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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逆境对中老年健康的长期影响：来自“上山下乡”的自然实验 

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上山

下乡运动可以作为自然实验，来研究青少

年时期暴露于逆境对成年晚期健康的影响。

上山下乡运动影响了知识青年的受教育机

会，使得他们在艰苦的农村劳作多年，也可

能影响到后来的生活事件，如婚姻、求职、

收入和生活方式。以往关于上山下乡运动

的研究多采用成年早期和中期的健康结果，

且未得出一致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1）上山下乡运动会影响成年晚期的健康；

（2）上山下乡后的特征可作为中介，联系

上山下乡经历和成年晚期的健康结局。 

一、研究方法 

由于“上山下乡”主要影响城市人群，

根据其发生的时间（1966-1976 年），本研

究基于 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数据，将样本限制在 1630 名 1946-1960 年

之间出生的具有城市户口的人，这些人可

能受到“上山下乡”的影响。在 1630 名样

本中，因为数据缺失排除了 1.6%的样本，

最终样本量为 1604。 

结果变量包括自报是否健康、是否有

慢性病、是否有心理困扰；自变量包括是否

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所经历的上山下乡

运动的严重程度；中介变量包括上山下乡

后的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收入、结婚年

龄、吸烟、饮酒行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家庭背景和上山下乡前的受教育程度。 

为了验证第一个假设，使用双重差分

（DID）法，首先，通过个体的主观回答识

别出个体是否经历过上山下乡；第二，将队

列分为 1946-1952 年出生和 1953-1960 年

出生的队列，通过队列间暴露于上山下乡

程度的差异来识别上山下乡对健康的影响。

使用 Stata 16.0 进行计算。 

对第二个假设，使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进行中介检验，通过直接和间接路

径来分解上山下乡经历与自评健康、身体

健康、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每个 SEM 由

一系列多元回归模型组成，连续变量采用

线性回归模型，二元变量采用 logistic 回归

模型。中介检验使用 Mplus 8.3 进行。 

二、主要发现 

（一）上山下乡经历对健康的影响 

表 1 使用 logit 回归模型预测了上山下

乡经历对成年晚期健康影响的 DID 估计值。

在控制性别、上山下乡前的家庭背景和受

教育程度时，我们发现，上山下乡经历会导

致更差的自评健康（β = −0.455，y 标准化

系数 = −0.248，95% CI = −0.906，−0.005）。

然而，上山下乡经历与身体健康（β = 0.177, 

y 标准化系数 = 0.096，95% CI = - 0.319, 

0.674）或心理健康（β = 0.265，y 标准化系

数 = 0.144，95% CI = - 0.379，0.910）没有

统计学意义的关联。 

表 1 上山下乡对健康的影响，基于 logit 回归模型

的双重差分（DID） 

 

对于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CFPS

还记录了他们上山下乡开始和结束的日期，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上山下乡的持续时间。

城市知青被分为三组：（1）没有经历过上

山下乡；（2）上山下乡<5 年；（3）上山

下乡≥5 年。DID 结果显示，上山下乡时间

长短不会导致不同的自评健康、身体和心

理健康结局。因此，我们主要探讨上山下乡

和未上山下乡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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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山下乡后变量的中介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讨上山下乡状态与后期

健康结局之间的内在机制，我们构建了三

个结构方程模型。 

表 2 显示了上山下乡状态和健康结局

之间路径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我们只发

现了上山下乡经历和更差的自评健康之间

显著的总效应（β = −0.270，95% CI = −0.537，

−0.003）和间接效应（β = −0.043，95% CI 

= −0.086, −0.000），以及上山下乡经历和更

好的心理健康之间显著的间接效应（β = 

0.084，95% CI = 0.019, 0.149）。 

表 2  50-64 岁老年人上山下乡和健康状况的直

接、间接和总效应：结构方程模型 

 

就上山下乡经历、上山下乡后的中介

变量和健康结局之间的路径，被送往上山

下乡的知青受教育年限较长（β = 0.107，95% 

CI = 0.029, 0.185），第一次结婚时年龄更

大（β = 0.165, 95% CI = 0.092, 0.238）。较

长的受教育年限与较好的心理健康相关（β 

= 0.111，95% CI = 0.015, 0.207），而较大

的初婚年龄与较差的自评健康相关（β 

=−0.081，95% CI = −0.144，−0.018），从

而证实了上山下乡后受教育程度和首次结

婚年龄的中介作用。 

三、结论与启示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出发，基于 CFPS 的

数据，本研究考察了上山下乡运动对健康

的长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研究的

假设。首先，生命早期的上山下乡经历对自

评健康有长期影响，而对身心健康没有显

著影响。第二，上山下乡经历与自评健康和

心理健康之间有显著的作用路径，上山下

乡后的受教育程度和结婚年龄在二者之间

起着中介作用。 

上山下乡经历只对自评健康有长期影

响，可见上山下乡体验只影响了知青的自

我感知，并没有对身心健康造成实质性的

损害。原因可能是，虽然强制性的上山下乡

活动强度高，使知青生活在恶劣的生活环

境中，但减少的空气污染等环境因素有利

于青少年获得更好的健康。另一种解释可

能是，青少年的身体优势使得他们能够应

对高强度的劳动任务，因此在身心健康方

面不太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此外，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上山下

乡经历与受教育年限延长和初婚年龄延迟

有关。更长的受教育年限与更好的心理健

康相关，因为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可能感觉

到更少的困境和无助。结婚年龄越大，自我

健康状况越差，因为他们不太可能获得稳

定且匹配的婚姻。 

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上

山下乡经历和上山下乡后的特征在塑造晚

年健康结果中的作用。理解上山下乡运动

的长期影响有助于揭示青少年时期经历的

逆境如何对后期的健康产生影响，以及如

何实施政策来弥补强制性的干预所造成的

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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