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独生子女家庭是一种高风险的家庭型态袁承受着家庭中唯一的孩子在成长

过程中伤残尧患病夭折等风险袁以及家庭结构的缺损甚至瓦解的风险遥 丧失独生子女的父

母袁不仅面临着野白发人送黑发人冶的精神缺失尧经济返贫袁还担忧未来如何养老尧由谁养

老等现实问题遥 虽然国家针对失独家庭给予一定的扶助金袁但随着物价的高涨袁看病难尧
看病贵的现实生活情况袁国家给予的扶助金根本无法解决失独父母的医疗尧养老保障问

题袁这也是失独父母最担心的问题遥 基于此袁本文从家庭养老尧社会养老两个视角分析失

独家庭主要面临养老困境袁并提出在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袁提高扶助标准尧建立健全

的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及服务体系尧放宽收养政策等相关政策建议袁以更好的解决失独家

庭面临的养老困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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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研究背景

从人口效益的角度出发袁计划生育政策实施 30 多年来袁我国人口数量得以有效控制袁为中

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环境遥与此同时袁随着时间的推移袁这些成绩的背后袁
也隐藏着各种不确定的因素遥 独生子女家庭作为一种简化的倒金字塔型家庭结构袁 是一种风

险家庭袁主要表现在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和家庭的可持续发展风险两个方面[1]遥 即成人风险是

家庭中唯一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伤残尧患病夭折等风险曰其次袁家庭在经历了前面的成

人风险后可能面临着家庭结构的缺损甚至瓦解的风险遥 而国家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将独生

子女家庭承受的伤残尧 死亡等不确定的风险直接过渡到每个家庭遥 一些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

家庭袁人到中年因疾病尧车祸尧他杀等不可预测的因素丧失独子袁成为社会视角的另一种野空
巢冶袁这种野空冶袁不是因子女的外出务工尧学习尧结婚袁而是家中的孩子不幸离世袁这种家庭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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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失独家庭遥 同时袁根据失独父母是否能再生育分为野暂时性失独冶和野永久性失独冶袁而本研究

中探讨的是已错过生育时期袁丧失再生育可能性的野永久性失独家庭冶遥
在我国袁失独家庭的基数大袁全国的失独家庭的数量已超过百万个遥根据 2010 年国家卫生

部发布的年龄段人口疾病死亡率数据推算出袁15原30 岁年龄段的死亡率至少为 0.4译袁 并由此

估计袁每年我国 15原30 岁独生子女死亡人口数至少为 7.6 万人袁基于此袁每年将新增 7.6 万个失

独家庭[2]遥 透过这些数据袁我们看到失独家庭面临着野白发人送黑发人冶的精神缺失尧经济返贫尧
担心养老等现实困境袁 虽然国家对独生子女意外伤亡的家庭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政策措施袁
但随着物价的高涨尧现实生活的困苦袁国家给予的扶助金根本无法解决失独父母的养老问题遥

二尧文献综述

失独家庭规模的日益上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遥 国外除印度尧泰国以及亚拉非等发

展中国家长期执行控制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以外袁很多国家采取以经济补偿尧政策优惠等措

施鼓励人口增长袁如美国尧加拿大以及东欧一些国家遥 在这些国家中同样存在婚后孩子的意外

死亡的情况袁也有相应的研究袁但由于养老观念尧养老保障制度的差异袁主要是从宏观的层面

探讨如何保障这类群体的社会养老问题袁同时袁国外的学术界并没有对失独家庭进行清晰的

界定与明确的研究曰故失独家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袁自 2001 年王秀银等基于山东省荣成

市的 15 岁及以上独生子女的伤亡家庭的调查研究就提出有必要对意外伤亡的大龄独生子女

父母进行经济补偿和精神关爱之后袁很多学者就慢慢开始关注这个问题[3]遥 叶人口研究曳编辑部

在 2004 年的人口发展论坛上举办了对成年独生子女意外伤亡深层思考的讨论袁三位学者从生

育成本尧人力资本投资尧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等研究视角进行了探讨[4]遥 接着袁2008 年汶川地震

后袁叶人口与发展曳编辑部又发起了野救助和关怀遭遇意外风险的计生家庭冶的专题讨论[1]遥 总而

言之袁国内学者对失独家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失独家庭的现状[5-7]尧主要面临的经济尧精神空

虚尧养老等问题上[5][8-9]袁并根据已有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及失独者社会生活的重构尧
救助[7][10]遥 同时袁也有学者对失独家庭的规模进行预测估计[11]遥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袁虽然都是从不同角度分析失独家庭袁但单独研究失独家庭面临的养

老困境的很少遥 因此袁本文在文献研究基础上从家庭养老尧社会养老的角度探讨失独家庭面临

的养老困境袁并结合实情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遥
三尧失独家庭的现实养老困境

我国的养老保障仍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袁社会养老为辅袁受传统的野养儿防老冶思想的影

响袁独生子女的离去使得失独父母不得不面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丧失袁出现养老难的困境遥 主

要表现在院
渊一冤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

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袁当年老的父母不能以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时袁子女就

自然地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遥 即子女承担经济上的供养尧生活上的起居照料和精神上的慰

藉遥 即便是当今社会袁社会福利机制的发展仍然不能完全替代家庭养老[12]遥 因此袁失独父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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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年龄的增长袁养老需求也随之增加袁出现供给缺失的矛盾袁致使面临老无所养袁老无所依的

问题遥
经济支持上袁从人力投资的角度出发袁投资者渊父母冤通过对人渊孩子冤进行一定的资本投入

渊货币资本或实物冤袁增加或提高人渊孩子冤的智能和体能袁这种劳动能力的提高最终反映在劳动

产出增加上的一种投资行为遥 孩子对父母的人力投资收益主要体现在院渊1冤 劳动要经济效益遥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袁孩子成长为劳动力以后袁能通过一定的职业劳动或家庭劳务袁提高家庭经

济收入曰渊2冤养老要保险效益遥 从宏观的社会保障制度出发袁当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尧
不完善时袁子女就成为父母安度晚年的主要依靠力量曰渊3冤消费要享乐效益遥 根据加里贝克尔

的孩子数量质量理论袁将孩子比作野耐用消费品冶袁孩子是家庭生产的尧能给父母带来心理收入袁
能够满足父母情感和精神上的需要袁给他们带来野天伦之乐冶[3]遥 孩子的逝去丧失了父母对孩子

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袁同时袁由于地区间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袁出现不同层次的经济支持问

题遥 2007 年 8 月袁我国正式出台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并先后在全国的 10 个省市进

行试点袁并于 2008 年全面实施袁主要对死亡独生子女父母每人每月给予不低于 100 元的扶助

金[12]遥然而袁与农村失独家庭相比袁城市失独家庭除了国家的扶助金外袁一般还有一定的退休金

维持生计袁但是农村的失独家庭无固定的经济收入袁很大程度上只能靠国家的扶助金救济袁经
济困难问题突出遥

生活照料是包括平时生活的日常起居尧疾病照料尧家务劳动及购物帮助等方面遥 张瑞凯调

查显示袁失独父母身体健康情况不佳袁55%的被访者表示患有某种疾病袁还有 6%的被访者身体

严重疾病遥 同时袁黄元武等的研究表明袁失独者中患慢性疾病的人比较多袁有的患两种或两种

以上的慢性疾病遥 故袁随着失独父母年龄的增长袁身体健康状况的衰退袁对日常生活起居照料

以及医疗看护等需求不断增加袁然而袁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以及我国的养老事业市场化水平

较低袁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失独家庭养老困境遥
在精神慰藉上袁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实施袁核心家庭越来越多袁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

说袁不仅是夫妻关系和睦的纽带袁也是家庭稳定的基础遥 根据费孝通的三角形家庭结构理论袁
子女对于稳定家庭结构和完善家庭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遥 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袁独
生子女对家庭功能的弥合和支撑作用越发突出[10]遥 失独者面临孩子的离去袁精神情感难以寄

托袁甚至一些男性忍受不了家庭的沉寂袁选择离婚袁重组新家庭袁这无疑对失去孩子的女性更

大的精神打击遥 精神的空虚尧寂寞导致失独者难以开始新的生活遥
渊二冤社会养老服务中的机构养老门槛高袁入住难

社会养老服务是由政府尧社会组织尧企业尧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的各种生活所需的服务遥
其分为基本养老服务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和市场养老服务三大类遥 市场养老服务中机构养老袁
有减轻老年人生活孤独感尧生活上有安全保障以及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

优点遥 但是袁我国的养老院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失独者的袁一般情况下袁老年人进住养老院袁需
要监护人渊多为子女冤签字保证曰若无监护人袁则需要所在的街道或工作单位提供相应的证明

材料遥但对于失独者袁已经没有子女做监护人袁所在街道或者单位袁因怕担责袁也逃避这个问题遥
再者袁入住养老院的花销大袁且若入住者自理能力较差的还需缴纳特殊护理费袁很多失独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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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承受这笔高额的费用袁也无法入住养老院遥
四尧解决失独家庭养老困境的现实路径

推进和有效解决失独家庭面临的养老困境的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养老保障政策的规划袁而
是一个以养老保障为导向的系统性工程袁必须制定具有长期稳定和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遥

渊一冤统一提高城乡扶助标准袁保障失独父母的基本生活需求

独生子女的伤亡损失不能只由失独父母承担袁 应纳入政府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本预算

中袁政府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遥 首先袁在经济上提高失独父母的扶助标准袁形成依据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的变化而稳步增长的经济扶助机制袁从根本上保障失独家庭的基本经济生活需求曰其次袁
在国家层面上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袁实施城乡统一的扶助标准袁由于农村失独家庭较之城市

的面临更大的经济困难袁并且农村人口的死亡率高于城镇人口遥 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袁城镇人口的死亡率为 3.87译袁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为 7.30译袁农村人口的死亡率高于城镇

人口 88.52 个百分点遥 因此袁统一失独家庭的城乡扶助标准袁是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体现遥
渊二冤建立健全的养老机构服务制度袁完善失独家庭养老保障

针对失独家庭面临着野老无所养冶尧野老无所依冶的现实困境袁应专门为失独者设立养老保障

制度袁由国家承担养老和医疗看护等问题遥 同时袁由于我国的养老院存在供不应求尧跨入门槛

高及收费高的问题遥 由于市场化的养老服务机构为了自身的发展及其经营成本高的难题袁若
完全公益性的养老服务使得养老机构的发展难以为继遥 因此袁政府应扮演公益性与市场化盈

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调和角色袁出资为失独父母建立非营利性养老院袁实现政府尧市场尧与失

独者间的规范发展袁并促进其与现有的失独家庭扶助制度的衔接袁以实现政策统一尧标准统

一尧管理统一[14]遥
渊三冤推进社会工作的介入袁建立失独家庭养老服务体系

社会工作实践不仅具有恢复受损的能力袁也有预防社会功能失调的作用遥 因此袁推进社会

工作的介入袁加大社会工作的宣传袁同时袁社会工作者深入到失独家庭中袁常与失独者交流尧沟
通袁及时发现个案问题并组织开展小组活动袁帮助失独家庭解决问题曰根据失独家庭的养老服

务需求袁针对失独父母的年龄尧收入等不同提供差异化的服务袁尤其是心理疏导尧精神抚慰方

面遥 这不仅能有效增强失独父母继续生活的信心袁也在一定程度上排解了心理上的痛苦遥
渊四冤为有房的失独者提供野以房养老冶的绿色通道

野以房养老冶又称为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冶袁指房屋产权所有者将房屋抵押给银行尧保险公司

等金融机构袁后者对房屋进行综合评价后袁依据估值定期给房主发放固定养老金或者为房主

提供老年公寓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袁房主继续拥有居住权直至去世遥 虽然野以房养老冶执行过

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袁如房价市场的不确定尧人口预期寿命难以准确估计尧金融市场的利率变

动以及国家对住房政策的变动都将影响该养老方式的执行袁但失独家庭的养老困境是制度后

遗症袁那国家就应为其担责袁为有房的失独者做担保者的绿色通道袁切实保障房主在此养老方

式下有长期稳定尧可持续的经济收益袁以保证失独者的老有所养袁为有房的失独者开辟了一种

新的养老保障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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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五冤放宽收养政策袁重拾昔日家庭的温馨

一项关于失独者的网络调查要要要野社会应该怎么救助失独者钥 冶其调查结果显示袁约 60%
的人认为应对失独者放宽收养条件袁40%左右的人认为需要组织专业团队为失独者提供相应

的心理救助遥
在关注经济尧生活上的扶助外袁更应注重精神上的抚慰遥 面对自身条件无法达到再生育可

行性的要求袁很多失独者为了重现昔日幸福的三口之家袁他们尝试着收养一个孩子遥 我国的

叶收养法曳规定袁丧失父母的孤儿尧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尧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

的且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遥 从以上被收养人的条件具备上可以看出袁我国的

收养制度严格袁并实行完全收养制度袁即叶收养法曳第 23 条规定院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袁养父

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袁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遥 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

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袁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遥
对于失独者的收养问题上袁因很多失独者都在四十多岁甚至以上袁若他们去收养一个婴

孩袁等到孩子成人时袁他们可能已年过六旬了袁或者有的还没等到孩子成人袁他们已先离开人

世了遥 故面对这种特殊的家庭袁国家应放宽被收养人的年龄袁对于十四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或

者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也纳入收养的范围袁 同时应积极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袁 如法国尧德
国尧瑞士等实行的不完全收养制度[15]遥 不完全收养又称简单收养袁是指养子女与生父母之间在

收养后仍保留一定的权利义务的收养方式[16]遥对于收养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来说袁其被收养

时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已具备一定的承受能力袁相互间的生活习性已经形成袁要改变自己

的生活方式或完全断绝其与生父母之间的感情和权利义务关系是十分困难的遥 对于这样的情

况袁不完全收养就可以发挥效用遥 通过这种收养模式就能有效的解决双方的问题袁更能达到对

失独者精神上的安慰袁在精神上重拾家的温暖袁实现家庭的重构遥
五尧结 语

失独家庭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后产生的新型群体袁他们原本就是弱势群体袁对于失独者

最关心也是最担忧的养老保障问题袁国家应该采取措施建立一套现实可行尧长期稳定的养老

保障政策体系袁做失独者的坚实的后盾袁切实解决失独家庭的养老保障问题曰有效减轻失独父

母的精神缺失尧经济困境等问题袁让失独者老有所医袁老有所养袁老有所依遥

参考文献院
[1] 徐俊,风笑天.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1,(5):55-62.
[2] 乌鲁木齐晚报.中国每年新增野失独家庭冶7.6 万[EB/OL].(2012-09-11)[2014-3-6].http://news.163.

com/12/0911/00/8B350QLJ00014AED.html.
[3] 王秀银,胡丽君,于增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大龄独生子女意外伤亡[J].中国人口科学,2001,(6):

61-62.
[4] 本刊编辑部.对成年独生子女意外伤亡家庭问题的深层思考[J].人口研究,2004,(1):28-37.
[5] 黄元武,雍支康,黄毅.建立健全失独人群社会救助长效机制完善困难群体社会保障制度要梓潼县失

独家庭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状况调查[J].决策咨询袁2013,(6):44-49.

30



[6] 吴佩芬.中国野失独冶家庭面临的困境与路径选择[J].南方论丛,2013,(4):7-13.
[7] 谢启文.增能:解决失独家庭问题的新视角[J].人口与发展,2013,(6):104-109.
[8] 黄建.失独家庭社会救助问题研究[J].理论探索,2013,(6):62-66.
[9] 宋强玲.失独家庭养老问题及对策研究[J].人民论坛,2013,(2):126-127.
[10] 杨宏伟,王闻涛.失独家庭的缺失与重构[J].重庆社会科学,2012,(11):21-26.
[11] 周伟,米红.中国失独家庭规模估计及扶助标准探讨[J].中国人口科学,2013,(5):1-9.
[12] 王思斌.社会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0.
[13] 刘芳,马明君.我国失独家庭现状与对策的研究综述[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101-106.
[14] 王贞琼,李敏.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创新与制度完善要要要基于武汉城乡统筹视角[J].江汉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30-34.
[15] 顾华详.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建设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58-68.
[16] 宋宇.浅谈我国叶收养法曳的不足与完善[J].法制与经济,2011,(12):64-66.

The Pension Dilemma of the 野Family Losing its Only Child冶
SUN Weihong

(School of Western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The one-child family is a kind of high-risk family structure. It is under the risk of the
disability and death of illness in the process of growing. What爷s more, it faces the loss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family. The family who lost its one-child even faces the deficiency of spirit, financial poverty, and pension
trouble and difficulties. Although the State offers certain assist to those families who lost their one-child, with
the inflation of prices, difficulties and high cost of medical treatment service, those pension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ose parents爷 health care and retirement security, which are the most concern of those parents.
Based on this, from the aspects of family endowment and social endowmen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lemma
of the family losing its one-child, and then puts forward relevant proposals about pension agency service
standard and service system via setting up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increasing the standard of
supporting,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pension agency service and improving adoption policy.

Key words: family losing its one-child; family endowment; social endowment; passion security; pension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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