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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代际时间转移动机是公共转移项 目和政策的关键决定因素。然 

而，在中国文化中，这一概念相对比较新颖。目前尚无子女的孩次、性别与中国农村老年人 

代际时间转移之间影响的研究。本文旨在从农村地区父母的角度，按子女的性别和孩次。探 

究时间转移的动机。本研究的数据为 2009年从 中国安徽省巢湖地区收集。研究结果显示从 

父母的视角分析，子女的孩次对代际时间转移动机有显著的影响，而子女性别的影响不显 

著。此外，本文讨论了对政府政策和未来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农村；孩次；性别；代际时间转移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 (2012)04—0027—07 

Rural Birth Order and Gender Influence on Intergenerational Time 

Transfer M otivatiOn in Anhui Province 

ZHOU Lv ，CHEN Gong ，XU Ming—wei ，WANG Jia 

(1．School of Graduate，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USA； 

2．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 estern countri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motivation is a key determinant of public transfer programs and policies． However，in Chinese 

culture，the concept is relatively new．Currently there is less research about rural birth order and 

gender influence on intergenerational time transfer in China．This article analyzed intergenerational 

time transfer motivation by the birth order and gender in perspective of rural parents．In this study，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Chaohu，Anhui Province，China in 2009．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ents，their children’S birth order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il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motivation and children’S gender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In addition，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velation of government policy and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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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言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 8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 

布了 (2010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 1．776亿人，占 

总人口的 13．26％。预计到2018年，老年人口将约占总人 口的 1／6，2025年将占1／5，2050年将占到 

1／3。尽管中国政府和社会工作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 2O世纪 80年代的经济改革以来，建立的 

国家老龄保障体系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维持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绝大多数老年人生活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 

计，2011年一季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参保人数共计 1．74亿人，达到领取养老金待遇60岁的 

有5003万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 口的50．32％，农村居民为 

6．74亿人 ，按农村老年人口比重 18．3％计算，农村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1．23亿人。也就是说， 

还有 7300万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没有养老金。由于收入低及缺乏养老金体系的保障，尤其在国家支持 

与社会保障缺失的情形下，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比较困难 。 

中国城市地区的老龄化问题与其他国家类似，但是由于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面 

临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大不相同的老龄化问题。在农村地区，政府仅为老年人提供很少的资源，家庭 

的支持与个人的积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政府也认为农村家庭应该照料老年人。在中国的传统 

文化中，自力更生与家庭养老具有悠久的历史。许多农村老年人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其子女提供经济 

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至少农业人口是如此。同时，中国的老年人口绝对数量也是世 

界上最多的。政府的任何新的公共收入转移政策都必然是一笔巨大的支出，甚至超过当前政府的财政 

能力范围。因此，如果子女的性别与孩次证实是代际转移动机的决定性变量，那么政府可据此制定一 

些奖惩措施，一方面可以节约资源，另一方面还可以切实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货币与时间的代际转移 (Intergenerational Trans~r)一直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社会工作者 

感兴趣的话题。两代人之间的资源转移有两种基本的形式 ：父母一代流向成年的子女 (向下转移) 

和子女一代流向年老的父母 (向上转移)。 

考虑到时间转移的动机时，以子女的性别与孩次作为社会政策的基础，不仅仅对中国，对 2l世 

纪其他国家也代表着一个重要的创新。本研究将作为先例，以更好地为分析私人与公共部门的分配决 

策提供支持，最终达到即使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目的。 

二、相关概念的定义 

1．代际转移 

代际转移通常指的是代际之间现金、服务与除现金外的资产的交换。这种转移有两种形式：从成 

年子女向老年父母 (向上转移)和从父母向成年子女 (向下转移)。向上转移可以以经济支持和 

(或)时间支援的形式进行。经济转移包括货币、实物、不动产。时间转移 (Time Transfer)，从社会 

学的角度称为工具性支持 (Instrumental Suppoa)，包括家务劳动和生活照料。和向上转移类似，向下 

转移同样以时间和 (或)货币、实物和不动产的形式进行。父母负责子女的上学费用、提供住宿、 

照顾孙子女，而且越来越成为成年子女一生中重要的帮助来源。 

2．利他主义假说 ． 

利他主义是一个道德原则，指个体有责任帮助、提供服务或者使他人受益，甚至在必要的时候牺 

牲个人的利益。利他主义也会使子女向年老的父母转移资源，尤其是如果父母已经给他们灌输了强烈 

的子女的责任感 。或者，成年子女给予父母资源仅因为他们在乎父母，而且能从给予中获得间接 

的满足。 

3．交换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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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理论起源于理性选择理论，中心假设是个人的行为追求回报或利益最大化，用经济学术语来 

说就是效用最大化。例如，老年人期望从子女那里获得的回报 (货币和时间)最大化。因此，就教 

育来说，在孩子小的时候，他们会通过助学金以及借款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反之，成年子女会 

希望对父母的资源转移最小化。因此，人们可能会期望这种转移的发生尽可能的少，除非是在父母对 

他们的需求非常强烈的时候，最好由那些付出成本最低的子女 (有更多资源的子女)来提供。 

三、孩次和性别对代际时间转移动机影响分析 

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中国的安徽省原巢湖地区 (现主要地方归入合肥市，少数地方并人芜湖与马 

鞍山市)。该省大部分是农村，而巢湖地区坐落在长江北岸、安徽省中部，六普时巢湖市全市人口为 

387．3万人 ，户籍人口为460．8万人。该地区老年人密度相对高 (12％的人 口是 60岁及以上人口)， 

而且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外迁到邻近城市如合肥、南京、上海的比例很高。 

调查采用分层多级法，随机选择了1800名潜在应答者。基期调查于 2001年 4月开始进行 ，样本 

包括 1715名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培训的调查员于2003年 lO月和2006 

年 12月进行了跟踪调查，受访者分别为 1391名和 1067名。调查采用测量性能经过验证的结构性问 

卷，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为保证对问卷进行普通话翻译的准确性，采用了标准的回译法。本调查评 

估了农村老年人在家庭关系、代际转移、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情况。 

第4次数据收集于2009年 6月进行，共有 1224名受访者。与前 3次调查相同，受访者需回答六 

个问题 (认知测试)，满分为 9分，如基本的数学计算、基于阴历的当年的生 肖。任何得分低于5分 

者，将从研究中剔除。排除此类受访者后，目前研究的样本量为 1165人。本研究以此次数据收集的 

资料为基础进行分析。 

2．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1)理论模型。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后面的分 

析是从老年人的角度进行的。 

本研究调查了获得正向转移 (时间)的老年人的代际时间转移动机，并分析了影响转移规模的 

因素。随后从孩次和性别的角度对时间转移动机进行了比较。 

下面的 Probit回归模型被用作研究转移的规模 ： 

rri=c0+c1×RIi+c2 X DIi+c3×Z + (1) 

其中，c。是截距，c 、c 、c，分别是 R 、DIi、Z 的回归系数。 (时间转移)是时间转移的规模，尺 是 

接受者的收入(老年人的收入水平)，DIi是捐赠者的收入(成年子女的收入水平)，Z 是代表老年人特征 

的向量(例如，人 口学变量和其他影响代际转移的因素) 是误差项。 

c 是重要的系数：负的c 与利他和交换假说相一致，如果 c 是正的则拒绝利他主义是转移的主 

要动机，因为它意味着老年人的收入越高，得到的转移越多。或者正的 C 仅简单地反映一个事实， 

收入高的捐赠者与收人高的接受者有关系，因为他们会向亲戚大量地转移 (与动机相独立)。因为捐 

赠者收入和转移量的正相关关系，捐赠者收入系数 (c：)在任何案例中都应当是正的。 

(2)研究假设。基于此模型，本研究的假设如下。 

假设 1：对于年长的子女来说，c 和c 都是正的，而且显著，支持交换理论。 

假设 2：对于年幼的子女来说，c 是负的，c 是正的，支持利他理论。 

假设 3：对于儿子，c 和C 都是正的，而且显著，支持交换理论。 

假设 4：对于女儿，c，是负的，c 是正的，支持利他理论。 

研究分别针对假设 1、2以及假设 3、4建立两个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 

(3)测量方法。首先，因变量方面，在方程 1中， (时间转移)为连续变量，并且最初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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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询问受访者其每个成年子女及其配偶提供以下服务的频率来评估：① 家务帮助 (例如打扫房间、 

洗衣服)和② 日常照料 (例如，洗澡、穿衣服)。频率的分级和编码为：0=没有帮助，1=很少， 

2=每月数次，3=每周至少一次，4=每天都做或更频繁。然后将每个子女及其配偶的频率进行累加， 

得到每个量表的得分，取值为0～10。在此基础上，创建新的虚拟变量：0(没有帮助)或 1(一些 

帮助，包括 1—10)。 

其次，自变量方面，老年人的特征包括子女数目、性别虚拟变量 (1=女)和婚姻状况 (1=在 

婚)。年龄按年代测定。收入按照受访者及其配偶工作和退休金的年总收入 (+1)的对数来测量。 

基于样本中每个组的百分比将此变量编码为 3个组：低收入组 (0～22美元)，中收入组 (23～410 

美元)和高收人组 (大于410美元)。接下来，将中收入组和低收入组设为虚拟变量。低收入组为基 

准参考组。老年人早先帮助每个子女照料孙子女将使用虚拟变量来评估 (1=是，提供帮助)。 

此外，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以健康 自评、慢性病数目、功能障碍和抑郁程度为测量指标。老年人健 

康 自评状况通过问题 “您认为您自己现在身体健康状况如何”测量。答案分为差到好四级，分数越 

高意味着健康自评越差。 

慢性病的数量由 12个慢性病条 目加总获得。得分范围是 0—12，分数越高意味着慢性病数量 

越多。 

功能障碍是由15个条目加总获得：基本日常生活活动 (穿衣服或脱衣服、室内走动、起床、从 

椅子上站起来)；工具性 日常生活活动 (做饭、购物、做家务、坐公共汽车或火车、管理资金)；需 

要力量、活动性和柔韧性的活动 (提起 10公斤重的一袋大米、爬一段楼梯、步行 100米约 328步、 

弯腰、下蹲、屈膝)。应答者指出每项活动的困难程度：0(没有困难)、1(有些困难)、2(没有帮 

助无法完成)。该量表的信度为0．93，总分为0(任何活动都没有困难)到30(无法完成任何活动)。 

问卷中测量心理状况的9个问题来 自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L3]，根据目标人群进行了调整。3个条目表示正向情绪 (感到快乐， 

享受生活，感到满足)，2个条目表示负向情绪 (感到孤独，感到心烦)，2个条 目表示边缘化情感 

(感到无用，感觉无事可做)，还有 2个条目表示躯体症状 (食欲不振，睡眠障碍)。按照受访者过去 
一 周内出现相应症状的频度划分为：0(很少或没有)，1(有时候)，2(大部分时间)。在调整了反 

向评分题的编码后，共得出9个变量，抑郁评分为0～18，分数越高抑郁出现频度越高。这 9个条目 

的信度系数 (Cronbach’S alpha)为0．78。 

子女的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孩子数。年龄为进行调查时的年龄。性 

别 (1=女)和婚姻状况 (1=目前在婚)是二分类变量。孩子数是连续变量。收入水平的测量分为 

4级：0=很困难，1=较困难，2=大致够用 ，3：有剩余。对经济状况的总体评价克服了低估的问 

题。另一个二分类自变量是邻近居住 (1=子女居住在同村)。由于样本中共同居住率极低，因而在 

此没有考虑。 

另外，情感亲密度由3个评定每个子女与父母关系的问题来测量。这些问题根据评价代际情感亲 

密度的有效连带集录 (Effectual Solidarity Inventory) 改编而成。问题如下：① “综合考虑，您感觉 

(与这个孩子)有多亲密?”② “当您想要倾诉一下 自己的忧虑和难题时，您觉得 (这个孩子)多大 

程度上会愿意听?”③ “总体来说，您和 (这个孩子)相处的如何?”。这些条 目的编码为：0 (一点 

也不亲密／根本不会／一点也不好)，1(一般亲密／可能／一般好)，2(非常亲密／很大程度／非常好)。 

将这些条目加总，得出每个子女的得分，取值范围为0—6。用所有子女的总分最高值作为父母该项 

的得分。这些条 目的信度系数为 0．82。 

四、Probit回归模型的结果与讨论 

1．检验假设 1和假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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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女的时问转移。表 1和表 2显示的是 Probit回归模型的结果。 

表 1 2009年中国安徽省分孩次的时间转移规模与老年人的特征 

子女特征— i量 二孩(N=908) 三孩(Ⅳ=794) 四孩(N=560) 估计系数 t 估计系数 t 估计系数 t 

注 ：’P<0．05。 

首先，来看子女时间转移以及老年人的特征。表 1显示了对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个子女的估 

计值。对前三个子女，接受者的收入包括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其系数 (C )均为正，并且统计结果表 

明显著。给予者的收入系数 (C )也是正的。此结果不支持利他模型 (c <0，c：>0)，而支持交换 

模型 (C >0，e：>0)。对于第四个孩子，接受者包括中等收入和高收人的老年人的收入系数 (c ) 

均为负。给予者的收入系数 (c ；第四个孩子的经济情况)为正而且显著。结果符合利他理论 (c < 

0，c2>0)。 

对于老年人的特点，性别与因变量有正向关系，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获得工具性支持。婚姻状 

况对时间转移规模有负效应。这表明子女倾向于为不在婚的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工具性支持。情感联系 

在时间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子女与老年人关系越亲密，陪伴老年人的时间越多。所有健康变量 

(自评健康、功能障碍、慢性病数量、抑郁程度)与因变量呈正相关 ，并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这 

表明，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往往能从子女那 

里得到更多的工具性支持。 

其次，再来看子女的时间转移规模与成 

年子女特征。子女的性别和婚姻状态对时间 

转移规模有正向作用。女儿往往比儿子为老 

年人提供更多工具性支持。已婚子女为父母 

提供更多支持，这表明第一个子女的配偶在 

子女时间转移上作出了牺牲。距离变量的系 

数为正，并且统计显著，说明住在同村的子 

表 3 分孩次的代际时间转移的动机 

注：c1=老年 人 的收 入 系数；C2=每个 子 女 的经 济状 况 系 

数；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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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为父母提供更多的工具性支持。 

(2)假设 1和假设 2的检验总结。表3总结了Probit回归的结果。证实了第一和第二个假设。农 

村老年人通常对长子的预期回报高于幼子。 

2．检验假设 3和假设 4 

用同样的方法来验证假设 3和假设4。表4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从老年人角度，性别决定了代际 

交换的动机这一假设。 

表 4 分性别的代际时间转移的动机 

注：cl=老年人的收入系数 ；c2=每个子女的经济状况系数； P<0．05。 

五、讨论与建议 

1．相关讨论 

(1)孩次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孩次与代际转移动机之间关系的假设，至少从父母的角度 

支持该假设。研究结果支持假设 1和2：农村老年人对年长的子女的抚养符合交换理论，而对于幼子 

的支持则符合利他理论。即父母期望从年长的子女处获得支持，作为以往时间投资的回报，例如照料 

孙子女 (交换)，而对幼子的这种期望较低 (利他)。老年人的收入和子女的经济状况的回归系数， 

对第一个和第二个子女是显著的，但对第三个子女并不显著 (见表 3)。这表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 

支持很大程度上依赖年长的子女，特别是第一个子女。对第三个子女的期望较少，因为其回归系数并 

不显著 (见表 3)。第四个子女，通常是最小的一个，是最不可能为父母提供照料的。而事实上，农 

村老年人反而为第四个子女无偿提供更多的帮助，如照料孙子女。这一结果与利他主义理论相一致。 

(2)子女性别的影响。研究的发现出乎意料，回归结果并不支持假设 3和假设 4：农村老年人抚 

养儿子的动机符合交换理论；而支持女儿的动机符合利他理论 (见表 4)。从父母的角度看，代际交 

换的动机没有性别差异。老年人对代际转移的期望只与孩次有关，而与性别无关。根深蒂固的养儿防 

老的传统观念，可能受到农村妇女获得更多工资收入的挑战 (至少在收集数据的安徽省是这样)。通 

常人们更喜欢男孩 ，因为只有男孩可以继承家族的姓氏并承担照料父母的责任。现在，中国重男轻女 

的思想已有所减轻，因为妇女被赋予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利益、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但在某些地 

方传统的男性偏好仍然很严重，尤其是农村地区。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仍然不完善，调查时很多农村 

地区没有养老保险，年老后必须完全依赖儿子供养。由于这个原因，在农村地区养儿防老的思想仍然 

很盛行。然而 ，本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对儿子和女儿有相同的期望。这表明农村地区女孩的状况可 

能有所改善。 

(3)代际交换的影响因素。所有的健康变量 (自评健康、功能障碍、慢性病数量、抑郁程度) 

与时问交换的规模呈正相关。这表明子女是否为父母提供工具性支持不仅取决于老年人的经济状况、 

是否照料孙子女 ，而且取决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换言之，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是决定工具性照料规模 

的关键因素。老年女性比男性接受了更多的工具性支持，男性相对更健康。该结论与本文的结果是一 

致的。婚姻状况和邻近居住与时间转移呈正相关 ，这表明子女的配偶往往会承担照料父母的责任，并 

且居住较近的子女会提供更多工具性支持。 

子女的数量与时间转移无显著联系，但是系数均为负，与现有文献一致。1980年之前，夫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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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经济、传统和精神需求 自由决定子女的数量。本调查参与者平均有4个孩子。由于当时死亡率较 

高，他们知道子女有较高的死亡风险，并且也明白需要有足够多的子女，尤其是儿子，这样在年老后 

可以照顾 自己并保证家族延续下去。子女的数量由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需求决定。社会经济水平越 

低的地区，越想要更多的孩子，在中国农村尤其如此。 

较年长的子女是老年人经济和工具性支持的主要来源。本研究发现子女往往会分担兄弟姐妹的照 

料负担。因此，子女越多，每个子女的付出相对较少。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子女和父母之间、兄弟姐 

妹之间都密不可分。 

2．对政府政策的启示 

这些结果对政策主要的启示是，当子女们向父母提供服务、进行代际转移时，旨在促进农村地区 

老年人福利的社会转移的增加，不仅不会导致私人转移被挤出，而事实上可能会增加私人转移的规 

模。这是因为解释中国农村地区私人转移行为的主导动机是交换理论。因而，子女是一种 “战略投 

资”，或许是农村弱势老年人唯一可依靠的资源。 

本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子女的数量与时间转移的规模并不显著相关。这一发现挑战了农村地区 

“多子多福”的观念。由于子女往往倾向于和同胞一起承担照顾老年人的重担，有很多孩子并不一定 

带来更多的晚年生活支持。一些农村青年无法履行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有些人甚至自身 

就是在贫困线以下挣扎，所以对他们来说，赡养父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政府应该发展适合老年 

人的保障体系，这一体系应在根本上基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而不仅仅是儿女的数量。 

本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家庭支持机制，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对改善老年人生活水准和福 

利的政府政策或项目的需要。经过多年的试验和实践，社会保障体系已初步形成。但是，为使社会保 

障服务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 ，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口老龄化将加剧老年养老金体系和医疗支出 

的压力。同时，城市化的发展使建立和改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迫切。 

为了建立一个繁荣的社会，推进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政府一项重要的任务。国民经济 

稳定、快速、协调和健康发展带来的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的贯 

彻，以及经过研究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继续发展铺平道路。从而在 

今后几年，中国人民将更多地受益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享受更加丰富的物质文明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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