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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独生子女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特殊产物，随着我国第一批独生子女父母开始步入高龄阶段，其养老

难题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提出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关于支持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相关政策。研究得出要解决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难题，政

府应当履行承诺，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承担部分责任，依托现有保障体系，给予独生子女父母额外优惠

政策，同时重视失独、残独家庭，完善失独和残独家庭的特殊救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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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ly child is a special product under my country’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s the first batch of 
parents with only children in my country begin to enter advanced age, their pension proble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is context,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one-child families in providing care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and propose relevant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care of one-child families in the context of active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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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elderly care of parents of only 
children,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lfill its commitments and assume part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lderly care of parents of only children. Relying on the existing security system, it should provide 
additional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 parents of only children.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pay atten-
tion to families who have lost their only children and disabled children, and improve the families 
of those who have lost their only child, giving special assistance mechanisms for single-person and 
disabled single-person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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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独生子女家庭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下产生的特殊群体，自 1980 年我国开始实行大规模的计划生育到

2016 年国家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提倡一对夫妻生两个子女，期间三十多年，我国产生了 2 亿左右

独生子女人口[1]。与多子女家庭不同，独生子女家庭内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孩子，其家庭户规模小，家庭

亲属网格也逐渐缩小，父母可获得的家庭养老资源受限，加之目前我国年轻劳动力人口流动性大，子女

外出务工情况普遍，“空巢家庭”这一现象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也逐渐凸显。可以说，独生子女父母在老

年时可能面临更大的养老风险。近年来，最早响应号召的独生子女父母已步入老年，风笑天进行调查得

出，目前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尚处于“低龄老年人”阶段，年龄大多在 60 到 70 岁之间，但未来十年，

这些老年人将进入高龄老年人阶段，由此会产生大量的养老难题[2]。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积

极老龄化视角下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提出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关于支持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相

关政策，为解决独生子女老人养老难、子女负担过重等问题出一份绵薄之力。 

2. 相关文献回顾 

独生子女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特殊产物，近年来，随着第一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龄阶段，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相关的文献较为丰富，主要从独生子女养老风险、父

母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和养老困境等方面入手去讨论独生子女家庭中面临的养老问题。首先，独生子女

家庭的养老现状研究，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结论。孙文凯等(2016)研究发现与多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

庭更多选择子女与父母同住的养老模式，他们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这一养老模式是一种不差的选择[3]。
伍海霞(2018)利用五省市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状况专项调查数据研究得出，目前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对

于家庭养老的支持率较低，且多数父母的养老处于“自立”的状态[4]。风笑天(2020)通过两次抽样调查

得出，目前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居住方式以“空巢”为主，但这种居住方式并未对老年生活产生困扰，真

正的养老挑战主要在十年后产生，那时候第一批独生子女父母到达高龄状态，需要大量的生活照料和精

神慰藉[2]。郭永芳等(2020)通过调查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部分独生子女父母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子女也

无法提供经济支持，独生子女家庭中的父母较担心年老无人照顾[5]。封铁英，范晶(2020)研究得出独生

子女父母具有养老资源劣势的特点，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独生子女养老准备水平较低[6]。丁志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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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分析得出独生子女父母和多子女父母一样，对于养老责任的认知都在慢慢发生变化，虽然认同子女

承担养老责任的比例还是较高，但是其比例在下降，而由政府或其他第三方负责的比例在提高[7]。 
其次，关于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需求，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切入进行了探索。丁志宏(2014)认为，随

着农村家庭核心化特征凸显，中年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观念在向“去家庭化”变化[8]。徐俊(2016)对江

苏和四川两地的农民进行调研得出独生子女父母倾向依靠自己养老，但是更希望和子女一同居住[9]。伍

海霞(2017)通过五省调查数据得出超过三成的独生子女父母需要社区将来提供一定的养老服务，而约四成

的独生子女父母打算年老后住进养老院，不同老年人有不同的养老服务需求，但子女支持、社会交往状

况、健康状况、收入水平等方面会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需求造成影响[10]。封铁英等(2019)以西安市为

例进行分析得出，子女特征对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主体选择影响不大，而老年人个人特征对养老主体的

选择影响明显，其中与父母共同居住对父母养老选择影响显著[11]。陈元刚等(2023)通过多重庆市主城区

进行调查得出独生子女父母对医疗服务和精神慰藉的需求较大，个人特征和社会支持会对老年人养老需

求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2]。纪竞垚(2015)通过调查对比农村和城市的状况得出，收传统观念影响较深，

农村独生子女父母更倾向于让子女进行家庭养老，而城市独生子女父母选择的养老主体则更加多元化[13]。
陶涛等(2019)利用数据对比了独生子女家庭与非独生子女家庭得出，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比非独生子女家

庭的父母更喜好独立居住，与此同时，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会影响老年人养老选择，但对两类老年人影

响作用不同[14]。廖卫东等(2020)通过对 CGSS2015 独生子女家庭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父母教育水平、收

入水平、年龄、婚姻状况等对老年人的养老认知有显著影响，其中关于养老责任分担方面，独生子女家

庭的认知正在向多元负担主体转变[15]。陆杰华等(2022)使用 CGSS2017 的数据分析得出独生子女更倾向

于选择社会养老模式，特别是其中具有女性、更高学历、非农业户口、更高收入、东部地区等特征的的

独生子女群体[16]。最后，对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的困境，不同学者从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穆光宗

(2007)认为，独生子女所具有的唯一不可替代的特征会导致独生子女家庭父母遭受更大的养老风险和不同

的养老困境[17]。谢勇才(2015)从失独群体的视角出发，得出失独群体失去了子女这一重要保障将面临更

大的养老困境，政府和社会应该多加帮扶[18]。韦艳等(2019)则以残独家庭为研究对象，并提出残独家庭

面临极大的经济压力、照护压力与养老压力，要提高对残独家庭的关注及关爱，针对他们实施精准帮扶

[19]。睢党臣等(2022)认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面临个体能力有限、养老基础薄弱、保障机制不健全等方面

的问题[20]。伍海霞，王广州(2021)利用 CLHLS 数据分析得出，独生子女家庭照料负担重，远高于多子

女家庭，要应对此种情况，可积极发展社区养老，倡导亲子同住[21]。风笑天(2023)在其文章中将养老困

境界定为老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导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需他人照料的状况。通过进一步分析他得出老年

人自身面临养老困境一般是从 75 岁到 84 岁之间开始的。在这一情况下，父母养老居住方式的选择会成

为考验子女的一大问题[22]。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可看出，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关注到独生子女养老问题，但目前的研究更多

关注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现状、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养老意愿和需求以及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所会面临的一

些宏观困难。对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主体的选择，目前大多数学者是从家庭出发分析，寻求子女共同居

住、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老年人自立的方式去进行积极老龄化的倡导，而鲜少有文章从政府的视角出发，

去提出依靠政府的力量，制定更加全面完善的关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保障政策。基于此，本文旨在积

极老龄化理念的指导下，从政府政策制定的角度出发，分析目前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所面临的问题，并提

出完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政策的相关建议。 

3.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问题及政策优化建议 

与多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父母老年后可能面临更大的老年风险和照护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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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问题 

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并未将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单独列出，对于独生

子女父母养老难题重视程度不够。而政府作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的重要主体并未能够履行计划生育时期

的承诺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负起应有的责任，主要表现在政府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责任承担不足、失独

残独家庭关注度不高、部分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制度不完善等方面，这样下去，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

题会随着第一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高龄阶段而逐步凸显出来。为了使独生子女家庭父母更好实现老有所

养，也为了实现计划生育执行之初政府对独生子女家庭帮忙养老的承诺，政府理应在独生子女家庭养老

中承担自己的责任，完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政策。 

3.2.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政策优化建议 

首先，依托现有保障体系，给予独生子女父母额外优惠政策。我国现有老年保障体系针对老年人老年

保障方面已经做了详细设计，其中包括筹资机制、覆盖范围、待遇水平等，但鲜少有对独生子女家庭额外

的政策支持，基于此，政府应当从独生子女父母的需求出发，为其制定一系列相关的养老支持政策。在筹

资机制方面，给予独生子女家庭一定的政策优惠，但这些政策优惠不能影响各个社会保障项目的公平性，

所以，可以更多寻求外部力量，一是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给予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缴纳社保基金一定补贴；

二是改进现有的关于独生子女的优惠政策，现有的关于独生子女家庭的补贴政策多数是聚焦于独生子女本

身未成年阶段，给其父母养育子女进行资金支持，为应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将面临的难题，需改进这类优

惠政策，将更多资金补贴用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上。在覆盖范围方面，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覆盖了全

国大部分人，但仍有人并未参与到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险中来，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其具子女有唯一性的特点，

更需要家庭以外的力量来进行养老保障，所以要注重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的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状况，将独

生子女父母老年保障政策覆盖到所有 60 岁及以上的独生子女的父母。保障水平方面，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相

较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其父母所受的老年风险更大，所以要保障独生子女父母老有所养，可合理提高其待

遇水平，例如提高其养老金待遇，完善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满足其父母在生病或失能时的照护需求。 
其次，要重视失独、残独家庭，完善失独和残独家庭的特殊救助机制。失独家庭、残独家庭作为独

生子女家庭中特殊的存在，比起正常的独生子女家庭，其家庭内部父母养老缺乏子女照料这一途径，且

大部分失独或残独家庭中父母需要更多的精神慰藉，在此种情况下，一定要重视失独和残独家庭父母的

养老困境。首先，失独或残独家庭面经济收入差和照护周期长等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其家庭内部父母

在年老失去劳动力过后很难继续维持生活，导致老年风险增大，无法实现老有所养。在这种情况下，政

府应该提高对失独和残独家庭的关注度，精准定位这部分人群，并为其建立长期的救扶机制，满足其年

老后的基本生活。其次，失独和残独家庭父母的心理压力较大，没有子女的陪伴，比起普通的独生子女

家庭，他们更需要心理慰藉与社会的支持。所以，政府应该加强关于保护失独残独家庭的倡导，让这部

分家庭了解政府的救助政策同时也向社会传达要善待这类家庭的信号。总的来说，失独残独家庭的父母

面临的养老压力大，其养老既需要资金上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照料方面的支持，要完善失独和残独家庭

的特殊救助机制，需要缓解这两方面的困境。政府制定政策时，第一，可以适当提高失独残独家庭父母

的救助金标准；第二，可以为失独残独家庭提供照顾支持服务，缓解其照护压力；第三，可以通过完善

社会养老途径保障失独残独家庭父母的养老风险，通过完善社区支持网络，以社区为依托，引入专业化

的养老服务团队，去支持失独残独家庭父母的养老选择。 

4. 结语 

早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之初，政府便承诺“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养老是关乎整个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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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事，老有所养是每个老年人的基本目标，也是政府和社会应当积极承担的责任。但目前家庭规模缩

小及家庭成员流动性增强使得传统家庭养老功能被削弱，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老年保障必须引起重视。

在此背景下，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需履行承诺，给予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政策支持，对其做出补偿，

目前部分地区也有专门针对独生子女父母一定的奖励和补助措施，但这些举措多数从子女出生到十八岁

之间进行，缺乏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的关注。政府并未能够履行计划生育时期的承诺对独生子女家

庭养老负起应有的责任，在此情况下，本文建议要重视独生子女养老问题，不仅要依托现有保障体系，

给予独生子女父母额外优惠政策，而且要重视失独、残独家庭，完善失独和残独家庭的特殊救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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