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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数字经济更加发达，各种社交媒体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流行。但是，人口老

龄化却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步，成长环境不同的几代人，思想观念、行为等有着很大差异，

这也使得快速发展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代际冲突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和缓解办法值得深思。本文

从老龄化背景出发，简要概括和分析了代际冲突问题的发生背景，结合相关文献，研究出了老龄化社会

中代际冲突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了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冲突典型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

的建议。明确了代际冲突是伴随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但可通过国家政策、舆论引导等方式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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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been undergoing a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in the past years.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the digital economy is more and more advanced and all kinds of social media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among young Chinese people. However,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is an inevitable 
step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enerations with different growth environments 
hav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oughts, concerns and behaviors, which also makes the rapid develop-
ment of China face severe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s. The causes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of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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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re worth pondering. Starting from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this paper briefly summa-
rizes and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combined with relevant litera-
ture, studies the causes of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in the aging society, and puts forward cor-
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se problems. It is clear that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is a problem 
accompanying social development, but it can be effectively alleviated through national policies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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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进入转型阶段，由人口老龄化引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严

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代与代之间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选择等方面的差距拉大，并逐渐形成

隔阂，最终产生代际冲突。本文从老龄化背景出发，研究了代际冲突的产生原因，并总结了相应对策。 

2. 研究背景 

2.1. 老龄化概况 

从 2002 年到 2021 年，国家年末总人口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0~14 岁人口增长率偏低，甚

至连续几年为负增长；15~64 岁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近年来为负增长；65 岁及以上人口增长率相比

0~14 岁和 15~64 岁阶段人口的增长率来说，居高不下，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老年抚养比仍在不断上

升，预示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1] (具体情况如表 1，直观情况可见图 1、图 2)。 
 
Table 1. Specific data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21 
表 1. 2003 至 2021 年中国人口增长具体数据 

指标 
 

年份 

年末总人

口(万人) 增长率 0~14 岁人

口(万人) 增长率 
15~64 岁

人口 
(万人) 

增长率 
65 岁及以

上人口 
(万人) 

增长率 

2002 年 128,453  28,774  90,302  9377  

2003 年 129,227 0.60% 28,559 −0.75% 90,976 0.75% 9692 3.36% 

2004 年 129,988 0.59% 27,947 −2.14% 92,184 1.33% 9857 1.70% 

2005 年 130,756 0.59% 26,504 −5.16% 94,197 2.18% 10,055 2.01% 

2006 年 131,448 0.53% 25,961 −2.05% 95,068 0.92% 10,419 3.62% 

2007 年 132,129 0.52% 25,660 −1.16% 95,833 0.80% 10,636 2.08% 

2008 年 132,802 0.51% 25,166 −1.93% 96,680 0.88% 10,956 3.01% 

2009 年 133,450 0.49% 24,659 −2.01% 97,484 0.83% 11,307 3.20% 

2010 年 134,091 0.48% 22,259 −9.73% 99,938 2.52% 11,894 5.19% 

2011 年 134,916 0.62% 22,261 0.01% 100,378 0.44% 12,277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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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35,922 0.75% 22,427 0.75% 100,718 0.34% 12,777 4.07% 

2013 年 136,726 0.59% 22,423 −0.02% 101,041 0.32% 13,262 3.80% 

2014 年 137,646 0.67% 22,712 1.29% 101,032 −0.01% 13,902 4.83% 

2015 年 138,326 0.49% 22,824 0.49% 100,978 −0.05% 14,524 4.47% 

2016 年 139,232 0.65% 23,252 1.88% 100,943 −0.03% 15,037 3.53% 

2017 年 140,011 0.56% 23,522 1.16% 100,528 −0.41% 15,961 6.14% 

2018 年 140,541 0.38% 23,751 0.97% 100,065 −0.46% 16,724 4.78% 

2019 年 141,008 0.33% 23,689 −0.26% 99,552 −0.51% 17,767 6.24% 

2020 年 141,212 0.14% 25,277 6.70% 96,871 −2.69% 19,064 7.30% 

2021 年 141,260 0.03%     20,056 5.20% 
 

 
Figure 1. Population growth rate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21 
图 1. 2003 至 2021 年中国各年龄阶段人口增长率折线图 

 

 
Figure 2. Change of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21 
图 2. 2003 至 2021 年中国老年抚养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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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老年人生活现状 

老年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让我们不得不更加深入了解老年人的生活现状。根据 2014 年 CHARLS
数据分析，中国目前的老年人受教育情况总体上来说偏低(具体数据见表 2，直观情况见图 3)，健康水平

较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数较少(具体数据见表 3，直观情况见图 4) [2]。同时，老年人在生活中面临

很多问题，下面将从城市社区、农村及养老机构三个地区简要观察老年人的生活现状。 
 
Table 2. Educat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表 2. 中国老年人受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 人数 百分比 

在家学习 244 0.74% 

幼儿园 405 1.23% 

学前班 218 0.66% 

小学 15871 48.30% 

初中 7971 24.26% 

高中 2268 6.90% 

职业学校 752 2.29% 

三年本科 439 1.34% 

四年本科 439 1.34% 

硕士 17 0.05% 

博士 5 0.02% 

无 4233 12.88% 

总计 32,862 100.00% 

 

 
Figure 3. Educat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图 3. 中国老年人受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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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ducat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表 3. 中国老年人健康状况 

健康水平 人数 百分比 

非常健康 3379 16.68% 

比较健康 3753 18.52% 

健康状态处于平均水平 10483 51.74% 

有点儿不健康 1618 7.99% 

非常不健康 1028 5.07% 

总计 20,261 100.00% 

 

 
Figure 4. Proportion of health status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图 4. 中国老年人健康状况比例 

 
城市社区中，老年人面临生理上的衰竭以及心理上的孤独等折磨[3] [4] [5] [6]，绝大部分老人很希望

或者急需要与子女生活在一起，享受良好的家庭照顾或是沟通陪伴。 
农村中，社会转型使大量年轻人移居到城市，拉大了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空间距离，造成老年人面

临生理问题的同时，在心理问题上孤独感更强烈。除此之外，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生活也有很大不同。除

了像城市老年人一样：来源有子女的赡养、养老金补贴，去路有为宠爱的孙辈花钱等方面，他们人情支

出负担重，过节红包、礼尚往来等占比很大。若有生病需要医疗费的情况，往往是由子女轮流照顾，提

供补助[7] [8] [9] [10]。 
养老机构中的很多老人是因为身体出现疾病且无人照顾才选择来到养老机构的。因此，他们面临的

生理问题比别的老年群体要突出。多数人有慢性病、行动障碍、躯体疼痛以及认知障碍等。研究表明，

生活习惯良好的老人，身体素质较好，生理问题较轻；文化程度低的人相比文化程度高的人，表达及适

应能力弱，生理问题较严重；与子女关系良好经常沟通的老人，心理状况较好；和配偶一起入住的老人

心理状况更好。同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不同民族之间的生活习性、语言习惯不同，也会影响到老人

们的适应能力。有固定收入或者存款较多的老年人，可以选择设施更好的养老机构，并且减轻子女负担，

也减轻自己负担，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11] [12] [13] [14]。 

17%

18%

52%

8% 5%

老年人健康水平

非常健康 比较健康 健康状态处于平均水平 有点儿不健康 非常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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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年龄阶段群体与老年人的关系 

中小学学生与家庭的粘合度更强，更愿意亲近老年人，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度过，与老年人的

交流本来就少。甚至目前很多学生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会参加很多课外补习班，这会使花在与家里老

人的沟通与陪伴上的时间更加少[15] [16] [17]。 
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与虚拟社区紧紧相连。他们会从虚拟社区里获取国家、生活和学习上的信息，

微博、B 站、微信公众号等与他们密不可分。还有将近五分之一的同学玩游戏的时间较长。这些都导致

了大学生与老年人的思维习惯、语言体系和沟通工具方面的巨大差异，增大了大学生与老年人的鸿沟。

在沟通内容上，大学生与较老的一辈人沟通话题广泛，但是缺乏深入交流，并在婚育观、人生观、服饰

审美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18] [19]。 
对于中青年来说，他们肩负着赡养老人以及养育下一代的重任，压力相对较大。年龄越大，越容易

对老年人有负面标签，但在情感上越愿意与老年人相处。不与老年人同住的群体，相比与老年人同住的

群体，更愿意与老年人建立亲密关系，对老年人的评价更加积极。在需要照顾老年人的家庭中，承担更

多照顾责任的人往往容易产生老年歧视[20] [21]。 
综上，老年群体与其他年龄阶段的人群有着不同程度的代际隔阂。随着中国老龄化加重，代际冲突

问题将越来越严峻，需要引起重视。 

3. 老年化社会的代际冲突问题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年轻人与老年人在观念与行为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引发了很多问题。下面，

将从以下三点做简要概括： 

3.1. 婚恋价值观的分裂 

在婚恋行为方面，老一代人大多因为担心子女，经常干涉子女们的恋爱、婚姻自由，为儿子挑媳妇，

为女儿选女婿。然而，年轻人的婚恋观和老年人有很大不同：年轻人没有老年人重视学历，没有老年人

对单亲家庭的歧视，择偶标准与老年人有很大区别。同时，年轻人与老年人往往缺乏深度沟通，很多问

题难以达成一致[22] [23] [24]。 

3.2. 经济纠纷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增速，越来越多的经济政策也应运而生。比如利率市场化的推行。但是，目前的

经济政策对于厌恶风险的老年人来说，增加了风险性，增加了养老问题。金融产品和服务也因老年人很

难掌握数字化设备而使老年人很难享受福利，甚至遭受欺诈。这些都会给年轻人带来极大负担。同时，

某些政策如“子女捆绑政策”等会使子女们的经济压力增大，甚至使得部分子女有了机会去“报复”老

人，加深代际冲突。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啃老族”的现象很普遍，有些年轻人甚至会合谋索要高

价彩礼，来为自己以后的生活积蓄财富[22] [25] [26]。 

3.3. 老年歧视的加重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年轻人的养老负担也逐渐加重。有些年轻人甚至会抛弃赡养行为，这对于那

些身体状况、精神状况欠佳的老人来说，只能逆来顺受。在社会公共制度上，老年人会被强制要求退休，

但固定的退休金却会随着物价上涨而贬值；各类服务机构中提供给老年人的设施严重不足；法律上对于

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也缺乏强有力的规定。特别是在农村，老年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还会因为

居住条件、思想观念等受到歧视，孤独感剧增，有些地方老年人自杀率很高[22] [2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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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代际冲突严重化的原因 

代际关系总是嵌于复杂的社会环境，而代际冲突的显现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28] 
[29]。代际冲突的严重化与以下几个方面密切相关： 

4.1. 思想观念的变化 

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

的开放程度都越来越高，中国人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中西方思想融合，人们对于传统孝道中“父权支

配”“父为子纲”产生了质疑甚至排斥。当代中国的老年人们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存着封建思想的弊端，

而年轻人则越来越崇尚开放自由。随之而来的，还有父母对家庭控制力逐渐下降，逐渐丧失话语权。随

着数字科技的发展，年轻人能够在网络上互相交流，互相交流想法，吸收观点。对于老年人的歧视得到

了不断地放大，并使得部分年轻人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抵抗老一辈的团体[28] [29] [30]。此外，对于家族

企业继承者来说，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要比父辈高，思想也更为开放，但是继承者们多半从小

就生活中优越环境中，缺乏历练，缺乏社会阅历，有的人也会目标缺失、性格散漫。因此，他们与老一

辈人因价值观、信息和目标的差异，难以在管理与经营方面达到一致[31] [32] [33]。 

4.2. 经济方面的冲突 

在当今社会，老人和子女之间会互相施加经济上的压力。一方面，老年人疾病问题会使子女的家庭

经济遭受打击，子女们不仅要花费高昂的治疗、护理费用，有时还需要牺牲工作时间、娱乐时间。这不

仅会影响到年轻人的家庭和谐、事业成就，使子女们的压力大大升高，还会增加子女们与老年人矛盾激

化的几率[22] [34]。另一方面，部分年轻人存在“啃老”现象。如今社会，就业压力大，购房难、上学难，

内卷严重，很多年轻人生活压力巨大。并且，如今的年轻人们生活条件比老一辈要好，很多人都是在溺

爱中长大的，承担不起生活的重任，于是很多人选择“躺平”，甚至“啃老”[35] [36] [37]。而从最近爆

火的 B 站博主全嘻嘻的视频中也可以窥见，经济压力对于传统的婚姻观也有一定的冲击，有一些人选择

不结婚，有一些人选择不生孩子，这让老一辈人难以接受。 
除了上述两大方面，老年人社会参与度不足、老年人随迁、行为方式、资源分配等也是代际冲突的

原因，这里就不一一赘述[38] [39] [40] [41]。 

5. 缓解代际冲突的建议 

代际冲突的产生原因是很复杂的，既包括个人原因、家庭原因，还有社会发展中带来的各种冲击。

解决代际冲突也要从这些问题入手。 

5.1. 合理分配资源 

如今，中国社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但是，大量人口进入城市，造成城市资

源紧张，同时也会首先考虑年轻人的利益，忽略老年人的需求。因此，城市建设过程中，要重视医疗、

教育等资源的合理分配，重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重视社区老年娱乐中心的建设等，为老年人提

供身心健康保障[41] [42]。 

5.2. 构建社会主义养老保障法律体系 

国家立法是规范和协调社会代际关系的最基础的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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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则》等法律虽然提及老年人的基本保障，但缺乏可执行的具体内容，实际的政策效果也难以达到。因

此，我国的立法应充分确认和维护老年人的权益及其代际关系发展，保障老年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居住权利等基本权利[41]。 

5.3. 创新养老福利制度 

应对我国老龄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养老经验。比如，瑞典的名义缴费确

定型养老金制度就能有效给当前的老年人及未来的老年人提供养老资金保障。中国可以借鉴名义缴费确

定型养老金制度，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中国话，减轻年轻人的经济负担。同时，可以建立“个人养老

特别储蓄制度”，保护和鼓励个人的养老储蓄。并且要对尊重员工权利、不逃缴养老保险费的企业进行

表彰[43] [44]。 

5.4. 健全养老服务市场 

对于私人养老院、老年公寓等机构，要适当运用商业化手段，通过价格机制表明养老机构的档次，

便于满足不同层次老年群体的需求。以市场为导向，培养专业养老人员，将养老与医疗事业配套，有效

整合资源。在社区里，也要注意商业化的积极引导，鼓励老年人参与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找到自己的

兴趣爱好，并配备心理咨询师，及时进行心理干预[43] [45]。 

5.5. 引导尊敬老人的社会风气 

要引导年轻人尊老敬老，就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传播媒介，帮助老年人更好地融

入社会，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关爱老人的风气。对于一些忽略老人的行为，我们要避免；对于一些歧视

老人的行为，我们要及时发现并引导其向有利于老年人的方向发展。同时，要宣扬多元养老的概念，让

老年人明白，养老不能只靠子女和国家，自己也是养老的重要一环。拥有房产以及足够数量的存款，才

是对自己的最大保障。社会中目前存在的传统陋习，比如乱要彩礼、结婚买房等，将儿女的结婚权很大

程度上交到了父母手上，是传统代际关系的延续，不利于构建新型的、和谐的代际关系。因此，对此，

社会舆论要给以正确的引导，比如：婚事简办，不乱收彩礼、购房费用等。此外，还要注意亲子情感的

沟通引导，可以利用媒体等多提醒年轻人常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或者多与父母联系，让老一辈人可以

感受到亲情的温暖[41] [42] [45]。 

6. 总结与展望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代际冲突的问题也越来越显著。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

有效缓解代际冲突非常关键。本文通过从老龄化背景出发，进一步研究代际冲突出现的社会原因，并分

析了 3 个典型问题，最后总结前人提出的应对策略，对当前时代中国的代际冲突进行了分析。经过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的代际冲突问题，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的，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正视

并且敢于去缓解问题。老龄化带来的代际冲突加重可以通过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引导社会舆论等方式来

有效缓解。 
本文也存在局限性，如老龄化背景阐释不够全面，代际冲突背后原因剖析不够深刻，依赖于原有文

献，很少提出自己的观点，更多的是对前人的总结。未来如果有更多的数据支撑，可以进行更加全面、

深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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