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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正步入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加速期，家庭养老模式仍然是当前养老方式选择的首要考量。养

老分工是家庭养老模式中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法，探讨分析了城乡多子女家庭养老分

工的现状及其驱动因素差异。研究基于角色理论构建了理性最优和惯习民俗、情感互动和责任规范的分

析框架，并选取N市C社区城乡多子女家庭案例对理论预设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城市多子女家庭的养

老分工更倾向于注重亲子情感互动和个人需求，而农村家庭则更多地受到传统孝道观念和家庭责任认知

的驱动。基于此，本文提出应从政策支持、文化引导与家庭互动三方面协同推进家庭养老模式的持续发

展，焕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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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entering the dual acceleration period of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family 
model of old-age care is still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 in the current choice of old-age care. The 
issue of division of labor in old-age care is a hot issue in the family old-age care model. This paper 
adopts a multi-case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old-age care for urban and rural multi-children families, as well as the dif-
ferences in their driving factors. The study construct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ational optimi-
zation and customary practices,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d norms of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role 
theory, and selected the case of urban-rural multi-child families in Community C of N City to verify 
the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old-age care in urban multi-
child families tends to focus on parent-child emotional interactions and individual needs, while ru-
ral families are more driven by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concepts and perceptions of family responsi-
biliti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mily elderly care 
models should be collaboratively promoted through policy support, cultural guidance, and family 
interactions to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is care model. 

 
Keywords 
Division of Labor in Old Age, Multi-Child Family,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ces, Multi-Case Comparis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老有所养是我国重点关注的民生问题。中国作为目前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愈深、

发展速度愈快、老龄化“城乡倒置”、养老服务供需不匹配等问题愈发突出[1] [2]。然而，目前的社会养

老功能尚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养老需求，家庭养老仍然是养老方式选择的首要考量[3]女家庭中，子女的

养老分工就成为家庭养老模式下应重点关注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家庭

养老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探究总结家庭养老的现实状况。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等概念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状态[4]。家庭养老能够存续千年，其背后的经济生产

组织方式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5]。近些年来，女性在农村家庭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6]。二是分

析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探究发现，城市多子女家庭的子女性别、排行、

婚姻状况、居住距离、经济能力、文化水平等因素会对养老分工产生影响[7]。同时，农村子女外出务工

对农村老年人面临的经济支持弱化、生活照料缺失、精神慰藉匮乏等家庭养老问题也会产生显著影响[8]。
三是探究我国家庭养老社会政策的优化路径。要立足于“家国一体”的优势，在乡村振兴中重塑家庭养

老[9]。基于“资源–服务”视域下的家庭养老功能变化理论，应注重家庭养老政策体系的现状和问题，

分别以综合性、协调性、精细化政策体系建设完善我国家庭养老支持[10]，同时需要基于家庭视角强化养

老保障政策的发展功能，促进家庭的发展[11]。 
当前，社会各界都越来越重视养老领域的发展，不断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但在实地调查中发现，

家庭养老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层面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存在家庭养老责任履行不到位的情况[12]。同时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多子女家庭养老分工问题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和风险性[13]。受二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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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经济结构体制的长期影响，城乡之间的家庭养老分工模式复杂多样，其模式形成的内在驱动因素也有

所差异。目前家庭养老的研究和实践大多聚焦于政府支持，较少涉及家庭养老分工的研究，而且多围绕

农村家庭养老分工，也很少关注城乡家庭养老分工的差异比较。因此，本文基于长期跟踪调研的 N 市城

乡多子女家庭的多个案例，聚焦于城乡多子女家庭养老分工形成的驱动因素的差异，旨在探究养老分工

模式形成的背后动因，为优化养老政策措施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2. 理论框架：城乡多子女家庭养老分工的形成 

2.1. 角色理论 

“角色”这一概念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提出，用于探讨个体在社会互动中

的行为模式[14]。角色代表了社会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个体的行为预期[15]，即个人在不同角色中应该做什

么，不应该做什么都有着共同的行为规范[16]，呈现了人们在角色建构过程中行为、状态等的理想状态。

角色理论强调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特定角色，并遵循相应的角色期望。而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是
指社会或群体对特定角色应表现出的行为模式的期望，通过规范、舆论、法律等形式传递。当个体将社

会角色内化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形成与角色相符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就产生了角色认同(Role Iden-
tity)。然而，当个体同时承担多个角色时，不同角色的期待出现矛盾，导致心理压力或行为困境，这就是

所谓的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 
多子女家庭的养老分工不同就是子女在家庭中角色定位不同的结果。学界普遍将子女对与父母的赡

养内容分为经济支持、家务支持和情感支持三个部分，而多子女家庭的养老分工模式大致可以从性别差

异和长幼分工两方面考虑。已有研究提出，老年父母更偏好老大或老小作为自己生病的照料者与心事的

倾听者[17]。在城市与农村的多子女家庭养老中，子女面对着不同的角色期待，产生了不同的角色认同，

从而造就了不同的角色分工，承担着不同的养老责任，最后形成了不同的养老分工模式。 

2.2. 角色期待：理性最优和惯习民俗 

城市生活环境使个体意识更为凸显，城市多子女家庭中的子女更加注重自我感受和个人发展。在城

市多子女家庭中，由于子女对养老角色有了基于理想和情感的新认知，产生了新的角色期待，他们在养

老分工中的角色行为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他们不再严格遵循固定的模式，而是根据父母的实际情况、

个人意愿以及自身的情感需求，理性选择、灵活调整自己在养老中的行为方式。同时，城市家庭成员之

间也更倾向于通过协商合作来确定养老分工。在这种协商过程中，每个子女都基于自己的理性和对家庭

的情感，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探讨如何实现更理想的养老模式。 
在农村多子女家庭，传统观念为家庭成员设定了明确的角色期待，特别是关于养老的责任。例如，

长子通常被期望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包括赡养父母；而女儿则可能被期望在婚后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小

家庭，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完全不承担养老责任，但在传统观念中，她们的角色相对次要。这种角色

期待是基于长期的社会文化沉淀形成的，对家庭成员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除了社会层面的角色期待外，

在农村多子女家庭内部也存在对养老分工的角色期待。父母可能根据自己的传统观念和家庭情况，对子

女提出具体的养老要求。这些期望进一步强化了子女在养老分工中的角色定位，使他们更加倾向于遵守

传统观念，强调自己的养老责任。 

2.3. 角色认同：情感互动和责任规范 

随着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传统观念的革新，在城市多子女家庭的养老分工实践中，子女不再完

全认同传统以责任为主导的角色定位，而是重新构建基于自身价值观和情感需求的角色认同。这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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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强调在养老过程中，要体现出对父母的关爱、尊重和理解，将情感因素置于重要位置，以实现自身

对理想家庭关系的认同。同时，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互动更为频

繁和深入，这种情感交流成为角色认同重构的重要驱动力。子女在与父母的日常相处中，更加注重情

感的培养和维系，他们将养老视为加深亲情、传递爱意的过程。通过积极与父母互动，满足父母情感

需求，子女在这种情感体验中不断强化自己新的角色认同，即注重情感交流、追求理想家庭氛围的养

老角色。 
在农村的多子女家庭，个体从小接受的教育和熏陶使他们认同自己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例如，长

子可能从小就被教导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包括赡养父母。这种自我认同使得他们在面对养老分工时，

自然而然地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而不需要过多的外部激励或约束。农村社会对养老责任的传统观念有着

广泛的社会认同。当个体按照传统观念履行养老责任时，他们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这种社会认同

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角色认同，使他们更加坚定地遵守传统观念，强调自己的养老责任。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沿着多子女家庭的养老分工的城乡差异性问题，识别不同的养老分工模式，阐释其背后的驱

动因素的差异。这种包含为什么(why)、怎么样(how)的问题，涉及多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归纳与理论建构，

触及多层次、多节点的事实经验分析，需要嵌入式多案例研究方法[18]与之适配。且研究多子女家庭养老

分工的城乡差异涉及不同类型、多个方面的对比。因此，本研究主要采用多案例比较作为研究方法，以

N 市 C 社区城乡多子女家庭的养老分工案例为经验对象，选取不同养老分工模式的多子女家庭作为子案

例，对城乡多子女家庭养老分工形成的驱动因素的差异进行追踪。 

3.2. 典型案例选择 

理论抽样和复制逻辑是多案例比较研究的基本要求[19]。案例甄选的科学性直接关乎外部有效性与

研究质量[20]。为了更好地契合研究问题，选取案例时主要遵循以下标准：第一，研究案例应具有代表性、

适配性和启发性，一定程度上是城乡多子女家庭养老分工的代表性案例，具备“利益需求”和“惯例民

俗”、“情感互动”和“责任规范”的双重特征，具有一定的理论支撑；第二，案例多子女家庭在养老分

工模式、驱动因素存在明显差异，能为案例间的复制和拓展提供支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研究效度，

使得本研究更具有普适性。 
运用分析归纳方法对案例进行分析。学界对于养老分工类型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研究在此基础

上将养老分工类型划分为长子/女负责型、责任分摊型和合作互补型。为了确保案例的代表性和全面性，

本研究遵循案例研究中的典型性抽样原则，分别选取 N 市 C 社区的城市和农村的 3 类养老分工类型的案

例组。遵从复制法则，确定了各案例组内的具体案例，如表 1 所示。从研究典型性来看，案例具有代表

性和全面性，C 社区是 2023 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人口老龄化结构较为明显，且多子女赡养老

年人的家庭数量高于 N 市其他社区的平均水平；案例类型呈现多元性，即所选案例在城乡区域、养老分

工类型等方面均体现多元化特征；案例支撑材料具有全面性和真实性，即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得多方面的

一手资料[21]。 

3.3. 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收集第一手资料。基于上述研究设计，笔者于 2023 年 9 月

~2024 年 4 月在 N 市 C 社区进行了多次走访和实地调查，在长期实地观察、走访调查的过程中对多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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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养老分工问题形成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并获得了大量的研究素材，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证据。并于 2024 年 10 月进行案例的追踪调查，又在 2024 年 12 月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补充调查。本研究

主要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网络查询等方式收集资料，分别对农村和城市多子女家庭的老人

和子女、社区工作人员进行深度访谈，收集相关调研信息和访谈资料约 13 万字，并整理汇总形成个案研

究资料。数据的有效性和可信度较高。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case 
表 1. 案例基本情况 

 长子/女负责型 责任分摊型 合作互补型 

城市 A1 A2 A3 

农村 B1 B2 B3 

4. 案例分析：N 市城乡多子女家庭养老分工的现状及差异的深层逻辑 

通过对 N 市城乡多子女家庭的养老分工追踪调研和深入访谈，发现其养老分工模式大致可以分为长

子/女负责型、责任分摊型和合作互补型。对不同养老分工类型的城乡多子女家庭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可

以得出城市长子/女提供更多经济支持、幼子女承担更多家务的现象比农村更显著，且女儿与儿子之间在

家务支持上差距也相较于农村多子女家庭在缩小。 

4.1. 城市多子女家庭：理性最优和情感选择 

在城市多子女家庭中，长子/女负责型的养老分工模式往往是考虑到子女的经济状况、空闲时间、居

住距离等现实情况，是理性选择协商的结果。或者是出于子女的责任心等情感因素。同时在责任分摊型

和合作互补型的城市多子女家庭中，其养老分工模式的形成也与老人的情感偏好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像

兄弟几个可能他喜欢哪个就和他住一起了。”子女与父母之间长期的情感互动在养老分工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家庭结构大多以核心家庭为主，子女大多非常注重自身的培养和拼搏，经

济收入也相对较好。子女强调个人价值，因此这种价值观也渗透到家庭养老中，子女们开始追求个性化

的养老角色，他们希望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专长和情感需求，为父母提供更为贴心和个性化的养老服

务，从而达到理性最优。同时，传统孝道伦理文化的制约规范的束缚减弱，在养老分工上可能存在更多

的协商和讨论，责任分担可能更加平均，会根据各自的能力和条件来分配责任，以确保养老工作的顺利

进行。在城市多子女家庭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子女提供的养老支持多以情感支持和家务支持为主，经

济支持较少。有些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有自己的退休金，可以自己承担物质需要，因此更加追求子女给

予的情感关怀，“反正没事的时候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就行了”。还有些老年人则会自己通过做生意挣钱，

给子女减轻经济负担。在城市多子女家庭的养老分工中往往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灵活性的特点。在城市

多子女家庭中，以往那种严格基于性别、长幼排序的养老责任角色期待逐渐弱化。例如，传统观念里儿

子承担更多养老经济责任、女儿侧重情感关怀的界限变得模糊，子女不再单纯遵循这种刻板的角色期待，

而是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 
在城市多子女家庭中，子女们对养老角色的认同逐渐从单纯的责任履行转变为情感表达和亲情维系。

他们更加注重与父母的情感交流，希望通过养老过程加深亲情，实现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幸福。因此，城

市多子女家庭的养老分工形成的背后多是出于子女的情感纽带，对于父母的赡养带有浓厚的温情色彩和

感恩关爱。在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地区，子女与父母之间长期情感互动的情感系统可能在养老分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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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亲子之间长期的情感互动影响着子女养老分工的内容和形式。同时，随着家

庭结构和观念的变化，这种亲子背后的情感纽带也使城市多子女家庭在养老分工上更加注重老年人的个

人意愿和需求，赡养内容多以日常情感关怀和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为主，而较少给予直接的经济支持。

因此，养老分工较为灵活，由子女自觉合作互补，而且这些老年人更加重视情感需求和精神满足，“他

们平时工作忙，但节假日都会来看我，有时还出去旅旅游，大家热热闹闹的，比啥都开心。”这使得养老

责任的分配更加灵活多样，促进了养老分工的多元化和灵活性。 

4.2. 农村多子女家庭：习俗规定和责任承担 

受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儿子同住，由儿子承担主要的养老责任。

儿子通常被视为主要的经济支柱，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在长子负责型的农村多子女家庭，其养老分工

方式的形成主要受到传统思想与习俗的影响，比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农村儿子养老女儿

不养”。农村的多子女家庭往往强调长子的作用和责任，这是由于传统“儿子养老”的观念以及家族排

行的责任义务所致。在责任分摊型和合作互补型的养老分工模式下，农村多子女家庭考虑的主要因素是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和责任。在针对父母的日常照料和情感支持方面，子女大多“看自觉性”，对于

身份、赡养责任的规范往往是其养老分工的主要驱动因素。 
在农村地区，传统文化观念和孝道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基于传统民俗的角色期待，农村多

子女家庭的养老分工方式更多会遵循孝道伦理和道德规范，男性长子往往被认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子

女的养老责任的性别分工较为明显。同时，由于个体逐渐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子女养老”的角色

认同，家庭养老往往被视为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们可能会更加自觉地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而

不需要过多的协商和讨论。这种角色认同使得大部分农村多子女家庭养老分工方式的形成往往是责任和

身份规范的结果，而非出于情感和理性的考量。受经济条件、文化观念、政策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老年人的经济来源有限，子女在养老分工上更加依赖于家庭的共同劳动和互助合作和家庭内部的资源和

力量。同时，由于农村地区的家庭结构相对复杂，子女多共同居住或邻近居住，因此他们往往直接承担

起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的责任。农村的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多以经济支持和家务支持的形式，相比之下，

农村多子女家庭的养老分工则更为传统和固定。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 N 市多个城乡多子女家庭为例，通过分析城乡多子女家庭不同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认同，

进一步总结养老分工形成中所遵循的规则和考虑的因素的差异。由于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在经济、文

化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不同，城市多子女家庭养老分工更加多样化和灵活化，而农村多子女家庭则更

加传统和固定。在多子女家庭养老分工方式的选择上，城市家庭多以亲子情感互动为基础，注重现实

利益和个人需求，根据子女自身的实际情况与能力，通过协商讨论承担父母的赡养责任；而农村家庭

多以身份规范和责任认知为基础，受到传统孝道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影响较深，多注重子女排行和性别

分工。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能够更加明确中国家庭养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我国家庭养老的选择一方面成为情感互动的自我选择，一方面仍然未完全突破传统文化观念的约束，

呈现传统性和现代性并存的现状。我国积极倡导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振兴乡村，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发

挥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基于城乡多子女家庭养老分工驱动因素的差异，未

来养老政策需进一步细分政策对象，使其更加精准有效。推动家庭养老模式的持续发展，应通过政策支

持、文化引导与家庭互动三方面协同推进：一是强化政策保障。我们需要积极探索发展适应时代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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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新型养老模式。完善社会支持体系，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支持体系。加大财政补贴与设施建设投入，

明确家庭养老法律地位，完善城乡养老衔接机制；二是弘扬现代养老观念，通过宣传教育和树立典型破

除传统固定的排行分工和性别差异，主张责任分摊、合作互助。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孝道价值

观，弘扬敬老、孝老、爱老的社会风气，并以教育体制作为文化知识传导机制，逐步实现乡土社会养老

观念的祛昧化[22]。融合传统家庭温情与现代理念，让养老不仅仅是责任，更是一种充满爱与关怀的生活

方式；三是激发家庭养老内生动力，倡导责任共担的协商互助模式，通过家庭会议优化分工，利用亲情

互动增强代际情感纽带，将传统伦理与现代关怀相结合，子女们要多关注父母对他们的培养和恩情以及

他们对家庭、对长辈的深厚感情和责任感。要让子女们认识到，陪伴与关爱老人不仅是道德义务，更是

个人成长和家庭幸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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