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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２０１５年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状况

调查数据，考察城市第一代老年独生子女父母照料孙子女的状况，以及照料孙子女对老年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支持的影响。研究发现，８５％以上的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帮助照

料过孙子女，孙子女成长过程中独生子女与父母同住状况具有明显差异。多数独生子女

给予父母养老支持，照料过孙子女的独生子女父母得到了相对更多的家务支持；老年父母

照料孙子女更多地惠及独生子女。在老年父母的家庭养老需求较低时，照料孙子女主要

体现着父母的“利他性”；而在父母的养老需求上升时，父母的养老需求的满足则取决于子

女所拥有的经济和时间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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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中国政府自１９７０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晚、稀、少为基本要求的计划生育政策，１９８０年

转变为独生子女政策。在生育政策强有力的干预下，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中国实现了快速的人

口转变，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的现代人

口增长模式的转变。计划生育政策在改变中国人口的基本结构与发展态势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

的家庭结构。特别是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至今已形成了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据推算，我
国累计独生子女人数已达到０．８亿～１．２亿①，城市独生子女又是独生子女群体的主体。在我国，
亲子间的代际支持存在义务关系、责任关系、权力关系、交换关系和亲情关系等②，子女有为父母养

老的义务，父母也会帮助子女照料孩子。已有研究表明，祖父母照料孙子女有助于亲子间建立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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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关系①。同时，照料孙子女作为亲子间的一种代际交换，会增加子女给予农村老年父母的养

老支持。城市独生子女一代在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老年父母的长期生活依赖与心理依恋，不可

或缺地需要老年父母帮助照顾孙子女②。加之当前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大多处于事业上升期，需

要在工作与家庭生活，尤其是工作与照料年幼子女间寻求平衡。祖父母对孙子女的照料无疑给予

了子女莫大的帮助与支持。那么，现实生活中大概有多大比例的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帮助照料（过）
孙子女？照料孙子女是否对老年独生子女父母得到的家庭养老支持产生影响？独生子女父母出于

什么动机照料孙子女？这些问题都需要借助于专项调查数据予以明晰。
本文利用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帮助已婚子女照料

孙子女的现状，以及提供孙子女照料对独生子女给予父母养老支持的影响，进一步揭示城市独生子

女家庭的代际关系特征。

二、文献回顾

照料孙子女是父母给予已婚育子女的重要的代际支持，这种照顾与帮助可能是充当偶尔的“保
姆”，也可能是对孙子女的全职监护，依据２００８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约５８％的祖父母

帮助照料孙子女③。祖辈照料孙辈是父母所拥有的时间、金钱等资源向子女的转移，在我国城乡地

区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在城市地区，因子女工作、缺乏幼儿照料资源，为保障孩子的安全祖辈帮助照

料孙辈，代行父母的责任；在农村地区，由于子女外出务工，祖父母大多以“监护人”的身份履行着照

料留守孙子女的隔代抚养责任。学术界从理论上对祖辈照料孙子女给予了不同的解释。有学者指

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体现了合作群体模式④，老年人照料孙子女是亲子间的“互惠”行为，一方面

方便了子女外出工作获取经济收入，缓解了子女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成年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的

养老支持取决于老年父母早先提供给子女的资源量，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行为是换取成年子女支

持的重要途径，在老年人有养老需求时将有助于提高子女给予父母的养老支持⑤。而杨善华、贺常

梅则认为，老年人出于“责任伦理”，只强调自己对后代的责任和义务，日常生活中对子女（及孙子

女）不计报酬地付出自己所拥有的时间、劳务、金钱等资源⑥。也有学者认为老年人照料孙子女更

多地受无私动机的驱动，体现着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⑦，从而使成年子女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劳

动力市场并增加收入。有关调查数据显示，照料留守孙子女显著增加了子女给予农村老年父母的

代际财富转移⑧，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照料孙子女是否有助于获得子女给予的养老支持需要

进一步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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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参与程度和强度取决于亲子居住安排与子代的需求①，亲
子共同居住更便于老年父母帮助子女照料幼儿；而亲子居住安排也对老年人得到的养老支持具有

显著影响：同住的子女为父母提供家务料理等活动的可能性最大，婚后给父母的经济和情感支持保

持不变甚至增加的可能性也最大②。照料孙子女及其对老年人养老支持的影响，也需要考虑孙子

女成长过程中独生子女与父母的居住安排加以分析。

在中国传统的父系家庭体系下，多子女家庭中赡养父母的责任主要由儿子承担。因此，老年父

母更偏向于为儿子的子女提供照料和帮助，大多将其对女儿的子女的照料视为一种“红利”③，女儿

会因此给予父母相应的养老回报。家庭中母亲大多承担着照料幼儿的责任，相应地，母亲比父亲在

照料子女方面需要更多帮助。依据亲缘选择理论，祖父母的繁衍策略是帮助自己的孩子，因此在德

国等一些国家家庭中更偏好母系祖父母提供幼儿照料帮助④。独生子女是家庭中养老责任的唯一

承担者，有多少独生子父母、独生女父母参与照料（外）孙子女，他们得到的养老支持会不会因照料

孙子女而有所差异也需要进一步探究。

另外，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等早期投资将有效地提高子女赡养父母的几率。家庭代际支持与父

母的需求强烈相关，而父母的养老需求又受其年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等个体因素的影响。与非

独生子女相比，在业、在婚、已育的青年独生子女会给予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中期的父母更多的经济

支持。城市第一代老年独生子女父母获得的养老支持也需要在关注是否照料孙子女的情况下，考

虑亲子居住安排、亲子代个人因素等加以系统分析。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文研究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２０１５年五省市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家

庭状况调查数据。调查采用标准组群抽样方法（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ｉｚｅ，ＰＰＳ法），结合各

地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指标，选取重庆市、湖北省、山东省、甘肃省和黑龙江省等五个省／直辖市作

为省级单位实施调查。在各省级调查单位内仍采用标准组群抽样方法，随机抽取三个城市中的六

个区，每个区随机抽取五个社区，在每个社区随机选取２１个独生子女家庭户，以独生子女的父亲或

母亲为调查对象实施问卷调查。本次调查省市涵盖我国东、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各省市包含省

会城市、二级市和地级市，从地理区位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最终得到

３０９３个有效样本，其中有孙子女的６０岁及以上老年独生子女父母样本１１７２个。
（二）研究方法

本文对老年独生子女父母照料孙子女及对其养老支持的影响研究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

老年独生子女父母照料孙子女和获得的子女给予的养老支持的现状分析；第二部分为照料孙子女、
居住安排等因素对城市第一代老年独生子女父母获得的养老支持的影响因素分析。其中，老年人

照料孙子女的状况主要从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整体状况和孙子女成长的不同时期独生子女与父母

的居住安排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老年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支持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中的因变量分

别为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家务支持和情感支持。其中，经济支持为过去１２个月独生子女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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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Ｎｏ．３２，２００１，ｐｐ．１４７－１５８．



予父母的现金、实物等的价值总和，为消除数据差异对分析结果的影响，经济支持采用对数运算值

Ｌｎ（Ｎ＋１）（Ｎ为过去１２个月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额）。家务支持依据“过去１２个月子女家庭

帮父母做家务的次数”进行赋值：每天都做＝４；每周做几次＝３；每月做几次＝２；一年做几次、一年

做一次＝１；从来没做过＝０。情感支持依据“当您和这个孩子讲自己的心事或困难时您觉得他／她

愿意听吗”进行赋值：自己不愿意讲＝０；总是不愿意听＝１；有时不愿意听＝２；总愿意听＝３。自变

量包括独生子女父母照料孙子女的状况、独生子女父母的居住安排、亲子关系，以及独生子女及其

父母的个人因素。其中，独生子女父母照料孙子女划分为“几乎做了全部”、“做了大约一半”、“基本

没做”三类；独生子女父母的居住安排包括亲代的家庭结构和亲子居住距离；亲子关系划分为很好、
好和一般（包括亲子关系差的样本）。亲代因素包括亲代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２０１４
年的年收入（取自然对数）、是否有养老保险、是否有自有产权房等；子代因素包括子女的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有自有产权房、２０１４年的年收入（取自然对数）。另外，不同区域的养老习俗、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也会对家庭养老支持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将调查省区变量纳入独生子女父母

养老支持影响因素回归模型。

四、研究结果

（一）独生子女父母对（外）孙子女的照料

从独生子女父母照料（外）孙子女的整体情况（见表１）看，逾８５％的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

照料过孙子女，其中近半数父母几乎承担了全部的照料责任，没照料过孙子女的老年父母所占比例

甚低。分子女性别看，独生子父母中照料孙子女的比例高于独生女父母，几乎承担全部孙子女照料

责任的独生子父母所占比例明显高于独生女父母，很少或没有照料孙子女的独生子父母所占比例

低于独生女父母。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独生子父母与独生女父母对孙子女的照料存在显著差异。

表１ 独生子女父母照料（外）孙子女的总体情况（％）

父母类别 几乎全部 超过一半 大约一半 少于一半 很少 没做 卡方值（ｄｆ） 样本数

独生子父母 ５３．９３　 １６．０１　 ９．２１　 ９．０６　 ８．０１　 ３．７８

独生女父母 ４１．９６　 １６．６７　 １０．５９　 １３．３３　 １３．３３　 ４．１２
２１．９１（５）＊＊＊

６６２

５１０

合计 ４８．７２　 １６．３０　 ９．８１　 １０．９２　 １０．３２　 ３．９２　 １１７２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ｎｓ不显著，下同。

多数家庭中年轻的父母生育后因缺乏育儿经验，需要家里的长辈、保姆等帮忙照料幼儿；孩子

３岁开始上幼儿园、６岁开始上小学时上下学均需要按时接送。因此，在孩子成长的这些阶段成年

子女更可能与父母、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同住，以获得帮助。从独生子女婚育后与父母的居住安排

状况（见表２）看，与独生子女初婚时的居住安排相比，孩子出生后至６个月独生子女与父母或岳父

母同住的比例明显增高，且主要是独生女与父母同住比例上升；孩子３岁时，独生子女未与亲代共

同生活的比例上升，独生子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比例明显降低，但与岳父母共同生活的比例下降幅度

较小，而独生女与父母、公婆共同居住的比例均有明显下降。在孩子上小学、初中后，独生子女未与

父母共同生活的比例进一步增大，独生女、独生子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比例均有明显降低。
诚然，与成年子女同住的父母并不都帮着照看孙子女，不与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也会帮助

照料孙子女。本次调查发现，在孙子女成长过程中，未照料过孙子女的老年人中约１６％与子女共

同居住过，而在照料过孙子女的老年人中约４０．７％不曾与子女共同生活。独生子家庭中亲子同住

未照料过孙子女的父母比例明显高于独生女家庭；独生女家庭中亲子未共同生活的父母照料外孙

子女的比例明显高于独生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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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独生子女婚育后与父母的居住安排（％）

时间
子女

性别

未与亲

代同住

与父母

同住

与公婆／岳

父母同住

卡方值

（ｄｆ）
样本数

独生子女

初婚时

独生子 ３８．５２　 ５７．４０　 ４．０８

独生女 ５７．４５　 ２４．３１　 １８．２４

合计 ４６．７６　 ４３．００　 １０．２４

１５１．８１（２）＊＊＊
６６２

５１０

１１７２

孩子０－６
个月时

独生子 ３４．５９　 ５９．２１　 ６．１９

独生女 ４６．２７　 ３５．１０　 １８．６３

合计 ３９．６８　 ４８．７２　 １１．６０

８２．６８（２）＊＊＊
６６２

５１０

１１７２

孩子

３岁时

独生子 ４１．１２　 ５２．５５　 ６．３３

独生女 ５２．４９　 ３２．３５　 １５．１６

合计 ４６．０９　 ４３．７２　 １０．１９

４９．２２（２）＊＊＊
５６９

４４２

１０１１

孩子刚

上小学时

独生子 ５５．０１　 ４０．６２　 ４．３７

独生女 ６４．６７　 ２３．６５　 １１．６８

合计 ５９．４７　 ３２．７８　 ７．７５

３０．９８（２）＊＊＊
３８９

３３４

７２３

孩子刚

上初中时

独生子 ６３．０８　 ３６．９２　 ０．００

独生女 ６９．７７　 ２２．０９　 ８．１４

合计 ６６．８９　 ２８．４８　 ４．６４

０．２４ａ（２）＊
６５

８６

１５１

　　注：ａ处数值为确切概率检验值。

表３ 独生子女父母的居住安排与照料孙子女状况（％）

父母类型
是否照料

孙子女

亲子居住安排

不同住 同住
卡方值（ｄｆ） 样本数

独生子父母

未照料 ７０．５１　 ２９．４９

照料 ３１．１６　 ６８．８４

合计 ３５．８０　 ６４．２０

４６．３５（１）＊＊＊
７８

５８４

６６２

独生女父母

未照料 ９５．５１　 ４．４９

照料 ５３．９２　 ４６．０８

合计 ６１．１８　 ３８．８２

５３．５０（１）＊＊＊
８９

４２１

５１０

总体
未照料 ８３．８３　 １６．１７

照料 ４０．７０　 ５９．３０
１０７．０１（１）＊＊＊

１６７

１００５

合 计 ４６．８４　 ５３．１６　 １１７２

总体上，绝大多数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帮子女照料过孙子女，独生子、独生女与自己父母

同住比例在子女生育后均相对较高，独生子父母更多地是与子女同住提供照料，而独生女父母除与

子女同住提供孙子女照料外，部分父母即使与女儿不同住也帮助照料了外孙子女。上述结果在一

定程度上表明，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中存在亲缘选择特征，独生女父母在女儿有需求时即使不

同住也会帮助女儿照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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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生子女父母获得的养老支持及其影响因素

１．养老支持。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支持现状主要从过去１２个月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

家务支持和情感支持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１）经济支持。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主要从经济支持频率和经济支持额两个方面进行考

察。从经济支持频率看，偶尔给父母钱、物的独生子女所占比例最高，超过１／３的独生子女过去１２
个月经常给予父母经济支持，逾２０％的独生子女从不给父母钱、物。照料过孙子女的老年独生子

女父母经常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比例明显高于未照料过孙子女的独生子女父母，且这种差异在统

计上具有一定的显著性。无论照料过还是没有照料过孙子女，独生女父母中经常得到经济支持的

比例均高于独生子父母。

表４ 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频率（％）

父母分类
是否照料

孙子女

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

经常 偶尔 从不
卡方值（ｄｆ） 样本数

独生子父母

未照料 ２４．６８　 ４５．４５　 ２９．８７

照料 ３４．３６　 ４１．５４　 ２４．１０

合计 ３３．２３　 ４１．９９　 ２４．７７

３．０８（２）
７７

５８５

６６２

独生女父母

未照料 ２８．８９　 ４６．６７　 ２４．４４

照料 ３８．１０　 ４１．６７　 ２０．２４

合计 ３６．４７　 ４２．５５　 ２０．９８

２．７８（２）
９０

４２０

５１０

合计

未照料 ２６．９５　 ４６．１１　 ２６．９５

照料 ３５．９２　 ４１．５９　 ２２．４９

合计 ３４．６４　 ４２．２４　 ２３．１２

５．２５（２）＋
１６７

１００５

１１７２

从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的绝对值看（见表５），过去１２个月子女给予父母的平均经济

支持额约为３４８４元，较大的标准差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不同家庭中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额存

在差异。分性别看，独生子给予父母的平均经济支持额低于独生女。

表５ 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额 单位：元

父母类型 是否照料孙子女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独生子

父母

未照料 ０　 ３４０００　 ２５５７．９７　 ５１８４．８６　 ６９

照料 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７．７０　 ２１６６９．９６　 ５４３

合计 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９４８．１２　 ２０４８３．３７　 ６１２

独生女

父母

未照料 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４９３７．２１　 ２２７６１．５８　 ７８

照料 ０　 ２５００００　 ４０３３．１６　 １４０１４．９２　 ３９２

合计 ０　 ２５００００　 ４１８３．２０　 １５７７７．３３　 ４７０

合计

未照料 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３８２０．４２　 １６９４６．３７　 １４７

照料 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３４３１．８２　 １８８４１．１６　 ９３５

合计 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３４８４．６１　 １８５８８．１７　 １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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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照料过孙子女的独生子女父母得到的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均值低于未照料过孙子女

的独生子女父母。分子女性别看，照料过孙子女的独生子父母得到的平均经济支持额高于未照料

过孙子女的独生子父母；照料过外孙子女的独生女父母得到的平均经济支持额低于未照料过外孙

子女的独生女父母。未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得到的经济支持高于照料过孙子女的老年人，这可能

因为经济状况一般或不太好的家庭更可能选择由父母照料幼儿，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则多由保姆

等家庭外成员担负起照料孩子的任务。上述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

支持并不完全取决于父母给予子女的代际支持。另外，未照料过孙子女的老年父母的样本数远少

于照料过孙子女的老年人，样本量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２）日常家务支持。由表６可知，有效样本中未帮助父母做家务的独生子女（及配偶）所占比例

最高，每天、每周帮助父母做家务的独生子女（及配偶）的比例明显低于很少或基本不帮父母做家务

的子女的比例。逾７０％的未照料过孙子女的独生子女父母很少或没有得到子女的家务支持，照料

过孙子女的独生子女父母几乎每天、每周得到子女家务支持的比例明显高于未照料过孙子女的独

生子女父母。

表６ 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家务支持（％）

父母是否

照料孙子女

几乎

每天

每周

几次

每月

几次
一年几次 很少 不做 卡方值（ｄｆ） 样本量

未照料 ３．５９　 ４．７９　 ９．５８　 ８．３８　 ２０．３６　 ５３．２９

照料 ２２．５９　 １４．１３　 ８．５６　 ３．２８　 ２２．５９　 ２８．８６
７１．９７（５）＊＊＊

１６７

１００５

总计 １９．８８　 １２．８０　 ８．７０　 ４．０１　 ２２．２７　 ３２．３４　 １１７２

以上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独生子女（及配偶）给予父母的家务支持较为有限。帮助子女照

料过孙子女的老年父母得到的子女的家务支持相对多于未照料过孙子女的独生子女父母。
（３）情感支持。从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情感支持看，除部分独生子女父母自己不愿意与子女讲

自己的心事或困难外，６０％以上的独生子女愿意听父母讲自己的心事与困难，有时不愿意或总是不

愿意听父母讲心事的独生子女所占比例相对较低。照料过孙子女的独生子女父母得到的情感支持

相对多于未照料过孙子女的独生女父母，但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性。

表７ 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情感支持（％）

父母是否照料

过孙子女

总是不

愿意听

有时不

愿意听
总愿意听

自己不

愿意讲
卡方值（ｄｆ） 样本量

未照料 １０．７８　 １２．５７　 ５５．６９　 ２０．９６

照料 ６．８７　 ９．９５　 ６３．４８　 １９．７０
５．４２（３）ｎｓ

１６７

１００５

总计 ７．４２　 １０．３２　 ６２．３７　 １９．８８　 １１７２

２．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得到的养老支持的影响因素。表８显示了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

父母养老支持影响因素的变量描述和回归分析的结果。由变量分布信息可知，在有效样本中绝大

多数老年独生子女父母照料过孙子女，生活在二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和夫妇家庭的独生子女父母较

多，近４０％的独生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支持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包括经济支持、家务支持和情感支持三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支持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可知，独生子女父母共同生活时得到的经济支持显著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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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或母亲单独一人生活时得到的经济支持。亲子关系越好越有助于独生子女父母得到更多的经

济支持。独生子女的父亲得到的经济支持显著低于独生子女的母亲；丧偶或离异的独生子女父亲

或母亲得到的经济支持相对越多。独生子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显著少于独生女；受教育程度为大

学本科及以上的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更多；年收入在８万元以上的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

经济支持相对越多。山东的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显著多于黑龙江的独生子女。

其次，从家务支持的影响因素看，帮助子女照料过孙子女的父母得到的家务支持显著高于未照

料过的独生子女父母。亲子同住更便于父母得到子女给予的家务支持，亲子居住距离越远子女给

予父母的家务支持相对越少。亲子关系越好，子女给予父母的家务支持越多。父母均健在的独生

子女给予父母的家务支持越少；健康状况好的父母得到的子女的家务支持越多，受教育程度为初中

的独生子女父母得到的子女的家务支持越少。年收入在５万元以上的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家务支

持越少。山东和甘肃的独生子女父母得到的子女的家务支持更多。

最后，从情感支持的影响因素看，亲子关系好的得到的子女的情感支持越多；被访的独生子女

的父亲得到的子女的情感支持相对越少，独生子给予父母的情感支持显著低于独生女。子女的受

教育程度越高给予父母的养老支持相对越多。收入在５－８万元的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情感支持

越多。重庆、湖北、山东的独生子女父母得到的情感支持显著高于黑龙江。

表８ 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养老支持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经济支持 家务支持 情感支持

变量

分布

非标准

化系数

变量

分布

非标准

化系数

变量

分布

非标准

化系数

子代给予亲代的养老支持 ６．０８ － １．６４ － ２．１８ －

是否照料过孙子女（否）：是 ０．８７ 　０．１９５　 ０．８７ 　０．３６７＊＊ ０．８７ 　０．０８５

亲代的居住安排

　亲代的家庭结构（夫妇家庭）：单人户 ０．０５ －１．６１２＊＊ ０．０６ －０．１９１　 ０．０６ 　０．０１９

　二代及以上直系家庭 ０．４６ －０．３３６　 ０．４５ 　０．２７７　 ０．４５ 　０．２１９

　隔代家庭 ０．０７ 　０．２９６　 ０．０７ 　０．２９２　 ０．０７ 　０．００１

亲子居住距离（同住）：０－５公里 ０．２９ －０．２５１　 ０．２９ －０．９９６＊＊＊ ０．３０ 　０．０９４

　５－２０公里 ０．１７ 　０．３２３　 ０．１７ －０．９６０＊＊＊ ０．１７ 　０．１５６

　２０－１００公里 ０．０７ －０．２５４　 ０．０７ －１．３７８＊＊＊ ０．０７ 　０．０１７

　１００＋公里 ０．０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８ －１．５１２＊＊＊ ０．０８ －０．０５１

亲子关系（一般）：很好 ０．５３ 　１．２５２＊＊＊ ０．５３ 　０．４２７＊＊ ０．５３ 　０．７０１＊＊＊

　好 ０．３６ 　０．３９７　 ０．３６ 　０．０７２　 ０．３７ 　０．４２４＊＊

亲代因素

性别（女）：男 ０．４１ －０．７９９＊＊＊ 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１５５＋

年龄（６０－６４岁）：６５岁及以上 ０．２４ 　０．１３２　 ０．２３ －０．１７３　 ０．２３ －０．０３８

婚姻状况（丧偶／离异）：配偶健在 ０．８７ －０．７４１＊ ０．８７ －０．３４５＊ ０．８８ 　０．１２２

健康状况（差）：好 ０．５１ －０．０２２　 ０．５２ 　０．３０３＊ ０．５２ 　０．１１

　一般 ０．３１ 　０．０５１　 ０．３１ 　０．１７３　 ０．３０ 　０．０９５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 ０．４２ 　０．０７８　 ０．４２ －０．３２１＊＊ ０．４２ －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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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中专／技校 ０．２７ －０．００５　 ０．２７ －０．１９６　 ０．２７ －０．１１１

　大专及以上 ０．１２ 　０．２３１　 ０．１２ －０．１６２　 ０．１３ －０．１４４

年收入（取自然对数） １０．７１ 　０．１０３　 １０．６８ －０．０１２　 １０．６８ －０．０２８

是否有养老保险（无）：有 ０．９２ －０．２９９　 ０．９２ 　０．１６３　 ０．９２ 　０．０３７

是否有自有产权房（无）：有 ０．８６ 　０．１０３　 ０．８７ 　０．１５２　 ０．８７ 　０．０１８

子代因素

子女性别（女）：男 ０．５８ －０．３９２＊ ０．５９ －０．０１９　 ０．５８ －０．２６３＊＊＊

年龄（３５岁及以上）：３４岁及以下 ０．４０ －０．１１０　 ０．４１ 　０．０６８　 ０．４１ 　０．０１２

子女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高中／高职／中专 ０．３３ 　０．４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９４　 ０．３２ 　０．３９０＊

　大学专科 ０．２５ 　０．２５８　 ０．２４ 　０．０２１　 ０．２４ 　０．３９１＊

　大学本科及以上 ０．３５ 　１．０１０＊ ０．３５ 　０．０２２　 ０．３５ 　０．３４９＊

子女的年收入（３万以内）：３－５万元 ０．３９ 　０．０４６　 ０．３９ －０．０８６　 ０．３９ 　０．１１４

　５－８万元 ０．１２ 　０．３６７　 ０．１２ －０．３２３＊ ０．１２ 　０．２６０＋

　８万元以上 ０．０９ 　１．１４４＊＊ ０．０９ －０．３６５＊ ０．０９ 　０．０９２

是否有自有产权房（无）：有 ０．３７ －０．１４５　 ０．３７ 　０．１６７＋ ０．３７ 　０．１２８

区域因素

省／市（黑龙江省）：重庆市 ０．１８ 　０．２９９　 ０．１７ 　０．０３６　 ０．１７ 　０．４０８＊＊

　湖北省 ０．２２ 　０．２８３　 ０．２１ －０．１５６　 ０．２１ 　０．４１１＊＊

　山东省 ０．２８ 　０．６７７＊ ０．２７ 　０．２８８＊ ０．２７ 　０．２７１＊

　甘肃省 ０．１８ 　０．４９２　 ０．１９ 　０．４０６＊＊ ０．１９ 　０．１４４

常数 　４．３７０＊＊＊ 　１．６４＊＊ 　１．０５５＊

样本数 ９０９　 ９６４　 ９７６

　　注：括号内的变量类型为分析基准。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可知，是否照料孙子女仅对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家务支持具有显著影响，但
对其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亲代的居住安排、亲子关系，以及亲代自身的性别、婚

姻状况等对子代给予亲代的养老支持具有显著影响，亲子关系越好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越多，

女性、独居、离异或丧偶的亲代得到的经济支持相对较多。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多的子女给予

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越多；但收入高的子女给予父母的家务支持相对减少。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２０１５年五省市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状况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城市第一代独生

子女父母照料孙子女的状况及其对老人得到的养老支持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总体上，８５％以上的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均或多或少地帮助子女照料过孙子女。独

生子女生育后是否与父母同住随着独生子女对父母照料幼儿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孩子在０－６个

月时独生子女对父母照料孩子的需求最大，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比例明显高于初婚时期；孩子３岁

时、上小学时、上初中时照料需求逐步降低，独生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比例下降。亲子同住便于

父母帮助照顾孙子 女，类 似 地，亲 子 同 住 也 便 于 父 母 获 得 更 多 的 养 老 支 持，但 本 次 调 查 发 现，仅

３９％的已婚育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为此，也需要倡导尊老敬老养老的社会风尚，在老年父母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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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需求上升时，创造条件与父母同住或与父母就近居住，满足老年父母的养老需求。
第二，多数独生子女日常会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家务支持和情感支持，昭示着多数城市第一代

独生子女有承担父母养老责任的意愿，并能付诸于行动。祖父母照料孙子女会显著增加独生子女

给予父母的家务支持，但对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见，照料孙子

女并未成为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获取子女养老支持的交换资本，与已有研究中得出的“照料留

守孙子女显著增加了子女给予农村老年父母的代际财富转移”的结论并不一致。以上结果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目前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照料孙子女更多地惠及子女，具有较强的“利他性”特

征，有利于城市中青年子代实现工作与家庭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独生子女生育。
第三，亲子个体特征对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养老支持具有显著影响。女性、独居、离异或丧偶

的亲代得到的经济支持相对较多；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多的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

感支持相对越多，但收入高的子女给予父母的家务支持相对较少。这一结果充分表明，独生子女给

予父母的养老支持更多地受亲代的需求和子代所拥有的资源的影响。一方面，夫妇健在时夫妻间

日常生活上相扶相助，经济、情感上也具有较强的依存性，对子女的养老需求较少；但丧偶、离异独

居时，来自配偶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护和情感支持缺失，对子女的养老支持需求增大。另一方面，子
女也会依据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给予父母代际支持。但总体上，独生子女是老年父母照料孙子女这

一代际支持事件中的主要受益人；在父母的养老需求上升时，父母的养老需求的满足又取决于独生

子女所拥有的经济、时间等资源。可见，父母早期给予子女的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不仅有助于子

女成年后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也将有力地保障父母需要养老支持时子女有可用的资源供养父母。
另外，本次调查中被访的独生子女父母大多属低龄老年人阶段，养老支持的需求水平较低，家

庭代际交往中处于为子女做贡献阶段。随着年龄的增大，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需求会逐步上升，独
生子女家庭亲子代际互动中亲代的“利他性”是否会减弱、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需求能否得到子女

的积极回应需要后续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薛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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