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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已发生深刻变

化。从变迁上看，传统家庭代际关系反映的是一种“主从型”、“反哺型”的依附关系，而当

代家庭代际关系则呈现出代际关系重心下移、隔代问题凸显、代际差异扩大、分而不离增多、

单向化发展趋强、经济关系理性化等多元化特征；从影响上看，伴随着代际关系的加速变动，

已对当前家庭养老产生了深度影响，表现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籍等方面的弱化趋势

，并呈现出反向的“逆反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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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联合国标准，我国已于 1999 年进人老龄化社会。不仅如此，进人新世纪后，中国人口

老龄化继续呈加速化的趋势，其在 2000-2013 年期间 65 岁以上人口和 60 岁以上人口已分别从 

6.96％和 10.3％上升到 8.87％和 13.26%。不可否认，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凸显，不仅

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而且将助推养老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与焦点。与此同时，在

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双重驱动下，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也正经历着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基

于此，如何在新形势、新阶段、新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科学考察和审视代际关系变迁与家庭养

老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影响，理应成为学界、政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与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与数据来源 

在国外，早在 1928 年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便开始关注代际关系问题，并将代际关系纳人

社会学视角进行研究，而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无疑成为国外研究代际关系的最具影响

力的代表[2]。与之相比，国外对于养老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则更早，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

各领域学者对于养老问题便开始采用多视野、多学科的视角予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并集中关注两大问题：一是谁为老年人提供照料服务；二是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关注。 

在国内，有关代际关系的研究相对较晚，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的代际理论才传人中国

。近年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不少学者针对家庭代际关系与老龄人口日常生

活、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中美家庭代际关系及比较、社会变革中代际关系的新走向、家庭代

际关系的转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人研究。根据研究对象和角度的不同，目前国内有关家庭

代际关系与养老问题的成果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从居住方式的变化人手，研究在分居

供养比例提高的情况下，新型养老方式的可行性、现实性及存在的问题；二是以社会交换理论

为基础，分析在家养老的老年人同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代际互惠关系，以及日益高

龄化背景下在老人照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对策；三是从代际关系出发，研究当代中国

老人与子女之间的经济流动。此外，我国不少学者还研究了家庭代际关系与传统文化、中西亲

子关系差异、老中青三代养老观念差异等问题，从而大大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家庭代际关系与养

老问题的研究内容及框架体系。 

然而，综观过去尤其近年来有关养老问题的研究，其时间维度上更多采用的横向剖析，因

而难以反映社会变迁带来的人们养老观念的变化。基于此，本文拟从代际关系变迁人手，结合

地区的本土特征，并以“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 (CSSC)”贵州地区问卷调查数据为研究

基础，深人关注和探讨代际关系变迁所带来的家庭养老变化及影响。如此，不仅可为现有养老

理论研究提供纵向研究的思路与实践，而且有利于引导人们科学认识代际关系的变迁，并正确



处理好家庭代际关系。 

本文中的“代际关系”，是基于养老角度上的微观代际关系，具体指的是家庭内成员之间

的关系，包括最基本的亲子关系，以及与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密切相关的婆媳关系或隔代的

血缘关系―祖孙关系。而本研究中的“家庭养老”则是指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单位，由家

族成员对老年人提供的包括物质支持、日常照顾、健康医疗和精神安慰等方面在内的生活保障

机制。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中的分析与结论，仍主要反映和体现的是样本对象的状况，虽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及推论价值，但仍需结合贵州等西部地区家庭养老的真实现状进行客观的理解

和考察。 

 

二、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及表现 

（一）传统家庭代际关系及生成背景 

家庭代际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决定了中

国传统家庭代际关系是一种主从型的家庭关系，子女对长辈在各方面都有一种依附的关系，父

子关系是中国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部分，遵守着父慈子孝的伦理传统，但父子之间的互动

是不平等的，家庭重视血脉的继承，重男轻女的思想被广泛的认同。在古代中国，这种代际关

系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化背景的，主要表现在：第一，传统家庭代际关系是由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决定的；第二，传统家庭代际关系是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的“家族至上”、“家族本位”的家族制度决定的；第三，传统家庭代际关系是由“家国一体

”的社会政治结构所决定的。而在这种传统的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中，其核心是“反哺”，正如

费孝通先生将中国代际关系概括为“反馈模式”一样。 

（二）当代家庭代际关系及变迁表现 

在社会变迁的作用下，当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出现了诸多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家庭内的亲

情关系逐渐减弱，传统代际关系中固有的“反哺”式双向关系被打破，传统代际关系被时代赋

予新的内涵。这些变化，一方面带有传统色彩的“影子”，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其与传统代际关

系不同的内容，彼此之间相互冲突而又相互融合。具体来看，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中国当代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过程及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代际关系重心

下移；第二，隔代代际关系问题凸显；第三，代际差异与代际矛盾问题扩大；第四，空巢家庭

“分而不离”的代际关系；第五，代际关系单向化发展；第六，代际间经济关系理性化。 

 

三、代际关系变迁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事实表明，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代中国，家庭一直承担着养老的重要功能。基于上

述对于代际关系和家庭养老概念的界定，本文中所探讨的家庭养老主要涉及到经济支持、生活

照料和日常服务的互惠以及情感的沟通和慰藉等内容。那么，在社会转型期，中国代际关系变

迁对家庭养老到底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呢？ 

（一）经济支持呈英缩趋势 

经济支持的提供者指由谁来为养老提供费用，选择由谁提供养老经济支持是养老观念的一

项重要内容。在传统的养老模式中，子女是父辈经济生活的最主要的支持者。那么，在当代家

庭养老中，子女对父辈经济生活的支持状况又如何？有何特点？ 

据 CSSC 调查数据显示，在 901 位被调查对象中，“60 岁或以上，且有子女”的为 250 人

，占 27.7% ;“60 岁或以上，无子女”的有 7 人，仅占 0.8% ;“60 岁以下，父母均已过世”

的为 156 人，占 17.3% ;“60 岁以下，父母至少一人健在”的有 488 人，其比例超过半数（

54.2%)(见表 1)。由此可见，当前绝大多数家庭都具有家庭养老的基础和条件，这对于促进传

统养老模式及功能的发挥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经济支持上看，首先要考虑的是养老所需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条件

等方面的开支。在上述“60

定期给钱帮助您”问题作出了回答

人选择了“否”，表示没有定期给钱

子女经济支持（即现金支持）

进一步统计显示，对于获得现金支持的老年人来说

元经济帮助。具体来看，在能获得子女定期给钱帮助的老年人中

平均每月可从子女那里能获得

19.10%，获得“400-600 元／

一成（10.3%)。由此看出，在有条件获得子女经济帮助的老年人中

平偏低，难以保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在调查中，当问及“现在您的子女是否为您

人选择了“是”，占 58.6%,

持的老年人中，其获得子女物质上的支持比例

，这说明，当前广大子女更倾向于向父母提供基本生活品的帮助与支持

而在表示获得子女吃、穿

得相当于 587.5 元的物质帮助

的约占 1/4 ,“200-600 元／

上／年”的接近四成(38.6 写

的帮助，但整体支持的力度不大

透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缩等现象，而且大多情况下子女只提供力度较小的物质支持

辈赡养的经济功能呈逐步萎缩趋势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传统的家庭赡养功能必将逐步弱化

于市场配置劳动力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裕地区，老年空巢家庭增多。

神压力增大，加上老龄化日趋严重

首先要考虑的是养老所需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条件，包括吃

60 岁或以上，且有子女”的人中，有 249 人对“现在您的子女是否

问题作出了回答，其中 68 人表示子女“是” 定期给钱的，

表示没有定期给钱，高达 72.7%。这说明，在有子女的老年人群中

）的比例较低，尚不足三成。 

对于获得现金支持的老年人来说，其平均每月能获得来自子女的

在能获得子女定期给钱帮助的老年人中，近六成（57

平均每月可从子女那里能获得“200 元以下／月”的经济帮助，获得“200-400

／月”的占 13.2%，而获得“600 元及以上／月”

在有条件获得子女经济帮助的老年人中，其获得子女现金帮助的水

难以保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见表 2)。 

现在您的子女是否为您提供吃的，穿的或用的东西”

58.6%, 103 人选择了“否”，占 41.4%。不难看出，在获得子女经济支

其获得子女物质上的支持比例（58.6%）明显高于现金上的支持比例

子女更倾向于向父母提供基本生活品的帮助与支持。 

穿、用上支持的老年人（144 人）中，其平均每年能从子女那里获

元的物质帮助。具体来看，其中表示每年获得物质帮助在“200

／年”的占 28.3%,“800- 1000 元／年”的占 7.6%,

写）（见表 2)。这表明，尽管当前有部分子女对父母提供了物质上

但整体支持的力度不大，平均每月尚不足 50 元。 

透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代家庭养老不仅存在比例减少

而且大多情况下子女只提供力度较小的物质支持（包括现金），由此造成子女对父

辈赡养的经济功能呈逐步萎缩趋势。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传统的大家庭解体，家庭结构趋向核心化

传统的家庭赡养功能必将逐步弱化。不仅如此，在现代化进程中

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贫困地区迁移到富

。此外，由于子女、孙子女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日趋严重，家庭中出现几代人同老的状况，使后代常常心有余而力不

 

包括吃、穿、住、用

现在您的子女是否

，占 27.3%，而 181

在有子女的老年人群中，其获得

其平均每月能获得来自子女的 282.35 

57.4%）的人表示

400 元／月”的占

”的合计比例仅占

其获得子女现金帮助的水

 

”问题时，有 146

在获得子女经济支

明显高于现金上的支持比例（27.3%)

其平均每年能从子女那里获

200 元以下／年”

6%,“1000 元及以

尽管当前有部分子女对父母提供了物质上

当代家庭养老不仅存在比例减少、内容萎

由此造成子女对父

家庭结构趋向核心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由

从贫困地区迁移到富

孙子女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身经济、精

使后代常常心有余而力不



足，难以担负照顾老人的重任

（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呈反向趋势

从很大程度上讲，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

带来了巨大的冲突与挑战。一方面

加，促使年轻的一代努力工作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人以满足家庭之需

习、进修来提高自身的素质以应对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和谋取更好的发展机会

轻人的社会交往增加，与父辈之间在观念和行为上的代沟日益明显

神交｝流和沟通减少，从而产生

众所周知，子女对父辈的赡养义务除了提供经济上的扶助外

精神上的慰藉。然而，调查显示

择“每天或几乎每天”与父母见面的子女有

，占 11.7%; 选择“一月数次

；选择“一年一次或见不到一次

面”，占 2.9%（见表 3）。由此可见

仍有高达近五成（48.2%）的子女无法满足父母的这种基本精神需要

从综合情况看，伴随着代际关系的变迁

仅占 3 成（32.0%)，而明确表示没有帮助父母的比例却高达

，父母至少一人健在”的人中

目前是否在帮助您的父母做这些

，而选择“否”的有 386 人，

饭、坐车或管钱等事情上，您目前是否在帮助您的父母做这些事

210 人，占 43.0%，选择 “否

来说，既无法向父辈提供个人化的生活帮助和照料

与之相比，父辈对子辈提供的帮助却明显较多

辈提供帮助的比例均较高，其中表示过去曾帮助过子女的比例超过

仍继续帮助子女的比例也达到近

人中，有 248 人对“您过去是否在帮助照看您的成年子女的孩子

“是” 的占 73.0%,“否”的占

”的回答中，仍有 39.9％的人选择了

理其他家务方面，比如说买东西

回答上，其中选择“是” 的占

难以担负照顾老人的重任。因此，子女对父辈的经济支持也极易走向缩减

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呈反向趋势 

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给当代家庭养老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家庭中年轻人的比重减少，

促使年轻的一代努力工作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人以满足家庭之需，同时花更多的时间去学

进修来提高自身的素质以应对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和谋取更好的发展机会

与父辈之间在观念和行为上的代沟日益明显，使一些家庭在代际间的精

从而产生」清感上的疏远甚至代际｛间的关系冷漠、相互排斥

子女对父辈的赡养义务除了提供经济上的扶助外，还应该提供生活上的照料和

调查显示，在“60 岁以下，父母至少一人健在”的 488

与父母见面的子女有 196 人，占 40.2%；表示“一周数次

一月数次”的有 77 人，占 15.8%；表示“一年数次”的为

次或见不到一次”的有 43 人，占 8.8％。此外，还有 14 人表示呀良久没有见

由此可见，虽有半数子女能够满足父母想经常见见儿女的愿望

的子女无法满足父母的这种基本精神需要。 

伴随着代际关系的变迁，子辈对父辈提供的帮助整体上偏少

而明确表示没有帮助父母的比例却高达 68.0%。具体来看

的人中，其对“在个人照料方面，比如洗澡、穿衣服或者上厕所等

目前是否在帮助您的父母做这些事”的回答却有些令人遗憾，只有 102 人选择

，占 79.1%。在被调查者对“在料理家务方面，比如说买东西

您目前是否在帮助您的父母做这些事”的回答中，

否”的为 278 人，占 57.0%（见表 4)。这表明，当前对于大部子女

既无法向父辈提供个人化的生活帮助和照料，也无法向父辈提供料理家务方面的帮助

父辈对子辈提供的帮助却明显较多。同一调查显示，从综合情况看

其中表示过去曾帮助过子女的比例超过 7 成（74.0%)

仍继续帮助子女的比例也达到近 4 成(37.1%)。具体来看，在“60 岁或以上，且有子女

您过去是否在帮助照看您的成年子女的孩子”问题作出了回答

的占 21.o%。在“您目前是否在继续帮助照看您的成年子女的孩子

的人选择了“是”,54.0％的人选择了“否”。进一步看

比如说买东西、做饭、坐车或管钱，您在过去是否帮助过您的成年子女

的占 75.o%，表示“否”的占 25.0％。在“您目前

子女对父辈的经济支持也极易走向缩减。 

这一过程给当代家庭养老

，家庭经济负担增

同时花更多的时间去学

进修来提高自身的素质以应对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和谋取更好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年

使一些家庭在代际间的精

相互排斥。 

还应该提供生活上的照料和

488 人中，其中选

一周数次”的为 57 人

的为 101 人，占 20.7%

人表示呀良久没有见

虽有半数子女能够满足父母想经常见见儿女的愿望，但

 

子辈对父辈提供的帮助整体上偏少，其所占比例

具体来看，在“60 岁以下

穿衣服或者上厕所等，您

人选择“是”，占 20.9%

比如说买东西、做

，选择“是”的有

当前对于大部子女

也无法向父辈提供料理家务方面的帮助。 

 

从综合情况看，父辈对子

0%)，而表示目前

且有子女”的 250

问题作出了回答，其中选择

您目前是否在继续帮助照看您的成年子女的孩子

进一步看，在“在料

您的成年子女”的

您目前是否在帮助您的



成年子女做这些家务”的回答

5)。不仅如此，即便在问及“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表明了态度

完全同意”）这一说法，而只有

，此外还有 0.2％的人表示“

助作用。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不难看出

从家庭养老上看，其在精神慰藉

趋势。这种反向趋势突出表现在

父母做家务，相反，却出现了父辈对子辈的

并帮子女料理家务等。 

具体来看，当前子代对父代生活照料

表现在对父辈基本权利的不尊

庭内部，家庭成为了其活动的主要场所

乐等活动的权利。但是，子女常常要求老年人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孙辈并承担过多的家务

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老人的自由

表现在对父辈人格的不尊重上

即生活上对老人依赖一点，经济上对老人刮一些

求和精神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许多老年人精神生活贫乏而单调

有经常性的情感沟通和交流，

轻视乃至歧视老人的这种需求

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虐待

表现在子女对下一代投人过多精力而忽视对父辈的关心

亲身感受到一种社会现象一一大多数家庭生活以孩子为中心

子的消费几乎是有求必应，关注下一代甚于关注上一代

际关系重心下移的现象的主要原因有

的综合作用，使得家庭代际关系的重心由父代转移到子代身上

；二是社会转型的进程促使家庭代际关系的重心由父代下移到子代身上

 

综上可见，传统家庭的代际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

社」会伦理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深刻的变化。基于实证调查的情况表明

活上给｝子女增加更大的负担

的回答上，34.3％的人选择了“是”,65.7％的人选择了

“即使子女婚后分开住，父母富裕了也应该帮助子女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表明了态度，其中高达 83.0％的人表示同意（包括

而只有 16.7％的人表示不同意（包括“完全不同意”

“不知道”。这表明，当前人们从内心上普遍认同父母对子女的帮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当前子女对于父辈的日常帮助明显少于父辈对子女的帮助

其在精神慰藉、生活照料等方面不仅出现了弱化的现象，而且呈现出反向的

这种反向趋势突出表现在：虽然半数的子女经常探望父母，然而却很少照料父母和帮助

却出现了父辈对子辈的“逆反哺”―父辈代替子辈对孙辈进行隔代照料

当前子代对父代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弱化，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

表现在对父辈基本权利的不尊重上。虽然老人退休后生活的主要活动范围从社会转到了家

家庭成为了其活动的主要场所，但是，老人也应该享有闲暇时间进行社交

子女常常要求老年人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孙辈并承担过多的家务

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老人的自由，导致老年人负担过重。 

表现在对父辈人格的不尊重上。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子女对老人实行“

经济上对老人刮一些，手头上对老人紧一些闭，致使其基本生活需

。子代对父代的人格不尊重还表现在对老年人情感需求的忽

许多老年人精神生活贫乏而单调，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孤独感和寂寞感。老年人希望能够和晚辈

，然而，许多中青年人不仅对此没有去积极的回应

轻视乃至歧视老人的这种需求。所有这些，不仅是对老年人人格的不尊重，而且也是对老年人

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虐待。 

表现在子女对下一代投人过多精力而忽视对父辈的关心。在日常生活中，

亲身感受到一种社会现象一一大多数家庭生活以孩子为中心，一切围绕孩子转

关注下一代甚于关注上一代，出现了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的现象

际关系重心下移的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等因素

使得家庭代际关系的重心由父代转移到子代身上，孩子成为家庭代际关系的重点

二是社会转型的进程促使家庭代际关系的重心由父代下移到子代身上。 

四、结语与思考 

传统家庭的代际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是存在着深厚基础的一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已发生了

基于实证调查的情况表明，老年人既需要来自晚辈的关怀和照顾

子女增加更大的负担。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正确应对代际关系变迁带来家庭养老功能

的人选择了 “否”（见表

父母富裕了也应该帮助子女”这一问题时

包括“同意”和 “

”和“不同意”)

当前人们从内心上普遍认同父母对子女的帮

 

当前子女对于父辈的日常帮助明显少于父辈对子女的帮助。

而且呈现出反向的

然而却很少照料父母和帮助

父辈代替子辈对孙辈进行隔代照料，

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 

虽然老人退休后生活的主要活动范围从社会转到了家

老人也应该享有闲暇时间进行社交、学习、娱

子女常常要求老年人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孙辈并承担过多的家务

“三点式”策略，

致使其基本生活需

子代对父代的人格不尊重还表现在对老年人情感需求的忽视上。

老年人希望能够和晚辈

许多中青年人不仅对此没有去积极的回应，相反还漠视、

而且也是对老年人

，我们随处可见并

一切围绕孩子转，很多父母对孩

心下移的现象。代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等因素

孩子成为家庭代际关系的重点

是存在着深厚基础的一种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已发生了

老年人既需要来自晚辈的关怀和照顾，又不愿意在生

应对代际关系变迁带来家庭养老功能



的弱化问题，无疑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重要，也

是必须予以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