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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日益严重。本文基于2018年CHARLS的数据，通

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发现子女受教育水平对农村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平均每年会多给予父母1455元的经济支持。此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赡养意识和

收入也会增加，从而在生活中更倾向于给予老年父母较多的经济帮助。老年父母对孙辈的隔代照料会正

向调节子女受教育水平对经济支持的影响，但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会减小隔代照料的发生率。完善农

村地区公共养老制度，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同时利用公益宣传提高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意识是缓解我国农

村地区养老问题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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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issue of elderly care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is be-
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Based on the 2018 CHARLS data, this paper finds that children’s 
education leve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support of rural elderly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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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analysis. On average, children with higher education 
give their parents an extra ¥1455 a year in financial support. In addition, the awareness and in-
come of children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 will also increase, so they are more inclined to give 
elderly parents more financial help in life. The intergenerational care of grandchildren by elderly 
parents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influence of children’s education level on economic support, but 
the improvement of children’s education level will als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Improving the public elderly care system in rural area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ural edu-
cation and using public welfare propaganda to improve the support of children to their parent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lleviate the elderly care problem in rural areas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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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日益严重，根据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 60 岁以上的人

口占比已经达到了 18.7%1，超过了国际通用的 10%的人口老龄化标准。这使得有限的社会养老资源很难为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供全面的保障。相比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规模更大，且老龄化程度更高、

速度更快[1]，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更为突出。此外，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各项教育帮扶政

策的实施，农村或贫困地区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人数大幅提升，农村户籍大学生招生占比超过 60%2。农村

地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那么，子女受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否会影响其对农村老

年父母的经济支持？研究这个问题不仅对于阐明子女受教育程度对农村老年人口经济支持的影响机制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提高农村老年人口养老水平和福利状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针对子女受教育水平与农村父母养老供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我国农村地区，受传统孝道

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农村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供养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而教育作为

家庭成员人力资本和能力投资的重要途径，不仅能为家庭养老带来更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需求，还能增

强子女的家庭养老能力[3]。Steelman 的研究表明，相比留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的子女，具有大学文凭并

且毕业之后留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家庭子女的收入会显著增加。与其他子女相比，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会

为老年父母提供更多的物质回报，使老人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4]。丁志宏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

响在子女性别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5]。 
国内外学者们已经关注到家庭养老的重要性，对于子女教育以及老年人经济支持这一方面的研究已

有一定的积累。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专注于研究农村地区子女教育对

老年父母经济支持的影响，并对其内在的传导机制和调节效应进行了详细的论证。第二，本文在研究子

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时，考虑了子女和老人之间的双向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实际经济水平有了更

加准确的判断，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实证分析，缓解了因选择性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Open Access

 

 

1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zt_18555/zdtjgz/zgrkpc/dqcrkpc/。  
2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zgrdw/npc/cwhhy/12jcwh/2016-09/02/content_19964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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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分析 

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动机有两类，分别是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利他理论的

代表人物是 Gary Becker，认为子女的效用水平和老年父母的福利水平密切相关，子女向其父母提供支持

是出于利他动机的结果[6]。费孝通将中国家庭的这种代际关系归结为“反馈模式”。即从利他动机的角

度来看，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完全是出于子女的责任感或奉献意识，赡养老年父母是子女不可推

卸的责任，子女应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7]。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互惠和均衡是一切交换关系维持的基础，该理论广泛应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

动，但也逐渐推广到家庭内部的交换行为。Cox 则较早构建了私人转移的交换动机模型。他认为，成年

子女希望获得老年父母提供的服务而向其提供代际支持[8]。Donald & Mark 提出了代际交换动机假说，

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着服务或货币交换地关系。父母为子女提供相关服务和帮助，子女也会对父母

所提供的相关服务进行货币支付或其他回报[9]。 

3. 研究方法与变量设置 

3.1. 研究方法 

本文将子女受教育水平高低定义为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即子女的最高学历是否为大专及以上学历。

在当今社会，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个人未来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与其自身条件和家庭情

况有很大的相关性，而非完全随机选择造成的，因此容易产生选择性偏误。为此，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

配法(PSM)来分析子女受教育水平对农村老年父母经济支持的影响效应。倾向得分匹配法是处理样本选择

性偏误的常用计量方法，其核心思想为：基于可观测的特征变量计算出每个样本进入实验组的倾向得分，

然后针对实验组中的每一个个体单独在控制组中找到一个或多个与之匹配或特征相近的个体，控制住样

本的选择性偏误，从而构建起近似随机的反事实框架。最后计算两者差分的平均值，即平均处理效应。

具体步骤如下所示： 
第1步，通过Logit模型估计每个样本的倾向得分值，在本文中表现为子女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

估计模型如式(1)所示： 

Logit(Di) = a0 + a1Xi                                   (1) 

式(1)中，下角标 i 代表第 i 个样本。Xi 为控制变量，考虑到本文研究代际之间的经济支持，因此在回

归模型中不仅控制了父母和子女的社会人口特征，而且还控制了其经济特征。Di 为虚拟变量，代表是否

接受高等教育(接受 = 1；未接受 = 0)。 
第 2 步，根据上述得出的倾向得分值，本文为接受高等教育样本(实验组)匹配出与其特征相近的未接

受高等教育样本(对照组)。之后，使用半径匹配法(caliper = 0.01)进行匹配，进一步消除组间差异。半径

匹配法是事先设定半径，找到所有设定半径范围内的单位圆中的对照组样本。随着半径的减小，匹配的

要求越来越严，获得的匹配效果也更为精准，与其他匹配方法相比具有显著优势。此外，本文还采用核

匹配(核类型为正态分布；kerneltype = biweight)和带卡尺的近邻匹配(n = 3, caliper = 0.01)两种方法对匹配

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 3 步，根据匹配的样本数据计算实验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由此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

异水平。 

3.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库调查内容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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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包括受调查者的社会人口特征和经济特征信息，而且还含有详细的代际经济转移信息，其丰富的样

本与信息有助于对本文主题做出更加准确与深入的数据分析。 
为了考察子女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农村老年父母经济支持的影响，本文对研究样本做出如下

几点限制：第一，样本为 60 岁及以上且具有农村户口的老年人；第二，本文限定样本老人至少有

一个年满 18 周岁且已经工作的健在子女，因为未成年或在校就读的子女一般不具有对父母的经济

供养能力；第三，本文仅保留不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样本。在农村地区，子女和老年父母一般

共享家庭内部的经济资源。当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居住时，研究者难以准确地界定代际之间的经

济转移。在剔除不符合限定条件的样本和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之后，本文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数

量为 4149 个。 

3.3. 变量设置 

3.3.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的代际经济支持，包括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转移和

老年父母对子女的经济转移两个方面，两者之差为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经济转移净值。这里的代际经

济转移指包括货币和折算成货币的实物转移总额。在 CHARLS 数据库中表现为：在过去一年中，子女或

老年父母为对方提供的生活费用总额与其他物品折算为货币的总额之和。此外，由于标准差值过大，易

出现极端值，本文对代际经济转移和老年父母的收入、财产进行了 5%的缩尾处理，以消除离群值对回归

结果的影响。 

3.3.2. 解释变量 
考虑到一个家庭可能有不止一个子女，本文借鉴杨克文的做法，以年龄最大的子女样本作为解释变

量[10]。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样本为实验组，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样本为对照组，数量分别为

376 个和 3773 个。 

3.3.3. 控制变量 
协变量划分为父母特征、子女特征和家庭特征三类，具体包括父母年龄、单独居住、日常活动能力、

健康状况自评、是否有基本养老保险、是否有基础医疗保险、父母收入、父母现有财产、子女年龄、子

女收入、老人子女数量和老人是否照顾孙辈等 14 个变量，变量赋值如表 1 所示。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表 1 描述了样本匹配前变量的基本情况。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实验组样本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转移

净值高于对照组，但实验组父母的收入水平也要显著的高于对照组。即成年子女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

规模与父母收入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这也与江克忠采用 2008 年 CHARLS 数据的研究发现相符合[11]。
因此，本文不适合通过简单的 OLS 模型判断子女受教育水平和老年父母经济支持之间的因果关系，接受

高等教育的子女样本可能仅仅是因为父母较高的收入水平而对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帮助，两者之间存在

内生性问题，体现出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必要。 
另外从用于倾向得分估计的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看，父母收入水平、拥有财产金额以及原生家庭中子

女数量会对子女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产生显著的影响，进一步说明了样本存在自选择的问题。其中，父母

收入水平越高、拥有财产金额越多，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就会显著性提高；而原生家庭中子女数量

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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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 variables 
表 1. 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对照组均值 实验组均值 均值差异 

被解释变量     

子女 → 父母(1) 子女对父母提供的金钱与实物的总额 1579.93 3415.13 −1835.20*** 

父母 → 子女(2) 父母对子女提供的金钱与实物的总额 360.07 841.16 −481.09*** 

子女 → 父母净值 由(1)—(2)得出 1219.86 2573.97 −1354.11*** 

父母特征     

父母年龄 >60 岁 69.43 66.23 3.20*** 

单独居住 1 = 独居；0 = 拥有伴侣 0.2 0.07 0.13*** 

是否有慢性病 1 = 有慢性病；0 = 无慢性病 0.86 0.85 0.01 

日常活动能力 1 = 极好；2 = 很好；3 = 好；4 = 一般； 
5 = 不好；6 = 很不好；7 = 极差 

3.27 2.9 0.37*** 

健康状况自评 1 = 很好；2 = 好；3 = 一般；4 = 不好； 
5 = 很不好 

3.13 2.98 0.15*** 

是否有基本养老保险 1 = 拥有；0 = 未拥有 0.87 0.89 −0.03 

是否有基础医疗保险 1 = 拥有；0 = 未拥有 0.96 0.98 −0.01 

住房是否为钢混结构 1 = 是；0 = 否 0.8 0.84 −0.04* 

父母收入 退休金或养老金以及各类补贴或补助等 1641.28 2461.69 −820.41*** 

父母现有财产 现金、银行存款以及债券等理财产品 8325.83 12,980.91 −4655.07*** 

子女特征     

子女年龄 >18 岁 44.2 39.56 4.64*** 

子女收入 1~12 的分类变量，数值越大则收入越高 4.47 5.82 −1.35*** 

家庭特征     

老人子女数量 >1 个 3.63 2.89 0.75*** 

老人是否照顾孙辈 1 = 照顾；0 = 不照顾 0.35 0.38 −0.03 

注：表 1 最后一列为实验组样本和对照组样本的均值差异，其中：***、**、*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

显著。 

4.2. 样本匹配效果检验 

本文在利用半径匹配法对样本进行一对多匹配的基础上，还使用平衡性检测对样本匹配效果进行判

断。根据 Rubin 和 Rosenbaum 以及齐子鹏等人的判断标准，认为如果匹配变量的标准偏误的绝对值小于

10%，则可以认为样本的匹配效果较为良好[12] [13]。图 1 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匹配后的子女对老年父

母的经济转移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表。由图 1 数据可知，所有的协变量在匹配完成后的标准偏误绝对值均

处于 10%以下。其中，父母日常活动能力、父母收入和现有财产以及子女收入等匹配前存在显著性差异

的变量，在匹配后差异已不再显著。说明倾向得分匹配有效地消除了实验组与对照组间各类特征变量的

差异，匹配结果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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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Balance test results 
图 1. 平衡性检测结果图 

4.3. 子女受教育水平对农村老年父母经济支持的影响 

表2中的(1)栏给出了基于半径匹配法估计的子女教育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效应。通过表2的数据，

本文主要发现以下两点结论：第一，子女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于老年父母给予子女的经济转移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会导致老年父母给予子女的经济转移提高 258.23 元；第二，子女是否接受

高等教育对于老年父母从其子女处获得的经济转移和经济转移净值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子女接受高等

教育会导致老年父母从其子女处获得的经济转移和经济转移净值分别提高 1455.19 元和 1196.96 元。 
表 2 中的(2)，(3)栏是通过带卡尺的近邻匹配和核匹配的估计结果。比较之后不难发现，基于这两种

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与基于半径匹配法的估计结果大体一致。以上结论说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会显著

的提高子女对农村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而且该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Table 2.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children's education level on the economic support of rural elderly parents 
表 2. 子女受教育水平对农村老年父母经济支持的影响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样本 子女 → 父母 父母 → 子女 子女 → 父母净值 

(1) 半径匹配 

对照组 3469.09 843.14 2625.95 

实验组 2013.90 584.91 1428.99 

Diff 1455.19*** 258.23** 1196.96*** 

(2) 带卡尺的 
近邻匹配 

对照组 2025.62 624.44 1401.19 

实验组 3469.09 843.14 2625.95 

Diff 1443.47*** 218.70* 1224.77*** 

(3) 核匹配 

对照组 3461.04 873.19 2587.85 

实验组 1979.56 606.25 1373.31 

Diff 1481.47*** 266.94** 1214.54***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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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制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结论可知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会显著的提高其对农村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本节则主

要通过利他和交换两类代际转移动机进行机制分析，寻找这其中可能的传导路径。 

5.1. 利他动机分析 

从利他动机的角度来看，子女会自觉地赡养老人，且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普遍拥有更高的个人素养，

其赡养意识和责任感会更强，从而导致高学历子女显著的增加其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 
本文使用子女不与父母同住时“使用聊天工具联络的次数”作为衡量子女赡养意识和责任感的指标。

一般认为，子女与父母的交流次数越多，代际之间感情越好，子女的养老意愿和责任感也会越强。本文

用“子女与父母的联络次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子女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为解释变量，并加入表 1 中

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根据表 3 可知，子女受教育水平越高，其与父母的联络次

数就会显著增加，表明其赡养老人的积极性也越高，在生活中更有可能增加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children’s education on the sense of support 
表 3. 子女教育对赡养意识的影响分析 

变量 (1) (2) 

子女受教育水平 
0.954*** 0.400*** 

(0.146) (0.143) 

常数项 
5.551*** 7.750*** 

(0.049) (0.729) 

控制变量 否 是 

N 4149 3847 

R2 0.016 0.129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下表同。 
 

此外，子女对父母的养老能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如果子女没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赡养能力弱，

则其无法给予老年父母较多的经济支持。因此，本文用“子女收入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子女是否

接受高等教育”为解释变量，并加入表 1 中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 4 为本次回归分析的结果。由

表 4 可知，子女拥有高等学历会显著的增加其收入水平，增强其赡养父母的能力。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hildren’s education on children’s income 
表 4. 子女教育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分析 

变量 (1) (2) 

子女受教育水平 
1.347*** 0.777*** 

(0.181) (0.183) 

常数项 
4.469*** 6.344*** 

(0.054) (0.791) 

控制变量 否 是 

N 4149 3847 

R2 0.013 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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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交换动机分析 

社会交换理论在养老方面的运用体现为：老年父母通过对孙辈的照料来换取子女对其的赡养。因此，

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子女受教育水平和父母对孙辈隔代照料的交互项，分析隔代照料的调节作用；并

对交互项变量做了去中心化处理，使回归的结果更具有和科学性和稳定性。由表 5 的回归结果可知，交

互项系数为 452.67 且显著为正，说明隔代照料会正向调节子女受教育水平对老年父母经济支持的影响。

与未提供隔代照料的老年父母相比，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子女提供隔代照料的老年父母获得的经济支持

更多。上述结论也印证了交换理论的假说。 
 

Table 5.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of elderly parents 
表 5. 老年父母隔代照料的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1) (2) 

子女受教育水平 
1803.875*** 1467.221*** 

(132.662) (137.519) 

老人是否照顾孙辈 
674.338*** 445.901*** 

(79.598) (84.796) 

交互项 
443.265* 452.673* 

(273.313) (274.726) 

常数项 
1745.143*** 1905.705*** 

(38.035) (588.728) 

控制变量 否 是 

N 4149.000 3847.000 

R2 0.060 0.109 

 
本文也分析了子女受教育水平和隔代照料发生率之间的关系。表 6 是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得到的分析

结果，由此可知，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会显著的减少隔代照料发生率。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相比，

老年父母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子女提供隔代照料的概率更低，大约会减少 6%的发生率。这可能是因为拥

有高学历的样本人群更加重视自己子女的教育和成长，会增加与子女的陪伴时间，从而减少老年父母对

孙辈的隔代照料时间。 
 

Table 6.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children's education on the incid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表 6. 子女教育对隔代照料发生率的影响分析 

隔代照料发生率 对照组 实验组 Diff 

卡尺匹配 0.388 0.454 −0.066** 

半径匹配 0.388 0.447 −0.059** 

核匹配 0.389 0.444 −0.054* 

5.3. 总结 

综上所述，子女受教育水平会通过两条路径影响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如图 2 所示，子女受教育水

平提高，收入增加，对老年父母的赡养能力增加；同时，子女与父母的联络次数也会增多，标志着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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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更强的赡养意识与责任感。这两条路径使得高学历子女愿意并且能够为自己的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

支持。 
此外，父母对孙辈隔代照料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高学历子女会因隔代照料行

为增加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但也会减小隔代照料的发生率。 
 

 
Figure 2. Mechanism analysis diagram 
图 2. 机制分析图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养老问题愈发严重。我国现行的家庭养老模式依赖于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供

养。本文发现子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能显著的增加对农村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在关注养老问题的同时，

注重农村子女教育可以稳固家庭养老模式，对缓解养老难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

点建议： 
首先，政府部门应逐步推进农村养老体系和公共养老资源的配置，以缓解养老资源紧张的问题。家

庭养老模式是我国现行的主要养老模式，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少子化的加重，在未来社会养老才是

主流。这就要求我国政府需要完善相关的养老配套措施，如养老院、更为全面的养老保险制度、相关法

律法规等。 
其次，注重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投入。教育是百年大计。高质量的教育不仅对居民增收和农村地区

经济发展有益，而且会影响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供养，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水平。一方面，应增加农村地

区教育经费；另一方面，通过制度保障农村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 
最后，加强公益宣传作用，提高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意识。我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长期传播的儒家

思想使孝道文化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可以在乡村地区制作公益广告，提升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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