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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年我

国有2.44亿流动人口，虽然流动人群中仍以年轻人

为主，但老年人比重在逐渐升高，2000年我国流动老

年人数量为503万人，2015年这一数量已达1 304万，

约为2000年的2.6倍［1］。相较于青年流动人口，流动

老年人因受自身“衰老”与“流动”特征的双重影响，

面临的健康风险明显升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

康的定义，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2］。此

外，有研究发现与青年流动人口相比，流动老年人的

心理健康更容易受到流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负面效

应［3］。然而，既往关于流动老年人的研究多局限于身

体健康方面，忽视了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

生活满意度，主要指当个人的愿望或者需求

得到满足时对目前生活现状的一种主观感受程

度，是衡量个人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4］。

王一笑［5］的研究指出，目前我国有 77.3%的老年人

对生活感到满意，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仍有上升

空间。代际支持是指家庭内部子女与父母之间的

资源互换关系，是代际关系下的一种表现形式，也

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国内学

者普遍将代际支持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

支持三个方面［6-8］。生活满意度是衡量个人心理健

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大量研究发现，代际支持

是影响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Lee
等［9］研究指出，无论向上或向下的代际经济支持都

能显著促进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周坚等［10］

研究发现，相较于无情感支持的老年人，有情感代

际支持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而在生活照料方面

未发现明显差异。总体而言，代际支持是影响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相较于一般老年人，流动老

年人作为一种特殊的老年群体，受“流动”特征的影

响，其面对的健康风险往往更高。因此，我们推测代

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但是，

代际支持是如何影响流动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呢？

本研究拟探索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

作用机制，并提出假设一：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具有预测作用。

心理弹性是指个体在面临逆境、创伤、悲剧、威

胁、艰辛及其他生活重压下能够良好适应的“反弹

能力”［11］。心理弹性最早研究聚焦于创伤后儿童的

心理恢复能力，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心理健康研究者

的重视。多项在青少年群体的研究显示，心理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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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活满意度关系密切，心理弹性对生活满意度有

一定的预测作用［12-13］。廖红［14］关于老年人心理弹性

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心理弹性

对其生活满意度有着积极的作用。子代向父代提

供支持可有效增加老年人应对不良事件的资源［15］，

如解决问题的建议、生活上的照料和经济上的支

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弹性。因

此，我们推测心理弹性可能是代际支持预测流动老

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中介，进而提出假设二：心理弹

性在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中

起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

项任务进行的推测与判断。自我效能不仅对一个

人的动机和思维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决

定个体对行为的选择与行为的坚持、对待困难的

态度和努力程度，以及情感和情绪方面都发挥强

大作用［16］。许琪等［17］研究发现，老年人单方面得到

子女支持并不能显著提升其满意度，还要存在其对

子女的回馈，才对其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在中

国的文化背景下，给予子女一定的支持也是其自我

效能的一种体现。孔祥玲等［18］和方必基等［19］的研

究都发现，老年人自我效能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正

向的预测作用。此外，吴芳等［20］对老年人亲子支持

和自我效能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老年人

自我效能对其主观幸福感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接

受独生子女的情感、物质支持通过自我效能对主观

幸福感有间接的预测作用。由于缺少对自我效能

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研究，且生活满意度是主

观幸福感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推测自我效能可能

是代际支持预测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中介，进

而提出假设三：自我效能在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

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将对代际支持与流动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并对心理弹性和自我

效能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考察，以期深入揭示流动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一、资料和方法

（一）资料收集

本研究对象为年老后随子女迁居南京市的流

动老年人，研究者于 2020年在南京市江宁区、鼓楼

区、玄武区、栖霞区和建邺区的近 30个街道和社区

进行问卷调查。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本次调研

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式，统一组织调研员进入各街

道和社区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访谈。通过联系街道

工作人员及居家养老服务站点工作人员等方式，对

调研人群进行严格的筛选，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

研对象的依从性。为保障数据的质量，在调研开始

前我们对调研员进行统一、规范的培训，并在录入

过程中采用双人双轨录入的方法。最终共计回收

问卷 654份，具体的纳入标准为：①年龄≥60岁；②
户口未迁入南京市；③迁居南京市的时间≤5年。排

除标准为：①已在南京市落户；②迁居南京市的年

限>5年。

（二）研究变量

1. 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以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采用Diener等［21］编

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进行测量。量表共计5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

方式，“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分别对应 1~7分，

得分越高即个体生活满意度越高。经验证性因子

分析检验，删除条目 5“如果我能重新活过，差不多

没有东西我想改变”后，模型的拟合结果较好：χ2/df=
1.186， RMESA=0.017， GFI=0.998， CFI=0.991，
SRMR=0.008。修正后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

0.921，内部信度较好。

2. 自变量：子女代际支持

以子女向父母提供的代际支持作为自变量，主

要包括子女向父母提供的三类代际支持：情感交

流、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分别以“从各方面考虑，

您觉得和这个子女在感情上亲近吗？”“过去一年，

子女是否给您提供生活照料帮助，例如家务、生活起

居等？”“过去一年，这个子女是否给您提供各种包括

钱和物在内的经济资助？”三个题项进行测量。该测

量模型的Cronbach’α系数为0.741，信度可接受。

3. 中介变量：自我效能和心理弹性

采用Schwarzer等［22］编制、王才康等［23］修改的一

般自我效能量表（general self efficacy scale，GSES）对
自我效能进行测量。量表共计10个条目，采用4点
计分方式，“完全不正确”~“完全正确”分别对应1~4
分，得分越高即个体自我效能越高。经验证性因子

分析检验，删除条目 2“即使别人反对我，我仍有办

法取得我所要的”后，模型的拟合结果可接受：χ2/df=
4.174， RMESA=0.070， GFI=0.962， CFI=0.968，
SRMR=0.031。修正后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

0.893，内部信度较好。

采用心理弹性量表简版［24］（10⁃item⁃ Connor⁃Da⁃
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10）对心理弹性进

行测量。量表共计 10个条目，采用 5点计分方式，

“几乎从不如此”~“几乎总是如此”分别对应0~4分，

得分越高即个体心理弹性越好。经验证性因子分

析检验，删除条目1“我能够适应变化”后，模型的拟

合结果可接受：χ2/df=4.494，RMESA=0.073，GFI=
0.958，CFI=0.970，SRMR=0.032。修正后该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为0.914，内部信度良好。

具体的变量描述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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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分析

运用SPSS软件和AMOS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

分析、信效度检验、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Harman单
因素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构建和Bootstrap
中介效应分析等。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一）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的654份样本中，女性老年人相对较多，

共438人（67.0%），男性仅216人（33.0%）；年龄60～
86岁，平均年龄 66.05岁，其中 60～69岁老年人居

多，共511人（78.2%），80岁及以上老年人最少，仅7
人（1.3%）；以已婚老年人为主，共553人（84.6%），其

中 396 人（71.6%）与配偶住在一起，丧偶者 90 人

（13.8%），离婚者仅 11人（1.7%），占比最低；未完成

学业教育的老年人共167人（25.5%），小学、初中、高

中/中专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分布相对均匀，分别为

187人（28.6%）、158人（24.2%）和104人（15.9%），38
位老年人（5.8%）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农业户口老

年人较多，共 453人（69.3%），非农业户口老年人相

对较少，仅201人（30.7%）。大部分老年人因照料晚

辈迁居南京，共计 506人（77.4%）；其次为因养老迁

居南京，共86人（13.1%）；其他原因（如务工经商等）

相对较少，仅62人（9.5%）。

（二）共同方法偏差与信效度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素方法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

差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 0.946，5个因子的特

征根大于1且未旋转前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

41.1%，低于临界值 50.0%，表示本研究不存在明显

的共同方法偏差。

信度分析显示，代际支持、自我效能、心理弹

性和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工具的Cronbach’α系数和

组合信度 CR值均大于 0.7，说明各测量工具的信

度较好。

效度分析显示，各测量工具的因子负荷量（Std）
和收敛效度（AVE）均大于0.5，说明各测量工具的效

度较好（表2）。各测量变量的 AVE 均大于各变量

的相关系数，且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

其他因子模型，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佳（表3），

说明四个测量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变量

因变量

自变量

中介变量

生活满意度

代际支持

自我效能

心理弹性

情感交流

生活照料

经济支持

变量定义

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少许不同意=3；中立=
4；少许同意=5；同意=6；非常同意=7

不亲近=1；有点亲近=2；很亲近=3
没有=1；偶尔=2；经常=3
没有=1；偶尔=2；经常=3
完全不正确=1；有点正确=2；多数正确=3；完全正

确=4

几乎从不如此=0；极少如此=1；有时如此=2；常常

如此=3；几乎总是如此=4

题号

SWLS1
SWLS2
SWLS3
SWLS4
IS1
IS2
IS3
GSES1
GSES3
GSES4
GSES5
GSES6
GSES7
GSES8
GSES9
GSES10
RISC2
RISC3
RISC4
RISC5
RISC6
RISC7
RISC8
RISC9
RISC10

均值

5.410
5.480
5.580
5.280
2.670
2.250
2.047
2.720
2.350
2.500
2.480
2.630
2.630
2.500
2.630
2.510
2.312
2.222
2.003
2.217
2.231
2.205
2.341
2.642
2.514

标准差

1.234
1.144
1.134
1.256
0.521
0.803
0.680
0.740
0.865
0.850
0.824
0.803
0.783
0.809
0.816
0.873
0.993
0.994
0.982
0.969
0.975
0.973
1.065
0.943
0.950

表1 变量描述 （n=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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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相关性分析

如表 4所示，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自我效

能、心理弹性均呈显著正相关（r=0.431，P<0.001；r=
0.292，P<0.001；r=0.337，P<0.001），自我效能与心理

弹性、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r=0.706，P<0.001；
r=0.565，P<0.001），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

相关（r=0.559，P<0.001）。

测量模型/
题号

代际支持

自我效能

心理弹性

生活满意度

IS1
IS2
IS3

GSES1
GSES3
GSES4
GSES5
GSES6
GSES7
GSES8
GSES9
GSES10

RISC2
RISC3
RISC4
RISC5
RISC6
RISC7
RISC8
RISC9
RISC10

SWLS1
SWLS2
SWLS3
SWLS4

题目

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和子女在感情上亲近吗
过去1年，子女是否给您提供生活照料帮助
过去1年，这个子女是否给您提供各种经济资助

如果我尽力去做的话，我总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对我来说，坚持理想和达成目标是轻而易举的
我自信能有效地应付任何突如其来的事情
以我的才智，我定能应付意料之外的情况
如果我付出必要的努力，我一定能解决大多数的难题
我能冷静地面对困难，因为我信赖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
面对一个难题时，我通常能找到几个解决方法
有麻烦的时候，我通常能想到一些应付的方法
无论什么事在我身上发生，我都能应付自如

我能够处理任何事情
我能够发现事情幽默有趣的一面
处理压力使我更强大
我能够在疾病和困苦后重新振作
就算有障碍，我也能够达成我的目标
在压力下，我能够集中注意力并清晰地思考
我不会因为失败而轻易气馁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
我能够处理不愉快的感觉

我的生活大致符合我的理想
我的生活状况非常圆满
我满意自己的生活
到现在为止，我能得到生活上希望拥有的重要东西

因子负荷量
（Std）

0.921
0.728
0.542

0.647
0.649
0.771
0.748
0.716
0.711
0.696
0.698
0.716

0.788
0.588
0.783
0.764
0.794
0.796
0.714
0.698
0.699

0.839
0.920
0.928
0.783

组成信度
（CR）
0.783

0.900

0.915

0.925

收敛效度
（AVE）
0.557

0.500

0.546

0.756

表2 各模型信效度检验

表2 各模型信效度检验

变量

代际支持

自我效能

心理弹性

生活满意度

AVE
0.557
0.500
0.546
0.756

代际支持

0.746***

0.292***

0.337***

0.431***

自我效能

0.707***

0.706***

0.565***

心理弹性

0.739***

0.559***

生活满意度

0.869

表4 各模型相关性及区别效度

***：P<0.001。

模型
单因子模型：IS+GSES+RISC+SWLS
二因子模型：IS+GSES+RISC；SWLS
二因子模型：IS+GSES+SWLS；RISC
二因子模型：IS+RISC+SWLS；GSES
二因子模型：GSES+RISC+SWLS；IS
三因子模型：IS；SWLS；GSES+RISC
三因子模型：IS；GSES；RISC+SWLS
三因子模型：IS；RISC；GSES +SWLS
三因子模型：SWLS；GSES；RISC+ IS
三因子模型：SWLS；RISC；GSES+IS
三因子模型：GSES；RISC；IS+ SWLS
四因子模型：IS；GSES；RISC；SWLS

χ 2

3 380.422
2 048.124
2 511.094
2 613.208
2 933.215
1 541.385
2 171.577
2 069.278
1 197.654
1 220.584
1 125.924
0 680.592

df
275
274
274
274
274
272
272
272
272
272
272
269

χ 2/ df
12.292
07.475
09.165
09.537
10.705
05.667
07.984
07.608
04.403
04.487
04.139
02.530

RMESA
0.132
0.100
0.112
0.114
0.122
0.085
0.103
0.101
0.072
0.073
0.069
0.048

GFI
0.623
0.728
0.694
0.696
0.649
0.763
0.731
0.730
0.865
0.864
0.876
0.920

CFI
0.671
0.812
0.763
0.753
0.719
0.866
0.799
0.810
0.902
0.900
0.910
0.956

SRMR
0.095
0.080
0.079
0.081
0.088
0.067
0.075
0.071
0.063
0.065
0.057
0.043

IS：代际支持；GSES：自我效能；RISC：心理弹性；SWLS：生活满意度。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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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我效能和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1.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运用AMOS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代际支

持、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和心理弹性的关系。各变

量间的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

间的直接效应显著（β=0.25，P<0.001），代际支持正向

预测自我效能（β=0.29，P<0.001）和心理弹性（β=
0.14，P<0.001），自我效能与心理弹性对生活满意度

存在正向影响（β=0.31，P<0.001；β=0.25，P<0.001），自
我效能正向预测心理弹性（β=0.66，P<0.001）。

e7 e8 e9
0.32 0.58 0.76

e26
e25
e28
e29
e30
e31
e32
e33
e34

e24

e27

0.52
0.14

0.25

0.25
0.29

0.66

0.31

0.43

0.57 0.76 0.87

e23

e39 e38 e37 e36
0.71 0.85 0.85 0.62

0.84 0.92 0.79
SWLS

GSES
0.09

IS

RISC

IS3 IS2 IS1
0.62
0.35
0.60
0.58
0.63
0.63
0.51
0.49
0.49

RICS2
RICS3
RICS4
RICS5
RICS6
RICS7
RICS8
RICS9
RICS10

0.79
0.59
0.78
0.76
0.79
0.80
0.72
0.70
0.70

0.66
0.64
0.76
0.74
0.73
0.71
0.69
0.70
0.71

0.51
0.49
0.48
0.51
0.53
0.55
0.59
0.41
0.44

e14
e15
e16
e17e17
e18
e19
e20
e21
e22GSES10

GSES9
GSES8
GSES7
GSES6
GSES5
GSES4
GSES3
GSES1

SWLS1 SWLS2 SWLS3 SWLS4

IS：代际支持；GSES：自我效能；RISC：心理弹性；SWLS：生活满意度。

图1 代际支持、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和心理弹性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0.92

2.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Bootstrap方法对链式中介进行检验，结果

见表 5。代际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为

0.554，95%CI：0.364~0.767，自我效能在代际支持与

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为 0.198，95%CI：0.109~
0.317，中介效果量为 21.2%；心理弹性在代际支持

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为 0.078，95%CI：
0.053~0.184，中介效果量为 8.3%；自我效能与心理

弹性在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间链式中介效应为

0.107，95%CI：0.054~0.187，中介效果量为11.4%，中

介效应显著，自我效能与心理弹性可发挥链式中介

作用。

路径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Path1
Path2
Path3

效应值

0.936
0.554

0.198
0.078
0.107

系数乘积法
SE

0.125
0.102

0.053
0.027
0.033

Z
7.488
5.431

3.736
2.889
3.242

Bootstrap95%CI
0.703~1.196
0.364~0.767

0.109~0.317
0.035~0.142
0.054~0.187

Percentile95%CI
0.696~1.191
0.362~0.765

0.104~0.309
0.032~0.135
0.050~0.179

P值

0.000 3
0.000 3

0.000 2
0.000 2
0.000 2

表5 链式中介的Bootstrap的检验结果

Path1：代际支持→自我效能→生活满意度；Path2：代际支持→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Path3：代际支持→自我效能→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

三、讨 论

（一）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本研究证实了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即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结果一

致［25-28］。子女对流动老年人的代际支持包括情感支

持、经济支持与生活支持，情感支持能有效减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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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老年人因远离家乡与亲戚朋友而产生的孤独感

与焦虑感，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减少流动老年

人的负性情绪；经济支持一定程度上是对流动老年

人劳动付出的肯定和回报，体现了子女对父母付出

的回报，能够让流动老年人在物质层面上带来正向

情绪；子女为父母提供家务帮助传递了对老人的关

心和孝敬［29］，也是对情感支持的补充，无论是精神

层面上还是生活层面上都带来正面情绪体验。流

动老年人脱离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网

络，大部分要承担照料孙辈等家务活动，虽然流动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较好，但因生活环境改变和

原有社会支持网络缺失造成的心理压力影响其生

活满意度，能否及时获取子女的日常照料、情感慰

藉、经济支持等代际支持就成为提升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的关键因素。

（二）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代际支持通过增强自我效能感而间接提升了

流动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这表明，自我效能感是

影响代际支持预测生活满意度机制的关键因素之

一。为子女提供经济补贴、照看孙代等对子女生

活方面提供支持可以有效提升流动老年人的自信

心、自尊感，代际支持水平高的流动老年人，对生

活中的消极事件更多持有积极的态度，有利于促

进自我效能感的积极发展，进而有助于生活满意

度的提高。

代际支持通过心理弹性对流动老年人的生活

满意度有正向的预测，这与以往研究结论是一致

的［14］。较高的代际支持水平可以使流动老年人体

验更高频率的积极情绪，表现出对生活质量的满

意；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觉得生活是美好的，更重

要的是建立起了应对挑战和困难的心理资源。子

女对父母提供的情感支持、生活支持及经济支持，

有效增加了流动老年人的各种应对资源，包括广泛

而灵活的应对方式、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毅力，提高

了流动老年人的心理弹性［15］。

代际支持通过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链式

中介效应预测流动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这一结果反

映了流动老年人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具有密切联

系。较高的代际支持水平会使流动老年人改变对困

境的看法，对自己处理生活困难能力更有自信心，即

自我效能感得到了促进。高自我效能感会使流动老

年人有更高的积极控制感与获得感，当在异地生活遇

到不顺时，更容易得到来自子女的支持与帮助，进而

增加了流动老年人应对日常负性生活事件的人际关

系与广泛且灵活的应对方式，所以心理弹性得到了较

好的发展，最终间接提高了生活满意度［30］。

（三）研究启示和局限

本研究探究了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以及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在其中

的中介作用，为提高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供

一定的参考。第一，代际支持是促进流动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应积极发挥情感支持、经

济支持与生活照料的作用，提升流动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第二，要加强对流动老年人自我效能感

和心理弹性等积极品质的提升，从积极发展的角

度提升其幸福感、满意度。此外，本研究仍存在一

些不足之处：第一，本研究为横向设计，无法揭示

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开展追

踪回访及与本地老年人做对比分析，进一步探究

不同代际支持水平对流动老年人的认知、行为及

身心健康的影响；第二，仅分析了子女对流动老年

父母代际支持的整体水平，未对双向的代际支持

及不同代际支持维度进行分析，不同代际支持对

个体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

分析双向代际支持及其各维度对流动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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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migrant
elderly: the sequen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YAO Jun1，2，ZHANG Wenjing1，WANG Hao3，HOU Yanjie1

1. School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2. Institute of Healthy Jiangsu Development，3. School of Nursing，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China

Abstract：Taking 654 migrant elderly people as the survey objects，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levels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migrant elderly people and the sequen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ur factor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life satisfaction，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had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with a mediating effect value of 0.198 for self⁃efficacy and 0.078
for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had a sequen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with an effect size of 0.10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had a direc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migrant elderly people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Key words：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elf⁃efficacy；psychological resilience；lif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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