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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研究基于生命历程视角考察了中国老年人童年生活处境与老年
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在老年时期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老年人
中，童年不利生活处境所带来的影响减弱乃至消失，而在老年时期社会经济
水平较低的老年人中，童年不利处境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没有被老年时期社会
经济地位所修补，反而与之重叠并相互强化。 本研究还通过队列比较分析发
现，在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老年人中，童年不利生活处境所带来的
影响在较晚出生队列中相对较大。 本文通过中国疾病和健康模式的转型以
及不同历史时期医疗保障制度的变革对个体生命历程产生的不同影响，对研
究发现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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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人类健康是终生发展的过程。 老年

健康不仅是老年时期处境造成的结果，而且是从胚胎开始的不同人生

阶段上健康潜力不断积累的结果。 因此，一些研究从生命历程视角来

分析老年健康问题。 生命历程视角一方面认为老年健康状况部分取决

于童年时期的生物学和社会因素，另一方面也认为个体的健康发展轨

迹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所提供的限制和机会下个体能动性

的结果（Ｃｏｒｎａ， ２０１３； Ｍａｙｅｒ， ２００９； 郑作彧、胡珊， ２０１８）。
虽然以往研究借助生命历程视角考察了童年时期的家庭背景、生

活经历等因素与成年健康之间的关系，但是童年时期的相关因素是如

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影响后期健康的？ 童年时期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

历对成年健康的影响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

响？ 成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能否抵消童年时期家庭背景劣势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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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影响？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以往研究主要

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较少研究和揭示其他国家，尤其是像中国

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社会制度安排对个体生命历

程的影响。 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使得中国人的

生命历程可能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国民的生命历程。
在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面前，不同年份出生的社会群体———即不

同出生队列群体所处的人生阶段并不相同，遭受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也

不尽相同。 虽然当前大部分老年人的童年时期正好处于旧中国向新中

国重大转变的阶段，即处于政治动荡、战争阶段，但是他们在劳动年龄

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却不尽相同。 此外，不同出生队列群体的老年阶段

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 较晚出生老年人在刚进

入老年阶段时就处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历史时期，而较早

出生的老年人在刚进入老年阶段时中国仍然处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

时期。 考虑到不同出生队列群体的童年时期、成年时期和老年时期所

处的中国历史阶段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尽相同，通过比较不同出生队列

群体童年不利处境对晚年健康的影响以及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其

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过去 １００ 年尤其是新中

国成立 ７０ 年以来的社会发展特征及其趋势。

二、文献回顾

生命历程视角融合了队列分析、累积优势等理论观点，侧重研究一

个队列群体的内部差异或者不平等如何随着生命历程的推进（或者说

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并且用历史背景、社会制度安排和个体

生命历程轨迹的交互作用来解释这种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增加的不平

等（Ｅｌ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Ｍａｙｅｒ， ２００９； ＯＲａｎｄ， １９９６）。 此外，生命历程

视角也通过研究不同出生队列群体在生命历程轨迹和经验上的差异来

考察社会变迁的过程和历史发展的趋势（Ｄａｎｎｅｆｅｒ， １９８７）。 某一个出

生队列群体在老年时期的健康状况不仅是当前处境导致的结果，其根

源可能要追溯到他们在童年时期的地位区分和生活处境。 这样就把健

康的决定因素从近端转向远端，从短期转向长期（ＯＲａｎｄ， １９９６）。 经

验研究也表明，童年时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晚年健康状况有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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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者间接的关联，童年时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的群体老年

之后健康状况相对较差，其健康恶化的速率也相对较高（Ｂｒａｖｅｍａｎ ＆
Ｂａｒｃｌａｙ， ２００９； Ｆｅｒｒａｒ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Ｐｌｏｕｂｉｄｉ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关于童年时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成年健康的影响路径，以往研

究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暴露于急性

和慢性压力源的程度（Ｐｅａｒ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童年时期的多重生活压力

可能会导致生理上的短期内不易察觉的破坏或损坏，而这可能具有终

身的影响，为成年之后的相关疾病奠定了基础（Ｓｈｏｎｋｏｆｆ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２）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童年时期的营养状况和早期发育（Ｃｏ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童年时期营养和发育情况对当时的健康和未来的健康都

会产生显著影响 （Ｂａｒｋｅｒ， １９９５； Ｓｈｏｎｋｏｆｆ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３）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也会对与健康有关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产生影响（Ｃｏｃｋｅｒｈａｍ，
２００５）。 通过早期的社会化过程，处于不同阶层地位的家庭把他们的

生活方式传递给孩子（Ａｂｅｌ ＆ Ｆｒｏｈｌｉｃｈ， ２０１２）。 这种内化了的生活方

式对未来健康可能具有持久的影响（Ｃｏｃｋｅｒｈａｍ， ２０１５）。 （４）童年时期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童年健康。 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的生

活环境以及用于避免健康风险和保护健康的资源有显著差异（Ｐｈｅｌ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Ｓｈａｒｋｅｙ ＆ Ｆａｂｅｒ， ２０１４），导致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童年

健康水平上就已经出现了不平等，而童年健康又被认为与成年健康具

有重要的关联（Ｈａｙｗａｒｄ ＆ Ｇｏｒｍａｎ， ２００４）。
此外，也有研究分析了早期不平等在整个生命历程上会发生怎样

的变化，以及通过什么机制进一步造成了晚年的健康不平等。 经验研

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早期不平等产生的影响有不断增强的趋势。
比如，有学者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不同社会

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随着年龄增加而扩大 （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此外，也有研究基于美国成年人的全国代表性数据，发现不同

教育背景群体的健康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 Ｄｕｐｒｅ， ２００７；
Ｍｉｒｏｗｓｋｙ ＆ Ｒｏｓｓ， ２００８）。 这一结论在对其他发达国家的一些相关研

究中也得到了证实（Ｌｅｏｐｏｌｄ， ２０１６）。
关于童年时期不平等产生的影响随着生命历程推进而不断增加的

趋势，以往研究主要用累积优势或劣势理论进行解释 （ Ｄａｎｎｅｆｅｒ，
１９８７， ２００３）。 童年时期在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状况上的优势会不断

带来资源和机会，从而会进一步增强优势，即所谓优势累积；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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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童年时期在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状况上处于不利地位，之后可能

会面临一系列的健康风险，在社会地位获得上也可能面临障碍，从而导

致进一步的劣势，即所谓的劣势累积（ＤｉＰｒｅｔｅ ＆ Ｅｉｒｉｃｈ， ２００６； ＯＲａｎｄ，
１９９６）。 随着优势或劣势的逐渐累积，这种在生命早期产生的不平等

影响随着生命历程推进而不断增加。 这种累积优势或劣势的过程，其
背后的因素既包括微观上的社会心理因素，也包括宏观的社会选择过

程（Ｍｅｒｔｏｎ， １９６８），是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个体行动在不同时间上

交互作用的结果（Ｄａｎｎｅｆｅｒ， １９８７； ＯＲａｎｄ， １９９６）。
不过，豪斯等研究表明，到了生命后期，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

健康风险因素暴露水平上的差异会减少，因而健康不平等程度会减弱

（Ｈｏｕｓ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另有研究发现，不同教育背景群体在健康状况

上的差异在生命早期和中期是最大的，而到了老年时期也会变小

（Ｂｅｃｋｅｔｔ， ２０００； Ｈｅｒｄ， ２００６）。 一项有关中国的研究也发现，在女性群

体中因为教育和收入导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随年龄的增长而缩小，而
在男性群体中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变（郑莉、曾
旭晖，２０１６）。 这些经验研究表明，在一个完全的生命历程上（从出生

到死亡），生命早期的社会经济因素和行为特征的影响并不一定一直

持续存在，其影响程度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与累 积 优 势 理 论 相 比， 费 拉 罗 等 提 出 的 累 积 不 平 等 理 论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特别强调了生命历程中风险和资源的结

合，该理论认为，虽然童年时期的劣势会增加成年时期风险暴露的可能

性，但是成年时期可获得的资源则有助于个体应对这些风险（Ｆｅｒｒａｒｏ ＆
Ｓｈｉｐｐｅｅ， ２００９）。 因此，生命轨迹并不一定是一个稳定的、单一的过程，
我们应该看到多种可能性的问题（ＯＲａｎｄ ＆ Ｈｅｎｒｅｔｔａ， ２０１８）。 其他的

一些研究也提出了童年时期劣势的可逆性问题，成年之后向上的社会

流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童年劣势所带来的影响，也可以干扰或暂

停童年时期优势或劣势影响的渐进过程 （ Ｆｅｒｒａｒｏ ＆ Ｋｅｌｌｅｙ⁃Ｍｏｏｒｅ，
２００３）。 一系列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在控制成年社会经济地位之后，童
年时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成年健康的相关程度显著下降（Ｈａｙｗａｒｄ ＆
Ｇｏｒｍａｎ， ２００４； Ｌｉｎ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由此可见，成年后的资源和机会有可

能会打破固有的风险链条，削弱甚至抵消童年时期劣势产生的影响。
从生命历程视角来看，某一个出生队列群体内部的早期不平等随

着时间的变化模式是宏观的历史背景、制度安排与个体生命轨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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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的结果（ＯＲａｎｄ， １９９６）。 历史变化和社会变革通常对不同年

龄的人———即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人有不同的影响（Ｒｙｄｅｒ， １９６５）。
在不同年份出生的队列群体在相应年龄上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

安排是不同的，因此各自的生命历程轨迹和发展模式也会存在差异

（Ｅｌｄｅｒ， １９７４； 郑作彧、胡珊， ２０１８），当社会变革使连续出生队列的生

命轨迹产生差异时，它就会产生所谓的队列效应（Ｅｌ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队列效应本质上反映的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也代表了个体成长经验的

效应，它包含了早期生命经验和后期连续暴露于历史和社会因素所带

来的总体效应（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通过比较研究不同出生队列在生

命历程轨迹和经验上的差异，就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社会变迁的过程

和历史发展的趋势（Ｄａｎｎｅｆｅｒ， １９８７）。
在经验研究方面，一些研究考察了个体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的效

应在不同出生队列群体中是否有显著差异，以此阐明社会变革的趋势

以及背后的社会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大部分研究表明，社会经济

地位对健康的影响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强，并且这一模式在连续出生队

列中的效应变得更强。 也就是说，在年轻的出生队列中，社会经济地位

对健康的影响更大（Ｌｅｏｐｏｌｄ， ２０１６； Ｌｙｎｃｈ， ２００３； Ｍｉｒｏｗｓｋｙ ＆ Ｒｏｓｓ，
２００８）。 不过，一项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了不一致的结果，该研究认为

在较近的出生队列群体中，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略有下降，作者

认为这种结果可能与中国所处的疾病转型以及社会政治制度安排与西

方发达国家不同有关（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生命历程视角出现到

现在前三十年有关健康生命历程的研究大都是考察童年时期社会经济

地位和不利处境与成年早期健康之间的关联，其研究的生命历程相对

较短，少有研究涉及老年阶段甚至高龄阶段。 此外，以往的研究大都基

于累积优势或劣势理论，认为早期优势或劣势和早期不平等随着年龄

的增加而增加。 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忽略了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的能动性

问题，另一方面也忽略了成年之后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和社会心

理资源对童年时期因素的调节作用。 虽然近年来已经有一些研究开始

注意到成年因素对童年时期劣势的补偿作用，但是仍然需要把这方面

的研究扩展到中国老年人群体中。 此外，正如梅耶所言，关于不同的国

家及其政治经济制度如何对生命历程产生影响的研究还非常少见

（Ｍａｙｅｒ，２００９）。 虽然近二十年来有关健康生命历程的研究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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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都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 鉴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制度安排

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当前中国老年人群体生命历程可能显著不同于

欧美发达国家的同龄人群。 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发展是如何调节家庭

因素在个体生命历程上的影响，也可能显著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 基

于以上考虑，本研究的主要问题是：（１）童年生活处境对老年时期甚至

是高龄时期的健康状况是否仍有显著影响；（２）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

位如何调节童年生活处境对老年健康的影响；（３）在不同出生队列的

老年人中，童年生活处境对老年健康的影响以及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

位对此影响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所

主持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以下简称 ＣＬＨＬＳ）。 本研

究采用了 ＣＬＨＬＳ 从 １９９８ 年到 ２０１４ 年的追踪调查数据。 考虑到 １０５
岁以上老年人的特殊性，我们的研究对象是 ６５ － １０５ 岁之间的老年人，
最终的研究样本量为 ４１５５６ 人。 我们的研究样本中有 ２０５８６ 人被调查

了 １ 次，１０３４９ 人被调查了 ２ 次，６０３５ 人被调查了 ３ 次，２５９３ 人被调查

了 ４ 次，１７９４ 人被调查了 ５ 次，１６０ 人被调查了 ６ 次，３９ 人被调查了 ７
次，总共有 ７９９６４ 个观测值。 本调查包括大规模的 ８０ 岁以上高龄老年

人样本，为研究整个老年阶段的健康发展状况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二）变量及其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自评健康，根据受访者对“您觉得现在您自己的

健康状况怎么样”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进行测量。 这个问题的选项共有

６ 个：（１）很好；（２）好；（３）一般；（４）不好；（５）很不好；（８）无法回答。 本

研究把“无法回答”和“很不好”合并为一类，称为自评健康“很不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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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自评健康这一问题上，“无法回答”的老年人往往是那些身体状况出现严重问题的人。
以 ２００２ 年截面调查数据为例，发现选择自评健康“非常不好”和“无法回答”的受访者在

基本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残障上的比例很接近。 基于此，本研究把两者进行了合并处理。



本研究把童年是否经常挨饿作为受访者童年时期不利生活处境的

测量指标。 众所周知，是否挨饿与身体的营养状况和发育直接相关，尤
其是在童年时期，经常挨饿对童年健康以及成年健康都可能产生显著

影响（Ｇｕｎｄｅｒｓｅｎ ＆ Ｋｒｅｉｄｅｒ， ２００９）。 此外，童年是否挨饿与父母的教育

背景、职业类型高度相关，如果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在童年时期经

常挨饿的机会相对较低。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用童年时期是否经常

挨饿作为童年不利处境的测量指标是合理的。 一方面童年时期是否挨

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童年时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也直

接体现了童年时期的营养状况。
本研究对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采用了教育、职业、居住

地、家庭年人均收入、自评经济状况五个指标。 在本研究中，老年人的

教育背景划为三个类别，职业也划分为三个类别，居住地被划分为两个

类别。 根据样本百分位数，本研究把家庭年人均收入划分为四个等级。
本文根据受访者对“您的生活在当期比较起来，属于＿＿＿＿＿”这一问题

的回答结果，对受访者的自评经济状况进行测量。 这个问题的选项共

有 ５ 个：（１）很富裕；（２）比较富裕；（３）一般；（４）比较困难；（５）很困

难。 本研究把（４）和（５）合并为一类，称为自评经济状况“困难”，把
（３）看作一类，称为自评经济状况“一般”，把（１）和（２）合并为一类，称
为自评经济状况“富裕”。 为了获得一个对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性测

量，本研究首先用这五个测量指标拟合一个等级项目反映模型（ｇｒａｄ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ｏｄｅｌ），然后根据此模型计算得到了一个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变量。① 这个变量值越高，说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本研究的自变量还包括了年龄、出生年份、性别、民族身份、婚姻状

况、生活方式等变量。 其中，年龄是一个时变变量，取值范围在 ６５ －
１０５ 岁之间，在估计模型时根据 ８０ 岁进行了对中。 用受访者的出生年

份表示出生队列，取值范围是 １８９０ － １９４５ 年，在模型估计时根据 １９２０
年进行了对中。 婚姻状况也是一个时变变量：有配偶且同住和无配偶。
生活方式变量包括了是否吸烟、是否经常喝酒和是否经常进行身体锻

炼。 关于变量的测量及其在基线调查年份上的样本分布情况详见

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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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模型计算得到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分变量是一个潜变量。 关于此模型的具体介绍，可
参见相关文献（Ａｙａｌａ， ２００８； Ｓｋｒｏｎｄａｌ ＆ Ｒａｂｅ⁃Ｈｅｓｋｅｔｈ， ２００４）。



　 表 １ 　 　 主要变量测量情况及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变量 测量 样本数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性别
男性（４１ ４０％ ） １７２０６ 　 ０ ３２

女性（５８ ６０％ ） ２４３５０ － ０ ２２

出生队列

１８９９ 年以前（８ ４２％ ） ３４９８ － ０ ２８

１９００ － １９０９ 年（２９ ４９％ ） １２２５４ － ０ １４

１９１０ － １９１９ 年（３０ ５９％ ） １２７１４ ０ ０３

１９２０ － １９２９ 年（１６ ４５％ ） ６８３６ ０ ０９

１９３０ － １９３９ 年（１１ ４０％ ） ４７３８ ０ ２８

１９４０ 年以后（３ ６５％ ） １５１６ ０ ３５

年龄组

６５ － ７４ 岁（１４ ６４％ ） ６０４９ 　 ０ ３３

７５ － ８４ 岁（２０ ３３％ ） ８３９８ ０ １５

８５ － ９４ 岁（３１ ３８％ ） １２９６３ － ０ ０１

９５ － １０５（３３ ６５％ ） １３８９９ － ０ ２２

童年是否经常挨饿
是（６７ ６２％ ） ２８１０２ － ０ １２

否（３２ ３８％ ） １３４５４ ０ ２５

居住地
农村（５６ ８４％ ） ２３６２０ － ０ ４０

城镇（４３ １６％ ） １７９３６ ０ ５３

受教育程度

０ 年（６４ ９８％ ） ２６８８４ － ０ ３５

１ － ５ 年（２１ ５０％ ） ８８９４ ０ ３９

６ 年以上（１３ ５２％ ） ５５９３ １ ０９

职业

农民 ／ 家务 ／ 无业（７５ ４０％ ） ３１２９７ － ０ ３９

工人 ／ 服务人员 ／ 职员等（１７ ８７％ ） ７４１７ ０ ９７

专业技术人员 ／ 管理人员（６ ７３％ ） ２７９２ １ ８５

自评家庭经济状况

困难（１２ ６２％ ） ４１３８ － ０ ６２

一般（７０ ８０％ ） ２３２２０ ０ ００

富裕（１６ ６８％ ） ５４３９ ０ ５５

家庭人均年收入情况

较低（１６ ４１％ ） ５１３５ － ０ ８１

中下（２３ ４０％ ） ７３２２ － ０ ３５

中上（２７ ９３％ ） ８７４０ ０ ０７

较高（３２ ２６％ ） １００９７ ０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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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变量 测量 样本数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自评健康

非常好（１１ ２６％ ） ４６７８ ０ ２２

好（３７ ４１％ ） １５５４４ ０ ０５

一般（３１ ０１％ ） １２８８５ ０ ０１

不好（１０ ８４％ ） ４５０４ － ０ １４

非常不好（９ ４８％ ） ３９３７ － ０ ３０

（三）分析方法

由于 ＣＬＨＬＳ 对大量个体在多个时间点上进行了多次调查，本质上

是一种多层次数据结构。 本研究采用了两层次混合效应序次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如下所示：

Ｐ（ｙｔｉ ＞ ｋ ｜ Χｔｉ，κ，μｉ） ＝ Ｈ（Χｔｉβ ＋ Ζｔｉμｉ － κｋ） （１）

其中，ｔ 表示层一单位，即观测的时间点，ｉ 表示层二单位，即受访

者。 ｋ 为因变量的某一类别，κ 表示截距的切点（ ｃｕｔｐｏｉｎｔｓ）。 Ｈ（ ）是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累积分布函数。 Χｔｉ是与固定效应相对应的协变量矩阵，其回归

系数 β 表示固定效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Ζ ｔｉ是与随机效应相对应的协变

量矩阵，既可以是随机截距，也可以是随机斜率。 μｉ表示随机效应，假
定服从期望值为 ０ 的多元正态分布。

考虑到在不同调查年份进入样本的老年人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
本研究把进入样本的年份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 此外，在追

踪过程中死亡的老年人与存活的老年人也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本研

究也把追踪过程中是否死亡作为一个控制变量放入模型。 通过把进入

样本的年份和追踪过程中是否死亡这两个变量放入模型，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减少样本选择对模型估计的影响。 我们使用 ＳＴＡＴＡ 软件的

ｍｅｏｌｏｇｉｔ 命令对所有的模型进行估计。

四、研究结果

表 ２ 给出了混合效应序次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与模型 １
相比，在模型 ２ 中我们纳入了童年是否经常挨饿变量，通过对模型 ２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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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童年不利处境与老年健康：混合效应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

固定效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２０００ 年进入样本

（１９９８ 年为参照类）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９）

２００２ 年进入样本

（１９９８ 年为参照类）
０ １１９∗∗∗

（０ ０３０）
０ ０９８∗∗

（０ ０３０）
０ ０８８∗∗

（０ ０３０）
０ ０８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７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６∗

（０ ０３０）

２００５ 年进入样本

（１９９８ 年为参照类）
－ ０ １０６∗∗

（０ ０３４）
－ ０ １２８∗∗∗

（０ ０３４）
－ ０ １３３∗∗∗

（０ ０３４）
－ ０ １４２∗∗∗

（０ ０３４）
－ ０ １５０∗∗∗

（０ ０３４）
－ ０ １５９∗∗∗

（０ ０３４）
－ ０ １５５∗∗∗

（０ ０３４）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进入样本

（１９９８ 年为参照类）
－ ０ １９６∗∗∗

（０ ０３８）
－ ０ ２２７∗∗∗

（０ ０３８）
－ ０ ２５０∗∗∗

（０ ０３８）
－ ０ ２６０∗∗∗

（０ ０３８）
－ ０ ２６９∗∗∗

（０ ０３８）
－ ０ ２８７∗∗∗

（０ ０３８）
－ ０ ２８０∗∗∗

（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进入样本

（１９９８ 年为参照类）
－ ０ ３７８∗∗∗

（０ ０７４）
－ ０ ４１３∗∗∗

（０ ０７４）
－ ０ ４５９∗∗∗

（０ ０７４）
－ ０ ４７１∗∗∗

（０ ０７４）
－ ０ ４８６∗∗∗

（０ ０７４）
－ ０ ５２０∗∗∗

（０ ０７４）
－ ０ ５１２∗∗∗

（０ ０７４）

２０１４ 年进入样本

（１９９８ 年为参照类）
－ ０ ６３６∗∗∗

（０ ０８３）
－ ０ ６６２∗∗∗

（０ ０８３）
－ ０ ７２３∗∗∗

（０ ０８３）
－ ０ ７４１∗∗∗

（０ ０８３）
－ ０ ７５８∗∗∗

（０ ０８３）
－ ０ ８０６∗∗∗

（０ ０８４）
－ ０ ７９５∗∗∗

（０ ０８４）

调查期间死亡

（存活为参照类）
　 ０ ３９１∗∗∗

（０ ０２０）
　 ０ ３８６∗∗∗

（０ ０２０）
　 ０ ３５９∗∗∗

（０ ０２０）
　 ０ ３５９∗∗∗

（０ ０２０）
　 ０ ３５７∗∗∗

（０ ０２０）
　 ０ ３５９∗∗∗

（０ ０２０）
　 ０ ３６１∗∗∗

（０ ０２０）

女性

（男性为参照类）
　 ０ １１７∗∗∗

（０ ０２０）
　 ０ １１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０）

少数民族

（汉族为参照类）
－ ０ １６７∗∗∗

（０ ０３５）
－ ０ １７０∗∗∗

（０ ０３５）
－ ０ １８９∗∗∗

（０ ０３５）
－ ０ １８９∗∗∗

（０ ０３５）
－ ０ １９０∗∗∗

（０ ０３５）
－ ０ １８９∗∗∗

（０ ０３５）
－ ０ １８８∗∗∗

（０ ０３５）

无配偶

（有配偶为参照类）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１）

不吸烟

（吸烟为参照类）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４）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４）

不喝酒

（喝酒为参照类）
　 ０ ３１３∗∗∗

（０ ０２３）
　 ０ ３１５∗∗∗

（０ ０２３）
　 ０ ３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３２１∗∗∗

（０ ０２３）
　 ０ ３２２∗∗∗

（０ ０２３）
　 ０ ３２０∗∗∗

（０ ０２３）
　 ０ ３２２∗∗∗

（０ ０２３）

不锻炼

（锻炼为参照类）
　 ０ ６３０∗∗∗

（０ ０２０）
　 ０ ６２１∗∗∗

（０ ０２０）
　 ０ ５５８∗∗∗

（０ ０２０）
　 ０ ５５８∗∗∗

（０ ０２０）
　 ０ ５６８∗∗∗

（０ ０２０）
　 ０ ５６６∗∗∗

（０ ０２０）
　 ０ ５６７∗∗∗

（０ ０２０）

出生队列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７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７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７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７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７７∗∗∗

（０ ００３）

年龄
　 ０ ０９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９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９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９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９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９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９４∗∗∗

（０ ００３）

出生队列 × 年龄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童年经常挨饿

（不经常挨饿为参照类）
　 ０ １４９∗∗∗

（０ ０１８）
　 ０ １０６∗∗∗

（０ ０１９）
　 ０ １２７∗∗∗

（０ ０１９）
　 ０ １０８∗∗∗

（０ ０１９）
　 ０ １１０∗∗∗

（０ ０１９）
　 ０ １０６∗∗∗

（０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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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固定效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老年时期社会经济

地位
－ ０ １３９∗∗∗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５９∗∗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８）

童年经常挨饿 × 老年

时期社会经济地位
－ ０ １３０∗∗∗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５３
（０ ０３０）

童年经常挨饿 × 老年

时期社会经济地位 ×
年龄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３）

童年经常挨饿 × 老年

时期社会经济地位 ×
出生队列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３）

童年经常挨饿 × 老年

时期社会经济地位 ×
年龄 × 出生队列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

随机效应

方差（截距）
　 ０ ９１５∗∗∗

（０ ０２９）
　 ０ ９１２∗∗∗

（０ ０２９）
　 ０ ９０３∗∗∗

（０ ０２９）
　 ０ ９０２∗∗∗

（０ ０２９）
　 ０ ８９８∗∗∗

（０ ０２９）
　 ０ ８９６∗∗∗

（０ ０２８）
　 ０ ８９５∗∗∗

（０ ０２８）

模型拟合指标

自由度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对数似然值 －１１２８０１ ７０ －１１２７６８ ４７ －１１２７００ ４１ －１１２６８２ ３１ －１１２６５５ ４７ －１１２６４１ ８７ －１１２６３３ ８１

ＡＩＣ ２２５６４５ ４０ ２２５５８０ ９０ ２２５４４６ ８０ ２２５４１２ ６０ ２２５３６０ ９０ ２２５３３５ ７０ ２２５３２１ ６０

ＢＩＣ ２２５８４０ ５０ ２２５７８５ ３０ ２２５６６０ ５０ ２２５６３５ ６０ ２２５５９３ ２０ ２２５５７７ ３０ ２２５５７２ ４０

　 　 注：（１）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２）∗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模型 １ 的似然比率检验（卡方值 ＝ ６６ ４７，自由度 ＝ １，Ｐ ＝ ０ ０００）和比

较两个模型的 ＡＩＣ 以及 ＢＩＣ 数值，模型 ２ 要显著优于模型 １，说明童年

是否经常挨饿对老年自评健康有显著影响，在童年时期经常挨饿的老

年人要比不经常挨饿的老年人更倾向于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较差。 模

型 ３ 在模型 ２ 的基础上加入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似然比率检

验结果（卡方值 ＝ １３６ １２，自由度 ＝ １，Ｐ ＝ ０ ０００）和两个模型的 ＡＩＣ 以

及 ＢＩＣ 数值比较结果都显示，模型 ３ 要显著优于模型 ２，这说明在控制

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自评健康有显著影

响，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更倾向于报告自己的健康状

况较好。 与模型 ２ 中的估计相比，童年经常挨饿的回归系数估计在模

型 ３ 中明显下降，从 ０ １４９ 下降到 ０ １０６，这说明在控制老年时期社会

经济地位的条件下，童年是否挨饿对老年自评健康的影响显著下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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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仍然在 ０ ０１ 水平上统计显著。 模型 ４ 在模型 ３ 的基础上加入了童

年是否挨饿与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项，这是为了考察童年是

否挨饿与老年健康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水平的

调节，即在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水平不同的老年人中，童年是否挨饿

与自评健康的关系是否有显著不同。 通过对模型 ４ 和模型 ３ 的似然比

率检验（卡方值 ＝ ３６ １９，自由度 ＝ １，Ｐ ＝ ０ ０００）和比较两个模型的 ＡＩＣ
以及 ＢＩＣ 数值，模型 ４ 显著优于模型 ３ 且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为负值，
这说明随着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水平的提高，童年是否挨饿对老年

健康的影响在显著下降。
模型 ５ 是在模型 ４ 的基础上加入童年经常挨饿、老年时期社会经

济地位水平与年龄的三维交互项。 通过对模型 ５ 和模型 ４ 的似然比率

检验（卡方值 ＝ ５３ ６８，自由度 ＝ １，Ｐ ＝ ０ ０００）和比较两个模型的 ＡＩＣ
以及 ＢＩＣ 数值，模型 ５ 要显著优于模型 ４，这说明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

位水平对童年挨饿变量效应的调节作用在不同年龄群体中存在显著差

异。 模型 ６ 是在模型 ５ 的基础上加入童年经常挨饿、老年时期社会经

济地位水平与出生队列的三维交互项。 通过对模型 ６ 和模型 ５ 的似然

比率检验（卡方值 ＝ ２７ ２１，自由度 ＝ １，Ｐ ＝ ０ ０００）和比较两个模型的

ＡＩＣ 以及 ＢＩＣ 数值，模型 ６ 显著优于模型 ５，这说明老年时期社会经济

地位水平对童年挨饿效应的调节作用在不同出生队列群体上也存在显

著差异。 模型 ７ 同时纳入了童年经常挨饿、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水

平、出生队列和年龄这四个变量的四维交互项，通过对模型 ７ 和模型 ６
的似然比率检验（卡方值 ＝ １６ １３，自由度 ＝ １，Ｐ ＝ ０ ０００１）和比较两个

模型的 ＡＩＣ 以及 ＢＩＣ 数值，模型 ７ 显著优于模型 ６，这说明老年时期社

会经济地位水平对童年挨饿变量的调节作用在不同出生队列的不同年

龄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模型 ７ 的估计，我们首先计算了四个连续出生队列老年人在

不同年龄上自评健康非常差的预测概率。① 如图 １ 和图 ２ 所示，从总

体上看，相较于童年不经常挨饿的老年人，那些在童年时期经常挨饿的

老年人更有可能自评健康非常差。 不过，童年经常挨饿对晚年健康的

０６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０． １

① 在 ＳＴＡＴＡ 中有一个专门的命令 ｍａｒｇｉｎｓ，可以根据某个模型估计结果计算自变量取一组

给定值条件下因变量的预测值。 本文除了计算给定出生队列和年龄取值条件下自评健

康非常差的预测概率，还计算了自评健康差的预测概率，但是两者的模式基本一致，限于

篇幅，本文只给出了自评健康非常差的预测概率结果。



图 １　 １９１０ 年和 １９２０ 年出生队列老年人在不同年龄上的自评健康

图 ２　 １９３０ 年和 １９４０ 年出生队列老年人在不同年龄上的自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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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程度受到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水平的调节。 我们看到，在老年

时期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老年人中，童年经常挨饿的老年人和不经常

挨饿的老年人在自评健康非常差上的差距是最大的，但是随着老年时

期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在老年时期社会

经济地位最高的老年人中，童年经常挨饿的老年人和不经常挨饿的老

年人在自评健康非常差上的差距在某些年龄上已经不显著了，而在另

外一些年龄上，童年挨饿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甚至好于童年不经常挨

饿的老年人。 这表明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对童年生活条件的不利影

响具有非常显著的补偿作用。 如果老年人童年经常处于不利条件并且

到了晚年社会经济水平还比较低，其健康状况会相对更差。
此外，从图 １ 和图 ２ 中也可以看到，在控制出生队列和老年时期社

会经济地位的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长，童年经常挨饿的老年人与不经

常挨饿的老年人在健康状况上的差距不断增加，这显示出童年不利处

境对个体健康的发展轨迹有显著影响，即使到了高龄阶段仍然存在。
此外，图 １ 和图 ２ 也显示，在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老年人中，
童年经常挨饿的老年人与不经常挨饿的老年人在健康状况上的差距随

年龄增加的趋势更为明显，而在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

中，两者之间的差距随年龄增加的趋势有所减小，这进一步显示了老年

时期社会经济地位水平显著调节了童年不利处境对老年健康发展轨迹

的影响。
图 ３ 和图 ４ 分别计算了在同一年龄上不同出生队列老年人自评健

康非常差的预测概率。 我们看到，到了 ７０ 岁、８０ 岁或者 ９０ 岁、１００ 岁，
不同出生队列的老年人在自评健康状况上仍然具有显著差异。 在相同

的年龄上，较晚出生队列的老年人自评健康非常差的概率相对较高。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同一年龄的不同出生队列老年人中，童年是否经

常挨饿对自评健康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与较早出生的老年人相比，在
较晚出生的老年人中，童年经常挨饿者与不经常挨饿者在健康状况上

的差距相对更大。 此外，我们也看到，在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

老年人中，童年经常挨饿者与不经常挨饿者在自评健康上的差距随着

出生队列的递进而增加的趋势更为明显，而在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

较高的老年人中，虽然两者的差距随着出生队列的递进也有所增加，但
是增加的幅度相对较小。 由此可见，随着时期的推移，尤其是在老年时

期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老年人中，在童年时期处于不利处境者与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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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出生队列老年人在 ７０ 岁和 ８０ 岁时的自评健康

图 ４　 不同出生队列老年人在 ９０ 岁和 １００ 岁时的自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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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处境者的健康差距是不断增加的。 这也说明，在老年时期社会经

济地位较低的老年人中，童年不利处境带来的影响在连续出生队列群

体中越来越大。

五、结论与讨论

与以往研究侧重于童年不利处境与成年早期健康状况之间关系不

同（Ｃｈｅｎ ＆ Ｚｈｏｕ， ２００７），本研究考察了童年不利处境与老年阶段甚至

高龄阶段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发展了以往有关中国老年人

童年处境与晚年健康关系的研究（Ｚ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结果显示，即使

到了老年阶段甚至高龄阶段，童年生活不利处境的影响仍然显著存在。
与童年不经常挨饿的人相比，童年经常挨饿的人在老年时的健康状况

更差，而且随年龄增长健康状况恶化的速率也相对较快。 本研究的结

果进一步证实了以往研究所提出的“关键时期假设”，即童年时期是整

个人生历程的关键时期，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成年时期的健康（Ｂａｒ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而且还影响了生命后期的健康。 与以往研究相比，由于本

研究包含了大量的 ８０ 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样本，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获

知，即使在生命最晚期阶段，童年生活处境的影响仍然存在，即童年不

利处境的影响贯穿整个生命历程。
不过，本研究也发现童年不利处境对个体的影响并非不可改变，老

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对童年时期不利处境的影响有非常显著的调节作

用。 那些在童年时期经常挨饿且老年时期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老年人

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差。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累积劣势机制发挥作用的结

果（Ｄａｎｎｅｆｅｒ， ２００３； ＯＲａｎｄ， １９９６）。 其实，通过考察老年时期社会经

济地位与健康状况的关系随着年龄增长的变化情况，我们也发现在控

制出生队列的条件下，随着年龄的增长，较低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与较

高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在健康上的差距也在不断累积和加大。 因此，
如果童年时期处于不利地位，且在后续生命阶段仍然处于不利地位，所
谓的劣势就可能随着生命历程而逐渐加重（ＤｉＰｒｅｔｅ ＆ Ｅｉｒｉｃｈ， ２００６）。
此外，那些在童年时期经常挨饿但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

人，其健康水平相对较好。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生命后期社会经济

地位对童年不利处境的一种修补机制。 这也说明虽然童年生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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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但童年生活的不利影响并非不可逆，后天的努力和社会经济地

位也有可能去修正由于童年不利生活处境所产生的糟糕的事件链

（Ｆｅｒｒａｒｏ ＆ Ｓｈｉｐｐｅｅ， ２００９）。 在童年时期同样面临不利处境的情况下，
成年后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能够动员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减
少童年不利生活处境的影响甚至从中恢复过来（Ｂｅｒｎａｒｄｉ， ２０１４）。 反

之，那些成年后仍然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不仅没有更多的资

源和机会去弥补早期不利处境带来的影响，而且还处于新的不利处境

中，早期不利处境所带来的影响会进一步累积并与成年后不利处境的

影响进行重叠和相互强化，从而对老年健康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 总

之，随着生命历程的推进，童年不利生活处境所带来的影响不是铁板一

块，而是具有多样性的可能，其影响的差异性与后来的社会经济地位有

非常显著的关系。 由此可以认为，通过提升生命后期的社会经济地位，
可以显著地减弱或者打破生命早期不利生活处境与晚年健康的联结。

因为出生队列反映了个体在社会历史时间上所处的位置，通过对

连续出生队列群体的比较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社会发展变化的

趋势。 本研究发现，在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中，随着出生

队列的向前递进，童年时期不利处境对健康的影响逐渐增加。 也就是

说，与较早出生老年人相比，较晚出生老年人的童年不利处境对其健康

的影响变大。 一方面，这个结果可能与中国过去 １００ 年尤其是新中国

成立 ７０ 年以来疾病和健康模式从急性的、传染性疾病为主导转向慢性

的、退行性疾病转变有关（Ｏｍｒａｎ， １９７１）。① 与较早出生队列群体相

比，较晚出生队列群体将会更多地面临退行性和人为疾病，老年时期的

健康问题更多地是从早年时期开始随着年龄增加而不断累积的结果，
这也表明了早年不利生活处境对健康的损害与成年健康乃至老年健康

之间的关系逐渐增强。 另一方面，随着退行性和人为疾病逐渐成为中

国人群的主要健康问题，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也逐渐从生物学因素向

社会经济因素转变，社会经济因素在健康上的作用越来越大（Ｌｉｎ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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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死亡率模式的变化，流行病学转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１）瘟疫和饥荒阶段。 这个

阶段的突出特征是死亡率较高且周期性波动，人口的预期寿命较短且经常变化，大致在

２０ － ４０ 年。 （２）流行病大衰退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感染流行病死亡率的逐渐下

降，人口的预期寿命增加到 ５０ 年，人口总规模开始快速增加。 （３）退行性和人为疾病的

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死亡率继续下降并且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人口的预期寿

命继续增加到 ７０ 岁以上，生育率成为人口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由此可见，流行病学转变

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以传染病占主导地位开始到非传染病最终占主导地位结束。



Ｐｈｅｌａｎ， １９９５； Ｐｈｅｌ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 对于出生较早的老年群体而

言———比如 １９００ 年出生队列，其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６０ 年代开始进入

老年阶段，这也正是中国大规模公共卫生运动开始的时期。 这种强有

力的国家卫生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消减了个体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的影

响，较低社会阶层群体可以借助国家的力量弥补童年不利生活处境所

带来的影响。 对于出生较晚的老年群体而言———比如 １９３０ 年出生和

１９４０ 年出生队列，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２１ 世纪初进入老年阶段，而这

个阶段也正好是中国医疗保障市场化改革的时期。 这一阶段的医疗改

革弱化了医疗服务的公共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个体社会经济因

素在健康中的影响，最终导致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公共医疗服务使

用的减少（王绍光，２００５），这导致童年不利处境所造成的健康影响不

仅没有得到有效的补救，反而随着年龄不断累积而最终对老年健康造

成了更大的影响。
总之，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对象覆盖了更广泛的年龄群体，

包括了 １９ 世纪晚期到 ２０ 世纪中期出生的 ６５ － １０５ 岁之间的老年人，
从而可以使我们完整地分析进入老年之后的生命历程，在某种程度上

弥补了以往研究对生命最晚期阶段研究不足的缺陷。 由于包含了更广

泛的出生队列群体和年龄群体，本研究就可以把社会变革、个体生命历

程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状况进行整体分析。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

以往研究只重视个体的生命历程，而对其背后的社会变革趋势重视不

足的缺陷。 本研究通过不同队列的比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洞察了中

国过去 １００ 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７０ 年的社会变革趋势，尤其是

疾病和健康影响模式的变化趋势。 本研究也可能面临以下两个方面的

限制：（１）没有控制童年健康状况。 童年时期的不利生活处境对童年

健康有着显著的影响，那些童年健康状况较差的人到了成年之后的健

康也可能会相对更差且获得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也可能相对较

少，其死亡风险也可能会相对较高，进入老年调查样本的机会也相对较

少。 因此，如果在模型中不控制童年健康状况，我们就有可能低估早期

生活不利处境在晚年健康的影响效应。 （２）虽然童年是否挨饿与童年

时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直接相关，但是本研究的老年人在童年时期

大都处于新中国成立以前，其童年时期是否经常挨饿不仅与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有关，还与其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 比如，在 １９００ 年到

１９４５ 年之间，中国就出现过几次全国范围的饥荒，在这样一个历史背

６６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０． １



景下，童年是否经常挨饿就不完全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了。
因此，童年是否经常挨饿所蕴含的内容可能与在欧美发达国家中的测

量有所不同。 我们把本研究的结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进行比

较时需要保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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