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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少子老龄化是当今中国乃至全世界要面临的社会问题，少子化也对养老问题发出了挑战。老年群体的

健康保障也成为了学术界日益讨论的话题。为了探索多元有效的养老模式，更好实现健康老龄化，本

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20年数据，运用SPSS数据分析软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对4580名老年人的心理抑郁程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子女不同维度的代际支持对老人的心

理抑郁程度具有差异性。子女经济支持、生活照顾支持对老年心理抑郁程度影响不显著，情感支持与

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基于此，在家庭养老中，子女应减少过多的物质资源，注重

对老年群体的情感陪伴与精神关怀，实现养老资源的有效利用，积极寻找最合理的健康老龄化的路径，

缓解养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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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llenge of an aging population with fewer children is a social issue that China, as well as the 
rest ofthe world, faces today. The phenomenon of having fewer children also poses a challenge to 
the pension system. Ensuring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 topic of in-
creasing concern in academia. To explore diverse and effective elderly care models and promote 
healthy aging, this study utilizes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20 and em-
ploys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to construct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he study analyz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sychological depression levels of 4580 elderly individual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varies in its impact on the psychological 
depression levels of the elderly. Specifically, while the effects of children’s financial support and 
daily care assistance on the psychological depression levels of the elderly are not significant, emo-
tional support exhibit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psychological depression levels 
among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suggested that, in family-based elderly care, 
children should reduce excessive material assistance and instead prioritize emotional compa-
nionship and spiritual care for the elderly. This approach aims to maximize the effective utiliza-
tion of elderly care resources and actively seek the most rational path towards healthy aging, the-
reby alleviating elderly care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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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我国进入少子老龄化社会。“少子化”一词源于日本，目前学界对少子化较

为公认的概念是生育水平下降导致少儿人口(0~14 岁)逐渐减少的现象，当少儿人口比重低于 20%时，标

志着人口进入少子化社会[1]。我国老龄化趋势也日益严重。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少儿

人口比重为 17.95%，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 13.5% [2]。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少子化、老龄化已成

为社会发展的趋势。如何解决我国老龄化这一重大的民生问题，愈发受到学术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而

在老龄化问题中，老年人健康问题尤为重要。但在少子老龄化的背景下，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家庭

结构也发生着重要变化。少子化意味着独子化甚至无子化，“小型化”也因此成为家庭发展的主要方向

[3]。人口少子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传统家庭的主流类型，侵蚀家庭养老基础，造成家庭养老人力资源

趋紧[4]。 
目前，家庭养老仍旧是我国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5]。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家庭代际关系转变，老

年人从子女处获得的代际支持也随之发生变化。代际支持是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的具体体现，直接影响

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精神状况[6]。即便社会保障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经济和医疗保障的问题，

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生病期间的家庭护理，以及老年人的文化娱乐和精神需求等问题同样突出。

很多研究发现，老年人是抑郁症的高发群体，抑郁也被公认为是老年期最常见的心理疾病[7]。20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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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高达 25.6%，且有随时间升高的趋势[8]。人口少子老龄化不利于我国健康养

老的发展，如何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无疑是对我国养老问题的巨大挑战。本研究试图在家庭代际关

系变化加剧的现代社会，探寻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群体心理抑郁程度的影响机制，为如何更好解决养老

问题提供一定支持，助力我国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实现健康老龄化。 

2. 文献回顾 

养老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还需考虑到老年人的照料和情感需求。社会化照料不会完全替代

家庭照料，家庭照料仍是老年人长期照护的重要资源[9]。代际支持指的是家庭不同代际成员之间提供的

非正式支持，通常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支持种形式[10]。近年来，不少学者逐渐认为代际支

持应从双向角度进行其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分析[11] [12]，特别关注子代对亲代、亲代对子代不同程度支

持对于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然而，在少子老龄化社会趋势下，绝大多数老年人主要依赖成年子女获

得社会支持[13] [14]。因此本研究探讨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 
目前，关于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子代对亲

代的支持会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从而改善其抑郁状况。在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支持上，更多的支持

能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显著降低老人的抑郁程度[12] [15] [16] [17]。与未获得经济支持的老年

人相比，获得经济支持的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更优[18]。此外，子女的情感支持可以有效提高老年人的

身心健康水平[19]。具体而言，随着子女情感支持的增加，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心理压力以及孤独感会

得到显著缓解[20] [21]。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子代对亲代的支持会给老年人带来较大的压力，增加其抑

郁程度[22] [23]；在经济支持方面，过度依赖于子女的经济支持会对老年人造成心理和生理的双重负担

[11]。与此同时，子女的经济支持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老人的自尊心，增加老年人抑郁的可能性[24]。
此外，在生活照料上，部分研究表明子女较多的器械支持还会增大老年人的健康风险[25]。张莉研究发

现，经济支持和工具支持并未对老年人的抑郁程度产生显著影响[26]。在情感支持方面，部分学者认为

子女过度的情感支持导致老年人无能感和消极老化态度的产生以及自我效能感的降低[27] [28]，进而降

低其心理健康水平。 
综上，既有研究大体认可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的影响，但相关研究并未就子女代际

支持对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的影响机制达成一致结论。总体而言，有些研究仅局限于某个特定区域，研

究样本不具有国家层面的代表性，结论适用性不足。还有些研究仅关注某一特定群体(如农村老人、空巢

老人)，或数据来源多为 2018 年及以前，具有一定滞后性且仅探讨子女对老年人某一个方面的支持，缺

少对代际支持三方面的综合效应。据此，本研究以 CFPS2020 数据库为基础，将子女代际支持分为经济

支持、生活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三个维度，探讨其对老人心理抑郁状况的影响，试为改善老人心理健康

状况和推动我国健康老龄化做出一定研究贡献。 
本研究进行如下假设： 
H1：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无显著作用； 
H2：子女代际生活照料支持对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有显著的降低作用； 
H3：子女代际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有显著的降低作用。 

3. 资料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20 年数据。

CFPS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综合性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样本覆盖 25 个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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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直辖市)，是我国比较权威的、具有中国家庭代表性的调查数据之一。研究利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

清洗，筛选出调查时点年龄在 60 岁以上并至少有 1 位子女存活的老年人样本，并剔除其中关键变量缺失

(描述统计显示子女拥有数量大于 4 的有效样本量较少，故将研究对象设置为拥有子女数至多为 3)的样本

后，实际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 4580 人。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CFPS 采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简明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评估抑郁症状[29]，在 2020 年调查中使用的是 8 条目的

CES-D8，该量表通过测量老年人过去一周内各种感受或行为的发生频率来衡量精神抑郁状况，具有与之

前版本相似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r = 0.78)和因素结构[30]。8 个条目分别为：1) 我感到情绪低落；

2) 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3) 我的睡眠不好；4) 我感到愉快；5) 我感到孤独；6) 我生活快乐；7) 我
感到悲伤难过；8) 我觉得生活无法继。每个项目有 4 个答案可供选择：几乎没有、有些时候、经常有和

大多数时候；对于问题(1)(2)(3)(5)(7)(8)，“大多数时候”计 3 分，“几乎没有”计 0 分。对于问题(4)(6)，
“大多数时候(好)”计 0 分，“几乎没有(非常差)”计 3 分。根据 CES-D 量表得分标准，老年人心理抑

郁程度得分为 0~24 分，令 8 分为抑郁障碍水平的阳性分界点，得分越高抑郁情况越严重。 

3.2.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子女代际支持。将子女对老人的代际支持具体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顾支持、

情感支持三种，并研究这三种核心解释变量对本研究被解释变量老人抑郁程度的影响。 
1) 经济支持 
本研究已限定样本为拥有子女数为 3 及以下，故取问卷的“子女 1 是否向你提供经济帮助”“子女

2 是否向你提供经济帮助”“子女 3 是否向你提供经济帮助”三个子变量生成新变量经济支持；且三个

子变量均为二进制变量，故选用“MEAN”函数生成新变量“经济支持”，并分别将在新变量“经济支

持”中，“无经济支持”赋值为 0；“有经济支持”赋值为 1。 
2) 生活照料支持 
同上，本研究将问卷的“子女 1 是否帮你料理家务或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子女 2 是否帮你料理家

务或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子女 3 是否帮你料理家务或照顾你的饮食起居”三个二进制子变量以“MEAN”

函数生成新变量“生活照料支持”。在新变量中，“无生活照料支持”赋值为 0；“有生活照料支持”

赋值为 1。 
3) 情感支持 
本研究将情感支持分为“与子女见面频率”和“与子女联系频率”，重令“与子女 1 见面频率”“与

子女 2 见面频率”“与子女 3 见面频率”和“与子女 1 联系频率”“与子女 2 联系频率”“与子女 3 联

系频率”每一个子变量为二进制变量，只有“一月至少两次”与“一月少于两次”作为每项子变量的选

项。再分别将六个子变量以“MEAN”函数生成新变量“与子女见面频率”和“与子女联系频率”。在

新变量中，“一月至少两次”赋值为 1；“一月少于两次”赋值为 0。 
4)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由人口学的统计变量组成，包括：(1) 年龄；(2) 性别 (男 = 1，女 = 0)；(3) 健

康状况(非常健康 = 1，很健康 = 2，比较健康 = 3，一般 = 4，不健康 = 5)；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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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Variable declaration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 均值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抑郁程度 5.61 8 道题得分加总 
解释变量   
经济支持 0.60 无经济支持 = 0，有经济支持 = 1 

生活照顾支持 
0.44 无生活照顾支持 = 0，有生活照顾支持 = 1 

情感支持 
与子女见面频率 0.75 一月少于两次 = 0，一月至少两次 = 1 
与子女联系频率 0.82 一月少于两次 = 0，一月至少两次 = 1 

控制变量   
年龄 70.3 受访者年龄 
性别 0.5 男 = 1，女 = 0 

健康状况 4.74 非常健康 = 1，很健康 = 2，比较健康 = 3，一般 = 4，不健康 = 5 

3.3. 统计学方法 

利用 SPSS 26.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连续变量，且核心解释变量为三个，

故选取多元线性回归回归模型来进行估计。将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影响的回归方程设定为： 

0 1 2 3 4i i i i iH E L C Sβ β β β β ε= + + + + +  

其中，表示本研究加入的一系列可能影响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的常数变量，Hi 表示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

Ei 表示经济支持，Li 表示生活照料支持，Ci 表示与子女见面频率，Si 表示与子女联系频率，Bi 表示回归系

数，ɛ表示随机误差项，i 表示样本的第 i 个观测值。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相关性分析 

利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表 2。根据表 2 可以看出，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支持对

老年群体抑郁程度无显著相关关系，但与子女见面频率(情感支持 1)和与子女联系频率(情感支持 2)对老

年人抑郁程度有着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52 和−0.067。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2. 相关性分析 

 抑郁程度 经济支持 生活照

料支持 情感支持 1 情感支持
2 年龄 受访者

性别 
健康

程度 
抑郁程度 1        
经济支持 −0.006 1       
生活照顾 0.028 0.217** 1      
情感支持 1 −0.152** −0.006 0.235** 1     
情感支持 2 −0.067** 0.125** 0.055** 0.062** 1    

年龄 0.028 −0.004 0.020 0.028 −0.169** 1   
受访者性别 −0.151** −0.068** −0.038** −0.018 −0.053** −0.060** 1  
健康程度 0.020 0.091 0.142* 0.187** −0.022 −0.019 0.023 1 

Notice：* and ** represent P < 0.05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nd P < 0.01significant correlation, respectively 
注：*和**分别表示 P < 0.05 水平显著相关和 P < 0.01 水平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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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多元性线性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 3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可得，三个核心变量中，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有显著影响，

每增加一次对老年人的情感支持，即增强与老年人每月见面、联系的频率，老年人的心理抑郁程度会降

低 1.805~0.689；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支持与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无显著相关。此外，控制变量中受访者

性别与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有显著的负向相关性，男性较女性而言不易产生心理抑郁。总体而言，R2 拟

合为 0.31，大于 0.3，说明有一定拟合效果；总体统计量的 P 值显著，说明回归模型有意义。 
综上，代际关系对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影响，其中核心显著影响的解释量主要为

情感支持。 
 

Table 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表 3.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B SE β t P VIF 
(常量) 6.941 0.175  39.626 <0.001  

经济支持 −0.147 0.153 −0.014 −0.961 0.337 1.066 
生活照顾支持 0.826 0.171 0.074 4.821 <0.001 1.113 
情感支持 1 −1.805 0.164 −0.165 −10.999 <0.001 1.066 
情感支持 2 −0.689 0.170 −0.059 −4.045 <0.001 1.019 

年龄 0.024 0.044 0.036 0.558 0.577 1.002 
受访者性别 −1.815 0.547 −0.216 −3.321 <0.001 1.005 
健康状况 0.097 0.177 0.035 0.548 0.585 1.005 

R2 0.031      
F 36.852      
P <0.001      

Notice: the D-W coefficient is less than 2, the samples are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The collinearity results show that the 
VIF values of all variables in the model are less than 5, so there is no collinearity problem 
注：D-W 系数小于 2，即样本相互独立；共线性结果显示，模型所有变量的 VIF 值皆小于 5，因此不存在共线性问

题 

5. 讨论与建议 

5.1. 经济支持、生活照顾支持与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 

由回归分析发现，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支持对于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并不呈现显著相关，H1 成立，

H2 不成立。和部分学者研究一致[31]，这也侧面反映出，随着少子老龄化社会进程加剧，在当今经济飞

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对于老年人而言，最好的慰藉或许已经不是金钱与贴身的照料。根据这一结果，本

研究认为，随着养老模式多元化，社会也越发重视社区养老等适老化工程建设，这也为老人提供了更多

的物质支持，因此老年群体也不会为经济与生活照料缺失而抑郁。 

5.2. 情感支持与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 

本研究关注在于代际支持的提供对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的影响，证明出情感支持其有着显著的负向

影响，且是子女代际支持中最显著的影响因素，H3 成立。这也与学术界其他相关研究相符合[32]。这也

印证随着少子老龄化的加剧，老年群体更需要的养老是具有情感性陪伴与支持，而非单纯给予物质。子

女应加强与父母联系、见面的频率，有助于减缓老人的抑郁程度。 

5.3. 讨论与补充 

但本文也有不足，未能纳入更多控制变量，如老人医保情况、身体具体是否有重大疾病、子女提供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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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支持具体额度。且本文主要关注子代对亲代的代际支持，对于亲代对子代，甚至隔代的代际支持研

究尚有不足。但就研究结果而言，本研究也具备一定的政策含义，根据情感支持的显著作用，在少子老

龄化的现代社会，可以适当增加对于家庭抚养比高的劳动人口政策补贴与支持，让其有能力与时间多与

家庭内的老人进行交流沟通与提供情感陪伴。此外，除了直接对老年群体提供情感支持外，还可从少子

化入手，如增加更多的儿童照料服务，从而将家庭主要劳动力从育儿中解放出来，有余力承担其家庭养

老的责任。 
综上，本研究运用 SPSS26.0 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 CFPS2020 数据库为基础，证明了代际关系对

老年人心理抑郁程度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其中，值得引起人们思考的是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支持并非

显著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因素。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着显著负向影响。在当今人口结构变

化愈发剧烈的现代社会，如何更好进行养老资源的配置与责任分担，应对老龄化问题，做好健康老龄化

的准备，仍需学者们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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