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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代际中反哺与逆反哺行为主要从经济、生活以及情感互动三方面的代际互动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展开分析。从代际视角研究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因素，探讨老年人的代际养老需求，提升其价值感和

生活满意度，降低孤独感。利用2020年CFPS个人数据对代际互动关系展开多元回归分析，结合角色增

强理论和角色冲突理论分析哪些代际互动行为会对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生活和

情感互动对老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性别和城乡差异。因此，要从顶层设计到社区大

家庭式养老再到家庭代际提升式养老塑造温暖的家庭氛围从而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使老年人的幸福

感、获得感和价值感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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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feedback behavior and the reverse feedback behavior is 
mainly analyz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economic, life and emotional interaction on the life sa-
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actors affect-
ing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life, discuss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pension needs of the elderly, improves their sense of valu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nd reduces the sense of loneliness. A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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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2020 CFPS personal data, combining role enhancement theory and 
role conflict theory to analyze which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behaviors will affect the life sa-
tisfaction of older pare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life and emotional interaction had a significant posi-
tive impact on elderly life satisfaction, with gender and urban-rural differences. Therefore, it is ne-
cessary to create a warm family atmosphere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top-level design to the com-
munity big family pension to th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promotion pens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and enhance their sense of happiness, gain an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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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迁移速度提升使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显著，但在“9073”养老格局中居家养老仍

然占据重要地位[1]。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达到 18.7%，这一问题仍在加剧。为响应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居家养老服务。政策出台倡导成年子代和老年父代就近生活或同居，主动

承担对老年父母的照料责任[2]。另一方面，成年子女面对家庭抚育成本居高不下、女性母职困境以及市

场托育体系不完善等综合因素，导致家庭育儿压力逐渐增大[3]。成年子女常常陷入“上要养老，下要育小”

的“三明治”阶层困境[4]。老人受传统观念影响习惯性地为成年子女提供隔代照料，并认为这是理所应

当、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老年父母主动提供家务照料和隔代抚育等逆反哺行为。本文研究代际互动主

要从经济互动、生活互动以及情感互动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借助角色增强理论和角色冲突理论来分析代

际互动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目的是强化家庭代际互动，提高其生活满意度进而提升生活质量。 

2. 文献综述 

人口老龄化矛盾突出，家庭养老传统深入人心，代际关系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以及抑

郁度等话题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在老年人幸福感和自评健康状况的研究上，李强(2021)运用

CHARLS 数据研究一个人拥有孩子数量和质量对父母幸福感影响(主要是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症) [5]。罗丽

艳和孔凡磊(2021)分析 CFPS 数据研究隔代照料对老人自评健康状况影响，主张给予父母更多情感支持[6]。
吴培材(2018)利用 2013 和 2015 年 CHARLS 数据，着重强调隔代抚养强度对城乡中老年人身心健康影响

因素，主张增强社交活动、身体锻炼以及获得子女更多的净转移支付等方式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7]。
殷俊(2021)基于 2016 年 CFPS 数据研究子女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利用 Probit 回归分析

获得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经济照料与生活照料之间的联系[8]。傅沂(2021)
利用有序 Logit 回归并创新性利用夏普利值分解方法来对 2012、2016 和 2018 年三期 CFPS 数据分析，论

证老年人相对收入对其生活质量影响，倡导提供丰富的老年生活，医养结合、保障老年人收入的公平性

等措施[9]。Seung-won Emily Choi (2021)按照老年人照料孙辈以及和成年子女居住状况展开分析，探讨这

些因素对老年人抑郁状况带来的差异化的影响[10]。 
很多研究借助角色增强理论和角色冲突理论阐述代际互动对于老年人心理状况的影响。角色冲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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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指老年人照料孙子女增加其身心负担，减少本身娱乐、社会交往时间，使其身心健康状况有所降低。

而角色增强理论与角色紧张理论相反，强调照料孙辈使老年人得到子代与孙代两辈人的情感支持，间接

使锻炼身体的频率加快，令老年人享受更多归属感和价值感[11]。何庆红(2020)根据不同年份的 CHARLS
调查数据，利用多种社会学科理论知识，譬如代际交换、角色强化和角色冲突理论视角，深入分析隔代

照料对于老人主观幸福感来说究竟是动力机制还是压力负担[12]。黄国桂(2016)探讨不同隔代照料强度对

老年人健康的差异化影响[13]。 
现有研究主要将老年人获得经济、照料以及情感互动三层次研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程度、幸福感知

影响。鲜有研究从代际互动视角即子代到父代的反哺，父代到子代的逆反哺经济、生活以及情感互动研

究怎样作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框架是简要解释老龄化与婴幼儿抚育困境下代际互动对老年父代生活满

意程度作用机制。根据 2020 年 CFPS 个人数据库建立分析模型。接着，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

分析代际互动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对城乡与性别差异展开异质性分析。最

后得出结论提出完善路径。 

3. 数据来源与数据分析 

3.1. 数据来源 

选择 CFPS 公布的 2020 年版个人问卷，具备代表性、权威性特点的全国社会跟踪调查项目。CFPS
数据库主要收集个人、家庭、社区三层次数据，概率抽样方式方法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以及与人口规

模成比例的 PPS 形式。本文使用 2020 年 CFPS 测试版数据中个人层面的数据展开分析，个人层面样本量

为 28,590。由于本文主要研究代际互动行为即成年子女的反哺行为和老年父母的逆反哺行为对老年人自

身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所以重点选取 60 岁及以上有成年子女的老年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剔除年龄在 60
岁及以下并无子女或者子女去世的样本以及部分缺失值样本。经过初步的数据处理，本文研究共包含 4712
个有效样本。 

3.2. 代际互动关系图 

如图 1 所示，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反哺与逆反哺行为集中在经济、生活和情感方面，利用角色

强化理论和角色冲突理论来解释代际互动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Figure 1.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diagram 
图 1. 代际互动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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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型构建 

本文研究代际互动如何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程度，父子两代之间反哺与逆反哺经济、生活和情感互

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老年代的生活满意度，据此思路来构建多元回归模型。 
代际互动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模型设定如下： 

1 1 1 2 2 1Y X Xα β β ε= + + +                                   (1) 

2 3 3 2 2 2Y X Xα β β ε= + + +                                  (2) 

3 1 1 3 3 2 2 3Y X X Xα β β β ε= + + + +                               (3) 

其中，Y 是老人生活满意度，表示常数项，β为相关变量的系数，代表子代向父代经济互动、生活互动以

及情感互动的反哺行为，表示父代向子代提供经济、生活以及情感互动的逆反哺行为。表示控制变量，ε
为随机误差项。 

3.4. 变量选取及描述 

3.4.1. 被解释变量 
以老人生活满意度为被解释变量，生活满意度是评估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能反映老年人对自

我生活状态的满足程度。被解释变量采用问卷中“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评分为主要依据，生活满意度

打分 1~5 分，表示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的程度。 

3.4.2. 核心解释变量 
研究代际互动即父子两代之间存在的反哺与逆反哺行为对老年父代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如何发挥，

代际互动这一双向行为，包括代际间在经济、生活和情感互动。CFPS 数据库中包含多个子女与父母代际

互动关系，其中子女 1 与老年父母的代际互动情况易观测且缺失值相对较少。所以核心解释变量以子女

1 与父母三个层次的代际互动展开分析，按照反哺与逆反哺的代际互动行为研究。主要自变量围绕代际

之间的经济互动即提供和收到经济帮助、生活互动即提供和收到生活照料以及情感互动即代际亲密关系、

见面和联系频率展开分析。 

3.4.3. 控制变量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以外，仍有其他变量会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因此选择年龄、性别、城乡、婚

姻、受教育、健康、慢性病情况、锻炼频率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老年疾病接

踵而来，影响其生活满意度。而锻炼身体频率作为健康状况辅助影响因素，纳入控制变量之中。综上所

述，具体赋值情况下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赋值 1~5 

核心自变量 
经济互动(反哺) 是否收到经济支持 是 = 1，否 = 0 

经济互动(逆反哺) 是否提供经济支持 是 = 1，否 = 0 

生活互动(反哺) 是否收到子女 1 生活照料 是 = 1，否 = 0 

生活互动(逆反哺) 是否帮子女 1 照料家务看孩子 是 = 1，否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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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情感支持 与子女 1 的关系 很不亲近~很亲近，赋值 1~5 

情感支持 与子女 1 见面的频率 几乎每天~从不，赋值 1~7 

情感支持 与子女 1 联系的频率 几乎每天~从不，赋值 1~7 

控制变量 年龄 ≥60 岁 

 性别 男 = 1，女 = 0 

 城乡 城市 = 1，乡村 = 0 

 婚姻状况 未婚、再婚、同居、离婚、丧偶 1~5 

 受教育年限 0~19 

 半年内是否患有慢性病 是 = 1，否 = 0 

 健康状况 
锻炼身体的频率(次) 

非常健康~不健康，1~5 
1~8 次 

3.4.4. 描述性分析 
如表 2 所示，生活满意度均值为 4.15，表明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其中主要研

究对象中老年人的年龄均值是 70.17 岁，健康状况均值为 3.4，锻炼频率 6.91，半年内患慢性病的概率较

低，说明样本中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好。性别分布方面，女性老年人占比 51.65%，男性占比 48.35%。城乡

分布方面，城市户口占比约 47.03%，乡村占比约 52.97%，性别和城乡分布比例相对均衡。在情感互动方

面，老年父代与成年子女 1 亲近和很亲近关系占比 82.47%，可见大部分家庭代际关系较为亲近。在见面

频率和联系频率占比较高，代际亲密关系较和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生活满意度 4.15 1.53 

年龄 70.17 7.43 

性别 0.48 0.50 

城乡 0.32 1.32 

受教育年限 4.09 5.78 

婚姻状况 2.46 1.07 

健康状况 3.40 1.70 

是否有慢性病 0.18 1.09 

锻炼的频率 6.91 2.40 

收到经济支持 0.47 0.50 

收到生活照料 0.34 0.49 

提供经济支持 0.16 0.36 

通过生活照料 0.41 0.49 

见面的频率 3.50 2.23 

联系的频率 3.54 2.23 

与子女的关系 4.35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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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回归分析 
如表 3 所示，城乡户籍情况、接受教育程度、婚姻、健康以及慢性病情况、锻炼频率均在 1%的水平

上显著，说明这些因素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反哺性的经济互动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

但生活照料支持在 5%水平上显著，说明子女提供生活照料可以改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在代际情感互动

层面，与子女 1 联系和见面频率对其生活满意度作用不够显著，但与子女 1 关系在 1%水平显著且呈正向

关系，说明父母与子女 1 关系越亲近，其生活满意度越高。由于大多数老年人对于与子代之间的生活照

料和情感交流需求旺盛，所以要把关注点放在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需求满足上，鼓励子女主动与老

年人进行沟通和情感互动，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因此，在强化家庭养老过程中我们应关注老年人身

心健康，营造良好的家庭代际互动氛围，改善代际关系。 
在逆反哺关系中父代对于向子女 1 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支持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主要是由于传统的

家庭观念中，父母向子女提供经济帮助和生活照料被认为是应尽的责任，对其而言这既不是负担也非生

活满意与否的衡量指标。感情互动上，与子女 1 关系在 1%水平显著，说明父代对情感互动需求的满足可

提升老年父代生活满意度，稳健检验合格。 
将代际双向反哺与逆反哺互动关系综合起来分析发现城乡、婚姻、健康、锻炼频率和最近半年内慢

性病情况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作用。城市老人更容易受到代际互动关系的影响。城镇适老化服

务设施被配备远强于乡村，基本生活状况的满足使其能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需求，满意度更强。老年健

康与满意度相关系数为负数，结合赋值情况分析表明老人越健康、锻炼频率越高且未受慢性病困扰生活

满意度越高。婚姻状况与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关系，可见婚姻状况越好生活满意度越高。经济互动影响

作用不显著，由于经济发展、社保制度不断完善以及脱贫攻坚工作顺利进行，经济困境对于居家养老影

响正减弱。收到子女 1 提供生活照料 10%水平上显著，情感互动方面，父子两代的亲密关系与见面频率

对老年父代生活满意度分别在 1%和 10%水平显著。可见父母对生活照料以及子女情感互动需求旺盛。根

据角色强化理论分析，老人获得子女 1 生活照料使自己日常生活得到较好保障也增强与代际情感沟通，

认识到更多角色价值。而角色冲突理论分析老年人年龄增长导致身体机能下降甚至生活受到影响，如果

子女花费过多人财物力在照料老年父母上，老人将自己视为子女负担，降低生活满意度。所以生活照料

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主要取决于老人在认知体系中角色强化和角色冲突强弱对比。因此，提升其生

活质量要把着力点放在生活和情感互动上，强化代际关系提升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降低自我负担感。 
 
Table 3. Child-parent, parent-child,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表 3. 子代–父代、父代–子代、代际互动与生活满意 

生活满意度 标准系数 p 值 标准系数 p 值 标准系数 p 值 

年龄 0.002 0.459 0.003 0.28 0.003 0.334 

性别 0.055 0.115 0.057 0.105 0.056 0.107 

城乡 0.055 0.004*** 0.053 0.006*** 0.055 0.004*** 

受教育年限 −0.001 0.833 −0.001 0.688 0 0.872 

婚姻状况 −0.047 0.004*** −0.045 0.006*** −0.047 0.004*** 

健康状况 −0.063 0*** −0.063 0*** −0.063 0*** 

锻炼频率 0.153 0*** 0.153 0*** 0.153 0*** 

慢性病 0.737 0*** 0.739 0*** 0.737 0*** 

与子女 1 的关系 0.193 0*** 0.2 0*** 0.19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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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见面的频率 0.012 0.143 0.01 0.205 0.014 0.098* 

联系的频率 −0.001 0.858 −0.003 0.689 −0.002 0.822 

收到经济支持 0.028 0.416   −0.026 0.578 

收到生活照料 0.072 0.046**   0.041 0.267 

提供经济支持   −0.025 0.589 0.025 0.47 

提供生活照料   0.052 0.156 0.068 0.061* 

常数 2.162 0*** 2.089 0*** 2.089 0*** 
***p < 0.01，**p < 0.05，*p < 0.1。 

3.4.6. 稳健性检验 
生活满意度体现老年人对生活感知或满足情况，偏向个人主观感受。对未来生活信心程度也是对于

生活主观评价且同样是定序变量。稳健性检验选择将因变量替换为未来生活信心程度。结果显示，经济

互动作用不显著，但收到子女 1 生活照料在 10%水平上显著且呈正向关系。在情感支持方面，与子女 1
关系对于其生活满意度在 1%水平显著。说明子代照料和情感互动能提升老年人对未来生活信心，与上面

回归分析一致，说明研究结果较为稳健。 

3.4.7. 异质性分析 
如表 4，女性比老年男性更可能因子女提供的生活照料而改善生活满意度。因为男女观念差异，老

年男性碍于面子和自尊心不愿接受子代生活照料支持。在情感互动方面无明显的性别差异。 
 
Table 4. Sex differences 
表 4. 性别差异 

生活满意度 标准系数(男) p 值 标准系数(女) p 值 

收到经济支持 0.04 0.44 0.021 0.701 

收到生活照料 0.101 0.075* 0.157 0.005*** 

提供经济支持 0.084 0.196 −0.055 0.49 

提供生活支持 0.059 0.28 0.054 0.359 

与子女 1 关系 0.241 0*** 0.157 0*** 

见面频率 0.015 0.225 0.022 0.107 

联系频率 −0.019 0.128 −0.013 0.33 

控制变量 - - - - 

常数 0.472 0.183 0.401 0.315 
***p < 0.01，**p < 0.05，*p < 0.1 男 = 2413，女 = 2299。 

 
在城乡差异方面如表 5，城市老年人收到子女 1 生活照料影响更加显著。因城市老人与子女居住地

理距离比较近，所以获得子代生活照料可及性高于乡村。而乡村面临青年外流，而自身重土难迁、血缘

亲缘地缘等多重影响加上角色冲突影响，不愿意前往增加子女负担，所以生活照料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

较低。农村老人与子女空间距离较大，情感交流需求强烈。而城镇老人与子女 1 居住空间距离相对较小，

对于联系频率需求更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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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Urban-rural differences 
表 5. 城乡差异 

生活满意度 标准系数(城) p 值 标准系数(乡) p 值 

收到经济支持 0.002 0.962 0.06 0.271 

收到生活照料 0.215 0*** 0.101 0.099* 

提供经济支持 0.001 0.988 −0.004 0.958 

提供生活照料 0.163 0.003*** −0.063 0.283 

与子女 1 关系 0.197 0*** 0.199 0*** 

见面频率 0.017 0.172 0.026 0.044** 

联系频率 −0.024 0.046*** −0.004 0.747 

控制变量 — — — — 

常数 0.949 0.007*** 0.213 0.589 
***p < 0.01，**p < 0.05，*p < 0.1，城 = 2326，乡 = 2359。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经济互动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经济发展和社保体系特别是养老保险制度完善，老年人基本物质状况，减轻了对依赖子女经济支持

的压力。老年人角度不愿意成为子女负担也不指望或不需要子女真的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子女角度上，

家庭收支压力以及婴幼儿抚育负担以及各种贷款令他们经济压力倍增，向父母支付养老开支的比例相对低。 

4.1.2. 生活互动显著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代际生活互动的逆反哺行为中对女性老人满意度影响明显，女性老人拥有长期积累的抚育和家务经

历，这一优势恰恰契合了家庭婴幼儿抚育困境(母职困境和社会托育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所以隔代照料对

于缓解婴幼儿抚育和母职困境的矛盾很有必要，同时也能强化家庭归属感、凝聚力和价值感等角色感。

在反哺行为中，老年男女均有身体机能下降，老年疾病困扰等问题，渴望获得生活照料。 

4.1.3. 情感互动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老人对代际情感需求旺盛，渴望与子代和孙代交流、沟通，城镇老人对代际联系需求明显，乡村老

人期待与子代和孙辈多见面，这提醒我们针对不同老年人的需求采取完善措施。重视代际关系培养即家

庭代际交流沟通，塑造温馨家庭氛围，给予老人更贴心的关爱。 

4.2. 建议 

在代际互动关系中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建议，主要从国家、社会和家庭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完

善路径。以更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也为提升老年人的整体幸福感提供思路。 

4.2.1. 做好政策联动，鼓励家庭养老 
在国家层面在保障基本的养老保险和理念福利待遇的基础上，也要着力于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可

及性高的生活照料服务。让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或共同生活，承担对老年父母的照料责任。同时，

在政策指引下还应做好配套政策与政策理念联动，对承担家庭反哺责任的成年子女推出税收优惠或购房

补贴，倡导代际同居。另外，长期护理保险是针对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提供稳定生活护理服务为出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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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负责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和医疗卫生服务等生活照料服务，可以代替子女完成生活照料的义务。因

此科学设计长护险制定，提高覆盖率和可及性，从失能–半失能–活力老人身心健康“医养康健预”全

面保障。推进市场发展康养和银发产业建设，放宽市场准入机制做好质量把关和反馈。加大对家庭养老

宣传力度，强化家风环境建设。 

4.2.2. 社区医养身心，补充情感支持 
鼓励社会机构特别是社区强化适老化服务环境搭建，学校培养专业护理和管理创新人才，社会营造

“敬老和爱老”氛围，市场机制吸引专业人才投身银发产业建设中去。社区作为扩大了的家庭，为老人

提供医养等基础服务的同时注重老年人幸福感、满足感的塑造，解决其生活和情感困境，弥补家庭养老

中情感缺失部分。建立健全社区情感互动站、开展代际互动活动，宣传强化代际交流与沟通，创新发展

“社区大家庭式”养老服务，利用多种措施来强化代际关系，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质量。 

4.2.3. 缩短代际距离，适度隔代照料 
落实居家养老，代际就近居住拉近代际之间空间距离来强化心理距离代际情感交流，及时提供所需

的生活和情感支持。在父代–子代的代际互动关系中，老人将照料孙辈看作是自身的职责和乐趣，加上

目前我国育儿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增加、母职困境和市场托育服务供需矛盾。许多家庭选择将孙辈抚育

责任传递到祖辈身上，这种隔代照料现象正普遍发展[14]。一方面，祖辈从照料活动中获得了来自孙辈和

子辈情感互动与联系，心理上得到安慰，拥有了价值感，也间接延长锻炼时长，提高其生活满意度[15]。
但另一方面，过度隔代照料不仅占据老人参与同辈间社交娱乐活动时间，同时也面临代际育儿观念冲突，

带来较大的照料负担和角色压力，降低生活满意度。因此，老人提供孙辈照料应把握适度原则。家庭积

极营造温馨、和谐氛围，关注老年人个人社交生活需要并增加代际互动的频率[16]。 
总之，在代际互动过程中，成年子女在为老年人提供基础经济保障基本生活的需求已经接近饱和，

更重要的是老年人日常生活互动支持和情感互动，提供质优价廉的适老化服务，塑造“幸福老人”的社

会和家庭形象。社区提供医养心理服务，与老年人进行情感沟通与交流，建好社区大家庭。家庭环境中，

科学看待隔代照料，强化情感互动，发挥老年人力资源禀赋，提升自我价值感[17]。把握适度原则，鼓励

代际成员参与家庭婴幼儿照顾活动，温暖的家庭互动关系有助于生活满意度提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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