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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tion of the lost-of-only-child-family is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facing many problems, 
which has called attention of the society. This article first defines lost-only-child family, then ana-
lyzes current status about the lost-only-child family, makes clearly lost-only-child family social 
security needs, through explores the social security levels of China’s lost-only-child family, finds 
out the problems and gives some reasonable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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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失独家庭的群体越来越庞大，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备受社会的关注。本文首先对失独家庭进行界定，然

后对失独家庭现状进行分析，明确失独家庭的社会保障需求，通过对我国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水平的探究，

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一些合理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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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失独家庭的界定 

早在 2007 年，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发布的《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文件中，

失独家庭被界定为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且夫妻均为 1933 年 1 月 1 日

以后出生；女性年满 49 周岁；只生育或合法收养一个了女；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了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

[1]。在 2016 年 3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王个五年规划》中，“失独家庭”

该个概念在国家政策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被提出来，然而，在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中，它并

没有被单独使用过。一般意义上讲，“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家庭失去独身子女，父母不愿意再生育、

不能再生育或者不愿意申请领养其他孩子的家庭[2]。 

2. 中国失独家庭现状分析 

1) 中国的失独家庭数量庞大，二孩政策所起的效果有限。据了解，2012 年我国的失独家庭的数量约

有 100 万，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 7.6 万个。结合失独妇女的数量，估计 2015 年现

存失独家庭大约为 160 万左右[3]。虽然失独家庭允许再次生育，但是，往往失独家庭的女性失去了生育

的机会。二孩政策对失独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虽然我国已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现实情况却是人口的

出生率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增长，意味着独生子女依然是当今社会的主力军，也就是说独生子女家庭依

然是风险型的家庭，存在着失独的可能性。 
2) 失独家庭面临诸多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失独家庭面临财产的损失、精神上的伤害、婚姻

破裂、老无所养等风险。大多数失独家庭的平均年龄在 50 岁以上，很多人甚至已经退休，失去独生子女

使得家庭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有的家庭甚至没有收入，陷入了绝对的贫困。失独家庭在精神上受

到极大地打击，有的失独家庭从此一蹶不振，断绝了和外界的交流。在婚姻方面，有许多的专家学者对

失独家庭的婚姻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失独家庭的婚姻有许多因此破裂。现在社会各界对失独家庭

越来越关注，积极寻求方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3) 以政府为主导的失独家庭生活保障水平较低且地方差异大、资金有限，亟待商业保险的参与。2013 

年，我国中央政府执行的特扶金标准是 110 元(伤残)、135 元(死亡)，大多数省份都是完全执行中央 135
元的标准，少数省份根据当地经济状态适当提高标准，如重庆市 270 元、广西 335 元、福建 500 元、陕

西 1000 元(城镇)、800 元(农村)，可以看出，同样是失独家庭，各地特扶金标准差异很大，甚至达到七倍

之多，使得失独父母存在心理失衡[4]。因此政府提倡保险公司积极的参与对独生子女家庭的保障中来，

切实解决独生子女家庭所面临的失独风险问题，使得商业保险可以在失独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 
4) 商业保险公司针对独生子女家庭关于失独风险的保险产品开发不足，市场上关于此类产品缺乏。

有许多关于人寿与健康保险的产品，但是针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失独保险产品仍旧很少。目前中国国民的

保险意识普遍不高，独生子女家庭也是这样，虽然现在不同省份已经出现了独生子女养老保险、独生子

女家庭意外伤害险、失独家庭综合保险等，但是这些保险基本都是由政府主导并推动的，且由政府财政

买单。针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失独保险往往被人身险替代，但是一旦子女因故死亡，对其父母的赔付大都

是一次性的，失独家庭的养老、长期护理等问题仍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些省份的政府如：广州、深

圳等，正在与保险公司合作，用财政资金为独生子女家庭、失独家庭向保险公司分别购买家庭意外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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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失独综合保险等，但是全国仍有许多地方没有用财政资金为独生子女家庭或者失独家庭全额购买

保险，即使为其购买，购买的针对性的保险也是低保障的保险。因此针对全国范围内的失独家庭的保障，

亟待政府与保险公司进行全方位、多渠道的合作。 

3. 失独家庭的社会保障需求 

3.1. 医疗保障需求 

目前，第一批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父母已经进入老龄阶段，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医疗保障

的需求与日俱增。失独家庭因为失去唯一的子女，其健康状况更容易出现问题，特别是其中己经步入老

年的群体，身体状况令人堪忧。对于大对数的失独家庭而言，失独后家庭的收入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

失独家庭在就医方面面临着一定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农村的失独家庭，甚至会陷入绝对的贫困。另外，

对患有大病需要照料的失独者来说，生病住院时缺少人去帮助办理正常的住院手续，以及在术后缺乏人

对其进行护理，病榻上无人照料的状况，常常让他们想起逝去的孩子，因而往往要承担身体和心灵上的

双重折磨，在我国当前看病难、看病贵的大背景下，失独者的医疗保障困境尤为明显。 

3.2. 养老保障需求 

“养儿防老”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家庭式养老一直在中国的社会养老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子女被认为是父母养老最宝贵的资源，失去唯一的子女，往往意味着失去了老年赡养人。事实上，由于

失独家庭高离婚率的存在，它们的养老保障需求比一般家庭更为迫切，近年来，我国政府己经颁布了多

项和失独家庭相关的政策，各地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助制度，其中都涉及到了失独家庭的养老保

障问题，但是并没有明确的细则，落实起来缺乏依据，政策落地也较难[5]。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多地出

现的失独者集体上访事件中，失独者反应最集中的问题之一就是希望国家有关部口能够为其解决“老无

所依”的困境，一度引发社会的广泛热议。在家庭养老仍占主流的今天，失独老人一般选择在家养老，

就算有的失独老人想入住养老院，一些盈利性的养老院更是因为失独老人没有子女而拒绝其入住，失独

家庭对养老保障的需求极为迫切。 

3.3. 精神慰藉需求 

对于失独家庭而言，心理创伤是最难解决却又最容易被政府和社会忽略的问题。独生子女死亡后，

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容易陷入精神抑郁、内心孤寂，常常选择自我封闭，缩小自己的社交范围，陷入更

严重的精神疾病。国家计生协会曾经做过调研，结果显示，近半数的失独者患有抑郁症，而有精神创伤

或心理障碍的失独者占到了失独者总数的 7~8 成[6]。许多使失独者坦言，他们的精神相当的敏感和脆弱，

普通人依据不经意的话，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怒目而视或失声痛哭。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志愿者组织，

为失独家庭送去温暖和精神的慰藉，但是力度还不够大，可及性也十分的有限。 

4.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4.1. 政府帮扶水平较低，地区差异较大 

由表 1 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失独家庭的帮扶政策经历了萌芽阶段、试点以及全面实施阶段和进一步

提高和调整帮扶标准阶段。我国对于失独家庭的帮扶标准越来越高，对失独家庭的保障力度也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对于失独家庭的保障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帮扶的水平仍然较低。 
在表 2 这 11 个省市中，深圳对于失独家庭的特别扶助金给予的最高，为 1000 元，沈阳则最低为 400

元。现代社会物价上涨较快，货币贬值严重，虽然国家一再提高特扶金标准，但现行的 270 元(伤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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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policies enjoyed by lost-of-only-child-family in China at all stages 
表 1. 各阶段我国失独家庭享受的国家政策 

年份 失独家庭享受的国家政策 

2001 年 通过立法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失独家庭给予必要的帮助。 

2008 年全面实施 自女方年满 49 周岁后，夫妻双方分别领取每人每月不低于 80 元(伤残)或 100 元(死亡)的特别扶助金，

直至亡故为止。 

2012 年 特别扶助金标准为每人每月不低于 110 元(伤残)、135 元(死亡)。 

2014 年起 
城镇特扶标准：每人每月可以领取特别扶助金分别为 270 元(伤残)、340 元(死亡)；农村特扶标准：每

人每月可以领取特别扶助金分别为 150 元(伤残)、170 元(死亡)。中央财政按照不同比例对东、中、西

部地区予以补助。 

2016 年 取消了特别扶助金的城乡差别，失独家庭每人每月领取特别扶助金分别为 270 元(伤残)、340 元(死亡)，
特别扶助金标准可以动态调整。 

 
Table 2. Special allowance standard for lost-of-only-child-family in some provinces and cities (as of December 2016) 
表 2. 部分省市失独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地区 特别扶助金 

深圳 每人每月 1000 元 

广东 每人每月 800 元 

宁夏 每人每月 800 元 

江苏 每人每月 700 元 

贵州 每人每月 605 元 

菏泽 每人每月 600 元 

包头 每人每月 545 元 

北京 每人每月 500 元 

上海 每人每月 500 元 

山东 每人每月 500 元 

沈阳 每人每月 400 元 

 
340 元(死亡)的特别扶助金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要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有难度，就更不

用说其它方面了。失独父母遭遇到重大精神打击，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容乐观，容易产生各种身体和精

神疾病，若只依靠政府的特别扶助金，不生病的情况下还能勉强度日，一旦患病，要维持基本的生活就

更加困难了。同时，政府对失独家庭的帮扶政策是国家层面的最低保障，各省可以根据地方经济情况进

行适当提高，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省的财政能力不一，因此标准就不完全统一。由表二可

以看出，同样是失独家庭，各地特别扶助金标准差异很大，使得失独父母存在心理失衡。 

4.2. 注重物质帮助，忽视了精神的慰藉 

从 2001 年开始，在失独家庭能够享受的政策中，无一例外地都提高了特别扶助金标准，由于政府财

政能力有限，政府对失独家庭的帮扶仅仅停留在较低层次上，很难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失独家庭

除了经济方面，亲情缺失方面存在更大的问题。有关调查显示，失独家庭中有 63.3%的人表示“不想出

门”，有 50.2%的人表示“不想与以前认识的人说话，害怕与他人交流时涉及子女的话题”[7]。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随着独生子女的早逝，父母不仅丧失了对生活的全部信心与希望，还要承受社会带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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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标签化歧视。即使部分失独老人生活富足，但面对异样眼光，他们依然无法释怀，以至于长期处

于精神抑郁、自我封闭的悲惨境地。 

4.3. 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不足 

关于失独家庭的保障主要是政府在主导，政府为失独家庭提供物质等方面的支持。据了解，现在社

会上出现了一些公益组织为失独家庭送温暖，给予精神上的慰藉和经济上的帮助，但是规模往往过小，

且没有强有力的支持，缺乏一定的长期性和组织性。商业保险公司在失独家庭保障方面的参与度也不高，

在一些经济能力较强的地方，如深圳、广州、宁波等地，政府牵头，联合保险公司推出了独生子女家庭

意外伤害险、失独综合保险等，但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得到推广。对于失独家庭的保障方面，社会的

力量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5. 完善失独家庭社会保障的建议 

5.1. 提高特别扶助金标准，注重帮扶的公平性 

虽然国家近几年提高了失独家庭的特别扶助金标准，但是对于失独家庭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

对农村的失独家庭更是杯水车薪。农村失独家庭没有退休金，在失去独生子女后生活失去了保障，看病

养老等成为一大难题。因此，失独家庭的特别扶助金发放要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适当的随经济的

发展提高特别扶助金标准。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导致不同的地方对失独家庭特别扶助金的发

放也不同，这就使得全国失独家庭的保障水平不同，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问题。所以，在提高失独家庭特

别扶助金标准的同时，也要注重帮扶的公平性，给予农村的失独家庭多一些保障。 

5.2. 注重失独家庭的精神抚慰 

各地的政府可以积极组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志愿者、高校学生参与到这些关爱活动中，及时

给予“失独人群”心理上的指导、排解和抚慰。很多家庭不仅要承受丧子之痛，而且伴随着这突如其来

的变故，夫妻双方可能还会相互埋怨、感情破裂，最终走向离婚或自杀的境地。从某种程度上说，“失

独家庭”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属于“风险家庭”。有条件的社区成立专门的“失独父母养老院”

或活动中心，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公益 QQ 群和交流网站，使同类人群在相似的经历和话题中得到

更多的理解和鼓励，携手走出阴影，找到人生新的方向。 

5.3. 引入商业保险模式，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目前商业保险对失独家庭保障的参与度不高，政府可以牵头，联合保险公司推出针对独生子女家庭

和失独家庭的保险，提高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另外，政府可以积极倡导并培育一

支高素质、有爱心的志愿者队伍，参与到帮扶工作中来。定期组织志愿者上门聊家常、帮家务、承担起

精神慰藉工作，让社工、志愿者与失独家庭“亲情结对”，通过社工和志愿者的介入及帮助，逐步打破

失独家庭的封闭、自卑与孤独状态，建立与失独家庭之间的信任与互助网络，使他们的生活不再单一、

苦闷。 

5.4. 构建失独家庭信息网，实行精准帮扶 

实现对失独家庭的精准帮扶，可以借鉴中国目前的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建立“失独家庭”档案，对

失独家庭的信息进行实时的追踪，了解失独家庭的基本生活状况，包括家庭、身体、经济、精神状况等，

认真倾听失独家庭的诉求，做好感情沟通和心理疏导，了解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登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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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并逐户建档，实行动态管理[4]。然后根据失独家庭的信息档案对失独家庭进行分类帮扶。经济能力较

强的，可以重点在精神慰籍上予以帮助，如开展心理辅导、义务巡诊等多元服务，对于经济困难的，应

加大扶助力度，让他们老有所养，并有所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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