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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基于第六次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渊CLHLS冤的横断面数据袁探究

家务劳动对老年健康状况的影响及作用路径袁 旨在为我国健康老龄化政策的精准布

局提供参考依据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日常性家务劳动对自评健康的影响遥 发

现日常性家务劳动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有负面影响渊茁=原0.077袁P＜ 0.01冤袁在性别上

对老年男性自评健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渊茁=原0.085袁P＜ 0.01冤袁而对老年女性的影响不

显著渊P＞ 0.05冤遥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在日常性家务与老年人自评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

是不同的袁低社会经济地位渊SES冤老年群体的影响最大渊茁=原0.368袁P＜ 0.001冤袁中 SES
群体次之袁高 SES 群体基本不受影响遥 不论是体育锻炼参与还是抑郁情况在日常性家

务劳动作用老年健康过程中都发挥着遮掩效应袁效应量分别为 4.52%和 21.6%遥 研究

表明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情境下袁 经常从事日常性家务劳动不利于老年

健康袁特别是老年男性遥 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袁有助于调节家务劳动带给老年

人健康的负面影响遥 通过提高体育锻炼参与和降低抑郁情况的作用路径袁可以有效发

挥家务劳动对老年人健康的正向影响遥
关键词院 家务劳动曰老年健康曰中介效应曰性别角色曰社会经济地位

中图分类号院G804 文献标志码院A 文章编号院1006-1207渊2024冤03-0088-09
DOI院10.12064/ssr.2023121901

LI Xuhong1, ZHOU Shengru2

(1. School of P.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2. 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6,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chores on the health sta-

tus and its action pathway in Chinese older adults based on the sixth cross-section data of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CLHLS),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accurate lay-

out of China's healthy aging polic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

ence of housework on self-reported healt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outine household tasks had a neg-

ative effect on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elderly ( 茁=原0.077, P＜ 0.01),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elderly men (茁=原0.085, P＜ 0.01), but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lderly women (P＞ 0.05).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has different role in moderating routine household tasks and

self-reported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e elderly group with lower SES had the greatest effect ( 茁=原0.368,
P＜ 0.001), followed by the middle SES group, and the high SES group was basically unaffected. Both

physical exercise participation and depression play a masking effects in the influence of routine house-

hold tasks on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elderly, with effect size of 4.52% and 21.6%, respectively. The re-

search shows that, in the current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text, frequent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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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work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especially the elderly men. Improving the so-

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elderly can help to moder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housework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housework on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elderly can be effectively

brought into play by improving physical exercise participation and reducing depression.

household chore; health of the elderly; mediating effect; gender roles; socioeconomic status

随着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水平的快速发展袁中
国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袁 极大地推动了社

会老龄化的进程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袁2020 年

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 亿袁 占总人口的

18.7%袁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高达 13.5%遥按

照联合国老年人口报告的老龄化标准袁 我国即将步

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渊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14%冤遥 值得

注意的是袁 老年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给我国社会和

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袁 主要体现在愈发沉重的养

老保障负担尧迅速膨胀的医疗卫生消费支出尧与日俱

增的老年健康服务需求上袁 而上述挑战与压力均受

到了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直接影响遥 因此探索老

年人口健康与长寿的影响机制已成为近年来国内学

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袁 这不仅符合我国健康老

龄化发展道路的新思维袁也对精准衔接野健康中国冶
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遥

基于此袁 研究者开始致力于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因素研究袁 前期大多围绕老年健康的性别不平等展

开 [1-2]袁主要原因为老年人在患病率和死亡率上的性

别差异 [3]袁以及老年女性平均寿命虽然更长但其健

康状况却更差的事实 [4]遥 尽管上述现象被一些研究

归因于生物学特征差异 [5]袁但流行病学调查却表明

生物学特征的差异并不足以解释老年健康的性别不

平等 [6]遥 于是一些研究尝试从社会结构因素剖析老

年健康的不平等袁其中针对社会经济地位渊Socioeco-
nomic Status, SES冤的相关研究认为院老年健康水平

在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分布是不同的袁 即个体的健

康水平受制于其社会结构位置[7-8]遥 不可否认 SES 可

在生物学特征和心理情绪上解释老年健康不平等的

重要意义袁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尧社会保障

能力的稳步提升以及公共服务措施的普惠便捷袁社
会结构因素造成老年时期的健康累积劣势正逐渐缩

小乃至消失[9-10]遥 或许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是贯穿生命

历程始终的不良生活方式和机能不断衰退等因素的

累积效应所致袁 有研究证明不良生活方式是最终导

致老年时期健康累积劣势的主要原因[11]遥
遗憾的是袁 家务劳动作为老年人最为常见的生

活方式之一袁 是否对老年人健康产生影响并未引起

足够的重视和关注遥 虽然前期的研究从相对资源假

说尧性别意识形态尧时间可及性 3 个主流理论框架的

微观视角 [12-13]袁以及基于国家政策尧社会制度的宏观

角度 [14-15]来探究家务劳动对健康的影响袁但样本量大

多是已婚成年人或同居的青年人袁 这是否适应中国

老年人群以及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制度尧 文化背

景尧 家庭理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中国社会尚不

得而知遥 同时在中国直系家庭结构隔代照料成为老

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途径之一尧 传统家庭观念

厚重的影响下老年人未必会把家务劳动和照顾子女

视为一种负担袁 但过多注意力和时间投入到家庭事

务是否会降低中国老年人健康水平也亟待回答遥 另

外袁 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家务劳动之间互为因果的关

系会使一些研究结果存在矛盾或无结论性袁 即老年

健康状况变差会导致其家务劳动时间减少 [16]袁反之

琐碎尧繁重的家务劳动又会造成老年人身心疲惫尧生
活质量和幸福感急剧下降[12]遥

鉴于上述考虑要深入探讨家务劳动对中国老年

人健康的影响以及作用路径袁 不仅要剔除一些日常

性家务受身心健康影响较大的样本量来解决家务劳

动与健康状况的内生性问题 [16]袁还需确定在中国社

会结构和文化情境中家务劳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

响袁 有研究发现解释家务劳动与老年健康的关系可

能具有情境适应性 [17]遥 老年人的家务时长势必影响

其体育锻炼尧休闲娱乐等社会活动袁时间压力带来的

负面效应愈发明显 [18]袁或许时间利用的不公平分配

是老年健康水平性别差异的促成因素之一袁 对老年

健康状况造成间接影响遥 公平感渊perceived fairness冤
作为一种潜在心理机制将家务劳动和老年人自评健

康联系在一起袁 对家务分配的不公平感产生抑郁情

绪导致身心健康尧幸福感下降 [19]袁而不公平感的时间

越长其心情越抑郁袁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危害越大[20]遥
所以袁 抑郁情况和锻炼参与在日常性家务与老年人

自评健康之间扮演着什么角色也是本研究欲探讨的

话题遥
众所周知袁 健康不平等是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之

间的健康系统差异遥 故本研究从老年人健康不平等

的视角切入袁 基于第六次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

踪调查 渊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

vey, CLHLS冤数据袁分析老年人做家务对其健康状况

的影响机制及其作用路径遥 主要探讨在中国社会结

构和文化情境中日常性家务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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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差异袁以及 SES尧锻炼参与和抑郁情况如何形塑老

年人日常性家务行为遥

家务劳动渊housework冤通常被定义为出于满足家

庭成员需要或者维持家庭关系与家庭财产需要而做

出一系列无薪酬的劳动[21]遥根据家务劳动的类型袁一些

重复尧不可自由支配尧非常耗时的典型女性工作称为

日常性家务劳动袁包括洗衣服尧做饭尧洗涮和打扫卫生

等曰而偶尔完成尧更省时尧更灵活的典型男性工作称为

间歇性家务劳动袁主要是指汽车保养尧家用电器维修尧
庭院作业等遥 由于间歇性家务在中国国情下较少故忽

略不计袁而隔代照料是带有中国文化本源特征的社会

参与方式袁所以本研究将隔代照料纳入日常性家务工

作遥 另外袁本研究中的中国老年人不仅是指三代人同

居的袁 还包括与子女同城分居但是需要照料孙辈袁以
及子女在外地工作留守在家照料孙辈的老年人遥

自评健康是指研究对象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袁
是衡量身心健康的有效可靠指标之一袁 诸多研究指

出自评健康对死亡率尧慢性疾病尧急性疾病等健康状

况具有较强的预测功能 [22]遥 虽然自评健康是一个主

观的综合性指标袁 但它可能包含了某些没有观测到

的健康因素袁所以能较好地反映研究对象的健康状况遥
在探讨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袁 自变量除

了对因变量的直接作用之外袁 还有可能通过第 3 个

变量间接地对因变量产生作用袁 这个变量被称为中

介变量渊图 1冤遥

图 1 中介效应作用路径及回归方程

如果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受到第三个变量的

影响袁该变量则被称为调节变量袁其中 X 为自变量袁
Y 为因变量袁M 为调节变量渊图 2冤遥

图 2 调节效应作用路径及回归方程

虽然中国老年人未必会把家务劳动尧 照顾子女

视为一种负担袁 但考虑到日常性家务带给老年人体

育锻炼时间的压力以及不公平感带来的幸福感下

降袁提出研究假设 H1院日常性家务劳动对中国老年

群体自评健康状况有负面影响遥
相比性别分工在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快速变

迁袁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依旧呈现明显的经济支柱 /

家庭主妇的传统模式遥 提出研究假设 H2院日常性家务

劳动对中国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遥
社会因果论或健康选择论均表明袁 较高的 SES

使其在健康上拥有更多的资源和选择机会袁 健康水

平也相对较高袁而 SES 越低则健康状况越差遥 此外

SES 是一个可能改变人们对家务劳动分工公平的一

个重要原因袁 即通过家务外包的形式减少家务时间

压力进而提高健康水平遥 提出研究假设 H3院SES 在

日常性家务劳动影响老年人自评健康的状况中发挥

调节作用遥
日常性家务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体

育锻炼的参与和心理抑郁情绪袁 而体育锻炼参与和

抑郁情绪则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遥 提出研究假设

H4院锻炼参与和抑郁情况在日常性家务劳动影响老

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中发挥中介作用遥

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 2018 年中国 CLHLS袁采
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对 23 个省市自治区 65 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袁包括了 15 874 个样

本袁调查内容涉及家庭结构尧婚姻尧日常生活自理能

力尧社会支持尧生活方式尧社会经济状况尧日常性家务

劳动尧健康状况等遥同时袁该调查还提供在 2015 年进

行的 1%随机抽样小型人口调查数据基础上按年

龄尧性别尧城乡类型计算的抽样概率遥 为了使数据更

好地反映总体情况袁 并减少不等比例抽样方法带来

的偏差袁来提高研究结论效度 [23]袁本研究使用这一权

重系数对数据进行加权处理遥
为了减少内生性问题袁 依据日常生活能力渊Ac-

tivity of Daily Living, ADL冤 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

渊Instrumental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IADL冤 的量表

结果袁剔除活动受限尧居住在养老机构以及关键变量

全部缺失的样本袁最终有效样本量为 7 171 人遥 在性

别尧地域尧年龄尧居住地等社会人口学信息上无明显

差异袁由于民族尧教育年限尧退休前职业 3 个关键变

量的部分缺失比率较高 袁 分别为 10.4%尧10.3%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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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分类变量报告的是赋值为 1 的类别占比遥

10.4%袁 而多重插补方法对变量缺失的填补有较高

的正确率袁所以本研究采用该方法进行填补 [24-25]遥

选择自评健康作为因变量来反映老年健康状

况遥 通过 CLHLS 问卷中野您觉得现在您自己的健康

状况怎么样冶问题确定自评健康水平袁该问题的有效

回答为 野很不好冶野不好冶野一般冶野好冶野很好冶5 个等

级袁赋值 1~5遥
自变量通过 CLHLS 问卷中野您现在从事家务活

动吗冶的问题确定日常性家务情况袁该问题的有效回

答为 野几乎每天冶野不是每天袁 但至少每周一次冶野不
是每周袁 但是至少每月一次冶野不是每月袁 但有时冶
野不参加冶遥 由于严重偏态分布将日常性家务变量转

换为二分类变量院将野几乎每天冶野不是每天袁但至少

每周一次冶合并赋值为 1 表示经常进行日常性家务曰
将 野不是每周袁 但至少每月一次冶野不是每月袁 但有

时冶野不参加冶合并赋值为 0 表示不常进行家务劳动遥
中介变量包括锻炼参与情况和抑郁情况袁 通过

问题 野您现在是否经常锻炼身体冶 反映锻炼参与情

况袁该问题有效回答为野是冶和野不是冶袁野是冶赋值为

1袁野不是冶为 0遥 抑郁情况通过 7 个问题反映院4 个正

面情绪问题为 野积极地看待事物冶野保持事物干净整

洁冶野自己做决定冶野与年轻时一样快乐冶曰3 个负面情

绪问题为 野害怕和焦虑冶野孤独冶野认为自己越老越没

用冶遥 有效回答为野总是冶野经常冶野有时冶野偶尔冶野几乎

不冶袁将正面情绪问题赋值为 1~5袁将负面情绪赋值

为 5~1袁7 个问题得分相加得到抑郁情况评分袁 评分

值越高说明老年人的心理抑郁越严重袁 取值范围为

7~35遥 其中 7~20 分为抑郁情绪较轻袁21~35 分为抑

郁情绪较严重遥
SES 主要包括职业尧教育程度和收入 3 个维度遥

其中职业按国际 SES 指数分为 3 组院高地位渊行政

管理冤曰中等地位渊专业技术人员尧医生尧教师尧军人冤曰
低地位渊工人尧个体户尧农林牧渔劳动者尧家务劳动

者尧没有工作尧其他工作冤遥 教育程度则通过受教育

年限来反映院高教育程度群的受教育年限大于 9 年袁
中等教育程度群为 0~9 年袁低教育程度群为 0 年遥由
于老年群体部分已经退休袁 所以使用自评相对当地

的经济水平来反映收入情况袁 自评相对当地经济水

平有 5 种有效回答院高收入群包括野非常富有冶和野富
有冶袁中等收入群为野一般冶袁低收入群包括野贫穷冶和
野非常贫穷冶遥 分别将职业尧教育程度尧自评经济水平

的高尧中和低 3 个水平群赋值为 3尧2尧1袁最后相加得

到 SES 评分袁取值范围为 3~9遥 随后根据得分将所有

样本分为 3 个阶层院3 分为低 SES尧4~6 分为中 SES尧
7~9 分为高 SES遥

除了日常性家务劳动外袁 还有许多因素会影响

老年健康状况袁包括性别尧年龄尧民族尧婚姻尧居住

地尧医疗资源尧受教育程度尧职业尧自评经济水平尧吸
烟尧喝酒尧子女情感支持尧睡眠质量等遥本研究将这些

因素纳入作为控制变量袁其定义及描述性分析见表 1遥
表 1 控制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分析

变量 赋值 描述统计

连续变量均值渊标准差冤 年龄 调查时老年人的年龄 70.55渊5.06冤
受教育年限 调查时老人接受教育的年限 6.26渊5.10冤
自评健康 取值范围 1~5袁健康水平越高值越高 3.69渊0.84冤

自评经济水平 取值范围 1~5袁经济水平越好值越高 3.16渊0.61冤
职业 取值范围 1~3袁职业地位越高值越高 1.21渊0.51冤

睡眠质量 取值范围 1~5袁睡眠质量越好值越高 3.66渊0.94冤
分类变量 性别 1= 男性袁0= 女性 55.8%

民族 1= 汉族袁0= 少数民族 83.1%

是否有配偶 1= 有配偶袁0= 无配偶 83.6%

居住地 1= 城市袁0= 农村 50.2%

医疗资源 1= 有足够的医疗服务袁0= 无足够的医疗服务 98.9%

是否吸烟 1= 现在还在吸烟袁0= 现在不吸烟 23.8%

是否喝酒 1= 现在还在喝酒袁0= 现在不喝酒 23.5%

子女情感支持 1= 至少有一个子女经常拜访袁0= 无子女经常拜访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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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SPSS18.0 进行数据描述性分析袁采用多元

回归分析模型验证上述假设袁 由于研究因变量为连

续变量袁 故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 渊Weighted Least

Square, WLS冤回归遥 从测量层面看袁模型的许多变量

都是属于定类或定序变量袁 考虑到所包含的各相邻

属性之间的差异基本相等袁 通常将上述变量视为定

距变量遥 当样本量较大时袁赤池信息量准则渊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冤是报告最为有效且准确度

最高的信息指数袁AIC 的数值越小袁表明模型的拟合

越好[26]袁故采用 AIC 来评价模型的优度遥
其次袁中介效应检验上由于 Bootstrap 法不支持

对加权数据的分析袁此外本文样本量 7 171 大于 Boot-

strap 的重复取样数量袁故而选择 Sobel 法在 a 和 b 至

少有一个不显著的情况下直接检验 H0院ab=0渊图 1冤遥
如果均不显著说明不存在中介效应袁如果显著且 ab
与 c忆同号说明存在中介效应尧若 ab 与 c忆异号则说明

存在遮掩效应[27]遥

中国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整体良好袁 且男性

渊3.72依0.82冤高于女性渊3.65依0.85冤遥 经常进行日常性

家务劳动的老年人占比 82.7% 袁 同时老年女性

渊94.9%冤比例高于男性渊73.1%冤遥 在生活方式方面袁
中国老年人经常锻炼参与尧 吸烟和饮酒的比例分别

为 45.2% 尧23.8% 和 23.5% 袁 虽 然 睡 眠 质 量 较 佳

渊3.66依0.94冤袁但抑郁情况却令人担忧渊14.35依3.68冤遥
另外袁93.5%的子女经常来拜访尧98.9%的老年人认

为有足够的医疗服务以及 83.6%的老人有配偶陪伴

渊表 1冤遥

考虑到模型的异方差性问题袁采用 WLS 探讨锻

炼参与尧抑郁情况尧日常性家务劳动对老年人自评健

康的影响作用渊表 2冤遥 模型 1 是基准模型袁包括性

别尧年龄尧民族尧居住地等控制变量遥模型 2~4 是在模

型 1 的基础上分别纳入 野锻炼参与冶野抑郁情况冶野日
常性家务冶变量遥模型 4 是全模型袁纳入所有自变量尧
控制变量袁整体分析老年自评健康的影响因素遥统计

结果显示院 表征模型解释力的 R2 有所提升袁AIC 模

型的拟合优度提高袁 表明新增变量对老年人自评健

康的影响有一定的解释力遥
表 2 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性别 -0.022*** -0.019*** -0.015*** -0.031***

年龄 -0.001*** -0.002*** -0.002*** -0.002***

民族 -0.035*** -0.054*** -0.110*** -0.111***

配偶与否 -0.100*** -0.097*** -0.043*** -0.040***

居住地 -0.068*** -0.089*** -0.067*** -0.069***

医疗资源 -0.284*** -0.275*** -0.206*** -0.205***

受教育年限 -0.003*** -0.005*** -0.007*** -0.007***

职业 -0.055*** -0.042*** -0.010*** -0.010***

自评经济水平 -0.177*** -0.168*** -0.115*** -0.114***

是否吸烟 -0.058*** -0.048*** -0.025*** -0.029***

是否喝酒 -0.132*** -0.138*** -0.125*** -0.125***

子女情感支持 -0.159*** -0.162*** -0.077*** -0.082***

睡眠质量 -0.249*** -0.246*** -0.173*** -0.172***

锻炼参与 -0.143*** -0.065*** -0.067***

抑郁情况 -0.072*** -0.072***

日常性家务劳动 -0.077***

R2 -0.124*** -0.131*** -0.213*** -0.214***

AIC -3 482.341 -3 535.531 -4 244.987 -4 254.485

注院* 表示 P＜ 0.05袁** 表示 P＜ 0.01袁*** 表示 P＜ 0.001袁表中分类变量报告的是赋值为 1 的回归系数遥
模型 1~4 显示袁汉族尧居住在城镇尧受教育年限越

长尧现在仍吸烟的老年人群自评健康状况较差袁而有

配偶陪伴尧医疗资源充足尧自评经济水平越高尧有子女

情感尧睡眠质量以及目前仍在喝酒的老年人群自评健

康状况相对较好遥经常锻炼参与能明显提升老年人自

评健康状况袁 抑郁程度则明显影响老年人的健康水

平遥 同时袁在 P＜0.01 的基础上日常性家务对老年人

自评健康的负面影响显著渊茁=-0.077冤袁说明经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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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性家务劳动的老年人其自评健康水平更低遥

为了探究日常性家务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

是否具有性别差异袁分别建立男性和女性回归模型遥
结果显示院 日常性家务劳动对老年男性自评健康有

明显的负面影响渊茁=-0.085袁P＜ 0.01冤袁而对老年女

性的自评健康无显著影响渊P＞ 0.05冤遥 另外袁从表 2

中也可以看出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存在性别差异

渊茁=-0.022袁P＜ 0.05冤袁新增锻炼参与渊模型 2冤尧抑郁

情况渊模型 3冤均弱化了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性别差异

渊P＞ 0.05冤袁模型 4 增加了日常性家务劳动则明显强

化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性别差异渊茁=-0.031袁P＜ 0.01冤遥
故而袁 日常性家务劳动对不同性别老年人的自评健

康状况有不同的影响袁即存在性别差异渊表 3冤遥
表 3 日常性家务对老年自评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

注院* 表示 P＜ 0.05袁** 表示 P＜ 0.01袁*** 表示 P＜ 0.001袁
表中分类变量报告的是赋值为 1 的回归系数遥

为了验证 SES 在日常性家务影响老年人自评健

康水平发挥的调节作用袁分别对不同 SES 的老年人

群建立回归模型渊表 4冤遥结果显示院对于 SES 高的老

年人来说袁 男性的自评健康状况明显高于女性袁而
SES 中或低的老年人群男性的自评健康状况显著比

女性差袁提示 SES 在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性别不平等

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遥 SES 高和低老年人群认

为吸烟对自评健康状况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袁 而 SES

中的老年人群则通过配偶的陪伴渊茁=0.046冤尧医疗资

源的充足渊茁=0.192冤以及子女情感支持渊茁=0.099冤弱
化日常性家务带给其自评健康的负面影响遥另外袁不
管 SES 为何等级的老年人袁日常性家务劳动都会对

其自评健康起到负面影响袁其中 SES 低的老年人群

影响最大 渊茁=-0.369冤袁 其次为 SES 中的老年人群

渊茁=-0.065冤遥 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袁 不同

SES 在日常性家务劳动影响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中

发挥着不同的调节作用遥
表 4 社会经济地位在日常性家务影响老年人自评健

康的调节作用

注院* 表示 P＜ 0.05袁** 表示 P＜ 0.01袁*** 表示 P＜ 0.001袁
表中分类变量报告的是赋值为 1 的回归系数遥

本研究采用温忠麟 [28]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分析锻炼参与和抑郁情况是否发挥中介作用及其大

小遥由于存在两个中介因素袁故使用并行多重中介模

型袁 同时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等于总效应袁即
c=c忆+a1b1+a2b2遥 理论模型对应的中介效应回归方程为院

Y=cX+ex 渊回归 1冤
M1=a1X+e1 渊回归 2冤
M2=a2X+e2 渊回归 3冤
Y=c 忆X+b1M1+b2M2+ey 渊回归 4冤

变量 模型渊男性冤 模型渊女性冤
年龄 -0.004*** -0.000***

民族 -0.099*** -0.131***

配偶与否 -0.072*** -0.023***

居住地 -0.035*** -0.117***

医疗资源 -0.085*** -0.347***

受教育程度 -0.010*** -0.002***

职业 -0.011*** -0.005***

自评经济水平 -0.163*** -0.042***

是否抽烟 -0.010*** -0.244***

是否喝酒 -0.123*** -0.108***

子女支持 -0.058*** -0.102***

睡眠质量 -0.190*** -0.153***

锻炼参与 -0.089*** -0.039***

抑郁情况 -0.063*** -0.082***

日常性家务 -0.085*** -0.052***

R2 -0.212*** -0.226***

变量 SES渊高冤 SES渊中冤 SES渊低冤
性别 -0.066*** -0.071*** -0.159***

年龄 -0.004*** -0.001*** -0.001***

民族 -0.195*** -0.062*** -0.482***

是否有配偶 -0.018*** -0.046*** -0.045***

居住地 -0.080*** -0.080*** -0.080***

医疗资源 -0.183*** -0.192*** -0.388***

是否抽烟 -0.089*** -0.010*** -0.233***

是否喝酒 -0.028*** -0.151*** -0.138***

子女情感支持 -0.027*** -0.099*** -0.020***

睡眠质量 -0.187*** -0.172*** -0.202***

锻炼参与 -0.137*** -0.050*** -0.246***

抑郁情况 -0.087*** -0.072*** -0.035***

日常性家务 -0.109*** -0.065*** -0.368***

R2 -0.273*** -0.187*** -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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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控制变量见表 1袁括号中为总效应系数 c曰* 表示 P＜0.05袁
** 表示 P＜ 0.01袁*** 表示 P＜ 0.001遥
图 3 日常性家务通过锻炼参与和抑郁情绪对自评

健康的影响

结果显示袁 锻炼参与和抑郁情绪的回归系数均

显著袁而且 a1b1 和 a2b2 均与 c 忆异号袁说明锻炼参与和

抑郁情况在日常性家务影响老年人自评健康发挥着

遮掩效应袁 且两者的遮掩效应量 |a1b1/c 忆|尧|a2b2/c 忆| 分
别为 4.52%和 21.6%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

年人平均寿命不断攀升袁遗憾的是老年人健康程度并

未随着寿命的延长而增加[3,29]遥 因此袁老年人口健康的

影响因素成为目前国计民生关注的热点遥需要注意的

是老年人的衰老进程异质性注定了其健康状况的多

样性袁所以需要从多维度来考虑老年人的健康问题遥

对于老年人而言袁赋闲在家的时间增多导致其生

活中各种任务的时间分配发生了变化袁有更多精力投

入到志愿者服务尧休闲娱乐尧隔代教养尧家务性劳动

上遥 特别像洗衣服尧做饭尧洗涮尧打扫卫生以及隔代照

料这样的日常性家务工作更是老年生活的主旋律[30]袁
毕竟家务劳动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遥本研究也发

现类似的现象袁82.7%的中国老年人经常进行日常性

家务劳动袁尤其老年女性更是高达 94.9%遥 鉴于老年

人日常性家务与健康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袁一些

回归分析只能证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能确认其

因果方向[30]遥 所以袁本研究通过剔除一些受其健康状

况影响较大的样本袁将因果方向固定为日常性家务劳

动对健康状况的影响袁结果表明日常性家务对中国老

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袁这意

味着研究假设 H1 得到验证遥 笔者认为出现上述结果

一个重要原因为袁在家庭厚重文化的熏陶下袁老年人

不得不承担日常性家务工作袁这是维持家庭和谐以及

代际关系的纽带袁但长时间的局部性体力活动会导致

老年人肌骨系统的重复性劳损遥而从公平感的理论得

知这会加重老年人心理负担和抑郁程度袁导致老年人

自评健康水平的下降 [20]遥 实际上老年人自评健康有

10%的差异均与国家政策和家庭观念特征有关[31]遥

本研究发现经常进行日常性家务劳动的老年男

女分别占比 73.1%尧94.9%遥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

国老年人在日常性家务分工上存在性别差异袁 其发

生机制主要来自两种社会因素的合力院在社会层面袁
父系制度结构和儒家文化传统比较看重性别角色的

认同曰在个人层面袁男性的性别意识形态比女性更偏

向野经济支柱 / 家庭主妇冶的传统主义模式遥 前期研

究发现退休后并未实质性改变夫妻之间分担家务的

模式 [1,32]遥 通过分别建立老年男女的回归模型发现院
日常性家务对女性老年群体的自评健康状况没有显

著影响袁而对男性则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渊表 3冤遥 与此

同时袁在多元回归模型中新增锻炼参与尧抑郁情况变

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性别差异袁
但增加日常性家务变量后则明显强化性别差异渊表2冤遥
主要原因是老年女性一直是日常性家务工作的主要

承担者袁 退休后是否进行日常性家务对其自评健康

状况的影响不大袁 但老年男性在退休后或配偶健康

出现问题后才增加家务劳动时间袁 故对自评健康状

况的影响更加敏感 [13,16,33]遥 上述研究结果均表明日常

性家务劳动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确实存在

性别差异袁研究假设 H2 得到证明遥

有研究[7]指出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在不同社会阶层

人群的分布是不同的袁即个体的健康水平受制于其社

会结构因素遥 很明显上层家庭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袁
可以通过家政外包服务的形式来减少家务劳动的时

间袁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通常不会[20]遥 同时袁经
济条件越好袁使用的家用电器的功能越强大袁有助于

减少老年人家务劳动的强度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调节

家务劳动对健康状况产生的负面影响[34]遥 本研究通过

对不同 SES 的老年人群建立回归模型渊表 4冤袁结果发

现袁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SES 低的老年人经常进行日

常性家务对自评健康的影响最大袁 可以用能力储备模

0.052*** 0.067***

-0.072***-0.231***

-0.077***渊-0.057***冤
日常性家务渊X冤 自评健康渊Y冤

锻炼参与渊M1冤

抑郁情况渊M2冤

运
动
训
练
与
人
体
科
学

李旭鸿袁等. 日常性家务劳动对老年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

94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24年 第 45卷 第 3期

型渊reserve capacitymodel冤来解释[35]袁SES 在一定程度上

会缓冲或加剧老年人日常性家务分工带来的认知公

平感和心理负担袁健康状况会伴随 SES 发生变化遥 这

暗示着日常性家务会变成低收入老年人的生活压力

和心理负担袁致使其心理负面情绪增加袁造成身体健

康每况愈下[36]遥研究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结论袁SES

较低的老年群体的自评健康状况受日常性家务劳动

的影响最大袁 而 SES 较高则未表现出统计学显著性袁
说明 SES 在日常性家务劳动与老年自评健康之间扮

演着调节作用袁研究假设 H3 得到证明遥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袁社会结构各因素造成

老年时期健康累积劣势正逐渐缩小乃至消失袁 致使

SES 作用减弱袁 不再成为引发健康差异的主要原因遥
于是人们开始聚焦生活方式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袁有
证据显示有规律的体育锻炼能改善老年人身心健康尧
延缓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老年人在

日常性家务上花费的时间越多袁就会限制体育锻炼或

休闲娱乐等社会活动参与袁而时间压力带来的负面效

应也愈发明显[37]遥 有趣的是袁不经常进行日常性家务

但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老年人占比达到 41.1%袁这表

明经常进行日常性家务并不是老年人不参与体育锻

炼的理由遥 同时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袁锻炼参与

对日常性家务劳动在 P＜0.001 的基础上产生积极正

向的影响 渊图 3冤袁 出现该现象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

二院一方面袁老年人赋闲在家时间比较充裕且自由度

大袁在家务劳动之余依然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参与体育

锻炼袁毕竟一些家务工作的强度较小无法达到体力活

动健康促进的效果曰另一方面袁在传统家庭观念加持

下袁一些老年人未把日常性家务视为负担[38]遥 尽管锻

炼参与和日常性家务劳动尧老年健康的回归系数都是

显著的袁但间接效应 a1b1 和总效应异号袁说明锻炼参

与在中间发挥中介作用袁表现为遮掩效应遥
基于核心家庭日常性家务分工的研究视角袁诸

多研究认为时间分配的差异势必引起心理感知的不

公平袁这将对老年人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袁进而发展到

出现抑郁症状 [39]遥 本研究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发现抑

郁情况和日常性家务尧老年健康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袁
但间接效应 a2b2 与总效应 c 忆异号袁 反映抑郁情况在

中间发挥遮掩效应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快尧流动

人口的持续扩大袁隔代直系家庭的比例不断上升袁在
直系家庭中老年人的日常性家务被作为代际支持尧
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手段袁 有助于提升老年人自我

价值认同袁 这对老年人健康状况起到积极的正向作

用袁可能是抑郁情况发挥遮掩效应的主要原因遥
综上所述袁 不论体育锻炼参与还是抑郁情况都

发挥着中介效应袁 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袁 研究假设

H4 得到证明遥 这从侧面反映出日常性家务劳动对老

年人自评健康的直接效应更为突出袁 但是系数较低

可能要归因于中国老年人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袁以
及社会大环境下的文化认同遥

本研究仅探讨了日常性家务劳动对老年人健康

的影响袁并未涉及老年夫妇渊异性配偶冤进行日常性

家务劳动的频率次数袁 无法充分估计家务外包以及

子女支持的作用遥 尽管自评健康已被证明是一种全

面且准确的健康状况衡量方法袁但是必须承认仍有可

能存在数据准确性问题遥由于本文采用的是 2018 年

中国 CLHLS 的横断面数据袁并非针对老年人群进行

长期跟踪调查报告遥最后袁由于疫情的原因近年来的

数据调查尚未完成袁 不能真实反映当前中国老年人

状况遥 本研究通过剔除一些受其健康状况影响较大

的样本袁 将因果方向固定为日常性家务劳动对中国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影响以及作用路径展开探讨袁在
国内也是首次进行的相关研究遥

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情境下袁 经常

从事日常性家务劳动不利于老年人健康袁 特别是老

年男性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袁有助于调节家

务劳动带给老年人健康的负面影响遥另外袁通过提高

体育锻炼参与和降低抑郁情况的作用路径袁 可以有

效发挥家务劳动对老年人健康的正向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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