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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tarts with a review of previous study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 and

then emphasizes the new trend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result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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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观念 、生活方式 、居住方式的改变使代际关系产生磨擦和养老关系日趋淡化 ,如何化

解老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代际矛盾冲突 ,关系到家庭安定幸福和社会稳定的问题。研究随

着家庭伦理观和代际关系在新时期 、新时代产生的变化和趋势对于迅猛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过

程中的代际关系走向来说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现实意义和前瞻意义。

一 、目前国内有关研究的角度及结论

在国内 ,有关代际关系的研究成果日趋增多 ,且各自研究的角度不同 ,有从思想观念的角

度研究中国现在的青年人 、中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看待问题的分歧所在。研究得

到的结论是:中国的老年人和青年人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时代 ,但是在对待老龄问题以及老年人

的问题上 ,其想法并无太大的差异和分歧。老年人需要青年人的关怀和照料 ,青年人也认为照

料和赡养老年人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毕竟两代人经历的生活背景不同 ,在社会和家庭

的角色不同 ,因此在看待问题和日常生活的行为上仍有差异 。有从居住方式的变化入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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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居养老比例提高的前提下 ,新型供养方式的可行性 、现实性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得出的

结论是:“分而不离”的居住方式及其养老模式是消除代际矛盾的好办法
[ 1]
。有以社会交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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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代际互惠关系以及在日益

高龄化的形势下老人照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应对策。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老年人家

庭中 ,代际关系是影响老人照顾的因素之一。成年子女同父母之间的互动模式 ,受居住形式和

两代人彼此的社会经济状况 、思想观念的多维影响。多数老年人同子女之间仍然保持一种互

惠的代际关系 ,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会较多地为子女提供建议 ,并在精神上为子女提供帮助 。

子女对老人的照顾主要体现在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生活照顾两个方面 。有从代际经济关

系入手 ,研究当代中国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经济流量
[ 2]
。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对于当前的老年

人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总体上代际经济流动方向都是子代流向父代 ,说明子女供养老年人

仍然是我国养老的主要方式。同时由于城乡之间和性别之间存在着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

异 ,老年人内部在代际经济流动上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 。

二 、本文涉及的代际关系及其内容

在研究代际关系之前 ,有必要首先把“代”的概念交代清楚。“代”是指世系的辈分 ,它是在

时间刻度上对于不同时期人的一种划分 。一般用代际间隔即代与代之间在时间上的跨度来表

示。处于不同时期的“代” ,代际间隔是不同的 ,有的十几年 ,有的二十几年 ,甚至更长 。从代际

间隔的实际发展脉络看 ,代际间隔有延长的趋势。

在研究过程中 ,同批人的概念虽容易理解 ,但取得确切的统计数据非常困难 ,人们只好以

不同的“代”在同一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年龄等)来定义“代”的概念。我们这里的“代”主要

是指处于同一时期的不同年龄阶段的群 ,是从同期人角度定义的“代”的概念。

1.代际关系

此文所研究的代际关系指代与代之间通过资源的分配与共享 、情感的交流和沟通以及道

德义务的意识与承担等诸多中间媒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代际关

系。代际关系从不同的理解角度入手 ,可以包括不同的范围和层次:

从微观角度讲 ,是家庭内成员的人际关系 。它包括由夫妻关系派生出来的最基本的亲子

关系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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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重论述的是

亲子关系 。更为准确地说是后期亲子关系。所谓后期亲子关系是以个人生命周期为视角 ,将

亲子关系分为成年亲代与未成年子代之间的“前期”亲子关系 ,成年亲代与成年子代之间的“中

期”亲子关系 ,以及老年亲代与成年子代之间的“后期”亲子关系(见图 1)。

亲代 　成年　 　成年　 　老年　

＋ ＋ ＋
子代 未成年 　成年　 　成年　

前期 中期 后期

图 1　亲子关系逻辑示意图

从宏观角度讲 ,代际关系是在社会财富和经济资源在不同代际之间的分配 、交换 、转换形

式 ,以及承担义务与分享权利等方面重点体现出来 。大体来说 ,社会财富和经济资源在不同代

次的转移和传递有三种形式 ,即代际之间的转换;代内转换;时间性转换(见图 2)。代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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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换就是不同代次之间的交换关系 ,也包括个人或社会公共财产的继承。这种关系必须发

生在不同代之间 ,这是这一概念的核心 。代内转换是指同一代内不同收入阶层 、不同社会角色

者之间的商品 、劳务 、货币的交换关系。时间性转换即发生在不同代之间 ,也可以发生在同一

代内 ,它是某一时间内积累的财富转到另一时期内使用或消费
[ 3]
。

　代际转移 　

　代际转换 　 　代内转换 　 　时间性转换 　

图 2　不同代次的转移和传递的形式

我们所研究的同期人代际关系中 ,未成年人与老年人主要角色是被抚养人口 ,成年人的主

要角色是抚养人口 ,他们在代际交换中处于中心地位。他们一方面要抚养下一代 ,另一方面又

要赡养老年人。抚养下一代是对未来进行投资 ,而赡养老年人实际上是偿还上一代在其未成

年时对未来的投资。对未成年人的投资 ,也就自然产生了其成人后对老年人投资的回报问题 。

从理论上说 ,老年人的消费是过去生产的延期支付 ,而在现实生活中 ,老年人的消费依赖于现

在年轻人的生产 。当然在资源的代际传递中还含有量的变化问题。任何一代人终身福利的大

小都与未来一代人的福利有关 。任何一代人要追求自己终身福利的最大化 ,这就必须在其成

年时期努力扩大生产 ,增加对未来的投入 ,否则 ,他们将无力养育后代 ,无法确保自己晚年的生

活。人类社会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代际交换 ,积累了财富 ,扩展了创造财富的能力 ,从而得以

可持续发展 ,使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

另外应该强调的是 ,代际关系是一个具体的和历史的范畴 ,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代际关系是

不同的 ,没有一个超脱于具体社会环境的 、抽象的代际关系。代际关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

尤其是随着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 ,代际关系日趋复杂 ,从家庭范围扩展到社会 ,代际矛盾

外化 。

2.代际关系的内容

代际关系是涉及多方面有价值资源的双向支持和交换的复杂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

代际关系涵盖的内容是有所区别的 。代际关系的内容包括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和日常服务的

互惠以及亲情 、情感的沟通和慰籍(见图 3)。本文将主要根据家庭功能的角度 ,分析代际关系

的内容和变化。

家庭晚辈

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与帮助

亲情情感的沟通

社会晚辈

图 3　代际关系的内容

　　(1)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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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济支持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将财富从子女流向父母的过程定义为供养 ,从父母流

向子女的过程定义为抚养 。在一个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供养和抚养分别占据不同的地

位。对于代际关系中的同一主体而言 ,可能会在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成为经济支持的施动者

和受动者 ,经济支持的流动方向可能是单向的 ,也可能是双向的 。例如:在家庭生命周期的早

期 ,一般以抚养过程为主 ,这时子女没有获得经济手段的条件 ,只有依靠父母对他们无私的经

济抚养 ,他们才能够得以生存下来 。而到了家庭生命周期的晚期 ,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就成

为父母在晚年保证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 。

但随着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代际关系中的经济支持在家庭中不再单纯是单

向的 ,更多地表现为双向的。代际关系由家庭逐步外化到社会 ,也就使得代际经济关系复杂

化。

(2)日常生活照料的互惠

一般在老年人身体健康 ,或者是他们自己认为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不需要子女或

其他人给予生活照料和帮助 ,反而会在他们可支配的闲暇时间较多和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 ,

帮助其子女料理家务 、照看孙子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一般经历自我照料 、家庭成员提供帮

助 、家庭成员或社会养老机构完全承担照料的过程 。因此 ,笼统地说 ,老年人在晚年需要生活

照料和帮助 ,这样的结论是不切合实际的。在老年人健康状况允许的前提条件下 ,老年人和其

子女在生活照料和日常服务方面更多地表现为以“互惠”为特征 。但随着年龄的增高 ,体质日

趋下降 ,健康问题就更为突出 ,需代内或代际之间提供照料 。

(3)亲情 、情感的沟通

对于任何人来说 ,来自于家庭中的情感沟通和支持 ,将会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在传统的小

农经济中 ,老年人在子代那里有着绝对权威 ,并且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传授了耕种技术 ,不仅

形成了崇老文化的经济基础 ,也确定了老年人和其子女的紧密关系 。这种紧密关系不会因为

老年人的年龄大或身体差而松动。其子女对于老年人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老年人丰富

的生产经验和社会阅历是他们继续生存下去的重要财富和保证 。在现代社会中 ,因为角色的

转变 ,生理机能的限制 ,使得老年人接触社会和外界的机会要较从前少得多 ,使老年人极易形

成孤独感和被排斥感 。只有来自于家庭的亲情和情感的沟通和相融 ,才能消除老年人心理的

不适感 ,使他们觉得自己依然有用和受重视。另外 ,从子女的角度讲 ,同父母的感情沟通也是

必要的 。父母作为社会活动的曾经参与者 ,必然积累了相当的人生经验 ,遇事向父母请求帮

助 、参考和建议 ,对于他们而言 ,仍然具有实用价值 。亲情和情感的沟通 ,从行动主体而言 ,对

任何一方都是一种本能的需求 ,并不是某一方善意的施与。

三 、代际关系的新走向

1.“分而不离”的代际关系

中国的家庭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家庭的特色和传统 。中国人素来就有较重的家庭观念 ,和

谐的家庭生活一向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家庭自古即形成了敬老养老的传统 ,因而 ,长期以

来 ,中国老人的养老主要以家庭供养为主。但近年来 ,随着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

提高 ,人们的思想观念 、行为方式 、生活方式等方面也随之发生变化 ,导致家庭模式变化显著 ,

逐步从“蜂巢式”向“鸟巢式”转化。根据 1999年北京市老龄委所做的关于老年人基本需求的

调查资料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结构的变化情况 。调查数据资料表明 ,老年人独立居住

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老年人 1 代户比例是 39.1%,占各种家庭户类型的 1 3强 , 2 代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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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和 3代户(35.6%)的比例都要低于 1代户的比例 。换句话说 ,老年人选择独立居住

的倾向要强于选择与子女或后代居住的倾向 ,说明目前老年人愿意独立居住的现象在很大程

度上具有普遍性 。

应该强调的是:尽管养老居住方式发生了变化 ,但这种变化却有别于西方国家代际之间完

全独立的居住方式。比较常见的形式为:两代人就近居住 ,彼此互相帮助。这样形成了代际之

间既可以互相独立 ,生活自由 ,同时又可以经常来往 ,维系代际关系的双优局面 。独立居住的

老年人与其子女居住在同一个居委会或居住在同一个区的比例很高。居住距离较近 ,为两代

互相帮助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条件 。大量事实证明 ,分开居住而彼此仍然互相关照的形式既

有助于维护我国尊老爱幼的伦理传统 ,又适应两代人各自的需求 ,并保持着和谐的代际关系。

2.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

代际关系涉及到多个个体的人际关系 ,因此 ,必然存在二个重心支点 ,在传统的家庭伦理

观念中 ,尊老和爱幼是同时被强调和关注的 ,处于中间地位的中年人要对他们给予同等程度的

关爱与照料。可以说 ,代际关系的重心支点处于中间位置 ,中年人就是代际关系重心支点的承

担者 。但近年来 ,却出现了关注下一代甚于关注上一代的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的现象 ,即表现为

尊老不足而爱幼有余 。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

首先 ,是对老人人格的不尊重。一些子女对老人实行“三点式”策略。即生活上对老人依

赖一点 ,使之成为不拿工资的保育员或钟点工;经济上对老人刮一点 ,使之成为小夫妻的银行

刷卡机;手头上对老人紧一点 ,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决不接济老人 。更有甚者 ,有些人成家 ,将老

人当作婚资的银行;添丁时 ,将老人当作保姆;日子红火时 ,将老人当作家庭包袱扔给社会 ,还

美其名曰搞事业而无法照顾年迈的老人 。这些都是不尊重老年人人格的表现 ,有些甚至可以

说是对老年人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虐待 。

其次 ,是对老年人基本权利的不尊重。老人主要活动范围由社会转到家庭 ,家庭成为其生

活的重要场所。老人也应有享受闲暇时间的权利;有进行社交 、娱乐的权利;有不断学习 ,继续

进步 ,发挥余热的权利。而不是应该成天围着锅台转或是孙辈的保姆。从而挤掉了老人的闲

暇时间和社交 、娱乐的时间 ,使老人没有精力和时间继续社会化(不断学习 ,跟上社会),发挥余

热(奉献于社会)。

最后 ,是对老人精神 、情感需求的不尊重 。由于老人失去了一定的社会角色而只拥有家庭

角色 ,因此 ,老人的生活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单调的 、重复的 、缺乏新意的。这就使得老人精神

生活相对贫乏 ,从而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孤独感 。因此 ,现代的老人在追求同辈之间的沟通以及

情感交流的同时 ,也希望能和晚辈经常交流和沟通 。尤其是那些丧偶的老人 ,更需要情感的慰

藉。老人的再婚就是某种情感的补偿。而老人的唠叨或抱怨则可能是一种寻求沟通的信号 。

但是 ,许多中青年人对此不但不同情 ,反而漠视 、轻视乃至反感老人的这种需求 。

形成这种“尊老不足 ,爱幼有余”的现象 ,是由于现代化进程和一系列社会变化促使家庭代

际伦理关系的重心由长者下移到儿童身上。在这些变化中 ,最主要的就是独生子女的大量出

现 ,由于养育孩子数量的减少及对自己孩子的期望值增大 ,父母在孩子的各方面投资的动机和

能力显著提高 ,在家庭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 。使得儿童对于父母 、祖父母 、外祖父母而

言 ,成为联络家庭亲情 、寻找感情依托的核心化载体。“隔代亲”现象在当今中国家庭生活中表

现的极为明显。这一转变的积极意义在于:消解了传统的封建家长制 ,使当今家庭关系更加民

主和谐融洽。而这一转变的消极作用在于:在不少家庭中出现了爱幼不敬老的倾向 ,引发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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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 ,亲子关系疏远和孝亲观念的淡化 。

3.老年人代际经济关系的理性化

有人说:老年人口是一个脆弱人群。所谓脆弱 ,不仅是指身体的脆弱 ,而且是指经济上的

脆弱 。但是笼统地讲老年人群是一个经济上脆弱的群体 ,是有失偏颇的。众所周知 ,中国的老

年群体是一个勤劳 、善良 、节俭的群体。辛苦一生 ,并非没有储蓄来养老 ,只是心理和行为上存

在一个消费误区 ,没有将本应养老的钱用在养老上。即将自己辛苦一生节省下来的钱花在子

女或孙子女身上 。于是出现了子女结婚 ,父母掏钱;子女买房 ,父母赞助;孙子女上学 ,祖父母

资助的现象。而自己将来的养老完全依靠子女“自觉的孝心” ,才能得以实现 。但是老人在失

去经济支持和生活自理能力的条件下 ,子女能否自觉地完成赡养老人的责任 ,就不得而知了 。

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就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 。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力

度 ,使人们了解到人人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也同时拥有被赡养的权利 ,最重要的还是要引导

老年人走出误区 ,就是经济上的自立。令人可喜的是 ,在 1999年北京市老龄委进行的老年人

基本需求调查中 ,涉及到了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资助和生活中余钱的去向问题时 ,大部分老年

人没有给予过子女经济上的资助 ,其比例高达 66.6%。30.3%的老年人回答如果生活中有余

钱的话 , “储蓄养老”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改善伙食”(22.7%)和

“补贴孙子女”(7.8%),其他余钱的去向则比较分散 。从资助状况和余钱去向的分布 ,说明相

当一部分老年人在自身收入消费中逐步走向理性化 。所谓理性化 ,是指以自身安度晚年为前

提 ,最大可能地提升自身养老能力的经济筹码 ,以备今后之需。

四 、代际关系的新走向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1.正面影响

(1)“分而不离”的养老居住方式是消除代际矛盾的好办法

过去 ,一般人认为 ,人到老年与子女同住能够享受天伦之乐是晚年的最大幸福 。如今 ,这

一传统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特别是城市老年人希望与子女分居的人越来越多 ,代际分居正在

成为一个新趋势 。1997年上海对市民调查发现 ,有 90%以上的人希望与老年人分开居住 。老

人从繁忙 、疲劳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 ,有了重新塑造自我的机会 ,展现出新的丰富多彩的生

活 ,实现原来工作时多年来未能实现的愿望。

“分而不离”的养老居住方式是不同代际之间为了追求各自合理愿望和要求得以实现 ,也

是消除代沟的一种有效途径。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 ,生活起居互不干预 ,避免代际冲突;饮

食 、活动行动自如 ,随心所欲。这样老年人与其子女容易做到互敬互爱 ,彼此客客气气 ,关系融

洽。这种分而不离的居住方式是一种比较协调 、比较完美的家庭类型组合形式 。尽管人伦之

情 、血缘之亲并不会使两代人的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 、生活方式趋向一致 ,但他们以亲情为契

机 ,架起理解的桥梁 ,通过物质的互济 ,频繁的接触与联系 、精神上的慰藉 ,不同代人将会在代

差依然存在的前提条件下继续保持较为和谐的代际关系。

(2)增强老年人自身在养老中的经济自立能力

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正处于改革过程之中 ,解决全国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与地方制

度的差异性并存的问题还需要较长时间 ,而且难度非常大。所以在我国 ,家庭养老仍发挥着重

要作用 ,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 ,家庭养老的作用越大。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和完善的条件

下 ,家庭养老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但值得指出的是 ,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和子女的经济

基础也是不容乐观的 。对于绝大多数经济不宽裕或有困难的中青年夫妇来说 ,供养老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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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较重 ,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夫妇 ,经济负担则更重 。另一方面 ,孝亲观念淡薄 ,将

养老责任退却干净的子女亦是大有人在 。老年人的养老经济来源问题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

性。

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求人不如求己” 。老年人在养老经济来源问题上的逐步觉醒 ,采取主

动 ,将自己的积蓄用在自己目前或未来的养老行动中的做法 ,一定程度上可以消减老年人养老

行动中的不确定性。这可以看作是老年人养老理念理性化的一种表现 ,对于具有特殊国情的

中国来说 ,具有非常实用的价值和前瞻性意义 。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 ,养老储蓄不仅是指现金的储蓄 ,还包括劳务储蓄 、健康储蓄 、劳动时间

储蓄 。也就是“有钱存钱” 、“有力存力” 。到了将来年老体衰时 ,使生活有保障。

2.负面影响

(1)“分而不离”的养老居住方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条件不健全 ,养老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 , “分而不离”的养老居住方

式 ,难免会有些后顾之忧 。例如 ,不同代际分开居住 ,年轻一代只有利用晚上或节假日去照顾

老一代 ,而平时对老年人的照顾就比较有限。

(2)老年人家庭地位日见衰微与家庭养老模式的矛盾

代际关系重心下移 ,对老年人的关注逐渐减少 ,将导致老年人家庭地位日渐衰微 ,也就是

说 ,老年人家庭地位边缘化 ,其表现形式及其后果有以下两方面:

①由昔日的“家长”沦落为现在的“被照料”者。随着传统社会基础的变迁 、辈分等级制度

的终结 ,老年人已经无法从传统社会中承继其原有的强势地位 ,他们不得不按现代社会的价值

观念而被社会重新分层。在追求新生活 、新思想 、新文化的现代社会中 ,老年人的经验 、技术和

价值取向的现实效用不断下降 ,已经丧失了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主导作用。老年人低文化程度

的现实更加速了“老则贵”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迷失 。

②家庭生活中的决策权和管理权的弱化 。老年人家庭地位边缘化 ,使得老年人被排挤在

家庭生活重大决策和管理范畴之外 。家庭生活的选择与发展 ,完全由年轻一代决定。他们很

少甚至根本不考虑老年人对家庭生活的看法和意见 。年轻一代对老年人的孝心 ,简单地演绎

为逢年过节给老年人买些礼品而打发了事 ,与老年人内心情感的渴望相去甚远 。

老年有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传统 ,有着自己的生活目的和生活方式。在与子女同居的家

庭中 ,由于老年人的弱势地位 ,他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生活的“自由度” ,甚至在两代人新旧生活

观念和方式的冲突中 ,老年人不得不改变自己多年来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 ,牺牲个人利益为代

价。

整个社会的“养老安全性”是建立在目前特殊的家庭养老模式不变的基础上的 ,如果没有

与此相应的适应性变化措施 ,家庭养老模式很难支撑下去 ,而家庭养老模式一旦发生改变就将

增大社会未来养老的风险 ,影响代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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