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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代压力模型:父代责任的一个解释框架

刘景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　在中国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代际关系逐渐成为家庭研究的主题之一,但既有

研究对代际关系中父代责任的内涵、结构及影响因素缺乏系统分析.文章引入父代压力模

型作为父代责任的解释框架,将父代责任与父代能力之间关系作为研究切入点,并对影响模

型的相关变量,诸如子女性别与数量、父代责任链条与实现的时空条件,时间跨度与不确定

性等进行了分析.进而构建了父代压力综合模型,试图利用父代压力模型展现父代责任的

结构性特征与总体性特点,为深入研究父代责任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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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发展,中国乡村家庭呈现出不同的实践样态.其中,家庭代际关系

的变化是学者们理解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围绕着家庭代际关系,很多学者做出了卓有成效的

研究.关于中国代际关系的理论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费孝通提出的“反馈模

式”,也就是说,中国在亲子关系方面,属于“抚育—赡养”型,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

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１].还有一种是郭于华所提出来的代际交换

理论[２],该理论将中国亲子之间抚育和赡养关系视为一种交换关系的表达,认为亲子之间存在交换的

逻辑.在具体研究中,人们主要围绕“抚育”和“赡养”之间的二元对立统一关系,对代际关系流变及其

后果开展相关研究.
具体而言,学者们从孝道衰落[３]、资源分配方式[４]、地方性共识[５]等维度,对乡村代际关系变迁原

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有学者基于代际关系变迁动力角度提出了国家政治力量干预论和市场冲击论等

两种理论解释框架[６],也有学者提出了影响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７],从价值基础角度分析了代际关

系.更多学者是从代际关系中“抚育”与“赡养”二者之间的关系出发,以交换论视角来讨论代际关系

呈现出的失衡或理性化的表现及趋势[８Ｇ１０].可见,现有研究主要着眼于“抚育”与“赡养”之间的关系,
是以关系论的视角来理解和解释当下的家庭变迁,将“抚育”及其带来的父代责任,以及“赡养”带来的

子代责任,当成一种不言自明的理论预设与现实条件;没有看到父代责任或子代责任本身也是巨大的

“黑箱”,需要对其进行理论分析.部分学者也对父代责任或子代责任进行了详细分析,比如,贺雪峰

等就将父代责任强度划分出了５个等级[１１],王跃生将父代责任中的抚养花费划分为生活花费、教育

花费、婚姻花费、医疗花费等[１２],也有学者从“人生任务”的视角,提出了父代责任的具体内容[１３].总

体来说,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抚育”与“赡养”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并没有将“抚育”带来的父代责

任这一实体作为研究中心,父代责任始终作为一种黑箱状态存在.
笔者遵循黄宗智提出的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实践出发,也就是说从紧贴真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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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经验出发,而后由此概括或抽象,再凭推理来发现特定经验现象间的逻辑关系[１４].本研究按照

机制研究的学术进路,希冀从大量深入的整体性经验调查中,逐步发现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１５],建立

中观机制,对微观经验进行结构化阐释[１６],即从经验出发,从经验中概括出关于父代责任现象间的逻

辑关系,建立父代压力模型,作为父代责任的分析框架,以分析父代压力的构成因素,理解父代责任的

总体性特征及结构性特点.本文调研材料来源于笔者及所在团队２０１６年７月在浙江、２０１６年９月

在山东、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在宁夏和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辽宁的村治模式调研.在调查中,主要采取无结构访

谈的方式搜集调查资料,调查对象涵盖村干部、村小组长、村庄精英以及普通村民.

　　一、父代压力模型:一种解释视角

　　在研究代际责任所带来生活压力时,既有文献强调代际责任本身的问题,主要考虑的是无限责任

所带来的持续付出,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在考虑到这种代际倾斜带来的后果时[８],并没有考虑即使

是有限责任,也会带来无限的付出,也会有完不成代际责任所带来的压力.笔者以为,代际责任本身

并不构成问题,不管是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责任,只是对责任本身的一种划分.由代际责任产生压力的

原因,应该来自于人们投入到完成代际责任所需要的花费与自身能力之间的关系.
例如,假设将父代一生有效工作的年限设定为３５年(２５岁参加工作,６０岁退休),而父代要完成

其责任,则需奋斗２０年,那么相对而言这种父代压力比较重;若父代要完成的责任是无限的,但履行

这种责任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却只需１０年,那么相对来说压力就较轻.因此,父代责任本身不构成问

题,完成责任所带来的压力才是问题.基于此,笔者以为应该从父代压力(也可以说是父代责任强

度[９])这一视角出发,对父代责任进行分析,以此解释其强弱大小及影响因素.
笔者在山东某地调查时发现,在给儿子完成结婚任务后,父代以前是没有带孙子的责任,而现在

还要给儿子带孙子,这样父代责任变大了,同时带来了父代压力的变大.笔者在浙江调查时发现,完
成同样的父代责任,有的家庭不需要负债,就能把儿子婚事办的风风光光,并且在酒席档次和规模上

都比较高;而有些家庭,由于父代能力有限,在完成父代责任之后,会带来建房、酒席等相关的债务问

题,有些家庭的债务高达二十万,其中还会包括一部分高利贷.在山东调查时,一位村民讲,“有钱的

老人,给孩子付完首付,会有结余当老本,没钱的老人给孩子付完首付,借了很多债,没法留老本,要自

己还债.”
换言之,父代压力P 是跟父代责任R 成正比的,是跟父代能力A 成反比的.父代责任越大,父

代压力也就越大,父代能力越大,父代压力却越小.
如果设定完成父代责任的花费为R,父代能力为A,由此可以构建出影响父代压力的元模型,如

式(１).

父代压力(P)＝
完成父代责任的花费(R)

父代能力(A) ,　　　　　 即P＝
R
A

(１)

从式(１)可以看出,只有深入研究R(完成父代责任的花费)的构成因素以及A(父代能力)的构成

因素,才能够对P(父代压力)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最终构建出与经验一致的父代压力模型.基于此,
本文首先探讨父代责任的影响因素,然后探讨父代能力的影响因素,最后对模型进行相关的讨论.

　　二、父代责任的影响因素:子女性别与数量、责任链条与实现的空间条件

　　１．子女性别与数量对父代责任的影响

在考虑父代责任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子代性别因素对父代责任的影响.在中国很多地方,对不同

性别的子女,父代要完成的责任是不一样的.例如,在河南,一个家庭必须按照“过日子”的要求将所

生育的儿子抚养长大,完成相应的“人生任务”(建房、娶媳妇和办孙子满月酒).如果在建房、娶媳妇

时产生支出或者形成了债务,都是需要父代进行偿还的[１１].而对女儿,则没有这个要求.在宁夏平

罗,儿子结婚,父代需要建房子和给彩礼,花费大约在１５~２０万元;女儿结婚,父代虽然要准备嫁妆,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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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父代是将男方的彩礼转化为女方的嫁妆返回给男方,父代最多在彩礼的基础上再加１~２
万块钱,以表心意,这个花费相对是比较廉价的.在浙江调查时发现,女方家嫁女儿,女方自己也是需

要办酒席的,但是其办酒席是为了走人情账和进行社会竞争,这个花费并不能完全算是履行父代责任

的付出.
假设R１为儿子带来的父代责任,R２为女儿带来的父代责任,则父代责任就等于子女共同带来的

父代责任,可以得出:

R＝R１＋R２ (２)
由此看出,由于子女性别结构的差异,不同家庭的父代责任是不太相同的,因而父代压力也应该

不一样.例如,在宁夏平罗,很多双女家庭的父代都进城买房居住,而很多有两个儿子的家庭还在农

村居住.原因在于,两种家庭的父代能力虽然差不多,收入来源主要是较多的人均耕地带来的丰富农

业剩余,但双女家庭的父代责任比较轻,在完成父代责任之后,很多家庭有充足的资金在县城购房,能
够获得比较好的居住环境.而那些拥有儿子的家庭,由于要完成父代责任,父代并没有多少积蓄留在

手中,供自己改善条件.村庄舆论也开始同情这些家庭,在评低保时,会给“儿子大户”(儿子数量为

２~３个的家庭)适当关照,以减轻他们履行父代责任的心理负担.据村民们讲,在过去,双女家庭有很

大心理负担,其原因是传宗接代观念对人们的影响,但现在双女户家庭日子过得很舒服,因为没有多

少父代压力.在访谈中,一个村民讲,“我的堂弟年轻时候,跟几个堂兄弟聚会喝酒时老是哭,原因在

于他没有儿子,现在他再也不提(没有儿子)了,两口子在县城买房过上小康生活了.”
因此,将公式(２)代入公式(１),可以在既有模型基础上,对父代压力模型进行修正,增加性别因素

对父代压力的影响,可以得出:

P＝
R１＋R２

A
(３)

除了子女的性别结构外,还需要考虑的是,子女的数量结构对父代压力的影响.在同样的代际责

任标准下,子女的数量越多,父代压力是会更重的.贺雪峰曾描绘过２００７年左右河南汝南农村的情

况,汝南农民要为儿子建房、娶媳妇、摆满月酒,仅这三件事情就需要花费１０万元.如果只生一个儿

子,经过辛勤劳作还有可能积攒,如果有两个儿子,即使辛勤积攒也很难完成人生任务,怪不得河南汝

南农村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俗语[１７].通过将子女数量结构引入模型,可以对模型进一步修正.
假设一个人有n 个孩子,其中有k 个儿子,(n－k)个女儿,为一个儿子完成父代责任需要花费

Ca,为一个女儿完成父代责任需要花费Cb,则

R１＝k×Ca (４)

R２＝(n－k)Cb (５)
将公式(４)、(５)代入公式(２)可得:

R＝k×Ca＋(n－k)×Cb (６)
由于子女数量性别结构的差异,不同家庭的父代责任都不太一样.例如,笔者在宁夏调研时发

现,在对儿子的父代责任(Ca)比较大而对女儿的父代责任(Cb)比较小时,当家庭有两个女儿的时候,
父代是最容易进城买房自己住的;当家庭有一儿一女的时候,父代是不太容易进城买房给自己住的,
除非已经完成了父代责任;而当有两个儿子的时候,一般家庭都在千方百计完成父代责任,家庭没有

剩余资源供父代自主支配,满足自己的需要.
因此,将公式(６)代入公式(１),可以在既有模型基础上,对父代压力模型进行修正,增加性别与数

量因素对父代压力的影响.由此可以得到新的数学模型:

P＝
kCa ＋(n－k)Cb

A
(７)

２．父代责任链条对父代责任的影响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还要考虑到父代责任链条的构成问题.通过图１可以看出,随着箭头方

向,父代责任链条是不断延伸的,父代责任链条越多,意味着父代责任越大,当然,父代责任链条越少,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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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父代责任不完全清单

则意味着父代责任越小.
在父代责任链条延长,造成父代责任变大方面,比较明显

的就是带孩子.在调查中发现,在宁夏和山东,带孩子并不是

固有的父代责任.在宁夏父代责任很明显地表现在建房、娶媳

妇上面,给儿子结婚娶媳妇后,父代就可以“卸下担子”了.在

以前,父代只需给子女在村里建房子,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父
代要给子代在县城买房子,一般情况是父代要承担首付,首付

一般是６~８万元,贷款需要夫妻两个共同承担.为了偿还房

贷,缓解生活压力,女性开始出外打工,子代在城市里无法维持男性出外打工、女性操持家务带孩子的

传统分工模式,带孩子的任务就开始落在父代身上.孩子开始由爷爷奶奶带,特别是奶奶带,这就造

成了奶奶进城、爷爷在农村看家和进行农业劳动的新局面.在访谈的时候,这些爷爷们都戏称自己是

“老光棍”.在山东同样如此,由于子女工作很忙,因而在城镇化过程中,老人还要帮子女带孩子,“老
人如果不帮子女带孩子,老人就要出请保姆的钱”,带孩子开始变成硬性要求.

在东北进行调查时,也发现父代责任链条延长的现象,这表现在对房子的要求上.在东北沈阳郊

区,在过去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结婚只需要一张炕就可以了,父母并没有义务给儿子建房子,
儿子刚结婚的时候,父母会给儿子提供租金,让儿子在其他人家里租一间房子或一个炕居住,两三年

过后,需要儿子自己出钱建房子,这在阎云翔的著作中也有体现[１８].但现在,结婚是需要父母给儿子

在郊区中心或者沈阳市城区买一套房子的.这就使得父代逐步承担起买房子的责任,父代责任的链

条大大延长.由此也催生出国打工的浪潮,因为出国打工比在国内务工能获得更多的收入.一个有

个２０岁孙子的老人就说道,自己的儿子之所以要出国打工,原因就在于孙子快要结婚了,“我儿给他

自己的儿挣楼房了”.
在浙江农村,父代责任链条是具有弹性的,对父代而言,最基本的责任就是抚养孩子长大、让其接

受教育,并操办婚事(只是单纯操办,不支付结婚费用);最高的责任则是:抚养孩子,让孩子接受教育,
操办婚事(包括支付相关费用)、购房、买车、为其立业提供基本条件.在基本责任与最高责任之间,一
般父母会根据自己的能力与意愿尽到自己的责任.这种跨度使得父代不会面临比较大的刚性压力,
因为当自己能力(即A)小的时候,父代责任(即R)也随之变小,这样就可以减少父代压力,减轻负担.

基于此,必须要对父代责任链条进行操作化,将父代责任链条这一变量引入到父代压力模型

当中.
假设Ci表示在对儿子的父代责任中第i项父代责任,Cj表示在对女儿的父代责任中第j项父代

责任.当i的项数变多时,则意味着对儿子的父代责任链条延伸,项数变少则意味着父代责任链条收

缩;j的项数变化也是同一个道理.由此可以得到:

Ca＝∑Ci (８)

Cb＝∑Cj (９)
因此,将公式(８)、(９)代入公式(７),可以在既有模型基础上,对父代压力模型进行修正,增加父代

责任链条因素对父代压力的影响.由此可得:

P＝
k∑Ci＋(n－k)∑Cj

A
(１０)

３．父代责任实现的空间条件对父代责任的影响

在考虑父代责任时,必须要把空间条件纳入到分析中来.因为同样的父代责任,在不同空间背景

下,对父代有着不同的要求.例如,同样是房子问题,就会出现很大的不一样,这主要体现在新房地理

区位引起的经济要求的不同上.在宁夏平罗农村,同样是给儿子买房子,父代虽然只负责提供首付,
由于子代居住地(省会银川、中等城市石嘴山市、县城平罗)不同,房价也不尽相同,父代最终花费也是

不一样的.再如在山东博山农村,现在也是要在儿子买房子拿出首付,以完成父代责任.由于很多年

轻人现在博山区或者张店区打工生活,所以买房子时,要根据子女的居住地确定在哪买房子.一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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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者就说:“孩子在张店打工,你不可能在镇上或者在博山给他买房子吧,父母是要给孩子付首付,
但到底付多少,还是要看在哪买房子,这个数目是不固定的.”

这种空间要求,在帮助带孩子方面,体现的也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父代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空间

照看孩子以及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方面.以山东某地为例,在过去,由于子代与父代都居住在农村,
看孩子不需要太多的时间精力.但现在子代在城市里,父代要帮助子代在城市里照看孩子.这项责

任一般是由奶奶承担,如果父代子女数量多,又都有孩子需要照顾,那么爷爷也需要参与其中.这就

造成爷爷奶奶都要进城,但要到不同的子代家庭带孩子的局面,奶奶负责照看比较小的孙子孙女,爷
爷负责照看大一点的孙子孙女.最终导致父代承担着夫妻分居压力,还要与子代长期生活,处理更多

的家庭关系.同样是照看孙子孙女,由于空间从农村转向了城市,父代要付出更多才能够完成自己的

父代责任.
这就需要把空间条件作为影响父代压力的因素纳入到模型中.针对每一项父代责任,父代责任

实现的空间条件都应该不太一样,因此,要对每一项父代责任(Ci或Cj)赋予其时空影响系数(ai或

bj),用来代表在父代责任实现的不同时空条件对父代责任的影响.(ai×Ci)表示,在对儿子的父代

责任方面,受到时空条件影响(ai)的第i项父代责任,(bj×Cj)表示,在对女儿的父代责任方面,受到

时空条件影响(aj)的第j项父代责任.
这样,通过引入ai对公式(８)进行修正,得到:

Ca＝∑aiCi (１１)
通过引入bj对公式(９)进行修正,得到:

Cb＝∑bjCj (１２)
因此,将公式(１１)、(１２)代入公式(７),可以在既有模型基础上,对父代压力模型进行修正,增加父

代责任实现的空间条件对父代压力的影响,得出公式(１３):

P＝
k∑aiCi＋(n－k)∑bjCj

A
(１３)

　　三、父代能力的影响因素:时间跨度与不确定性

　　在分析完父代责任之后,还需对父代能力进行深入分析.首先要确定的是,父代能力指的是什

么.父代能力并不是父代整个生命周期的能力,父代能力主要是指,在代际关系三阶段[１０]中,抚育子

女这一时间阶段,父代获取资源用于家庭再生产和抚育子女的能力.这一时期主要指父代成家到子

代成家这一时间段,因为父代责任,比如说抚育、教育、结婚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父代要具有

一定能力,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些父代责任.设定父代成家时父代有g 岁,子代成家时父代

有h 岁,那么,父代就有hＧg 年的时间完成父代责任,父代能力也就体现在这hＧg 年的努力方面.
如果设定父代t岁的父代能力为At,那么父代能力主要是指父代从g 岁到h 岁之间的能力的总

和.即

A＝∑
h

g
At (１４)

将公式(１４)代入公式(１３),也就可以将时间跨度因素引入父代压力模型,可以得出修正后的模型

(１５):

P＝
k∑aiCi＋(n－k)∑bjCj

∑
h

g
At

(１５)

另外,要看到完成父代责任的紧迫性,随着社会转型,父代能力的时间跨度受到更多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但总体表现出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性.在完成父代责任时,必须将这一变量考虑进去.
例如,在山东调研时发现,在２００５年以前,结婚之后建房子也可以,借个房子结婚也是可以的,要

求条件不是太高.并且,一家人合力建房子不成问题,“只要不懒就有活干,就能挣钱”.随着社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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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造成婚姻要求的转变,城镇化压力和结婚压力要求必须在城市买套房子,因为,如果不买房,女方是

不会答应结婚的.并且,这种时间也没有办法进行拖延,时间上具有一定的紧迫感,父母只有倾其全

力才能辅助子代在城市定居下来.
再如,在宁夏调研时发现,在２０１０年以前,一般是通过亲戚相互介绍进行相亲、结婚的,很少有自

由恋爱.一般情况下,婚姻都是通过双方父母同意才定下来,男女双方的自由选择权相对较少.父母

对子女的婚姻年龄具有一定的控制权力,这样父代对hＧg 的时间跨度有着比较高的控制能力.随着

社会转型造成婚恋模式的转变,现在男女双方一般都是在外边打工认识的,通过相互之间的交往,以
自由恋爱形式结的婚,这种恋情的基础是双方在工作中间形成的相互吸引,这种相互吸引是一种私人

情感,建立的是一种私人间亲密关系,双方父母在其中缺乏关联,有的父母就说,都是自己孩子通知自

己他要结婚了,然后家长们没有什么意见,赶紧准备结婚所需要的彩礼与婚房.这样,hＧg 的长短具

有更强的不确定性.
因此,必须要把时间紧迫性这一变量引入父代压力模型中去,由此可以创造出时间紧迫系数,或

者叫做时间不确定性系数u,用来描绘时间紧迫性对父代能力的影响.设定u 的数值区间为(０,１),
当系数越小时,不确定性越大,当系数越大时,不确定性越小.那么父代能力则是:

A＝u×∑
h

g
At (１６)

将公式(１６)代入公式(１３),就可以将时间不确定性引入父代压力模型,得出修正后的模型(１７),
即父代压力综合模型:

P＝
k∑aiCi＋(n－k)∑bjCj

u×∑
h

g
At

(１７)

这样就得出关于父代压力的最终模型,可以将公式(１７)称之为父代压力综合模型,它不仅将影响

父代责任的因素,比如子女性别与数量、责任链条与实现的空间条件等涵括在内,还将影响父代能力

的因素,比如时间跨度与不确定性也纳入到模型中来.这就形成了对父代压力以及父代责任的整体

认识,并且,这种整体认识是一种结构性视角,能够把握父代压力的结构性特征与总体特点.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子女数量、父代责任链条长短与父代压力呈正相关,子女数量越

多,父代压力越大,父代责任链条越长,父代压力越大.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子女性别结构

与父代责任实现的空间条件与父代压力也密切相关,性别结构越趋向于男性为主,父代压力越大,父
代责任的实现空间越趋向于等级越高的城市,父代压力越大.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时间跨

度、不确定性与父代压力之间成反比关系,完成父代责任的时间跨度越小,父代压力越大,时间不确定

性系数越小,父代压力越大.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先构建出了父代压力模型,父代压力模型是对父代责任进行解释的一种分析框架.父代

责任与父代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影响父代压力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父代责任和父代能力进行解构,发
现子女性别数量、责任链条与实现的空间条件等是影响父代责任的关键变量,通过将其引入父代压力

模型中,大大丰富了对父代责任的理解,也使父代责任的构成因子得以发现;将时间跨度与不确定性

纳入到对父代能力的解释当中,能够更好地把握父代能力的变动因素.最终建立的父代压力综合模

型,将这些影响因子纳入其中,能够非常直观地展现出父代压力的结构性特征.
构建父代压力模型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模型对父代责任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利用父代压力模

型的结构性特征,对究竟是父代责任的哪一方面出现问题进行细致的讨论,不再泛泛探讨父代责任的

变迁及其表现.现有的关于代际关系研究以质性研究为主,原因在于进行量化研究有效工具的匮乏.
父代压力模型是进行父代压力分析的统一模型,对于不同地区的父代责任分析都能够适用.通过质

性研究,找到可以进行量化操作的方式,进一步通过量化手段收集数据,对相关研究进行深入分析,就
可以从定量角度推动父代责任研究和代际关系研究,这样就实现了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融合,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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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相关研究的进步.
本文是实践“从真实世界的经验证据的归纳出发,借用合理猜测与推理来挖掘特定经验条件之间

的逻辑关系,由此来发现符合实际的洞见和建树有特定条件和界限的理论”[１４]的一种尝试,同时也是

回应经验现象,进行实践性经验研究,并进行“经验→理论→价值”的不断成熟化的摸索[１９].本文对

父代压力模型进行的初步构建,只是对比较重要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进一步的研究应根据相关数据,
对建构的模型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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