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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与幸福：接力模式,还是反馈模式？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赵晓力  
 

  中国家庭走向“接力模式”？ 
  1983 年，费孝通先生把中西家庭模式总结为西方的“接力模式”和中国的“反馈模式”。在
接力模式下，上一代有抚育下一代的责任，下一代却无赡养上一代的义务，一代代都只向下承担

责任，就像接力跑步一样；而在反馈模式（又叫反哺模式）下，每一代在抚育下一代的同时，都

承担赡养上一代的义务。显然，接力模式并不符合儒家理想。接力模式下，父母子女结成的生活

共同体，到子女成年就可以结束了，与此相应的代际伦理，并不必要贯穿人的一生。接力模式不

否认“父慈”，但不要求“子孝”，但没有“子孝”的“父慈”，其内容是否也会不一样？ 
  至于“反哺模式”，费孝通先生的概念似乎只强调“互养”这一层面。儒家经典《孝经》对

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的“孝”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其中对庶人之

孝的要求最低：“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也就是“能养”

就可以了；但对“士”的要求就高了：“资於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即对父要“敬”、“爱”。“士之孝”不言“能养”，大概

是因为士以上，对父母的养不在话下。前引《论语》“子游问孝”条，似乎也可以看做是对“士

之孝”的要求。但秦汉以下的中国形成了“编户齐民”的社会，读书人与庶民之间的区别趋于模

糊，匹夫匹妇的孝也不限于“能养”——其实没有敬爱的能养也是难以想象的。费孝通先生的“反

哺模式”概念虽偏重“能养”这一层面，但并不否认“敬爱”。   
  很多人认为，费孝通所说的“反哺模式”，只在传统社会或农业社会存在，随着中国的工业

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反哺模式”将让位于西方式的“接力模式”。但是这种对中国社会的预测

准确吗？费孝通关于中西家庭模式的总结是否还有实证基础？    
  根据现有的实证研究，无论一些学者所希望的那个西方式的“个人主义”本位的社会是否可

欲，中国家庭模式的走向的确掌握在中国这一代年轻子女、尤其是独生子女的手上。家本位和个

人本位两种意识，将在他们身上展开拉锯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目前的低生

育率不仅有现代化因素，还有强大的政策因素，即很多人的生育意愿被现行独生子女政策所抑制。

独生子女政策的确有可能在中国家庭模式的变迁上发挥最大的作用。如果独生子女一代对他们的

父母只有赡养之心，但无赡养之力，再发展下去，无赡养之力的现状将被彻底取消赡养之心的各

种理由正当化，到那时，一个老无所养的社会就将来临。 
  《婚姻法》解释三的末日心态 
  有人说，儿女不养，不是还有社会化养老吗？捅破那层窗户纸，所谓“社会化养老”就是靠

别人的儿女来养，而中国的独生子女同一代人，你想靠别人的儿女，别人还想靠你的儿女呢，在

像上海这样的地方，1987年以后就有超过 85%的出生人口是独生子女的情况下，靠谁呢？ 
  在一个奉行“反哺模式”逻辑的社会里，既然铁定老无所养，那养孩子的文化动力就将丧失

很多，而养孩子的动力一旦失去了，那结婚的动力也就随之失去了。老无所养的下一步并不是从

“反哺模式”走向“接力模式”，而是走向不育和不婚。一个家庭也好，一个民族也好，倘若走

到这一步，那也就离准备后事不远了。 
  2011 年最高法院《婚姻法》解释三可以说这种“准备后事”的末日心态的表达。“解释三”
第七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

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



 

第 2页 共 2页 

方的个人财产。”最高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在解释第七条的立法理由时说：“在实际生活中，父母出

资为子女结婚购房往往倾注全部积蓄，一般也不会与子女签署书面协议，如果离婚时一概将房屋

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势必违背了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初衷和意愿，实际上也侵害了出资购房父母

的利益。”这一条据说来自上海的司法实践。出资购房父母把房产保留在己方子女手中、将子女

配偶排除在外的安排其实反映的是一种老无所养的恐惧。首先儿媳、女婿是不可靠的，儿女、房

子还是可靠的；但下一步也许是，也许儿女也是不可靠的，还是房子最可靠。不是有人兴致勃勃

要在上海试行“以房养老”吗?可是，没有人接盘的房子，还能变现吗，是能吃还是能喝？ 
  201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唱出了这个民族的深深焦虑：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 
  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