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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究代际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 4188 名老年被试，采用代际支持问卷、抑郁症状量表和老化

态度量表考察老化态度的中介作用与城乡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代际经济、照料和情感支持显著负向预测老年人

的抑郁症状；（2）老化态度在三种代际支持与抑郁症状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城乡因素对三种代际支持与老化态度关

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能显著调节代际经济和照料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研究结论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干预具有

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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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体壮曰健，心怡曰康”，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与身体健康同等重要。抑郁症状是老年群体中典

型的心理问题，我国老年群体中抑郁症患病率高

达 25.55%（荣健等 , 2020）。老年人在功能衰退和

角色转变的影响下易诱发抑郁症状，这会加重其躯

体疾病、损害认知功能，甚至导致自杀。国家在

《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中将老年人

列为抑郁症重点防治人群，而探讨其影响因素及

其机制是采取干预策略的基础问题。社会支持是

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Cohen, 2004），根据社会护

航 模 型（convoy model of social support）（Kahn & 
Antonucci, 1980），源于子女的代际支持在老年社会

支持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关

键因素。然而，以往研究多基于整体性社会支持考

察其对老年人心理结果的影响（刘视湘等 , 2020; 姚
若松等 , 2018），少考虑家庭情境中代际支持的作用，

进一步关注代际支持影响抑郁症状机制的研究更是

匮乏。本研究在家庭情境中探究代际支持对老年人

抑郁症状的影响，重点关注其作用机制，旨在为老

年群体抑郁症状干预提供依据。具体而言，关注以

下三个问题。

代际支持是否影响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根据社

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buffering model）和主效应模

型（main effect model）（Uchino et al., 1996），一方

面，代际支持可调节老年人资源的丧失，缓冲压力

对抑郁症状的影响（Cong & Silverstein, 2008）；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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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作为孝道的表达，代际支持在为老年人赢

得“教子有方”评价的同时，也能直接降低其抑郁

症状（Li et al., 2012）。这种增益功能在不同来源、

质量、内容和数量的代际支持影响老年人抑郁症状

的研究中均得以证实。在来源方面，较于朋友支持，

家庭支持能更显著减少老年抑郁症状（王兴华等，

2006）。在质量方面，当社会支持能满足个人需要

时能发挥对抑郁症状等心理健康的增益功能（Leavy, 
1983）。在内容方面，不同内容的代际支持显著负

向预测老年抑郁症状，且代际情感支持的预测作用

要强于经济和照料支持（冀云 , 孙鹃娟 , 2018）。在

数量方面，代际支持数量越多，其对老年抑郁症状

的负向预测作用越强（Li et al., 2012）。本研究主要

从内容和数量方面考察代际支持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并提出假设 1：代际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情感支

持显著负向预测老年人的抑郁症状。

代际支持如何影响老年人的抑郁症状？老化态

度是老年人对年老及其过程的认知评估（Laidlaw et 
al., 2007），其内涵包括对象和内容两种界定方式

（纪竞垚，代丽丹，2018）。在对象上，老化态度

可分为指向个体自身的自我老化态度和指向老年群

体的一般老化态度；在内容上，积极老化态度指向

年老过程伴随智慧和成长等积极体验的认知评估，

而消极老化态度指向年老过程伴随衰弱和丧失等消

极体验的认知评估。从内容上界定老化态度是主流

视角（唐丹等 , 2014），也是本研究的关注点。根

据抑郁症状的认知行为理论（cognitive-behavioral 
theories of depression），认知评估是影响抑郁症状

的关键变量（Dobson et al., 2014）。作为一种认知

评估，更积极的老化态度显著负向预测抑郁症状，

这在国内外研究中得以证实（唐丹等 , 2014；Choi 
et al., 2021）。此外，尽管认知评估具有稳定性，但

在老年期也会发生变化（Wilde & Dozois，2019）。

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由于知觉到生命时间的有限性，老年人

更可能将情绪管理视为优先社会目标（Carstensen et 
al., 1999），即关注生命意义感和情感亲密性，并倾

向于追求正性情绪。子女是老年人社会关系的核心，

子女的代际支持能最大程度强化老年父母的情感亲

密性，使其感知到“教子有方”的意义感，这能增

益其正性情绪，而持续的正性情绪对促成积极老化

态度至关重要（Bryant et al., 2021）。代际支持对积

极老化态度的正向预测作用得到 Lamont 等（2017）

以及孙金明和时玥（2018）的支持。综上，代际支

持能满足老年人情绪管理的优先社会目标，并在认

知评估上形成更积极老化态度，而这与老年人较少

抑郁症状相关。本研究提出假设 2：老化态度在代

际经济、照料和情感支持影响老年人抑郁症状间发

挥中介作用。

代际支持对哪些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更强？

较于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更严重（Liu 
et al., 2020）。累积优劣势假说可对此进行解释：城

乡分治的体制导致农村居民劣势的增加，形成累计

劣势，并在老年期达到顶峰，造成城乡老年人在抑

郁症状等多方面的差异（Dannefer，2003）。这种

差异也体现在代际支持上，城市老年人享有更多包

括政府养老金和市场照护服务在内的正式社会支持

（何文炯 , 2018），这会削弱代际支持在城市老年

人社会支持体系中的重要性，进而降低代际支持对

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的负向预测作用。然而，在农

村老年人中，正式社会支持缺失以及“养儿防老”

观念使得代际支持在其社会支持体系中发挥关键作

用，这会强化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的负

向预测作用。此外，刘昌平和汪连杰（2017）发现

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的负向预测作用强

于城市老年人，而代际支持是家庭情景中的功能性

社会网络，其在影响老年抑郁症状时可能也存在与

城乡因素的交互作用。本研究提出假设 3：城乡因

素在代际支持影响老年抑郁症状间发挥调节作用，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的负向预测作用强

于城市老年人。

此外，农村老年人的老化态度比城市老年人更

消极（纪竞垚 , 代丽丹，2018）。前已述及，代际

支持在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体系中占据更重要的地

位。较于城市老年人，代际支持在维系农村老年人

的情感亲密性、生命意义感和正性情绪，进而促成

积极老化态度等方面可能同样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农村广泛存在子女外出务工和老人空巢独居

现象，受社会比较中对比效应（contrast effect）的影

响（邢淑芬 , 俞国良 , 2006），获取到代际支持的农

村老年人可能对其年老有着更积极的认知评估。在

实证研究方面，程新峰等（2021）发现城乡因素显

著调节社会隔离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负向预测作用，

而缺少代际支持意味着个体更大可能会陷入社会隔

离。因此，代际支持在影响老年人老化态度时可能

也存在与城乡因素的交互效应。本研究提出假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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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因素在代际支持影响老年人老化态度间发挥调

节作用，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的正向预

测作用强于城市老年人。

本研究在家庭情景中探究代际支持对老年人抑

郁症状的影响以及老化态度的中介作用和城乡因素

的调节作用，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见图

1。本研究现实考量是在人口老龄化加深、老年抑郁

症状凸显以及国家出台《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

工作方案》的背景下，为老年群体抑郁症状的干预

提供实证依据。

图 1  研究假设模型图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源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CLASS
以年满 60 周岁的老年人为对象，覆盖我国 28 个省

级行政单位，涉及老年人个人信息、身心健康和社

会支持等。本研究关注代际支持、抑郁症状、老化

态度和城乡因素间关系，仅 2014 年 CLASS 调查对

上述四变量同时进行了考察。2014 年调查采用分层

多阶段概率抽样方法，收集到 11511 名老年被试。

在数据筛选上，首先，由于老年人认知能力会影响

其理解心理量表的准确性，如果被试认知能力的定

向力得分 ≤2分（总分为 5 分），CLASS 调查会跳

过抑郁症状和老化态度的测试。因此，本研究删除

掉 CLASS 调查中因定向力得分未达标而未进行抑

郁症状和老化态度测试的样本。其次，对关键变量

缺失值进行分析，Little' s MCAR 多变量检验表明缺

失属于完全随机缺失（p > .05）。剔除缺失值样本

后，得到 4188 名有效样本。差异性检验发现有效

样本与原始样本在关键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5）。有效样本中，老年人平均年龄为 68.71±7.22
岁，男性 2272 人，女性 1916 人，城市 2823 人，农

村 1365 人，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占比 54.8%，

初中及以上的占比 45.2%。

2.2   研究工具

2.2.1  代际支持问卷

参 照 既 有 测 量 方 式（ 孙 金 明 , 时玥，2018；

Chen & Jordan, 2018），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单条目“过

去 12 个月，子女给老年人钱、食品或礼物总价值频

率”衡量，采用 9 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数量越多；

代际照料支持基于单条目“过去 12 个月，子女帮助

老年人做家务频率”衡量，采用 5 点计分，得分越

高说明数量越多；代际情感支持基于单条目“老年

人觉得子女对其不够关心程度”衡量，采用 4 点计分，

调整该条目计分顺序后，得分越高说明数量越多。

2.2.2  抑郁症状量表

采 用 Cong 和 Silverstein（2008） 在 中 国 老 年

人 中 修 订 的 流 行 病 学 抑 郁 调 查 量 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urvey Depression Scale, CES-D），

其包括 9 个条目（如“过去一周我觉得心理很难过”、

“过去一周我觉得不想吃东西”），采用 3 点计分，

调整反向计分两道题后，得分越高说明抑郁症状越

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76。

2.2.3  老化态度量表

采用 Laidlaw 等（2007）编制的老化态度问卷

（Attitude to Ageing Questionnaire, AAQ）进行测量，

共 7 个条目（如“我觉得我已经老了”、“年龄越

大的人，处理生活问题的能力越强”），采用 5 点

计分，调整反向计分题目后，得分越高说明老化态

度越积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70。

2.2.4  控制变量

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自评身体健康、

慢性病数量和工具性活动能力。

2.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23.0 和 PROCESS 进行分析。相关分

析、老化态度的中介作用和城乡因素的调节作用检

验时，均纳入上述控制变量。此外，中介效应分析时，

城乡因素也作为控制变量。

3   研究发现

3.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分析共同方法偏差，

对代际支持、老化态度与抑郁症状的原始题目进行

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6 个，第 1 个因子解释 20.53% 变异，小于

40% 临界值（Podsakoff et al., 2003），说明不存在严

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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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和偏相关分析见表 1。考虑控制变

量后，三种代际支持与老化态度显著正相关，与抑

郁症状显著负相关，老化态度与抑郁症状显著负相

关，城乡因素与代际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老化态

度显著正相关，而与代际情感支持和抑郁症状显著

负相关。

3.3  老化态度的中介作用

不同代际支持会相互影响。因此，分别以代际

经济、照料和情感支持为自变量构建三个中介模

型，采用 PROCESS 检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代

际 经 济（β=.22，p < .001）、 照 料（β=.30，p < 
.001）和情感支持（β=.23，p < .001）显著正向预

测老化态度，而老化态度在代际经济（β= -.23，p 

< .001）、照料（β= -.23，p < .001）和情感支持（β= 
-.23，p < .001）三个模型中均显著负向预测抑郁症状。

Bootstrap 检验见表 2，三种代际支持显著负向预测

抑郁症状，假设 1 得以证实；老化态度在三种代际

支持与抑郁症状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2 得以

证实。

进一步探究不同内容代际支持对老化态度和抑

郁症状的共同作用，将代际经济、照料和情感支持

纳入同一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老化态度在代

际经济（β 中介 = -.04，SE=.01，95% CI= [-.05, -.03]）
和照料支持（β 中介 = -.02，SE=.01，95% CI= [-.03, 
-.01]）与抑郁症状间中介效应依然显著，但在代际

情感支持影响抑郁症状间中介效应不再显著，β 中

介 = -.01，SE=.01，95% CI= [-.02, .01]。
3.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PROCESS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 3。首先，城乡因素与三种代际支持的交

互项对老化态度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城乡因素在其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偏相关分析

注：**p<.01，***p<.001；城乡因素为虚拟变量，居住在城市 =1，居住在农村 =0，均值表示城市老年人比例；限于篇幅，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表 2   老化态度的中介作用检验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p<.05, **p<.01, ***p<.001；限于篇幅，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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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不成立，假设 4 未能得以证实。其次，城乡因素与

代际经济和照料支持的交互项显著预测抑郁症状，

而与情感支持的交互项对抑郁症状的预测作用不显

著，说明城乡因素仅显著调节代际经济和照料支持

与抑郁症状间关系，假设 3 部分得以证实。

采取简单斜率分析探究调节作用的实质。对变

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取不同城乡因素以及代际经

济和照料支持在正负一个标准差上的值绘制城乡因

素调节效应的简单斜率图。在图 2 中，代际经济支

持显著预测农村（β= -.15, p < .001）和城市（β= -.08, 
p < .001）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并对农村老年人抑

郁症状的负向预测作用要显著强于城市老年人（t = 
-2.48, p < .05）。代际照料支持显著预测农村老年人

的抑郁症状（β= -.09, p < .001），而对城市老年人

抑郁症状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β= -.01, p > .05）。

4   讨论

本研究在家庭情境中探究代际支持对老年人抑

郁症状的影响，发现代际经济、照料和情感支持显

著负向预测老年人的抑郁症状，这得到社会支持主

效应模型的支持（Cohen，2004）。同时，也反映出

代际支持在老年社会支持体系中的重要性，尽管现

代家庭呈现出结构核心化和规模小型化的特征，但

子女在老年社会支持体系中依然发挥基础作用。

研究证实了老化态度在代际经济、照料和情感

支持影响老年抑郁症状间的中介作用，说明社会支

持不仅直接削弱老年人的抑郁症状，还能通过影响

个体认知评估间接作用于抑郁症状。这得到阿尔伯

特·艾利斯提出的 ABC 情绪理论的支持，即外在事

件（activating event）通过影响与认知评估相关信念

（belief）作用于心理和行为结果（consequence）。

在解释上，一方面，代际支持能维系老年人与子女

的亲密关系，给予老年人更高程度控制感、生命意

义感和正性情绪体验（冯富荣等，2020），这有利

于改变老化的消极刻板印象，维持积极老化态度

（Bryant et al., 2021）；另一方面，在抑郁症状的认

知行为理论解释下，积极老化态度对抑郁症状具有

直接削弱作用（Dobson et al., 2014）。此外，当把

不同内容的代际支持纳入同一模型，老化态度在代

际情感支持与抑郁症状间中介作用不显著。这可能

是因为中国亲子关系较含蓄，子女主要通过经济和

照料的物质手段表达对父母的情感支持。当同时考

虑三种代际支持对老化态度的影响时，代际情感支

持对老化态度的影响可能是通过经济和照料支持发

挥作用。

研究发现城乡因素显著调节代际经济和照料支

持对老年抑郁症状的直接影响。首先，代际经济支

持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强于

城市老年人。城市劳动者和农民的养老金差距在 20
倍以上（何文炯，2018）。较于城市老年人，代际

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更重要，也更显著地影响其

抑郁症状。其次，代际照料支持显著负向预测农村

老年人的抑郁症状，而对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的预

测作用不显著。城市中机构和社区的照料服务相对

完备，可降低老年人对代际照料的依赖。但农村缺

乏正式照料，只能通过代际照料满足老年人的生活

需求，其对于减少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具有更加重要

的意义。最后，城乡因素在代际情感支持与抑郁症

状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尽管城市老年人优越的物

质条件会降低其对代际经济和照料支持的依赖，但

代际情感支持具有独特作用，难以被其它类型的情

感支持所替代。

此外，研究发现城乡因素对代际支持与老化态

度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老化态度在对象上包括

自我老化态度和一般老化态度。自我老化态度容易

图 2   城乡因素调节效应的简单斜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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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老年个体所处情景的影响，而一般老化态度是

个体在生命历程中形成的对老年群体的固有认知且

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城乡因素和代际支持的交

互作用可能对自我老化态度具有显著预测作用，但

对一般老化态度的预测作用可能并不显著。这得到

程新峰等（2021）研究的证实，其发现城乡因素只

能调节社会隔离与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间的联系，

而对于与一般老化态度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因此，二者综合作用下可能导致城乡因素无法显著

调节代际支持与老化态度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干预具有指导意

义。首先，持续且稳定的代际支持对削弱老年抑郁

症状意义重大，防治老年抑郁症状应以家庭为单

位，在鼓励子女为父母提供多样化支持的同时，也

应为子女提供喘息服务和现金津贴以维系代际支持

的持续性；其次，维护积极老化态度是干预老年抑

郁症状的抓手，对于无法获取充足代际支持的老年

人，对其老化态度的干预也能起到减缓抑郁症状的

功效；最后，在通过代际支持直接削弱老年人抑郁

症状时，需关注城乡差异。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的

防治过多依靠代际支持，在为农村子女积极赋能以

实现代际支持可持续性的同时，还要加快农村老年

收入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

局限性也需要强调。首先，本研究仅关注代际

支持的内容和数量，未能考虑代际支持的质量，这

有待未来采用合适的数据加以探究；其次，代际支

持是亲子间互惠的过程，包括隔代照料孙辈等是老

年父母对成年子女的逆向代际支持，也会对其老化

态度和抑郁症状产生影响；最后，老化态度与抑郁

症状间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通过分析抑郁症状

在代际支持与老化态度间的中介效应，发现其拟合

较差，这增强了本研究模型的合理性。

5   结论

代际支持显著负向预测老年人的抑郁症状，且

老化态度在代际支持与抑郁症状之间发挥部分中介

作用。尽管城乡因素对代际支持与老化态度间关系

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能显著调节代际经济和照料

支持对抑郁症状的预测作用。研究结论为老年人抑

郁症状的干预提供了依据：在重视家庭情境中代际

支持的同时，要以维系积极的老化态度为核心开展

老年抑郁症状的干预，并要考虑到代际支持影响老

年抑郁症状的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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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ressive Symptoms for older adult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in the ageing society of China, which has numerous 

negative effects on wellbeing for older adults. It is meaningful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 within family under the social transition of traditional cohesion of filial piety in China, especially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s providing from children and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for older parents, even though the results are usually mixed.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how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 affect depressive symptoms is fairly limited. The attitude toward ageing is the internal experience and 

evaluation on the process of ageing for older adults. Drawing from cognitive-behavioral theories of depression and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ediation model tha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 affect depressive symptoms through attitude toward ageing. In addition, as 

the long-time of urban and rural division in China, this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 on attitude toward ageing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for 

older people demonstrates the disparitie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However, very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 on attitude toward ageing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response to the research gap, the current study explor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urban-rural disparities on these associations.

The 2014 wave of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was employed in this study. The 2014 wave of CLASS was conducted in 

28 provinces across China's mainland, with 11,511 samples included in the survey. In the analyses, this study excluded those failed to pas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examination prepared in advance as well as the samples with missing data of key variables. Finally, a total number of 4,188 samples was 

selected, with 2,823 in urban and 1,365 in rural areas. SPSS 23.0, the program PROCESS, and Amos 20.0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to analyze data. 

At firs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ommon method deviation analysis. Secondly, this study reported the descriptive results an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ain variables. Thirdly, the bootstrap estimation procedure in PROCESS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attitude toward 

ageing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t last, PROCESS wa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urban-rural disparities on the effe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 on attitude toward ageing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older adults’ depressive symptoms. (2) The attitude 

toward ageing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3) Although the urban-rural 

disparity doesn’t significantly moder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 and attitude toward ageing, 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re significant: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 and care support 

have higher significant effects in reducing rural elderly’s depressive symptoms than urban older adults.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are proposed by the stud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for older adults.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present a framework through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attitude 

toward ageing, which clarifi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between intergeneration suppor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lso inspire the future 

intervention of reducing older adults’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dition,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and care supports are mo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rural group, which reveals that the lack of formal social support systems for rural elderly persons causes them over dependent on informal family 

intergeneration supports. It’s urgent and necessary to bridge the gaps of formal support system for older people in rural areas, such as pension, medical 

insurance and long-term care services.

Key words    older adults, depressive symptom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 attitude toward ageing, urban-rural dispa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