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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子女的教育投入与亲代的养老回报
� � � 来自河北农村的调查发现

伍海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 �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 100732)

摘要: 利用 2008年河北农村家庭生命周期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 分析当前河北农村 60岁及以上老年人

子女的教育投入与老年人获取的来自子女的养老回报的影响因素。河北农村老年人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多为小学、初中水平,且存在性别、年龄别和地区差异。来自子女教育投入的养老回报主要体现在经济

支持方面, 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越大。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越多得到的回报越

高, 体现了家庭中亲子抚养与赡养关系具有一定的互惠交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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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Education and the Fam ily Support of the E lderly:

Results from the Survey of the RuralE lderly in Hebei Province

WU Hai�x ia
( Institute of P opula tion and Labor E conom ics, Chinese Acad emy of Social Sciences, B eijing

100732, China )

Abstract: U sing data from the survey conducted by Institute o f Populat ion and Labo r Econom�
ics, Ch ina Academy of Soc ial Science in H ebe i Province in October 2008, th 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of the ch ildren�s education of the e lderly whose age are a ll above 60. The determ i�
nants of the fam ily support o f the rural elderly are also be analyzed. The resu lts reveal tha tmost

ch ildren have the education w ith e lementary and jun ior h igh schoo.l And the children�s educa�
t ions have the differences on gender, age, and reg ion. The return from the ch ildren is ma inly the

financial suppor.t The high o f the educat ion of the children, the g reater the f inanc ial support

prov ided fo r the elderly. The result reflects that there are themu tually benefic ia l re lations among

ch ildren and the paren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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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代际关系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代际关系是就宏观社会而言的,指社会上因地缘、业缘和其他关

系而产生的不同代际之间的交往关系;狭义的代际关系指以家庭为纽带的, 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成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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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涉及生活扶助、养育赡养、财产安排与继承等内容, 养老是家庭代际关系的主要内容。目前,在中国

农村地区,虽然社会和经济的急剧变革使传统的父系家族体系和老年支持模式发生了一定变化,但由于农村

还未能建立可靠而又完备的老年保障体系,主要由成年子女提供支持的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老年支持的主

要方式。费孝通将中国家庭的这种代际关系归结为 �反馈模式�,指出在西方社会, 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

务,但在中国,子女必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赡养年老的父母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费孝通, 1983)。杜

亚军 ( 1990)、郭于华 ( 2001)等则认为,家庭中的抚养与赡养关系是一种交换关系。王跃生分析指出, 完整的

家庭代际关系是抚育 � 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并存和互补的关系,但在不同年龄的代际之间,其侧重点有所不

同:在未成年与成年之间体现的是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抚养关系, 在青壮年与老年之间则为赡养关系, 而

在青壮年之间则表现出很强的交换关系 (王跃生, 2008)。这种家庭代际关系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

情感支持三个方面。在分析代际支持模式的同时, 较多学者从老年人一方或老年人与子女双方角度, 对

家庭代际支持,特别是老年人获得的来自子女的总的养老支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指

出老年人获取的养老支持存在着年龄、城乡和性别差异,家庭子女数量及性别构成、居住安排,以及老年

人、子女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个体人口特征均对老年人获得的养老支持产生了影响 (郭志刚和陈

功, 1998; 熊跃根, 1998; 何明雄, 周厚萍, 龚淑梅, 2003; 张文娟和李树茁, 2004; 张航空和李双全, 2008)。

但目前尚缺乏利用农村老年人代际关系专项调查数据,将家庭中的抚养 � 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相结合,

对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亲代老年人获取的来自家庭中每个子女的养老支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

析。本文将利用河北农村代际关系专项调查数据, 在明确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家庭子代的教育和婚嫁投

入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亲代获取的来自子女的养老回报的影响因素, 揭示亲代对子代的投入与相对滞后

的来自子代的回报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揭示当前农村 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获得的来自

子女的养老支持状况, 把握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模式及特征, 为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

系提供理论依据。

2� 理论分析与假设

具体而言, 家庭的抚养与赡养关系是父母向未成年的子女提供生活资料、生活服务, 供子女上学, 子

女成年后操办婚事, 待自己年老时则由儿女提供生存所需要的经济、日常照料等养老支持。在当前农村,

教育和婚嫁花费是社会化后抚养子女阶段最为主要和必不可少的支出 (王跃生, 2008)。而长期以来, 教

育一直是影响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 微观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会影响子女未来的智力、知

识和技能。虽然在农村地区,由于家庭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 抚养阶段会由于子女上学、不能参与家庭劳

动而丧失一定的经济收益,但对知识收益的较高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长投资子女接受较好教育

的积极性。受教育年限越长,说明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越多 (李仲生, 2006)。而较高的受教育水平, 也

使子代在成年后更有机会获取较好的经济收益, 作为对父母投资的回报, 更愿意在父母年老时为父母提

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已有研究表

明, 较高的文化素质是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重要资源, 教育投入对劳动者的收入具有正向影响 (马

和民, 1997)。因此,就职于非农产业的子女家庭收入相对较高, 给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也相对较多。另

外, 有研究表明, 至 20世纪 60年代中期, 中国多数农村地区已实现家庭核心化 (王跃生, 2007 )。而子

代的核心家庭更重视 �姻亲 �关系, 子代与父辈家庭关系相对松散, 家庭观念日益淡化 (张翼, 2006) ,

居住于核心家庭中的儿子对父母的回报相对会少于居住于核心家庭中的女儿。依据以上分析, 本文提

出假设:

教育程度越高的子女,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相对越多 ,子女成年后收入越多, 给予父母的养老回

报越多; 家庭成员非农化就业成为主流、非农收入成为家庭收入主导的时代, 就职于非农产业的子女对

父母的经济支持越高; 家庭核心化程度越高, 已婚女性支配家庭资源的能力越强, 对娘家父母的经济支

持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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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主要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2008年河北农村家庭生命周期与代际关

系调查数据。本次调查在该省三个县选取了家庭数超过 500户的三个村庄。张家口市赤城县八里庄村

位于冀西北山区,当地劳动力以农业和采矿为主, 地少人多, 家庭平均收入水平较低; 石家庄市赵县的东

杨村居冀中南平原, 以传统农业和林果种植为主, 家庭平均收入居中等水平;唐山市丰润区白沫子村, 地

处冀东平原, 以传统农业和养殖业为主, 家庭平均收入处于中上水平。这三个村庄在河北省具有一定代

表性。本次调查主要以在村内居住的 60周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口及其一个儿子 (无儿户为其招婿的女

儿 ) (均已婚 )为调查对象。采用入户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信息, 为了保证数据质量, 现场调查和数据

录入采取多种质量保证措施,主要包括调查前培训调查员、调查过程中跟访、问卷回收时进行问卷审核及

复访、录入时进行双工录入检验以及严格的逻辑检验。最终老年人复访与正式调查的一致率为 89. 5% ,

双工录入的一致率在 98%以上。总体上, 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生命周期与代际关系调查问卷的数据误差在

可接受的范围内,达到了问卷调查对数据质量的要求。本次调查共发放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问卷 536

份, 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534份。被调查老年人的平均年龄为 71岁; 男性占 48. 9% ,女性占 51. 1%。共得

到子女样本 1964份。

3�2� 研究方法
采用 OLS回归分析法,分析老年人获得的回报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剔除与父母同住的子女数据。回归

分析的因变量包括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实际支持和日常照料三个方面。经济支持为 �过去 12个月这个孩

子给您 (及配偶 )钱、物 (食品、衣服、药等东西 ) �(采用对数值 )。实际支持依据 �过去 12个月这个孩子帮您

做家务的次数多吗�进行赋值: �每天都做 = 4; �每周几次 = 3; � 每月几次 = 2; �一年几次、一年一次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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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不愿意听 =

1, 有时不愿意听 = 2,总愿意听 = 3。

自变量包括子女、亲代、家庭和社区因素四类。其中:子女因素包括子女的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是

否本村居住、职业类型、居住家庭类型;亲代因素包括被访老人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经济能力;

家庭因素为家庭子女性别构成;社区因素为被访老人所在的地理区域。

4� 分析结果

4�1� 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水平状况
表 1给出了被访老人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基本情况。

表 1� 被访老人子女受教育程度

亲代年

龄组

子女受教育程度 (% )

未上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

技校

大专及

以上

样本数 LR检验

子女平均受

教育年限

(年 )

均值 T检验

� 60- 69岁 5. 43 38. 50 43. 02 6. 85 2. 07 4. 14 774
150. 904***

6. 81

( 3. 316)

� 与� :

8. 427***

� 70- 79岁 17. 78 40. 56 29. 96 8. 77 1. 10 1. 83 821 �
5. 33

( 3. 676)

� 与� :

10. 222***

� 80岁及以上 22. 76 21. 80 8. 77 3. 41 0. 24 0. 48 369 �
4. 60

( 3. 634)

� 与� :

3. 190***

� � 资料来源: 河北农村家庭生命周期与代际关系调查。

� � 注: *** p< 0. 001, ** p < 0. 01, * p < 0. 05, + p < 0. 1, ns不显著; 括号中的数据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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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的分析结果表明, 60- 69岁老人的子女受教育程度多为小学或初中; 70- 79岁老人的子女中小学

文化程度者居众; 80岁及以上老人的子女有近 22. 8%未上过学, 即使上学的子女也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三个年龄组老人的子女具有中专 /技校及以上教育水平者所占比例相对均较低。极大似然检验结果表明,三

个年龄组老人的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从平均受教育年限看, 60- 69岁、70- 79岁和 80岁及以

上老年人的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递减,均值 T检验的结果表明, 三个年龄组被访老人子女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具有显著差异。本文认为, 60- 69岁老人的子女多出生在 1960年代左右, 多在 1960年中后期入学,

相比 70岁及以上老人子女,国家教育条件有所改善、家庭经济相对有所提高,相应地, 有更多的入学受教育

机会。

表 2� 不同地区被访老人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地区

子女受教育程度 (% )

未上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

技校

大专及

以上

样本数 LR检验

子女平均受

教育年限

(年 )

均值 T检验

� 冀西北部 22� 83 48�32 20� 71 5� 66 1�06 1� 42 565 �
4�37

( 3�516)
� 与� :

- 10�359***

� 冀中南部 14� 67 26�65 42� 40 10�90 1�88 3� 50 743 211�591***
6. 50

( 3799)

� 与� :

- 9. 367***

� 冀东部 5. 18 51. 68 33. 38 6. 10 1. 07 2. 59 656 �
6. 17

( 3. 187)

� 与� :

1. 748+

� � 资料来源: 同表 1。

� � 注: *** p< 0. 001, ** p < 0. 01, * p 0. 05, + p < 0. 1, ns不显著; 括号中的数据为标准差。

表 2给出了分地区的被访老人子女的教育情况。表 2的分析结果表明, 冀西北地区被访老人的子女

中逾 20%未上过学, 上过学的子女中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者较多; 冀中南部和冀东部被访老人子女中未

上学者相对较少,冀中南部地区具有初中文化水平者较多, 冀东部地区具有小学文化水平者较多。极大

似然检验结果表明, 冀西北部、冀中南部和冀东部地区被访老年人的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就受教育年限而言, 冀西北部地区被访老人子女的受教育年限显著低于冀中南部地区和冀东部地区, 但

冀东部地区和冀中南部地区则差异不大。以上结果表明,被访老年人子女的受教育情况存在显著的地区

差异。从区域发展来看, 相对于冀中南部和冀东部地区, 冀西北部地区属半山区, 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

后, 制约了当地教育水平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个体的教育状况产

生了影响。

表 3给出了被访老年人子女的分年龄的受教育程度状况。表 3的结果表明, 首先,从被访老年人子女的

年龄看, 34岁及以下者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上所占比例相对高于 35岁及以上群体; 45岁及以上群体中未

上学比例明显上升。极大似然检验结果表明, 不同年龄组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从受教育年限

看, 34岁及以下年龄组受教育年限最高。随着年龄组上升, 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递减, 本文认为, 相

对于 35岁及以上子女群体, 34岁及以下组生于 1974年代以后, 1980年代初期进入学龄期。而这时正值农

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提高,其子女有更多的机会与条件接受较

好的教育。

其次,从不同年龄组的子女中男性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看, 34岁及以下年龄组子女小学、初中文化程度

者所占比重较大,但该年龄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与平均受教育年限在统计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35岁及以上

子女中,男性和女性未上学的比例明显增大,小学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最大,男性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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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分年龄的被访老人子女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程度 (% )

未上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

技校

大专及

以上

样本

数

LR检验 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 均值 T检验

分性别 分年龄 分性别
分年龄

组
分性别

分年龄

组

� 34岁及以下

� � 男 2. 22 28. 89 47. 41 5. 93 3. 70 11. 85 135

� � 女 2. 40 32. 80 45. 60 6. 40 4. 80 8. 00 125

� � 合计 2. 31 30. 77 46. 54 6. 15 4. 23 10. 00 260

� 35- 44岁

� � 男 6. 83 39. 65 45. 15 5. 29 1. 32 1. 76 454

� � 女 9. 91 44. 05 33. 26 5. 29 1. 32 1. 76 434

� � 合计 8. 33 42. 79 40. 09 5. 41 1. 13 2. 26 888

� 45- 54岁

� � 男 14. 19 32. 87 34. 60 15. 57 1. 38 1. 38 289

� � 女 28. 43 43. 48 15. 72 12. 04 0. 33 0. 00 299

� � 合计 21. 43 38. 27 25. 00 13. 78 0. 85 0. 68 588

� 55岁及以上

� � 男 15. 24 62. 86 15. 24 5. 71 0. 95 0. 00 105

� � 女 40. 65 47. 97 8. 94 1. 63 0. 00 0. 81 123

� � 合计 28. 95 54. 82 11. 84 3. 51 0. 44 0. 44 228

ns

*

***

***

***

7. 98

( 3. 575)

7. 77

( 3. 358)

/

6. 39

( 3. 066)

5. 94

( 3. 336)

/

6. 08

( 3. 648)

4. 18

( 3. 832)

/

4. 57

( 3. 028)

2. 72

( 3. 096)

/

7. 88

( 3. 467)
ns

6. 17

( 3. 207)
*

5. 12

( 3. 858)
***

3. 57

( 3. 195)
***

� 与� :

***

� 与� :

***

� 与�:

***

� 与� :

***

� 与�:

***

� 与�:

***

� � 资料来源: 同表 1。

� � 注: *** p< 0. 001, ** p < 0. 01, * p 0. 05, + p < 0. 1, ns不显著; 括号中的数据为标准差。

教育年限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1970年代以前, 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存在着性

别差异,父母对儿子的教育投入相对要多于女儿;至 197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家庭子女数的减少, 父母对儿

子和女儿的教育投入已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4�2� 老年人获得的来自子女的养老回报的回归分析
表 4给出了老年人获得的来自子女的养老回报的回归分析的描述性信息。

如表 4所示,被访老人中男性占 45%, 年龄在 60至 79岁者居众, 56%已婚有配偶, 49%的老人上过学,

37%的老人健康状况较差, 29%的老人有独立经济能力。子女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者居多, 男性占

45%, 97%已婚有配偶, 55%的子女与老人同村居住; 26%就职于非农产业, 84%居住于核心家庭或为单人

户。90%的老人儿女双全, 7%的老人只有儿子。

表 5提供了老年人获得的来自子女的养老回报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共有 6个模型: 模型 1、模型

3和模型 5分析了子女变量对老年人获得的养老回报的影响;模型 2、模型 4和模型 6分析了子女、亲代老年

人所有变量对老年人获得的养老回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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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老年人获得的养老回报回归分析描述性信息

变量 均值 方差

因变量

� 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 (对数值 ) 4. 80 2. 015

� 老年人获得的实际支持 0. 57 1. 075

� 老年人获得的情感支持 1. 99 0. 940

自变量

� 子女

� �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 )

� � � 小学 0. 42 0. 493

� � � 初中 0. 32 0. 468

� � � 高中及以上 0. 12 0. 322

� � 性别 (女 )

� � � 男 0. 45 0. 498

� � 婚姻状况 (未婚、离异、丧偶 )

� � � 已婚有配偶 0. 97 0. 183

� � 是否本村居住 (否 )

� � � 是 0. 55 0. 497

� � 子女职业类型 (农业 )

� � � 非农业 0. 26 0. 437

� � 子女居住家庭类型 (直系家庭 )

� � � 核心家庭、单人户 0. 84 0. 369

� 亲代

� � 性别 (女 )

� � � 男 0. 45 0. 498

� � 年龄 ( 60- 69岁 )

� � � 70- 79岁 0. 43 0. 495

� � � 80岁及以上 0. 18 0. 385

� � 婚姻状况 (离婚或丧偶 )

� � � 已婚有配偶 0. 56 0. 496

� �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 )

� � � 上过学 0. 49 0. 500

� � 健康状况 (良好 )

� � � 差 0. 37 0. 482

� � 经济状况 (无独立经济能力 )

� � � 有独立经济能力 0. 29 0. 452

� 家庭因素
� � 家庭子女类型 (只有女儿 )

� � � 只有儿子 0. 07 0. 247

� � � 儿女双全 0. 90 0. 295

� 社区因素

� � 地理区域 (冀西北部 )

� � � 冀中南部 0. 37 0. 484

� � � 冀东部 0. 33 0. 472

样本数 1737

� � 资料来源: 同表 1。

� � 首先, 在老年人得到的来自子女的经济支

持方面,子女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获得的经济

支持具有显著影响。与未上学者相比, 上过学

的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显著提高; 具有初中

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又

高于未上学者。可见,教育程度越高,子女为父

母提供的经济支持越多。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

提出的假设:教育程度越高的子女,父母对子女

的教育投入相对越多,子女成年后收入越多,给

予父母的养老回报越多。已婚有配偶的子女对

父母的经济支持显著高于未婚、丧偶和离异子

女, 这一结果更多地源于已婚有配偶子女的家

庭生活相对更为稳定, 更有能力为父母提供经

济支持。就职于非农产业的子女给予父母的经

济支持显著高于从事农业劳动的子女。虽然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 但

非农收入远高于农业收入,从事非农职业的子

女经济收入的增加也促使其给予亲代的经济支

持的上升, 验证了本文提出的 �就职于非农产

业的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越高 �的假设。子

女的性别因素对老年父母获得的经济支持的影

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虽然

父母更意愿于将家庭资源投入在儿子的教育

上,让儿子接受更多的教育, 但这种投资并未对

后续儿子对父母的养老回报带来正面的影响。

其次,在老年人获得的实际支持方面,儿子

对父母的实际支持显著低于女儿, 已有研究表

明,在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中,社会性别在决定

子女是否为父母提供老年支持中起着关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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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ang, 1996)。而本文的

分析结果则与此相反, 虽然本次调查中已婚儿

子对父母的实际支持包括其妻子的贡献, 但其

作用并未显现, 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表明中国

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支持中儿子与女儿的分工与

作用发生了变化,女儿对父母的养老支持的责

任与作用逐步加强, 而儿子则在减弱。在本村

居住的子女给父母提供的实际支持显著高于不

在本村居住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居住

距离对亲代获取子代的实际支持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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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老年人获得的养老回报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变量
经济支持 实际支持 情感支持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子女

�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 )

� � 小学 0. 489*** 0. 138 - 0. 128 - 0. 063 0. 139* 0. 053

� � 初中 0. 825*** 0. 454** - 0. 031 0. 032 0. 266*** 0. 095

� � 高中及以上 0. 717* 0. 463* - 0. 071 - 0. 061 0. 268** 0. 113

� 性别 (女 )

� � 男 - 0. 171 - 0. 132 - 0. 293*** - 0. 275*** - 0. 248*** - 0. 223***

� 婚姻状况 (未婚、离异、丧偶 )

� � 已婚有配偶 1. 057*** 0. 911*** 0. 119 0. 099 - 0. 010 - 0. 045

� 是否本村居住 (否 )

� � 是 0. 023 0. 009 0. 422*** 0. 408*** 0. 080 0. 058

� 子女职业类型 (农业 )

� � 非农业 0. 704*** 0. 523*** 0. 026 0. 059 0. 049 - 0. 011

� 子女居住家庭类型 (直系家庭 )

� � 核心家庭、单人户 - 0. 175 - 0. 135 - 0. 235*** - 0. 228*** - 0. 155* - 0. 155+

亲代

� 性别 (女 )

� � 男 - 0. 280** - 0. 134* - 0. 063

� 年龄 ( 60- 69岁 )

� � 70- 79岁 - 0. 329** - 0. 049 - 0. 116*

� � 80岁及以上 - 0. 904*** 0. 282*** - 0. 212**

� 婚姻状况 (离婚或丧偶 )

� � 已婚有配偶 0. 254** 0. 082 0. 037

�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 )

� � 上过学 - 0. 091 0. 055 0. 173**

� 健康状况 (良好 )

� � 差 - 0. 020 0. 250*** - 0. 088+

� 经济状况 (无独立经济能力 )

� � 有独立经济能力 - 0. 399*** - 0. 059 - 0. 157**

家庭因素

� 家庭子女类型 (只有女儿 )

� � 只有儿子 - 0. 240 - 0. 341+ - 0. 168

� � 儿女双全 - 0. 370 - 0. 403** - 0. 412**

社区因素

� 地理区域 (冀西北部 )

� � 冀中南部 0. 200 0. 058 0. 159**

� � 冀东部 1. 012*** - 0. 158* 0. 139*

R2 0. 055*** 0. 119*** 0. 039*** 0. 079*** 0. 023*** 0. 068***

样本数 1737

� � 资料来源: 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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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玮斌, 张友

琴, 1998; H oy�
er,t 1991; M ont�
gomery and Bar�
bara, 1991 ), 同

村居住为子女照

顾父母的日常生

活提供了便利。

居住于核心家庭

或单人户子女给

予父母的实际支

持显著低于居住

于直系家庭的子

女, 本文的假设

为得到验证。这

一结果的可能原

因是居住于核心

家庭的子女自身

家庭劳作占有较

多的精力与时

间, 相应地减少

了为父母提供实

际支持。受教育

程度在多变量分

析中对父母获得

的实际支持的影

响并不显著。

再次, 在老

年人获得的情感

支持方面, 单一

的子女变量分析

中受教育程度对

父母的情感支持

具有显著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 较高的受教

育水平也提高了

子女对父母情感

需求的重视。但在子女、亲代、家庭与社区因素对亲代情感支持的多变量分析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显

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受教育程度并不是子女给予父母情感支持的主要影响因素。儿子对父母的情感

支持显著低于女儿,说明女儿更多地位父母提供感情沟通等辅助性养老支持,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一致 (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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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X iao, 1998) ;居住于直系家庭的子女给予父母的情感支持多于居住于核心家庭的子女或单人户子女, 这

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本文中居住于直系家庭的子女多为与公婆共同生活的女儿或与岳父母共同生活的儿

子,血缘关系促使他们更多地关系自己的父母。

最后,亲代变量对老年人获得的来自子女的养老支持产生了影响。男性老年人得到的子女的经济支持

显著低于女性老年人,这主要因为男性老年人自身获取经济收益能力强于女性老年人,男性老年人的收益高

于女性老年人 (陈功, 2003), 女性老年人更需要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与女性相比, 男性老年人得到的实际

支持少于女性老年人,这主要因为一方面,女性在维系整个家庭中具有重要作用,她们是未成年子女的主要

照料者,其与子女的感情较她们的配偶更为紧密和融洽;另一方面,农村老年女性的生活自理能力普遍低于

同龄的男性老年人 (张文娟,李树茁, 2003), 因此, 子女会给予母亲更多的日常照顾。夫妇双方健在的老年

人得到的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高于丧偶、离异老人,本文认为夫妇健在的老人在一定的经济支持下便能相互

依赖维系生活,而丧偶、离异老人更需要子女日常较多的照顾,作为一种交换,夫妇健在的老人由于对子女日

常照顾得需要较少而会得到来自子女的较多的经济支持; 相反,丧偶、离异老人得到的子女较多的日常照顾

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有独立经济能力的老年人得到的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低于无独

立经济能力的老人。随着年龄的上升,老年人得到的来自子女的养老支持越少, 本文认为,年龄越大的老年

人可用于支配的资源越少,健康状况、生活自理能力下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为子女提供支持的能

力,在代际交换中处于弱势,得到的养老支持相对较少。上过学的老人获得的子女的情感支持高于未上学

者,这可能源于上过学的老人更易于与子女进行感情交流。健康状况差的老人更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子女

的照顾,但情感支持却相对低于健康状况良好者,这与实际调查相符: 子女会为健康状况差的父母提供更多

的日常照料,但却不愿意与其进行沟通与交流。有独立经济能力的老人得到的子女的情感支持显著低于无

经济能力者。另外,只有儿子的老人和儿女双全的老人得到的来自子女的实际支持和情感支持显著低于只

有女儿的老人,这一结果一方面表明,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另一方面, 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

有儿有女的多子女家庭,养老责任存在着互相推诿的现象,子女越多老人获得日常照料的可能性随之下降

( Z immer and Kwong, 2003)。冀中南部和冀东部地区的老年人得到的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显著

高于冀西北部的被访老年人,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家庭养老存在着地域的差异。

5� 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被调查老年人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多为小学、初中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5. 7年, 儿子群

体的受教育水平显著高于女儿, 34岁及以下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显著高于 35岁及以上群体, 冀中南部和冀东

部地区老年人的子女受教育程度与冀西北部地区具有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

个体的受教育水平产生了影响,在家庭中儿子得到了相对更多的教育投入。

有关老年人获取的养老回报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 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对老年人得到的经济支持具有显

著影响。教育程度越高,子女为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越多。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

投入越多得到的回报越高,体现了家庭中亲子抚养与赡养具有一定的交换关系 (郭于华, 2001)。子女教育

水平对老年人获得的实际支持和情感支持并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说明亲代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所获取的回

报更多地体现在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方面。儿子和女儿对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儿

子为父母提供的实际支持和情感支持均显著低于女儿, 这一结果一方面表明,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地位和作

用有所提高,传统的以儿子为老年父母提供养老支持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 虽然父母在儿子的教育

上投入相对较多的家庭资源,让儿子接受更高的教育,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家庭养老对儿子的约束有

所下降,父母对儿子相对较高的资源投入并没有得到相应于女儿投入的更多的经济回报。另外,夫妇均健在

的老年人获得的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高于丧偶和离异群体、年龄越大的老人获得的养老支持显著下降、

健康状况差的老人获得的感情支持越少,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需要子女更多支持的老年人得到的来自子女

的养老支持相对越少。究其本源,本文认为丧偶、离异、年龄较大、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自身拥有的可与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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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的资源与能力显著下降,处于代际交换的劣势地位,得到的来自子女的养老支持相应下降。这一结果也

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代际交换具有一定的互惠性特征, 而这种互惠特征又是以子代获益为前提。

另外,与居住于直系家庭的子女相比,居住于核心家庭的子女为父母提供的实际支持与情感支持反而下

降,本文提出的假设 �家庭核心化程度越高,已婚女性支配家庭资源的能力越强,对娘家父母的经济支持越

多 �未得到验证, 本文认为,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一方面,处于核心家庭的子代需要更多的精力建设自己

的家庭;另一方面,父母在教育上的投入与年老时来自子女的回报存在着时间的不对等性,随着子女婚嫁、分

家,父辈的资财逐步流入子代, 在年老体衰时父辈可供与子代交换的资源匮乏,家庭代际关系逐步弱化,子代

回报亲代的动力下降,即使有充分的家庭资源的支配权,子代也较少付诸于实际的养老支持行动。

最后,本文研究发现子代对亲代的回报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地处冀中南和冀东地区的子代为亲代提

供的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显著高于地处冀西北地区。本文认为,一方面因为冀西北部地区经济相对比较落

后,子女回报父母的经济能力相对较低;另一方面, 实地调查发现冀东和冀中南地区传统的尊老、养老习俗尚

较为流行,虽然调查地普遍存在亲子分爨现象,但子女赡养老人的意识和观念得到保持,老人在无经济来源、

丧失劳动力或自理能力差时,能从子女那里获得基本保障。但也必须看到, 在非农经济逐渐成为家庭主要收

入来源的今天,子代经济能力普遍强于亲代。子代结婚、分家时从亲代那里获得财富的重要性降低。这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子代赡养老人的责任感与积极性, 靠子女提供的家庭养老的质量将更为堪忧。如何在这种

逐步弱化的代际关系下保证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水平,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需要后续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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