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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差异 

——基于代际情感互动和经济支持视角的研究 

胡晨沛 

(浙江工商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利用 2013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基于代际间的情感互动与经济支持视角,对农村中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代际之间的情感互动、经济支持均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情感互动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年人对于代际之间情感上的诉求更为强烈，而经济支持则对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更为显著。在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子女除在经济方面对父母提供必

要的支持外，更需重视与父母之间日常的感情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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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satisfaction of rural elderly and the difference in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d economic support between generations 
HU Chenpei 

(College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 in 2013，we used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rural elder from perspectives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d economic support between generations.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both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d economic support 
have effec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rural elder, and emotional interaction has greater impact. Besides, we also find that 
emotional interaction has greater impac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middle-aged and economic support has greater impac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old. Based on conclusions above,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childre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emotional interaction with their parents to meet the demand on physical level and spirit level of rural e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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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数据显示，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比例已经达到 13.31%，而

45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口数量所占比例也已达到

33.25%，中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给中国社会

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使中老年人实现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提高这个群体的生活质

量，已经成为目前学界研究的重要热点。生活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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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既能反映个

体对生活现状的满足情况，也能反映对未来生活的

主观期望，在社会学领域中得到广泛运用。对农村

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旨在把

握农村中老年人生存状况的基础上发现养老存在

的问题并寻求解决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对于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已

有不少研究成果。高歌、高启杰基于河南叶县的调

查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发现，当地过半

数老年人对目前生活状况并不满意，而子女的日常

照料和生病时的照顾情况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

重要的影响[1]。厉飞飞、吴晶晶研究发现，江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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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中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受到居住地和家庭等因素

的影响[2]。罗盛等认为，山东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主

要受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社会支持等因素的影

响，加快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加强老年人社

会支持体系的建立是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根

本举措[3]。而向云华、姚虹的研究表明，在城乡老

年人生活满意度差异形成的因素中，城镇老年人所

获得的社会支持多于农村老年人，获得社会支持的

多少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因而进

一步加快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建设可以提高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4]。曾宪新认为，居住方

式及居住方式意愿是否被满足会对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产生显著影响[5]。唐浩、施光荣认为，在家庭

成员劳动方式选择方面，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其

对生活的满意度受到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长

短和地域范围的显著影响，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

间越长、劳动力选择就近务工，会对农村老年人的

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6]。罗盛等通过对不同养

老模式的比较发现，家庭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显著高于机构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7]。瞿小敏从社会支持角度的研究发现陪伴关爱支

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心理健康比躯

体健康更为重要[8]。 
笔者初步的文献梳理表明，学界对中年人生活

满意度的研究相对较少。中年人作为即将步入老龄

时期的一个群体，对其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同样具有

重要意义。此外，已有研究多注重社会支持、家庭

结构等因素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而从代际

间情感互动与经济支持的视角对农村中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影响研究相对较少。目前越来越多的子女

与父母开始选择分开居住，但亲代与子代仍通过物

质上的互济，精神上的联系，始终保持一种较为稳

定的代际关系，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代际交流能否

影响中老年人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有待进一步研

究。鉴于此，笔者拟基于代际间的情感互动和经济

支持视角，利用 2013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数 据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CHARLS)对此展开研究，并对中年人和老

年人在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上的差异进行分析，为

进一步深化农村中老年群体养老问题的研究抛砖

引玉。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 年全

国基线数据是一套具有代表性的中国 45 岁及以

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微观数据。调查数据源于

150 个县级单位下辖的 450 个村级单位约 1 万户

家庭中的 1.7 万人。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

家庭结构、经济支持、健康状况、医疗服务利用、

医疗保险等方面的信息，以及社区基本情况。2013
年 CHARLS 项目进行了追踪调查，调查样本量为

18 605 份，总体上代表了中国中老年人群体。在所

得样本数据基础之上，按照户籍类型、个体年龄等

样本要求，笔者剔除非农村户籍和未对生活满意度

等问题做出回答等不符合本研究需要的样本，最终

得到 4 321 个农村中老年研究样本。 
1．变量选取 
本研究将农村居民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划分

为 5 个等级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研究，变量设定依

据为 2013 年 CHARLS 追访问卷中所设计问题：总

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该变量取

值范围为 1～5，为使各变量的趋势方向保持一致，

对问卷原始赋值进行了适当调整，其中 1 代表一点

也不满意，2 代表不太满意，3 代表比较满意，4 代

表非常满意，5 代表极其满意。 
主要解释变量分为代际间的情感互动以及经

济支持两方面。在情感互动方面，主要考虑父母与

不在一起居住的孩子相互联系的频率，根据以下问

卷问题进行设计：您和孩子不在一起住的时候，您

多长时间跟孩子通过电话、短信、信件或者电子邮

件联系？该变量以 1～9 进行赋值，数值越大则说

明代际之间的情感互动频率越高，选择一对夫妇全

部子女中互动频繁最高者作为样本数据。在经济支

持方面，设定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以及子女对父

母的经济支持两个变量，根据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设

计：1)过去一年，您或您的配偶从您的没住在一起

的孩子那里收到过多少经济支持？2)过去一年，您

或您的配偶给没跟您住在一起的孩子多少经济支

持？此处的经济支持包括货币上的直接支持与物

品上的间接支持，如果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存在代

际经济支持，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选择受访者的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特征等因素

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具体包括：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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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

工作状况、健康状况、在世兄弟姐妹数量、绝对收

入水平、相对收入水平、是否参与医疗保险。变量

的定义及具体赋值参见表 1。 

表 1 变量设定及其含义 

  变量          变量赋值/变量单位 

被解释变量  

生活满意度 1=一点也不满意，2=不太满意，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极其满意 

主要解释变量  

情感互动 1=几乎从来没有，2=每年一次，3=半年一次，4=每三个月一次，5=每月一次，6=每半个月一次，7=每周一次，8=
每周 2～3 次，9=差不多每天 

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1=有，0=无 

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 1=有，0=无 

控制变量  

年龄 岁 

性别 1=男性，0=女性 

婚姻状况 1=有配偶，2=无配偶 

受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或中专，4=本科、大专及以上 

政治面貌 1=共产党员，0=非共产党员 

工作状况 1=目前有工作，0=目前无工作 

健康状况 1=很不好，2=不好，3=一般，4=很好，5=好 

在世兄弟姐妹数 个 

绝对收入水平 元 

相对收入水平 1=差很多，2=差一些，3=差不多，4=好一些，5=好得多 

是否参与医疗保险 1=已参与，0=未参与 
 
依据调查数据对设计变量做出描述性统计，从

而得到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表 2)。在被解释变量方

面，生活满意度的均值为 3.093，说明样本总体对

生活的满意度接近比较满意的状态。在主要解释变

量方面，情感互动变量的均值为 6.134，说明总体

代际联系频率较高；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的变量均

值为 0.843，说明 84.3%的子女对父母会提供必要的

经济支持，而父母对子女经济支持的变量均值为

0.262，说明 26.2%的父母会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活满意度 4 317 3.093 0.782 1 5 
情感互动 4 317 6.134 2.135 1 9 
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4 317 0.843 0.364 0 1 
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 4 317 0.262 0.440 0 1 
年龄 4 317 63.37 9.436 45 96 
性别 4 317 0.486 0.500 0 1 
婚姻状况 4 317 0.784 0.412 0 1 
受教育程度 4 317 1.282 0.562 1 4 
政治面貌 4 317 0.0927 0.290 0 1 
工作状况 4 317 0.694 0.461 0 1 
健康状况 4 317 2.926 0.934 1 6 
在世兄弟姐妹数 4 317 5.608 3.262 0 28 
绝对收入水平 4 317 798.4 3889 0 100000 
相对收入水平 4 317 1.769 0.907 1 5 
是否参与医疗保险 4 317 0.972 0.166 0 1 

在控制变量方面，表 2 同样给出了各个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等基本统计特征，对样本进行了基本的描述

性统计。 
2．模型构建 
鉴于所设计的被解释变量是一个多项有序的

选择变量，而相邻选项之间的距离存在不可比性，

因此，选取多元有序 Probit 模型(Ordered Probit)进
行研究。该模型假定存在一个无法被直接测量但又

能够代表被解释变量(生活满意度，satisfaction)的连

续 潜 在 变 量 ( 记 为 satisfaction*) ， 当

1−ju <satisfaction*< ju 时，satisfaction=j(其中 j=1，2，

3，4，5)，其中 0u ~ 5u 为阈值。因此得到关于潜在

变量 satisfaction*的回归方程：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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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ontact 代表代际情感互动， 1sup port 、

2sup port 分别代表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以及父

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 control 代表了其他控制变

量； iβ 为待估参数，γ 为待估矩阵；ε 为模型残差

项。如果用 )(•Φ 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

则可以得到生活满意度 satisfaction 的条件概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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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Ordered Probit 模型所采用的最大似然估

计法 (ML)与多元线性模型的最小二乘法估计法

(OLS)在模型参数估计的效果上存在一致性，许多

学者直接采用更加直观的 OLS 估计对有序选择变

量模型进行分析。因此，为了对两种不同估计方法

进行比较，在建立 Ordered Probit 模型的同时，同

时利用 OLS 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比较研究，

进一步检验所建立模型的稳健性。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1．单因素分析 

利用交叉分析方法对生活满意度与情感互动、

经济支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如表 3 所示。

在表示“差不多每天与子女进行联系”的中老年人

中，对生活表示基本满意、非常满意和极其满意的

总比例超过 80%，基本呈现出情感互动频率越高，

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越高的趋势，通过卡方检验也发

现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受到情感互动显著

的影响(卡方=56.02，p=0.005)。对生活满意度与经

济支持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

持会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卡方

=15.56，p=0.004)，但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对中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卡方=3.317，

p=0.506)。交叉分析的结果为研究提供了初步结论，

但考虑到各个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交互效应，

因此需要借助分析来进一步考虑情感互动、经济支

持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表 3 单因素交叉分析结果 

 生活满意度 1/% 2/% 3/% 4/% 5/% 卡方 p 值 

代际情感互动 1 5.29 14.61 52.39 22.92 4.79 56.02 0.005 

 2 10.53 15.79 68.42 5.26 0.00   

 3 8.33 18.33 51.67 18.33 3.33   

 4 5.00 14.50 55.50 19.00 6.00   

 5 3.88 14.64 59.79 19.40 2.29   

 6 3.91 12.07 58.22 22.60 3.20   

 7 3.19 11.33 61.18 21.49 2.81   

 8 1.79 10.89 60.17 23.56 3.59   

 9 2.22 14.17 54.72 24.72 4.17   

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0 4.57 15.32 59.50 17.38 3.24 15.56 0.004 

 1 3.24 12.12 58.33 22.87 3.44   

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 0 3.29 12.96 58.71 21.81 3.23 3.317 0.506 

 1 3.89 11.68 57.96 22.57 3.89   
 
2．多因素全样本分析 
表 4 给出了模型在各种设定下的全样本回归结

果，模型(1)-(3)采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分别报告

了主要解释变量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 ML 估

计，不同模型之中的变量系数估计方向和显著性基

本一致，所建模型十分稳健。为了进行比较，模型

(4)报告了 OLS 的估计结果，其与模型(3)的估计结

果一致。由表 4 主要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情感互动对农村中老年居民生活满意度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模型(1)、模型(3)与模型(4)均
加入了情感互动变量，其回归系数均保持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根据模型(3)的回归系数(0.0307)
与线性回归系数的换算规则可知，在其他条件保持

不变的情况下，情感互动每增加一个单位，被访者

的生活满意度平均提高 0.508 个单位，说明情感互

动的增加能够显著增强农村中老年居民生活的满

意度。 
第二，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对农村中老年居

民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相对于情感

互动而言，影响程度较小。模型(2)-模型(4)均考虑

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模型(2)中的这一变量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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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经济支持的农村中老年居民，那些能够得到子

女经济支持的中老年人对生活有更高的满意度，但

在考虑了情感互动变量的模型(3)与模型(4)中，子女

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只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

正。可见，相对于子女的经济支持而言，情感互动

的增加更能提高农村中老年居民生活的满意程度，

代际间情感互动对于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

度起着更大的作用。 

表 4 全样本回归结果 

 
Ordered Probit OLS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情感互动 0.0335***  0.0307*** 0.0214*** 

 (0.00831)  (0.00841) (0.00566) 

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0.123*** 0.0984** 0.0645** 

  (0.0470) (0.0475) (0.0319) 

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  0.0287 0.0210 0.0121 

  (0.0389) (0.0390) (0.0262) 

年龄 0.0164*** 0.0140*** 0.0156*** 0.0105*** 

 (0.00236) (0.00236) (0.00239) (0.00160) 

性别 -0.0128 -0.0144 -0.00993 -0.00190 

 (0.0366) (0.0366) (0.0366) (0.0246) 

婚姻状况 0.167*** 0.184*** 0.169*** 0.120*** 

 (0.0498) (0.0497) (0.0499) (0.0336) 

受教育程度 -0.0610* -0.0568* -0.0617* -0.0379* 

 (0.0328) (0.0328) (0.0329) (0.0220) 

政治面貌 0.0392 0.0473 0.0387 0.0213 

 (0.0602) (0.0602) (0.0602) (0.0402) 

工作状况 -0.0203 -0.0265 -0.0263 -0.0157 

 (0.0397) (0.0399) (0.0399) (0.0268) 

健康状况 0.275*** 0.277*** 0.276*** 0.185*** 

 (0.0188) (0.0188) (0.0188) (0.0124) 

在世兄弟姐妹数 -0.0130** -0.0121* -0.0132** -0.00947** 

 (0.00657) (0.00656) (0.00657) (0.00441) 

绝对收入水平 -0.0000035 -0.0000038 -0.0000037 -0.0000023 

 (0.00000445) (0.00000445) (0.00000445) (0.00000296) 

相对收入水平 0.212*** 0.215*** 0.212*** 0.142*** 

 (0.0191) (0.0191) (0.0191) (0.0127) 

是否参与医疗保险 0.217** 0.231** 0.208** 0.146** 

 (0.101) (0.101) (0.101) (0.0685) 

log likelihood -4674.8534 -4679.0989 -4672.4532  

卡方/F 统计量 486.75 478.26 491.55 37.05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伪 R 方/调整 R 方 0.0495 0.0486 0.0500 0.1047 

Observations 4317 4317 4317 4317 

注：(1)*、**、***分别表示 p<10%，p<5%，p<1%；(2)括号内为系数估计标准误；(3)F 统计量和调整 R 方适用于 OLS 的估计结果；(4)省略汇

报了模型中常数项估计值。  
第三，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对农村中老年居

民生活满意度并不存在显著影响。模型(2)-模型(4)
报告了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对农村中老年居民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情况，尽管三个模型中的回归系

数估计结果均大于零，但结果并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说明农村中老年人

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并不会给其生活满意度造成显

著影响。 
第四，在控制变量方面，得到以下结论：在年

龄方面，年龄越大的农村中老年居民，其对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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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程度越高；在婚姻状况方面，拥有配偶的农村

中老年居民相对于没有配偶的人而言拥有更高的

生活满意度；受教育程度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

农村中老年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

身体健康状况来看，健康水平能够使农村中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从同辈在世的兄弟姐妹

数量上来看，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会使得生活满意

度下降；而在收入方面，农村中老年居民表现出“不

患寡而患不均”的现象，具体表现为绝对收入水平

并不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而相对收入水

平则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满意度产生了显著的

正向影响；医疗保险的参与情况在 5%的显著性水

平上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相对于没有参与医

疗保险的农村中老年居民，已经参与医疗保险的居

民拥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其余控制变量并不会对

农村中老年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3．多因素分样本分析 
在考察情感互动、经济支持对农村中老年人总

体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检验所得模

型的稳健性并比较中年人与老年人在生活满意度

影响因素上的差异，分别检验情感互动、经济支持

对农村中年人(45≤年龄<60 岁)、老年人(60 岁≤年龄)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中年人 老年人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情感互动 0.0675***  0.0652*** 0.0227**  0.0191* 
 (0.0165)  (0.0167) (0.00967)  (0.00981) 

  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0.109 0.0708  0.150** 0.132** 
  (0.0685) (0.0692)  (0.0655) (0.0661) 

  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  -0.0118 -0.0176  0.0511 0.0437 
  (0.0607) (0.0607)  (0.0510) (0.0511) 
年龄 0.0154* 0.0134* 0.0138* 0.0182*** 0.0164*** 0.0177*** 
 (0.00787) (0.00800) (0.00801) (0.00369) (0.00364) (0.00371) 
性别 -0.0322 -0.0398 -0.0293 0.00832 0.00845 0.0123 
 (0.0622) (0.0622) (0.0623) (0.0459) (0.0459) (0.0460) 
婚姻状况 0.375*** 0.386*** 0.377*** 0.120** 0.135** 0.124** 
 (0.113) (0.113) (0.113) (0.0566) (0.0564) (0.0567) 
受教育程度 -0.113*** -0.104** -0.114*** 0.000724 0.00788 0.00319 
 (0.0427) (0.0427) (0.0428) (0.0551) (0.0551) (0.0552) 
政治面貌 0.162 0.190* 0.167 -0.0182 -0.0175 -0.0220 
 (0.109) (0.109) (0.109) (0.0724) (0.0724) (0.0724) 
工作状况 -0.116 -0.124 -0.118 0.0254 0.0155 0.0161 
 (0.0769) (0.0769) (0.0770) (0.0468) (0.0471) (0.0471) 
健康状况 0.309*** 0.313*** 0.310*** 0.257*** 0.257*** 0.257*** 
 (0.0320) (0.0320) (0.0320) (0.0233) (0.0234) (0.0234) 
在世兄弟姐妹数 -0.0170 -0.0142 -0.0172 -0.0124 -0.0122 -0.0127 
 (0.0107) (0.0106) (0.0107) (0.00844) (0.00844) (0.00845) 
绝对收入水平 -0.00000027 0.0000000078 -0.00000036 -0.00000973 -0.0000104 -0.0000102 
 (0.00000567) (0.00000567) (0.00000568) (0.00000731) (0.00000732) (0.00000732) 
相对收入水平 0.209*** 0.218*** 0.210*** 0.214*** 0.213*** 0.212*** 
 (0.0324) (0.0324) (0.0325) (0.0237) (0.0237) (0.0238) 
是否参与医疗保险 0.106 0.150 0.102 0.249** 0.250** 0.236** 
 (0.191) (0.190) (0.191) (0.119) (0.119) (0.120) 

log likelihood -1689.2253 -1696.328 -1688.6763 -2974.3043 -2973.6194 -2971.7296 
卡方 189.47 175.27 190.57 290.97 292.34 296.12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伪 R 方 0.0531 0.0491 0.0534 0.0466 0.0469 0.0475 
Observations 1568 1568 1568 2749 2749 2749 

注：(1)*、**、***分别表示 p<10%，p<5%，p<1%；(2)括号内为系数估计标准误；(3)省略汇报了模型中常数项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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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主要解释变量回

归结果基本具有稳健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

年人和老年人而言，不同变量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表现为：1)情感互动对

农村中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 1%的显著性水平

上正向显著，但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在将全部变

量纳入模型之后，情感互动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

对其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代际间的

情感互动对提高农村中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更大的

作用；2)子女对父母经济上的支持在两类样本中同

样存在差异，这一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农

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农村

中年人而言，子女对自己的经济支持并不会对自身

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由上述差异可以看出，

对于农村中年人而言，他们自己还具备一定的劳动

能力，因此子女对自身的经济支持并不会使自己对

于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变化，他们更多地需要子

女与自己情感上的沟通与联系；而老年人多已丧失

基本劳动能力，在这一现实状况下，子女的经济支

持便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不同回归模型的比较可以

发现，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代际之间的互动交流。 
此外，分样本的回归模型中，因为农村中老年

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样本间差异不大导致这一

变量在农村老年人样本中并不显著。而年龄、婚姻

状况、健康状况等控制变量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

度均存在显著影响，回归结果与总样本回归结果基

本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 2013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数据研究了代际间的情感互动、经济支

持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

就总体而言，代际情感互动以及子女对父母的经济

支持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代际之

间情感互动频率越高，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越高；与过去一年并未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农村中

老年人相比，得到经济支持的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更高。另外,通过对中年人和老年人分样本的研究发

现，相对于子女的经济支持而言，代际之间互动频

率的增加更能够提高农村中年人生活的满意度；对

于农村老年人而言，子女的经济支持对自身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更为显著。 
子女向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是满足中老年人

养老的缺失性需求，是中老年人在丧失基本劳动能

力之后重要的生活保障。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

老年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是子女取得一定经济成

就后对父母一种特殊的反馈，同时也使父母自己的

人生价值得到了肯定，其家长角色得到了更好地维

护，进而提高了其对生活的满意度。但同时需要注

意的是，是否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使中老年人延长

自身拥有劳动能力的时间，使其收入能得到更多的

保障。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的举措值得学习和借

鉴，日本政府为了更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危机，出

台了推迟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积极发展

老年产业等多种政策措施；德国政府则通过强调终

生学习、鼓励创新、提高老人和妇女的劳动参与率

等方式以避免人口陷阱的出现。 
在中老年人物质生活水平方面，可以通过制定

相应政策进行改善，但增强代际之间的情感交流显

然难以通过类似手段进行控制。在传统社会中，子

女多与父母共同居住生活，代际之间保持着较为密

切的日常联系，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家庭规模的日

益小型化以及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比例增加，父

母和子女开始倾向于独立生活，较以往而言代际之

间联系的频率大幅度减少，中老年人对于代际之间

情感交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生活满意度受到了一

定程度的影响。近年来，在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的

背景下，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均得

到显著提高，中老年人物质生活基本能够得到满

足，子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除了给予父母适当

的经济支持之外，更应通过加强与父母之间的情感

沟通使得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得到提高，中老年人需

要孩子们经济的支持，但更需要他们精神上的慰

藉，子女们在关注自身事业的同时要加强与父母的

沟通，让更多农村中老年人在物质和精神上实现双

重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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