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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健康老龄化”的概念被首次提出［1］，世

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位为全球性发展战略目标［2］。随

着“健康老龄化”概念的发展，其进一步衍化为“发展

和维护老年健康生活所需的功能发挥的过程”［3］。

在我国，“健康老龄化”概念主要包括个体、家庭、老

年群体以及社会环境四个层次［4］。陆杰华等［5］认为

“健康老龄化”应该遵循因地制宜的准则，将健康放

在与人力资本同等重要的位置，从传统观念中的

“治病”转变为新理念中的“健康维护”。穆光宗等［6］

则进一步将“健康老龄化”延伸到追求终身健康、

多维健康以及全民健康的视角。支持该观点的学

者还有邬沧萍［7］、葛延风［8］、廖芮［9］、杜鹏［10］等。其

中，杜鹏等［10］赞同通过推进医养结合、重视老年友

好环境、维护老年人核心权益的方式来促进中国

健康老龄化政策体系的完善。此外，邓诺等［11］更

加强调政府在健康老龄化进程中的作用，加强护

工队伍以及专业人才的建设。在此背景下，研究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对于提

高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和加快健康老龄化进程具

有重要意义。

当前，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社区服务网络

以及老年服务机构建设方面的资源投入力度不

够。相对于城市，农村医疗资源稀缺和医疗资源

分配不均的问题更加严峻，因而农村老年人健康

问题更应该受到社会的关注。目前，中国农村地

区的养老方式包括家庭、集体、社会三个层次［12］。

但是受“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影响［13］，老年人对

机构养老多持否定意见［14-15］，老年人日常照料的获

取更加倾向于来自子女帮助［16］，因而农村老年人

的赡养主体仍然是子女［17-18］。本文探究子女代际

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这对健康老龄化

观念的构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

就子女代际支持与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关系而

言，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并无定论。一方面，有学者

认为子女代际支持有效促进了老年人健康。在照

料支持方面，子女在提供照料支持时，与老年人有

效沟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获得良好的精神

状态［19］，并且降低其抑郁的可能性［20］，进而对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和身心健康起到促进作用［21-22］。赵

蒙蒙等［23］认为老年人缺少子女照料支持，福利水

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损害，进而降低老年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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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和精神健康水平。在经济支持方面，

Scodellaro等［24］研究表明，获得经济支持的老年人

健康水平更高。并且老年人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

可以提升其在基本生活和医疗服务方面的需求，

进而达到减缓老年人认知衰退的目的［25-27］。在情

感支持方面，安云凤［28］认为，孝道文化的道德精华

是养亲和敬亲，而且孝道观念是子女与老年人情

感交流的纽带，子女情感支持可以有效提高老年

人的健康水平。具体而言，随着子女情感支持的

增加，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心理压力以及孤独感会

得到显著缓解［29-31］，这种效果往往在女性老年人中

会更加显著［32］。

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则认为子女代际支持可能

会降低老年人健康水平。在照料支持方面，研究发

现，当老年人接受子女照料支持或者与子女同住

时，其健康水平降低，这可能是子女的照料让老人

对自身健康水平没有清晰认知［33］，导致“用尽废退”

的产生［34］。在经济支持方面，张文娟等［16］认为，老

年人过度依赖于子女的经济支持会造成心理和生

理的双重负担。与此同时，子女的经济支持会在一

定程度上伤害老人的自尊心，增加老年人抑郁的可能

性［35］。在情感支持方面，子女过度的情感支持会降

低老年人健康水平，具体表现为老年人无能感和消

极老化态度的产生以及自我效能感的降低［36-38］。此

外，仅有少数学者支持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水

平没有影响的论断。一些研究发现，经济支持对老年

人健康水平影响不显著［31，39］。

已有文献存在如下局限性：第一，部分研究样

本缺乏代表性。第二，仅探讨子女对老年人某一个

方面的支持，缺少对代际支持三方面的综合效应。

第三，目前，尚欠缺对我国老年人城乡差异的考虑，

而农村老年人在公共资源分配和公共资源共享方

面处于劣势地位，更加需要子女代际支持。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假说 1a：子女代际照料支

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说

1b：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假说 1c：子女代际情感支持对农村

老年人自评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说2：子女代

际支持通过促进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进而提高

农村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

分析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

响。进一步地，本文检验该影响是否存在年龄、性

别以及区域差异。同时，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检验子女代际支持与农村老年人健康之间的关系，

以丰富对子女代际支持这一社会现象的理论认

识。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有：第一，在日趋严

重的老龄化背景下，运用CFPS调查数据，探究子女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样本可以

有效提升研究的普适性和代表性，在丰富已有研究

的基础上，能够为子女代际支持行为提供参考，具

有一定的现实价值。第二，本文从照料支持、经济

支持、情感支持三个方面出发，分析结果更加有效

和全面，并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分析子女代际支持

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更加清晰

地认识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作用路径，拓

宽研究深度。第三，本文基于农村样本分析子女代

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对呼吁

社会关切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一、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来源于 CFPS，此数据包括个体、家

庭、社区三个层次，采取科学的概率抽样方法，对

涉及的每个家庭开展全面深度调研［40］，有效反映中

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人口规模、健康的变化。目标样

本覆盖多个省份，样本数目为16 000户，数据两年一

更新，现已更新至2020年。本文选取 2016年、2018
年以及2020年的数据，用年龄、地区作为筛选标准，

把60岁以下且是城镇人口的样本剔除，从成人数据

库中筛选得到农村老年人。在剔除无关和缺失样

本之后，共获得有效样本6 652份，其中2016年农村

老年人的样本为2 213份，占总样本的 33.27%，2018
年农村老年人的样本为 2 301 份，占总样本的

34.59%，2020年农村老年人的样本为2 138份，占总

样本的32.14%。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自评健康。自评健康是农村

老人对自身健康的综合评判指标［41］。基于 CFPS
测量问题“你认为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如何”，构

建二分类变量“健康”和“不健康”，“不健康”用 0
来表示，对应问卷中的“一般”和“不健康”；“健康”

用 1来表示，对应问卷中的“比较健康”“很健康”以

及“非常健康”。

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子女代际支持，由经济支持、

工具支持和情感支持三个方面构成［16］，其中工具支

持涵盖日常生活照料和家务支持两方面［42］。照料

支持的测量问题是“过去６个月子女ｉ是否为你

料理家务或照顾你的饮食起居”，1表示提供照料

支持，0表示不提供照料支持；经济支持的测量问

题是“子女 i是否向你提供经济帮助”，1表示提供

经济支持，0表示不提供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的测

量问题是“过去 6 个月，你与你的子女 i 关系如

何”，答案中的“一般”“不大亲近”和“很不亲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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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0，表示不亲近，答案中的“亲近”和“很亲近”

取值为 1，表示亲近。

3. 控制变量

基于现有的研究［43-45］，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

龄、学历、婚姻、家庭人口数、生病由谁照顾、慢性病

情况、身体是否不适、锻炼次数、饮酒情况、和家人

吃饭的次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具体变量定义如

表1所示。

变量

因变量

自评健康

照料支持

经济支持

情感支持

中介变量

生活满意度

控制变量

性别

年龄

学历

婚姻

家庭人口数

生病由谁照顾

慢性病情况

身体是否不适

锻炼次数

饮酒情况

和家人吃饭次数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变量赋值

健康=1，不健康=0
提供照料支持=1，不提供照料支持=0
提供经济支持=1，不提供经济支持=0
亲近=1，不亲近=0

0~5

男=1，女=0
60岁以上的连续变量

初中以下=0，初中及以上=1
在婚（有配偶）=1，其他=0
连续变量

子女或其配偶/孙子女或其配偶=1，其他=0
是=1，否=0
是=1，否=0
连续变量

是=1，否=0
连续变量

领取=1，未领取=0
参保=1，未参保=0

均值

0.527
0.454
0.626
0.241

4.125

0.519
67.453
0.062
0.839
4.016
0.316
0.295
0.411
4.213
0.160
6.161
0.687
0.929

标准差

0.499
0.498
0.483
0.062

0.996

0.500
5.587
0.240
0.368
2.233
0.465
0.456
0.492
3.718
0.367
2.162
0.463
0.258

最小值

0
0
0
0

1

0
60
0
0
1
0
0
0
0
0
0
0
0

最小值

1
1
1
1

5

1
98
1
1

21
1
1
1

28
1
7
1
1

表 1 变量含义与描述性分析结果

（三）研究方法

1.基准模型

Probit模型：Healthi=F（βSupporti+∑j = 1
n wjMi +εi）

（1）
OLS模型：Healthi=βSupporti+∑j = 1

n wjMi +εi （2）
Healthi表示农村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Supporti

表示老年人子女对其的代际支持，主要包括照料支

持、经济支持以及情感支持三个方面。Mi表示其他

控制变量，主要有性别、年龄、学历、婚姻、家庭人口

数、生病由谁照顾、慢性病情况、身体是否不适、锻

炼次数、饮酒情况、和家人吃饭次数、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等。β是回归的参数，通过β的方向和显著性

可以判断出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

的影响方向，以及子女代际支持是否会对农村老年

人自评健康产生影响，εi表示残差。

2. 中介效应模型

本研究主要分析的是代际支持对老年人自评

健康的影响，同时分析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如

图1所示。

参考Baron和Kenny（1986）［46］、Thapa（2010）［47］、

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48］、江艇（2022）［49］等学者的

研究，中介效应检验有以下步骤：

Yit=aSupport+∑（βj×Controlit）+εit （3）
Mit=bSupport+∑（βj×Controlit）+εit （4）
Yit=cSupport+dMit+∑（βj×Controlit）+εit （5）
系数a表示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

康的影响，代表了未加入中介变量生活满意度时的

总效应；系数 b是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的直接效应；系数 d为中介变量加入总体回

归之后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力度，c是诠释了中介效

应之后，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直

接解释效应。如果回归系数 a、b、c、d显著性变化，

则说明生活满意度是子女代际支持影响农村老年

生活满意度
Mit

子女代际支持
Support

农村老年人
自评健康Yit

图 1 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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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评健康的作用机制（完全中介或部分中介）。

3. 倾向性得分匹配模型

为进一步消除因受访者个体特征而出现选择性

偏误问题，本文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PSM）方法提高

研究结论的准确性［50］。根据组别之间的概率相似特

性进行匹配，主要将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倾向得分，

由模型（6）计算出的概率即为倾向得分，进一步采用反

事实估计能计算出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

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式（7）中，Y1表示得到

子女照料支持与情感支持的自评健康数值，Y0表示未

得到子女照料支持与情感支持的自评健康数值。由于

Y0具有不可直接观测性，故通过ATT数值进行观测。

PSi= P（Xi）=Pi（Di=1|Xi）= exp(βXi)1 + exp(βXi) （6）
ATT=E（Y1|D=1）-E（Y0|D=1） （7）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一）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

影响

基于CFPS 2016年、2018年以及2020年的混合

横截面数据得到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其中

（1）（2）（3）是 Probit 回归结果，（4）是 OLS 回归结

果。研究结果显示，子女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对农

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在0.1%水平下显著为正，即

子女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积极促进农村老年人的

自评健康水平，而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无

显著性影响。因此，子女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能显

著提升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而子女经济支持与

否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没有影响，以上结果也

验证了假说1a和1c的正确性。

类别

照料支持
经济支持
情感支持
性别
年龄
学历
家庭人口数
婚姻
生病由谁照顾
慢性病状况
身体是否不适
锻炼情况
饮酒情况
和家人吃饭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常数项
观测值
Pseudo R2

Probit回归结果
（1）

0.113***（0.034）

0.133***（0.036）
-0.006*（0.003）
0.200***（0.071）
0.006（0.008）
0.003（0.053）

-0.225***（0.039）
-0.486***（0.037）
-0.790***（0.034）
0.028***（0.004）
0.106**（0.047）
-0.011（0.008）
-0.028（0.036）
0.116*（0.064）

-0.465*（0.274）
6 652
0.129

（2）
0.022（0.034）

0.132***（0.036）
-0.006*（0.003）
0.195***（0.071）
0.010（0.008）

-0.009（0.053）
-0.204***（0.038）
-0.484***（0.037）
-0.785***（0.034）
0.029***（0.004）
0.105**（0.047）
-0.010（0.008）
-0.026（0.036）
0.113*（0.063）

0.707***（0.238）
6 650
0.128

（3）

0.270***（0.055）
0.139***（0.036）
-0.006*（0.003）
0.198***（0.071）
0.010（0.008）

-0.017（0.053）
-0.214***（0.038）
-0.482***（0.037）
-0.777***（0.034）
0.029***（0.004）
0.106**（0.047）
-0.012（0.008）
-0.026（0.036）
0.117*（0.064）
0.476**（0.243）

6 652
0.130

OLS回归结果（4）
0.042**（0.021）
-0.010（0.021）
0.101***（0.033）
0.111***（0.021）
-0.003（0.002）
0.110***（0.041）
0.008*（0.005）
-0.039（0.032）

-0.137***（0.023）
-0.369***（0.022）
-0.582***（0.021）
0.015***（0.003）
0.109***（0.028）
-0.006（0.005）
-0.013（0.021）
0.084**（0.038）
2.517***（0.144）

6 652
0.218

表 2 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

*：P<0.05，**：P<0.01，***：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1. 更换因变量

为了使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采用流调中

心用抑郁量表（CES⁃D）中的 8个精神健康问题，来

衡量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每个问题分为4
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4分，得分越高代表心理越健

康，总分为8~32分。如表3所示，其中（1）表示子女

照料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回归结

果，（2）表示子女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

影响的回归结果，（3）表示子女情感支持对农村老

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4）表示子女代际

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研

究结果显示，稳健性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子

女照料支持和子女情感支持积极促进农村老年人

心理健康水平且显著为正。而子女是否提供经济

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因此，前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2. PSM
采用PSM并基于近邻匹配、卡尺匹配以及核匹

配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发现近邻匹配、卡尺

匹配以及核匹配结果在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照

料支持以及情感支持显著促进老年人的自评健康

水平，照料支持可以使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提

升4.0%以上，情感支持可以使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

水平提升8.7%以上。由前文分析可知，农村老年人

自评健康水平受到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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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而不受经济支持的影响。在本部分之后的分

析只详细汇报子女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对农村老

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不具体汇报经济支持对农村

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

表 4 PSM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照料支持

情感支持

近邻匹配
卡尺匹配
核匹配

近邻匹配
卡尺匹配
核匹配

处理组
样本数

3 016
3 016
3 016

6 013
6 013
6 013

对照组
样本数

3 636
3 636
3 636

639
639
639

处理组的
平均处理

效应

0.040***

0.040***

0.484***

0.091***

0.087***

0.103***

标准
差

0.015
0.015
0.014

0.023
0.023
0.021

t值

2.69**

2.69**

2.69**

3.87**

3.80**

4.85**

**：P<0.01，***：P<0.001。
表 5是对匹配结果的平衡性检验，大多数变量

在匹配之前显著，而在匹配之后不显著，这表明样

本的选择偏差问题已经被很大程度上消除，样本的

平衡性结果较好。该模型的伪 R2 在匹配后为

0.001，表明该样本经过PSM纠正选择性偏差之后，

对照料支持以及情感支持的影响效应显著降低，证

明该结果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

（三）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

异质效应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子女代际支持中的照料支

持和情感支持促进了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在此

背景下，基于年龄、性别以及东中西部差异的农村

老年人受到子女代际支持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

此，本文从年龄、性别以及东中西部差异视角切入，

考察子女代际支持影响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横

截面差异。

1. 基于年龄差异视角的检验

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存在客

观变差趋势，因此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村老年人对子

女提供代际支持需求也有所不同。故本文基于老

年人的年龄差异，将样本分为低龄组（60~69岁）和

高龄组（70岁及以上），检验结果详见表 6，其中（1）
表示子女照料支持对低龄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的

回归结果，（2）表示子女情感支持对低龄老年人自评

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3）表示子女照料支持对高龄

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4）表示子女情感

支持对高龄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子

女照料支持和子女情感支持对60~69岁老年人有更

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7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影响

则不显著。由此可知，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女照料

支持和子女情感支持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逐渐

减弱。

类别
照料支持
经济支持
情感支持
常数
控制变量
观测值
Pseudo R2

（1）
0.223**（0.109）

23.370***（0.759）
控制
6 599
0.147

（2）
0.002（0.109）

23.330***（0.760）
控制
6 598
0.146

（3）

1.665***（0.176）
21.820***（0.770）

控制
6 599
0.158

（4）
0.303***（0.111）
-0.088（0.111）
1.730***（0.178）

21.850***（0.770）
控制
6 598
0.159

表 3 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P<0.01，***：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项目

照料支持
情感支持
常数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Pseudo R2

60~69岁
（1）

0.056***（0.014）
0.665***（0.040）

控制
是

4 567
0.175

（2）
0.116***（0.023）
0.587***（0.045）

控制
是

4 567
0.177

70岁及以上
（3）

0.006（0.021）
0.530***（0.050）

控制
是

2 085
0.156

（4）
0.052（0.034）

0.487***（0.058）
控制
是

2 085
0.157

类别

照料支持

情感支持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伪 R2

0.070
0.000

0.015
0.001

LRχ2

643.86
2.54

62.65
12.19

P值

<0.001
0.999

<0.001
0.512

均值
偏差

16.3
0.9

7.6
1.3

中位数
偏差

11.5
0.6

5.9
0.4

误差
占比（%）

75
25

25
25

表 5 匹配结果的平衡性检验

表 6 基于年龄差异的异质性检验

***：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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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性别差异视角的检验

表 7中（1）表示子女照料支持对女性老年人

自评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2）表示子女情感支

持对女性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3）
表示子女照料支持对男性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

的回归结果，（4）表示子女情感支持对男性老年

人自评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研究结果可知，子

女照料支持对女性老年人的影响更大，子女情感

支持对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无论男女都

显著为正。

项目

照料支持
情感支持
常数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Pseudo R2

女性
（1）

0.046***（0.017）
0.606***（0.043）

控制
是

3 200
0.161

（2）
0.078***（0.029）
0.556***（0.050）

控制
是

3 200
0.161

男性
（3）

0.036**（0.0161）
0.692***（0.046）

控制
是

3 452
0.155

（4）
0.108***（0.025）
0.616***（0.050）

控制
是

3 452
0.158

**：P<0.01，***：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7 基于性别差异的异质性检验

3. 基于东中西部差异视角的检验

前文结果表明，子女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可显

著提升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而地区之间的医

疗水平、风俗习惯以及人居环境有着显著差异，那

么不同地区的农村老年人对子女代际支持需求是

否存在差异？本文基于老年人所在地区差异，将样

本分为西部、中部、东部三组，表8中（1）表示子女照

料支持对西部地区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的回归结

果，（2）表示子女情感支持对西部老年人自评健康

影响的回归结果，（3）表示子女照料支持对中部地

区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4）表示子女

情感支持对中部地区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的回归

结果，（5）表示子女照料支持对东部地区老年人自

评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6）表示子女情感支持对

东部地区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检验

结果表明照料支持对中部和东部地区老年人自评

健康水平具有较大的影响，而对西部地区老年人自

评健康水平影响不显著。陆杰华等［51］认为子女收

入水平以及老年人拥有的子女数量会影响其健康

状况和所获得的家庭照料。实际上，受传统文化的

影响，家族观念和家庭养老方式可能仍然根植于中

国西部的农村地区［52］。因此，在西部地区老年人子

女数量多，中部和东部地区独生子女占多数的现实

情况下，照料支持对中部和东部地区老年人自评健

康影响更显著。对于老年人来说，子女情感支持是

维系老年人晚年生活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的关键

纽带，故情感支持对西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农村

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均是重要因素。

项目

照料支持
情感支持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Pseudo R2

西部
（1）

0.002（0.022）

0.513***（0.153）
控制
YES
1 990
0.152

（2）

0.087**（0.035）
0.536***（0.067）

控制
YES
1 990
0.154

中部
（3）

0.051**（0.021）

0.784***（0.144）
控制
YES
2 084
0.188

（4）

0.082**（0.037）
0.602***（0.071）

控制
YES
2 084
0.187

东部
（5）

0.061***（0.019）

0.992***（0.133）
控制
YES
2 576
0.173

（6）

0.093***（0.029）
0.622***（0.054）

控制
YES
2 576
0.173

表 8 基于东中西部的异质性检验

**：P<0.01，***：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四）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的作用机制检验

表 9是基于生活满意度中介变量作用机制检

验的结果，（1）（2）（3）表明存在着“子女照料支持

—生活满意度—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传导机

制，即子女代际照料支持显著提升了生活满意度

（系数为 0.092，在 0.1%水平上显著），且生活满意

度显著提升了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系数为

0.034，P<0.001）。（4）（5）（6）表明存在着“子女情感

支持—生活满意度—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传

导机制，即子女代际情感支持显著提升了生活满

意度（系数为 0.425，P<0.001），且生活满意度显著

提升了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系数为 0.072，P<
0.001）。上述结果显示，子女代际支持通过提升农

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进而增加了农村老年

人自评健康水平。以上结果也验证了假说 2的正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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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结论是否可靠，本文对代际支持与农

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中介效应进行 Sobel检验。经

检验结果可知，Z值的系数均在 0.1%水平下显著，

即此中介效应具有有效性，也表明农村老年人的生

活满意度确实在子女代际支持与老年人自评健康

之间起中介作用。

变量

照料支持
情感支持
生活满意度
常数项
Pseudo R2

F值
观测值
Sobel检验
Goodman检验 1
Goodman检验 2
中介效应系数
直接效应系数
总效应系数
中介效应比例

健康（未加入生

活满意度）（1）
0.039***（0.012）

0.752***（0.082）
0.169

96.38***

6 647
0.004***（Z=3.002）
0.004***（Z=2.986）
0.004***（Z=3.018）
0.004***（Z=3.002）
0.037***（Z=3.161）
0.041***（Z=3.497）

0.101

生活满意度（2）
0.092***（0.025）

3.061***（0.175）
0.041

20.08***

6 647

健康（加入生活

满意度）（3）
0.034***（0.012）

0.052***（0.006）
0.593***（0.083）

0.179
96.62***

6 647

健康（未加入生

活满意度）（4）

0.094***（0.019）

0.673***（0.083）
0.171

97.50***

6 647
0.021***（Z=6.668）
0.021***（Z=6.650）
0.021***（Z=6.687）
0.021***（Z=6.668）
0.073***（Z=3.802）
0.094***（Z=4.917）

0.225

生活满意度（5）

0.425***（0.041）

2.690***（0.177）
0.054

27.25***

6 647

健康（加入生活

满意度）（6）

0.072***（0.019）
0.050***（0.006）
0.539***（0.084）

0.180
97.09***

6 647

***：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子女照料支持 子女情感支持

表 9 中介效应检验（生活满意度）

三、结论与对策

（一）研究结论

受“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影响［13］，老年人对机

构养老的认可度不高［14-15］，老年人日常照料更加倾

向于获取子女的帮助［16］。因而，农村老年人的赡养

主体仍然是子女［17-19］。本文基于 CFPS 的三期数

据，通过实证研究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

评健康水平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子女的

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可以显著提升农村老年人自

评健康水平，而子女的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

评健康的影响不显著。第二，子女代际支持对农

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一方面，子

女代际支持对低龄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自评健

康水平影响相对较大，另一方面，与西部地区相

比，中部和东部地区农村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

更容易受到子女代际支持的影响。第三，机制检

验表明，子女代际支持促进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

满意度，进而对自评健康水平产生提升作用，故存

在着“子女代际支持—生活满意度—农村老年人自

评健康”的传导机制。

（二）启示与政策建议

随着城乡融合的不断深化，在推动健康老龄化

的过程中，家庭养老功能在逐步减弱，导致仅依赖

于子女代际支持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可持续性危

机。因此，为了有效发挥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

人自评健康的促进作用，政府、社会和老年人子女

应着眼于低龄老年人、性别差异以及地区差异化三

个方面，为提升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创造得天独厚

的内外条件。

从低龄老年人来看，政府应大力宣传健康知

识，弘扬子女孝敬父母传统美德，营造和谐温馨的

社会氛围。同时，社会和子女应充分重视老年人健

康，促使低龄老年人健康问题得到应有的关切。政

府应大力宣传健康老龄化理念，积极倡导子女科学

照料老人，逐步构建多元化养老格局，形成更加专

业化的照料服务体系。此外，定期在社区开展免费

体检、慢性病知识竞赛、健康生活讲座等，促进低龄

老年人健康意识的形成。

从性别差异来看，丰富女性老年人晚年生活，

从整体上促进女性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高。鼓励

女性老年人多参与社交活动，结交更多的朋友，扩

大自己的社交圈，减轻对子女的过度依赖心理，提

升女性老年人与社会交流的频率。此外，可在社区

开展一些有趣味性的老年健身课程和女性健康课

程，充实老年人的生活，提升其生活满意度。

从地区差异来看，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政策，统

筹考虑农村老年人所在地区特征并落实差异化措

施。实证结果表明，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和东部地

区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更容易受到子女代际支持

的影响。因此，在政策制定和推进健康老龄化的进程

中，政府应该充分根据地区差异给予农村子女可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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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就业机会和就业补贴，鼓励农村子女更好地发挥

代际支持作用，给予农村老年人更多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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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on the self⁃
rated health of rural elderly population

MA Guangbo，LIU Sunli，XU Kun
School of Fi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00，China

Abstract：The article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on the self⁃
rated health level of rural older adults based on data from three periods of the China Family Tracking Survey
（CFPS） in 2016，2018 and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ldren’s caregiving support and emotional suppor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elf ⁃ assessed health level of rural older adults，and OL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were used to find that the above results still hold；the self⁃assessed health level of older adults
of younger age，female，and those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are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children’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and there exists a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 life satisfaction ⁃ self⁃rated health of rural elderl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n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healthy aging.

Key words：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rom children；rural elderly population；self⁃rated health；healthy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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