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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

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

孙意乔 1 高 丽 1 李树茁 2

摘要：本文以社会角色理论、代际支持理论和依恋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子女为农村老年父母提供

日常照料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

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分析影响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子

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受子女个体特征、家庭角色、社会角色和对父母依恋行为的影响，同时受

到老年父母的个体特征、对子女依赖程度的影响，但是并不受社区层面正式照料机构的影响。子女依

恋行为在子女提供日常照料中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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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中国人口长寿化、高龄化趋势显著。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在 2016年达到 76.5

岁
①
，预期到 2030年将达到 79岁②

，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年均增长率为 4.2%（陆杰华，2007），且 65

岁以上老人的失能率为 8.1%，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失能率达到 36.3%（姜向群、魏蒙，2015）。人口

老龄化、高龄化以及高失能率说明老年人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健康问题更加突出，照料需求增加。

当面临健康问题和日常功能衰退时，老年人经常要向家庭成员，尤其是配偶和成年子女寻求家务

和个人护理帮助，这主要由家庭内部承担照料责任。有学者分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家庭成员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生计与福利的动态演进及家庭支持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1573207）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①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1

2688/1612688.htm。
②
参见国务院：《“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http://www.gov.cn/xinwen/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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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照料老年人的主要力量（张翼，2013），有照料需求的老人中有 92.71%主要由家庭成员提供照

料，其中子女及其配偶提供照料的比重超过 50%（杜鹏等，2016）。但是在中国农村，大规模的农村

劳动力外流对农村的家庭结构和养老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正式照料机构在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照料

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老年人日常照料问题在农村更为严峻。

以往关于日常照料的研究多是从老年人角度出发研究日常照料现状和影响因素，然而比起经济支

持和情感支持，日常照料是子女必须在老人身边亲自完成的支持，其对时间和体力的要求较高，且高

强度的照料有可能对照料者身心带来消极影响，因此需要对提供家庭照料的子女予以关注和支持。本

文将从家庭中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照料的子女的角度分析，同时考虑家庭和社区因素，构建子女为老年

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挖掘农村老年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影响因素，检验子女依

恋行为对提供日常照料的中介效应，并讨论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照料的子女给予支持的政策启示。

二、研究评述

已有研究表明很多因素会影响子女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照料，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

面两个方面。

（一）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主要有传统文化、社会规范、公共政策、社会变化和正式社会支持等影响因素。非正式

照料受到正式社会支持的影响，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表明当老人的照料责任由家庭转向政

府、社会和市场等公共系统时，家庭参与照料老年人的程度可能下降（Glazer，1990）。另有研究显示

政府的支持会提高老年人的福利水平，强化子女照料意愿，提高老年人的家庭支持水平（Motel-Klingbiel

et al.，2005）。同时，家庭照料受到各种公共政策的影响，《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了老年人照料的

责任主体是家庭，明确了家庭成员的赡养义务和照料内容，直接影响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照料。人口政

策包括生育政策、户籍政策等，会影响家庭照料者数量（郭志刚等，2002）、家庭照料结构（风笑天，

2015），从而对家庭照料产生影响。此外，子女的照料意愿和照料行为会受到社会现代化的影响，现代

化程度越高，老年人与子女的感情越疏远，得到的帮助越少（Silverstein et al.，1998）。但是受儒家文

化的影响，传统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子女、夫妻之间的互相扶助关系在中国家庭运行中仍然处于首要地

位，并没有随社会变化被个人本位文化替代（李银河等，2009）。这说明在中国，家庭内部的照料关系

并没有随着现代化和社会变迁逐渐消失，家庭照料仍然是老年人照料的主要方式。

（二）微观层面

微观因素主要有照料者的特征、被照料者的特征、家庭特征、照料者与被照料者的互动关系等。

1.照料者的特征。照料者性别对照料老年人影响的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只有当家庭中没有

女性同辈时，男性才会成为照料者，同时相比女性付出的照料更少（Horowitz，1985）。 但在中国传

统观念中，儿子需要承担父母的养老责任，女儿出嫁后被认为不再是原父母家庭的成员，因此也没有

为父母养老的责任（Gupta and Li，1999），尤其是在中国农村，儿子的照料角色比起女儿可能更为突

出（许传新、陈国华，2005）。现有研究对年龄的作用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生命历程理论将子女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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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阶段与照料行为联系起来，当父母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一定，子女处于中年期，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

状态时，子女需要同时为老年父母和未成年子女提供双重照料。已经或即将迈入老年的人群，自身的

生理功能和健康状况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老年子女照料老年父母会降低照料水平。但在中国农村的

研究发现，随着成年子女年龄的增长，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的支持量增多，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左冬梅

等，2012）。

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一般通过受教育程度、是否工作和工作类型衡量，可能通过资源谈判能力和

时间可及性两方面对老年人提供照料产生影响。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利用资源对照料时间进行

置换的可能性越高。但有研究发现不是所有类型的日常照料都符合这个假设，对比工作和不工作女儿

提供的照料量，在工具性日常照料上有无工作的女儿提供的照料量相同，而在生活起居照料上有工作

的女儿提供的照料量较少（Brody and Schoonover，1986）。时间可及性是子女能为父母提供照料的客

观条件，当从事社会雇佣工作时，子女家庭照料的时间会压缩，提供的照料量会减少，越低社会阶层

和收入的女性照料者越可能离开雇佣劳动市场（Henz，2006）。也有研究显示农村子女的家庭禀赋对

为父母提供生活照料的频率几乎没有影响（狄金华等，2014）。

以往关于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照料的研究都认同了子女个人特征在其中的突出作用，包括子女性

别、年龄、工作状况等，但并没有明确子女作为照料者群体的总体特征。子女在照料老年父母的时候

承担着多重角色，不仅有传统照料者研究中的子女角色，也有自己核心家庭中的配偶角色和父母角色，

还在社会中承担着社会角色，但是照料者的多种角色在已有日常照料文献中较少涉及。

2.老人特征。老年人的社会人口特征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经济状况等都会对其子女提供照

料产生影响。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得到子女的日常照料总体上升。男性和有配偶的老年人受

到的子女照料较少（左冬梅、吴正，2011）。老年人控制的资源越多，得到支持的程度越大（Ham and

Song，2014）。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家庭外可利用的资源越少，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就越显

重要，经济条件越差的老年父母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越高（陈皆明、陈奇，2016）。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是引发子女照料行为最直接的因素，现实中并不是患病或失能的老年人才需要照料者，老年人生活能

力的初步衰退，认知能力的降低抑或是老年人主观上产生的依赖和需求都要求不同程度的照料。

3.家庭特征。已有研究发现家庭特征中对子女提供照料存在影响的因素有子女数、兄弟姐妹数、

子女的排行、子女的婚姻状况和子女的孩子数等。子女数量是影响老年人得到照料的重要因素，当家

庭中有多个子女时，照料责任一般会被分散到每个子女的身上，从而降低每个子女提供照料付出的成

本（Leinonen，2011）。但多个儿子之间互相推脱养老责任，容易出现“多子不如独子”的现象（笑冬，

2002），因此老年人获得日常照料的可能性随子女数量的增加而降低（Zimmer andKwong，2003）。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子往往承担着家庭的主要责任，可能会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支持（丁志宏，2014）。

国外研究发现父母倾向于和未婚及离婚的子女居住（Spitze and Logan，1990）。而在中国，传统的“从

夫居”的婚姻制度使得许多农村已婚儿子与父母同住或就近居住，照料孙子女也使得老年人获得更多

来自子女的支持（宋璐、李树茁，2010）。对于已婚的子女来说，夫妻关系是否和睦也可能会对家庭责

任的承担产生影响，夫妻关系越好，家庭与工作冲突的程度越低（风笑天、乌静，2014）。子女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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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最小孩子的年龄可以衡量子女照料孩子的程度，尤其是有年龄很小的孩子时，子女需要同时承

担照料孩子和照料父母的角色，可能会有角色冲突。但研究表明子女孩子数及年龄对提供给父母照料

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其只会影响男性照料父母所花费的时间，却不影响女性的照料时间（Stoller，

1983）。现有老年人家庭照料者的研究多将子女作为独立的照料者个体进行研究，即子女如何更好地实

施照料行为及承担照料角色，缺乏将照料者纳入家庭中，基于家庭层面的全面分析。

4.照料者与被照料者的互动关系。研究者提出，代际支持研究应该对代际双方的互动进行考察。

这种互动既包括地理临近、联系频率和另一方给予的支持等行为层面，又包括亲密感受、亲子关系等

情感层面。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的地理临近度高时，父母的福利水平更高（Mariekeet al.，2014）。在

中国，夏传玲（2007）提出“社会可近度”的概念以论述提供日常照料与地理距离和情感纽带的正向

关系。与地理临近度比较相关的是子女与父母的居住安排，与父母居住距离越远，赡养父母的可能性

越小（鄢盛明等，2001）。父母给子女提供帮助（如照料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等）的研究比较丰富，

老年父母为成年子女付出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越多，获得子女的生活照料越多（宋璐、李树茁，2010）。

但也有研究认为老年父母给子女的代际支持并不会增加子女的回报，向下的过度支持使得子女没有能

力支持父母，导致向上回馈的断裂（聂洪辉，2017）。情感层面，父母与子女的情感交流越多，子女提

供的生活照料越多（宋璐、李树茁，2011）。

总之，现有老年人日常照料的研究中，从老年人角度出发的日常照料现状和照料需求研究较多，

但照料是一个互动的社会过程，要完成照料必须重视照料提供者。同时，在家庭照料者研究中，照料

的对象是家庭中的老年人，照料行为实施的主体是家庭成员，照料后果也发生在家庭内部并直接由家

庭承担。所以，研究家庭照料者需要从家庭整体出发，将其作为现代家庭的一个普遍问题进行系统分

析。此外，宏观层面的社区也可能会对个体和家庭产生影响，而在老年照料领域将个体层面、家庭层

面和社区层面多层因素综合的研究还非常少。而且已有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研究，很少通过理论为涉

及到的各种因素提出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框架的提出

现有的代际支持模型多从资源的角度阐释照料行为，权利与协商模型是以掌握家庭资源多少来决

定获得支持的数量和类型，互助模型是通过资源转移满足不同家庭成员的需求，合作群体模型则是以

实现家庭成员福利最大化为原则。后来研究者在中国情境下提出了反馈论、社会交换理论、责任内化

论，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对家庭养老进一步探讨。除了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价

值规范等因素外，已有研究显示子女的多种角色和子女与父母间的亲近程度对其提供照料也很重要。

社会角色是指符合人们某种社会身份的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的总和（边燕杰、陈皆明，2013）。

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农村子女越来越多地从事正式雇佣工作，因此他们又承担了新的社

会劳动角色，而原来在家庭中承担的子女角色、同辈角色、配偶角色和父母角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

变化。子女在对父母的照料上仍然承担主要照料者的角色，但新的社会劳动角色出现，必然会造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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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角色间的冲突。因此，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研究老年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影响因素时

有必要将子女的各种角色纳入分析框架中，全面了解每种角色如何对子女照料父母产生影响。

除了拥有资源、角色不同之外，子女与父母的亲近程度也会影响照料提供。国外研究者将成人依

恋理论用于研究子女与老年父母间的帮助行为。依恋行为是在分离情况下为了保持心理上的亲密和联

系而进行的沟通和定期探访等行为。老年人对子女的依恋行为会通过寻求子女的帮助影响其获得的照

料（Bartholomew et al.，1997），子女对父母的依恋会影响为父母提供的照料。子女对父母的依恋行为

一般用与父母居住的临近度、定期探望的频率、电话沟通（包括信件信息等）的频率来衡量，根据依

恋理论，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依恋感越强，依恋行为就越强，进而提供帮助（保护）行为越多。父母对

子女更多的是依赖，老人的依赖程度主要由老人的健康状况、主观照料需求和依赖子女偏好来衡量，

老年父母对子女的依赖也会影响子女的依恋行为和提供帮助（Cicirelli，1983）。以往用代际支持理论

分析子女对老年父母照料的研究，多从资源、规范、制度以及子女照料能力等方面进行，但是在社会

转型期、农村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更多农村子女承担了社会劳动角色，传统代际支持理论已经不能

很好地分析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而且没有考虑子女与老人相互依恋等主观因素

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在代际支持的理论基础上，引入社会角色理论和依恋理论，从个体层面、家庭

层面和社区层面，构建子女对农村老年人提供照料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如图 1），全面分析子女给农

村老年人提供日常照料的影响因素。同时进一步考虑老年父母的照料需求，本文研究老年人的依赖对

子女依恋行为和提供日常照料的影响，并检验子女依恋行为对提供日常照料的直接影响和中介效应。

图1 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合作在安徽省巢湖地区的

农村开展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问卷追踪调查第六期数据。安徽省位于中国东部地区，是

中部六省中较早进入老龄化的省份。巢湖地区地处安徽省中部，属于典型的农业区。改革开放后外出

务工潮出现，巢湖农村地区的青壮年外出务工比例不断提高，留守老人和儿童成为农村主要人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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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家庭结构和养老方式受到冲击。调查对象为巢湖农村地区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调查采用分层

多级抽样法，从镇、村两级分别抽样。首先，将 126个乡镇以行政编码排序，从中随机抽取 12个乡

镇。其次，将 12个乡镇中所有的行政村以行政编码排序，用系统抽样法从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6个行

政村，共 72个行政村。最后，在 72个行政村中挑选出所有 60～74岁、75岁及以上的老人形成两个

样本框，再从两个样本框中分别随机抽取 15名、10名老人，确保调查样本年龄的均衡。该项调查自

2001年开始，并于 2003年、2006年、2009年、2012年和 2015年成功进行了五次追踪调查。由于本

研究希望考虑社区正式照料因素对子女提供照料的影响，而在第六期调查中才添加了社区问卷，因此

本文使用第六期的调查数据。该期共收集老人样本 1243份，删除缺失和没有子女的样本，最终获得

老人样本 1021份，将其转换成子女样本，最终纳入本研究的子女样本总量为 2955份。

（三）变量设置

本文因变量为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的日常照料，包括家务帮助和生活起居帮助。子女层面的自变

量包括个体特征、家庭角色、社会角色、代际支持和依恋行为。家庭角色包括自己核心家庭中的夫妻

角色、父母角色和在原生父母家庭中的同辈角色。夫妻角色通过婚姻状况和夫妻关系反映。父母角色

通过子女的孩子数和最小孩子年龄反映。同辈角色由兄弟姐妹数和自己的排行反映。社会角色主要关

注子女职业、外出务工状况和经济状况。代际支持包括得到父母的支持，包括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家

务帮助、生活起居帮助）和情感支持。依恋行为包括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和是否得到父母的依恋。子女

对父母的依恋行为用与父母居住的临近度、探望的频率、通话频率来衡量
①
，三项得分正向累加得到

依恋行为得分（3～19），得分越高表示依恋行为越强。老人层面的自变量有个体特征、老人对子女的

依恋行为。依恋行为用老人的依赖程度衡量，依赖程度由老人的失能状况（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失智

状况（认知能力）、主观照料需求（自评健康）综合测量。变量的定义、赋值和描述统计分析见表 1。

表1 变量的定义、赋值和描述统计分析

变量 定义 赋值 均值或占比

因变量

子女提供家务帮助 在过去的 12个月中，有没有人因为您身体不好

帮助您做家务（比如打扫卫生、洗衣服、洗碗）

每天都做=4 0.27

每周至少一次=3

每月几次=2

很少=1

没有帮助=0

子女提供生活起居帮助 在过去的 12个月中，有没有人因为您身体不好

在生活起居上（比如洗澡、穿衣）帮助您

每天都做=4 0.20

每周至少一次=3

每月几次=2

很少=1

没有帮助=0

①
采用Cicirelli（1983）提出的依恋行为测量方法，与代际关系研究中的联系性关系和结构性关系的测量比较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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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子女层

子女特征

性别 女儿=0

儿子=1

47.02%

年龄 39岁以下=0 31.07%

40-59岁=1 64.07%

60岁以上=2 4.86%

教育程度 从未上过学=0 20.13%

小学=1 29.56%

初中=2 38.08%

高中及以上=3 12.23%

健康状况 很好=0 55.01%

好=1 31.75%

一般或不好=2 13.25%

家庭角色

婚姻状况 已婚同住=0 81.75%

已婚不同住=1 11.06%

离婚、丧偶或从未结婚=2 7.19%

夫妻关系 很好或好=0 87.24%

一般、不好或很不好=1 12.76%

孩子数 1.54

最小孩子年龄 16.31

排行 长子女=0 29.99%

次子女=1 28.30%

其他排行=2 41.70%

社会角色

职业 现在的职业 农业或家务劳动=0 10.97%

专业技术、行政管理或企

业家=1

59.10%

商业、服务业或工业=2 29.93%

外出务工状况 这个孩子有无外出务工的经历？ 12个月内有=0 62.23%

过去12个月前有=1 9.50%

从来没有=2 27.84%

经济状况 够用有余=0 43.98%

大致够用=1 43.45%

困难=2 12.57%

代际支持

经济支持（对数） 过去 12个月内，老人给予该子女的财物价值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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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报告为范围时取中位数），并取对数

家务帮助 在过去的 12个月中，您有没有在家务上给他人

提供帮助？

每天都做=4 0.49

每周至少一次=3

每月几次=2

很少=1

没有帮助=0

生活起居帮助 在过去的 12个月中，您有没有在生活起居上给

别人提供帮助？

每天都做=4 0.41

每周至少一次=3

每月几次=2

很少=1

没有帮助=0

情感支持 由以下三个问题衡量，每个问题得分是 1～3

分，取累加总分

7.99

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和这个孩子感情亲近吗?

总的来讲，您觉得和这个孩子相处得好吗？

当您跟这个孩子讲自己的心事或困难时，您觉

得他/她愿意听吗？

不亲近=1

有点亲近=2

很亲近=3

依恋行为

子女对老人的依恋 由临近度、探望频率和通话频率累加得分衡量 3～19 11.27

临近度 这个孩子（或配偶）住在哪里？ 本村=7；本乡（镇）=6

本县（区）=5；本市=4

外省=2

国外=1

探望的频率 这个孩子（或配偶）在过去 12个月和您见面的

次数

天天见面=6

每周至少一次=5

一个月几次=4

每月一次=3

一年几次=2

很少见面=1

通话频率 这个孩子在过去 12个月里和您电话联系的次

数

天天联系=6

每周至少一次=5

一个月几次=4

每月一次=3

一年几次=2

很少电话联系=1

依赖子女偏好 老人是否希望受到这个子女照料？ 否=0 69.36%

是=1 30.64%

老人层

老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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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女性=0 49.36%

男性=1 50.64%

年龄 60～69岁=0 52.20%

70～79岁=1 32.22%

80岁及以上=2 15.57%

受教育程度 从未上过学=0 63.17%

小学或私塾=1 29.87%

初中及以上=2 6.95%

婚姻状况 在婚有配偶=0 72.97%

离婚或丧偶=1 27.03%

子女数 您现在有几个孩子 2.82

职业 农业=0 86.48%

家务劳动=1 6.27%

非农业=2 7.25%

独立经济收入 过去 12个月中老人及配偶收入（元，取对数） 8.19

依恋行为

老人的依赖程度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用Katz量表，日常生活包括洗澡、穿脱衣、下

床或从椅子上站起、在房间里走动、上厕所、

吃饭、做饭、购物、乘车、做家务、管理家庭

钱财

没有困难=1

13.05有点困难=2

自己根本做不了=3

认知能力 认知量表 不正确=0；正确=1 15.30

自评健康 您认为您自己现在的身体健康状况 很好或好=0 40.16%

一般或不好=1 59.85%

社区层

正式照料 不存在=0 87.77%

存在=1 12.23%

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第一层为个体层面因素，第二层为家庭层面因素，第三层为社区层面因

素。同时，本文采用多层中介效应方法探讨子女依恋行为的中介效应。所有结果分析采用 STATA14.1。

四、结果与讨论

（一）农村老年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现状

在农村，子女给老年父母提供的生活起居帮助量低于家务帮助量，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家务帮助

更为普遍、频率也更高。这可能是因为老年父母日常生活能力平均在 13.05，有生活起居照料需求的老

人数量较少，且生活起居对时间密集性和劳动密集性要求更高，不利于子女提供，也有可能是由于当

前大部分老年人家庭中子女照料者付出的劳动是以往不被重视的家务帮助，家务帮助对照料者时间和

精力来的负担可能没有提供生活起居帮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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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女特征方面，本文的样本中老年人子女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农村早婚早育较为普遍，当父母

60岁以上时，子女年龄在 40～59岁之间的较多，占到 64.07%，健康状况为好和很好的占多数，教育

程度集中在中小学水平。家庭角色中，子女多数为已婚同住且夫妻关系好，每个子女平均有 1.54个孩

子，最小孩子年龄平均为 16.31岁。社会角色因素中，只有少数子女留在农村从事农业或家务劳动，

有 62.23%的子女外出务工，他们的经济水平普遍不高，大多数子女经济只是大致够用或够用有余，还

有 12.57%的子女经济困难。子女对父母的依恋行为通过与父母居住临近度、探望频率和通话频率衡量，

三项得分之和的均值为 11.27，父母主观上依恋并希望得到他们照料的子女有近三分之一。

老人特征中，60～69岁的低龄老人数量较多，教育程度偏低，在婚有配偶的占到 72.97%。老人

的孩子数比子女的孩子数多，每个老人平均有 2.82个子女。多数老人有能力工作，且有 86.48%的人

从事农业。社区特征中，社区中有正式照料比例较低，仅有 12.23%的社区有正式照料。

（二）回归结果分析与讨论

1.子女提供家务帮助和生活起居帮助影响因素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表 2显示了子女提供家

务帮助和生活起居帮助影响因素的多层线性模型回归结果。对于子女来说，给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

这一行为更多受子女个体特征、角色和对父母依恋行为的影响。从照料者子女的个体特征来看，中国

农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儿子在家族传承的同时应该承担父母的养老，但是结果显示，儿子（及其配

偶）为父母提供的家务帮助和生活起居帮助相比女儿并没有显著区别，这可能是因为目前老年人的养

老不仅仅靠儿子，女儿发挥照料的作用在逐渐增大。壮年期（40～49岁）子女，照料自己子女的任务

减少，更有机会为父母提供更多的照料。

子女角色方面，子女充当家庭角色时需要协调对父母和对子女的照料，因此最小孩子的年龄与子

女提供的家务帮助有正向关系，最小孩子年龄增大，意味着父母监护和照料将减少，家庭内部对照料

资源的竞争减少。而在同辈角色中，兄弟姐妹数越多的子女提供的照料越少，这与传统观念中的“多

子多福”相悖，说明在农村老年家庭中，子女越多越可能存在互相推脱责任的现象。同样对传统观念

具有挑战的还有长子女不再承担照料父母的主要责任，反而排行越小的子女提供的照料越多，这可能

与家族观念的弱化有关，也可能是由于中国农村的儿子偏好和“一孩半”的生育政策导致儿子比起女

儿排行靠后的可能性更高。子女的社会角色中，职业为专业技术、行政管理或企业家和商业、服务业

或工业的子女提供生活起居帮助和家务帮助相对较少，说明相对于从事农业或家务劳动的子女，掌握

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更多的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的可能性更低，尤其是在时间投入更多的生

活起居帮助上。而且从事农业或家务劳动与老年父母的地理临近度也更高，为照料父母提供便利。

在依恋行为中，子女对老年父母越依恋，与父母情感交流越多，可能越了解父母的需求，会给父

母提供越多的照料。得到老年父母主观依赖的子女会提供更多的生活起居帮助，由于主观依赖一方面

反映老人依赖子女的偏好，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以往的照料经历，因此也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但

是子女得到老人给予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都没有显著影响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的照料，与以往研究

结论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全面考虑子女特征、角色和依恋行为多种因素后，子女提供照料不再受得

到父母支持的影响，充分说明在研究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时全面考虑多种因素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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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特征方面，相比没有上过学的父母，子女为上学较少的父母提供的家务和生活起居帮助都更

少。 老人的子女数越多，相应地每个子女提供的家务帮助和生活起居帮助就越少。子女为非农就业的

父母提供的家务和生活起居帮助多。为离婚或丧偶的老人提供的家务帮助更多，说明配偶和子女是提

供照料的两个主要来源，二者互相补充或替代，当配偶不存在时，子女的照料角色凸显。经济收入越

多的老人，其子女提供的生活起居帮助越少，一方面说明并不是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人受到的照料

越多，不符合权力协商模型的观点，另一方面经济收入包括工作收入和养老金或退休金，经济收入高

很可能是还有工作收入，说明老人还有工作能力，日常照料需求较低。在老年人对子女依赖方面，老

人失能带来照料上的依赖程度提高，子女提供的家务和生活起居照料更多，但认知能力与子女提供的

照料正相关，家务帮助和生活起居帮助都随认知能力的降低而减少，说明农村子女提供日常照料时对

身体失能的老人关注较多，而对失智老人的关注不够。一方面，失智老人可能无法通过表达自己的需

求得到相应的帮助，另一方面，失智老人的照料内容和照料强度也可能不同，非专业的子女照料者在

老年人失智时，缺乏合理有效的照料技能。

社区特征中，正式照料对子女提供给老年父母的家务帮助和生活起居均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在

中国农村，老年正式照料机构普及性不足、传统观念和经济状况的制约导致其对家庭子女照料的补充

和支持作用非常小。

表 2 子女提供家务帮助和生活起居帮助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

变量 家务帮助 标准误 生活起居帮助 标准误

子女层

子女特征

性别（女性） -0.074 0.089 0.010 0.076

年龄（39以下）

40-59 0.263* 0.106 0.235* 0.091

60以上 -- — -- —

教育程度（从未上过学）

小学 -0.074 0.154 -0.106 0.131

初中 -0.017 0.148 -0.005 0.126

高中及以上 0.186 0.180 0.169 0.153

健康状况（很好）

好 0.327** 0.108 0.339*** 0.093

一般或不好 0.087 0.151 0.099 0.129

家庭角色

婚姻状况（已婚同住）

已婚不同住 0.039 0.123 -0.040 0.105

离婚、丧偶或从未结婚 — — — —

夫妻关系（很好或好）

一般、不好或很不好 -0.110 0.120 -0.085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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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数 0.014 0.074 -0.072 0.063

最小孩子年龄 0.016+ 0.009 0.004 0.007

排行 0.160*** 0.044 0.132*** 0.038

社会角色

职业（农业或家务劳动）

专业技术、行政管理或企业家 -0.210 0.148 -0.340** 0.127

商业、服务业或工业 -0.321** 0.110 -0.274** 0.094

外出务工状况（12月内有）

过去 12月前有 0.673*** 0.140 0.600*** 0.120

从来没有 0.050 0.115 0.143 0.098

经济状况（够用有余）

大致够用 -0.142 0.093 -0.109 0.080

困难 -0.273* 0.132 -0.159 0.113

代际支持

经济支持（对数） 0.027 0.035 0.008 0.030

家务帮助 0.034 0.034 -0.009 0.029

生活起居帮助 0.004 0.037 0.046 0.031

情感支持 0.137*** 0.036 0.089** 0.031

依恋行为

子女对老人的依恋 0.031** 0.012 0.009 0.010

依赖子女偏好 0.128+ 0.072 0.069 0.061

老人层

老人特征

性别（女性） 0.024 0.126 0.074 0.110

年龄（60-69）

70-79 -0.152 0.150 -0.127 0.131

80以上 -0.157 0.273 -0.129 0.240

受教育程度（从未上过学）

小学或私塾 -0.242+ 0.130 -0.258* 0.114

初中及以上 -0.166 0.189 -0.057 0.165

婚姻状况（在婚有配偶）

离婚或丧偶 0.491** 0.146 0.255* 0.129

子女数 -0.185** 0.061 -0.168** 0.053

职业（农业）

家务劳动 -0.251 0.218 -0.043 0.189

非农业 0.447* 0.199 0.342+ 0.174

独立经济收入（对数） -0.086+ 0.049 -0.091* 0.043

依恋行为

老人的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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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0.088*** 0.019 0.078*** 0.078

认知能力 0.031+ 0.016 0.029* 0.029

自评健康（很好或好）

一般或不好 0.170 0.106 0.169+ 0.169

社区层

正式照料（不存在） -0.051 0.207 0.042 0.042

截距 -2.443*** 0.674 -1.380* 0.587

随机效应

社区层随机参数 0.166 0.085 0.105 0.078

家庭层随机参数 0.418 0.054 0.387 0.043

个体层随机参数 0.472 0.030 0.397 0.025

Log likelihood -266.873 -222.840

Wald chi2 165.530*** 139.181***

子女样本量 2955 2955

注：+、*、**和***分别表示变量在10%、5%、1%和 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分类变量的参照项。

2.子女提供家务帮助和生活起居中依恋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表 3显示了子女提供家务帮助中依

恋行为的中介效应。方程 1结果显示，老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认知能力和依赖子女偏好对提供家

务帮助具有显著的影响，自评健康对家务帮助没有显著影响。方程 2中老人依赖程度对中介变量子女

依恋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方程 3结果显示，依恋行为对提供家务帮助存在显著影响。本文进一步进行

了 Sobel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证明子女的依恋行为在老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子女提供家务帮助的

影响中没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而在老人的认知能力和依赖子女偏好在对提供家务帮助的影响中存在显

著的中介作用。

表 3 子女依恋行为在提供家务帮助中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固定效应 方程 1 方程2 方程3

主效应 中介效应

家务帮助 子女的依恋行为 家务帮助

老人的依赖程度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0.086*** -0.121 0.088***

（0.019） （0.084） （0.019）

认知能力
0.031+ -0.037 0.031+

（0.017） （0.074） （0.016）

自评健康
0.162 -0.516 0.170

（0.108） （0.474） （0.106）

依赖子女偏好
0.139+ 0.406 0.128+

（0.072） （0.382） （0.072）

子女的依恋行为
0.031**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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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变量在 10%、5%、1%和 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同表 2，因篇幅限制不再

呈现。

表 4显示了子女提供生活起居帮助中依恋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方程 1结果显示，依赖子女偏好

对子女提供生活起居帮助没有显著影响。方程 2结果显示，日常生活能力、认知能力和自评健康对子

女依恋行为的影响都不显著，而方程 3显示依恋行为对提供生活起居帮助的影响也不显著。因此，老

人的依赖程度没有通过子女依恋行为对提供生活起居帮助产生影响。这说明在中国农村，老人的依赖

程度影响子女提供生活起居帮助的过程中，子女的依恋行为对其为老年父母提供生活起居帮助没有影

响，中介效应不存在，依恋理论在中国农村不具有突出的适用性。

表 4 子女依恋行为在提供生活起居帮助中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固定效应

方程1 方程2 方程 3

主效应 中介效应

生活起居帮助 子女的依恋行为 生活起居帮助

老人的依赖程度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0.078*** -0.121 0.078***

（0.017） （0.084） （0.017）

认知能力
0.028* -0.037 0.029*

（0.014） （0.074） （0.014）

自评健康
0.167+ -0.516 0.169+

（0.093） （0.474） （0.093）

依赖子女偏好
0.072 0.406 0.069

（0.061） （0.382） （0.061）

子女的依恋行为
—

—

—

—

0.009

（0.010）

注：+、*、**和***分别表示变量在 10%、5%、1%和 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同表 2，因篇幅限制不再

呈现。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子女的角度出发，同时考虑子女因素、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提出子女为农村老年父母提

供日常照料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全面分析了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

明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受到子女和老人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因素的影响。子女为父母提供家

务帮助和生活起居帮助不仅受到子女和老人个体特征的影响，而且受到子女承担的角色、子女对父母

的依恋和父母对子女依赖的影响。子女的依恋行为在提供日常照料中有明显的中介效应。农村子女需

要同时承担多重角色，其本身的社会工作角色与照料父母角色冲突非常明显。社区正式照料机构在中

国农村普及性不高，服务相对滞后，没有发挥出对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补充和支持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和社会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从子女角度考虑，政府或社会应为承担照料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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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子女提供服务和优惠。政府或社会对需要承担照料责任的子女提供幼年孩子和老年父母的暂托服

务。针对家庭照料与社会工作间的冲突，许多照料者的支持政策研究中提出带薪照料假的方案，并在

许多发达国家得到具体实践。但具体到中国农村子女的现实情况，大多数子女从事的商业、服务业和

工业等行业很难实现对照料父母的员工“留岗留薪”。我们可以转变思路，帮助照料父母的子女回归社

会角色，如对他们进行就业培训和相应的工作推荐，对赡养老人的子女提供税收优惠。

从老年父母和家庭角度考虑，政府或社会应提供社会服务，着力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当

地政府定期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健康检查和健康教育，一方面增强老年人保健能力，缩短需要照料的时

间；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能力丧失初期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隐患，避免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减小高频

率照料压力。尤其对老人的认知功能评估予以重视，延长老人认知症的发展期，发布科学合理的评估

指南和失智老人照料指导。此外，农村成年子女的外出务工，还有与之相关的商业、服务业、工业的

职业和居住距离的远离都会导致照料老年父母的时间、空间可及性困难，所以在农村劳动力外流和家

庭养老模式变迁的大背景下，完全将照料老年人的责任置于家庭成员尤其是成年子女是不现实的，在

维持家庭内部养老责任的同时，政府应对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从社区层面考虑，政府和社会应加强社区老年照料机构建设。应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制定费用、

照料类型等相关内容，与农村当地的养老照料实践相结合，推动正式照料作用的发挥。同时鼓励和支

持社会老年服务，考虑在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建立专门的照料者部门和机构，为照料者提供一些支持

项目和技能指导、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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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rminants of Daily Care Provision fromAdult Children toTheir
Parents in Rural China:AnEmpirical Study fromAnhui

SunYiqiao Gao Li Li Shuzhuo

Abstract: Based on theories of social rol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attachment,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study determinants of daily care provision from adult children to their parents in rural China. Using the survey data from the

Wellbeing of the Rural Elderly in Anhui Province, the study applies multilevel linear models to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daily

care provision at personal, family and community levels. The study finds that daily care provision from adult children to their

parents is determined by children’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 roles, social roles, attachment behaviors, as well as by their

parent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extent of dependence on children, but not by formal care institutions in community. Further

analyses show that children's attachment behaviors play an intermediate role in providing daily care. Finally, the study also discuss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o improve children’s daily care provision for their parents in ruralChina.

KeyWords:DailyCare;Child asCaregiver; Rural Elderly;Determin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