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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龄化加剧，老年人社会参与低，利用2018年CHARLS数据，使用Logit回归方法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

响进行详细考察，分析影响这种关系的社会机制。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老年人社会参与受到隔代照料的

正向影响，并且与老年人个体特征、子女经济支持特征、健康状况显著相关。社会应当尽可能提供隔代

照抚的设施和便利，细化帮扶政策，促进隔代照料与老年人社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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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aging and low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the elderly, using the 2018 
CHARLS data and Logit regression method, this study conducted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im-
pact of elderly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analyzed the social mechanisms that affect this relation-
ship. The model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is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inter generational care, and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individual characte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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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s of the elderly, economic support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children, and health status. Society 
should provide facilities and convenience for inter generational care as much as possible, refine 
assistance policies, and promote inter generational car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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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人们越来越关注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参与度，避免他们与社会产生脱节。同时

在我国社会化托育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隔代照料作为一种重要的婴儿照护方式，成为一个新的课题被

提出来加以讨论。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隔代照料和社会参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

度对其进行了多维探讨[1] [2] [3]。随着深入的研究，学者们不断探索新的领域也开始意识到，照顾孙辈

对于老年人参与劳动和提前退休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4]。然而，对于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其社会参与之间

的关系，目前尚未有足够的研究进行深入探讨。本文通过面板数据来考察我国隔代照料与老年人社会参

与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证明是否存在一种影响，即隔代照料是否会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产生影响？如果

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如何？并在此基础上考察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的相关

因素，包括个体特征、代际支持特征和健康状况。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概念、影响因素及途径等问题的研究较多。关于老年人的社

会参与界定问题，外国学者提出，社会参与指的是一个人与其他人共同参与的活动[5]，在我国，大多数

学者都认为，社会参与是为了让人在晚年得到安宁[6]，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参与可以提高人的发展

水平，在对其进行分类时，裴晓梅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分为三种类型，即：娱乐活动、公益活动和有偿

活动[7]；谭景艳将老年人社会参与划分为家务型、休闲娱乐型、社交型三类[8]；彭定萍根据老人的社会

参与的组织性，将其分为三类：无组织的、半组织的和有组织的三类[9]；而谢立黎和汪斌则从实证分析

中得出，老人的社会参与方式主要有高参与性、低参与性以及家庭照料性三种[10]。 
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康学玲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对象，发现老年人在参与家庭、

经济、公益、宗教等活动时，受到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类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11]；郭浩，罗洁玲，刘斯琪等人对广东省的老人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老人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子女数目，都会对老人的社会参与产生影响[12]；张艳平认为，年龄、婚姻、健康和职业是影响老年人社

会参与的主要因素，并且由于性别的差异，其社会参与的侧重点也存在差异[13]。 
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途径，在对辽宁省阜新市的情况进行调查后，马征建议加强老年人的社会参

与，包括但不限于发挥社区作用、挖掘老年人力资源、关注老年人的健康等多个方面[14]；政府应该加强

社会参与活动的宣传、组织和管理，以提高社会各界对此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充分发挥社团的引领作用，

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意识[15]。 
老年人社会参与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而多项研究表明，实施隔代育可以明显提高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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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如老人照顾孙辈，子女给予他们的经济支持将增多、老人医疗资源使用能力也因此增强等[16]；
主动给予孙辈照料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高[17] [18]。抚养孙辈是当代中国常见育儿方式，这与我国目前

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19] [20]。但也有研究发现，隔代照料也会给老年人身心带来负面影响：老

年人对孙辈的照顾需要承担巨大的监督和教育责任，这使得他们心情常常处于紧张不安的状态，还会影

响他们对自我健康的判断，使自评健康下降[21]。以上的研究结果为什么会完全不同呢？我们发现，在研

究对象、样本、理论框架和统计模型上存在较大差异的同时，过去关于隔代照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

生活和养育经历上，而忽略了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有较大影响的社交活动。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能

够平衡隔代照料给老年人带来的紧绷压力，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积极进行社会活动好处多多，但

是老年人照料孙辈之后，还能有足够的精力参加社会活动吗？隔代照抚到底会不会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参

与呢？这是本文即将探讨的重点问题。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可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而且

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特定区域，很少面向全国进行研究，使用公开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更是鲜有报道。 
为此，本研究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四个假说，采用微观数据，探究老年人

提供隔代照料对其社会参与的影响，试图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本、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提供可靠的实

证分析基础。 
假设 1：隔代照料会对老年人社会参与产生影响。 
假设 2：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与老年人个体特征相关。 
假设 3：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与老年人代际支持特征相关。 
假设 4：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相关。 

3.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多层分阶段的抽样获得的能够反

映中国 45 岁及 45 岁以上中老年家庭及个体特征的高质量微数据。截止到 2018 年，共纳入 12,400 个家

庭，19,000 人。截至目前，CHARLS 数据现已完成 2011、2013、2015 和 2018 四期的数据采集工作，地

域代表性十分广泛。 
本研究利用来自 2018 年 CHARLS 数据库的四个主要模块，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信息、健康状

态与机能、退休金与养老金模块进行了选取，并选择了与之有关的数据对其进行分析。在对隔代照料变

量、人口学特征相关变量、年龄小于 60 岁的缺失值进行筛除后，我们最终选择了 6346 位研究对象进行

分析。这一筛选过程旨在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通过排除年龄较小的人群，我们能够更加聚

焦于针对老年人群的研究。同时，对于缺失值，我们也进行了剔除，以确保分析数据的完整性。最终，

6346 位合格研究对象的参与将为我们提供更准确、可靠的研究结论，并为我们深入了解相关领域提供重

要的数据支持。 
(二) 变量介绍 
以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情况作为因变量。 
CHARLS 问卷中针对被调查者过去一个月是否参与 11 项社交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提问。这些社交活

动包括但不限于拜访朋友、与朋友进行交流、参加社区活动室、打麻将、下棋、打牌等等。通过这些问

题，我们可以获得关于被调查者社交生活的丰富信息，将为我们研究的深入性提供有价值的数据，有助

于更全面地理解老年人的社交网络和生活质量。如果没有上述任何一项社交活动，则编码为 0，被认为

是没有社交活动；只要选择其中一项社交活动则视为该受访者有社交活动，编码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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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老年人是否提供隔代照料作为自变量。 
在 CHARLS 问卷中，有一道问题对研究对象是否照看过自己的孙子孙女以及外孙子外孙女进行了探

讨。具体问题是：“在过去一年中，您或您的配偶是否花时间照看了您的孙子孙女以及外孙子外孙女？”

为方便数据处理，我们将回答肯定的认为其有个隔代照料经历，编码为 1，回答否定答案的，则编码为 0，
认为该受访者没有隔代照料经历。这一问题旨在了解被调查者在过去一年中是否承担了照看孙辈的责任。

这个问题的涉及意义在于揭示被调查者对家庭的参与程度以及家庭关系的亲近程度。照看孙辈是一种重

要的亲情交流方式，不仅能够增进祖父母与孙辈之间的感情，还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多的关爱和教育支持。

此外，这个问题也可以反映出家庭的互助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入了解，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被调查者的家庭动态和家庭关系，同时也能够为探索家庭支持网络以及跨代互助的

重要性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可以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揭示出家庭在老年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为老年人

的福祉和幸福感提供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了老人的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

居住地、养老金参领情况)、代际支持(是否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和健康状况(是否患有慢性病、自评健康)
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婚姻状况部分将在婚状态的编码为 1，非在婚状态编码为 0。居住地部分将城市编码为 1，农村

的编码为 0，因涉及到特殊区域选项，且回答人数极少，故将回答特殊区域的值删除。将正在或者将来

能领取至少一种养老金的编码为 1，视为参领退休金，将正在或者将来都没有退休金可以领取的编码为 0，
视为没有参领退休金。是否获得子女经济支持是将至少一个子女给予了受访者经济支持的编码为 1，视

为该受访者是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将没有一个子女经济支持的编码为 0，视为无子女经济支持。自评

健康变量是将受访者回答“很好”和“好”的合并为健康，编码为 1；将回答“很不好”“不好”和回

答“一般”的都编码为 0，视为不健康，依据是问卷中关于“您认为您的健康状况怎样?”的问题回答。

在是否患有慢性病部分，该问卷询问了受访者是否被医生告知过有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糖

尿病或血糖升高”等在内的 14 种慢性病，本研究将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的编码为 1，视为有慢性病，将

无以上慢性病的编码为 0，视为无慢性病。 
(三) 分析方法 
本论文使用 STATA14.0 软件对资料进行处理。通过频率和占比对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同时采用

Logit 回归进行实证分析。 

4. 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 全样本 隔代照料 
(2438) 

非隔代照料 
(3908) 

 频数 占比率 频数 占比率 频数 占比率 
社会参与(是 = 1) 3124 50.77 1302 53.40 1822 46.62 
隔代照料(是 = 1) 2438 38.42 2438 - 3098 - 

性别(男 = 1) 3208 50.55 1257 51.56 1951 49.92 
年龄  

60~64 
65~69 
70~74 

1835 28.92 1004 41.18 831 21.26 
1800 28.36 842 34.54 958 24.51 
1210 19.07 368 15.09 842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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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75~79 
≥80 

842 13.27 162 6.64 680 17.40 
659 10.38 62 2.54 597 15.28 

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3325 52.40 1149 47.13 2176 55.68 

小学 
初中 

1396 22.00 529 21.70 867 22.19 
995 15.68 474 19.44 521 13.33 

高中及以上 630 9.93 286 11.73 344 8.80 
婚姻状况(在婚 = 1) 4321 68.09 1888 77.44 2433 62.26 
现居地(城市 = 1) 1158 18.25 511 20.96 647 16.56 

是否参领退休金(是 = 1) 1324 20.86 555 22.76 769 19.68 
子女经济支持(是 = 1) 3982 62.75 1572 64.48 2410 61.67 
自评健康(健康 = 1) 1326 20.90 538 22.07 788 20.16 

是否患有慢性病(是 = 1) 3037 47.86 1153 47.29 1884 48.21 

数据来源：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从表 1 中可以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结果。根据数据显示，在样本中有 38.42%的老年人曾在过去一年内

承担起照顾孙辈的责任，即经历过隔代照料的情况。同时，50.77%的老年人在过去一年内参与过社交活

动。与那些没有经历隔代照料的老年人相比，有隔代照料经历的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比例更高(53.40%
对 46.62%)。 

值得注意的是，提供隔代照料的老年人中，较高比例的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给予了积极评价。这意味

着那些涉及隔代照料的老人普遍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较好，而且他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比例较低。此外，

在描述性分析表中还可以观察到，提供隔代照料的老年人中，相对更多的人获得了子女的经济支持

(64.48%对 61.67%)。 
这些数据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线索。隔代照料经历可能与老年人的社交参与、自我健康评价以及经

济支持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通过与孙辈的互动和照料，老年人可能得到了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情感满足，

这有助于他们保持积极的社会参与度。此外，提供隔代照料的老人可能更加注重自身的健康，并从亲情

交流中获得了积极的心理和生理效益。他们也更有可能得到子女的支持，这可能对他们的经济状况产生

了积极影响。这些初步观察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以进一步探讨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的

影响。这也有助于为政策制定者和社区提供更好的理解和支持，以促进老年人的社交活动、健康和幸福

感。 
(二) 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on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表 2. 照料孙辈经历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的回归分析 

变量 
(1) (2) (3) (4)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隔代照料 0.2717*** 0.1752*** 0.1555*** 0.1556*** 

 (0.052) (0.056) (0.056) (0.056) 
性别  −0.2367*** −0.2234*** −0.2290*** 

  (0.056) (0.056) (0.056) 
年龄  −0.0717*** −0.0852*** −0.0838*** 

  (0.022) (0.022) (0.022) 
受教育程度  0.2062*** 0.2042*** 0.2056*** 

  (0.030) (0.030) (0.030) 
婚姻状况  −0.1152* −0.1210** −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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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0.061) (0.061) (0.061) 
现居地  0.1882** 0.2037** 0.1964** 

  (0.081) (0.081) (0.081) 
是否参领退休金  0.5140*** 0.5736*** 0.5558*** 

  (0.081) (0.082) (0.082) 
子女经济支持   0.2581*** 0.2591*** 

   (0.055) (0.055) 
自评健康    0.2594*** 

    (0.065) 
是否患有慢性病    0.1565*** 

    (0.052) 
Constant −0.1353*** −0.3089*** −0.4582*** −0.5842*** 

 (0.032) (0.081) (0.088) (0.093) 
     

Observations 6,346 6,346 6,346 6,346 
*** p < 0.01，** p < 0.05，* p < 0.1 (系数为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数据来源：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1、照抚孙辈状态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 
根据表 2 中的回归估计结果，我们关于照料孙辈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进行了评估。观察只考虑

照料孙辈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的模型 1，回归估计结果显示，照料孙辈使老年人参与社交活动的可能

性提高了 27.2%，并且在 0.1%的显著水平上呈现出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假设 1 得到验证，即隔代照料

经历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具有影响，并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与一般认知不太同，照料孙子女通

常被认为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让人疲累，从而社会参与兴趣减少，真正进行社会参与的次数会减少，

所以一般情况下会认为老年人进行隔代照料会减少其社会参与。 
隔代照料经历增加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原因可能是老年人为了更好的照抚孙子女，让孙子女有玩伴从

而选择串门、与朋友交往，去社区活动室，或者其他社交活动，更频繁地与孩子们进行互动，并参与到

与孩子们有关的各种社交活动中从而拉高了社会参与，丰富了老年人社会参与渠道。其中原因可能还不

乏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在照料孙子女的劳累的同时孙子女也给老年人带来了许多欢乐，这使得老

年人身心愉悦，也会增加其社会参与。 
这一发现对于我们理解照料孙辈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积极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隔代照料不仅

对孙辈和子辈之间的关系有益，还能够带来对老年人自身社交参与的积极效果。这一结果对于鼓励和支

持老年人承担照料孙辈的责任具有启示作用，并有助于制定政策和社区计划，促进老年人的社会互动，

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进一步研究可能需要考虑其他潜在因素，以更全面地揭示照抚孙辈对老年人

进行社会参与的影响。 
2、隔代照抚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与老年人个体特征相关 
模型 2 在加入了老年人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居住地、退休金参领情况)

等变量后，照管孙辈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 2 成立。 
有较高文化程度和有养老金的老人有较高的社会参与意愿。这一发现强调了文化程度和经济保障对

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通常意味着更广泛的知识和兴趣领域，这使得这些老年

人更有可能参与各种社交活动，如文化艺术活动、教育培训、志愿服务等。他们可能更有意识地寻求与

他人建立联系，并享受社会互动的益处。此外，拥有养老金的老年人可能更有经济保障，这使得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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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参与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和机会，与他人交流并建立社交网络。 
这些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理解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婚、高龄则会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产生负向影响。婚姻状态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可能涉及到

家庭角色和责任的变化。已婚的老年人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和照护职责，导致他们在社交活动

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受到限制。此外，有些已婚老年人可能与伴侣一起参与社交活动，而不太愿意独自参

与或离开家庭。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已婚的老年人参与社交活动的意愿和机会相对较低。年龄较高可能对

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产生负向影响，部分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可能面临身体健康问题和活动能

力的下降。这使得他们对于社交活动的兴趣和能力有所减弱，因而更不愿意积极参与社交互动。此外，

高龄老年人可能在交通、移动能力和社交圈子的限制方面面临更多挑战，这也降低了他们参与社交活动

的可能性。这些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关注已婚和高龄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需求，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

机会。 
3、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与老年人代际支持特征相关 
模型 3 加入了子女经济支持变量，目的探讨子女经济支持是否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有影响。模型结果

发现，照顾孙子女对于老人的社会参与仍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假设 3 得到验证。老年人帮助儿女照料孙

辈，减轻了子女工作外的压力、对孩子的操心，一般情况下子女会给予老年人一定经济支持，子女经济

支持则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了经济基础，有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可能性更高。隔代照料

对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的影响与老年人的代际支持特征相关。积极的代际支持特征可能进一步促进照料

孙辈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积极效果。这一发现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代际关系和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

重要线索，并提示我们在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干预和政策设计中考虑到代际支持特征的差异。 
4、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相关 
模 4 加入了老年人健康状况，包括老年人自评健康变量和是否患有慢性病变量。研究发现，照料孙

辈对老人的社会参与仍有明显的显著正向影响，并在假设 4 中成立，也就是，隔代照抚对老人的社会参

与的影响与老人的健康水平有关。健康老人，其社会参与程度愈高，而慢性疾病对其社会参与程度有负

面之影响。患有一种或一种以上慢性病的老年人需要长期备药在身边，身体容易劳累出问题，外出时间

不宜过长，客观以及老年人主观原因都会导致进行社会参与的行为减少。自评健康虽然具有较大主观性，

但起码反映了老年人心理上对自我健康的评价，自评健康较好的老年人，不论他们是否身体有疾病，至

少他们心理上是认为自己是健康的，那么这种心态自然而然的会引导他们进行社会参与。 

5. 结论建议与不足 

积极推动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是推进积极老龄化的重要举措[22]。目前双职工家庭在工作和生活上

的重担，倾向于父母对孙辈照料，普遍认为，这样的状况，必然会影响到老人参加社交活动的机会和时

间。然而，本项目的研究结果却揭示了一种新的社会运作机制，即“隔代照料”非但没有减少老人的社

会参与，相反，还促进了老人的社会参与。这个结论似乎与常理和直觉相悖，但在理论上和实际应用上

都有重大意义。 
(一) 理论层面 
本文回归结果显示，添加老年人个体特征、子女经济支持、健康状况等变量，隔代照料均显著提高

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可能性。本文证明参与社会活动与家庭非竞争性对手，可以通过合理的安排，可以

更好的实现两者的均衡，进而改善老人的身心状况，改善老人的晚年生活品质。从老年人自身的能动性

角度，隔代养育孙辈并不会挤压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反而是老人们可以通过参与其中，实现自我价值、

为自己谋福。从隔代育儿的社交功能角度来看，隔代育儿也不会挤压老年人的社交功能，反而是通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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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往的方式，让老人们能够与更多人进行更多的社会互动，以此为契机，建立起更为融洽的家庭和社

会关系。 
(二) 实践层面 
国家和社会应该高度重视老年人在隔代照料中所展现的对社会参与的强烈意愿，并且采取措施。例

如，社区养老服务站开设幼儿活动室；开辟与建设社区公共活动场所[23]；育儿老年人的养老补贴政策；

开发针对性育儿指导课程，助力隔代照料等等。有较高文化程度和有养老金的老人有较高的社会参与意

愿。政策制定者和社区组织可以采取措施促进老年人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安全，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交活

动。这包括提供教育培训机会、丰富文化娱乐活动、建立社交支持网络以及加强养老保障制度等。关注

已婚和高龄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需求，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机会，为已婚老年人提供灵活的社交活

动安排以及与伴侣共同参与活动的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平衡家庭和社交需求。针对高龄老年人，

我们可以发展适应其身体和行动能力的社交交通解决方案，提供便利的社交活动场所，并加强对他们的

关爱和支持。同时在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干预和政策设计中考虑到代际支持特征的差异。 
有关隔代照料的政策制定可以提高老年人进行社会活动的机会，能够帮助老年人实现更丰富、有意

义的社交互动，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三) 不足之处 
本研究仍存在不少改善方面。横截面数据无法跟踪调查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时间上的影响，

本文仅根据访问者回答近一年是否照料过孙子女来研究其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并未研究隔代照料

强度对社会参与是否有不同影响以及对社会参与强度是否有影响。在今后研究中可以从这两方面入手进

一步探讨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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