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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日益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基于2018年《中国

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通过构建OLS回归模型分析代际支持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关联性。

研究得出，子女的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组群差异结果分析显示，男

性的身体健康对子女代际支持的变动更敏感，而女性的心理健康对子女代际支持的变动更敏感。在老年

人的养老需求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应该加强对子女代际支持的政策支持，并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与医疗服
务体系，积极面对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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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ging degree of Chinese population increasing, the health of the old people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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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sion Tracking Survey (CHARLS) in 2018, OLS regress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Stu-
dies show that child care support and emotional suppor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older adults. Analysis of group differences showed that men’s physical health 
was more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while women’s mental health was 
more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needs of the elderly,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olicy support for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f children, and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l service 
system, and actively cope with the ag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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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 2020 年第 7 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数达 19,064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13.50%。

相比 2010 年，该群体人数增长了 7170 万，在全国总人数中的占比上升了 4.63%。这表明，我国人口老

龄化程度正处于不断加深之中，老年人已经成为我国主要的“健康脆弱”人群，其健康问题日益引起国

家和全社会的关注，为了突破此难题，《“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与此同时，老年群体人数的增加使得养老需求越来越大，对于长期照料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由

于缺乏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加之“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家庭养老仍是我国主要的养老

模式，其中子女是老年人的主要赡养者，所提供的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起着重要影响，是促进

积极老龄化的影响因素之一。对此，本文深入研究了代际支持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关联性，以期在“健

康中国”建设的战略要求下，为国家出台更人性化的代际养老政策提供一定参考依据，使得代际支持更

好地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 

2. 文献回顾 

现有相关文献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仍存在争论。在身体健康方

面，一种观点认为缺乏照料支持会使老人的福利水平下降，对其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1]。子女的情

感行为与支持，有利于维持和恢复老年人的身体机能[2]，能有效地减少老人的患病风险，提高其健康

水平[3] [4]。子女的经济支持主要解决了老年人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有利于延缓其认知能力的下降[5] 
[6]。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子女过度的经济和照料支持会阻碍老年人身体健康发展[7] [8]。随着年龄增长，

老年人的自主照顾能力不断下降，对照料护理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严苛，严重时会引发代际

关系冲突，对老年人身体健康造成伤害[9]。还有研究得出城市空巢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不受子女经济支

持的显著影响[10]。 
在心理健康方面，学界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子女的照料可以使老人的生活品质得到改

善，减少其抑郁情绪[11]，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提升作用[12]。子女的情感支持对于老年人的心理焦虑能

起到一定缓解作用[13]。子女的经济支持能保障老年人基础的生活所需，有助于降低老年人抑郁风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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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过度的代际支持会给老年人带来压力，使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下降，从而产生负面

的老化态度，不利于其心理健康[15] [16]。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可能会导致老年人过分依赖子女，有损自尊，

从而降低其主观生活质量[17]，增加抑郁的风险[18]。也有研究认为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不受子女经济支

持的显著影响[19]。 
总体而言，既往文献主要从物质层面或非物质层面研究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单一层面健康状况的影响，

将照料支持、情感支持、经济支持三者整合起来与老年人身体及心理健康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老龄人

口基数的增加，不仅给我国养老体系带来了持续的挑战，还对医疗服务体系造成了冲击。同时，受“养

儿防老”等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社会养老方式在老年群体中接受度并不高，子女在未来长时间内仍会

是老年人的赡养主体[20]，因此，了解代际支持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关联性十分重要。与既往研究相比，

本研究从照料、情感、经济三个层面的支持，多维度地探讨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且将老年

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进行了综合研究。 

3. 数据与方法 

3.1. 理论分析 

代际支持是指在家庭中子代与父代之间存在的一种资源交换关系，包括三个层面，分别为照料支持、

精神支持和经济支持[21]。代际支持的理论最早由 Becker 提出[22]，随后学界关于代际支持的研究越来越

丰富。代际支持的利他学说基于 Becker 的家庭论，将家庭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子女不会只考虑自己的利

益，而会尽量协助年长的父母，保证父母的生活质量，从而提高其健康水平。代际支持可以促进老年人

的健康行为，如定期锻炼、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等。当老年人由子女照顾时，日常生活中如跌倒、营养不

良等风险的概率会降低。代际间的交流不仅可以增强老年人的思维能力和记忆力，还有利于预防痴呆症

等疾病。此外，代际支持可以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代际支持作为一种社交行为，增强了

老年人与社会的联系，有利于老年人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当老年人遇到困难时可以得到子女的安慰与

支持，缓解心理压力与焦虑，减少孤独感，降低老年人抑郁的风险。 

3.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的数据，该数据库由北京大学中国经

济研究中心主持完成，调查对象为中国 45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运用多阶段 PPS 抽样法，样本框覆盖全

国省市县及社区、村居，样本代表性及数据质量可以得到有效保证，收录了关于个体与家庭的相关信息，

在调查群体和调查内容等方面都适合于本文的研究。本研究筛选出 60 岁及以上的个体数据，并进行数据

梳理与清洗，得到了 4006 个实际可使用样本。 

3.3. 变量说明 

3.3.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健康状况，不仅包含老年人身体健康，还考虑老年人心理健康。就身

体健康状况而言，本研究选择自评健康作为衡量指标，自评健康是当前国际上使用最多的健康指数，它

与死亡率等客观健康指数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数据易于获取、质量高，是一种较为全面的健康衡量指

标，依次将问卷中“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非常健康”的回答分别赋值

为 1~5，该得分越大，代表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就心理健康状况而言，本研究选取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其已被学者们广泛用于测量心理抑郁状况[23]。根据 CHARLS 中抑郁量表给出的十个问题进行反向赋值

加总获得心理健康得分，该得分越大，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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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将子女代际支持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分为照料、情感、经济三个层面的支持，所有变量均为

CHARLS 调查问卷中相对应的问答项目。① 照料支持方面，根据“多长时间能见子女一次？”，取与

所有子女探望的平均探望次数作为衡量指标；② 情感支持方面，根据“多长时间跟子女通过电话、微信

等方式联系一次？”，取与所有子女联系的平均联系次数作为衡量指标；③ 经济支持方面，根据“过去

一年，您或您的配偶是否收到过子女的经济支持？”，构建经济支持的虚拟变量，收到了来自子女的现

金支持则经济支持变量取值设为 1，否则设为 0。 

3.3.3. 控制变量 
本研究加入了相关控制变量，一方面是人口特征：性别、户口、年龄、早期健康状况、子女的数量、

是否吸烟、是否运动；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特征：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养老

金、生活满意度。所有控制变量均为调查问卷中相对应的问答项目，具体赋值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ata statistics 
表 1. 变量说明与数据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自评健康 很好 = 5，好 = 4，一般 = 3，不好 = 2，很不好 = 1 2.809 0.983 

心理健康 数值越高，心理越健康 19.62 6.883 

照料支持 过去一年子女探望的平均次数 3.373 2.391 

情感支持 过去一年子女联系的平均次数 2.845 3.543 

经济支持 过去一年接受子女经济支持 = 1，未接受 = 0 0.550 0.498 

性别 男性为 1，女性为 0 0.413 0.492 

年龄 60 岁以上，连续变量 67.89 7.682 

户籍 农业 = 1，非农业 = 2，统一居民户口 = 3 1.178 0.406 

早期健康 极好 = 5，很好 = 4，好 = 3，一般 = 2，不好 = 1 3.312 1.123 

子女数量 子女的数量 2.938 1.638 

是否吸烟 吸烟 = 1，不吸烟 = 0 0.261 0.439 

是否运动 运动 = 1，不运动 = 0 0.906 0.292 

婚姻状态 有配偶 = 1，无配偶 = 0 0.766 0.424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上 = 1，初中以下 = 0 0.277 0.448 

是否有医保 有医疗保险 = 1，没有 = 0 0.969 0.175 

是否有养老保险 有养老保险 = 1，没有 = 0 0.723 0.447 

是否有养老金 有养老金 = 1，没有 = 0 0.856 0.351 

生活满意度 非常满意 = 5，比较满意 = 4，一般 = 3，比较不满意 = 2，非常

不满意 = 1 
3.189 0.846 

3.4. 模型设定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者均可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处理，因此选择建立 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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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分析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

的函数关系式如下： 

1 2Health Supportβ β ε= ∂ + + +i i iM  

其中，Healthi是被解释变量老年人健康状况，Supporti是核心解释变量子女代际支持，Mi表示其他控制变

量，ε为随机干扰项。 

4. 描述分析和实证结果 

4.1. 样本描述 

如表 1 所示，从总体健康状况来看，老年人自评健康满分 5 分，均值为 2.809 分，心理健康满分 30
分，均值为 16.92 分，表明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较为一般。子女照料支持方面，平均探望次数为 3.4 次；

子女精神支持方面，平均联系次数为 2.8 次；经济支持方面，样本均值为 0.55，表明超过一半的老年人

接受子女经济支持。 
在个人特征方面，性别均值为 0.413，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女性占比略高；平均年龄约 68 岁，平均

子女数量约为 3 人；早期健康状况均值为 3.312，表明受访老年人早期健康状态良好；是否吸烟均值为

0.261，表明有吸烟习惯的老年人占比较少；是否运动均值为 0.906，表明有运动习惯的老年人占比极高。

在社会特征方面，婚姻状态均值为 0.766，表明大部分受访老年人有配偶；受教育程度均值为 0.277，表

明受过初中及以上的教育的老年人占比较小，整体学历较低；是否有医保、是否有养老保险以及是否有

养老金的均值分别为 0.969、0.723、0.856，表明大多数老年人都拥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养老金；

生活满意度均值为 3.189，表明受访老年人整体生活满意度中等偏上。 

4.2. 实证分析 

本研究利用 OLS 模型对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进行了回归，见表 2，第(1)到(3)列分别为

照料支持、情感支持、经济支持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回归结果，第(4)到(6)列分别为照料支持、情感支持、

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回归结果。 
由回归结果可得，在照料支持方面，子女照料支持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在 10%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对其心理健康在 1%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子女提供照料支持能明显

提高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老人获得更多的照料支持，其身体健康状况也会更好。老年人由于生理原因，

身体机能随着年龄增长逐步降低，急需生活上的协助，子女的照顾与外人相比能更大程度地满足老年人的生

活需求，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因而老年人身体健康程度随之越高。子女的探望增加了代际间的生

活互动次数，会加强父母的自身存在感，降低老年人孤独感，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在情感支持方面，子女提供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在 5%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对于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在 1%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表明子女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都有显著

提升作用。子女的情感支持可以通过影响机体激素的分泌对老年人身体健康起到提升作用。老年人的孤独和

恐惧感是影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子女的日常联系可以有效地弥补他们的情感缺失，降

低孤独与恐惧感，缓解其精神压力，增强老年人所需的安全感，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年人情绪起积极作用。 
在经济支持方面，回归显示，子女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负向影响，且在统计学意义上

具有显著性，而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没有显著影响。随着年龄增长，收入的减少以及医疗支出的增加使

得老年人的经济水平逐渐降低，对子女的依赖增强，经济独立性与自我价值感减弱，老年人可能会出现

内疚感，失败感，损害其自尊心，致使误导自我评价，不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相较于心理健康，就老

年人身体健康而言，子女的经济支持对其影响非常有限，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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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收入有所增加，使得老年人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子女的经济支持的影响比重降低；另一方面，

部分老年群体对生活质量要求较高，而子女经济状况受限，所提供的经济支持不足以达到该老年群体的

需求水平，使得子女的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影响并不显著。 
 
Table 2. OLS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health effects in older adults 
表 2.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 OLS 回归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1) (2) (3) (4) (5) (6) 

解释变量 

照料支持 0.012*   0.169***   

情感支持  0.011**   0.102***  

经济支持   −0.031   −0.409* 

控制变量 

性别 −0.043 −0.042 −0.045 1.926*** 1.916*** 1.892*** 

年龄 0.002 0.002 0.002 0.014 0.015 0.015 

户口 0.014 0.016 0.016 0.688** 0.720** 0.718** 

婚姻状况 0.098*** 0.094*** 0.095*** 1.179*** 1.134*** 1.143*** 

受教育程度 0.082** 0.082** 0.081** 0.277 0.281 0.273 

子女数量 −0.047*** −0.040*** −0.042*** −0.333*** −0.261*** −0.271*** 

早期健康 0.046*** 0.045*** 0.046*** 0.386*** 0.383*** 0.388*** 

是否吸烟 0.010 0.013 0.010 −0.695*** −0.661*** −0.694*** 

是否运动 0.153*** 0.144*** 0.149*** 0.559 0.455 0.503 

医疗保险 −0.046 −0.036 −0.043 −0.289 −0.177 −0.243 

养老保险 −0.114** −0.115** −0.113** −1.539*** −1.564*** −1.524*** 

养老金 0.005 0.009 0.005 0.941** 0.991** 0.941** 

生活满意度 0.286*** 0.290*** 0.289*** 3.116*** 3.160*** 3.152*** 

_cons  1.576*** 1.548*** 1.606*** 5.532*** 5.385*** 5.939*** 

样本量  4006 4006 4006 4006 4006 4006 

注：*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总体来说，这也反映出了老年人在养老需求方面的侧重点有了改变，他们现如今更重视子女的非物

质支持(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而对物质支持(经济支持)的需求程度却相对较低。人们对孝道的看法正在

转变，心理层面的需求逐步超越了物质层面的需求，成为人们更关注的重点。 
本文控制变量中，在身体健康方面，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生活满意度、子女数量、早期健康状

况、是否有养老保险均对老年人身体健康有显著影响，其中子女数量、养老保险呈负向显著影响。在心

理健康方面，性别、户口、婚姻状况、子女数量、早期健康状况、是否吸烟、养老保险、养老金、生活

满意度均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其中子女数量、吸烟、养老保险呈负向显著影响。具体而言，

男性相比女性来说心理健康水平更高；农村户口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低；有配偶的老年人身体

健康水平更高，配偶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和心理慰藉，对身心健康具有提升效果；受教育程度越高的

老年人整体身体健康水平更高，因为随着学历的提高，老年人的文化素质和再学习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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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以及生活水准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对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也有所提高，因此其身体状况

也相对更好；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越差，可能是子女数量的增加会使得老年人提

供的生活支持和心理压力增加；早期健康状态越好的老年人，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相对来说越高；

吸烟对身体有消极作用，因此对自评健康有负向影响；拥有养老保险对于老年人身心健康均呈负向影响，

可能由于前期养老保险的费用给老年人带来了负担；养老金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生活水平，从而改善身体

健康；生活满意度越高的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相对越好。 

4.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以健康得分为标准，剔除部分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样本，分析剩余样本子女代际支持对老

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从而完成稳健性检验，见表 3。三个核心解释变量的正负效应和显著性水平皆与

表 2 回归结果一致，结果显示以上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子女照料支持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有显著正向影

响，对于心理健康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正向影响；子女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在 5%的显著

性水平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于心理健康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经济支持对老

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影响并不显著。对于控制变量，在身体健康方面，

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生活满意度、子女数量、早期健康状况、是否有养老保险均对老年人心理健康

有显著影响，其中子女数量、养老保险呈负向显著影响。在心理健康方面，性别、户口、婚姻状况、子

女数量、早期健康状况、是否吸烟、养老保险、养老金、生活满意度均对老年人自评健康有显著影响，

其中子女数量、吸烟、养老保险呈负向显著影响。该稳健性检验使得本研究结果更具有可靠性。 
 
Table 3. A robust test of the effe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health in old age 
表 3. 代际支持对老年健康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照料支持 0.011* 0.149*** 

情感支持 0.011** 0.091*** 

经济支持 −0.037 −0.363* 

注：*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4.4. 异质性分析 

由于存在性别感知的差异，子女代际支持对女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主观层面，而对男性而言在客观

层面更为明显，因此本研究以性别作为根据，对样本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 4。 
 
Table 4. Gend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4. 性别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照料支持 0.018* 0.009 0.236** 0.379** 

情感支持 0.016** 0.008 0.185** 0.210*** 

经济支持 −0.030 −0.040 −0.328 −1.012* 

注：*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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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从照料支持来看，子女提供照料支持对于男性的身体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

女性的身体健康影响并不显著，这与男性与女性在家庭中的不同的作用和分工有关，相较于男性来说，

女性的生活自理能力更强，能够进行良好的自我照料，因此子女的照料支持对于女性的身体影响不显著；

在心理健康方面，子女的照料支持在 5%的统计水平上对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健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

表明相较男性来说，女性心理健康受到子女照料的影响程度更大。从情感支持来看，男性身体健康受到

子女情感支持的显著正向影响，而女性身体健康并未受到显著影响；在心理健康方面，男性和女性的心

理健康均受到子女情感支持的显著正向影响，但女性受影响程度更为显著，女性心理健康受影响的显著

性为 1%，男性老年人为 5%。从经济支持来看，女性心理健康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显著负向影响，而男

性心理健康未受到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女性相较于男性来说经济收入更低，经济独立性较弱，相对

劣势的经济地位使得女性老年人经济上对子女依赖关系形成心理上的负担，从而对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男性与女性老年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男性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子女代际支持的变动更敏

感，而女性老年人则是心理健康状况对子女代际支持的变动更敏感，这可能是由于在情绪方面，性别的

天生差异导致女性的情感表现更为丰富与强烈，体现在心理健康的变化上较为明显。 

5. 总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 CHARLS 2018 年数据，采用 OLS 模型，分析了代际支持对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通

过分组回归对不同性别的老年人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以筛选样本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代

际支持对于老年人健康具有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子女的照料支持对于老年人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都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以及子女的情感支持对于老年人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代

际支持对于不同性别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男性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子女代际支持

的变动更敏感，而女性老年人则是心理健康状况对子女代际支持的变动更敏感。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在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本研究

结果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我国提出未来要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而代际支持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子女的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具有重要影响，是促

进积极老龄化、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应

该加强对子女代际支持的政策支持，引导企业对于 60 岁以上父母的子女职工给予相应的陪护便利、对于

基于照料目的而与老人同住的子女群体给予适当的经济补贴或购房优惠政策等；其次，不断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改善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减轻子女在代际支持中承受的经济负担，缓解子女的养老压力，降低

老年人内心愧疚感；最后，关爱老年人心理健康，在保障物质水平生活的基础上，丰富老年精神生活，

积极开展社区爱老敬老活动，为老年人提供定期心理疗养等服务，提升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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