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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Grossman的健康需求理论，文章使用2014年全国抽样调查的全国代表性数据，研究了成年子女文

化程度是否对其父母的健康具有正向作用。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分析成年子女文化程度对中老年父母健

康的影响程度。并针对不同性别、不同户籍、不同年龄父母的健康状况做了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成年

子女文化程度对其父母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子女文化程度对男性父母、农村父母、

年轻父母健康状况影响程度分别大于对女性父母、城镇父母、年长父母的影响程度。并提出教育回报虽

然漫长，但教育投资的加大依然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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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Grossman’s health needs theory, this paper uses the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data of the 
2014 national sample survey to study whether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adult children has a p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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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effect on the health of their parents. Logistic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adult children’s educational level on the health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arents. The hete-
rogeneity of health status of parents with different genders, household registrations and ages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ducation level of adult children has a significant indigenous 
influence on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ir parent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children’s education level on the health status of male parents, rural parents and young parents 
is greater than that on female parents, urban parents and elderly parents. We put forward the 
education return although long, but the increase of education investment is still necessary, espe-
cially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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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老年人口 2021 总人口是 26,402 万人。2021 年 5 月 11 日，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结果显示，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 亿人，占 18.70%。中国目前的老龄化问题带了诸多问题，劳

动人口短缺，老人养老伦理问题越来越突出，社会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重大影

响。老人养老问题严峻，如独生子女养老负担重，独居老人、空巢老人养老难度大等问题。在中国的传

统文化背景下，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教育支持远远超过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一方面教育影响着

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教育受家庭背景优势的传递，通过家庭资本及教育资源的传递使得子

女获得更高的教育机会，父代教育水平传递到子代，家庭经济、教育的优势显现，对老人、对子女、对

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极大的正向影响。目前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峻，应对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不仅通过给老

人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也可以通过增加子女的教育投资，从另一个角度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促进

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2.1. 文献回顾 

Grossman 的健康需求理论表明文化水平对个体健康的正面影响[1]。同时，由于教育具有正外部性，

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使他人获益[2]。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可能与父母及家庭成员分享他们

的健康知识、技能和行为。但是对子女文化程度对父母健康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3] [4]。子女文化程度对

父母老年健康的好处可能会在父母的一生中累积，导致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子女教育在健康方面的差

异更大[5] [6]。在我国这样根深蒂固的养老观念下，代际支持是影响老年父母健康的重要因素。如毛瑛

(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分析中子女代际支持对父母健康的影响研究。研究表明

男性子女和女性子女给父母提供的健康支持不同[7]。教育经济学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教育行为

背后的经济逻辑，田汉族(2021)研究个人教育投资和子女教育投资的动机，个人教育投资的动机主要是更

高的经济受益与社会地位，国家教育投资的动机主要是为了经济的增长[8]。教育本身确实对老年人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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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具有正向影响[9]但是教育对家庭的回报、老年人的晚年幸福的影响相关研究不足。鉴于教育和收

入之间的密切关系，接受更高教育的子女可能会与父母分享其财务资源等，接受更高教育的孩子还可能

与父母分享其获得的健康知识、技能和资源，但是相关实证研究不足，因此本文尝试使用 CLASS2014
中国老年追踪调查研究子女文化程度对老年父母健康的影响。一方面有利于我们重视子女教育带来的有

利影响，另一方面可以指导子女通过教育获得的教育知识改善父母健康状况。最后对父母健康状况的研

究对我们应对健康老龄化具有建设性影响。 

2.2. 理论假说 

代际人力资本传递理论的相关研究认为子代的人力资本传递是父母健康状况的关键因素。在中国，

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养儿防老的理念使得父母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服务的期待非常的高，并且这种子女

与父母之间相互扶持的关系被政府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规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以及子女对父母

的赡养，在孝道与制度的双重约束下，父代无条件给予子女支持，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包括经济

资源供给、日间照料和情感慰藉。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父母对子女的经济依赖越来

越小，但是日间照料和情感上的依赖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子女与父母同住所能提供的日间照料和精神慰

藉就更多，并且不同性别、不同户籍、不同年龄段的老人的需求不同。在我国这样根深蒂固的养老观念

下，代际支持是影响老年父母健康的重要因素。在长期的父母对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后，子女获得更高

的文化程度，相应就能得到更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能够给予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和健康知识，以

作为对父母早期的投资回报，相反受教育程度低，便没有更多的能力给予父母更多的支持。基于上述分

析，提出了以下理论假说： 
假说 1：子女文化程度越高，对父母的健康帮助越大。 
假说 2：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子女是否与父母同居是子女文化程度影响中老年父母健康的重要

机制。 
假说 3：子女文化程度对不同性别、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3. 数据与变量说明 

3.1. 数据来源 

采用 2014 年的中国老年追踪调查(CLASS)数据进行研究，CLASS 数据库调查对象为年满 60 周岁的

中国公民。总样本量为 11,900。通过对数据的整理，把子女年龄小于 25 岁、还在上学和缺失等的样本点

删除。 

3.2. 变量描述 

研究选取父母健康作为因变量。将自评健康中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归为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

很健康归为健康，健康赋值为 1，不健康赋值为 0，本文的主要自变量是子女的教育程度。我们将子女的

教育程度定义为共同居住的子女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该变量用 0-5 的序数来表示，0 表示文盲；1 表示私

塾；2 表示小学毕业；3 表示初中毕业；4 表示高中或职高毕业；5 表示大专毕业；父母教育同此处理。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父母特征，如年龄分为(60~64、65~69、70~74、75+)、性别、户口类型、婚姻状况、

教育等。子女特征，是否与父母同住、子女经济状况等；户口分为两类，分别是农村户口、城市户口、

本文将城市户口赋值为 0，农村为 1。自评健康中，健康赋值为 1，不健康赋值为 0，其他变量则可以直

接从 CLASS 数据库中得到，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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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基准回归 

根据理论假说，本文采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 1 是子女文化程度对父母健康状

况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1 是因变量和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间的影响。模型 2 加入了变量父母对子女的经

济依赖程度。模型 3 加入变量子女和父母是否同居，回归结果(见表 1)主要显示如下： 
1) 模型 1 表示子女文化程度对父母的自评健康呈正相关，并且回归结果显著，只有婚姻状况不显著。 
2) 模型 2 表示子女父母的经济支持对父母健康具有显著影响。 
3) 模型 3 表示是否与父母同住也分担了子女文化程度对父母健康的影响程度，如下表。 
因此表明子女文化程度越高，对父母的健康帮助越大，假设 1 成立。并且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子女是否与父母同居是子女文化程度影响中老年父母健康的重要机制，假设 2 成立。 
 
Table 1. Influence of children’s educational level on parents’ health 
表 1. 子女文化程度对父母健康的影响 

 (1) (2) (3)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子女文化程度 0.190*** 0.150*** 0.148*** 

 (7.99) (6.13) (6.02) 

父母基本状况    

年龄 0.068*** 0.074*** 0.070*** 

 (3.40) (3.64) (3.40) 

性别 0.219*** 0.214*** 0.211*** 

 (4.46) (4.32) (4.26) 

地区 −0.420*** −0.380*** −0.374*** 

 (−8.52) (−7.57) (−7.44) 

婚姻 0.028 0.055 0.048 

 (0.53) (1.04) (0.91) 

文化程度 0.164*** 0.146*** 0.146*** 

 (8.71) (7.65) (7.65) 

子女经济状况 0.471*** 0.475*** 0.483*** 

 (8.40) (8.42) (8.53) 

经济来源  −0.210*** −0.212*** 

  (−3.94) (−3.97) 

是否和父母居住   0.105* 

 .  (1.79) 

常数项 0.207*** 0.232*** 0.224*** 

 (2.66) (2.86) (2.76) 

    

观测值 10,670 10,670 10,670 

注：报告里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标准差；***p < 0.01，**p < 0.05，*p < 0.1，1%、5%、10%水平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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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异质性分析 

通过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探讨子女文化程度对父母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年龄、性别、城乡方面的异质

性，以便更好地了解子女文化程度与父母健康之间的影响差异(见表 2)。对于性别层面的异质性来说，我

们发现子女文化程度对男性父母健康的影响显著性高于女性父母。表 2 的第(3) (4)列的数据显示，子女文

化程度对农村父母健康的影响程度大于城镇父母的。年龄异质性层面，本文根据我国国情把年龄分为

60~64、65~69、70~74、75+四个年龄组别。表 2 的第(5) (6) (7) (8)列显示，年龄越小的父母，子女文化程

度对父母健康的影响系数越大，子女文化程度对年轻父母的自评健康影响程度大于对年长父母健康的影

响。综上所诉，假设 3 成立。 
 
Table 2.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children’s education level on parents’ self-rated health—gender, age and region 
表 2. 子女文化程度对父母自评健康的异质性分析——对性别、年龄、地区 

 (1) 
男性 

(2) 
女性 

(3) 
乡村 

(4) 
城市 

(5) 
60~64 

(6) 
65~69 

(7) 
70~74 

(8) 
75+ 

对自评健康的影响 

子女文化程度 0.197*** 
(5.28) 

0.111*** 
(3.40) 

0.150*** 
(4.09) 

0.141*** 
(4.21) 

0.221*** 
(4.66) 

0.208*** 
(3.63) 

0.165*** 
(2.78) 

0.025 
(0.6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 0.0554 0.0559 0.058 0.057 0.0956 0.0748 0.0578 0.0293 

样本量 5082 5588 4283 6387 3386 2239 1847 3198 

5. 结论及讨论 

通过对子女文化程度的关注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让父母和政府更加重视教育的投资，不仅能够提

高人力资本的质量，还能够帮助减轻政府面临的大量的养老问题。文章分析子女文化程度对父母健康的

影响是否受经济状况和与父母同居的影响，在控制了这两个变量后，子女文化程度对父母健康的影响依

然显著，表明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子女是否与父母同居是子女文化程度影响中老年父母健康的重要

机制，即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中老年人的健康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10]。子女受教育水平越高，其能够

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就越大，其学到的健康知识和情感知识越多，便能给予父母更多正向的情感支持。

并且文章通过子女年龄、性别和地区上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子女文化程度对男性父母健康的影响显著性

高于对女性父母的影响，子女文化程度对农村父母健康的影响程度大于对城镇父母的影响，可能是由于

农村子女文化水平高，其自身生活状况的改变更大，对农村父母的精神方面的安慰和支持高于城镇，农

村父母从前对健康知识知之甚少到了解，因此对其健康上的改变更大。除此之外，子女文化程度对年轻

父母的健康状况的影响高于对年长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子女文化程度对 60 岁父母健康的影响到对 75
岁以上父母健康的影响，随父母年龄的增长逐渐递减，60 岁以上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新鲜事物的接受

程度会逐渐下降，对子女给予其的健康知识的理解度会逐渐下降，物质上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强烈，因此

子女受教育程度对他们的影响会逐渐下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子女文化程度对中老年父母健康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加大教育投资，关

注子女文化程度带来的有利影响，个人获得较高的教育后，不仅对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具有帮助，并可

以通过教育获得的健康知识改善父母健康状况，政府增加教育投资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能够从长

期发展角度改善老龄化问题。另一方面对父母健康状况的研究对我们应对健康老龄化具有建设性影响。

教育投资的同群效应对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影响更大[11]，本文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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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子女文化程度对农村父母的健康状况影响更大，因此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适当的教育投资

倾斜不仅能够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也能够促进父母的健康状况。因此重视子女教育的投资，特别是农

村偏远地区的教育投资，其对父母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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