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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 2002 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 对比分析了在家庭中居住的高龄老人由儿子

或女儿提供日常照料的可能性。研究发现, 高龄老人的日常照料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高龄老年人

有接受来自同性别子女帮助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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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s, Daughters and Personal Care for the Chinese Oldest_ol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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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third wave ( 2002) of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v

(CLHLS) ,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sonal care of the oldest_old in Chin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sonal care of the elderly, and the oldest_old

people is more likely to receive personal care from children with same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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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年龄增加, 老年人群中生活自理能力丧失者逐渐提高, 丧偶者的比例不断上升, 如何为

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提供良好的日常生活照料, 改善其生活质量, 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众多研究表明, 老人对日常照料者的选择与其婚姻状况和性别密切相关, 子女及他们的配偶是老

年人除去配偶之外最重要的照料人选
[ 1]
。对高龄老年人而言, 随着配偶的去世及健康状况的恶

化, 对子女照料帮助的依赖性不断增加。对西方家庭的研究结果显示, 与儿子相比, 女儿更倾向

于为老年父母提供帮助, 特别是照料帮助
[ 2]
。但台湾家庭中儿子在老年父母的各项代际支持中扮

演着比女儿更重要的角色
[3]
。在中国大陆目前的家庭养老体系下, 基本上所有的老年人都是依靠

子女或其他亲属来提供日常生活上的帮助和个人护理
[4]
; 老年父母倾向与儿子同住

[5]
, 后者承担

了照料老人的重要任务, 而女儿对父母的责任则随着结婚而转移至丈夫的家庭
[ 6]
。对于大陆家庭

的老年人而言, 儿子是否同样扮演着更为重要的照料者角色? 老年人在选择日常照料者方面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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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性别差异? 本文将在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 2002年 /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0 中的高龄老人信息。调查样本高龄老人
占6916% , 其中80~ 104岁的高龄老人占 6713%。有关调查的其他详细信息, 请查看已经出版的

相关著作 5健康长寿影响因素分析6[ 7]
。

鉴于目前各种调查中 10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年龄可信度较低, 所以本研究删除了该部分

高龄老人样本, 删除后的样本中在洗澡、穿衣、上厕所、室内活动、大小便控制以及吃饭等六项

基本日常生活自理活动中的任何一项或几项需要帮助的高龄老人有 4362位, 而由子女或子女配

偶在其中的一项或几项中提供主要帮助的老人有 2951位, 占需要帮助的高龄老人的 68%。

三、研究方法

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 以在某 (几) 项日常生活自理活动中主要由子女 (包括其配偶) 提

供帮助的高龄老人为研究对象, 分析主要由女儿 (女婿) 为高龄老年父母提供照料的可能性。

因变量

文章采用二分变量, 即: 为高龄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的子女主要为儿子及他们的配偶还是

女儿及她们的配偶, 作为回归模型的因变量, 以儿子为高龄老人的主要照料者为参照项, 对女儿

提供各项日常照料的可能性进行回归。鉴别儿子或女儿为主要照料人选的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问卷中对于在六项基本日常生活自理活动中任何一项需要帮助的老人都

分别询问: /谁是主要帮助者?0。对于在任何一项中回答儿子或儿媳是主要帮助者的老人则对应

儿子一项加 1, 对于回答女儿或女婿为主要帮助者的老人则女儿一项加 1, 回答儿子和女儿则两

者分别加 1, 六项活动逐项累加, 取较多者为主要帮助者。删除两者相等的样本 ( 96位)。

自变量

文中模型中引入老人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人口变量, 居住地属性、职业、受教育程度

等社会经济变量, 居住安排、子女数量等家庭结构变量及生活自理能力等健康变量, 作为影响儿

子和女儿为老人提供日常照料可能性的自变量。

人口变量

本文以80~ 104岁的高龄老人为研究对象, 以五岁年龄为间隔, 因此年龄为具有 5个选项的

分类变量。由于配偶是影响老人日常照料的需求重要因素, 将老人按婚姻状况分为两组: ( 1) 已

婚有配偶: ( 2) 离婚或者丧偶。

社会经济状况

目前的中国在社会经济、医疗保障及服务业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 因此将

老人居住地分为城市、镇和农村。作为老年人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变量, 将职业分为非农

业、农业以及家务劳动等三类。将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划分为三类: 未上过学, 上学时间小于或等

于5年, 以及超过5年。

家庭结构变量

对东亚国家的研究发现, 子女与父母同住及对老年父母的支持与父母的需要强烈相关
[ 8]
。因

此将子女是否与高龄老人同住作为家庭结构的重要变量, 分为三项: 与儿子 (或儿媳) 同住, 与

女儿 (或女婿) 同住, 未与子女 (或他们的配偶) 同住。多个子女的存在增加了老年人日常照料

资源的选择性
[ 9]
。因此, 引入存活儿子数和存活女儿数作为家庭结构的另外两项连续变量。

健康状况变量

老人基本生活自理能力 ( PADL) 的丧失导致其产生对日常照料的需求, 而六项基本生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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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活动中需要提供帮助的项数不同, 可能会对照料者的时间、精力产生不同需求, 与家庭中的角

色分工
[ 10~ 11]

相互作用, 进而影响到照料者的选择。因此模型中引入需要提供帮助的日常生活自

理活动的项数, 作为测量健康状况的连续变量, 其取值范围为 0~ 6。

四、结果和讨论

统计结果描述

因变量:

对子女及其配偶作为某项日常生活自理活动主要帮助者的老年人群进行对比分析发现, 该人

群需要外界帮助的基本日常生活自理活动平均为 2165项, 而儿子或女儿作为实际最主要帮助者

的项数为 2148项; 高龄老人中由儿子或者儿媳提供日常照料的占 7519%, 其中在男性高龄老人

中占 8418% , 女性高龄老人中占 7215%。上述统计结果说明, 儿子是高龄老年人日常照料帮助

的最主要来源。

自变量:

表1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 主要由儿子提供日常照料的高龄老人中, 男性所占的比例要高于

其在主要由女儿提供照料的老年人群中的比例。虽然两组人群中存在性别结构差异, 但是他们的

年龄结构并未发现明显不同。儿子为主要日常照料者的老年人群中居住在农村中的高龄老人的比

例远远高于整体的平均水平; 与此对应, 以往主要从事农业活动的高龄老人在前一人群中所占比

重显著高于主要由女儿提供帮助的人群。虽然教育程度较高 ( 5年以上) 的老年人在女儿为主要

照料人选的人群中所占比例较高, 但是同一人群中未受过任何教育的老年人所占比重也高于整体

平均水平, 这说明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分布较为分散, 可能与女性所占比例较高有关。

表 1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自变量主要特征描述

变量
高龄老人日常生活自理活动的主要帮助者

儿子 女儿
总体

性别: (男性) 3017 1713 2714
   女性 6913 8217 7216
年龄组: (80~ 84) 719 817 811

    85~ 89 1315 1216 1313
    90~ 94 2117 2015 2114
    95~ 99 1516 1319 1512
    100~ 104 4113 4413 4210
居住地: (镇) 2019 2010 2017
   城市 2119 4315 2711
   农村 5712 3614 5212
职业: (农业) 6118 4411 5715
   非农业 1518 1919 1618
   家务或其他 2214 3610 2517
受教育程度: ( 1~ 5年) 1617 1219 1518
   未上过学 7510 7615 7513
   5年以上 813 1016 819
婚姻状况: (已婚有配偶) 715 617 713
     丧偶或离婚 9215 9313 9217
居住安排: (与女儿P女婿同住) 218 6812 1816

     与儿子/儿媳同住 8715 1817 7019
     未与子女同住 917 1311 1015
存活的儿子数 (均值) 1163 1101 1148
存活的女儿数 (均值) 1142 1173 1150
需要帮助的日常生活自理活动 (均值 0~ 6) 2169 2152 2165
总样本数 2168 689 2857

  数据来源: 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 2002年。

在以女儿为主要照料者的老年人群中, 丧偶或离婚的高龄老人比例较高, 作者推测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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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可能与两组人群的不同性别结构有关, 女性高龄老人中丧偶的比例较高。居住安排与主要的

日常照料提供者存在对应关系, 女儿为主要照料者的高龄老人中, 有超过半数 ( 6812%) 的人与

女儿同住, 而儿子为主要照料人选的老年人中高达 87%的人与儿子同住。主要由儿子照料的老

年人目前存活的儿子较多 ( 1163 vs 1101) , 而对主要由女儿照料的老人而言, 其存活的女儿数超

过前者 ( 1173 vs 1142)。两组老年人群的生活自理能力相比较, 由儿子提供照料的老年人对外界

生活自理活动帮助的需求更高 ( 2169 vs 2152) , 但与整体水平相差不大。
回归结果

表2的回归结果表明, 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 女性老年人更倾向于接受来自女儿的

日常生活照料; 年龄较大的高龄老人特别是百岁老人更倾向于接受儿子的照料和帮助; 与居住在

农村的老年人相比, 城镇中的高龄老年人以女儿为日常照料主要人选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而其中

以城市老年人的机率为最高。未上过学的高龄老人和受教育程度在 5年以上的老人其接受女儿提

供的日常照料的可能性均高于上学时间在 1~ 5年的老人; 以往主要从事非农业活动以及家务劳

动的老人更有可能接受来自女儿家庭的日常照料; 但上述两项差异均不显著。

与离婚或丧偶的高龄老人相比, 有配偶的老人的日常照料帮助主要来自女儿的可能性更高,

但这种差异并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居住安排是影响日常照料帮助的显著因素, 在控制其

他变量的情况下, 与儿子同住的高龄老人接受女儿日常照料的可能性最低, 而未与子女同住的老

人次之; 同性别子女的数量与老年人以该性别子女为主要照料帮助者的可能性呈显著递增关系。

除此以外, 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水平对其主要日常照料者的选择作用显著, 儿子更有可能

为生活自理能力较差的老人提供日常照料帮助。

表 2 女儿为高龄老人提供主要日常生活自理活动帮助的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Exp ( B)

性别: (男性)

   女性 31485***

年龄组: ( 80~ 84)

  85~ 89 01639
  90~ 94 01625+
  95~ 99 01659

  100~ 104 01588*

居住地: (镇)

  城市 11859**

  农村 01694*

职业: (农业)

  非农业 11110
  家务或其他 11175
受教育程度: (1~ 5年)

  未上过学 11362
  5年以上 11161
婚姻状况: (已婚有配偶)

  丧偶或离婚 01743
居住安排: (与女儿 (女婿) 同住)

  与儿子 (儿媳) 同住 01008***

  未与子女同住 01057***

存活的儿子数 01715***

存活的女儿数 11308***

需要帮助的日常生活自理活动 01905*

常数 61099***

- 2LL 1525175

数据来源: 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 2002年。

注: 表中的性别、年龄、居住地、职业、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居住安排为分类变量, 对应基准项分别为括号内标明的

参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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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洗澡、穿衣、上厕所等诸项日常生活照料活动是一项比较亲近而且对性别较为敏感的帮助行

为, 无论对于照料者还是被照料者而言, 他们都更愿意这种照料在同性别之间进行。这种繁琐、

私密性较高的照料活动在存在血缘关系的子女和父母之间进行也更容易为对方所接受, 同时相互

间表现出更高的忍耐力和包容性。所以, 女儿为母亲提供日常照料的可能性显著高于父亲, 这也

可能与母女之间的感情更为亲密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百岁老人的存活子女也大多已经进入老年阶

段, 按照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规律, 这些存活子女中儿子的健康状况应该优于女儿, 因此

前者为高龄父母提供照料的可能性更高, 反应在回归结果上表现为, 在控制子女数量等其他变量

的情况下。女儿为高龄老人提供照料的可能性随着时间推移显著减小。

对于居住在城市家庭的老年人而言, 非同住子女与老人之间居住距离的性别差异远远小于农

村, 在后一地区, 儿子通常在村子里与父母毗邻而居, 而女儿常常会嫁到另外一个村子里; 同

时, 与农村相比, 传统父系家庭体系下子女养老分工的性别差异在城镇家庭中已经淡化; 城镇女

性的普遍就业也提高了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上述诸多原因都可能导致女儿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

照料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与老年父母共同居住也是对其照料责任的一种明确, 与其他高龄老人相比, 和儿子同住的老

人由女儿提供照料的可能性极小。在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方式下, 由儿子赡养老年父母是社会和家

庭默认的原则, 在老年人未与任何子女同住的情况下, 如果他们需要外界的照料帮助, 由儿子提

供上述服务的可能性更高。虽然某一段时间老人对日常照料服务的需求在数量上是较为固定的,

但是作为老年父母的主要照料资源, 子女的数量意味着老年人选择的范围的大小, 女儿 (儿子)

的数量越多, 意味着他们相应选择女性 (男性) 子女作为照料者的可能性更高, 但是儿子的数量

对父母选择结果的影响超过女儿, 这或许仍旧与家庭养老的性别分工密切相关, 老年人尽可能选

择由儿子提供照料。

有研究表明, 儿子和女儿在老年父母生活重大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存在明显差异, 如在病

危、得重病、住院时, 父母更倾向于依靠儿子提供帮助
[ 12]
。因此, 随着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

不断下降, 他们需要子女提供帮助的需求逐渐增多, 由儿子为其提供照料的可能性随之增高。这

一趋势说明, 在目前中国人的家庭养老观念中, 儿子仍旧被视为老人最终的照料者, 他们的重要

性在老人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进一步得到彰显。

五、小结

上述研究表明, 在中国大多数家庭中, 子女仍旧是为高龄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的主要人

选, 其中儿子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日常照料中的性别差异表现在子女方面为儿子为老年人提

供照料帮助的可能性更高, 表现在父母方面为女性高龄老人由女儿提供主要照料帮助的可能性高

于男性老人。子女在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帮助方面的差异与传统的父系家庭体系下的养老分

工密切相关。在传统观念更为浓厚的农村地区这种差异更为显著, 而城市家庭中儿子和女儿在与

父母之间居住安排方面的趋同性, 以及女性较高的经济独立性都削弱了这种性别差异。同时, 随

着老人年龄的增加以及身体状况的恶化, 对儿子的依赖性表现的更为突出, 表明老人存在将儿子

及自己的家庭试为最终归宿的倾向。随着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子女数量不断降低, 传统观念影响的

不断淡化, 及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逐步提高, 女儿将会在老年人照料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项繁琐的、涉及隐私的活动, 同性之间、血亲之间的日常照料帮助可以降低这种服务

为双方带来的精神负担, 与老年人群特别是高龄老人独特的性别结构相联系, 我们可以推断, 女

儿在老年人照料方面重要性的提高, 对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见第 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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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才能换得群众对计生服务站的认知、认可, 才能在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

51强化投资体系, 保障持续发展

人口计生事业是具有社会效益的公益性事业, 计生服务站承担了政府买服务的多项职能。因

此, /十一五0 期间仍要坚持计划生育以政府财政为主的投入, 确保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经费

足额按序到位, 满足基层计生服务站的正常运转。各计生服务站可采取吸引企业、民间或计生服

务站干部职工参股注入资金、创收利润投入等形式筹资, 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及装备与技术服务相

适应的先进设备。政府投入为主, 多元化投资机制的建立, 不仅能保障计生工作的正常开展而且

能提高技术服务的科技含量, 增强计生服务站的发展后劲。

61强化质量管理, 降低运作成本

强化岗位目标考核责任制, 建立全过程的成本核算体系。加强计生服务站内部管理, 进一步

完善内部各项规章制度, 提高手术和服务质量。规范服务程序及技术服务人员的行为, 强调每位

服务人员心中有群众位置, 眼中有群众需求, 服务行为中有尊重群众、维护群众权益的理念, 对

因工作失误或有违规行为的要严格按照计生责任追究制给予严肃处理。

71强化网络运作, 提高整体功能

充分发挥以市站为龙头, 中心站为骨干, 一般站为重点, 村级服务室为基础的四级服务网络的

作用, 开展纵向技术合作及网络内转诊服务, 对于技术力量薄弱的计生服务站, 可以邀请市站或中

心站给予技术支持, 或将疑难杂症转诊于上一级技术服务机构, 力求服务资源的集中化使用。

总之, /育龄群众之家0 的建设是顺应计生工作发展的需要, 顺应群众的需求, 是引用 /世

代服务0 理念, 打造计生优质服务的新特点和新品牌, 深受群众欢迎。要发展巩固这一新特色品

牌, 必须在提高服务质量、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层面上加以总结、完善和提高。

[责任编辑  王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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