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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能否增加养儿防老的保障.

&&&基于代际社会交换理论的分析

叶晓梅

!摘
!

要"在中国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基于代际互换视角!深入分析教育

获得对个人养老质量的影响机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

,HU9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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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数据进行研究时发现!教育获得会通过当期与长期的代际

交换增加个体的养老质量"一方面!受教育水平会对老年人的健康#物质和精神文

化生活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和财富保证个体对子女当期的时间和经济支

持!增加了子女对父母养老支持!进而双重提升养老质量"另一方面!教育获得的

代际效应使得教育水平较高者更愿意投资子女教育!而教育作为收入和孝敬观念提

升的关键途径!增强了子女的养老能力和意愿!进而增进父代的养老质量"同时发

现子女的精神慰藉对父母健康的正向影响更大!而代际照料孙辈则可能降低父母的

养老质量"因此!在重视教育对代际社会交互养老影响的良性循环机制时!需关注

子女对父母的精神慰藉和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并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以优化代际交

互支持的协作方式"

!关键词"教育获得$养老质量$代际养老$社会交互理论

一%引言

教育和养老是家庭投资的重要方面!在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下!个体及

子女教育获得水平能否增加中国老年人的养老质量一直备受关注$据统计!

至
()*A

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为
*!&DS

!且呈逐年增加趋势$在+未富先老,

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有限的社会养老资源并不能为涌现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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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充分的保障$同时!少子化和城市化背景下!老人孤独问题严重!儿女

的情感支持是保障养老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养老不可替代的'

T-:/

!

O.%;:>48:./

!

())E

#刘西国!

()*"

($因此!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养儿防老机

制仍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方面$但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时代!养老负担

加重使得优良家庭养老系统难以维持$而教育作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和子女

能力投资的重要途径!不仅能带来养老的物质%精神文化和健康收益!还能

通过提升子女的物质和精神慰藉的养老回报!进而成为增强家庭养老能力%

减少老人孤独的重要因素$如何发挥其在家庭养老中的润滑剂作用!对于促

进家庭养老系统的平衡和优化十分重要$基于互惠和均衡是一切交换关系维

持的基础!本文期望深入分析教育在家庭代际社会互换系统中的作用!以增

加养儿防老的保障$

从代际优势累积的视角来看!教育获得与养老质量存在着代际社会交互

的过程$一方面!教育获得的代际传递效应使得高教育水平的父代更愿意投

资子代教育!而子代教育水平的提高!能为父代养老提供必要的经济和精神

支持'伍海霞!

()**

($另一方面!教育本身会给个体老年时期的身体健康%

物质充裕和精神文化生活多彩带来保障'叶晓梅%梁文艳!

()*"

($在青年的

赡养和抚育负担加重的时代背景下!高教育水平为老人带来的健康%富有和

闲暇充足!可以保证其为子女提供必要的闲暇时间和金钱支持!以保障子女

安心发展事业!同时也能增加自身价值感和子女的养老支持'

H

Z

g%3

!

()*(

#

F$380]:80%&

!

()*!

($因此!从代际社会交互角度分析教育获得对老年人生

活质量的影响!对优化家庭内部投资%促进家庭代际优势累积和应对老龄化

问题意义重大$

但已有研究缺乏关注教育获得与养老质量的关系!关于教育收益问题的

研究多局限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货币收益!较少探究教育的非货币性终

身收益'如老年生活质量(和代际收益'如养儿防老($在老龄化加剧和老年孤

独问题增加的背景下!本文期望从教育终生收益和代际相互支持的角度!分

析教育获得与养老质量的关系!并突破传统的物质养老的局限!系统分析当

前中国背景下的教育获得%物质养老和精神养老以及代际相互支持的状况!

明晰教育获得水平如何经由代际交换以增加养老质量的内在作用机制!为进

一步优化家庭内部养老系统!促进养老质量提升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保障老年人的养老质量是个人%家庭和社会共同的夙愿$其中养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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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老年个体在生活舒适%便利程度以及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和乐趣的主客观

评价'

J0<0%.=.

!

:80%&

!

()*!

($此外!健康状况是享有高质量生活的自然基

础'

Q$__0

G

0:80%&

!

()*(

($因此!一般从健康状况%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文

化生活质量这三个维度测量养老质量'

I04-:>04:80%&

!

())*

#

J0<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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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代际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教育获得与养老质量的关系!一

方面会通过长期的子代教育投资以增进子代的养老支持#另一方面也可能会

在教育水平增进老年人对子女的支持能力的基础上!经由当期的相互支持来

提升其养老质量$

#一$社会交换理论与养老质量

社会交换理论兴起于
*+")

年代!主要强调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能

够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将一切社会活动归结为一种交换$其

中互惠和均衡是社会交换关系持续下去的核心动力!互惠代表着交换双方都

能从交换关系中受益!而无论这种受益是过去0现在的!还是长期0短期的#

均衡意味着交换双方在付出一定成本后!都能够从交换关系中获得个体所认

可的相同回报!接受支持和给予支持$在有着+养儿防老,传统的东南亚国家

中!教育与养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父子两代之间长期与当期的社会交换$

关于长期的交换!由于子女是父母养老的重要保障!父母非常重视子女的早

期教育投资!特别愿意投资学习能力更强的子女!以获得更好的养老支持$

关于当期的交换!

J$/0%60/6F0>_

'

*++(

(提出了代际交换动机假说!认为父

母与子女之间的服务或货币交换存在着提供方与接收方之间的交换关系!提

供方为接收方提供了相关服务和帮助!代际转移的接收方对提供方所提供的

相关服务进行货币支付或其他回报$如江克忠等'

()*D

(采用
,HU9IO())E

数据研究发现!成年子女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规模与父母收入水平呈

显著的正相关$同时!黄庆波等'

()*@

(也发现年老父母照料子孙或给予子女

经济支持!会增进子女对其的赡养$由此可知!在代际社会交换层面的教育

与养儿防老问题上!存在着长期的交互和当期的交互$双方通过长期和当期

的交换以增加养儿防老的保障!体现了反映了社会交换的本质$

#二$社会交换本质中的子代教育投资与养老质量

子代教育投资与养老质量的本质其实是长期的代际社会交换$教育的代

际传递效应使得父代的教育会通过其经济地位和投资动机等多种条件!影响

其子代的教育获得$反过来!子女的教育对父母的养老生活会产生一定的

影响$

一方面!教育具有代际效应!父母教育会经由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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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投资意愿对子女的教育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K%02_

!

:80%&

!

())A

($因为!

高教育水平的父母往往知识水平较高!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更愿意给孩子

提供有效的学习指导$此外!接受高等教育的父母往往拥有更高的社会经济

地位!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资本!能给孩子供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社会支持!

有效地投资孩子的教育!进而对孩子的教育获得会产生重要影响'罗伯特-帕

特南!

()*@

($如郭丛斌和闵维方'

()**

(发现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对子女的教

育有更强的投资意愿和能力!其孩子获得教育成就也相对较高$

另一方面!父母投资子女教育与其养老交换动机有着重要关系$一般认

为子女教育水平关乎父母养老质量!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越高!得到的养

老回报就越高'伍海霞!

()**

($但关于子女教育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路径

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教育会经由子女社会经济地位而对父母产生影响$因

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子女有能力对年迈的父母供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余梅

玲!

()*A

($但也有学者认为子女教育本身会对父母养老质量产生作用$因为

教育水平较高的子女会给父母更多的精神慰藉和更合理的经济支持!以提升

老年父母的健康水平$如沈咪'

()*D

(通过问卷调查对
(*!

名老人的研究发现!

随着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子女对父母的精神慰藉和经济回报显著增加$石

智雷'

()*A

(也发现重视子女教育投资能够有效提高农村父母养老质量!子女

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也就越好$

教育的代际效应已达共识!但是子女教育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在支持

方式上存在分歧!经济支持与精神慰藉的影响效应存在不确定性$可能是因

为在医疗改善和退休制度下!父母相对比较健康!期望更多的给予子女支持!

而子女简单的经济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父母的社会衰竭!对其躯体健康

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在少子化和人口快速流动背景下!留守老人或空巢老

人更多地期望子女更多的精神关怀!以避免社会孤独而增加养老质量$如

O.%;:>48:./

等'

())E

(发现子女支持可以给老人带来良好的精神状态!能促进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原因在于子女在提供照料过程中与父母的沟通!有助于

缓解患病老人的心理紧张$刘西国'

()*"

(也发现老年人的晚年幸福离不开子

女的精神赡养!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的情感支持能改进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在此背景下!分析教育对父母养老质量影响的具体途径是重要的!其中精神

慰藉的影响效应可能更大!但需进一步验证$基于此!本文就教育投资与养

儿防老的长期代际社会交换机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

*

"子代教育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中!对父母的精神慰藉相对于经济

支持的作用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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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交换本质中教育获得'代际相互支持与养老质量

教育获得与养老质量的关系不仅存在于长期的代际互换!更体现在当期

的代际相互支持中!父母与子女通过当期的双方互惠以增加养儿防老保障$

首先!教育获得本身会对通过经济预算约束放松%认知丰富和社会网络

资本对个体老年时期的健康状况%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产生影响$因为

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在青壮年时期的优越工作收入会以累积优势效应持

续至年老时期!能保障其享有充足的医疗养老保险和优越住房等物质生活质

量'

F0]]$//00/6 0̂=>.].$

!

()*!

($而其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保证其在营养

和医疗保健方面有充足的投入'

U60340/6O2$88

!

())(

#

J$$>4%0:>

!

:80%&

!

()*)

#

Q>$4430/

!

()*A

(#同时也会利用健康知识指导自己的健康行为和心

理!进而获得良好的健康状况'

F0>8./

!

*+++

#

,78%:>0/6I%:>04WF7/:

G

!

()*)

($此外!接受教育能给予个体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促进个体积极参与社

会活动!进而提升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I72204

!

:80%&

!

()**

($而教育对老年

个体的经济%健康和闲暇的正向影响!是其当期给予子女支持的重要基础$

其次!为了提升自身的价值和获得子女更好的供养!老年父母会积极地

为成年子女提供支持'熊波%石人炳!

()*"

#黄庆波等!

()*@

($一方面!老

龄化使得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负担加重!接受子女经济支持!可能会损害老年

人的自尊心!增加其精神负担!并不利于其生活质量的提升'

F$380]:80%&

!

()*!

(#相反为子女贡献晚年+余热,!能增进老人的自发性%意志力和完整

性!满足其基本的心理需求与角色认同!改善其心理健康!进而提升其生活

满意度'刘西国!

()*"

($另一方面!当前
)?D

岁婴幼儿的抚育存在入托难的

问题!孩子照料需要家庭中的代际互助来弥补'郑丹丹%易杨忱子!

()*!

($

健康的父母通过代际照料孙辈!能减轻子女照料负担!为子女事业发展提供

保障#这既能避免老人社会衰竭!同时还能增加子女对其经济回报'何圆%王

伊攀!

()*A

($即+时间
?

金钱,互惠模式的代际交换不但有利于家庭经济状况

的改善!而且也有利于老人的健康'

H

Z

g%3

!

()*(

($此外!给予子女支持也

是老年传承性的一种重要体现!通过与下一代分享知识和经历!其与孩子的

联系会更加紧密!生活更加有意义'

F$380]:80%&

!

()*!

($

再次!虽然大多数成年子女会积极地赡养老年人!给予老年人物质%经

济%情感和照料等方面的支持!以回报其早年的养育之恩$而且!子女为父

母提供养老与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及帮助'照看孩子%做家务等(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陈皆明!

*++E

($结构化的代际支持对父母和子女双方的社会资本都有

积极的作用!进而有利于双方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

0̂/

!

()*"

($在保障父母

对其经济支持和照料子孙的支持后!会增加子女对其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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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照料支持!进而使得老年父母能获得良好的营养%度过一些苦难'如疾病%

亲人过世(!保持身心健康'

.̂/

N

:>30/

!

:80%&

!

()*A

#

,-:/

N

0/6,-:/

N

!

()*@

($

以上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育可能会经由保障老年个体的健康%富

有和闲暇而对子女提供相应的经济支持和照料孙辈支持!进而增加子女对其

的养老支持$但已有研究仅是从教育与养老的个体路径%父母支持子代或子

女养老的路径分别探析!并没有从生命周期和代际交互的角度分析教育与养

儿防老的内在综合作用机制$同时父代给予子代的支持也存在舆论分歧!如

有人认为代际照料子孙能减轻子女照料负担'郑丹丹%易杨忱子!

()*!

(!但

有人却认为代际照料子孙会给子女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宋璐等!

()*"

(#而

给予经济支持也可能会滋生子女啃老陋习等'伍海霞!

()*A

($在此背景下!

非常有必要探究教育在当前的代际支持和养儿防老中的作用!尤其分析父母

对子女经济支持或照料子孙支持是否真的有效$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

研究假设"

H

(

"在教育保障当期代际相互支持中!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照料子

孙支持并非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益$

鉴于互惠和均衡是代际支持关系健康持续的关键!不仅关系到家庭纽带

的持续!更关系到互动双方的身心健康和福祉$但已有研究缺乏从此角度分

析教育与养儿防老的内在作用机制!且局部的研究也受限于小型的调查或截

面数据的分析!结果推广性有待考究$在中国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

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HU9IO

(和结构方程模型!并基于以上

两个研究假设深入分析教育如何从代际社会交换增加其对养儿防老的保障!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有重要意义$

三%数据和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指标选择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该调查从
())E

年开始!每两

年进行一次!主要收集一套代表中国
!A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微观

追踪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该数据的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

覆盖
*A)

个县级单位!

!A)

个村级单位!约
*

万户家庭$包含了受访者及其

家族成员的基本信息%其生活状况和健康状况!以及与其子女的经济往来和

相互支持的信息!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数据支撑$本文主要关注教育对

其养老质量的影响!及其如何通过代际社会交换机制增强其养老质量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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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父母对子女的支持需要健康身体和退休闲暇作为保障!同时因为农村样

本居多!故将样本界定为
A)?@A

岁的老年人$

因变量为养老质量!主要由物质生活质量%精神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组

成$参考已有研究!物质生活质量是指环境提供给人们生活条件的允许程度!

包括享有的医疗保障条件%经济条件和居住环境条件等'

I04-:>04:80%&

!

())*

#程令国等!

()*A

(#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是指老年人所拥有%选择%追求

和创造的精神资源满足自身精神需要的精神活动及其状况!一般用老年人的

休闲活动参与状况来衡量'

L$-0//:

!

())@

(#健康状况一般采用老年人的躯体

健康%认知功能健康%心理健康和健康自评来评价'

F74]0%._

!

:80%&

!

()**

($

故将
,HU9IO

数据库中的个人医疗保险%退休金%收入%房产和家庭居住

环境等问题指标来衡量老年人的物质生活质量#将参与的休闲活动项目和频

率的问题指标来衡量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根据躯体健康%认识功能%

心理健康和健康自评的测量题项来判定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自变量为个人教育水平!在探究教育对养儿防老的代际交换机制中!教

育经由子代教育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路径中的相关变量为"子女教育%子

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子女给父母的经济支持%子女对父母的精神慰藉!同时

控制子女的性别%年龄%以及父母的相关特征$在分析教育经由父母对子女

支持!进而影响子女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中!相关变量为"个体教育%

健康状况%物质生活质量%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帮子女照顾孩子#相关控制

变量为"性别%年龄%婚姻%居住地%童年时期的健康状况及家庭背景等$

具体变量介绍如表
*

所示"

表
!

!

相关变量介绍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因变量
养老

质量

物质生

活质量

连续变量!对个人享有的医疗保险%退休金%家庭

居住环境'上网%空气净化器%整洁程度(%房子所

有权%收入和存款等题项标准化后相加构建物质生

活质量指数"

"

关于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构建如下"第一!将参与各类保险情况的
D*

个题目加总

生成三个等级的参加保险情况指数"

*

为很少参加保险!

(

为一般参加!

D

表示参加较多的

保险#第二!将关于退休保险%养老保险%商业保险等每个月领的钱数的
(D

个题目相加!生成

各类退休保险的每月领取额数指数#第三!将个体当前拥有的现钱%存款%债券面值%股票面

值等情况的
"

个问题相加!生成拥有的现钱存款与债券股票指数#第四!由于不同的衡量指数

单位不一致!故对以上三个指数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对+您家可以宽带上网吗%是否有

空气净化器%室内整洁程度如何%房子所有权%去年收入总和,的
A

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在此基础上将衡量老年人物质生活质量的
E

个指标进行相加!生成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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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因变量
养老

质量

精神生

活质量

连续变量!对休闲活动频率和休闲活动情况题项标

准化后相加构建精神生活质量指数"

健康状况

连续变量!对个人的躯体健康%认识功能%心理健

康和健康自评的相关题项标准化后相加构建健康

指数#

自变量
个体教育获得

子女教育获得

教育年限的连续变量

教育年限的连续变量

教育经由

子女支持

相关变量

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
连续变量!将子女的户口%婚姻%年收入%房产情

况等相关指标标准化后合成子女
O1O

指数

子女给父母的经济支持 连续变量!每年子女给父母经济支持的总金额

子女给父母的精神慰藉 连续变量!主要是指打电话和聊天的次数

父母支持

相关变量

父母给子女的经济支持 连续变量!每年给子女经济支持的总钱数

父母帮子女照顾孩子 二分变量!

)

表示不照顾!

*

表示帮忙照顾

控制变量

性别 二分变量!

)

表示男!

*

表示女

居住地 二分变量!

)

表示农村!

*

表示城镇

年龄 连续变量!

A)?@A

岁

婚姻 二分变量!

)

表示婚姻不完整!

*

表示婚姻完整

童年时期的健康状况 分类变量!

*?A

表示健康状况由最好到最差

"

#

关于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指数的构建如下"第一!将过去一个月个体是否参与各类

社交活动的
*(

个题项相加!生成三个等级的休闲活动情况指数"

*

表示没有参加休闲活

动!

(

表示参加休闲活动!

D

表示经常参加休闲活动#第二!将过去一个月个体参加各类

活动的频率的
**

个题项相加!生成三个等级的休闲活动频率指数"

*

表示不经常参加!

(

表示偶尔参加!

D

表示经常参加#第三!在此基础上!分别将休闲互动情况和休闲活动频

率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相加!生成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指数$

关于健康状况指数的构建如下"第一!躯体健康根据
IUJI

'器具性日常活动能

力(量表计算得出"

)

表示躯体功能不健全!

*

表示躯体功能健全#第二!认知功能健康根

据国际
FFO1

量表计算得出!根据问卷中的时间认知%字词识别%记忆自评的问题相加

生成三个等级!

*

表示认知功能严重受损!

(

表示认知功能中等或轻微受损!

D

表示认知

功能好#第三!心理健康根据老年人最近积极%抑郁或焦虑等
*)

个衡量心理状态的题项

计算得出三个等级"

*

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

表示心理健康状况一般!

D

表示心理健

康状况较好#第四!将自身健康评价的
!

个题项加总分成三个等级"

*

表示健康自评较

差!

(

表示健康自评一般!

D

表示健康自评较好#第五!在此基础上!对躯体健康%认知

功能%心理健康%健康自评四个指数依次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将其相加生成健康状况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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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控制变量

父亲的最高职业
连续变量!将父亲从事的职业进行标准化!合成父

亲职业指数

母亲的最高职业
连续变量!将母亲从事的职业进行标准化!合成母

亲职业指数

子女的性别 二分变量!

)

表示女!

*

表示男

子女的年龄 连续变量!子女的实际年龄

#二$描述统计

为了证明家庭代际养老的重要性!根据调查数据!首先对受访者养老生

活来源状况进行描述$根据调查题目+如果您将来老了干不动了!您认为您的

生活来源主要将是什么.,的描述结果来看!占
")S

的人认为其养老生活来源

为自己的子女$可见通过子女的代际养老仍是当前中国的主要养老方式$如

图
*

所示"

图
!

!

养老生活来源

基于养儿防老的社会特征!分析教育如何为养儿防老增加保障的问题!

需分析个人教育水平与养老质量!以及子女教育与父母养老质量的情况$根

据表
(

结果可知!个人教育水平与养老质量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

教育水平提升!个体的健康状况%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依次提

升!且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子女的教育水平与父

母的养老质量也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父母的三类养老质量指标随着子女教

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且在不同的子女教育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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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个体教育'子女教育与养老质量关系的描述统计

健康状况 物质生活质量 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

!

$ #

#

$ #

$

$ #

%

$ #

"

$ #

E

$

无教育经历
?*&(*) ?*&(*! ?)&@** ?)&E*+ ?)&DA) ?)&!")

'

(&DAA

( '

(&!D+

( '

*&E!+

( '

(&*E)

( '

*&E*E

( '

*&@+"

(

小学及以下
?)&)E@ ?)&"D+ ?)&(@) ?)&"E" ?)&*D" ?)&(*A

'

(&D+@

( '

(&!D+

( '

(&(D+

( '

(&("(

( '

*&E"!

( '

*&EA!

(

初中及以上
*&(*+ )&")A )&+*" )&"D* )&DE@ )&(A*

'

(&DE@

( '

(&A)(

( '

D&"A!

( '

D&A*"

( '

*&E((

( '

*&E"@

(

方差分析
()*A&@(

$$$

@)E&AD

$$$

@+)&A"

$$$

!A"&DD

$$$

DAE&DA

$$$

*E)&)*

$$$

!!

注"

*&

括号内为标准差#

(&8

检验的结果!

$$$

)&)*

水平显著!

$$

)&)A

水平显著!

$

)&*

水平显著#

D&

表中'

*

('

D

('

A

(列表示个体不同教育水平下的养老质量!'

(

('

!

('

"

(列

表示子女不同教育水平时!父母的养老质量状况$

#三$研究设计

基于代际社会交换的视角!分析教育如何为养儿防老机制增加保障$需

要从个人教育与养老质量%教育经由子代教育对养老质量的影响%教育对当

期代际相互支持的影响%以及三者相互作用的综合机制来分析$具体分析教

育与养儿防老的关系!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来分析$

第一!从个人角度分析教育对其养老质量的影响!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

进而为当期的代际相互支持行为做铺垫$模型如下"

Ih

.

b

%

)

c

%

*

1

.

c

"

/

/b*

&

/

V

./

c

'

.

'

*

(

其中!

Ih

.

表示个体养老质量!分健康状况%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

生活质量三个维度$

1

.

表示个体的教育!

V

./

指影响个人养老质量的一些控制

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居住地等!因为个体健康%物质生活和

精神文化生活可能受童年时期的健康和家庭背景影响!因此!将个人
*A

岁及

以前的健康状况和父母的最高职业纳入控制变量!

7

.

表示残差项$

第二!从教育经由子女教育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角度!分析教育与

养儿防老的长期代际社会互换$不仅需要分析个人教育对子代教育的影响!

还需分析子代教育对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以及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如何

影响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进而分析子代支持对父母养老质量的

影响$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来估计每条影响路径!具体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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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二

Ih

.

b

%

))

c

%

)*

V

2

\

c

"

3

3b*

(

3

V

3

c

'

))

V

2

\

b

%

*)

c

%

**

O1O

,

c

"

B

B

b*

)

B

V

2

\

c

'

*)

O1,

2

b

%

()

c

%

(*

1

,

c

"

>

>b*

*

>

V

>

\

c

'

()

1

2

b

%

D)

c

%

D*

1

.

c

"

%

%b*

+

%

V

2%

c

'

%

&

'

D)

'

(W*

(

'

(W(

(

'

(WD

(

'

(W!

(

其中!

1

.

表示个体的教育!

1

2

表示子女教育!

O1O

2

表示子女的社会经济

地位!

V

2

\

表示子女对父母的支持!包括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

Ih

.

表示父母养老质量$而
V

2%

%

V

>

\

%

V

2

B

和
V

3

分别为影响子女教育获得%影响子

代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子代对父母支持%影响个人养老质量的一些控制变量#

7

))

%

7

*)

%

7

()

%

7

D)

表示残差项$

第三!从当期的代际社会交换角度分析教育与养儿防老的关系!主要是

个体教育影响老年人的健康和物质生活条件!而物质条件较好的老年人可以

对子女进行经济支持!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可以照顾子孙!进而提升子女

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增进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提升父母的养老质量$由

于第一部分已经估计个人教育对其老年健康和物质生活质量的影响!本部分

主要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依次估计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照料子孙对子女社会经

济地位的影响%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养老支持的影响!以及子女支持对

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三

Ih

.

b

%

!)

c

%

!*

Vi

2

\

c

"

>

>b*

,

>

V

>

c

'

!)

Vi

2

\

b

%

A)

c

%

A*

O1Oi

,

c

"

8

8b*

-

8

V

8

c

'

A)

O1Oi

2

b

%

")

c

%

"*

O1O

.

cR>$;.6:

.

c

"

4

4b*

.

4

V

4

c

'

%

&

'

")

'

DW*

(

'

DW(

(

'

DWD

(

其中!

O1O

.

表示个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

R>$;.6:

.

表示对子女照顾孙子女

的支持#

Vi

2

\

表示接受父母支持后增长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的子女对父母的支

持!

Ih

.

表示个人养老质量$

V

4

%

V

8

和
V

>

表示影响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影响

子女对父母支持%影响个人养老质量的一些控制变量#

7

!)

%

7

A)

和
7

")

表示残

差项$

第四!以上影响路径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复杂的家庭养老系统里!他

们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为了探究教育与养儿防老的良性循环系统!在各条

路径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综合分析教育与养儿防老的关系$

模型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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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教育与养儿防老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

结构方程模型图的含义为个体教育影响其养老质量!而老年的物质生活

质量影响其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健康状况影响其对孙辈的照料情况!通过经

济支持和时间支持促进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而增加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

持和精神慰藉!从而提升其养老质量$另一方面!个体教育影响子女教育!

子女教育影响其社会经济地位!进而影响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

影响父母的养老质量$两者综合作用!进而分析教育与养儿防老的系统关系$

四%实证分析

#一$教育获得对个人养老质量的影响

为了探究教育获得对中国养老质量是否存在显著影响!本部分在模型一

的基础上!采用
eIO

回归分析探究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表
D

的估计结

果!在控制个人性别%年龄%居住地%出生地%户口%婚姻%父母亲的职业

以及童年时期的健康状况后!发现个人教育对其老年时期的健康状况%物质

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

)&*"A

%

)&*!"

和
)&)@*

!均在
)&)*

水平上显著$此部分的估计结果与描述统

计分析部分相一致!说明教育会对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教育水平越高的群体!在老年时期的健康状况%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文

化生活质量越高$主要原因可能是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拥有较高的收入和

储蓄!使其老年时期享有充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住房等物质生活条件$

在预算约束宽松的前提下!他们享有较好的医疗保健条件和营养水平!并善

于调节自己的健康行为!进而获得良好的健康状况'程令国等!

()*A

($此外!

也可能是教育能丰富个人的认知和社会网络资本!使其更愿意参与精神文化

活动!进而提升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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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教育对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效应

健康状况 物质生活质量 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个人教育
)&*"A

$$$

)&*!"

$$$

)&)@*

$$$

'

)&))!

( '

)&))A

( '

)&))D

(

性别'女
b*

(

?)&"*D

$$$

)&*)(

$$

)&)"*

$$

'

)&)D"

( '

)&)!(

( '

)&)(E

(

出生年份
)&)A(

$$$

)&)*(A

$$$

)&)*D(

$$$

'

)&))(

( '

)&))(

( '

)&))(

(

居住地'城市
b*

(

)&@(E

$$$

*&(@!

$$$

)&(@"

$$$

'

)&)DA

( '

)&)!*

( '

)&)(E

(

个人出生地'变更
b*

(

?)&)""

$

?)&)@(

$

)&)"@

$$

'

)&)D!

( '

)&)!)

( '

)&)(@

(

个人婚姻'完整
b*

(

)&!*!

$$$

)&!)E

$$$

?)&**A

$$$

'

)&)!)

( '

)&)!@

( '

)&)D(

(

*A

岁及以前的健康状况
)&**A

$$$

)&)ED

$$$

)&)"A

$$$

'

)&)*(

( '

)&)*A

( '

)&)*)

(

样本量
("D+! ("D+! ("D+!

调整的
9

(

)&*EE )&*)" )&)D@

!!

注"

*&

括号内为标准差#

(&8

检验的结果!

$$$

)&)*

水平显著!

$$

)&)A

水平显著!

$

)&*

水平显著$

#二$投资子代教育对养老质量的影响

教育不仅直接对个人养老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有着养儿防老传

统的中国社会里!教育还会通过影响子代教育对其养老质量产生影响$为了

明晰个人教育怎样影响子代教育进而对其养老质量产生影响的路径!本部分

在模型二的基础上依次估计这条影响路径$研究结果如表
!

所示"

首先!在控制父母与子女的关键特征后!发现父母的教育水平对子女的

教育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
)&D*E

'

\(

)&)*

(#表明教育水平

较高的父母更倾向于投资子女的教育!保障子女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其次!

进一步探究子女的教育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控制父母与子女的关键特

征后!发现子女的教育对其社会经济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

)&*(D

'

\(

)&)*

(#表明投资子女教育是子女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关键因素$

再次!为验证通过投资子女教育!让其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后!是否会

增加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在控制关键特征后!以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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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慰藉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发现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给父母

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
)&)))D

和

)&)"*

!均在
)&)*

水平上显著$说明子女教育水平越高!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水平就越高$同时也发现子女教育也会直接影

响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最后!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分别对父母

养老生活质量的三个指标进行回归!发现子女的精神慰藉对父母的健康状况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均对父母的精神文

化生活质量和物质生活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进一步从经济养老和心

理养老的角度说明了养儿防老体制的重要性$

表
%

!

教育经由子代教育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路径分析

子女教育
子女社会

经济地位

给父母的

经济支持

给父母的

精神慰藉

父母的

健康状况

父母精神

文化生活

质量

父母物质

生活质量

子女教育
)&*(D

$$$

)&)))(

$$$

)&)D@

$$$

'

)&))!

( '

)&)))

( '

)&))D

(

父母教育
)&D*E

$$$

'

)&))@

(

子女社会

经济地位

)&)))D

$$$

)&)"*

$$$

'

)&)))*

( '

)&))E

(

给父母的

经济支持

*&)!D (&"A)

$$

@&(*D

$$$

'

*&A()

( '

*&("D

( '

*&EA"

(

给父母的

精神慰藉

)&*!"

$$$

)&)!)!

$$$

)&*+!

$$$

'

)&)*D

( '

)&)**

( '

)&)*"

(

相关控制

变量
a1O a1O a1O a1O a1O a1O a1O

样本量
*+

!

(A+ *+

!

)D) *"

!

!D* *"

!

A)) *"

!

!D* *"

!

!D* *"

!

!D*

调整的
9

(

)&(D) )&("* )&)*" )&*)@ )&(DA )&)!A )&*A@

!!

注"

*&

括号内为标准差#

(&8

检验的结果!

$$$

)&)*

水平显著!

$$

)&)A

水平显著!

$

)&*

水平显著#

D&

限于篇幅!相关的控制变量!如父母性别%父母年龄%父母居住地%

父母户口和婚姻%以及子女的性别和年龄等变量的估计系数没有一一报告!如需请联系

作者$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子女的经济支持并非对父母的健康状况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可能是因为老年父母存在较强的自尊心!接受子女的经济帮助在一

定程度上会使其自我感觉无用!加快年迈父母的社会衰竭!不利于其健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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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果是此类情况的话!子女在对父母经济支持的时候需要关注老年父母

的需求与心理特征!用正确的方式给予父母经济支持$但也有可能是中国的

父母爱子心切!会心系子女的经济生活状况!一般不会将子女给其的钱用于

健康投入!省吃简用!以期望为子女需用钱时提供帮助!但这需要进一步

验证$

#三$当期的代际社会交换对养老生活质量的影响

本部分根据模型三估计父母与子女代际社会交换对其养老生活质量的影

响$估计结果如表
A

所示"

首先!在控制相关影响变量后!发现父母的健康状况对照顾孙辈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
)&)*A

'

\(

)&)A

(#父母的物质生活质量对其基于

子女的经济支持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
)&)**

'

\(

)&)*

(!验证了

父母健康和富有是其对子女支持的保障$

其次!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对其子女社会经济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影响系数为
)&(++

'

\(

)&)*

(#但父母照料孙辈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产

生的正向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可能原因是父母给予子女的金钱可以直接提升

子女的收入!子女可以将多余的资金用于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的投入!以

增加其社会经济地位$但父母照顾孙辈!一方面是可以减轻子女照料孩子的

负担#但是也会增加子女家庭的生活成本!因为老年父母有基本的生活成本

和潜在的医疗保健成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增加子女照顾家庭的精力!

因为需要同时处理夫妻关系%父母关系%子女关系!当精力分散过多时!将

会对其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当后两者的成本大于前者受益时!照料子孙并不

能对子女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再次!加入父母照顾子孙和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后!和表
!

相比!发

现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给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系数提高!子女的社

会经济地位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

分别为
)&)"E

和
)&)"A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年老父母对子女给予支持可

以增加子女对其的养老支持$

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子女支持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发现

子女的经济支持对父母的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

影响!子女的精神慰藉对父母的健康状况和物质文化生活质量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教育经由代际相互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产生有利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控制了父母对子女的精神支持和照顾子孙的变量后!发

现父母给予子女经济支持不仅能增加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还能增加子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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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同时!给予子女经济支持本身也会对父母养老

质量的各项指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成年子女与父母间经济互助的

交换动机假说'

J$/0%60/6F0>_

!

*++(

($但子女的经济支持却对父母健康状

况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和第二部分的结果相一致$这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父

母爱子心切!会心系子女的经济生活状况!更渴望为子女付出!而不是接受

子女的帮助$老年人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会增加自身的精神负担!并不利

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提升#相反!能为子女贡献晚年+余热,!照顾子孙和给

子女经济支持等被+啃老,行为更能提高部分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孙鹃娟%

冀云'

()*@

(的研究一致!父母在家庭中对子女适量的支持行为对其心理健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老当益壮的心理状态下!接受子女的经济支持也

可能会损害老年人的自尊心!使其产生无能感%失败感%负疚感!损害其心

理健康!会产生社会衰竭$

此外!还发现父母照顾子孙并不会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同时!照料孙辈也不会显著增加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

神慰藉#在对父母的养老质量影响中!仅对父母的健康状况产生有益的影响!

对父母的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还发现当

父母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和照料子孙后!子女的精神慰藉对父母的精神文化生

活质量影响消失$这和
H

Z

g%3

'

()*(

(关于+时间
?

金钱,互惠模式的代际交换

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虽然教育能增加父母照料孙辈的能力!但照料子孙并非

是明智之举!因为既不有益于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改

善!同时也会牺牲父母提升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时间!降低父母的养老质量$

#四$教育增加养老质量保障的综合作用机制

以上部分不仅从当期的代际社会交换视角验证了教育经由代际交换影响

养老质量!也从长期的代际社会交换视角验证了教育经由投资子代教育影响

养老质量$在复杂的家庭养老系统里!综合分析当期和长期代际社会交换是

探究教育与养儿防老的良性循环系统的关键$因此!本部分在以上分析的基

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综合分析教育如何增加养儿防老的保障$

根据已有研究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养老质量设置为潜在内因变量!

由物质生活质量%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这三个观测变量生成$个人

教育%子女教育%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子女的经济支持%子女的精神慰藉%

给子女的经济支持%照顾子孙均为观测变量$根据
48080*!&)

中
O1F

报告的

相关结果!进行不断调整$根据原模型图的分析结果为
9FO1U

的统计结果

为
)&)A+

!大于
)&)A

#绝对拟合优度指数
,̂P

为
)&E)@

!小于
)&+))

#卡方自

由度比值为
D(*A&(D

0

D*b*)D

$均表明模型拟合效果不好!需进一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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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当
期
的
代
际
社
会
交
换
对
父
母
养
老
质
量
的
影
响

照
顾
子
孙

给
孩
子

经
济
支
持

子
女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给
父
母
的

经
济
支
持

给
父
母
的

精
神
慰
藉

父
母
健

康
状
况

父
母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质
量

父
母
物
质

生
活
质
量

健
康
状
况

０．
０
１
５




（ ０
．
０
０
３
）

物
质
生
活
质
量

０．
０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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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０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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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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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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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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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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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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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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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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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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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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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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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０
．
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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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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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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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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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１
）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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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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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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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３
４

－
０．
０
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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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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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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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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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８
０
）

（ ０
．
０
８
３
）

（ ０
．
１
４
１
）

（ ０
．
２
７
３
）

（ ０
．
１
１
９
）

子
女
的
精
神
慰
藉

０．
３
５
１




０．
１
２
９

０．
２
０
７



（ ０
．
１
０
３
）

（ ０
．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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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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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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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报告结果的调整指示!子代教育和子女的精神慰藉关联后!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9FO1Ub)&)D@

!小于
)&)A)

#绝对拟合优度指数
,̂Pb)&+D)

!大

于
)&+))

!这些指标均达到了可接受范围之内$综合
9FO1U

%绝对拟合指数

和样本量!界定本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较好$具体分析结果如图
D

所示"

图
$

!

社会交换本质下教育与养儿防老的作用机制图

关于测量模型的结果!潜在内因变量养老质量和观测变量物质生活质量%

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及健康状况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依次为
*&))

%

)&!(

和
*&*)

!

均在
)&)*

水平上显著$说明养老质量与身心健康%物质生活及精神文化生活

关联密切!其中健康的身心尤为重要!是保障其生活质量提高的基础!只有

健康的身心和充足的物质生活!老年人才会更加充分的享受精神文化生活$

关于结构模型的测量结果!发现个人教育对养老质量的影响%老年经济

状况对其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影响!以及健康状况对照顾孙辈的影响系数显

著为正$这再次验证了教育会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进

而为其对子女提供支持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和身体保障$进一步!发现父母

支持对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系数中!照顾子孙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进

一步验证了照料子孙策略的无效性!表明在家庭内部代际相互支持中!父母

直接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可能对家庭的整体运作更有利$因为父母在照料孙辈

时若缺乏新的育儿理念!可能也会增加子女家庭关系处理的精力!对子女的

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并不十分有益$

另一方面!在长期代际交换中!个人教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子女教育

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教育具有代际传递效应!会对

子女的社会地位获得产生有利影响$进一步发现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的

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的影响系数!以及子女教育对父母精神慰藉的影响系数

均显著为正!验证了子女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是保证其对父母有效经济支持

和精神慰藉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子女支持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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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系数为
)&)!+

'

\(

)&)*

(!子女的精神慰藉对父母养老质量影响的路径系数为
)&(*

'

\(

)&)*

(!

体现子女的精神慰藉对父母的养老质量影响更大$

以上分析反映了教育经由当期的代际交换支持和长期的投资回报支持!

对父母的养老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子女的精神慰藉对父母的养老

质量影响更大$因此!教育会通过当期的代际社会交换和长期的代际社会交

换对养儿防老增加保障!验证了社会交换本质下的教育与养儿防老的关系$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HU9IO

(

()*D

&

()*!

年的数据!本文发

现个人教育不仅会经由投资子代教育和子代长期的养育回报增进其养老生活

质量!也会经由保障父母对子女的支持!增加子女的养老支持!进而增加父

母养老生活质量#显示了代际社会交换本质下教育对养儿防老的双重保障机

制$但是在这个良性养老保障机制中!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虽然教育具有代际收益!能保障子女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增加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进而增加父母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

活质量!体现了子女物质养老和精神养老对于增进养儿防老保障的重要性$

但子女的经济支持对父母的健康状况影响效应要小于精神慰藉的作用!这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孤独问题凸显背景下!以家庭养老为主的+中国式,父

母更希望得到子女的精神关怀$同时!也可能是因为在身体衰落的过程中!

老人的心理状态变得更加敏感!子女的直接经济支持可能会损害其自尊心!

增加其+社会衰竭感,$因此!在对老年父母养老支持时!需充分关注老人心

理需求$

第二!虽然教育能增进老年父母的健康%财富和闲暇!进而为其给予子

女的经济支持和照料子孙提供保障$但给予照料子孙和经济支持会出现截然

相反的结果!给予子女经济支持不仅能增加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会增加

子女对其的经济支持!验证了父母与子女间经济互助的交换动机假说$而帮

忙照料子孙并不能提升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

质量没有影响$可见+时间
?

金钱,互惠的代际交换模式并不能得到验证$即

教育能增加父母照料孙辈的能力!但照料子孙并非是明智之举!因为既不能

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有益!同时也会牺牲父母提升养老质量的时间和

资本!不利于养老质量的提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给予子女经济支持能

对老年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接受子女的经济支持却不会对其健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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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显著影响#验证了+中国式,父母更渴望为子女付出!避免社会衰竭!而不

是接受子女的经济帮助$

基于本文的以上研究结果!建议在我国老龄化的背景下!重视教育对代

际良性养老系统的影响机制!从优化家庭内部投资%促进家庭代际优势累积

方面应对老龄化问题$

首先!教育能通过影响当期和长期的代际交换提升父母的养老质量$一

方面!教育增进老年健康和富有的同时!增加了其对子女的支持和子女的养

老回报!不仅使其老有所值!更会老有所依$从这个角度讲!可注重老年余

热的发挥!增进子女优质养老的动力$健康富有的父母在退休后!给予子女

支持!不仅可以避免其社会衰竭!增进其+老当益壮,的价值感!还能减轻子

女养老负担!为其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优势资源积累提供保障!使得子女养

老动力更加充足$另一方面!教育的代际传递效应能提升子女的教育和社会

经济地位!增加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进而保障父母晚年的物质充足和精

神愉悦$因此!在老龄化背景下!需要重视教育的终身受益和代际收益!积

极实行教育兴国战略!并普及个人注重家庭教育投资的观念$

其次!针对教育增加子女养老支持时!出现子女精神慰藉对父母健康影

响更大%父母给予子女经济支持会对自身健康产生有利影响的情况!需认真

分析父母心理需求!进行有效的养老支持$针对父母担心接受子女经济帮助

会产生自我无用%社会衰竭的心态!或父母给予子女支持能增进自身价值感

的情况#子女在给予父母经济支持时!需要关注老年父母的需求与心理特征!

用正确的方式给父母经济支持$同时!子女的精神慰藉是父母养老质量提升

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少子化和老人孤独问题严重的背景下!除了完善社会

养老保障系统外!还需充分挖掘子女养老的重要性!注重培养子女的孝顺观

念!鼓励子女通过通信技术和实际陪伴的方式关注父母的身心健康和生活状

况!增加老年父母的幸福度$

最后!照料子孙并不能提升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会削弱父母养老的

时间和资本!但父母直接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对家庭的整体运作有利$针对此

类情况!可建立公共的婴幼儿抚育体系!让科学的人员养育下一代!以保障

成年子女能安心工作$同时!针对想发挥+余热,的老年父母!可充分发挥教

育的理性分析功能!用最合适的方式给予子女支持!不仅能提升子女的社会

经济地位!同时也可保障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参与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

确保在互惠和均衡的代际相互支持中!促进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和谐互助!进

而保障老年父母的养老质量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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