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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 利 用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人 口 与 发 展研 究 所 年 间 进 行

的
“

安 徽省老 年人 生 活 福利 状况
”

纵贯 调 查 的数 据 来构 建 多 层 曲 线 增长 模

型
， 研 究在 当 代 中 国 农村社会和 人 口 变迁 下 照 料孙子女对祖父母 认知 功 能 发

展轨迹 的 影 响 。 研 究 结果 显 示
， 高 强度 照料 比低 强度 照 料对祖父母认 知 功 能

的保 护作 用 更 大 但高 强 度 照料 的 影 响 以 祖 父 母的 年龄和性别 为条件 。 其 中

高 强度 照 料对祖 父认知 衰退 有 明 显 保护 作用
，
而 祖母 的认 知 功 能 则 受 损 更

‘

大 且这种 性 别 差 异随 年龄增长有进
一

步 扩 大 的趋 势 。 上述 发现 支持 了
“

用

进废退
”

的老年活 动 理 论
， 并揭 示 了 中 国 农 村 家庭 中 性 别 角 色 和 规 范 的 重

要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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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年人寿命延长和儿童死亡率的持续下降
， 更多成年人承担

了祖父母的角 色 （ ， 。 有的祖父母 只是偶尔为 照料孙子

女提供应急帮助 有的则 是常 年的全天照料 （ ；

。 但是不管在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 中 国家 ， 越来越多 的研

究发现 祖父母照料孙子女使扩展家庭中 的各代都获益 （ 例如

；
；

；
。 已有的关于祖父母照料孙子女 的研

究更多侧重老年人 的健康和经济后果 ， 本研究则关注照料孙子女对祖

父母认知功能的影响 。 在人的老化过程中 ， 认知功能不管对个体还是

对社会都有着重要 的意义
， 认知功能可预测健康后果和死亡率 （

， ； 影响老年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虽然认知功能取决于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因 素 ， 但是家庭和社会活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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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 响认知功能 的发挥 ， 从而延缓老化和发病 。 受
“

用进废退
”

假说的

启发 我们认为照料孙子女作为智力和体力上的刺激活动
，
可能有益于

祖父母 的认知功能 。

家庭规范和文化背景在这种
“

用进废退
”

机制中 也起着重要 的作

用 。 在 中国 传统上祖父母就与子女孙子女同住 ， 并分担照料孙子女的

责任 （ ，
。 由 于农村劳动 力过剩 ， 中 国 流动 人 口 从

年的 万增加到 年的 亿 万 但是流入地住房短

缺 、 照料成本过髙 、 户籍管理严格 ， 使得外出务工人员将 自 己 的 子女留

给农村祖父母照料的情况非常常见 。 照

料的性别化 （ 特征和中 国家庭传统 的性别分工往往促使祖母

提供更多 、 更高强度的 照料 那 么
，
照料孙子女 的性别化特点对祖父和

祖母的影响是否不同 ？ 而提供不同强度的孙子女照料是否会影响祖父

母的福祉 ？ 本研究的 目 的是检验在历史上家庭关系就非常紧密的 中 国

农村地区 照料孙子女的高水平需求对祖父母福祉有何种影响 。 我们

将重点关注提供不 同强度 的孙子女 照料对祖父母认知功能的 影响作

用 ，
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

一

、照料孙子女与祖父母认知功能 ： 理论和实证结果

一 认知功能与
“

用进废退
”

假说

以往研究发现 ， 认知 功 能对老 年人 的 精神健康 （ ，

、 功能状况 （ ， ， 、 健康 自 评以及

慢性病 （ ， 甚至对死亡率 （ ，
都有影

响
， 因此预防和延缓认知衰退 （ 成为 了个体和社会健康

老龄化的共同 目 标 。 但是认知 衰退在不同群体 中具有异质性 。 例如 ，

一些人即使在高龄阶段也保持着较好 的认知能 力 （ ，

； ， ， 这种异质性可能是由 于先天或基 因差异 ， 也

可能是后 天生 活经历 的 影 响 ， 如 教育 程度 （ ， ；

， 、 工作和职业 （ ， ； ，

； ， 、 生活方式 （ ，
等差异所

致 。 此外 ， 活动参与 （ ；
，

也对认知功能有显著影响 。 参与有刺激 的活动可以延缓认知 衰退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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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

而刺激减少 （ 例如退休 ） 则会对认知功能有负面

影响 （ 。 也就是说 认知功能的个体异质性以及

认知衰 退 的 变化 可 以 拿
“

用 进废退
”

来进行解 释 （

。

同时 ， 研究也发现活动参与和认知衰退的关系受到 年龄的影响 。

高龄老人比低龄老人在基期认知功能水平和认知功能变化上速度更

快 、 认知衰退和活动参与的关系也更强
（ 。 活动参

与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同样取决于年龄 ， 活动参与在晚年阶段带来的好

处更大 ， ，
且从中龄老年阶段 （ 岁 ） 才开始

对认知 功 能有 更强 的 影 响作 用 （ 。 而 贝 朗 等

则发现社区整合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好处在

岁 以后非常有限 。 因此我们推断 ， 认知衰退可能是非线性的 ， 活动参与

的补偿作用只 在认知衰退过程的一定时点才有显 著影响
——

太年轻

时 ， 认知功能未受损 活动参与只是间接对认知系 统有利
；
太老时 ， 活动

参与能力 可能本身 巳有障碍 其影响作用就很有限了 。

另 外 ， 性别也对活动参与和认知功能的关系有影响 作用 。 克罗 等

， 发现智力 文化活动 （ 如阅读 、 收听广播和拜访 ） 对

女性痴呆症的发病有保护作用 ， 对男性却没有 。 这可能是 因为男性往

往有与工作相关的智力刺激 ， 而大多数女性晚年 已不再从事家庭之外

的工作 ， 因此从休闲活动 中得到的智力刺激对女性可能更重要 。 我们

认为 ， 由 于性别角色的根本差异 不同性别在家庭和社会参与活动的类

型有所不同 这些活动会进而影响认知功能 老年人活动参与和认知功

能关系 的性别差异需要受到更多关注 。

二 性别化的孙子女照料及其对祖父母的影响

尽管祖父母照料孙子女这种活动很普遍 ， 但是相关研究还 比较缺

乏 已有研究结果也不尽
一

致 （ 。 在对祖

父母照料研究 中 最
一

致 的发现是 ， 女性 比男 性提供更多的 照料帮助

大部分照料孙子女的都是女性亲属

虽然男性也会分担相当多的 照料责任 ， 但是祖父只提

供辅助照料 （ ；
。 对此

一般的解释归之于女性 的
“

亲属 照料者
”

的角 色 。 这种性别角 色的特

质是长期社会化 的结果 。 因此有必要依据社会文化规范机制来解释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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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照料孙子女 的偏好及其影响后果 。 我们对 中 国传统家庭体系下社

会文化规范的关注集 中在 家庭 的性别角 色和性别分工上 。 在 中 国家

庭 性别角色和性別分工的传统规范更为严格 ，

“

男 主外 女主内
”

的 家

庭分工使得女性承担了绝大多数家务和照料责任 。 这种社会和家庭分

工给老年女性带来积累终生的 社会和经济劣势 照料孙子女可能有利

于保持和提高祖母在社会家庭 中的地位 ， 但也可能给祖母带来更大的

照料负 担和压力 ， 损害其健康 。

关于照料孙子女会对祖父母福利状况产生的影响作用 ，
已有研究

集中于祖父母照料孙子女的健康后果 。 研究发现 照料孙子女的消 极

影响包括身体和精神健康 的恶化 （ ，

、 角 色负担过重和角色混 淆 （ ，
以及更大

的抑郁风险
，

等 。 但是也有研究报告 大多

数祖父母照料者从照料孙子女 活动 中得到了满足感 、 成就感和 自豪感

；
。 进一步的研究

则发现
，
照料孙子女 的强度与祖父母效用后果之间是

一

种非线性关系

。 对祖父母照料 的高需求会造成祖父母身体

和精神健康 的 损害 （ ；
，

；

而提供辅助照料对祖父母的消 极作

用似乎更少 （ ，
。 近期对中 国 的研究也发现 对孙子

女的高强度照料加速了祖父母 的健康恶化 ，
而低强度的 照料则有保护

作用 （ 。 这可能是 因为对提供全天照料的祖父母来

说
， 与照料角色相联系 的期望和责任要求相对更高 过大 的压力和应激

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 因此祖父母提供照料的强度是解释照料子女

对祖父母影响后果时需要考虑的重要 因素 。

二
、研究假设

在 中 国传统文化中祖父母对孙子女没有正式的责任 ， 但在当代 中

国 照料孙子女的祖父母越来越普遍 这不仅反映了历史传统上父母和

成年子女之 间就具有 的紧密联系 ， 也反映了 家庭代际交换中家庭集体

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 家庭策略原则 。 祖父母照料孙子女使其成年子女

有更多机会参与劳 动力 市场并增加 收人
， 使整个家庭 的福利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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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于祖父母来说 照料孙子女既是代

际间交换的形式 ， 也是一项体力 和智力的活动 对祖父母的认知功能有

刺激作用 。 基于
“

用进废退
”

理论 我们假设照料孙子女对祖父母的认

知功能有积极影响 。 由 于照料孙子女与祖父母健康后果存在非线性关

系 （ 也有必要检验祖父母提供照料的 强度对其

认知功能影响的差异 。 我们认为 ， 认知功能会受外界刺激的影响 ， 而高

强度照料带来的压力也是一种刺激 对于本身生活和社会关系相对单

调的老年人 这 种刺激 活动有利于其认知功能 。 因 此我们提 出 如下

假设 ：

假设 低强度照料对祖父母认知能力 有正向影响 。

假设 高 强度照料对祖父母认知能力 有正向影响 。

另 外 ， 由 于认知衰退是非线性的 ， 活动刺激的补偿作用在不 同年龄

阶段的影响不同 。 随着年龄增长 ， 高龄老人本身体力 和智力能力出现

衰退
， 其影响作用可能也就更有限了 。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

假设 祖父母的认知功 能本身 随年老呈非 线性下 降 。

假设 ：
照料孙子女对祖父母认知功能的影响 随年龄增长减弱 。

最后
， 我们认为照料孙子女对祖父母健康的影 响是 以家庭规范和

文化背景为条件的 。 考虑到照料 的性别化特点 ， 祖母往往比祖父更多

承担照料孙子女的责任 高强度照料常常使祖母的负担更重 ， 导致压力

过大和精疲力竭 因此我们假设提供高强度照料的祖母认知表现更差 ；

而祖父并不被期望承担照料角色 ， 照料孙子女作为非传统的角色和活

动对祖父的刺激作用可能更大 ， 对祖父认知 衰退 的保护作用更强 。 由

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

假设 高 强度照料对祖母认知功能衰退有消极影响 。

假设 高 强度照料对祖父认知功 能衰退有保护作用 。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 自西安交通大学人 口 与发展研究所于 年 、

年 、 年 、 年和 年在安徽省巢湖地区进行的
“

安徽省老年

人福利状况
”

纵贯调査 。 巢湖市位于安徽省 中部 ， 濒临长江
’ 农业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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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万
，
占全市总人 口 的 。 由 于大量劳动力人 口 外 出 ，

截至

年 ， 该地区农村常住人 口 中 岁 以上的老年人 口 占全部农业人

口 的 。 如果排除外 出人 口
， 巢湖农村地区 的人 口 老龄化程度 已

经超过全国 的平均水平 ， 并且将进一步加剧 。 抽样调查的对象是

居住在巢湖市农村地区 的年龄在 岁 及 以上的老年人 。 调査采用分

层多级抽样方法 ， 按照乡 镇 、村两级 ， 以 系统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 。 样

本量设计为 位老年人 。 为保证研究有足够的 岁 及以上老年人

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对他们的样本数量比例规定为 。 年基

期设计样本量 为 个
， 调 查获 得有 效 问 卷 份 ， 应 答 率为

四次跟踪调查分别获得有效问卷 和 份 。

排除无存活子女 的老年人以及主要变量有缺失 的样本 ， 纳入本研

究分析的 五期样本量分别为 、 、 、 和 个 。 研究 中

使用的面板数据是根据老年人和子女的各种关键特征进行调整后 的匹

配结果 。 进行匹配的原则是五次调查 中获得 的有关老人的性别 、 年龄

以及子女状况的信息前后
一

致 。 将 年 、 年 、 年 、 年

跟踪调査与 年基期调査数据进行匹配
， 老年 人 的 匹 配率达到

。 参考国 内外其他纵贯调査的匹配结果 可 以判断本研究所用

纵贯调查的前后一致性较好 。 为了评估用来分析 的样本和由 于各种原

因未被包括在分析 中的样本之间在基期样本 的特征上是否有系统的差

异 我们采用离散时间 模型进行分析 。 结果表 明 ， 在存活 的老

年人中 ， 迁移和失访样本的特征都和分析样本没有显著区别 因此迁移

和失访样本可被视为随机缺失 。 而在造成样本损失的原因 中只有死亡

一项具有样本选择性
， 男性或高龄老年人样本更可能因死亡而丢失

，
可

能会对参数估计结果有一定影响 。 本研究应用最大似然估计的分层增

长模型
， 将会有效地利用所有可得的 时点数据来进行模型估计 ，

以保证

估计是渐近无偏的和稳健的 （ ， 降低死亡缺

失造成的影响 。

二 变量测量

因 变 量

本研究中 ， 因变量是老年人认知功能 。 量表采用 个项 目 来测量

认知功能损伤程度 ， 测量项 目 包括一般能力 、 反应能力 、 注意力 与计算

能力 、 回忆能力等 整套量表的信度系数 达到 。 将 个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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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得分进行 累加 ， 取值范 围为 分 ， 得分越高表 明被调查者 的

认知功能越强 。

自 变量

祖父母照料孙子女以过去一年里老人照看成年子女 的子女 （ 孙子

女） 的频率来衡量 。 老年人提供照料的频率测量为 ： 没有 ； 很少

； 大约每月
一

次 ； 每月 几次 ； 每星期至少一次 ；
每天 但不是

全天
；
每天从早到 晚 。 根据研究设计 ， 我们按照料强度划分为

类 ，

“

髙强度照料
”

（ 每天从早到晚 ） 、

“

低强度照料
”

（ 从
“

照料很少
”

到
“

每天照料但不是全天
”

以及
“

无照料
”

。

控制 变量

社会人 口 特征变量 。 祖父母的社会人 口 特征变量包括年龄 、

性别 、婚姻状况 、社会经济地位 。 婚姻状况划分为有无配偶 。 社会经济

地位包栝受教育程度 、 退休状况和独立经济收人 ，受教育程度划分为是

否上过学 退休状况划分为有无工作 （ 有 工作包括部分工作和完全工

作 ） ， 独立经济收人 以 被调査 老人及其配偶 的年总 收入的对数取值

测量 。

健康状况 。 健康状况包括功能状况 、 慢性病和心理健康 。 功

能状况包括基本 日 常生活 自 理能力 、 利用设施的 日 常生活 自

理能力 （ 和活动能力 （ 。 测量基本 日 常生活 自 理

能力采用 量表 ， 共有 个项 目 ： 洗澡 、 穿衣 、下

床或从椅子上站起 、房 间 内走动 、 上厕所 、 吃饭 。 利用设施的 日 常生活

自 理能力包括做饭 、 购物 、 乘车 、 做家务 、家庭理财共 个项 目 。 对活动

能力 的测量包括 个项 目
： 提起或搬动 公斤重的东西 、爬

一

层楼的

楼梯或台阶 、弯腰 （ 蹲下 ） 或跪坐 、步行 米 。 每项活动以
“

自 己根本

无法完成 有点困难 没有 困难
”

三级测量 。 各项累 加后得

到 被调查老年人功能状况得分 取值范围为 分 得分越高表示

老人 的功能状况越好 。 慢性病的测量是将老年人所患慢性病的数量加

总 ， 分值越高说明健康状况越差 。 心理健康则采用 量表进行

测量 ， 包括 项 ， 其中 项代表积极的情感 （ 心 情好 、 过得不错 、 有乐

趣 ） 项表示消极的情感 孤单 、难过 ） ， 项表示被排斥感 （ 觉得没用 、

无事可做 ） ， 项代表躯体症状 （ 没 胃 口 、 失眠 ） 。 分三级测量 ： 没有

有时 ；
经常 。 将积极情感问题的方向调整之后 各 问题得分累

加为老人抑郁水平的得分 。 取值范围 为 分 得分越高表示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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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抑郁程度越高 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 量表的 系数是 。

家庭代际状况 。 老年人 的家庭代际状况包括子女数量 、 居住

安排和家庭代际支持 。 子女数量为老年人在调查各期存活的儿子数和

女儿数 。 居住安排反映 了家庭结构 分为
“

独 自 居住 或与配偶居住
”

一代家庭 ） 、

“

与子女 （ 包括孙子女 ） 共同 居住
”

（
二代或三代家庭 ） 和

“

与孙子女居住 （ 不包括子女 ）

“

隔代家庭 ） 三种类型 。 家庭代际支持

的内容包括经济 支持 、 器械支持和情感支持 ， 既包括祖父母获得的支

持 ， 也包括祖父母对其成年子女提供的支持 。

经济支持的交换的定义为子女
“

有没有给过您 （ 或与您 同住的 、仍

健在的配偶 ） 钱 、食品 和礼物
”

以测量调査前 个月 内子女为父母提

供的现金与实物的货币价值
，如果被调査者无法提供具体数值 ， 可以在

以下区 间进行选择 元以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以上
， 再取各 区间 中 间值进行累加 ， 用

对数值测量 。

器械支持的交换包括老年人与子女 间相互提供的如打扫卫生 、 洗

衣服 、洗碗等家务 以及洗澡 、 穿衣服等生活起居上 的帮助 。 家务帮 助

和个人生活照料的帮助频率分四级测量 没有 很少
；
每月 几次

每周至少一

次 每天都做 。 将所有提供 （ 获得 ） 帮助 的子女

的频率得分进行累加 。

通过询 问以下三个问题获得代际间情感支持指标 ： （

“

从各方面

考虑 ， 您觉得和这 孩子感情亲近吗
” “

总的来讲 您觉得 自 己 和

这个孩子相处得好吗
”

（

“

当您跟这个孩子讲 自 己 的心事或 困难时 ，

您觉得他 她愿意听吗 ？

”

答案采 用三级测量标准 ， 各 问题得分累加为

该子女情感支持水平得分 ， 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人与子女亲密程度越高 。

量表的 信度系数为 。 由 于亲密程度均值比总量更能代表代

际关系 的质量 本研究将子女与老人亲密程度均值作 为代际间双 向情

感交流水平 。

三 方法

虽然对纵贯数据 的分析常常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 但是事件史关

注的是事件发生 的方式 （ 状态转换 ） 和事件持续 时间 （ 杜本峰 ， ，

而增长模型关注的是随时 间变化的现象本身
， 即个体发展趋势以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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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变化差异的 问题 （ 刘红云 、张雷 ，
。 本研究关注老年祖父

母认知功能的发展轨迹 而非持续时间 或状态转换 。 而且样本老年人

在五期纵贯调查中有样本损失 ， 使用多水平模型进行处理会降低 由此

引 起的估计偏差 ； 另外 ， 多水平模型不要求各纵贯调查期的 时间间隔相

等 也符合研究数据 的实际情况 （ 左冬梅 、 吴正 。 因此
， 本研究

更适合用多水平增长模型进行分析 。 本文利用五期跟 踪调 查巢结构

的纵 向数据
，
采用 分层线性模型 （

的个体增长模型①估计个体内和个体间认知功能发展轨

迹 以分析照料孙子女对祖父母认知功能的动态影响 。 模型层 考察

老年人认知功能个体间 的发展趋势是否存在差异 ，层 描述个体内的

发展趋势是否存在差异 。 在层 中 ， 每个人的发展可以用一套独特 的

参数所决定的个体增长轨迹来表达 。 这些个体的增长参数是层 模型

中 的结果变量 依赖于个体层次的特征 。 就形式而言 我们将对每个个

体的多次测量 层 视为嵌套于个体 层 。

由于我们假设照料孙子女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取决于年龄的变化且

呈非线性的发展变化 ， 因此我们在层 模型中不仅加入 了年龄 、 年龄平

方 也考虑 了年龄与祖父母照料 的交互作用 。 由 于年龄平方与祖父母

照料 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因此在建模 中没有包括年龄平方与祖父母照

料的交互作用 。 公式 （ 表示层 模型中祖父母的认知功能变动轨迹

是年龄 、祖父母照料及其他时间 变量的 函数 ：

公式 中 代表个体 在时间 的认知功能水平 ， 将年龄减

去 进行对中 ， 以使截距的 。 解释有实际意义 并消减年龄及相关时

① 通过分层线性模型对个体发展数据进行分析 的 思路见于 世紀 年代 ， 胡 滕 洛赫 尔

收集 了 一些关 于儿童的 历 时数据对 个人词汇量对长进行研究 。

目 前此统计分析技术在不 同 的 学 科领域得到 广 泛应 用 。 国 内 对该 方 法的 基础性介绍 可

参见张雷等 （
的《 多 层线性模型应 用 》 ； 在 个体发展研 究 中 的 详 细应用 可 参见刘 红

云 、 张雷 等 。 分层 线性模 型使 用 的 是收 缩估计或 经验 贝

叶斯估计 利用 两 个层估计 的
“

最 优
”

加权 组合作 为 最后 的 估计 。 权数等 于参数 方差 相

对于观 测值 的 总方差之 比
。

各组具有相 同的 样本规模或各组样本规模都很 大时
，
权数

趋近 于 。 当 各组样本 大小 不一 时
，

样 本规模较 小者更依赖 于第 二 层的估 计
，
样本规模

较大者则 更依赖 第
一层 的 估计 。 分层 线性模 型的 估 计理 论请 参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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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变量间 的多重共线性 （ 。 我们对个体间变异

建立层 模型 即层 模型中 的 系数 在层 模型中作为因变量进行

估计。 根据本文 的研究设计 我们最先建立 了两个层 模型分别对层

模型的截距 和线性时间变化斜率 进行估计 。

需要指出 的是 ， 我们也对年龄平方的斜率 的 随机效应进行 了 估

计 但是 由于结果不显著 ，
因此没有纳入最后 的完整模型 。 层 模型加

入了随时间变动的各解释变量 包括婚姻状况 、 退休 、 独立经济收人 、健

康状况以及代际支持等变量 ， 在层 模型 中则引 入了 性别和教育程度

这两个非时间变动的个体特征变量来解释层 模型的参数 。 由于本研

究重点关注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及祖父母照料的影响作用 的性别差异 ，

我们在层 模型也考虑了性别对祖父母照料
一

认知功能关系的影响作

用 。 由 于性别对年龄和年龄平方的解释作用不显著 ，也没有纳入分析 。

、

结合层 和层 模型
，本研究建立的 多水平 曲线增长复合模型见

公式 简化形式未包括控制变量 所示
：

基于上述模型 ， 为考察在 中 国农村家庭 中祖父母照料特有 的社会

规范和文化影响 ， 我们检验了照料孙子女的不 同强度对祖父母认知功

能的影响在不 同年龄和性别条件下的差异 其中既包括 照料孙子女与

性别的交互作用 （ 两重 ） ， 也包括照料孙子女 、 年龄以及性别 的交互作

用 （ 三重 ） 。 本研究采用 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拟合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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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果

一

样本描述结果

表 显示由 各期被调查者组成 的样本集合 中 ， 的样本是女性 ，

一半以上的样本有配偶 ； 与子女同住的约 占 ， 而与孙子女隔

代同住的有 。 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 只有不到 的 老年人上过

学 年平均收入 元
，
仍然有将近一半 （ 的 老年人部分工作或

完全工作 。 有一半以上的老年人有功能障碍 平均患慢性病数量

项 ， 平均抑郁状况得分 。 在代际交换方面
， 平均每个老年人获得

子女 元的经济支持 ， 提供给子女的经济支持为 元
； 老年人得

到 的器械支持也 比提供给子女 的器械支持量更多 （ ； 而

老年人与子女 的情感亲密程度的得分达到 说明 老年人和子女情

感交流水平 比较高 。 另外 样本老人平均有 个子女 ， 其中平均儿子数

个 女儿数 个 。

表 合并样本变通描述统计 年

变 量 均 值 标准差

认知功 能 （ 取值范围

年龄

性别 （
男性 ，

女性

孙子女照料 无照料 ， 低强度照料 ， 髙强度照料 〉

低强度照料

高强度照料

婚姻状况 无配偶 ， 有配偶

居往安排
、

独自或与配 禺 与子女同住 ， 与孙子女隔代同住

与子女 同住

与孙子女 隔代 同住

教育程度 （ 未上过学 ， 上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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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均 值 标准差

独立经济 收人
（

退休 不再工作 完全工作或部分工作

功 能状况
（
取值范 围 ：

慢性病 （
取值范 围

抑郁状况 （ 取值范 围

获得经 济支持

提供经 济支持

获得器械支持
■

提供器械支持

情感支持

儿子数

女儿数

我们按照祖父母照料孙子女的强度对其认知功能进行 比较分析 。

如图 所示 不管对祖父还是祖母来说 没有照料孙子女的祖父母认知

得分最低 而全天照料孙子女的祖父母认知得分最高 ， 说明不管是低强

度照料 （

“

非全天照料
”

及以下 ） 还是高强度照料 （

“

全天照料
”

均与祖

父母认知功能水平呈正 向相关 这支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 。 图 结果

也显示
，祖父的认知得分高于祖母的认知得分 这种性别差异需要回 归

分析的检验以进
一

步解释相关影响因素 。

二
） 照料孙子女对祖父母认知功能的回归结果

照料孙子女的不同强度畢否会影响祖父母的认知轨迹 ？ 我们建立

照料孙子女等变量对老人认知发展影响的逐步分析模型 （ 见表 。 其

中 ， 模型 描述 了简化模型的估计结果 祖父母的认知功能下降呈非线

性变化 。 随着年龄增长 ， 年龄对认知功能影响由正相关转为负 相关 ， 且

认知下降的速度更快 。 照料孙子女的强度也显著影响祖父母的认知功

能 与不照料孙子女的祖父母相 比
， 低强度照料和高强度照料 的祖父母

的认知功能更好 。



照料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 能的影响

在控制 了祖父母的社会人 口 特征 、 社会经济地位 、 健康状况以及家

庭代际支持等变量之后 ，模型 显示祖父母的认知功能有显著的性别

差异 且上过学 、经济收入更多 、 功能状况更好 、 获得和提供 的经济支持

认
知
功
能

无照料 很少 每周一次 每天 每天

非全天 ） （
全天 ）

祖母照料孙子女

°

认
知
功
能

无照料 很少 每周一次 每天 每天

非全天 ） （ 全天 ）

祖父照料孙子女

图 祖父母认知功 能 ： 均 值和 置信 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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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情感支持更多的祖父母认知功能更好
，
而精神健康较差 的祖父母

认知功能也更差 。 但是在控制相关影响 因 素后 ， 照料孙子女对祖父母

认知功能影响的显著性消 失 说明 照料孙子女的 影响可能被其他控制

变量所解释 。

、

根据研究设计 我们重点关注性别对照料孙子女与认知老化关系

的影响 。 在加入性别 、年龄与不 同强度孙子女照料的交互作用之后 模

型 结果显示 ， 髙强 度照 料对祖父母认知 功 能 有 负 向影 响 （ 办

，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 ， 这种 负 向 影响作用减弱 （ 。

性别对不同强度照料与认知老化关系有显著的解释作用 ， 低强度照料

对祖母认知功能的影响大于对祖父的影 响 。 同时 ， 结果也

显示 无论是对高强度照料
一

认知功能之间 的负向相关关系 ，
还是对随

着年龄增长髙强度照料一认知功能之间负 向相关关系 的减弱趋势
， 性

别因素都有 明显的缓冲作用
；

。

表 照料孙子女对农村老年 人认知功能彩响的 曲线增长模型

年

变 量 模型 模 型 模型

固定效应

截距

年龄

年龄平方
…

：照料状况 （ 无照料 ）

低强度 照料

低 强度 照料 性别

高强度 照料

髙强度 照料 性别

性别 ： 女性（ 男性
）

…

婚姻状况 有配偶 无配偶

居住安排
（
独 自 或与配偶同住 ）

与子女同住

与孙子女隔代同住

教育程度 上过学 （ 未上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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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模型 模型 模型

独立经济 收人 （

“

退休 ： 有 （ 无

功能状况
…

慢性病

抑郁状况 …

获得经济支持
一 …

提供经济支持

获得器械支持

提供器械支持

情感支持

儿子数

女儿数

低强度照料 年龄

低强度照料 年龄 性别

高强度照料 年龄

“

高强度照料 年龄 性别
料

随机效应

— —

层 截距

层 线性增长斜率
…

层 个体 内

注 ：
， 广 ，

。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些变量 的作用 基于对表 中模型 的估计结

果 我们按照不同的照料强度预测 了祖父母认知功能的发展轨迹 。 图

显示 第一 虽然提供高强度或低强度照料的祖父母的认知功能的初

始水平更高 但进人中高龄老龄阶段之后 ， 照料孙子女的祖父母的认知

功能下降更快 。 第二
， 与高强度照料孙子女 的祖父母相 比 提供低强度

照料 的祖父母虽然初始认知功能更好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 ， 后者 的认知

功能下降趋势更加陡峭 。 这说明虽然在低龄老年阶段提供低强度照料

的祖父母认知功能水平更高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 ， 低强度照料对祖父母

认知老化 的保护作用不如高强度照料 。

进一步考察性别因素的解释作用 我们在控制 了祖父母的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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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祖父母认 知功能的发展轨迹 ： 照料强度的差异

口 特征 、 健康状况 、 代际支持等变量之后来预测照料孙子女的不同强度

对祖父母认知衰退影响 的性别差异 （ 低强度照 料影 响不显著 故未列

出 ） 。 图 显示 第一 提供高强度 照料 的祖父 比提供相同照料强度 的

祖母的认知功 能水平更高 。 第二
， 与 没有照料孙子女 的祖 父 （ 母 ） 相

比 高强度照料对祖父母认知发展轨迹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提供高强

度照料的祖母 的认知下降速度最快
，
而提供高强度照料的祖父认知下

降的速度最慢 说明高强度照料对祖父认知衰退有 明显 的保护作用 ；
而

对祖母来说 ， 高强度照料 随年龄增长对其认知功能损 害加大 。 进而随

着年龄增长 高强度照料对祖父母认知 能力影响 的性别差异变大 。

无照料祖母 ……无照料祖父

「

—— 高强度照料祖母 —— 高强度照料祖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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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祖父母认知功能 的发展 轨迹 ： 照料 强度和性 别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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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

五 、讨论与结论

在当代 中 国社会 、经济和人 口 变迁 的情势下 照料孙子女在农村既

是家庭福利最大化的经济策略 也是老年人出 于责任规范参与社会和

家庭 的活动 。 但照料孙子女如何影响祖父母的福利状况 在中 国还缺

少经验研究 。 我们利用长达 年的跟踪调查数据构建 了 曲 线增长模

型
， 研究照料孙子女对祖父母认知功能发展轨迹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高

强度照料对祖父母认知衰退的保护作用 比低强度照料更大 ， 但是高强

度照料并非普遍地对祖父母认知功能具有不利 或有利影响 ， 而是以祖

父母的年龄和性别为条件 。 这说明照料孙子女对祖父母认知功能的影

响基于照料者的个体和家庭的背景环境不同而存在差异性 。

第一 照料孙子女对祖父母的认知功能有正 向影响作用 。 这与以

往研究发现照料孙子女的负 向健康后果有所不 同 ，
可能是 因为之前的

大多数研究针对祖父母的健康状况 （ 例如功 能状况 、 健康 自 评 、 抑郁 、

慢性病等 ） ， 而认知功能是
一种人脑认识和反 映客观事物的 心理机能

包括感知觉 、 注意 、记忆 、 思维 、语言等各种能力 ） 。 认知老化 的
“

用进

废退
”

假说认为在老年阶段通过参与各种智力和体力 的活动可以 防止

认知功能衰退
；
尤其是 当认知功能开始显现衰退时 ，

夕卜部刺激对老年人来说更重要 （ 而照料孙子女带

来老年人个体和家庭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 影响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

中 的参与活动 ， 并进而有助于其认知功能 的保持和改善 。 而且 我们也

发现 老年人认知衰退在不同年龄阶段存在差异 。 认知功能包括发展

获得 ） 和衰退 （ 丧失 ） 两个复 杂而相互关系 的 过程 （ 李德明 、 陈天 勇 ，

人类在老年 阶段不可避免地面临 老化带来 的认知 功能过程 。

本研究基于纵贯数据的 曲线增长模型结果显示
， 认知衰退是非线性 的

发展过程
， 在低龄老年阶段甚至呈一定程度 的缓慢增长 直到中高龄老

年阶段之后认知 衰退 速度才 明 显加快 ， 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一致

。 本研究也证实 了照料孙子女对高龄老人的认知

功能影响更大 。

第二
，
不 同强度的照料活动对祖父母认知功能影 响 的差异说明 了

祖父母照料者个体和家庭环境的重要性。 我们发现 与提供低强度 照

料的祖父母相比
， 高强度照料的祖父母认知衰退速度更慢 高强度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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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祖父母认知衰退 的保护作用 比低强度照料更强 。 这一发现与
“

用进

废退
”

理论相
一

致。 在本研究中 祖父母提供照料 的对象是其 岁及

以下的孙子女 ， 这意味着本研究 的祖父母样本 的照料对象不仅包括学

前幼儿 也包括学龄儿童和少年 祖父母除了 照料孙子女 的生活起居 ，

也要陪伴孙子女玩耍 、做作业等 ， 因此高强度的照料活动对祖父母的智

力显然有更大的刺激 对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有保护作用 。 而值得注意

的是 ， 研究结果也发现祖父母 自 身的条件和环境也对其认知功能有显

著影响 由于照料孙子女被视为保证老年人晚年养老支持的一种互惠

交换 ，
而经济上更独立且有更多可支配资源

的祖父母照料孙子女更可能是 出 于利他动机 ， 其承受的压力和负担也

相对较小 ， 因此同样的高强度照料对其保护作用诅更大 。 照料孙子女

村 父母的保护作用可能因照料者的条件和环境存在差异 。

第三 研究进一步明确了照料孙子女的祖父母的认知衰退并不只

是以 照料强度为条件 也受祖父母 自 身年龄和性别的影响 。 高强度照

料对祖父认知衰退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
而祖母的认知功能则加剧衰退 ，

且这种性别差异随着年龄增长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显示 了 中 国农村家庭

中性别角 色和规范 的重要性 。 髙强度照料的祖母面临 的 认知衰退加

剧 ， 可能是因为 由 于终生 累积的性别劣势使老年女性面临
“

双重危险
”

。 老年女性在家庭中 承担了绝大多数家务

和照料责 任 ， 照 料负 担过重 ， 容易 产 生 劳 累 和 情 感压力 （

。 而祖父并不是传统上 的抚养者角 色 ， 即使参与照料活动也往

往有其配偶分担 ， 国外的研究就发现丧偶 的祖父 比有配偶的 祖父照料

孙子女的可能性更小 （ 。 尤其是男性老人 ， 由 于

退休等原因造成与工作相关的 活动大幅减少
，
面临更大 的认知衰退风

险
；更多承担家庭事务和参与家庭活动可以使男性老人找到新的生活

目 标
， 因此与祖母相 比

，
照料孙子女作为非传统的角 色和活动对祖父的

刺激作用可能更大 ，进而对祖父的认知功能起到 的保护作用更明显 。

我们 的研究也存在
一

些缺点 。 第
一

’
照料孙子女作为对祖父母认

知功能 的刺激活动 ， 我们缺乏其具体内容的信息 ， 如能获得这些信息 ，

可能有助于解释对认知功能不同维度 的刺激作用 的差异 。 第二
， 祖父

母照料孙子女对健康后果的 内生性问题 。 虽然在本研究 中我们将认知

功能作为结果变量 ， 但是认知功能状况也可能是照料孙子女 的 内 因 。

神经心理学的大量研究试图解答是活动参与改善认知功能 ， 还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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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好的人更可能提供照料帮助 ？ 虽然活动参与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尚

存在争议 相关研究 巳 经证实 ， 活动参与确实对认知功能有直接影 响

例如 ；
。 而为了避免上述

问题
， 我们选择多水平模型的 曲线增长模型在纵贯数据不完整 的情况

下进行随机效应估计 这样 的处理可 以降低样本损失弓 丨 起 的估计偏差 。

同时 ， 我们也通过对面板数据时点间 的动态变量来分析照料强度的 滞

后作用 ， 但是也没有发现结果有显著差别 。 第三 虽然本研究 的纵贯调

查数据已历时 年 但是 中国社会经济剧烈变迁仍在继续 并对社会 、

人 口 和家庭产生深刻影响 。 由 于农村外 出务工人员 的迁移模式正在发

生变化 ， 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城市的常住人 口
， 加之户 籍制度

的逐步放松也使得乡 城迁移更为容易 外出务工人员往往带上子女而

不是 留给在农村 的祖父母照顾 （ 简新华 、张建伟 甚至有研究者

认为随着 中 国经济增速放慢 ， 对祖父母照料孙子女 的需求 可能变小

。 考虑到未来变化的各种不确定性 我们 的

研究还需要对不同队列的老年人的个体生命历程及其家庭历史时间进

行进一步分解和分析 。 时间跨度更长 的纵贯数据对分析未来老年人行

为和福利后果具有重要意义 。

总之 本研究证实
“

用进废退
”

这
一

假说仍然具有相 当 的 吸引 力 ，

因为这意味着个人对 自 己认知功能 的发展具有一定控制 也符合当前

基于促进老年人参与 的 积极老龄化政策 的原则 （ ，
。 我们

的研究也表明 ，
照料孙子女对祖父母认知功能 的影响是 以祖父母年龄

和性别为条件的 ； 其中性别塑造 了家庭角色和功能 ， 使照料活动具有更

深刻的家庭规范性和社会文化背景 。 在未来研究中应进一步检验不同

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更为复杂的代际交换模式及其对老年人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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