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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的

农村人口生育促进效应

——基于代际资源竞争的视角

忠罗明 婵林玉 杰柯 升

摘要： 村 力 未农 人口 得到充分生育能 并 释放，赡 力是重 因老压 要原 。本 基 资源文 于代际 竞争视角，

追 调查使用中国家庭 踪 2012 、年 2014 、年 2016年和 2018 ，采 双年四期平衡面 数 用 分法和板 据 重差

双 ， 长 对 村子 。合 控制 重差分 验 期护理 施 农 育行为的影 其内在机 研成 法 实证检 保险政策实 代生 响及 理

： 一，长 对 村 ， 村子 ；究发 理保险政 人口 生 促 能促现 第 期护 策实施 农 存在 育 进效应 进农 代的生育行为

二，长 村 ，对护 保险 实施的农 人口生育 进 应 异质性 将 联网第 期 理 政策 促 效 存在 互 视为 、重 道要信息渠

主要从事农业和 入低 位数收 于中 村子 大； 三， 料 少 赡的农 代 育行为影 更 第 代 支持减 和的生 响 际向上照

长 村子担降 期 理 策实 重 机制老经济负 低是 护 保险政 施促进农 代生育行为的 要 。 ，因此 优化包容性生育

，政策 须 赡 力虑 老压考 家庭 ； 村长 大科学 结农 期护理 的实施经 范围总 保险政策 验并扩 实施 ， 分释以充

村 子 ；放农 家 用于抚育 的经济 间资源庭可 女 资源和时 料 料二 。妥 式照 正 照善处理正 和非 式 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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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少子 。《龄 和 已成 口 决的现实老 化 化 为中国人 发展亟须解 难题 2021 国家老龄事 展公年度 业发 报》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末年 ，中国 60 及 老年人口岁 以上的 为 2.67亿人， 总人口的占 18.90%①
， 即中国

将 入 度老龄 段进 中 化阶 。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 1.30，跌 际公破国 认的 1.50的“高度敏感警戒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编号：19ZDA115）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非平衡增长理论视角下返乡创业对县域产业升级的影响：作用机理及其实现路径”（编号：72373043）的

阶段性成果。本文通讯作者：林玉婵。

①
资料来源：《2021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6/content_5721786.htm。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6/content_5721786.htm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的农村人口生育促进效应

- 127 -

线”
①
， 在 入存 跌 “低 阱生育率陷 ” 。的可能 “ 少子性 化政策 ”一直被 致中国低生 平的认为是导 育水

（ 龙，光宗主要原因 穆 和林进 2021）。 来， ，年 断优化实 生育政策 和生 率近 中国不 施包容性 但总 育 仅

出现短 升暂回 ，随后迅速下跌，意味着 生 庭的 制 经 和文 因新 代家 生育决策更多地受 于 济 化等其他 素（陈

，卫 2021）。 ，赡 （ ，老和抚育 际资源竞争 是抑 行为 素其中 引发的代 可能 制家庭生育 的重要因 何圆等

2023）。一方面，长 计划期实 政策推动 向施的 生育 家庭 “421”结 演构 进， 赡家庭可 老责任的兄弟分担

妹 少，子 赡 力 ； 一 ， 长 ， 子姐 减 代 老 急 升 另 命 和 能老 加压 剧上 方面 老年人预期寿 延 失 年人口增 意味着

力来赡 父 （ ，要投入更 和精 养 辈 张 王伟代需 多的时间 园和 2021）。 ，实表 口人口发展事 明 中国人 出生

随率 着 ，赡老年 上升在波 下降 与 育存在 关系抚养比的 动中 老 抚 替代
②
。 村 ，而在农 家庭 伴随着 力动劳

“乡－城” ，赡 计划流动 与 育 冲突的不断深化 老责任 抚 的 越 （ ，田发明显 北海和徐杨 2020）。 ，同时

赡 义法律 老 务和所规定的 “ 孝百善 为先” ， 了的传 强调统文化观念 “父辈优先” 家 分配原则的 庭资源

（ 孝 ，费 通 1983）。 ， 赡 力 本 ，在 老压 与 成 同 上 的当下 为因此 抚育 时 升 被称 “三 一明治 代” 村的农 新

力生代家 只 过降庭 能通 低生育率和抚育压 ，来保 家 资源 配证 庭 的有序分 （Yamashita and Soma，2016）。

父 ， 。 大 父资源的提 家庭资源的 者 既 注 辈 提辈既是家庭 供者 亦是 使用 往研究 多关 作为资源 供者的

（ ，正外部效 等应 于新亮 2022）， 父 料、 、 对子探究 辈 济转 养 投资和 退休等因素 代生育照 经 移 老 延迟

（ ，行为 积 用 许的 极作 琪 2017； ，田艳芳等 2020； ，何圆等 2023）。毋 ， 力 父庸 疑 体 行置 身 的 辈可以

料通过 理家务、 孙送 辈甚至 等多种方式接 经济赠予 ， 子 子 本 本代抚 成 和降低 育 女的经济 时间成 。 而然 ，

父辈作为家庭资源的使用者， 子 料 子 赡当他们不 代提 照 持且因 状况需要 代提供 养支持能为 供 支 身体 时，

子 子 ， 子 （ ，就 占 代 济 源 时间 影 决策 李宜会挤 可用于抚育 女的经 资 和 资源 进而 响 代的生育 航 2019）。

对 少子 ， 赡 力、 。长龄化和 化 缓 庭 老 行为 口 定的重要为应 老 解家 压 激励生育 已成为人 政策制 考量

本 料 ， 了理保险政 为保 失 老年人 活照 和降低医疗护理费 的 安排期护 策作 障 能 基 生 用 制度 既为家庭提供

料 ，又 了 ， （ ，照 持 轻 家 担 资源的释 配置 蔡伟贤社会 支 减 庭医疗负 有助于家庭 放和重新 等 2021）。大

，长 对 。一 ，长研究 保险 施 年人及其 均具有积 响 方 期量 表明 期护理 政策的实 失能老 家庭成员 极影 面 护

理保险 的实施可有效降低失能 年 就医政策 老 人的 次数， 况改善其健康状 （ 超马 等，2019）； 一另 方面，

长 对 料 ， 少子 对父 料 （保 施 家庭养 替代效应 能 减 代 供给期护理 险政策的实 老照 具有 有效 辈的照 时间 朱

来 ，敏铭 和何 2021）， 子 力 （ ，高 代劳动 程度等溢 应 于 亮存在提 市场参与 出效 新 等 2021）。

来 ， 长 对 ， 未总体 看 研究主要聚焦 期护理保 政 施 失 济 应 估 尚现有 险 策实 能老年人的社会经 效 评 充

对子其 出效应分关注 代福利的溢 。2018年 追踪调查数 示中国家庭 据显 ，长期 策实护理保险政 施后，受

本策 的户均政 影响样 0～1 子 未 本岁 受政策影 的女数量是 响样 7.81 ， 长倍 味 期护理 政策的实意 着 保险

。 ，本 大、赡施存在激励家 生 为的 重 关 老年 体 育冲庭 育行 积极作用 鉴于此 文 点 注 人失能群 更庞 老和抚

①
资料来源：《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接受中新社专访》，http://www.stats.gov.cn/zt_18555/zdtjgz/zg

rkpc/dqcrkpc/ggl/202302/t20230215_1904008.html。
②
《中国统计年鉴 2022》数据显示，老年抚养比由 2011年的12.3%上升至 2021年的20.8%，出生率则由2011年的13.3‰

下跌至 2021年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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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 长 对 村子 。突更 地区 考察 期 保险 代生 影 内在机理严重的农 护理 政策实施 农 育行为的 响及其 在研究

，本容上 文将 决策 于内 生育 置 “父代－子代－孙代” ， 村子 ，框 从影响农 代生育行为的 角架内 视 出发

长 ； ，本 采 双 双拓展 施 溢 效应 究 重差分法 制 重差期护理保险政策实 的 出 研究 在研 方法上 文 用 和合成控

长 ，分法 期护 的实识别 理保险政策 施效应 以 择 计 。缓 偏误所导 果偏差解自选 致的估 结

二、政策背景和理论分析

（一）长期护理保险政策

2016年 6月， 办社部 厅 发人 公 印 《 长关于 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 导开展 指 意见》（简称“《试点

》指导意见 ”）， 长 本 料 ， 本解 期 能老 生 低与基 生 关的医疗护旨在 决 失 年人的基 活 理 以及降 活密切相

用理费
①
。长 执期 策试 行护理保险政 点分两批 ： 一 点时间为第 批试 2017－2019年， 围覆盖上试点范 海

等市 15 ， 东个 市 将山 省 林省作为重点联系省份城 并 和吉 ①， 对 、障 及职 居保 象涉 工 城镇居民或城乡 民

医 保险 员疗 的参保人 ， 本 了基 确立 “长 理保险跟 险期护 随医疗保 ”的原则。需 意的要注 是，15个试点

对 。一 、 门 、苏州区的 象 异 是上海 和青岛市地 政策覆盖 存在差 市 荆 市 市 4 长点地 的 护理保个试 区 期 险

策实现城乡居民全覆盖政 。 中其 ，2017 海市年上 、 门 苏州荆 市和 市 3 长区 期 理保个试点地 的 护 险政策

盖 疗保险的覆 城乡居民医 参保人员；2018 长年青岛市将 居民 参保 期 险城乡 医疗保险的 人员纳入 护理保

。二 、政策的 是成都市 市和 德覆盖范围 重庆 承 市 3 大个试点 逐步将保障范围扩 至城 居 疗保地区 乡 民医

。 ，地险的参保人员 具体 2017 、 对成 市 重 德 疗保险的 作为保障 象年 都 庆市和承 市将职工医 参保人员 ；

2019 述年上 3 一个 步将 医 的参保人 障范围试点地区进 城乡居民 疗保险 员纳入保 ，实 覆盖现全 。三 其是

。 二试点地 覆盖职工或城镇居民医 保 参保 为余 区仅 疗 险的 人员 第 批试点时间 2020－2022 ，国 医年 家

布疗 财保障局和 政部公 《 大长扩 期护理 试点的指导关于 保险制度 意见》（简称“《 大 意见扩 试点指导 》”），

新增 14 点个试 城市
②
。 至截 2022 ，长年底 期 政策试点 的参 人 达护理保险 地区 保 数 1.69 ， 计亿人 累 享

受待遇人数为 195 ，万人 年人 支均 出 1.4 ， 大 了元 极 及 家 的经万 地减轻 失能老年人 其 庭 济负担
③
。

长 三 ：一 ，护 提供的护 要包括 种模 社区 护理 理期 理保险政策 理服务主 式 是 居家护理 即 机构派护 人

门 ；二 ，照护或社 间集中照 养老 构 理 即定 老机构提供员上 区提供日 护 是 机 护 点养 24小时医疗护理服

①
参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https://www.gov.cn/xinwen/2016-07/

08/content_5089283.htm。
②
参见《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

1/05/content_5557630.htm。需要说明的是，《扩大试点指导意见》中列出的第一批试点有 35个，包括上海市、广州市等

在《试点指导意见》中明确公布启动试点的 15个城市，以及山东省、吉林省自行推行试点的 20个城市。但由于山东省

和吉林省自行推行试点的 20个城市的政策实施时间基本落后于《试点指导意见》中明确公布启动试点的 15个城市，且

截至 2017年底，这 20个试点城市的政策适用范围均未覆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考虑到本文重点研究对象是

农村人口以及篇幅原因，本文不对这20个试点城市的情况展开描述。

③
资料来源：《49个城市试点长护险 建立失能人员照护体系》，https://www.gov.cn/yaowen/shipin/202306/content_6887207.htm。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的农村人口生育促进效应

- 129 -

；三 ， 。 本务 疗机 医 机 提供 护 包含基 生 常用是医 构住院护理 即定点 疗 构 住院医疗 理 护理内容 活护理和

， 头 、沐 、 、 ， 力训临床照 括但 清洁 食 失禁等护 活自理能护 包 不限于 面部 浴 协助进 排泄和 理 以及生 练

。造口 理 照护 截和 护 等 至 2020年 9 ，苏州 长月 市享受 期护理保险政 提 社区策 供的 居家护理服务人数

达 3.88 人万 次；2021年青岛市“ 村 计划理农 护 保险提升 ” 施实 3个月，就直接惠及 1.1 村万名农 失能

，老人 理服失智 社区居家护 务超 30 小 ；时万个 截至 2022 ，底 上海市 居家护理 人数年 享受社区 服务 达

273.34万 次人
①
。 ，长 了 料 力。可见 理保险政策的实施切实 解 养老期护 缓 家庭 照 压

（二）代际资源竞争中的赡老与抚育

，人 经 学家关于生育决策 口 济 Leibenstein（1975）最早提出“ 本成 －效用”理论， 为家庭能认 够

子女中获得从生育 经 益济效 ，与此同时，家庭也要 一承 育担 定的养 本成 。因此，生育行为和 买商品购

类行为 似，遵循着 本成 和收 的分析益 逻辑（ ，贝克尔 2005）。这一范式 了奠定 西方 育生 理论的 。基础

根据“ 本－成 效用” ， 本 本 本 （臧 ，生 成 直接 成理论 育 由 成 与间接 构成 微 2022）。 ， 本直接成 包其中

父 子 一 ； 本又 本， 父 子育到培育 女 自立 部费 称 成 指 母因括 母从孕 生活 这 过程的全 用 间接成 为机会 培养

， （ 倬 ，损失的其 入机 主 表现为 耗散 李志华和茅 彦女而 他收 会 要 时间 2022）。 ，换言 家 进行之 庭在 生

， 子 来 ， 子 本 本。 大女 带 效用 考 经济成 和 生育效用育决策时 除考虑 所 的 外 还需要 虑抚育 女的 时间成 若

本， ； ， 。于 成 家 育行 庭 停止生育生育 庭将做出生 为 反之 家 将可能

孝费 通（1983）在 析剖 中国家 构变庭结 动时 注到家 育关 庭抚 与赡老交互重叠的代际 承传 。他问题

，父 子强调 辈和 代的“ －赡抚育 老” 孝 ，也代 互 既是 制 为 是利益 济际 惠 受 道伦理 约的道德行 交换的经

行为， 父 对子 子 对父 赡表现 代的 代 辈为 辈 养育之恩和 养回馈的“反馈模式”（ 孝费 通，2002）。其中，

父 子辈抚育 代、子 孙 子 赡 父代抚育 代 代 养以及 辈分 是别 “反馈模式”依次递进的 3个 。阶段 在传 农统

村社会，由于有 习婚育惯 的约束
②
，三 阶 往往 互衔个 段 相 接（ 孝费 通，1983）。 存 冲击若 在外在因素

二 ， 三导致 后 使其与第 重叠第 阶段延 阶段 ，便 庭抚会引发家 育与赡 突老冲 ， 代更替失导致世 衡。

当前， 未于社会养 系尚 善由 老体 完 ， 料 村 赡庭照 仍 国农 家庭的主要 老方式家 是中 。 得 的是值 关注 ，

在过往生育政策的 ，影 下 随家响 伴 庭规模 续持 小， 料 大 小照 模式逐 分担向 家庭缩 家庭养老 渐由 家族 独

， 料 （ 垩，承担 老照 弱自 转变 家庭养 功能不断 化 解 2014）。 子之 代婚育 和老龄化 不断加 年龄推迟 程度

，深加 “ 馈模式反 ”中 3 。 赡阶段相互衔接的平衡局 被 打破 现 困 下个 面 逐渐 在 老与抚育冲突的 实 境 ，

“ 孝百善 为先” 传的 统文化指引 村子农 女形成“上位优先”的家庭资源分配逻辑（ ，张驰等 2019），

子 父 赡 （狄 ，在家 配 考虑 辈的 华和郑丹丹即 代 庭资源分 时优先 养需求 金 2016）。 ，同时与此 “ 位上 优

①
资料来源：《苏州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三周年成效明显》，https://www.suzhou.gov.cn/szsrmzf/wsjkzccsjssqk/202010/b44600689

b024f39b0b94a3c63b5abc9.shtml；《青岛市实施“农村护理保险提升计划” 精准服务万名农村失能失智老人》，http://ybj.qi

ngdao.gov.cn/ybyw_117/ybdt_117/202203/t20220309_4574794.shtml；《2022年上海市养老服务综合统计监测报告》，https://

mzj.sh.gov.cn/MZ_zhuzhan23_0-2-8/20230608/3f324930323245ceb5716d728dcdd5bd.html。
②
费孝通（1983）指出，个体的全劳动期可至 60岁；根据传统农村社会的惯习，按父辈年龄划分，父辈 20岁、40岁和

60岁分别是父辈成婚生子、子代成婚生孙和子代赡养父辈的关键节点。

https://www.suzhou.gov.cn/szsrmzf/wsjkzccsjssqk/202010/b44600689b024f39b0b94a3c63b5abc9.shtml
https://www.suzhou.gov.cn/szsrmzf/wsjkzccsjssqk/202010/b44600689b024f39b0b94a3c63b5abc9.shtml
http://ybj.qingdao.gov.cn/ybyw_117/ybdt_117/202203/t20220309_4574794.shtml
http://ybj.qingdao.gov.cn/ybyw_117/ybdt_117/202203/t20220309_45747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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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背后 的隐藏 “ 儿养 防老” ， 一观念会通过示 作 步强范 用 进 化“恩往上流” 。资 分 格局的家庭 源 配

，因此 当父辈随着 长 临老年健寿命延 面 康问题
①

料 ，成为家庭照 求者而 的需 时 一源总在家庭资 量 定的

， 料束 养老照 会 家庭资源 式约 下 家庭 通过占用 等方 （龙 ，形 代 资源竞 其成 际 争 玉 2021），进而抑制农

村子 （ ，代的生育 为 波等行 黄庆 2017）。部分 ， 料 了子 大家 养 照 占 经研究发现 如果 庭 老 用 代 部分 济资

， 对 ，子 也 （ 钰 ，间资源 即 宽松的生育 代再 不会 陈 魅源和时 使面 逐渐 政策 生育的概率 显著提高 晓和周

2023）。 ， 村子 ， 找 ， 赡 力。因此 激 生育行为 寻 可 代 社会化 以减轻其 老压励农 代的 亟须 替 的 服务

（三）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代际资源竞争与农村人口生育

长 一 料 ， 料、期护理服 作 由正 社 性 老照 替 照 减务 为 项 式护理机构提供的 会 养 服务 具有 代家庭养老

少 ， 。 ， 较 村家庭 进而缓解代 源竞 用 但 费 收入水平医疗支出 际资 争等重要作 由于护理 用高昂 低的农 居

长 。 长 本 ，民购买 期 服务 概 不高 而 理保险政策依托基 医疗 障 旨在护理 的 率 期护 保 制度 通过费用报销等

， ， ，式 参 者在 护 时 尽可能 家庭财务可 从而 特征方 使 保 享受正式 理服务的同 不受限于 及性 具备普惠性

（ 东戴卫 ，2023）。因此，长 对 料期 险政策实 庭养老照 和家 资 分配造 响护理保 施可能 家 模式 庭 源 成影 。

一 ，长 对 料 ， 村子 料方面 期护理保险政策 施 正式 而 轻 代的实 会 非 照 形成有效替代 进 减 农 养老照 压

力 。 （并 间资源竞 等缓解代际时 争 蔡伟贤 2021） ，长研究指出 理保 施有 养期护 险政策的实 利于引导 老

料 料 料 。 ，式由家庭 照 转变 具 现为 过 用社会 服务和入住社会护理机 等照 模 照 向社会 体表 通 使 护理 构 方

料对 料 料获得 非 式 产生式 的正式照 家庭照 等 正 照 挤出效应（ 来朱铭 和何敏；2021）。Pauly（1990）同

样认为， 父 长当 护理保险政辈享受 期 策后，本 子 料应由 正式 正 服务所替代提供的非 照 可以被 式医疗 代。

，对 料 村 ，长 ， 了社会养老 源更 稀 的农 而 护理保险政策的实施 既 补 养老因此 于 照 资 加 缺 言 期 弥 社会 照

料 ，又 了 料 力， 村 子家 养 照 的 农 时间资源 抚育提供的供给不足 缓解 庭 老 压 进而为 家庭将更多 配置于 女

了 ， 村 。新 能 可 庭生的可 能激励农 家 育行为

一 ，长 子 ，方 理保险政 过降低家 疗费 负 和 代向 际支持 能缓解代际另 面 期护 策实施通 庭医 用 担 上代

。 （经济 源 马超资 竞争 等 2019） ，长养 追 调查 发 险政策的基于中国健康与 老 踪 数据研究 现 期护理保 实

， 门 ， 门 少低家庭的医 担 体 的 诊 院 降 以及 诊 院费用减施会降 疗负 现在老年人 次数和住 次数下 费用和住

面等方 。Kim and Lim（2015） 对针 国 研究显韩 的 示，长 了护理保险政策的实施释 家 济资期 放 庭经 源约

。 ，长 子 对父 （ 昱，保 政 的实 低 转移概率 额 舒展和韩束 同时 期护理 险 策 施还会降 代 辈的经济 和转移金

2022）。 ， ， 未 父 （上述 束的 并 辈生活状 状况为代 伟贤而且 家庭资源约 有效释放 以损害 况和精神 价 蔡

，等 2021）。 ， ，长因 伴随老 程度不断加深 期护理保 政 实施 济 源此 龄化 险 策的 会改善家庭代际经 资 和

， 赡 力（ 力） 少，时间 配 养压 包括 和经济资源 显减 明显资源的分 格局 表现为 时间资源 压 明 而抚育资源

增加（ 大川于 等，2020）， 子进 代的抚育而缓解 资源约束，促进其生 为育行 。尤 对其 于是 “未 先老富 ”

势 村 ，长 对形 严峻的农 地区而言 期护 保 策的 以 生 行为 能更为 理 险政 实施 家庭资源分配 及 育 的影响可 更

①
当前，中国初婚年龄出现大幅延迟，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 1990年的 23.59岁上升到 2020年的29.38岁；女性的平均

初婚年龄从 1990年的 22.15岁上升到 2020年的 27.95岁（陈卫和张凤飞，2022）。这意味着，家庭做出生育决策时，

父辈年龄已经较大（陈钰晓和周魅，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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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一 。此 文提出 进 步证实的 假说为明显 据 两个有待 研究

H1：长 对 村 ， 村子 。政策 人 生育促进 进农 代的 行为期护理保险 的实施 农 口存在 效应 能促 生育

H2： 料 少 赡 长 村子际 上照 支 和 老经济负担降低是 期 理 政策 行代 向 持减 护 保险 实施促进农 代生育 为

。的 要机重 制

三、数据来源、变量定义和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 来文数据 自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4期中国家 查庭追踪调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简称“CFPS”）。CFPS 一 大 ，是 项 性 规 踪调全国 模的社会追 查项目 两每 年追踪调查一 ，次 最新数据

新至更 2020年①
。调 围涉 全查范 及 国 25个省（ 、 ）区 市 900多个区县的 3000多个村 ； 对居 调查 象包

本 ；括 户中样 家 全部成员 调查内容 、 、涉 健 状况 社及 康 工作情况 会保障等 人信息个 ，子 、女情况 家庭

、 、 父 料 ， 本 。成员关系 家 入和 经济 等 息 符合 文 在数据处庭收 消费 与 母的 和照 联系 家庭信 研究需要 理

，本文以 济 庭为单上 经 家 位
②
， 造包含构 “父 －子 －孙代 代 代”三 。 ：代信息的 庭 具体家 数据 方法是

一， 父 父 ， ， 一提 的 代码 信 偶代码匹 并进 步获得第 根据个体 供 母 匹配其 母 息 再根据配 配配偶信息 配偶

父母信息
③
， 子 夫 心，妻为构建以 代 中 包含“父 －子 －孙代代 代”三 。息的家庭代信 数据 二，第 虑考

子 本 ，本 村到使用 体样 导 生育行 家庭信息的重复问题 文 于 为农代个 会 致 为和 基 男性 家庭主要决策者的

前提，仅 留处 段保 于婚育阶 （20～60周岁） 村 子 本性 代样的农 男 。 三第 ， 一 家庭中可能考虑到 户 存在

对子 夫 ， 计 ，本 ， 一 一对多 代 结果 偏 据家庭代 同 经济家 只有妻 这会使估 产生向下 差 文根 码 仅保留 庭内

子 夫 本， 子 本。 ， 长妻 样 并剔 代处于丧偶或离异状态 非 样 第 险 策代 的 除该 等 在婚 四 考虑到 期护理保 政

，本 父主要 文的 适用人群 剔除 辈
④

本。 ， ， 计未来世的样 第 控制组的期 应 即均去 五 为排除 望效 预 可能

长 ，本 煜（期护 策 生育决策 照舒展和享受 理保险政 而将其 提前 文参 韩 2022） ， 父做法 除 户籍地的 剔 辈

位于“ 长仅在城镇实施 期护理保 政险 策” 本 父区的地 样 和 辈户籍地位于“2018－2019 才 村年 盖 居覆 农

、 、民 参 岛市 成都 和承德市医疗保险 保人员的青 市 重庆市 ” 本。 六， 较的 剔除 失 为样 第 重要变量缺 严

本。 ，本经 处理 文最重的样 过上述 终获得 6952 村农 家庭的户 4 。衡面 数期平 板 据

（二）变量定义

1. 。变量被解释 本 村子文被解释变量为农 代 ，采生 行育 为 用“0～1 子岁 女数量”来刻画。

2. 心 。核 解释变量 本 心 长 。 长核 释变 理 施与年份 基于 期护理文 解 量为 期护 保险政策实 的交互项 保

对 ，政策 老年 实 的是险 的实施 象是 人 且政策 施遵循 “长期护 随医疗保理保险跟 险” ，本原则 参的 文 考

①2020年仅公开了个人层面和家庭经济层面数据，缺少本文研究所需的关键信息，因此未将 2020年数据纳入本文研究。

②CFPS将家庭成员定义为，样本家户中经济上联系在一起的直系亲属，或经济上联系在一起、与该家庭有血缘、婚姻或

领养关系且连续居住时间满3个月的非直系亲属。

③
考虑到CFPS将家庭成员定义为在经济上存在联系的亲属，本文进一步匹配配偶父母信息。

④
除特殊说明外，本文中的父辈均指受访者父母和受访者配偶父母（共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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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亮等 2021） ，做法 若的 2018 （长 ）父 一年 期护理保险政 实 辈中 于策 施后 任 人户籍所在地位 上

、苏州 门海 市或市 荆 市 3 了 村 ，点 新型农 合 险 赋值为个试 地区且参与 作医疗保 1； ，反 值为之 赋 0。

3. 。作用机制 一 料 ， 料 料 。 ， 料代际 持 支持人数 频率 其中 持人是 向上照 支 包括照 和照 支持 照 支 数

采用“ 料谁 理家 照顾其饮食起居为 务或 ”来衡量， 父 一若 辈为 任 方
①

料提供照 帮助，赋值为 1； 父若为

双 料辈 均 供照方 提 帮助， 为赋值 2； 对父 双 未 料供照 帮助若 辈 方均 提 ，赋值为 0。 料 采支持频率 用照 “是

父 料每天 或照 居否 为 辈 理家务 顾饮食起 ”来 ， 父 一 父 双 料 ，每天为 辈 方提供照 赋刻画 若 任 方或 辈 帮助

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二 赡 经济负担是 老 ，包括代际向上 济经 支持（经济 持 额支持人数和经济支 金 ）

。 ， 采家庭 其 人数 用与 医疗支出 中 经济支持 “为 济帮助谁提供经 ”来 ， 父 一衡量 辈任若为 方提供经济

帮助，赋值为 1； 父 双为 提供经济若 辈 方均 帮助， 为赋值 2； 对父 双 未若 辈 方 供经 帮均 提 济 助，赋值为

0。同时， 采经济支持金额 用“ 父 双每月为 方 经济辈 提供 帮助的总额度（ 对取 数）”来刻画。在 庭医家

，采用疗支出上 “ 家庭总收医疗支出占 入的比例”来 。衡量

4. 。量控制变 照以参 往研究（ ，慧和钟晓 彭铭刚 2022），本 子 夫 、控 的平均年 程文 制 代 妻 龄 受教育

度、就业状况、外出 业就 、 疗保险医 参与、养老保险参与、慢性病状况、家 收入庭总 和家庭总人数变量。

（三）模型设定

1.双 （差 法重 分 difference-in-differences，简称“DID”）。本 采文 用DID 长别 政法识 期护理保险

对 村子 ， 较 ，策实施 行为的影响 比 政 的处 制 行为的差农 代生育 通过 策实施前后 理组与控 组生育 异 进而

长 双 计 。到 期护理 政策 施 果的 重 估 量 将得 保险 实 效 差分 DID ：模型设定如下

( )twfe
it ik t it i t iktF P Y X            （1）

（1） ：式中 itF 子 夫是 代 妻i第t 。年的生育行为 ik tP Y 长 ，护 保 政策 待表示 期 理 险 实施情况 估

系数
twfe 双 大小固定效应 效应为 向 下的政策 。 ikP 是政策 变量虚拟 ， 子 夫若 代 妻i父 一任 人辈中 的户籍

在所 地区k 长 ， ，施 期护理 视为处理 值为实 保险政策 组 赋 1； ， ，之 为控制 值为反 视 组 赋 0。 tY 为年

份虚拟变量，若 份年 为 2018年，视为政策实施后，赋值为 1； 小若 份年 于 2018年，视 施为政策实 前，

赋值为 0。 itX 示控制变表 量向量， 其待估系数是 向量。 i 和 t 分 定效 固别为个体固 应和时间 定效

。应  。是常数项 ikt 。差项是随机误

2. 双 （控制 分合成 重差 法 synthetic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简称“合成DID”）。 政策实施由于

， 择 ， 计 。 ，本地区和政策实 时 非随 选 误 题 导 偏 照施 间并 机出现 可能存在自 偏 问 致估 结果 差 为此 文参

镰 孙刘秉 和 鹏博（2023） 法的做 ， 一 采进 步 用合成DID 进行法 检验。Arkhangelsky et al.（2021）指出，

成合 DID 较 双法 理 成控制组 施前后的 分通过比 处 组与合 在政策实 重差 ， 计 ，进 估 政策平 理效应而 出 均处

①
本文中父辈任一方指受访者父母（共 2人）和受访者配偶父母（共 2人）两方中的任一方，未区分讨论父亲和母亲。

原因是，当父母均在世时，子代对父母的照料支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子代仅对父母的其中一人提供照料支持；二是子

代对父母二人均提供照料支持。照料效果并不一定会表现出对象化差异，为简化讨论，本文不对上述两种情况进行区分。

同理，由于父母通常属于同一经济整体（在生活消费上统一计算），本文在经济支持的刻画上也不对其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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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 计具有 重稳健性 政 平 理效策 均处 应由估 量����‸� ：衡量

   2
, , , 1 1

ˆ ˆˆ ˆˆ ˆ, , , argmin
N T

sdid sdid sdid
it i t ik t i t

i t
F P Y

   
         

 

 
      

 
 （2）

（2）式中： itF 子 夫是 妻代 i第t年的生育行为； ik tP Y 长表 险的政策示 期护理保 实施情况；ˆ sdidi

和 ˆ sdid
t 权 ；是最优合 制 重成控 i 表示 ，定效个体固 应 t ；间 应表示时 固定效 � 。为随机误差项

（四）样本描述

表如 1所示， 本子 夫样 平均 有代 妻 拥 0.029个0～1 子岁 女；年 均为龄平 45.120岁；学历以初中为主，

与《2020 七年 全国第 次 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布公 情 相似的 况
①
； 大 子 夫妻 态绝 部分 代 处于在业状 ，外出到

省境内其他 （区、市）或 较境 业的外就 比例 低；94.6% 子 夫妻享 险的 代 受医疗保 ， 养老保险但参与 的比例

较 ；小 子 夫 ；部分 代 妻 慢性 家 总收入 为低 患有 病 庭 平均 44865.410 ；元 家庭总人数平均为4.070 。人

表 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 义定
均值

本总样 处理组 控制组

被 释 量解 变

村子农 为代生育行 0～1 子 （ ）岁 女数量 个 0.029 0.047 0.029

心核 解释变量

长 保险政期护理

策实施× 份年

2018 父 一年 户籍 海辈中任 人的 地位于上 市、苏州 门荆市和 市

3 村 ，个试 参与新型 作医 保 赋值为点地区且 农 合 疗 险 1；反

，赋值为之 0

0.009 － －

控制变量

年龄 子 夫代 年 和的妻 龄总 （ ）平均值 岁 45.120 44.359 45.126

度受教育程 子 夫 （ ）妻 教育 的代 受 年限总和 平均值 年 7.294 7.688 7.291

业状况就 子 夫代 妻 一 少周至 工作在过去 1小时 人数的总 的 （ ）平均值 人 0.959 0.945 0.959

外出就业 子 夫代 妻 一任 内其他省人在境 （区、市） 外就业或境 ，赋值

为1； ，反之 值赋 为0

0.056 0.094 0.055

医疗保 与险参 子 夫代 妻 村参与新型农 合作 疗 总人医 保险 数的 （ ）平均值 人 0.946 0.945 0.946

保 参养老 险 与 子 夫代 妻 村农 险总人数参与新型 社会养老保 的 （ ）人平均值 0.532 0.555 0.531

慢性病状况 子 夫妻在 慢性 数代 半年内患有 疾病总人 的 （ ）值 人平均 0.132 0.156 0.132

家庭总收入 a （ ）， 对庭总收入 数家 元 取 44865.410 63363.030 44695.110

家 总 数庭 人 （ ）家庭 口数量 人总人 4.070 4.484 4.066

：注 a 计 。家庭总收入 报 变量汇 的是 原值的统 结果

长 对 村 ，步 测 护理 实 生育促进为初 观 期 保险政策 施 农 人口的 效应 表 2 了报 在政策实 期处汇 施当 理

子 布 。 ，组关 龄 量分 的均 验结果 与 组相 处 组组与控制 于不同年 段 女数 值差异检 控制 比 理 0～1 子岁 女

①
由《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可知，2010年和2020年全国每 10万人中，受教育水平为初中的人口数最

多。资料来源：《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http://www.stats.gov.cn/sj/pcsj/rkpc/d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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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量 0.109 ， （个 这表明在政策实施 期当 2018 ）， 较 ；理组 制 显 增加年 处 的生育行为相 于控 组 著 在

2～7 子 较 ，二 ， （量 无明显差 策实施前岁 女数 的比 上 者并 异 即在政 2012－2016 ）年 组与处理 控制组

。 ，育行 显 需要说明的生 为不存在 著差异 的是 这一 长 来果是 期护 险政 实 所带 的 促进效结 理保 策 施 生育

应， 二并非 胎生育政策的 结果衍生 ， 了长 对 村子策 施 代生 在证实 期护理保险政 实 农 育行为存 促进作用。

表 2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当期的农村子代不同年龄段子女数量分布的均值差异检验

类别 0～1岁 2～7岁

处理组 0.125 0.125

控制组 0.016 0.130

处理组与控 均值制组 差异 t检验 0.109*** −0.005

（3.333） （0.048）

：注 ①***表示 1% ；水的显著性 平 ② 内为括号 t 。值

一 长 ，本 村为 期护理保 策实 的 要作用 文基于男性为农 家庭主 决 的前进 步观测 险政 施 主 群体 要 策者

提， 为 组 据以男性出生队列 分 依 ， 本分 施 生队列样 为析政策实 前后不同出 的生育行 （0～1 子岁 女数量）

情况变化 。表 3 计 示统 结果显 ， 一在 前政策实施 期（2016年）， 本理组与控 出生队列处 制组的各 样 的

； （生育 为 存在显 异 在政策实施当期行 不 著差 2018 ），年 出 队生 列为 1970－1979 村子年的农 代生育

， ，显 差 与控 处行为存在 著 异 制组相比 理组 0～1 子 量要多岁 女数 0.098 ，个 且在 1% 计水平上显的统

， 长著 期护 的实 励 列为表明 理保险政策 施主要激 出生队 1970－1979 村子 。年的 行为农 代生育

表 3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前后不同出生队列样本的生育行为均值差异检验

类别
政 施当策实 期 一政 实施前策 期

1970－1979年 1980－1989年 1990－2000年 1970－1979年 1980－1989年 1990－2000年

处理组 0.111 0.250 0.125 0.091 0.143 0.125

控制组 0.013 0.128 0.219 0.029 0.191 0.146

处 与控理组 制组

均值差异 t检验

0.098*** 0.122 −0.094 0.062 −0.048 −0.021

（3.464） （1.249） （−0.742） （1.196） （−0.323） （−0.572）

：注 ①*** 示表 1% ；显著的 性水平 ② 号括 内为 t 。值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4 了长 村报 期护理 实施的农 人 育促汇 保险政策 口生 进效应的DID 计型估模 结果。由表 4回归 1

计 ， ，长 对 村子结果可知 个体和时 定效 条 下 期护 险政策实施 农 代生育行的估 在仅控制 间固 应 件 理保 为

。具 向影有正 响 由表 4回归 2 计 ， 一 ，长果 知 步控 量 险政策的的估 结 可 进 制特征变 后 期护理保 实施依

村子 ， 长 对 村 。会显著促进 的生 期护 策 人口存在 效应 若以然 农 代 育行为 表明 理保险政 实施 农 生育促进

和王张园 伟（2021）预 的测 2050年 8304.12 来万 老年人为基准 考虑失能 ， 长全面 施 理保实 期护 险政策

对 村 十 。本行 的 励效 文中国农 生育 为 激 应 分可观 研究假说H1 。以验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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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的农村人口生育促进效应的DID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 村子变量 农 代生 为被解释 育行

回归1 回归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准标 误

长 理保险政期护 策实施× 份年 0.121*** 0.046 0.118** 0.046

年龄 −0.011 0.014

受 程度教育 −0.007*** 0.003

业 况就 状 −0.030* 0.016

外出就业 −0.011 0.011

医疗保险参与 0.003 0.014

养老保险 与参 −0.002 0.007

病状慢性 况 −0.012 0.010

家庭总收入 −0.001 0.001

总 数家庭 人 0.018*** 0.003

数项常 0.037*** 0.004 0.490 0.570

间个体和时 固定效应 控制已 已控制

R2 0.004 0.015

观测值 6952 6952

：注 ***、**和*分别表示 1%、5%和10% 。的显著性水平

势行趋 如平 检验结果 图 1 ， 长 ， 计在 期护理 实施前 交 系数 值 显著异所示 保险政策 互项 估 不 于 0，

村子 ， 势 ； 长明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 制 农 代 系 性 异 平 在表 控 组的 生育行为并不存在 统 差 行趋 成立 期护

， 计政策实施 项系数估 值 且在理保险 当期 交互 为正 5% 计 ， 长显著 理 策实的统 水平上 证明 期护 保险政

对 村子 势 。施 农 为的激励 是在 足 行趋 的 下得出的代生育行 作用 满 平 前提

图 1 DID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择 ，本 一 长 村为缓解自选 偏 问 进 步 策 施 农 人 进误 题 文 汇报 期护理保险政 实 的 口生育促 效应的合成

DID 计模型估 结果。由表 5 归回 1 计的估 结果可知，在仅 时间 条控制个体和 固定效应 件下，长 护理期

对 村子保险 农 代生育 的平 处 效应为政策实施 行为 均 理 0.119。由表 5回归 2 计的估 结果可知， 一进 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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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变量特征 后，长 对 村子实 农 生育 均期护理保险政策 施 代 行为的平 处理效应为 0.117，且在 1% 计的统

， 长 村子 。著 表明 期护 险政 著促 育水平上显 理保 策实施会显 进农 代生 行为

表 5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的农村人口生育促进效应的合成DID模型估计结果

量变
： 村子被解释 生育行为变量 农 代

回归1 回归 2

长 护 保险政 施期 理 策实 ×年份 0.119*** 0.117***

（0.032） （0.032）

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 制控

和时个体 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 制控

测值观 6952 6952

：注 ①***表示 1% ；显的 著性水平 ② 。号内为标括 准误

， 对 计 大（尽管处理组 水平 不另外 比例 估 结果影响 ，于新亮等 2021）， 了为 缓解处理但 尽可能 组

计低所导致 结果 差比例偏 的估 偏 ，本 参照马文 超等（2019）的做法，从控制组中随机 取抽 10% 本的样

计，作为 重 抽新控制组重新估 并 复 样 500 。 计次 控 抽 行为平均 估 结果如制组随机 样后的生育 处理效应

图 2（a）所示， 村子 布农 代 平均 均生育行为的 处理效应 匀分 在 0.117左右，前文 健的结论是稳 。同时，

习 （明明参照 2022） ， ， 本的 法 开安慰 验 即从控制组随机抽取 处 相同做 展 剂检 与 理组 数量的样 作为新

计理 重 估处 组 新 ，并重复抽样 500次。 计的生育行 理效应估 结 图安慰剂检验 为平均处 果如 2（b）所示，

村子 大 布，行为 理 在零值附 分农 代生育 的平均处 效应 致 近呈正态 而长 村期护 险政 实 的农 人理保 策 施 口

计育促进效应实际估 系数生 为 0.117， 村子 长 。证 代生 护 保 政策 致明农 育行为的增加是 期 理 险 实施所引 的

（a） 机抽样后 为平均处理控制组随 的生育行 效应 （b）安慰 育行 理剂检验的生 为平均处 效应

图 2 生育行为平均处理效应

（二）异质性分析

，长 对 村 子虑到个体 性差异 期 保险 策 施 农 人 生育促进效应可能因 代 信考 存在结构 护理 政 实 口的 的

、 。 ， 村子 长取渠 收 水 不同 异 取渠道影 获取息获 道 就业性质和家庭 入 平 而存在差 例如 信息获 响着农 代

， 赡 ，期护理 政策 性和 业 家庭资源 和 老及抚 式息息 关保险 信息的及时 全面性 就 性质与 获取方式 育模 相

。 ，本 三 。家庭收 平关系着代际资源竞争 度 文从 性 析而 入水 强 为此 这 个方面展开异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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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 取渠道息获 一 （于 期基 政策实施前 2016年） 村子 ， 本划农 代 取渠道 将样 互联的信息获 分为

联网网组和非互 组
①
。表 6回归 1和回归 2 计 ，长 对估 结果表 保险政策 互联 组 农的 明 期护理 实施 网 的

村子代生 为的平均处理效应为育行 0.189， 对 村子 未而 互 组农 并 过 著性非 联网 代生育行为的影响 通 显 检

验， 长 村 本期 策实施的 育促进效应 发生 样表明 护理保险政 农 人口生 主要 于互联网组 。合成DID模型估

计 ，长 对 村子 。结 表明 期护 策实施 互 组的 代 育行为 作用更强 这可能是因果同样 理保险政 联网 农 生 促进

， ， 。对 村 ，为 联 为个 渠 能 效打 递 于农 人口互 网作 体交互信息的重要 道 有 破信息传 的物理界限 而言 他

大 对 ，又既可以成为 精准 作用 送 策相关信 用互联网 放们 数据 识别的政策 象而被推 获取政 息 可以利 的开

， 、 了 。性 交 性通过 搜索以知晓政策实施细 从 为及 施 果和 互 主动 则 而更 时 深入地 解政策实 效

表 6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的农村人口生育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

量变

： 村子被 农解释变量 代生育行为

信息获取渠道 性质就业 家庭收 平入水

互联网 网非互联
主要从事

业农

事主要从

非农业

低于收入

中位数

不低于收入

位中 数

回归 1（DID） 回归 2（DID） 归回 3（DID） 回归4（DID） 回归5（DID） 回归6（DID）

长期护理 险 实保 政策

施×年份

0.189** 0.008 0.344*** 0.090 0.197*** 0.018

（0.074） （0.036） （0.124） （0.070） （0.067） （0.064）

控制变量 制已控 控已 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和时 应间固定效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R2 0.027 0.007 0.014 0.019 0.019 0.015

测观 值 3832 3120 2696 4256 3340 3612

变量
回归7

（合成DID）

回归8

（合成DID）

回归9

（合成DID）

回归10

（合成DID）

归回 11

（ 成合 DID）

回归12

（合成DID）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

施×年份

0.195** 0.007 0.494*** 0.089 0.215*** 0.018

（0.098） （0.036） （0.076） （0.064） （0.061） （0.052）

控 量制变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控制已 已控制

体 效应个 和时间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值观测 3832 3120 2696 4256 3340 3612

：注 ①***和** 示分别表 1%和 5% ；著性水平的显 ② 。标准误括号内为

2. 业性就 质。本 本划文 样 为主要 农业组和主要从事非农将 分 从事 业组
②
。表 6 归回 3和回归 4的估

计 ，长 对 村子期 理 险政 要 的农 代生 平均处理效结果表明 护 保 策实施 主 从事农业组 育行为的 应为 0.344，

对而 主要从事非农业 村子 未组 行 响并 通过 验农 代生育 为的影 显著性检 。合成DID 计模 结果 样型估 同 证

①
信息获取渠道分组上，采用“互联网对你获取信息的重要性”为依据，若受访者和受访者配偶均认为非常不重要或不

重要，则划分为非互联网组；反之，则划分为互联网组。

②
就业性质分组上，若家庭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大于工资性收入，则划分为主要从事农业组；反之，则划分为主要从事非

农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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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长 对 村子 。 ，实这 结 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 主 从 业组 进 用 强 可论 即 要 事农 的农 代生育行为促 作 更 见

从与主要 事非农业 相比组 ，长 大 赡 力期护 策实施能够 程度 从事 老理保险政 在更 上缓解主要 农业组的 压 。

3. 。家庭收入水平 本 ， 本划总收入中 为界 样 为低于 中位数组和文以家庭 位数 将 分 收入 不低于收入

位中 数组。表 6回归 5和回归 6 计 显的估 结果 示，在 于收 组低 入中位数 ，长 对政策实施期护理保险 农

村子 行为具有显 向影代生育 著正 响， 效应平均处理 为 0.197；在 于不低 位数组收入中 ， 一 未这 结果并 通

过显著性检验。该结 在 成论 合 DID 计模型 果中同样成立估 结 。可见，长 对 村子期护 保 策实理 险政 施 农

。 ，长积 影 主要 于 组 综合上 知 期护理保 策实代生育行为的 极 响 作用于低 收入中位数 述分析可 险政 施有

村 赡 力， 村 。解农 进 农 的生育利于缓 家庭 老压 而释放 红利

（三）机制检验

，长 村子 对父 料 赡前文理论 期护 保 政策的 可能通过减轻农 代 辈的 支 老经根据 分析 理 险 实施 照 持和

， ， 村子 。 ，本 一 。源 争 而影 育 进 步检验 机制济负担 缓解代际资 竞 进 响农 代生 行为 为此 文 上述作用

1. 料 。上照代际向 支持 料 料 料 。 ，支持 支 和照 支持 说明的是代际向上照 体现为照 持人数 频率 需要

村子 料测农 照为观 代 力压 的变化情况，本 一文进 步将表 7回归 3和回归 4 本 父样 于为的 限制 辈提供照

料 本支持的样 。表 7 归回 1的DID 计模型 示估 结果显 ，长 村子 料政策实施 供照 支期护理保险 使农 代提

父持的 量显辈数 著下降。表 7 归回 3的DID 计 果模型估 结 表明，长 村子护理保险 使农 代每期 政策实施

父 料辈提 照 持的概 降天为 供 支 率下 35.8%，一 了 村子定程度上缓解 农 代的 间时 贫困。合成DID模型估

计 持 述 论结果同样支 上 结 。可见， 子 料 父代 数量看无论从 需要照 的 辈 ， 子 料父还 辈的频率看是从 代照 ，

长 了 村子 料 力， 子理保 均显 代 进而释放 生育乃至 女的期护 险政策实施 著缓解 农 的照 压 其可用于 抚育 时

。本间 源 文研 说资 究假 H2 料 少 。中代际向上照 支持减 作 制得的 用机 以验证

表 7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的农村人口生育促进效应机制检验：代际向上照料支持

变量
： 料变 照 持人被解释 量 支 数 ： 料变 率被解释 量 照 支持频

回归1（DID） 回归 2（合成DID） 归回 3（DID） 回归4（合成DID）

长 理保期护 险政策实

施×年份

−0.490* −0.503** −0.358** −0.363*

（0.290） （0.252） （0.177） （0.18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和时 定效间固 应 已 制控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R2 0.054 0.025

观测值 3476 3476 982 982

：注 ①**和* 别分 表示 5%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② ；为 准括号内 标 误 ③CFPS仅 2016年和2018 据年的数 包含代际

料 ， ， 料上照 支持 标 因此 代际 照 支 的观 含向 的相关指 向上 持机制检验 测值仅包 2016年和2018 。两期平衡年 面板数据

2.赡 。担老经济负 赡 经济 担老 负 。 ，现为代 上经济支持和家庭医疗 出 代际体 际向 支 其中 向上经济

来 。 ， 村子 赡 力 ，济 持 数和 金 说明的是 代 老压 的变 况支持用经 支 人 经济支持 额 测量 需要 为观测农 化情

本 一文进 步将表 8 归回 3和回归 4 父 本于 供经济支限制 为 辈提 持的样 。表 8回归 1和回归 3的DID模

计 ， 长 未 村子 对父 ， 少型 结 显示 虽 护理保险政策的实施并 出 辈的 减估 果 然 期 挤 农 代 经济支持 但会有效

村子 对父 。 ，代 的经 额 支出方面农 辈 济支持金 在家庭医疗 表 8回归 5 计 ，长估 结果显示 理保的 期护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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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 ，家庭 具 负向影响 控制组相 理组 庭 疗支出 下政策实施 医疗支出 有显著 具体地 与 比 处 家 医 比例 降

4.6%。上述结论在合成DID模 回 同样型 归中 成立。可见，长 村子险 策 施会 农期护理保 政 实 通过降低 代

， 赡 力， 子 力。上经济支 家庭医疗负 解其 压 并 女 能的代际向 持和减轻 担 缓 老经济资源 释放抚育 的经济

本文研究假说H2 赡 。经济负担 的作 机 得以验中 老 降低 用 制 证

表 8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的农村人口生育促进效应机制检验：赡老经济负担

量变

：被解释变量 经济支持 数人 ：释变被解 量 经济支持金额 ：解 变 家庭被 释 量 医疗支出

回归1

（DID）

回归2

（合成DID）

回归 3

（DID）

回归 4

（合成DID）

回归5

（DID）

回归6

（合成DID）

长期 保险护理 政策实

施× 份年

−0.089 −0.109 −0.166** −0.167** −0.046*** −0.040***

（0.197） （0.186） （0.077） （0.083） （0.017） （0.014）

控制变量 控已 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体和 间 定效应个 时 固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已 制 控制已

R2 0.022 0.020 0.007

观测值 3476 3476 1266 1266 6952 6952

注：①***和** 示分别表 1%和 5%的 著性显 水平；② 内括号 为标准误；③CFPS仅 2016年和 2018年的 代际数据包含

， ，向上经 持的 此 代 济 制检验的 包含济支 相关指标 因 际向上经 支持机 观测值仅 2016年和2018 。期平 面 数据年两 衡 板

（四）稳健性检验

，本 三 ：一 本 择，二 采为 前文结论的可靠性 文通 以 方法 样 选 用验证 过 下 种 展开稳健性检验 是 再 是

－双 ，三 。 ， 。倾 差 被解释变 健性检验结 证实 可靠向得分 重 分法 是替换 量 这些稳 果均 前文结论是 的

1. 本 择。样 再选 较 计 ，本 计为 理组常住 化率 高可 致估 果 差 文以 统 局缓解处 人口城镇 能导 结 偏 国家

布公 的 2018年中国常住人 城 率口 镇化 59.58% ，为 城 化 高于 水界 仅保留常住人口 镇 率 全国平均 平的地

为控制组区作 。表 9回归 1 回归和 2 计的估 结 明果表 ，长 对 村子期 策实 育护理保险政 施 农 代生 行为依

。 ， 较 ，本 一然具有显 响 同时 考 政策 施 区的总 育率处于 低水平 文进 步著正向影 虑到 实 地 和生 以 2020

七 布 村年 全国 农 和 育率第 次 人口普查数据公 的 总 生 1.54为界， 留 低于仅保 总和生育率 1.54的地区作为

。制组 表控 9回归 3 归和回 4 计 ， 。的 上述 成估 结果表明 结论依旧 立

表 9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的农村人口生育促进效应稳健性检验：样本再选择

变量

： 村子被解释变 育行为量 农 代生

保留 住人常 口 本城 化率高 制组样镇 的控 本保留总和生育率 的 组样低 控制

回归 1（DID） 回归 2（合成DID） 回归3（DID） 回归 4（合成DID）

长期护 策理保险政 实

施×年份

0.123*** 0.115*** 0.113** 0.116***

（0.047） （0.035） （0.045） （0.036）

制变量控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 效应和时间固定 已控制 控已 制 制已控 已控制

R2 0.027 0.015

观测值 1684 1684 3416 3416

：注 ①***和**分别表示 1%和 5% ；的显 性 平著 水 ② 。括号 标准误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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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 （法倾向得分 重差分 PSM-DID）。 ，本 川为 能满 参 齐 琳和尽可 足条件独立假定 文 照 秀 江求

（2023） ，采 －双 。法 重差分法 识别的做 用倾向得分 进行因果 0.05卡尺内 1∶4 匹配近邻 结果如表 10

归回 1 。长 对 村子所 保 实施 农 代 的促进作示 期护理 险政策 生育行为 用在 5% 计 。的统 平 显著水 上

3. 换被替 解释变量。本 一文进 步以“ 村子 子农 代 际 量实 女数 ” 计作 估为被解释变量重新 。表 10回

归 2的 计估 结果显示，长 村子 子期 策实施会 际 女数量增护理保险政 使农 代实 加， 均处平 理效应为 0.126。

，本 。见 文 稳可 的结论是 健的

表 10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的农村人口生育促进效应的稳健性检验：PSM-DID模型和替换被解释变量

量变
： 村子被解释 生育行为变量 农 代 ： 村子 子释变 农 实际 女被解 量 代 数量

回归1（PSM-DID） 回归2（DID）

长期护理保险政 实策 施× 份年 0.119** 0.126*

（0.047） （0.07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制已控

体 时间个 和 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016 0.096

观测值 6641 6952

：注 ①**和* 示分别表 5%和 10% ；的显著 平性水 ② 。括 误号内为标准

（五）进一步讨论

长 对 村若 险 施 农 人口期护理保 政策实 的 进生育促 效应 父是 不健 水 上升和 程度加剧的在 辈 康 平 失能

， ， 。 ，本 一 长情况下产生 那 述研 托 进 征 为 探 险政的 么 上 究结论不具备帕累 改 特 此 文进 步 究 期护理保

对父策实 康自评状况施 辈不健
①

父辈中 重度以及 重度失能和 失能
②

。的状况 影响

表 11回归 1至回归 6 计 果表明的估 结 ，长 对父 未期 保险 策 施 辈不 自评状况的影响 通护理 政 实 健康

， 对父 计 。 ，长过显 检 辈中 能 况 影响 统 可见 期护著 验 且 重度失能和重度失 状 的 亦不具有 上的显著性 理

对 村策实施 农 人保险政 口的生育促进效应 父 祉 。建立 福 的帕累托是 在保障 辈 前提下 改进

①
父辈不健康自评状况采用“健康状况评价”来衡量：若受访者父母和受访者配偶父母（共 4人）中任一人认为自己非

常不健康，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
②
在父辈失能状况的刻画上，参照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的《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试行）》和马健囡（2021）的

做法，根据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通过不能独立完成户外活动、进餐、厨房活动、使用公共交通、购物、清洁卫生和洗

衣的个数来衡量，即采用ADLs指数来衡量。其中，在父辈中重度失能的刻画上，若受访者父母和受访者配偶父母（共

4人）中任一人的ADLs指数大于或等于 3，视为父辈中重度失能，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 0。在父辈重度失能的刻画

上，若受访者父母和受访者配偶父母（共 4人）中任一人的ADLs指数大于或等于 5，视为父辈重度失能，赋值为 1；

反之，赋值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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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进一步讨论：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对父辈健康状况的影响

变量

父辈不健康 状况自评 父 中 度失能辈 重 状况 父辈重度失能状况

回归1

（DID）

回归 2

（合成DID）

归回 3

（DID）

回归 4

（合成DID）

回归5

（DID）

回归6

（ 成合 DID）

长 护 保险期 理 政策实

施×年份

0.010 0.052 0.047 0.075 0.042 0.050

（0.133） （0.151） （0.051） （0.059） （0.066） （0.07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间固个体和时 定效应 控已 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R2 0.030 0.004 0.004

测值观 6952 6952 6952 6952 6952 6952

： 。括 内为标注 号 准误

五、结论与启示

少子 对 一 。 村 赡 力，破解老龄化和 化是中国 要 个现 的 压 释放需 面 的 实难题 缓解农 家庭 老 是 生育能

力、 村 。 ，本进 的重要措 基于中国家 踪调促 农 人口生育 施 为此 文 庭追 查 2012 、年 2014 、年 2016年和

2018年 4期 数平衡面板 据， 长 护理保险 施试点作 然实以 期 政策的实 为自 验，采 双用 差分法 成控重 和合

双 ， 长 对 村子 。制 重差分法 实证检 期 保险 行 的 响及 理验 护理 政策实施 农 代生育 为 影 其内在机 研究结果

，长 对 村 ，明 期护理 实施 农 人口 生育 现为表 保险政策 存在 促进效应 表 能促进 村子代农 的 。行为 异生育

，长 对 村子质 明 期护理 政策 施 代生育 的积极影响主要作用于 互 视为性分析表 保险 实 农 行为 将 联网 重要

、 。 ：长从 农 和收 位 分析表明 险政策实施 过减信息渠道 主要 事 业 入低于中 数群体 机制 期护理保 既通 轻

村子 对父 料 力， ；又 村子 对父照 压 育 源 通过降 的经济支 额和农 代 辈的 以释放生 时间资 低农 代 辈 持金 家

， ， 村子 。 ，长 对庭 疗支出 放生育经济资源 进而促 农 生育 险 策 施医 以释 进 代的 行为 并且 期护理保 政 实

村农 人口的 未 ， 一 父 心育 损害老年 水平 即这 效 在保 前提生 促进效应并 人的健康 应是 障 辈身 健康 下的帕

。托累 改进

子 赡 对 ， ，抚育与老 庭而言都 可回 的 题 这可 影响家庭资源的代际分 进女 人 养 于家 是不 避 难 能会 配

。尤 对 村 ， 料 ，响家 于 家 而言 养 面临供给 实而影 庭的生育行为 其是 农 庭 社会化的 老照 服务既 不足的现

又 力。 赡 力， 一存在有效 不足 老人 源 资源压 在 就是释放需求 的压 缓解 养 的经济资 和时间 定程度上 生育

。 本 。红利 容 生育政 涵并不限于生育 身包 性 策内

本 ， ， 村 ，文的 究 表明 角 提 农 家 为 养老经济研 结论 从代际资源竞争视 看 升 庭生育行 可以从缓解 负

， 子 。 一， ，间约束入手 家庭 置于 供 基于中国 多视角担和时 为将 资源更多配 女抚育提 可能 第 人口现实

， 少子 。 ，尤优 容性 育 策 破解 题 要综合考虑家庭生育 联 策以 实化包 生 政 化难 的 合决 及资源分配决策现

少 ， 村 赡 力， 村 子 ，是 虑家 况 老压 为农 抚育 女的资 供可其 考 庭老 比状 缓解农 家庭 家庭增加 源提 能 促进

村 。 二， 村长 大 。庭生 科 农 期护理 的实施经 扩 实 范 既要鼓农 家 育行为 第 学总结 保险政策 验并 施 围 励现

村 对 ，又 大 ， 权 ， 村有试点地区均尽快将农 民 保障 以 衡 乡居 农居 纳入 象 要扩 试点覆盖面 平 城 民 益 缓解

赡 子 。 ， 一 长 ， 尤育 女的冲 进 步做好 期 保险 工作 家家庭 老与抚 突 同时 要 护理 政策的宣传 帮助更多 庭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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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是 农业和 较入水平 低收 村 料 ， 长家庭 得 庭养老 可替代方式 更加充分地 挥的农 寻 家 照 的 发 期护

村 。 三， 料 料二 。长理保 口 育 进效 处 非正式照 护险政策实施的农 人 生 促 应 第 妥善 理正式照 与 者关系 期

对 村子 料 ， 父 了理保险政 施 农 照 存 应 不影响 辈 的前提下策实 代的非正式 在替代效 其虽在 健康状况 缓解

村子 料 力农 代 养 照 压的 老 ， 子 赡但 要谨防 代 老责任意识淡仍需 化， 对 藉漠 能老视失 年人 精神慰 的需求。

， 大力 ， 村 料因 仍 弘扬 的 助并鼓励 充分利用社 源缓而 需 敬老爱幼 优秀文化 帮 农 家庭在 会资 解照 老人和

子 力 ， 义 。抚育 时 身的亲情 家庭责任女压 的同 谨记自 关爱及其 与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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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omotingEffectof theImplementationofLong-termCareInsurancePolicy
onRuralFertility:APerspectiveof IntergenerationalResourceCompetition

LUOMingzhong LINYuchan KE Jiesheng

Abstract: The issue of rural fertility remains unresolved, mainly due to the burden of supporting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source competitio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policy on rural offspring’s fertility behavior, using balance panel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in 2012, 2014, 2016, and 2018, and employing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and synthetic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methods.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there is a fertility-promoting effect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n the rural offspring.

Second,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fertility-promoting effect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n the rural

population, with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fertility behavior of rural offspring who use the Internet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who are predominantly engaged in agriculture, and who have less than the median income. Thi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policy has promoted the behavior of rural offspring to have children by reducing generational upward

care support and easing the financial burden associated with supporting the elderly. To optimize inclusive population polici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challenges of family car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the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 of rural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policy and expand their coverage to release the economic and temporal resources available to rural families for

child-rearing; an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modes of caregiving.

Keywords:Long-TermCareInsurance;Fertility;IntergenerationalResourceCompetition;SyntheticDifferences-In-Differences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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