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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独生子女政策从 1980 年开始执行，第一代独生子女父

母，已逐渐进入养老期。此时，第一代独生子女刚刚迈过而

立之年，肩膀上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不能陪在

父母身边成为常态。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看护压力与日俱增。

这样的现实使独生子女父母注定要经历漫长的“空巢”生活。

而对于“双独”夫妻来说，双方父母养老面临更多挑战。

独生子女衍生出的“四二一”家庭或“四二二”家庭，在赡

养与抚养结构上呈现“倒三角”，形成“养老倒挂”现象，与多

子女家庭养老相比，独生子女家庭将遭遇更大的养老困境。

对于很多独生子女家庭来说，有部分独生父母成为“空巢老

人”。即使能跟随子女一起生活，不适应环境、白天独自在家

等则会造成“精神留守”现象。“独子养老时代”已悄然来临，

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社会面前独生子女的父母如何养老？

二、主要问题

（一）由于独生子女父母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独生子

女教育成本、结婚费用支助、孙辈隔代抚养补贴及老年病医

疗等支出，经济保障面临一定困境。

（二）生活照料面临困境，尤其独生子女家庭中独居老

人安全问题需要高度关注。

（三）独生子女父母在空巢甚至丧偶独居境况时，精神

慰藉面临的困境。

（四）“失独家庭”养老困境更为严重。



（五）与一般的多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面临更

大的丧子风险。

三、意见建议

独生子女父母群体以个人生育利益的部分让渡为全社

会的人口转变作出了贡献，他们养老的现实困境和后顾之忧，

社会理应从制度上有所安排有所倾斜。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政府在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上应履行更多公共

责任。

要把解决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作为社会发展、民生工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政策倾斜力

度，做到普惠所有独生子女家庭，并兼顾特殊家庭的需要。

在经适房、廉租房等资源配置时，对于独生子女三代同堂家

庭给予分房优先和价格优惠，在购买商品房的税费上给予优

惠或减免；建立或提高独生子女父母高龄生活补贴，建立独

生子女父母失能生活补贴和困难丧偶老人生活补贴；设立特

殊假期，建议对独生子女父母的特殊纪念日、生日制定放假

制度，让独生子女在这一天与父母团聚，增强子女对老年父

母的精神慰藉。独生子女父母在患重病及临终前需要照顾的

时期，给予独生子女足够的“独生子女父母照料假”假期，以

体现人文关怀精神。

（二）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形成适应当前多元化

养老模式下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价值观念。

面对“独子养老”时代遇到的种种困境。建立以居家养老

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向。

1.当前我国社会的养老模式将会由单纯的家庭养老模式

逐步向家庭、社区、机构等多元化养老模式转变。一方面国



家应当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为居家养老提供良好的社会

化服务。应大力提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并给予更多

的政策扶持，建立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社区照料中心，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不要停留在形式上，要利用起来。同时也

要加大对养老机构的政策扶持，适当增加机构养老所占比重。

2.要引导独生子女父母转变对子女养老的过度及单一性

依赖心理。面对可能出现的种种养老风险和困境，已经或即

将步入老年行列的独生子女父母应发扬自立自强精神，根据

不同老龄阶段和家庭情况变化，作出合乎自身特点的规划安

排，尽量延长自主自理生活的时间，提高老龄期的生活质量，

做到来源渠道多样化的“老有所乐”。要充分理解子女的生活

和工作压力，逐步转变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做好“身体好自

己打理，行动不便请人护理，不能动了去养老院”的精神物质

准备。

（三）要高度重视“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

要加大对“失独”家庭的关怀和扶助力度，在每年对“失独”
家庭总量进行排查统计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相关政策，逐年

提高补助标准。相关部门应建立人性化关怀体系，鼓励和组

织社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通过社会化、专业化运作，对

失独老人开展心理辅导、家庭创伤治疗，延伸到日常照顾、

上门义诊、助老陪聊、临终关怀等系列服务。特困的“失独”
家庭养老问题应由政府全部承担，保证他们老年衣食无忧，

医疗护理不愁。

（四）改革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

适当制定有利于独生子女家庭照料老人的医疗政策，如

开设家庭病床，医疗机构上门服务和开展家庭康复等。扩大

医保适用范围、标准，增加每月个人帐户划入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