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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观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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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产生了大量的独生子女三口家

庭。随着独生子女长大成人、结婚成家，数以千万计的独生子女父母迈入老年，其独特的“四二

一”家庭结构使得他们养老问题尤为突出。从养老的角度来看，国家近年大力推行的“二胎政

策”也是为了相对缓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压力。在此大背景下，本文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３年综合

调查数据，以城市独生子女父母为调查对象，对其“养老主要由自己负责”以及“养老主要由子

女负责”两种养老观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结合这些问题对我国城市独生子女父母面临

的养老困境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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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与背景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实行计划 生 育 政 策 以 来，
我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相继出现并初具规模。随

着独生子女长大成人、结婚成家，数以千万计的独

生子女父母迈入老年，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老年

人口比重高，如何养老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社会

问题。独生子女家庭不具有传统中国家庭养老模

式的客观基础，面对只有一个孩子的现实，独生子

女父母需要更长时间经历人生的“空巢”生活。无

论是经济来源和生活照料，还是亲子交往和精神

慰藉，他 们 从 唯 一 的 孩 子 身 上 得 到 的 非 常 有 限。
缺乏这种家庭养老客观基础正是独生子女家庭养

老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实质［１］。而在中国独生子

女父母这一群体中，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占比相对

较大，养老问题更为突出，在这种困境下的中国城

市独孩父母，他们的养老观念是什么？对于养老，
他们有什么打算？想要依靠谁养老？对子女的依

赖程度有多大？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养老方式的

选择？这些都是目前社会热切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老年人的养老观念 一 般 从

养老保障 的 依 赖 性 与 独 立 性 两 个 方 面 进 行 操 作

化，意思指老年人对自身养老保障的认识以及老

年人的依赖性与独立性。从养老保障问题来看，
可以将其具体划分为养老靠社会、养老靠子女和

养老靠自己［２］。Ｋ．Ｗ．Ｓｃｈａｉｅ和Ｓ．Ｌ．Ｗｉｌｌｓ在其

所著的《成人发展与老龄化》中将其描述为经济依

赖、身体和情绪依赖。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养老涉

及经济或物质的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３］；
界定养老责任时，主要是测度受访人对于养老责

任的认知与态度，主要指养老负责主体［４］。此外，
也有许多学者对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观念的影

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唐利平、风笑天通过对江

苏和四川两省８１０户农村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发现，农村养老保险是影响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

老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５］。另外 有 研 究 表 明，独

生子 女 父 母 的 养 老 方 式 受 性 别、年 龄、受 教 育 程

度、家庭收入、居住情况、子女就业地方等因素的

显著影响，而家人数量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没有显

著影响［６］。纪竞垚对城乡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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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发现，养老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受家庭经

济状况影响，农村独生子女父母更倾向于子女养

老［７］。不同地区的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存

在较大差异［８－１０］。
中国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国情并不 相 同，独

孩父母的养老问题在中国尤为突出。再者，中国

与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差异较大，无论是在道德

上还 是 法 律 上，子 女 养 老 都 是 义 不 容 辞 的 责 任。
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较为全面，老年人主要依

靠社会养老，不需要过多地依赖子女。随着中国

独孩父母养老问题越来越严重，学术界对其养老

观念影响因素的分析也在不断加深，从农村独孩

父母到城市独孩父母，独生子女父母与非独生子

女父母的比较，影响因素分析也由个人特征到社

会情况等涉及更多方面。独生子女父母这个群体

内部异质性较大，养老观念是一个相对主观变量，
各影响因素对其发挥的作用都具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本文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三个

方面对比分析了“养老由自己负责”和“养老由子

女负责”两个主要的养老观念，从而探索城市独生

子女父母养老观念的影响因素及其原因。

　　二、对 我 国 城 市 独 生 子 女 父 母 养 老 观

念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基本情况说明

本文采用ＣＧＳＳ２０１３调查数据，从 中 选 取 仅

生育一男或者一 女 并 且 居 住 地 在 中 心 城 区 的 受

访者为研 究 对 象，受 访 者 居 住 在 中 心 城 区 较 具

有代表性和典型 性。数 据 中 符 合 条 件 的 样 本 共

计２　１４０个，剔 除 无 效 回 答 和 异 样 值 样 本 数，有

效样本数１　６８７个。其中从样本 性 别 来 看，男性

占５０．６８％，女性 占４９．３２％。从 年 龄 样 本 来 看，

４５以下 的 样 本 占５０．８６％，４５岁 到５９岁 之 间 占

３６．６９％，６０岁以上的 占１２．４５％．从 样 本 的 受 教

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占７．８８％，初

中文化程度 占２７．３３％，高 中 及 中 专 文 化 程 度 占

３３．９１％，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占３０．８８％。样本

的基本特征见表１。

表１　样本的特征分布状况

特征 分类变量 频数 有效比例／％ 特征 分类变量 频数 有效比例／％

性别
男 ８５５　 ５０．６８ 小学及以下 １３３　 ７．８８

女 ８３２　 ４９．３２
文化程度

初中 ４６１　 ２７．３３

户籍
农业 ２７８　 １６．４８ 高中及中专 ５７２　 ３３．９１

群众 １　４０９　 ８３．５２ 大学及以上 ５２１　 ３０．８８

４５岁以下 ７９６　 ５０．８６ 有配偶 １　５４０　 ９１．２９

年龄分组 ４５～６０岁 ６８３　 ３６．６９ 婚姻状况 离婚 ８６　 ５．１０

６０岁以上 １８２　 １２．４５ 丧偶 ６１　 ３．６２

　　（二）变量选取与测量

１．因变量

养老观念的概念及其操作化。中国传统社会

是以家庭为基础，老 年 人 的 养 老 资 源 主 要 来 自 于

家庭内部，年老后由儿女或者家庭成员供养，都是

义不容辞的责 任。但 是 伴 随 经 济 的 发 展、社 会 的

变迁，家庭养老、儿女养老不再是人们选择养老的

唯一方式，他们有更 多 的 社 会 资 源 和 经 济 实 力 去

选择其他养老方式。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的社

会发展对人们的养 老 观 念 可 能 产 生 较 大 的 影 响。
国内外 对 养 老 观 念 没 有 标 准 的 界 定，本 文 借 鉴

１９９１年联合 国 对 老 龄 问 题 提 出 的《老 年 人 原 则》
中提到的将老年人的养老观念从自身的养老保障

问题和依 赖 性 与 独 立 性 问 题 两 个 方 面 进 行 操 作

化，并结合ＣＧＳＳ２０１３问卷，将其具体界定为受访

人对于养老责任的认知与态度，指养老负责主体，
将受访者的养老保障问题从养老负责主体进行操

作化。
结合ＣＧＳＳ２０１３调 查 数 据，将 我 国 目 前 城 市

中“养老由自己负责”和“养老由子女负责”两种养

老观念作为因变量展开研究，第一，主要由自己负

责，父母年老后，可 以 依 靠 自 己 的 储 蓄 收 入、劳 动

收入养老；其他归为一类，将养老主要由自己负责

赋值为“０”，其他方式赋值为“１”。第二，主要由子

女负责，认为养老应该依靠子女，认为父母把时间

和金钱都花在子女 身 上，老 了 理 应 由 子 女 来 负 责

自己的养老问题；其他归为一类，将养老主要由子

女负责赋值为“０”，其他方式赋值为“１”。针 对 这

种二元离散现象的数值分析，运用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２８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２卷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各 自 变 量 对 因 变 量 的 影 响 通

过下列拟合模型进行估计：

ｌｏｇｉｔｐ＝ｌｎ ｐ
１－ｐ＝ａ＋ｂ１Ｘ１＋ｂ２Ｘ２＋

…＋ｂｎＸｎ

式中，ｐ表示 选 择“养 老 主 要 由 自 己 负 责”或

者“养老主要由子女负责”的概率；Ｘｉ（其中，ｉ＝１，

２，…，ｎ）表示影响某种养老观念选择的影响因素；

ｂｉ（其 中，ｉ＝１，２，…，ｎ ）表 示 各 自 变 量 的 回 归

系数。

２．自变量的操作化

在相关文献 的 基 础 上，纪 竞 垚［７］研 究 得 出 城

乡独生子女父母的 养 老 意 愿 差 异 显 著，农 村 独 生

子女父母选择“养老责任在 子 女”的 可 能 性 更 大，
而城市独生子女父母更倾向于将养老主体责任多

元化。此外，经济自评状况、是否是照料者、主 观

老化态度等社会经济和主观态度因素显著影响独

生子女父 母 的 养 老 意 愿。王 树 新 等［１１］认 为 独 生

子女父母 选 择 养 老 方 式 的 影 响 因 素 主 要 包 括 人

口、经济、自身三 个 方 面 的 因 素，独 生 子 女 父 母 的

收入、职业，以及年龄对他们选择何种养老方式养

老有重要影响。本文将影响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观

念的因素 分 为 三 类：个 人 特 征 因 素、家 庭 特 征 因

素、社会特征因素。
个人特征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

姻状况、户籍。独孩父母性别、高龄父母和低龄父

母、单亲独孩家庭和 双 亲 独 孩 家 庭 都 可 能 对 养 老

保障观念产生 差 异。另 外，城 市 独 生 子 女 父 母 的

文化程度、户籍也可能影响其养老观念。
家庭特征因素包括：家庭同住人口数、家庭经

济状况、自 有 房 屋 数。家 庭 同 住 人 口 数、经 济 状

况、自有房屋数不同 的 独 孩 父 母 在 养 老 保 障 观 念

上可能存在差异。
社会特征因素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

与亲朋好友的交往程度。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下，城市的医疗和养老制度要比农村完善许多，
拥有不同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城市独孩父母在

养老保障观念上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表２　自变量的选择和相应的处理、赋值

因素 自变量的名称 自变量的处理及赋值方式

性别 ０＝男，１＝女

年龄 ０＝４５岁以下，１＝４５～６０岁，２＝６０岁以上

个人特征因素 文化程度 ０＝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高中及中专，３＝大学及以上

婚姻状况 ０＝有配偶，１＝无配偶

户籍 ０＝农业，１＝非农业

同住人口 ０＝１～３个，１＝３个以上

家庭特征因素 家庭经济状况 １＝低于平均水平，２＝平均水平，３＝高于平均水平

自有房屋数 ０＝无，１＝有

基本医疗保险 ０＝有，１＝没有

基本养老保险 ０＝有，１＝没有

社会特征因素 商业医疗保险 ０＝有，１＝没有

商业养老保险 ０＝有，１＝没有

与亲朋好友交往密度 ０＝不密切，１＝一般，２＝密切

　　（三）研究问题与假设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独生子女父母的养

老观念，具体划分为“养老主 要 由 自 己 负 责”以 及

“养老主要由子女负责”两 种 养 老 保 障 观 念，具 体

研究问题如下：
第一，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责任主体 的

倾向性 如 何？ 本 文 拟 通 过 对 养 老 观 念 的 概 要 分

析，指出城市独生子 女 父 母 在 养 老 负 责 主 体 观 念

上的差异性。

第二，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主要由自己负

责”以及“养老主要由子女负责”两种养老保障观念

主要受什么因素影响？根据前文提及的文献，本文

将影响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观念的因素分为三

类：个人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和社会特征因素。
独生子女父母的个人特征因素主要是指独孩父母自

身的个人特征因素对养老观念是否有影响及影响程

度如何；家庭特征因素主要是指独孩父母的家庭方

面的状况对养老保障观念是否有影响及影响程度如

何；社会特征因素主要是指独孩父母医疗保险和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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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对养老保障观念是否有影响及影响程度如何。
根据上述对 城 市 独 孩 父 母 养 老 观 念 的 思 考，

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１：城 市 独 生 子 女 父 母 中 女 性 比 男 性 更

需要精神慰藉，需要家人陪伴，所以女性比男性更

倾向于子女养老，而男性更倾向于自己养老。
假设２：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自 我 照 料 能 力 下

降，年纪越大的人越倾向于子女养老。
假设３：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独生子女父母，思

维眼界更加开放，更加倾向于自己养老。
假设４：农 业 户 口 的 人 可 能 受“养 儿 防 老”观

念影响更多，所以只有一个孩子的话，就更加倾向

于子女养老。
假设５：婚 姻 状 态 不 稳 定 的 独 孩 父 母 晚 年 生

活缺少关爱，更倾向于子女养老。
假设６：经济水平越高、拥有房屋数越多的老人，

越有能力自己照顾自己，所以更倾向于自己养老。
假设７：家庭同住人越少，城市独生子女父母

自己独立生活意识就越强，越意愿靠自己养老。
假设８：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独孩父母，

自己晚年 会 有 保 障，经 济 负 担 小，为 子 女 考 虑 更

多，更倾向于自己养老。

假设９：不 经 常 与 亲 朋 好 友 接 触 的 城 市 独 孩

父母独立意识比较强，依赖亲人程度较低，在养老

保障观念上更倾向于自己养老。

　　（四）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通常在显著度α＜０．０５时表示自变量的作用

显著，并且它的值越小表示自变量的作用越显著。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中，各个自变量Ｘｉ 对于ｌｏｇｉｔ的作用

方向 可 以 通 过 其 偏 回 归 系 数ｂｉ 的 正 负 号 得 以 体

现。ｂｉ 为正时，说明Ｘｉ 值增加一个单位的变化可

使ｌｏｇｉｔ值产生变化量为ｂｉ 的提高；ｂｉ 为负时，说

明Ｘｉ 值增加一个单位的变化可使ｌｏｇｉｔ值产生变

化量为ｂｉ 的降低。
本文使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将

城市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观念操作化为“养老主要

由自己负责”和“养老主要由子女负责”两个因变量

分别进行分析，并将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态以及

是否有参加商业保险等特征纳入模型，用以检验影

响老人养老观念的影响因素。下文中就将对各影

响因素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作出解释。

１．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主要由自己负责”
观念的影响因素

表３　城市独生子女父母“自己养老”观念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自变量
养老由自己负责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性别 女性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９＊＊

初中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４

文化程度 高中及中专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５＊

大学及以上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０＊

年龄
４５～６０岁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３＊＊＊

６０岁以上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２＊＊＊

婚姻状况 无配偶 　０．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０２３

户籍 非农户口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１

家人数 同住人数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家庭经济水平
平均水平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６＊＊＊

高于平均水平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１＊＊

房产数 房产数 　０ －０．００１

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 －０．００８

保障
无城市基本养老保险 　０．００３

无商业医疗保险 －０．０８０＊＊＊

无商业养老保险 　０．０５９＊＊

社交
交往一般 －０．０６２＊＊

交往密切 －０．０７１＊＊＊

＿ｃｏｎｓ　 ０．９６１＊＊＊ 　０．９３６＊＊＊ 　０．８７１＊＊＊

　　　　注：＊代表ｐ＜０．１，＊＊代表ｐ＜０．０５，＊＊＊代表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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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表３的数据结果，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特

征、社会特征三个方面对独孩父母自己养老观念

产生的影响。
（１）就个人基本特征来说，性别、文化程度、年

龄都对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由自己负责的观念

有显著影响。性别的偏回归系数是０．２７，说明其

对城市独孩父母养老由自己负责的观念有正向的

预测作用，也就是说，相较与男性，女性更愿意自

己养老；学历的偏好回归系数为－０．０５９，说明受

教育程度对城市独孩父母养老由自己负责的观念

有反向的预测作用，学历越高，越意愿自己养老；
年龄的偏好回 归 系 数 为０．０４９，年 龄 对 城 市 独 孩

父母养老由自己负责的观念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年纪越大的城市独孩父母越意愿依靠自己养老。

（２）就家庭特征而言，同住人口偏回归系数为

－０．０１３，说明家庭同住人越少，城市独生子女父

母越意愿靠自己养老；家庭经济水平的偏回归系

数为０．０３３，家庭经济水平为正向预测作用，经济

水平越高，越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城市独

孩父母就越意愿依靠自己养老；拥有房产数对其

养老保障观念没有影响。
（３）就社会特征而言，由于城市基本社会保障

率较高，城市独孩父母基本都有社会医疗保险和

养老保险，所以对其养老观念没有影响，商业医疗

保险对城市独孩父母养老靠自己的观念有负向的

预测作用，也就是说，有商业医疗保险的父母越会

依靠自己养老；而商业养老保险对城市独孩父母

养老靠自己的观念有正向的预测作用，没有商业

养老保险的父母更会去依靠自己养老；最后，与亲

朋好友交往回归系数都为负数，说明越不喜欢和

亲朋好友 来 往 的 城 市 独 孩 父 母 独 立 意 识 可 能 越

强，血缘纽带越弱，越愿意选择自己养老。

２．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主要由子女负责”
观念的影响因素

通过表４的数据结果，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特

征、社会特征三个方面对独孩父母子女养老观念

产生的影响。

表４　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子女养老”观念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自变量
养老由子女负责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性别 女性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０＊＊

初中 －０．０８８＊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５＊

文化程度 高中及中专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４＊＊＊ －０．１４３＊＊＊

大学及以上 －０．１７４＊＊＊ －０．１８１＊＊＊ －０．１９３＊＊＊

年龄
４５～６０岁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２＊＊＊ －０．１２３＊＊＊

６０岁以上 －０．２７１＊＊＊ －０．２７４＊＊＊ －０．２６６＊＊＊

婚姻状况 无配偶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８＊

户籍 非农户口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１＊＊

家人数 同住人数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家庭经济水平
平均水平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高于平均水平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房产数 房产数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７

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 －０．０６７

保障
无城市基本养老保险 　０．０５３

无商业医疗保险 －０．０４５

无商业养老保险 　０．０３７

社交
交往一般 　０．０３９＊＊＊

交往密切 　０．１３７＊＊＊

＿ｃｏｎｓ 　０．３０７＊＊＊ 　０．３４９＊＊＊ 　０．４２０＊＊＊

　　　　注：＊代表ｐ＜０．１，＊＊代表ｐ＜０．０５，＊＊＊代表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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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就个人基本特征来说，性别、文化程度、年

龄、户籍、婚姻状态都对独生子女父母子女养老的

观念有显著影响。性别的偏回归系数是－０．０４，

性别其对城市独孩父母养老靠自己的观念有正向

的预测作用，也就是说，相较于男性，女性更愿意

自己养老；学历的偏好回归系都为负数，说明受教

育程度对城市独孩父母养老靠自己的观念有反向

的预测作用，学历越低，思想就越偏向于传统，越

依赖子女照料晚年；年龄的偏回归系数也为负数，

说明老人当中，年纪越小的独孩父母越倾向于子

女养老；婚姻状况的偏回归系数为－０．０８１，说明

有配偶的独孩父母亲人的陪伴越多，所以对亲人

的依赖度越高，越倾向于子女养老；户籍的偏回归

系数为－０．０９５，说明比起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

老人对农村接触更多，“养儿防老”的意识越强，越

倾向于子女养老。

（２）就 家 庭 特 征 而 言，表４中 的 回 归 结 果 显

示，无论是家庭同住人数、还是家庭经济水平、房

产数都未对城市独生子女父母“依靠子女养老”的

观念产生显著性影响。

（３）就社会特征而言，基本保险以及商业保险

都未对城市独生子女父母“依靠子女养老”的观念

产生显著性影响；而与亲朋好友交往回归系数都

为正数，说明越喜欢和亲朋好友来往的城市独孩

父母亲缘纽带越深，情感依赖越高，越愿意依靠子

女养老。

　　（四）基本结论

个人特征因素当中，除婚姻状况、户籍外的各

项因素都对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观念有显著性

影响。其中，相较于男性，女性感情更为 细 腻，会

更多地为子女考虑，为子女减少负担，所以更愿意

自己养老，而男性有部分比例可能存在“大男子主

义倾向”，老年更需要子女为自己付出，这与假设

１的预测相悖。学历在两个模型当中反应出不一

致的结果，模型二显著性更高，表示学历越低的城

市独孩父母，思想就越偏向于传统，越依赖子女照

料晚年，与假设３中的预测基本吻合。年龄对城

市独孩父 母 养 老 靠 自 己 的 观 念 有 正 向 的 预 测 作

用，年纪越大的城市独孩父母越意愿依靠自己养

老，年纪越小的独孩父母越意愿子女养老，可能年

纪越小的父母，孩子在身边相处时间越多，与子女

之间的相互依赖度就越高，越倾向于子女养老，与

假设２的预测相悖。比起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

老人对农村接触更多，“养儿防老”的意识越强，越

倾向于子女养老，与假设４基本一致。有配偶的

独孩父母亲人的陪伴越多，所以对亲人的依赖度

越高，越倾向于子女养老，与假设５的预测相悖。

就家庭 特 征 而 言，家 庭 经 济 水 平 对 独 孩 父

母“自己养老”起 正 向 作 用，经 济 水 平 越 高、拥 有

房屋数越多的老 人，越 有 能 力 自 己 照 顾 自 己，所

以更倾 向 于 自 己 养 老，与 假 设６预 测 一 致。家

庭同住人 越 少，城 市 独 生 子 女 父 母 自 己 独 立 生

活意识就越强，越 意 愿 靠 自 己 养 老，与 假 设７的

预测一致。拥有房 产 数 对 其 养 老 保 障 观 念 没 有

影响。

就社会特征而言，基本保险以及商业 保 险 都

未对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的观念产生显著性影

响。商业医疗保险对城市独孩父母养老靠自己的

观念有负向的预测作用，有商业医疗保险的父母

越会依靠自己养老；而商业养老保险对城市独孩

父母养老靠自己的观念有正向的预测作用，没有

商业养老保险的父母更会去依靠自己养老，与假

设８的预测相对一致，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不

经常与亲朋好友接触的城市独孩父母独立意识比

较强，依赖亲人程度较低，在养老保障观念上更倾

向于自己养老，与假设９相符。

三、进一步思考

根据已有研究经验，本文将养老观念 的 考 察

重点主要放在城市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责任主体

上，即“养老主要由谁负责”。但是“养老观念”作

为一种主观上的认识和心理倾向，都是建立在某

些具体的养老问题的认识基础之上，因此本文将

养老观念划分为“主要由自己负责”以及“主要由

子女负责”有 一 定 的 局 限 性。在 所 调 查 的１　６８７
个样本量中，选 择 养 老 由 自 己 负 责 的 占６．１１％，

选择养老由 子 女 负 责 的 占３８．２９％，选 择 养 老 由

政府负 责 的 占１３．０４％，选 择 养 老 由 政 府、子 女、

自己 均 摊 的 占４２．５６％。也 就 是 说，养 老 观 念 不

仅有“养老主要由自己负责”以及“养老主要由子

女负责”两种，另外还有养老由政府、子女、自己均

摊的情况以及社会化养老的观念，可以进一步探

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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