｍ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口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ｇｉｎｇ ，

２００５三口 ） ，
１ ６ １

—

１ ７３ ．

［
２５６

］
Ｌｉｔｗｉｎ

， 
Ｈ．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ｔｉｉｅ ｉ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ｉｎａｎａｇｉｎｇ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ｃｏｈｏｒｔ

［
■Ｊ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ｇｉｎｇ ．２００４
，
２６巧 ） ，

２０２－２２３ ．

［
２５７

］杨春 ．对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南京市为例 ［ Ｊ ］ ．人 日 学刊
，
２０ １ ０ ，

（
６

）
：

４２
－４７ ．

口５８
］

＂

中 国老龄人 口健康问题与对策研究
＂

课题沮．吉林省 四平地 区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及

财策探析 ［＂ 乂 口学刊
，
２０ １ ０

，（
２
）

：２８ －

３４ ．

［
２５ ９

］
Ｗａｒｒｅｎ

， 
Ｊｏｈｎ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ｃ ｉｏ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ｃｒｏｓ ｓｔｈｅＬｉｆｅＣｏｕｒｓｅ ： Ａ Ｔｅｓｔｏｆ

化ｅＳｏｃ ｉａ ｌ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ａｌ化Ｓｅｌｅｃｔｉｏ打Ｈｙｐｏ化ｅｓｅｓ
［
Ｊ

］
．Ｓｏｃｉａ ｌ Ｆｏｒｅ巧

，
２００９

，

８７
（
４

）
： ２ １ ２５ －２ １ ５ ３ ．

［
２６０

］
Ｗｅｓｔ

，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 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Ｈ ｅａｌｔｈ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 ｅｓ
［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１ ９９ １ ． ３ ２

（
４

）
： ３７ ３

－

３ ８４ ．

［
２６ＵＲｏｂｅｒｔａｎｄＨｏｕｓｅ

，
民ｏｂｅｒｔ

，
Ｓ ｔｅｐｈａｎ ｉｅ Ａ．ａｎｄＪａｍｅｓＳ ．Ｈｏｕｓｅ ．Ｓｏｃ ｉｏｅｃｏ打ｏｍｉ ｃ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Ｓｏｃ 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ｂ ｌｅｍ ， ｉｎ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ｏ ｌｏｇｙ （

５

＆
ｅｄｉｔｉｏｎ

） ，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Ｃ ．Ｂ ｉｒｄ
，
Ｐ ．Ｃｏｎｒａｄ

，
ａｎｄＡ ．Ｆｒｅｍｏｎｔ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２０００ ．

［
２６２

〕
Ｂ ｌａｃｋ ｅｔａｌ ．Ｂ ｌａｃｋ

， 
Ｄｏｕｇ ｌａｓ

，
Ｊｅｒｒｙ

Ｍｏｒｒｉｓ
，
Ｃｙｒｉ ｌＳｍｉ化

，

她ｄ Ｐｅｔｅｒ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 民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 ｉｘｍｐ ［

Ｍ
］

－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１ ９８０ ．

Ｐ６＾Ｍａｃｋｅｎｂａｃｈｅｔ ａｌ ．Ｍａｃｋｅ打ｂａｃｈ
， 
Ｊｏｈａｎ Ｐ ．

，
ＩｒｉｎａＳｔｉｒｂｕ

，

Ａ ｌｂｅｒｔ
－

Ｊａｎ民 ． 艮ｏｓｋａｍ
，

Ｍａａｒｔ
ｊ
ｅＭ．

Ｓｃｈａａｐ ， 
ＧｗｅｎｎＭｅｎｖｉｅｌｌｅ

，
ＭａｌｌＬｅｉｎｓａｌｕ

，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Ｅ ． Ｋｕｎｓｔ ．Ｓｏｃ 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２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Ｊ
］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２００８

，
３ ５ ８

（
２３

）
：

２４６８ －２４８ １ ．

［
２６４

］
Ｈｏｌｉｎｅｓ

，
Ｍ ．Ｏ ．

，
Ｈｕｎｔｅｒ

，
Ｄ ． Ｊ ．

，

Ｃｏｌｄｉｔｚ
，

Ｇ．Ａ ．

，

Ｓｔａｍ
｜
＞ｆｅｒ ｅｔ ａｌ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 ｉｅｔ＾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ｆａｔ ａｎｄ

ｔ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ｗｉ化 ｒｉｓｋ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Ｊ ｃｍｍａｌｏｆ 化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１ ９９９
（
２８ １

）
二

９ １ ４－９２０ ．

［
２６５

］
杨菊华 ．数据管理与模型分析 ： ＳＴＡＴＡ 软件应用 ［

Ｍ
］

．北京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 ２０口 ．

［
２６６

］
王弟海 ，

藥六堂
，
李宏毅 ？ 健康人力资本 、 健康投资和经济増长－ ＾处 中 国跨省数据为例 口 ］

．

管理世界
，

２００８（ ３ ） ：２７ －３ ９ ．

［
２６７

］
Ｌｅｖｉｎｅ

，
Ｒ ．ａｎ过 Ｄ ？民ｅｎｅｌ ｔ ． Ａ Ｓ符ｉｓｉｔｉｖｉ ｔｙＡｎａｎｌｙｓｉｓｏｆ Ｃｒｏ巧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口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

１ ９９２
，
Ｖｏ ｌ ． ８２

，
９４２ －９巧 ．

［
２６ ８

］
Ｇｒｅｅｎｅ

，
Ｗ？吐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６ｔｈｅ过 ．Ｕｐｐ巧ＳａｄｄｌｅＲｉｖｅｒ

，
ＮＪ＊ｒｅｔｉｃｅ

－Ｈａｌ ｌ ．２００ ８ ．

口６９
］Ｅｓｃ站ｉｃｉａｎｏ

，
Ｊ ．Ｃ ．

，

Ｄ ．Ｔａｃｈｏ －Ｃｈａｖｅｚ
，
ａｎｄＡ．Ｌｅｗｂｅ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ｅｍ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ＴｗｏＳ ｔｅｐ
Ｍｏｄｅｌｓ ．Ｕｎｐｕｂ ｉｓｈｅｄ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
ａｐｐｓ ．０ １ｉｎ ．Ｗｕｓ ｔｌ ．ｅｄｕ ．２０ １ ０ ．

［
２７０

］
Ｂ ｌａｃｋ

，Ｄ ．

，
Ｊ ．Ｎ ．Ｍｏｒｒｉｓ

，Ｃ ．Ｓｍ ｉｔｈ
，ｅｔａｌ

．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Ｈｅａｌｔｈ ：Ｂ ｌａｃｋＲｅｐｏｒｔＰｅｌｉｃａｎＳ ｅｒｉｅｓ

［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ｅｎｇｕｉｎ
，１ ９８２ ．

［
２７ １

］
Ｋｉｍ

，Ｓ ．

，
Ｍ ．Ｓｙｍｏｎｓ

，Ｍ ．Ｂａｒｒ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Ｈｅａｌｔｈｉｅｒ

Ｌ 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过 化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口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ＪｏｕｍａｌｏｆＥｐ 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

１ ５９

（
２
）
巧－３ １ ．

１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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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７２
］
Ｐｍｓ

，
Ｓ ．Ｇ． Ａｇｅ ，

ＳＥ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 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ｖｅｒ 化ｅ

ＬｉｆｅＣｏｕｒｓｅ
［
Ｊ
］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Ｉｌｌｎｅｓｓ

，
２００７

（
２９

）
：６３ －７ １ ．

口７３
］
Ａｄｌｅｒ

，
Ｅ ．

，
Ｊ ．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ＨｅａｌｔｈＤ 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ａｅｒｏ巧 化ｅＬｉｆｅｓｐａ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ｊ

Ｍｅ化ｏｄｓ
’
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Ｏ ｌ Ｏ

，
１ １ ８６ ．

［
２７４

］
阮荣平 ，郑风田 ．市场化进程中 的宗族网络与乡村企业的．经济学 （季刊 ） ２０ １ ２

（
１巧 ：

［
２７５

］
王兴华 ，

王大华 ， 申继亮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研究阴 ？中 国临床也理学杂

志
，
２００６

，
１４

（
１
）

： ７３
－７４ ．

［
２７６

］
ＡｎｄｒｅｗｓＧｅｔ ａｌ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ｉｎ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
Ｊ

］
．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ａｎｄ Ｍｅ打ｔａｌ Ｄ ｉｓｅａｓｅ

，
１％ ７

（
１ ６６

）
：３ ０７－３ １ ５ ．

［
２７７

］
沈调英 ．绍兴县社区精神疾病调查分析脚 ．浙江预防医学 ，

２００５
，
１ ７

（
ｌ
）

： ５６－

５７ ．

［
２７巧方菲 ．老年人也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探讨化社会也理科学 ，

２００３
（
１
）

： ６７－的 ．

［
２７９

］
楽文静 ，杨帆等 ． 中 国老年人也理健康 自评及其影响 因素研巧阴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化会

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２

，
５（ 

４２ ） 丹 ５
－８ ３ ．

［
２８〇

］
Ｔ宇 ， 肖凌 ，

郭文斌．社会支持在狂会生活事件一屯、理健康关系 中 的作用模型研巧ｍ ．中 国

健康也理杂志 ．２００５（ ３ ） ： １ ６ １
－

１ ６４ ．

［
２８ １

］
Ｏｒｍｅｌ Ｊ

，
ＶｏｎＫｏｒｆＦ ＭＶ

，

ＢｒｉｎｋＩＶ
，

ｅｔ ａｌ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ｄｉｓａｂ ｉｌｉｔｙ 

ｓｈｏｗ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口 ］
． Ａｍ Ｊ Ｐ加 １Ｈｅａｌｔｈ

，
１ ９９６巧 ６

）
：％ ５ －巧０ ．

口８２
］
Ａｎｔｏｎｏｖｓｋｙ 

Ａ．Ｔｈｅｓａｈｉｔｏｇｅｎｉｃｍｏｄｅｌａｓａ ｔｈｅｏｒｙ 
化

ｇｕｉｄ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ｔ
，
１ ９９６

（
ｌ ｌ

）
： ｌ ｌ 

？

１ ８ ．

［
２８ ３

］
Ｃａｍｅｙ

艮 Ｍ
，

ＦｒｅｅｄＬ
，
ＳｈｉｉｎｅＹ Ｉ

，
ｅｔ ａｌ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ｒｏ打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

．Ｃ ｌｉｎ Ｐ ｓｙ

Ｃｈｏｐｈａｍｉ
，

１ ９９７
（
１ ７

）
： ３ ７０ －

３ ７６ ．

［
２８４

］
Ｍｏｒｒｉｓ

，Ａ ．Ｏ ．

，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Ｏ ．Ａ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ａｏｆ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 ｌ

－ｂｅ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Ｅｌｄｅｒｓ机 ．Ｐ ｓｙｃ
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ｕｌ ｌｅｔｔｉｍ

，

２０ １ １
（

１ ０巧 ：２５７ －２６６ ．

［
２８ ５

］
ＬｉｎｄａＪ ．Ｗａｉｔｅ ．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Ｈｏｕｓｅｈｏ ｌ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 ［
Ｊ
］

． Ｊ Ｈｅａｌ ｔｈＳｏｃ Ｂ ｅｈａｖ
，

２００２
，

４３
（
１
）

：１
－２ １ ．

口８刮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Ｙｅｈ
，
Ｓｈｕ－Ｃｈｕａｎ

；
Ｌｏ

，
Ｓ ｉｎｇ 

Ｋａ ｉ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ｌｏｎｅ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ａｎｄｆｅｅｌｉｎｇ 

ｌｏｎｅ ｌ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
Ｊ
］

．Ｓｏｃ 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
ｏｕｒｎａｌ

，
２００４

， 
３２

（
２

）
：

１ ２９－

１ ３ ８ ．

［
２８７

］吴捷淮诚端市化龄老年人的需要满足状况 、 社会支持和也理健康的关系研究町也理科

学 ，
２０ １ １

，
３４

（
５
）

： １ １ ３０ －

１ １ ３６ ．

［
２８ ８

］
Ａｄａｍｓ

，
Ｊ ．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  ｔｈｅｏｌｄｅｓｔｏ ｌｄｃｏｎｃｅｒｎ ｉｎｇ

ｒｅｓ ｉ ｌ ｉｅｎｃｅａｃｒｏ ｓｓｔｈｅｌ ｉｆｅｓｐａｎ ［
Ｄ

］
．Ｌａｓ

Ｃｍｃｅｓ ：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ｌ ｌｅｇｅ ，

１ ９９７ ．

［
２８ ９

］
ＨａｎｏｎＣ ．Ｒ ．Ｆｏｘａｌ ｌＭ．Ｊ ．

，
ＶｏｎＤｏｌｌｅｎ

 ，
Ｋ．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ｓｏｃ 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ｌｏｎｅｌ ｉｎｅｓｓ ｉｎｖｉｓｕａｌ ｌｙ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ｅｌｄｅｒｌ
ｙｐｅｏｐ ｌｅ

｜ ；

Ｊ
］

．Ａｄｖ Ｎｕｒｓ
，
１ ９９４

，
１ ９

（
２

）
：２７２－２８０ ．

［
２９０

］
Ｕｍｂｅｒｓｏｎ

，
Ｄ ．Ｕｅｎｄｅｒ

，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ｈｅａ ｌｔｈ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
Ｊ

］
． Ｓｏｃｉａ ｌ

Ｓｃ ｉｅｍｅ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１ ９９２ ： ９０ ７ －９ １ ７ ．

１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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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９＂Ｋｃｎｄｉｎｇ ，
Ｈ ．

’
Ａｋｉｋｏ

， 
Ｈ ． Ｌ ．Ｃ ．Ｆａｍｉ 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 化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化ｅ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打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ｉｅ
［
Ｍ

］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９２ ．

［
２９２

］
Ｄａｖｉｄ Ｒｕｓ ｓｅｌｌ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Ｔａｙｌｏｒ．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ｌｏｎｅ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 
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Ｄ ｉｓａｂ 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ｍｏｎｇ

Ｈ ｉｓｐａｎｉｃａｎｄＮｏｎ－Ｈ ｉ ｓｐａｎｉｃＯ 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
Ｊ
］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 ＢＰ ｓｙｃｈｏｌＳｃ ｉＳｏｃＳｃｉ
，
２００９

，
６４Ｂ

（
１
）

：９５ －

１ ０４ ．

［
２９引桂世就 ，倪波 ．老人经济供给

＂

填补
＂

理论硏究机 ？人 口研究 ，
１ ９９５（ ６ ） ： ｌ

－６ ．

［
２９４

］
顾佳蜂 ． 产业结构 、 储蓄对教育财政的挤出 效应分析 ：空间计量方法

［
Ｊ

］
． 财经理论与实

践
，

２０ １ ０
（
１
）

： ７０ －

７３ ．

［
２９５

］
陈太明 ？中 国财政支 出与居民消 费的实证研究 ［

Ｊ
］

． 山 东工商学院学报 ，
２００７（ １ ０ ） ：２ １

－３０ ．

［
２９６

］
Ｈｏｄｇｓｏｎ

，Ｌ ．Ｇ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ａｎｄＯ ｌｄｅｒＧｒ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Ｍ

］
／／Ｍ．Ｅ ．Ｓｚｉｎｏｖａｃｚ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ｎ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ｈｏｏｄ
［
Ｍ

］
．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
ＣＴ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
１ ９９８ ．

口９７
］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
Ｊ

，
Ｒ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ＡＳｔｕｄｙ

ｏｆＲｏｌｅＣｏ ｔｉｃｅｐｔｉｏ打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

化ｅｆａｍｉｌｙ，

巧９７
（
３ ９

）
： １ ０２ －

１ ２３ ．

［
２９ ８

］
耿德伟 ． 多子多福 ？

一子女数量对父母健康的影响 ［
Ｊ
］

． 南方人 口
，
２０ １ ３（ ３ ） ： ８

－

１ ６ ．

［
２９引张洪芹 ．农村家庭养老与子女支持愿望

一基于对 山 东部分农村地区 的调查的 ．东岳论丛 ，

２００９（ ９ ） ： １ ３３ －

１ ３ ６ ．

１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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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Ｗ往读别人的博±论文时 ， 往往会先看其
＂

致谢
＂

及
＂

读博期 间发表的学术

论文
＂

送两部分 内容 ， 边看边想我什么时候能开始写送部分内容 。 真是非常地羡

慕他们完成 了博±学位的攻读 。 因此 ， 今天我 自 己开始写这部分文字的时候 ， 也

情真是非常地复杂 ： 激动 、 幸福 、 感动 、 感恩 。 激动的是 自 己终于有机会写
＂

致

谢
＂

了 ， 艰苦的读书生涯终于告
一

段落 了 ； 幸福的是 ， 压在 自 己屯、头四年的
一

块

石头终于被挪开 了 ， 可 暂时轻松
一

段时间 了 ， 而且我也成 了９８ ５ 、 ２ １ １ 学校的

毕业生 了 ； 感动 的是 ， 在 山大这所百年名校里结交 了很多 的好朋友 ； 当然 ， 此时

最重要的也情是感恩 。

感谢王老师对我的接纳 、 鼓励 、 宽容与帮助 。 四年前报考王健老师的博±生

时 ， 我们相互并不认识 ， 我只是尝试性地给老师写 了封邮件 ， 没想到很快就收到

了老师的 回复 ， 并给予热情的鼓励 。 此后 ， 王老师对我每次取得的成绩都给予高

度的赞扬 ， 给了我极大的信也 ， 也坚定 了我按期顺利毕业的信屯、

。 我和王老师年

龄相差不大 ， 每次与老师面对面交流的时候都感觉老师极其的随和 ； 毎次与老师

通讯联系的时候 ， 老师都能热情而及时地回复 ， 丝毫没有博导的架子 。

在老师的热情指导下 ， 读博的 四年虽然辛苦 ， 但也取得
一些收获 。 这四年

独立或第
一

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１ ６ 篇 ， 其中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２ 篇 ，
ＣＳＳＣ Ｉ

收录 ８ 篇 ， 中文核也 ５ 篇 ， Ｉ ＳＴＰ 收录 １ 篇 ； 完成 山东省软科学项 目 １ 项 ， 优

秀
＂

结题 ； 连续 ３ 年获得
＂

济南大学本科教学贡献奖
＂

； 连续 ３ 年年度考核优秀 ；

２０口 年获得
＂

济南大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

。

这四年除了收获知识 ， 还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 在王老师宽容 、 随和性格的感

染下 ，

一

帮 同 口兄弟姐妹成 了无话不谈的孽友 。 王镇 、 李友卫 、 吕静静 、 朱大伟 、

郭娜 、 仲亚琴 、 郑娟 、 刘彩 、 张国杰 、 下玲 、 汪洋 、 石丛等兄弟姐妹在这四年里

给予了我许多的帮助 。 聚会时他们 的欢声笑语巧无话不谈 ， 让我感受到友情的温

暖 ， 真屯、感觉到大家就是
一

家人 。 由于平时工作单位杂事较多 ， 不能经常去山大 ，

交资料等诸多事情大多委托郭娜 、 郑娟 、 下玲Ｈ位师妹代办 ， 省 了我来回 的奔波 ，

真是非常地感谢她们 。 另外 ， 在 山大读书期间 ， 还得到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也

左根永老师与傅佩佩老师的无私帮助 ， 真是无法报答 。

１ 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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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感谢的是论文预答辩期间 ， 公共卫生学院 的李±雪教授 、 徐凌忠教授

等诸位专家提出 的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 在此深表感谢 。

论文写作期 间 ， 无法经常 回去看望远在农村老家的父母 ， 很是 内疚 ； 妻子李

芹女±几乎承担 了全部的家务 ， 并在生活上给予 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屯、

， 只有等我

慢慢报答了 ； 未能多花点时间陪可爱而懂事的女儿刘晓慧 ， 只希望能尽快补偿 。

感谢父母 、 妻子与女儿的理解与支持 。

感谢
＂

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

（ ＣＨＡＲＬＳ ） 项 目 组的所有工作人员 ， 是你

们提供了可靠详实的数据资料 ， 才使得本论文的写作能够顺利完成 。

最后 ， 也要感谢我 自 己的坚持与努力 。 希望 自 己经过短暂的休整 ， 继续前行 ，

享受学 习带来的快乐 。

２０ １ ５ 年 ３ 月 １ ３ 曰晚

于济南大学主校区

１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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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博±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ｙ ■下论文为本人读博期间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５ 年 ） Ｗ独立或第

一

作者发表 ， 其中人大复印资料

全文转载 ２ 篇 ， ＣＳＳＣ Ｉ 收录 ９ 篇 ， 中文核也 ５ 篇 ， ＩＳＴＰ 收录 １ 篇 。

１ ． 基于 Ｈ ｅｃｋｍａｎ－ＨＬＭ 模型的代际经济支持影响因素研究町统计与决策 Ｉ２０ １ ６ 年第 ５ 期 ，

ＣＳＳＣ Ｉ ， 独立 ．

２ ． 社交活动如何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机 ．人 口 与经济 ， ２０ １ ５ 第 ６ 期 （双月 刊 ） ， ＣＳＳＣ Ｉ ，

独立 ．

３ ． 社会保障会
＂

挤出
＂

代际经济支持吗町人 口 与经济 ， ２０ １ ５ 第 ４ 期 （ 双月 刊 ） ， Ｃ ＳＳＣ Ｉ ，

独立

４ ． 常回家看看是必须的吗 ［
Ｊ
］

．统计与信息论坛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４ 期 ， Ｃ ＳＳＣ Ｉ ， 独立 ．

５ ． 经济赡养能增进老年人健康吗——基于 ２０ １ １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的 内生性检验机 ．南方人 口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１ 期 （双月 刊 ） ， ＣＳＳＣＩ ， 独立 ．

６ ． 利还是弊 ：

＂

哨老
＂

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町 南方人 口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２ 期 （双月 刊 ） ，

Ｃ ＳＳＣ Ｉ ， 第
一

．

７ ． 新医改环境下 中小药品流通企业生存空间研巧机 ．经济与管理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９ 期 ， Ｃ ＳＳＣ Ｉ ，

独立

８ ． 医疗保险对我 国老年人健康 的影响 ：基于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的检验内 ． 中 国卫生经济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１ 期 ， 第
一

．

９ ． 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的两阶段模型分析 ［
Ｊ

］
．中 国玉生经济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１ ０ 期 ， 第

一

．

１化 审计学互动式教学的困境与对策 ［
Ｊ

］

． 山东巧织经济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９ 期 ， 第
一

．

１ １ ． 基于效率视角 的医药行业集中度提升路径研究口 ］
．工业技术经济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１ 期 ， Ｃ ＳＳＣＩ ，

第
一

．

１ ２ ． 医疗费用上涨诱发因素及费用规制的新思考一基于 １ ９９８ 年？ ２０ １ ０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
Ｊ
］

．经济经绅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９ 期 ， Ｃ ＳＳＣ Ｉ ，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 第
一

．

１ ３ ．Ｗ系统论视角解析药品集中采购困境化 中 国卫生经济 ， ２０口 年第 ６ 期 ， 第
一

．

１ ４ ． 基于 ＤＥＡ－ＴＯＢ打 模型的我国药品流通业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Ｊ
］

．新疆财经 ， ２０ １ ２ 第 ５ 期 ，

第
一

．

１ ５ ．Ｗ准则外制度制约盈余管理阴 ．中 国注册会计师 ， ２０ １２ 年第 ３ 期 ，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

载 ．第
一

１ ６ ． 药 品集中采购的制度性缺略及解决途径 ［订中 国卫生经济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３ 期 ， 第
一

．

１ ７ ．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Ｔｕｏｒｓ ，Ｈｘｉ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ｕｒｉｎｇＰｏｓｔＧＦＣ

Ｐ ｅｒｉｏｄ ，２０ １ １ ． ＩＳＴＰ收录 ， 第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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