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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关系的下位运行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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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定量描述了现阶段江汉平原农村家庭养老的基本情况,并从代际关系运行状

态的角度探讨了农村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遭遇问题并不仅仅是养老资源匮

乏的结果,更是农村代际关系朝向下位运行的结果,即代际关系朝向上位的、双向平衡运行逻辑已被朝向下位

的、单向失衡运行逻辑所取代。作为一种超经济伦理性的行为特征在代际关系的运行中逐渐消失,子代在养老

行为中越来越理性化,这是当前江汉平原农村社会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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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当前中国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农村的家

庭养老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家庭养老是由家

庭成员承担养老责任的文化模式和运作方式的总

称[1]。在中国社会里,它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壮年子

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即资源由成年子女向老年父

母的转移,其目的是为长辈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帮

助,所以家庭养老的实现取决于代际互动关系的性

质。也就是说,养老是代际关系的一项功能性内容,
代际关系形塑了养老行为的结构性条件。因此,必
须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家庭养老。有关代际关

系与家庭养老的研究多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基于资源交换视角的研究,考察代际关系

中的支配以及资源交换,研究的内容包括宏观和微

观2个层面。前者强调社会结构因素的限制对代际

关系的影响,比如计划生育、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变

化等因素使家庭养老面临养老资源供给不足的困

境,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2灢4];后者着力于分析

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谁居于主导或支配地位,谁
居于被动或被支配地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交

换是否平衡,在何种意义上平衡或不平衡等[5灢8]。
二是基于文化和价值观变迁视角的研究。认为

养老问题得以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孝文化受到了冲

击[9],年青一代农民家庭延续的价值观的衰落[10]。
有研究从农民传宗接代与养儿防老的价值追求上分

析了农村代际关系的区域差异及其表现[11]。
已有研究能让我们看到代际关系中家庭养老的

一些情况,但是,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一部分,所
以代际关系的运行必然受制于家庭的性质。在这个

意义上讲,农民的代际关系并不是独立运作的,而是

受制于家庭及其所处的场域的变化。因此,由代际

关系变动所引发的家庭养老问题就不仅仅体现为支

配与交换层面的关系变动和文化与价值观的变动,
而更多的是家庭性质变动以及村庄社会基础变动的

结果。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新的解释路径,从家庭性

质的角度着手来探讨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对家庭养

老的影响。这要做2个基础性的工作,一是从理论

上呈现作为理想类型意义上的中国家庭中代际关系

的运行状态,以及这种状态在当下的变化及其表现;
二是在代际关系理想的秩序形态指引下,分析其运

行的逻辑及其演变,并建立起它与家庭养老问题之

间的逻辑联系。做好前一个工作是理解后一个工作

的前提和准备,后一个工作是本文的关怀所在。

暋暋一、理论建构

家庭养老可以从家庭代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
代际关系在西方是“接力模式暠,在中国则是“反馈模

式暠,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存在子女赡养父

母的义务[12]。在反馈模式的运行过程中,代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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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抚育和赡养2个方面分别表现出超经济的付出和

反哺,即父母生养子女,将其养育成人,传以家业;在
父母年老时,子代则有义务照顾他们,为其养老送

终。“父慈子孝暠体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反哺暠式的

双向互惠关系,是父子血缘关系的一种伦理性的升

华[13]。从表面来看,代际间的责任类似于一种代际

之间的资源交换关系,然而,维系代际之间的平衡更

多是在于中国人家庭的性质与家庭关系,以及代际

关系得以发生的“乡土中国暠的场域。
传统中国农民具有向土里讨生活的传统,人们

的生产和生活自然会受到土地的极大束缚和约

制[14]。向土地刨生活的方式决定了中国农村基层

社会的诸多特点。以农为生的生活需要共同体的密

切合作,这样,家庭成为中国社会中最重要、最基本

的单位。故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也使文化异常稳定。
在这种长久以来按部就班的生活里,长幼有序,家庭

生活以纵向的父子关系为轴心组织起来。每个人都

是在祖荫的庇护下长大,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延续

祖荫,从而为自己的短暂一生赋予永恒的生命意

义[15],中国人最初的和最终的责任是对祖先和后代

尽心尽力[16]。儿子须向父代表示服从和尊敬,使其

得以安享晚年,父亲则要将子女抚养成人,保护儿子

在财产和家业继承方面的各项权利,父亲对子女所

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对祖宗的尽职尽责[16]。在家庭

共同体的情境下,为了维护家庭的延续和壮大,父亲

拥有权威,母亲可以通过时间和辈分来使性别弱势

转化为年龄优势,即“多年媳妇熬成婆暠,而子女也在

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中养成传宗接代、随侍父母的

观念和行为。家庭关系中的父子、婆媳都可以按既

定的角色来做该做的事情,其中每一个人所做的事

情都是为了将延续香火、光宗耀祖等家庭共同体的

事业做好,因而这是一种伦理性的、朝向上位运行的

代际关系。
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

改造了家庭,新的与家庭有关的文化观念与道德环

境被创造出来,从而对代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具体而言,党和政府通过在意识形态上把宗族家族

制度等作为封建糟粕来加以反对,建构妇女解放的

权利和话语,建立和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等措施,改变

了农村的家庭及其机构。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父系家

长的权力和权威,妇女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家庭关

系的主轴由父子关系向夫妻关系转化,传统中国家

庭的经济和文化逻辑遭受到很大的冲击。在此背景

下,大家庭不复存在,联合家庭锐减,而核心家庭则

快速增加[17]。在此过程中,由于集体经济制度本身

的特点,党和政府不仅允许而且提倡尊老爱幼、家庭

养老等观念和行为,所以新中国建立后家庭代际关

系还是相对平衡和协调的。尽管如此,新中国所施

行的这一系列政策却动摇了代际关系的根基,比如

对族权的批判,将祖先崇拜当做封建迷信等瓦解了

家庭延续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性功能,而妇女解放、
男女平等观念的盛行也动摇了父系家长制权力结

构,传统社会中代际关系朝向上位运行的逻辑开始

改变。
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无疑在某

种程度上就是市场机制扩张的过程。市场机制的扩

张则意味着诸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等都终将被消

灭[18]。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市场机制开始通过经

济理性侵入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家庭生活中,其后果

就是人们无视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自己

为出发点来解读和实践以前相对含混的权利和责

任,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在家庭生活领域中泛滥

开来。这时,个人主义就成为“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

义暠[19]。这样,一种类似于商品交换式的经济理性

开始在代际互动中显现出来,年轻一代开始过分地

算计和关注自己的利益得失。在此背景下,家庭代

际之间的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村社会中父母

亲的权威已经明显下降 ,与上一代权力消减相对应

的则是年轻一代的权力和权利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

高。代际权力下移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方面的表现

是家庭以儿子儿媳及孙辈的需要和利益为优先;表
现在家庭决策方面则是家庭事务的处理由儿子儿媳

做主,老一代的父母在很多事务上失去决策权甚至

参与权和发言权。家庭关系的主轴由此得以实现翻

转,即从重视纵向的代际关系转向重视横向的夫妻

关系,家庭生活逐渐以夫妻为主轴而展开。年轻一

代所主导的代际关系,变成了独立的个体与个体之

间的关系,这是一种边界和利益分明的关系,子代养

老的逻辑开始走向理性化。

暋暋二、基本假设及变量选取和操作化

1.研究假设

基于对代际关系演变过程的理论阐释,我们不

难看出,由国家和市场经济所推动的私人生活的变

革重塑了代际关系的运行逻辑。这已是一种单向

的、朝向下位运行的代际关系,年轻一代将一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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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式的逻辑带入家庭生活中,他们更在意父母对

他们的工具性帮助,倾向于权衡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来实践代际互动,这破坏了代际间的超经济的伦理

性链条,从而对老年人的养老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

响。家庭养老的基础在于农民“养儿防老暠的观

念[12],也就是说,在农村社会中,生养儿子在一定程

度上就是为了实现养老的功能性目的,其中蕴含了

一种互惠的性质。然而,年轻一代农民愈来愈以一

种自私自利的方式来处理与亲代的关系,在要承担

他们本该承担的养老的责任时,他们却在意老人们

对他们的工具性的意义,如老人对他们经济支持的

多少,老人是否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实际的帮助。
而当老人有多个儿子时,因为责任分散,儿子们就会

以各种理由相互推卸自己的养老责任,从而对老年

人的养老生活产生影响。由此,相应的假设是:
假设1: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与其养老生活

状况成正向关系。
假设2:亲代对子代的工具性帮助与其养老生

活状况成正向关系。
假设3:老年人儿子数量与其养老生活状况成

反向关系。

2.变量选取及操作化

本研究涉及如下一些变量,对这些变量的测量

及赋值情况如下:
(1)因变量及其测量。关于老人养老生活质量

的指 标 中,老 年 人 的 主 观 感 受 是 一 个 最 终 的 指

标[20]。无论处于何种条件下,老年人都有一个自己

认定的对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所以本研究选择老

年人对自己养老生活的主观评价作为因变量。养老

包括养老的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心理支持3个方

面的内容[21]。对老人养老生活状况这一变量,本文

拟从老人主观评价着手,以养老的3个方面的内容

为观测指标予以操作化,即将其分解为经济收入状

况自评、代际互动状况自评和精神状况自评这三方

面的情况。同时,为了更直观地揭示老人养老生活

的情况,考虑到变量的测量层次,笔者将这3个层面

的情况整合成1个新变量,即老人养老生活总体水

平。具体做法是,将以上3个层面的6个指标依其

取值由低到高分别赋分,按由低到高的方式分别赋

予1、2、3、4、5分,然后再加总。这个变量为定距

变量。
(2)自变量及其测量。家庭养老是通过代际间

的互动实现的。从亲代来看,可使用3种方法来获

得子代的养老支持,一是远期的利益,如财产继承;
二是与子女的交换服务,如帮忙带孙子女;三是强调

代际间家庭利益的统一性[22]。就实际的农村生活

而言,亲代和子代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帮助,这类帮

助与资源交换相似。所以可以将子代养老行动逻辑

操作化为代际间的互惠性行动。本文将选择亲代对

子代经济支持、亲代在子代婚后对其的帮助和亲代

抚育孙辈情况这3个指标来对代际互惠情况进行测

量,同时还询问了老年人儿子数量。具体来说,亲代

对子女经济支持在本文中指的是子代结婚后,男方

父母对其经济方面资助的情况,采用自评的方式进

行测量,为定序变量;子代婚后亲代对其帮助指的是

子代结婚后男方父母是否帮其做过家务,为定类变

量;亲代抚育孙辈情况操作化为男方父母是否帮忙

带过孙子女,为定类变量;老人儿子数量这一变量为

定距变量。
(3)控制变量。许多研究都认为老年人的物质

资源或自立能力的缺乏,是决定亲子间资源流动的

一个因素。所以在统计模型中将过去一年老人的可

支配收入这一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而老人的年

龄、性别、婚姻状况与其养老生活状况是有关联的,
所以作为控制变量一并引入模型。

3.资料收集

本文的研究区域是江汉平原农村,因而研究的

总体是居住在江汉平原农村的60岁及以上老人及

其儿子。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来随机抽取所

需的调查对象。具体的做法是,第一,根据地理环

境、经济因素等因素确定仙桃、当阳、云梦和京山

4个县市为抽样点;第二,在4个县市分别随机选择

一个乡镇;第三,以行政村为抽样单位,采用简单随

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3个村;第四,以
村民小组为抽样单位,从每个村里随机抽取3个村

民小组。这样,这些村民小组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

(1对老年人夫妇中只选择其中1个人)及对应的

1个儿子(或媳妇)就构成了本次调查的调查样本,
其中对多子女的老人按采用简单随机抽样选取1个

儿子(或媳妇)。调查后所得有效父母样本为393
人,子女样本也为393人,共786人。

资料收集由笔者和调查员(共9人)完成,考虑

到农村调查中的困难,比如老人多不识字,且表达能

力有限,所以采用访谈式问卷的方法来进行问卷调

查。与此同时,还在调查的村民小组做驻村调查,通
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来获取资料,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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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所填问卷资料的可靠性,保证问卷调查资料的

质量。
就资料分析方法而言,运用SPSS17.0统计分

析软件来处理和分析问卷调查搜集来的资料,从而

得出研究结论。

暋暋三、结果分析

1.老年人家庭养老生活状况

有效样本的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水平平均得分

为13.43分,标准差为5.118。将老年人养老生活

总体水平的总和分值划分成不同等级的取值区间,
由于该变量的取值范围在6~36之间,因而就以

6分为一等级,共分为“很低暠“较低暠“一般暠“较高暠
“很高暠5个等级,统计结果见表1。不难看出,有

85.0%的被访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水平处于“很低暠
和“较低暠的水平,农村老人的家庭养老生活状况

堪忧。
表1暋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水平的描述统计

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水平 有效个案数 有效百分比/%
很低 178 45.3
较低 156 39.7
一般 48 12.2
较高 11 2.8
很高 0 0.0
合计 393 100.0

2.代际关系的下位运行及其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本节以老人养老生活状况为因变量对研究设计

中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做了多元回归分析,以考察

代际之间的互动对老人养老生活的影响。
多元回归分析这一统计方法要求所有纳入模型

的变量都是定距变量,所以本文对非定距变量做了

一定处理以适应模型的要求。亲代对子代经济支持

为定序变量,以非常多为参照组将其换为4个虚拟

变量;亲代在子代婚后是否帮其做过家务是定类变

量,对其做了虚拟处理,用一个虚拟变量(否为1)来
衡量;亲代在子代婚后是否帮忙带过孙子女是定类

变量,也做了虚拟处理,用一个虚拟变量(否为1)来
衡量。控制变量中性别为定类变量,用一个虚拟变

量(女为1)来衡量;老人婚姻状况为定类变量,以未

婚为参照组将其换为5个虚拟变量。多元回归分析

最终的结果见表2。
从表2的统计结果来看,对因变量老人生活状

况有影响的变量是:“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情况评

价暠“老人婚姻状况暠和“老人过去一年的可支配收

入暠。多元回归模型的方差检验值F 为45.565,显
著性水平为0.000,这表明模型具有统计学的意义。
修正后的决定系数为0.264,这表明已纳入多元回

归模型的变量在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状况上具有

26.4%的解释力。

表2暋代际互动状况对老年人养老生活状况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类型 模型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 标准差 标准回归系数B 检验值t 显著度 容忍度 方差膨胀因子

自
变
量

常数 12.303 0.527 23.359 0.000

父母资助情况评价
(参照组:非常多)
非常少

-1.221 0.469 -0.119 -2.605 0.10 0.939 1.065

控
制
变
量

老人婚姻状况
(参照组:未婚)
丧偶

-1.888 0.551 -0.168 -3.426 0.001 0.823 1.216

老人过去一年
可支配收入 0.001 0.000 0.382 7.656 0.000 0.793 1.261

暋暋暋R=0.519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R2=0.270暋暋暋暋暋暋暋 调整R2=0.264
暋暋暋F=45.565暋暋暋暋暋暋暋暋Sig.=0.000

暋注:自变量是指亲代在子代婚后是否帮其做过家务以及是否帮忙带过孙子女未通过检验,故未加列示。

暋暋“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情况暠这一变量被纳入

模型,其标准回归系数为-0.119,这表示在控制其

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对子代的经济支持非常多

的情况,亲代对子代经济支持越少,子代就会对其越

差,老人生活状况就会更差。这说明假设1得到了

验证。从表2来看,除了这个变量显著外,其他自变

量都没有通过检验,这也说明假设2和假设3都没

有得到验证。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在于,亲代

帮子代做家务、帮忙带孙子女能否当做代际之间工

具性交换的指标。在农村的家庭生活中,父母给子

女帮做家务和带孙子女是普遍的事情,甚至于在很

多人看来这是老人的责任,而老人也比较热衷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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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孙子女这样的事情。而假设3未得到验证的可能

原因在于未考虑到子代之间的分化在养老实践上的

不同表现。尽管如此,统计分析的最终结果还是揭

示了亲代对子代的付出对老人生活的影响,这说明

子代在养老实践过程中理性化的行动逻辑能够部分

解释当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生活何以会出现困难。
家庭养老是通过子代对亲代的超经济的反馈而

得以实现的,它遵循的是一种伦理本位的逻辑,其中

没有分毫理性算计的成分。但是,多元回归分析的

结果表明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程度与老人的养老

生活情况成正比。这遵循的是年轻一代人的逻辑,
即代际关系运行的重心现在越来越转移到年轻一代

这一边了,成为了一种朝向下位运行的代际关系,此
时的代际关系已经变成了独立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

关系,年轻一代通过给予与获得的权衡比较来理解

和实践自己的养老行动。其后果在于,子代养老实

践过程中的逻辑变化已经影响到老人的养老生活,
即家庭养老模式也因为子代在养老行动上变得愈亦

扭曲的理性化而受到冲击。

暋暋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所得资料,对江汉平原农村

老年人家庭养老的状况进行了定量的描述,并对影

响老年人生活状况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生活状况令人担忧。从对

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生活总体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来看,代际关系的下位运行确实影响着老年人

的养老生活总体状况。因此,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遭

遇问题并不仅仅是养老资源匮乏的结果,更是农村

代际关系朝向下位运行的结果。即代际关系朝向上

位的、双向平衡运行逻辑已被朝向下位的、单向失衡

运行逻辑所取代,作为一种超经济伦理性的行为特

征在代际关系的上位运行中逐渐消失,子代在养老

行动中越来越理性化,这是当前江汉平原农村社会

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症结所在。
本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通过揭示当前农村家庭

养老问题的表现和实质,从而提出可能的解决问题

的方向和途径。家庭养老功能难以替代,它将仍然

是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在当下农村,现代性

向农村社会的渗透彻底地重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新的价值观念的习得等因素

使得年青一代越来越独立自主,在家庭生活中他们

越来越秉持一种基于理性计算、权衡利弊的工具理

性逻辑来理解和实践家庭养老的行为,这种变化在

一步一步埋葬家庭养老的运行环境和基础,因之,农
村养老问题作为一种社会问题日益显现出来。基于

这样的认识,我们只有致力于通过借用传统文化和

乡村社区资源来在家庭私人生活和村庄社会的公共

生活中因地、因时制宜地重建代际之间的伦理秩序

和道德体系,建立与现代中国社会相适应的微观社

会结构和伦理价值体系,才能在当下农村日益多元

化的养老资源供给体系中真正做到“找回家庭暠,以
回应农村社会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

本研究难免存在一些研究局限:第一,概念的操

作化和变量的测量问题。由于定量研究的操作化要

求,笔者只能将复杂、丰富的概念分解为若干具体、
单一、可以直接观测的测量指标,这些指标的选择以

及测量的方法,受到研究素养、人力、物力等诸多条

件的限制,并且对某一文化现象给予定量的测量本

身就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本文的操作化手法可能存

在某些局限。第二,本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问题。
本研究选取的是江汉平原这样一个地区性的样本,
所以所得出的结论能否适用到其他地区,还需要后

续相关研究的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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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ownwardOperationoftheInter灢generationalRelations
andItsInfluenceoftheFamilySupportfortheElderly

FANCheng灢jie

(CollegeofHumanitiesandLaw,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Thearticlequantitativelydescribedthesituationofthefamilysupportfortheelderlyin
theruralareaofJianghanplainandreasonsforitspredicamentfromtheviewoftherunningstateofthe
generationalrelationaccordingtodataacquiredinquestionnaire.Therearetwomainreasons,namelythe
lackofresourcesandadditionallythedownwardoperationoftheinter灢generationalrelations.Inother
words,theupwardandtwo灢waybalancelogicoftheinter灢generationalrelations,abehaviorsurpassing
theeconomicethics,hasbeenreplacedbythedownwardandunbalancedlogicandfadedawayintheop灢
erationoftheinter灢generationalrelations.Theyoungergenerationbecomesincreasinglymorerationalin
theissueofsupportingtheelder,whichisthecruxoftheproblemofthefamilysupportfortheelderlyin
theruralareaofJianghanplain.

Keywords暋ruralfamilysupportfortheelderly;inter灢generationalrelations;loweroperation;gen灢
erationsupport;therationalityo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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