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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异地带娃的无奈与酸楚
王跃生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城市适龄生育群体并没

有出现我们所预期的生育高潮。住房、教育等成本过高，已经

成为当前人们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由此，一些人通过老

人带娃来降低抚育成本，即用传统做法解决紧迫的现实问题。

然而，与传统时代不同，当前亲子异地居住较多，中老年父母

离开家乡到子女所在城市抚育孙子女，会对其既有生活方式产

生较大影响。

在亲子同地生活为主的时代，老人带娃具有代际合作意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老人带娃是一种家庭分工模式，或者

说是不同代际成员间的互助方式，它具有深刻的制度安排含义。

由于传统时代并没有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没有协

助家庭抚育幼儿的社会机构（个别时期一些地区设有育婴堂，

但仅针对孤儿或弃婴）。家庭既是一个经济、生活单位，更是

兼具抚幼、养老功能的主要载体。为了更好地发挥功能，家庭

内部形成了相对规范的代际和性别分工机制。青壮年成员通过

不同形式的劳动获取生存资料，或耕作，或经商，或为官，等

等。婴幼儿的看护多由年纪相对较大、从主要谋生活动中退出

的老年人承担，特别是祖母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传统时

代，家庭内部不同代际、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成员往往具有

不同的角色分工。由于传统时代女性整体上参与社会就业较少，

因而在婴幼儿抚育上，女性成员通常承担着更多的责任，抚育

婴幼儿往往由儿媳、婆婆等共同担负。

这种带娃模式在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时期内并无实质性

改变，农村尤其如此，甚至在某些方面，老人带娃模式在农村

得到了强化。比如，在集体经济时代，政府鼓励甚至要求中青

年妇女走出家庭参加集体生产活动，新生子女往往主要由婆婆

照看，并由其料理家务。可以说，中青年夫妇普遍参加集体劳

动的时代，无论是亲子同居还是分开生活，老年人特别是祖母

的抚幼责任提高了。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父母和成年子女多在同一城市生

活，甚至在同一单位工作（大型国营企业这种现象居多）。子

女结婚生育后，若父母（公婆）已经退休，且三代人共同居住，

孙子女入托前多由其照看。若亲子分开生活，子女则采取早送

晚接的方式将幼儿托付父母照料。在计划经济时代，机关、企

事业单位也有不少职工来自农村和其他城市，因其父母所生子

女较多，很难长期跟随一个子女并为其照看幼儿，但是短期帮

助也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在亲子同地生活为主的时代，老人带娃是一种比较

普遍的做法，它可以充分利用家庭的人力资源，具有代际合作

意义。而在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缺乏的时代，老人带娃具

有代际交换性质，有助于代际亲情关系的培育。

社会转型中亲子异地居住现象增多，对老人带娃模式形成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城市化加

速，出现了社会转型，即由农村人口占多数转变为城市常住人

口占多数，社会职业由农耕就业者为主转变为非农从业者为主。

而在这一过程中，高比例的城乡人口处在迁移流动中。大量劳

动力走出农村在城市获得就业机会，进而转化为城市常住人口；

一些农村青年通过上学离开乡土，毕业后在城市就业。同时，

城市居民的子女离开父母所在地至外地求学、就业的人数也在

大幅度增加，其中大部分人不再返回家乡，而在外地寻求发展

机会。由此，家庭成员特别是亲子两代人分居乡城两地、城城

两地的现象增多。在这一背景下，家庭成员难以在日常事务中

相互协助，老人带娃的模式由此受到冲击。

当前，一些人在实际生活中采取了变通的做法，使得老人

【摘要】当前，老人带娃仍然是许多家庭比较普遍的做法，这虽然可以充分利用家庭的人力资源，但

也对老年人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未来，我们要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多方力量，为带娃

方式的多元化创造条件，形成夫妇为主、机构为依托、老人从旁协助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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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娃模式得以延续。一是夫妇将半岁甚至更小的子女送回父母

所在地，老年人在家承担照料之责 ；二是中老年父母离开家乡，

到子女所在城市带娃。而在少子化和重视亲情培育、素质教育

的当代，后一种方式往往更受推崇，两代夫妇共同参与带娃。

老人随迁带娃为子辈夫妇解除了后顾之忧，使其工作不受影响。

当代老人对异地带娃方式的接受程度不同

当代社会，老年人对异地带娃方式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

当前亲子两地分居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亲子分居城城两地，

二是亲子分居城乡两地。老年人的经济资源支配能力不同，对

随迁至子女所在地带娃持不同态度，并体现在行为上。

城城分居的亲子代中，亲代（即笔者所说的老年人）多在

城市正规单位工作，退休后享有足以维持生活所需的退休金，

并且多有不错的住房条件。其子女以在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实施

年代出生者为主，独生子女占较大比例。子女毕业后多在一二

线城市就业、结婚，父母的基本义务和责任已经完成。虽然子

女不在身边，但其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平静、自由的生活。一

些老年人甚至可以外出旅游，或者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而当

儿女有了孩子，需要其前往带娃时，他们并非都能欣然前往。

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除了提供短期帮助外，更愿意给予

其一些经济资助，由其雇人照料。

城乡分居的亲子代中，亲代多生活在农村，一定程度上保

留着乡土社会观念，他们会把为子女带娃视为一种责任。因而，

当子女有带娃需求时往往能够给予其帮助。来自农村的老年人

由于没有充足的养老经济资源，对子女的老年赡养仍存在期盼，

潜意识中将为子女带娃视为一种代际交换方式。不过，对于只

有一个儿子的农村老年人来说，异地随迁带娃不存在问题 ；而

若老年人有多个已婚子女，且居住于不同地区，就要考虑子女

之间的兼顾和平衡问题。

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老年人对异地带娃的态度具有多样

性，既有不愿为之者，也有积极参与者，更有勉为其难者。特

别是一些老年人随迁带娃并非都是夫妇一并前往，夫妇因此而

分居两地，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较大。

老人异地带娃问题的缓解途径

第一，要重视公共托幼机构建设，降低对老人带娃方式的

过度依赖。完善的社会托幼服务是能够将育龄夫妇和中老年人

从育儿束缚中解脱出来的重要方式。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加大对

公共托幼机构的“补缺”力度。同时，应考虑适当放宽公立和

私立托幼机构对入托儿童的年龄限制，比如，可考虑将一岁以

上、三岁以下幼儿纳入接收范围，降低一些人对老人带娃的依

赖程度。

第二，延长在职妇女产假，缩短老人带娃的时间。目前我

国各地的产假以 3—6 个月为主，可以考虑将其延长至一年。

一般而言，小孩在一周岁以内，母亲的哺育最重要。延长新生

儿母亲的在家看护时间，可以直接减少老人带娃的时间，并有

助于减轻其带娃压力。当然，要注意这一制度在实施中所产生

的副作用，比如，生育妇女所在单位对该制度的变相抵制。

第三，培养更多训练有素的家政服务人员，增大专业人员

从事带娃工作的比例。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家政服务人员带娃，

不仅可以减轻夫妇的压力，也是对老人带娃的直接替代。目前，

这种做法在城市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中比较多见，但随着我国

高收入群体的扩大，对此需求也将逐渐增大，政府应重视对此

项服务的培训，满足不同家庭的多样需求。

第四，为老年人向子女所在城市迁移创造条件，方便亲子

在带娃、养老中的互助。子女所在地政府可以在随迁父母购买

住房等方面提供一定的优惠和支持。独生子女父母一旦与子女

在同城居住，他们便有了归属感。由此，老人带娃将会更积极，

也会更方便 ；而当老年人自理能力降低后，子女也更方便提供

照料，可以说是一种双赢的做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

院老年与家庭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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