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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 2006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照顾孙子女的老年人状
况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低龄、身体健康、受过良好教育、经济条件居中的老年人照顾孙
子女的比例更大，农村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劳动强度更大。子女经济状况越困难老年人反而
越可能帮助照顾孙子女，子女在经济上是否为父母提供支持对老年人照顾孙辈的行为没有显
著影响，因而老年人照顾孙子女更多的是一种无私的付出，是一种家庭中利他主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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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Longitudinal Survey Data on the Situ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lderly of
China in 2006，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older groups with younger age，better physical health，

hig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s，middle-level economic income are more likely to help to care their
grandchildren． Compared to the older people in urban areas，those living in rural areas face much
heavier burden of grandchildren caring． Older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help their adult children
with lower income to care their children． The behavior is not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support of
adult children to them or no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grandchildren caring could be
understood as an unselfish contribution to family members and an altruism behavior in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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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照顾孙辈的行为是体现代际关系、血缘关系的一种代际支持行为，需要老年人付出时间、
劳动、物质、金钱等，会影响老年人及子女、孙子女的生活质量。我国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情况非常

普遍，在社会迅速转型的背景下随着频繁的人口流动迁移、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居住分离、女

性劳动就业比例的提高等，在很多家庭中照顾未成年孩子的职责往往由祖父母部分或完全承担。在农

村，大规模中青年劳动力由乡到城的流动强化了农村中祖父母照顾儿童的角色和作用; 在城市地区，

大量的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结构性的制约及社会支持的不足增加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使来自祖

父母的帮助越发重要［1］。照顾孙辈还是我国老年人流动的主要原因，例如在北京，超过一半的外来

老年人为了照顾孙子女而到北京居住［2］。尽管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情况很普遍，有关政策也对老年

人发挥的这种照顾作用给予重视，如 2011 年颁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把

建设老年家庭、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作为老龄事业的重点，重视发挥老年人关心教育下一代的积极作

用，但已有研究对于我国照顾孙子女的老年人口群体还缺乏认识，因此，本文期望通过理论和实证的

分析了解照顾孙子女的老年人的基本状况以及哪些因素使得老年人承担照顾孙辈的重任。

一、研究回顾

国外对祖父母照顾孙子女的问题已开展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而国内极少从老年人角度对祖父母

照顾孙子女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有关研究绝大多数是从儿童的角度看隔代教育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国外一些研究把生命历程理论作为分析祖父母照顾孙子女的基础框架，认为由于个体的生命历程与他

人特别是家庭成员的生命历程紧密相连，作为祖父母，他们的生活会受到家庭生命圈中各代人链接关

系的影响，例如孙辈的年龄会影响祖父母与孙辈之间的关系，祖父母对年幼的孙辈主要提供日常生活

照顾，而对于年龄较大的孙辈则主要以情感关怀、经济支持为主［3 ～ 4］。
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体系下，虽然在传统上隔代照顾并不普遍，但研究和政策却对这种照顾持肯

定和支持的态度。照顾孙子女等家人作为老年人无酬但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是贡献家庭和社会的重

要体现之一，并被纳入老有所为 ( productive aging，也译为有贡献的老龄化) 的指标。研究表明，照

顾孙子女对个人、家庭和社会来说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祖父母照顾孙子女有助于提高成年子

女的劳动收入，降低正式的儿童照顾支出［5 ～ 6］。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一些国家已经清楚地

认识到这种照顾服务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并对祖父母照顾孙子女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和经济核算，例如

美国老年人为儿童提供的照料服务每年创造的经济价值保守估计达 390 亿美元; 英国的 1400 万祖父

母每年提供价值 39 亿英镑的幼托服务; 2003 年澳大利亚的儿童、残疾人和生活不能自理者的照顾提

供者 18%是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他们提供了大约 60%的非正式儿童照顾［7 ～ 8］。
尽管这种由老年人提供的孙子女照顾服务有利于节约社会照顾资源、缓解中青年人照顾孩子的压

力，使老年人的作用得以发挥，但关于老年人为何要提供孙子女照顾的深层原因却有不同观点。希尔

弗斯坦 ( Silverstein) 等人认为，根据代际互惠理论，“互惠”是代际之间资源交换和保持代际关系的

一个前提，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行为是换取成年子女支持的重要途径［9］。而有研究则认为，祖父母

提供的这种照顾是出于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因为祖父母照顾孙子女是为了帮助成年子女缓解压力，

却通常会以祖父母的物质、身体及心理健康为代价，这可以用贝克尔的利他主义模型来解释，即家庭

内只有通过利他行为把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时才是最有效的，例如金钱从富有家庭成员向较穷家

庭成员的转移就是一个利他主义的例子［10］。
对于照顾孙子女给祖父母带来的影响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照顾有利于加强家庭成

员之间的联系，使祖父母的身心更健康。作为照顾者的老年人会在照顾他人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效

能感和成就感，并密切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11］。我国的一些研究发现，虽然劳动力流动使得农村

老年人抚育孙子女的负担明显加重，但并未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12 ～ 14］。而另一类相反

的看法多来自西方的有关研究，这些研究认为由于被照顾的孙子女往往受到过父母虐待或忽视，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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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安定的生活等，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和行为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与贫穷、居住条件差等问题交织

在一起，使得祖父母在提供照顾过程中面临许多棘手问题; 与没有照顾孙子女的老人相比，照顾孙子

女的老人身体健康状况更差，在躯体活动方面受更多限制［15］。此外，照顾孙子女不仅包括日常生活

的看护，也包括对其思想、行为的教育，所以提供照顾的老人可能会产生孤独、担心、焦虑等心理压

力，因而一些祖父母面临突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社会福利和经济支持需求问题［16 ～ 17］。
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问题在国际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中都受到了重视，

很多国家已经对这种照顾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国内从老年人角度分析孙辈照顾问题的研

究很少，致使我们对提供照顾的老年群体的基本情况缺乏认识。另外，相关研究成果对于老年人照顾

孙辈的原因持不同的理论观点。对中国老年人来说，提供这种照顾到底是为了换取子代更多的养老支

持还是一种家庭内部无私的利他行为还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验证。特别是已有研究中较少把成年子

女的经济状况、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等变量与老年人是否提供孙子女照顾结合起来，而这恰恰是考

察这种代际支持行为原因的关键。根据文献分析得到的启示，本文拟通过实证研究回答以下问题: 在

中国，照顾孙子女的老年人口群体究竟具有什么特征? 哪些因素对老年人照顾孙辈的行为产生影响?

作为一种代际支持行为，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行为是否出于换取子女更多经济回报的需要?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2006 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开展的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

查” ( 以下简称“老年追踪调查”) 中 10%的数据。该调查采取分阶段按人口规模成比例的随机抽样

方法，抽取 20 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 对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进行调查，并按照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的有关数据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在此次调查的 10%数据中，共获得 1980 个有效样本。

调查问卷中询问了“您现在是否帮助子女照看孩子?”。答案是二分变量 ( 是与否) ，本文采用二

项 Logistic 方法来分析老年人照顾子女的影响因素。

三、描述性分析结果

1． 健康、教育程度较高、经济条件居中的老年人更有可能照顾孙子女

表 1 是按照老年人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分类的照顾孙子女的比例构成情况。在被调查的老年人

中，照顾孙子女的老年人占 45. 7%。总体而言，低龄、健康、受过良好教育、非农业户籍、经济条

件居中的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比例更大。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比例相当。户籍类型为农转

非、非农业户籍的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比例高于农业户籍的老年人。婚姻状况为有偶同住的老年人照

顾孙子女的比例最高，丧偶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比例最低。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年

人照顾孙辈的比例更大，特别是在受过中专或高中、大专教育的老年人中，照顾孙子女的比例超过一

半，可见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承担照顾孙辈的重任。老年人自评经济状况与照顾孙辈之间

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经济上大致够用的老年人照顾孙辈的比例最高，经济自评为很宽裕和很困

难的老年人照顾孙辈的比例最低。不同健康自评程度的老年人在照顾孙辈方面有很大差别，明显趋势

是健康状况越好的老年人帮助子女照顾孩子的比例越高。
2． 劳动力外出强化了农村隔代家庭、留守家庭中老年人照顾孙辈的负担

尽管居住地为城市的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比例要高于住在农村的老年人，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农

村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强度要大于城市老年人。图 1 显示，农村老年人中照顾 1 个孙子女的比例虽然

低于城市老年人，但照顾 2 个、3 个及 3 个以上孙子女的老年人的比例却远远高于城市老年人，照顾

2 个孙子女的农村老年人比例达到 16. 3%，照顾 3 个及以上孙子女的老年人比例高达 5. 2%。而城市

老年人照顾 2 个孙子女的比例为 7%，照顾 3 个及以上孙子女的比例仅为 0. 7%。也就是说，农村老

年人照顾孙子女的程度更高、负担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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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特征的老年人是否照顾孙子女的情况 %
变量 是 否

年龄组 60 ～ 69 岁 58. 6 41. 4
70 ～ 79 岁 34. 2 65. 8
80 岁及以上 13. 1 86. 9

性别 男 45. 9 54. 1
女 45. 6 54. 4

居住地 城市 55. 0 45. 0
农村 42. 2 57. 8

婚姻状况 有偶同住 49. 6 50. 4
有偶分居 40. 0 60. 0
丧偶 34. 7 65. 3
离婚 43. 8 56. 2

受教育程度 没上过学 35. 8 64. 2
私塾 28. 2 71. 8
小学 55. 0 45. 0
初中 51. 0 49. 0
中专 /高中 55. 8 44. 2

户籍类型 农业 42. 8 57. 2
非农业 51. 1 48. 9
农转非 64. 5 35. 5

自评经济状况 很宽裕 21. 1 78. 9
比较宽裕 40. 7 59. 3
大致够用 51. 8 48. 2
有些困难 41. 0 59. 0
很困难 29. 7 70. 3

健康自评 很差 30. 5 69. 5
较差 34. 4 65. 6
一般 46. 5 53. 5
较好 51. 6 48. 4
很好 76. 5 23. 5

虽然同样是照顾孙子女，但与孙子女同吃同

住的老年人通常要比祖孙两代分开居住的老年人

承担更多的照顾责任。仅由祖父母和孙子女组成

的隔代家庭 ( skipped generation family) 是一种十

分独特的家庭类型。在隔代家庭中，由于中青年

父母一代的缺失而使得祖父母成为照管孙辈的主

导角色。隔代家庭中的祖父母不但要负责照顾孙

子女的日常生活，还承担着对其进行教育的重要

职责，在经济、时间、精力上都需要巨大的付出，

隔代家庭中的老年人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我国

两亿多流动人口的主体是 20 ～44 岁的农村青壮年

劳动力①。由于户籍限制，这些流动人口的子女很

难在城市获得稳定可靠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

和福利，而流动人口工作、居住的不稳定性也使

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得不把子女留在农村老家，因

此，农村劳动力的外流造成了许多农村儿童短期

或长期失去了直接监护人，不仅造成农村中祖父

母照顾孙子女的行为非常普遍，而且也使得这些

老年人所面临的照顾责任和负担也比城市老年人

更重。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农村 0 ～17 岁留守儿童的规模达到 5861 万人，他

们中的多数人由祖父母照管，在农村留守儿童的

家庭结构类型中，仅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的隔代家

庭中的留守儿童占了 25. 56%，另外还有 15. 03%
的留守儿童与祖父母或父母一方一起生活，也就

图 1 城市和农村与祖父母同吃同住的孙子女数量分布

是说有超过 40%的农村留守儿童不同程度地由祖

父母照顾［18］。2004 年、2008 年中国人民大学老

年学研究所在安徽、河南、贵州等农村地区进行

的老年人调查发现，成年子女外出显著增加了农

村老年人照顾孙辈的负担。例如 2008 年在帮助子

女照看孩子的农村留守老人中，27%的老年人只

能勉强胜任目前照看孩子的任务，5. 7%的老年人

认为自己的身体不能够胜任目前照看孩子的任务，

特别是在仅由老年人单独照顾孙子女的隔代家庭中，老年人感到在成年子女外出后照顾孩子等家务劳动负

担加重的占 44. 4%［19 ～20］，因此，如果照顾责任主要由祖父母承担则可能会对老年人的身体造成压力。留守

在农村的老年人通过照顾孙子女为成年子女的迁移流动付出了代价和成本，并由此面临着经济、健康、劳

动等多重压力，所以关爱农村隔代家庭和留守家庭中的老年人，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是体现代

际公平、解决农村老年人现实困难的迫切要求。
3． 照顾孙子女的老年人在经济上付出更多

照顾孙子女除了需要付出劳动外，在经济上是否也需要老年祖父母付出更多呢? 为此我们对比照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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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照顾孙子女的老年人在给孙子女的经济支持方面是否有差异。结果显示，在经济支出上，与不照顾孙子

女的老年人相比，照顾孙子女的老年人给孙子女钱的比例更高。在调查前一年，近一半照顾孙子女的老年

人给孙辈的钱在 1 ～1000 元之间，还有 6. 1%的老年人给孙子女的钱超过 1000 元。但在不照顾孙子女的老

年人中，近 70%的老年人过去一年没有给孙子女钱，而给孙辈 1 ～1000 元的老年人仅占 28. 6%。可见照顾

孙辈增加了老年人的经济支出，给老年祖父母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压力。

四、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影响因素

为了探讨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行为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老年人照顾

孙子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模型中，把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居住地、经济和健康这些标识

老年人个体特征的变量考虑在内。子女和孙子女数量、与子女是否共同居住、与孙子女是否共同居住可能

会直接影响老年人是否照顾孙子女，因此，把这些变量也纳入模型中。此外，我们特别关注作为一种代际

支持行为，老年人所提供的这种照顾服务是否蕴含着为了获取成年子女更多经济回报的目的? 或者说那些

经济条件好的成年子女是否会得到父母更多的照顾孩子方面的帮助? 因而我们把有无子女外出、子女的经

济状况、子女是否孝顺这几个变量也纳入模型。模型 1 考虑老年人个体特征变量，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

上纳入子女和孙子女变量。回归结果呈现在表 2 中。
分析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子女和孙子女变量的情况下 ( 模型 1) ，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

籍类型、地区、健康自评等变量均对老年人照顾孙子女有显著影响，而教育程度、养老金、经济保障、经

济自评等变量则对老年人照顾孙子女没有显著影响。女性、低年龄、有配偶、农业户籍、居住地为城市、
比较健康的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可能性更大。

在模型 2 中加入了子女和孙子女的变量后发现，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类型、地区、健康自评依然对

老年人是否照顾孙子女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也对照顾孙子女有影响，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老年人更有

可能照顾孙子女，这主要是由于加入与孙子女同吃同住等变量后，使得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作用突显

出来，与孙子女共同生活的老年人尤其是城市老年人往往受教育程度较高，这表明照顾孙辈不但是一项体

力劳动，也是一个需要进行智力、知识投入的教育过程，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年人更有条件和能力照顾

孙辈，这也说明照顾孙子女是老年人体现自我价值、实现老有所为的一种重要活动。老年人的养老金保障

状况和经济自评对照顾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而健康自评越好的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可能性越大。
模型 2 中，子女和孙子女变量对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影响程度不同。孙子女的数量、是否与子女同吃

同住、是否与孙子女同吃同住、子女的经济状况是影响显著的变量。有一个孙子女和有两个及以上孙子女

的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可能性分别是无孙子女老年人的3. 795 倍和3. 239 倍。但在居住方式上，与子女同吃

同住的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可能性反而更低，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无需承担照顾孙子

女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老年人由于健康等原因需要子女照顾而与子女同住; 而与孙子女同吃同

住对老年人照顾孙子女显然有正向作用，特别是在仅由祖代和孙代组成的隔代家庭中，祖父母扮演了照顾

孙子女的主要角色，甚至可以称之为“代理父母”的角色。
对于子女经济状况的影响作用，模型 2 说明子女经济状况越困难老年人反而越可能帮助照顾孙子女，

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子女更有能力通过其他渠道的资源来照顾孩子，如雇保姆、进托儿所等，而

经济条件较差的子女则更希望获得父母的这种低廉、可靠的照顾帮助。另外，模型 2 中的结果还表明，子

女是否在经济上资助父母对于父母是否帮助照顾孙子女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可见老年人照顾孙子女更多的

是一种无私的付出。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家庭代际关系中存在的“利他主义”，即家庭资源更有可能流向

那些条件较差的成员，这是一种家庭中利他主义的体现。
模型 2 还说明子女数量、有无子女外出、有无子女的经济支持、子女是否孝顺则对老年人是否照顾孙

子女没有显著影响。对于有无子女外出这一因素的影响作用，可能是由于很多城市老年人也承担了照顾孙

子女的责任，程度甚至高于农村老年人，因而弱化了子女外出对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影响程度。但通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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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农村地区子女外出依然是造成农村大量隔代家庭存在的重要原因，使得农村老年人

照顾孙子女的数量和程度显著增加，加重了农村老年人的劳动负担。而子女是否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对

于老年人是否照顾孙子女没有显著影响也再次证明照顾孙子女这种代际支持行为更多的是一种家庭中互助

性的无私行为，而非出于经济交换目的。

表 2 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影响因素的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模型1 模型2

B Exp ( B) B Exp ( B)

老年人个体特征变量

性别 ( 男 =0) 0. 266＊＊ 1. 305＊＊ 0. 095 1. 100
年龄 ( 60 ～69 岁 =0)

70 ～79 －0. 681＊＊＊ 0. 506＊＊＊ －0. 504＊＊＊ 0. 604＊＊＊

80 + －1. 476＊＊＊ 0. 229＊＊＊ －1. 380＊＊＊ 0. 252＊＊＊

教育程度 ( 文盲 =0)

小学 －0. 096 0. 909 －0. 122 0. 885
初中及以上 0. 255 1. 290 0. 484＊＊ 1. 621＊＊

婚姻状况 ( 有配偶 =0) －0. 437＊＊＊ 0. 646＊＊＊ －0. 470＊＊＊ 0. 625＊＊＊

户籍类型 ( 农业 =0)

非农业 －0. 784＊＊＊ 0. 457＊＊＊ －0. 926＊＊＊ 0. 396＊＊＊

农转非 －0. 329 0. 720 －0. 075 0. 927
地区 ( 城市 =0) －0. 735＊＊＊ 0. 479＊＊＊ －0. 906＊＊＊ 0. 404＊＊＊

有养老金 ( 无 =0) －0. 124 0. 883 －0. 139 0. 870
经济保障 ( 无 =0) 0. 066 1. 069 0. 121 1. 129
经济自评 ( 宽裕 =0)

大致够用 －0. 040 0. 9610 －0. 422 0. 656
困难 －0. 090 0. 914 －0. 603* 0. 547*

慢性病 ( 无 =0) 0. 078 1. 081 0. 256 1. 292
健康自评 ( 差 =0)

一般 0. 421＊＊＊ 1. 523＊＊＊ 0. 472＊＊ 1. 603＊＊

好 0. 507＊＊＊ 1. 660＊＊＊ 0. 710＊＊＊ 2. 033＊＊＊

子女和孙子女变量

子女数量 ( 无子女 =0) 0. 318 1. 375
孙子女数量 ( 无孙子女 =0)

1 个 1. 334＊＊＊ 3. 795＊＊＊

两个及以上 1. 175＊＊＊ 3. 239＊＊＊

与子女同吃同住 ( 否 =0) －0. 761＊＊＊ 0. 467＊＊＊

与孙子女同吃同住 ( 否 =0) 1. 039＊＊＊ 2. 827＊＊＊

有子女外出 ( 无 =0) 0. 001 1. 001
有子女经济支持 ( 无 =0) 0. 151 1. 163
子女经济状况 ( 宽裕 =0)

大致够用 0. 435* 1. 545*

困难 0. 776＊＊＊ 2. 152＊＊＊

子女是否孝顺 ( 孝顺 =0)

一般 0. 059 1. 060
不孝顺 0. 301 1. 352

注: ＊＊＊p ＜0. 01; ＊＊p ＜0. 05; * p ＜0. 1。

五、总结和讨论

受传统文化和现实需要的影响，我国照顾孙子女的老年人数量和比例很大，该人口群体是家庭、社会

照顾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国超过 40%的老年人不同程度地帮助照顾孙辈，他们的劳动和贡献说明老

年人并非被动的照顾接受者，在家庭中他们依然积极地扮演着照顾提供者的角色。虽然我国老年人照顾孙

子女的社会经济价值还没有得到准确计量，但他们在现实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已毋庸置疑，如果没有这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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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提供的照顾服务，社会和家庭将为照顾未成年人支付不可估量的经济费用和时间成本。很多发达国家

已对老年人的这种照顾服务进行了核算，如澳大利亚的核算结果显示，如果老年人无偿照顾儿童的工作由

付薪工人来做，那么每年的经济支出是 9. 11 亿澳元［21］。
本文的分析发现，低龄、健康、经济条件处于中等水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是照顾孙子女的主

力军。因为照顾孙辈是一项包括日常看护和教育在内的复杂劳动，不但需要老年人有健康的身体，还对老

年人的知识水平、教育技能也提出要求，因而身体健康、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能更好地胜任照顾孙子

女的职责。目前隔代教养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与老年祖父母教育水平不高、缺乏更高的照顾和教育技能有关，

而“代沟”问题也常常与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沟通能力息息相关，因此，要提高祖父母照顾的质量，还

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的老年教育、终身教育来提高老年人的知识水平和技能，特别是提高其有关照顾和教育

未成年人的知识技能。在大量农村中青年劳动力离开农村到城镇工作生活的过程中，老年人照顾留守孙子

女的角色和作用更加强化，农村中仅由祖孙两代组成的隔代家庭大量存在，超过 1 /4 的农村留守儿童生活

在隔代家庭中，农村隔代家庭集中体现了留守老年人和留守儿童问题并存的双重难题。农村老年人照顾两

个及以上孙子女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老年人，这些老年人面临沉重的劳动和教育负担，给农村老年人提供

必要的社会支持是一个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
虽然大量研究证明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行为蕴含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大大节省了家庭和社会用于未成

年人抚养的费用，但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在经济上并未受益于这种照顾行为，因为成

年子女是否在经济上资助老年父母并没有显著影响老年父母照顾孙子女的行为，反而是经济状况越困难的

成年子女越有可能得到父母的帮助。老年父母倾向于为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子女提供照顾孩子的帮助，

这也在实证上验证了贝克尔提出的家庭系统内的利他主义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对于中国的老年人

来说，他们帮助成年子女照顾孩子常常是作为一种无私的付出和体现长辈对子女、孙子女关爱的重要方式，

是我国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父慈子爱、代际和谐的表现。很多照顾孙辈的老年人不但不求成年子女的经济

回报，甚至会在经济上付出更多，尤其是对于很多农村留守老人来说，照顾孙子女在经济上未得到外出子

女足够的经济补贴。但是家庭系统内的这种良性的代际支持行为毕竟是以老年人付出劳动甚至是牺牲自己

的利益为代价的，那些贫困的老年人、农村留守家庭和隔代家庭中的老年人等理应得到受益家庭成员的补

偿以及社会的补偿，这是在实现代际公平和促进家庭和谐发展过程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迅速而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情况还将大量存在，

这有助于弥补我国社会和家庭育幼功能的不足并加强家庭凝聚力，对中青年人、未成年人的发展和成长发

挥着重要作用。众所周知，祖父母照顾孙子女的问题不仅涉及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对孙辈的

身心健康、教育等成长问题带来重要影响。因此，如何使老年人在继续乐于扮演照顾者角色的同时又可以

获得必要的支持是维系家庭照料良性发展的一个重点。在政策方面，国际上普遍的趋势是鼓励和支持祖父

母照顾的政策越来越多，例如美国儿童福利政策明确指出，家庭外的未成年人照顾必须尽可能地贴近家庭

和社区，并鼓励亲属尽量补充国家照顾的不足，承担起未成年人的照顾责任。1979 年美国高等法院扩大了

对亲属照顾未成年人的家庭进行经济补贴和服务帮助的权利范围，虽然对这种家庭的支持程度还低于正式

收养家庭，但由于不断加强对祖父母照顾孙子女行为的倡导，在美国很多个州对祖父母照顾孙子女的支持

已经达到中等监护支持水平［22］。韩国对老年人照顾儿童项目中 65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每月 200000 韩元的现

金福利［23］。
长期以来，在我国被照顾者受到关注，而提供照顾的人却常常被忽略，大量的老年照顾提供者未

能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助和各种支持。要使老年照顾者能够在持续照料家人的同时又不因为照顾产生压

力，需要家庭成员、社区和社会各领域的人士通过各种政策、项目来支持和关心他们。目前已经有一

些国家针对老年照顾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策和项目，这些经济补贴、喘息服务、员工支持等政策和

项目对照顾家人的老年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也迫切需要决策者、研究者、老龄工作者等设计更有

效的政策和项目来支持老年照顾者。必要的社会支持能巩固和维系老年人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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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能够体现老年人的自我价值，实现老有所为，对于社会来说也能更好地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应对人

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资源缩水，缓解老年抚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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