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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生子女群体对父母养老偏好特征
及其政策性探究

■ 陆杰华 冯慧迪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将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新的基本国情［1］。根

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9》（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在最接

近未来人口走向的中方案水平下，预计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将在2030年达到2.47亿，占总

人口数的16.9%；到本世纪中叶（2050）和本世纪末（210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预计将分

别达到3.66亿和3.39亿，占总人口比例上升至26.1%和31.9%［2］。人口抚养比预计在本世纪下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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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我国新的基本国情以及未来很长时间必须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客

观了解国人的养老需求、积极应对老龄化是当下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点话题。独生子女是中国计划生

育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迈入养老阶段，独生子女在传统家

庭养老中正面临持续压力。本文使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对独生子女的分

布特征进行整体性描述，进而深入分析独生子女群体对其父母养老偏好的差异性特征。研究发现，独

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更倾向于社会养老模式；在独生子女内部，非农业户口、东部地区、女性、更

高学历和更高收入的群体更倾向于社会养老模式。进一步了解独生子女的养老责任观念，有利于客观

认识传统孝道文化中家庭养老的影响，为独生子女群体父母的养老谋划更为友好的养老政策和保障措

施，以更好地迎接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型和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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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迅速攀升。2020年时总抚养比为70.8，其中潜在的支助比率（Potential support ratio）为4.9；到

2050年，预计总抚养比将上升至100.4，潜在的支助比率为1.9，意味着每2名适龄劳动人口就要至少支

持一位老年人，而这一数据在2010年仅为7；至本世纪末（2100），总抚养比将攀升至124.7，潜在的

支助比率进一步下降至1.42［2］。在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宏观背景下，老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寿命的

不断延长等人口因素，以及养老金、照料护理需求加剧等社会因素都将导致养老负担日益加重［3］。

在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的关键节点，深入研究当今独生子女群体对其父母的养老观念意义重

大。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来，传统的大家庭结构迅速发生变化。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户均人口从1982年的4.41人减少到2020年的2.62人，平均每户减少1.79人［4］，

据估算，在2015年，我国独生子女数量已经达到2.25亿人［5］。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目前已经步

入退休年龄和养老阶段，未来独生子女群体的父母养老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随着独生子女父母年

龄的不断增长，我国即将迎来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高峰期。尽管从2016年起已经实施了“全面二孩”

政策，并于2021年开放了“全面三孩”政策鼓励育龄妇女生育，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属于极低水平，且未来有停留在超低生育率水平的风险［6］；

平均家庭户规模在2.5人/户左右的水平波动并维持下降趋势［7］，庞大数量的独生子女家庭现状仍将

持续一定时期。

以往有关老年照料模式的文化理论表明了中国传统家庭照料的强大根基，而现代化理论认为老

年人会最终从家庭照料转向社会照料。在当今中国家庭和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革的新时代背景下，

实证研究发现以家庭为主的传统照料模式仍被国人广泛接受，但是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

的发展，转型期照料模式和社会化照料模式也有了一定的接受和认可度［8］。独生子女的父母只有

一个孩子，其养老问题的本质就是独生子女家庭不具有传统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基础，无论是

经济来源、生活照料， 还是亲子交往、精神慰藉，他们能够从这个唯一的孩子身上得到的都将非

常的有限［9］。既往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下宣传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政策口号，

进一步传播了政府和社会承担养老责任的观念，也使得独生子女父母具有一定的社会养老期待。因

此，全面认识和把握当今独生子女群体对其父母养老偏好的主要特征，有助于超前制定养老服务相

关的规划，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效减轻独生子女的养老负担，进一步提高新一代养老群体的生

活水平。为此，本研究以当代独生子女群体对其父母的养老偏好为切入点，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7）①数据，客观描述独生子女群体的分布特征，探究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对其父母的养老

偏好差异性，并从社会经济背景出发，客观分析独生子女对其父辈养老偏好的主要特征，为更深入

地探讨当下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提供参考。

①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是中国大陆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

性学术调查项目，始于2003年，每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

1000个居（村）民委员会、10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调查。通过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

次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中涉及有关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养老偏好的问

题，为本研究探讨独生子女养老偏好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提供了实证分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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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一）家庭与社会养老相关理论

关于老年人照料相关理论，文化理论、现代化与老化理论从养老的不同责任主体对养老模式的

差异进行了学理性的阐释，而家庭与社会养老的关系相关理论为养老偏好差异的解释提供张力。

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代表是费孝通在1983年提出的中国家庭的“反馈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代

际关系中的“接力模式”，在中国的代际关系中，后代对上一代要给予反馈，这种“反馈模式”通

俗来说就是“养儿防老”，也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10］。受东亚文化圈和儒家文化的影响，家庭

照料的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中国家庭的老年照料模式。但是，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发展，家户规模

的缩小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传统家庭中子女代际照料的功能有逐渐减弱的趋势［11-12］。

现代化与老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和人口老龄化，国家和社会将成为养老责任主体。博格 

斯［13］最先提出现代化与老化理论，考吉尔［14］在20世纪对该理论进行完善。该理论认为，随着社

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西方国家老年人逐渐丧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交换支持

的资源，传统的责任孝道被弱化，子女以自身的核心家庭为主，对父母的支持仅靠感情或同情，老

年人从家庭支持转向依赖社会支持。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国家

的老年人也会有和西方国家老年人同样的命运［15］。

关于家庭和国家养老责任的关系，主要存在“挤出论”“促进论”和“责任混合论”三种理论

观点［16］。主流学者提倡的“挤出论”认为，家庭与国家在福利提供方面是相互排斥的，在养老公

共投入较薄弱的地方，个体可能会更倾向于家庭照料［17］。“促进论”则认为家庭与国家在福利提

供上是相互补充的，而“混合论”观点认为在老年人保障上，国家对家庭的正式帮助不仅增强了家

庭的联系纽带，还使得子女更能向父母提供更多非正式支持［18］。事实上，家庭和社会养老关系相

关理论为本研究中“养老偏好”概念的设定提供了理论背景①。

（二）养老观念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关于群体间养老偏好差异的研究，已有文献大多从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和家庭

特征等背景出发，关注不同的养老观念背后的各类影响因素。

首先，基本人口特征与不同的养老观念密切相关，比如不同代际队列的养老责任观念变化［19］，

以及城乡［7］、性别、教育程度等对养老观念的影响。

其次，是否拥有养老金等经济状况对农村和城市老年人的养老偏好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作 

用［20］，针对第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是影响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

的重要因素［21］；经济状况越好，选择机构照料的可能性越高［22］。

①  本文的“养老偏好”选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这一问题来

界定。回答有“主要由政府负责”“主要由子女负责”“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和“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四个

选项。其中，合计6143人认为主要应该由子女负责，大约占半数。为了简化分析，在本文的部分分析中将“主要由政

府负责” 和“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合并为社会养老，将“主要由子女负责”和“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合并为

家庭养老。在“挤出论”视角下，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之间具有排他性的一面，当同一个人群中认同家庭养老的比例

高，社会养老的比例就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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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老年人主观健康状况对照料需求模式的选择有着显著影响。主观认为自己不健康的老年

人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化照料［7］，健康状况比较好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喜欢选择家庭养老［18］。

最后，子女数量、居住安排等家庭特征影响群体的养老观念。子女数量越多，越倾向于与子女

同住［19］，进而采取家庭照料模式；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父母，独生子女父母对生病照料的担心比例

明显更高，大部分独生子女父母都具有一定的面对“空巢”生活的思想准备［23］。

（三）文献评述

目前学界关于养老的讨论越来越多，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成为学

界关注的议题。迄今，基于老年人自身养老观念的转变和客观照料资源的限制，传统的家庭养老观

念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养老和养老主体多元化发展成为新的养老趋势；许多研究都关注影

响不同养老观念背后的社会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从老人自身健康状况、家庭居住安排、社会经济差

异等方面出发，对老年照料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的视角多样、学科领域多元，不仅

从家庭变迁、代际关系、性别平等、理性经济人等多种视角切入，还涉及到人口学、社会学、公共

卫生等多学科领域交叉研究。上述这些研究进展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指引。

但是以往文献中也存在一些仍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尤其是针对独生子女父母这一群体的养

老问题。一是已有关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的研究较早［24］，近年来尤其是生育政策调整后的相关研

究文献较少；二是缺乏关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对其父母养老偏好特点差异性的分析和讨论，对

于从相关影响因素视角进行比较分析的相关文献少；三是已有研究更多从学理上讨论独生子女父母

的养老问题，或是关注独生子女父母这一中老年群体的养老偏好和实践，关于独生子女群体对其父

母的养老偏好的实证研究少。理想情况下独生子女的养老偏好应与实际照料安排一致，但是受制于

现实情况，两者间会存在差异。在社会政策等条件的制约下，独生子女不一定能按照其养老偏好对

父母进行照料，这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势必产生消极的影响。通过探讨独生子女的养老偏好，有助

于更加合理地设计养老政策，提升老年人晚年的养老生活水平。

三、现阶段独生子女群体分布的主要特征

独生子女作为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城乡和地区分布、教育程度和收入

等方面与非独生子女相比有明显的差异性。通过对独生子女样本①进行初步的分析，得出以下主要

分布特征。

（一）独生子女群体非农业户口比例高，且东部地区比例更高

分户籍属性上看，在独生子女群体中，非农业户口比例占到59%，而非独生子女群体的非农业

户口比例仅为44%。这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过程中针对许多农村地区采取了一定的放宽政策有关。

如在部分农村地区，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则允许夫妇再生育一个孩子；在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或者

①  关于独生子女的界定，由于问卷没有直接询问是否为独生子女的选项，本研究选取了“想一下与您联系最多

的兄弟/姐妹，您多久跟他/她联系一次”这一问题，并将“我没有兄弟姐妹”回答视为独生子女，其他回答包括“我

联系最多的兄弟/姐妹和我住在一起”“每天”“一周几次”等均视为非独生子女。删除该问题的无效样本后，最终

有效样本数为419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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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农村地区，独生子女政策并非是严格的一孩政策。

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上看①，独生子女群体中，有52%来自东部地区，而非独生子女群

体中仅有44%来自东部地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西部地区比例没有明显差异。独生子女政策

在东北地区和一些东部沿海地区执行更为严格，而在西部和少数民族聚集区更为缓和。

（二）农村独生子女群体的男性比例偏高，且“90后”占比高

性别比例上看，相比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群体中男性比例更高，尤其是农村独生子女群体

中男女性别比偏高。调查数据显示，农村独生子女群体的性别比明显高于农村非独生子女群体、

城镇独生子女群体和城镇非独生子女群体。这通常与传统的性别观念有关。在农村地区，强烈的 

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家族势力、家庭劳动力、婚嫁方式等因素促使父母对于要儿子有更强烈的意

愿［25］。而城市和农村对于子女性别问题上的差异较大，对于城市独生子女父母而言，因为只能生一

个孩子，相对来说并不会过分在意孩子的性别，对独生子女的教育、个人成就等都有着较高的期望。

年龄分布上看，非独生子女群体中“80后”的占比要高于独生子女，而“90后”在独生子女群

体中比例更高。这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的时间密切相关。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

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随后该倡

议不同程度地具体体现在城乡各地的生育政策中［26］。20世纪90年代后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产生了一大批独生子女。

（三）独生子女群体大学及以上学历比例高，且收入更高

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有更高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独生子女的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比例为

39%，而非独生子女大学及以上比例仅有16%，二者相差23个百分点。这与独生子女父母尤其是位

于城市的独生子女家庭的高教育期望有关。独生子女政策的积极影响之一就是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女

性的地位，促使更多独生女儿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只能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独生子女父母更

渴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无论其性别，通常赋予高教育期待。

独生子女中个人年收入五万元及以上的比例为29%，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的20%；年收入一万

元及以下的群体，非独生子女有39%，而独生子女中有31%。一方面，这与前面提到的独生子女更

高的教育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独生子女在东部经济沿海发达地区比例更高、非农业户口

比例较高角度理解。

四、当下独生子女群体对其父母养老偏好的主要特征

相比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对于父母的养老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偏好差异。总体上看，独生子

女对于其父母的养老偏好具有如下特征。

（一）独生子女对其父母养老责任更倾向于主要由社会承担

图1显示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对其父母养老责任承担主体的偏好特点。在所有独生子女样

①  由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出的各个地区独生子女比例受到抽样方法的直接影响，故在此

不能讨论各个地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比例；不过，通过分别观察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中不同地区的比例，则

为研究独生子女的地区分布特点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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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认为父母的养老主要应该由子女负责的比例为43.7%，而在所有非独生子女样本中，该比例

为49.7%。独生子女样本中认为养老责任应该由政府、子女和老人责任均摊的比例为36.7%，而非

独生子女仅为31.5%。

图1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对其父母的养老偏好差异

将上述四个回答合并为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后，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认同家庭养老

的比例更低，为50.4%；非独生子女认同家庭养老的比例为56.1%。相比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更

倾向于将父母的养老责任交由社会来承担。这一基本特征与以往文献中指出的独生子女养老压力较

大、家庭养老更加脆弱相一致［6］。在传统社会中，子女越多，家庭养老越有保障［27］，家庭结构越

完整，人们在养老方式偏好上越倾向于家庭养老［28］。独生子女相比有兄弟姐妹的非独生子女，更

不倾向于家庭养老这一老年照料模式。

（二）独生子女的父母养老偏好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且农村比城市更倾向家庭养老

从性别差异上看，在独生子女群体中，男性相比女性明显更倾向于家庭养老。有54.3%的独生

男性认为应该主要由家庭承担父母的养老责任，但只有45.6%的独生女性认同这一观点。非独生子

女群体中，认为家庭应该承担主要养老责任的比例，男女性别之间并无明显差异。独生男性与非独

生男性相比，认为家庭承担父母养老责任的比例仅有微小差距（2.3%）；但与非独生女性相比，独

生女性对家庭承担父母养老责任的认同度明显更低，从55.7%下降至45.6%。这表明，是否为独生

子女使女性在父母养老观念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城乡差异上看，乡村相比城镇更倾向于家庭养老，而城镇相比农村更倾向于社会养老。农业户

口中，60.8%的认为应主要由子女负责养老，支持政府养老和责任均摊的分别为8.7%和26.3%；非

农业户口中，认为子女负责养老的仅占35.5%，支持政府养老和责任均摊的占16.9%和38.8%。

将性别和城乡差异结合起来看，将养老观念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认同度进行排序，最不支

持社会养老的群体为农村非独生男性（37.4%）和女性（38.5%），其次为农村独生男性（40.4%）

和女性（40.2%），然后是城市独生男性（59.2%），城市非独生男性（65.3%）和城市非独生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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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最支持社会养老的是城市独生女性（75.4%）。总体来看，这与前述女性和城镇群体

更倾向于社会养老的结论相符，并且城乡之间的差距比性别差距、是否独生的差距都更为明显。

图2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对社会养老认同度的城乡和性别差异

图3 不同代际间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偏好差异

（三）独生子女对父母家庭养老的认同度低于非独生子女，且东中西地区差异性相同

图3描述了不同年龄段对父母家庭养老的认同度差异。考虑到独生子女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起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仅面向成年受访者进行，故采用1980~1999年出

生的样本数据，通过对“80后”“85后”“90后”和“95后”群体分别进行养老偏好分析，我们

发现如下两个鲜明特点：一方面，在各个年龄段，独生子女对于父母家庭养老的认同度都要低于非

独生子女。另一方面，在四个年龄段中，“95后”对于父母家庭养老的认同度最高，独生子女为

52.1%，非独生子女为69.0%。这可能是因为“95后”年龄较小，其绝大多数的生活经验是家庭和

学校生活，尚未或刚刚步入社会，并没有真正承担起父母养老的责任；这一部分群体受传统家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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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影响更大，从家庭传统孝道角度出发，认为自己应当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

图4显示，从东部、中部到西部地区，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倾向于家庭养老的比

例都依次递增。同时，独生子女群体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对家庭养老的认同度都稍低于非独生子女群

体。对家庭养老的认同度最高的是西部地区的非独生子女，为69.8%，认同度最低的是东部地区的

独生子女，为41.5%。这与区域现代化发展水平以及人口结构差异密切相关［7］。改革开放以来，城

乡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同时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口结构

也不尽相同，这些都可能导致地区间养老观念的差异［27］。

图4 不同地区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偏好差异

图5 不同教育程度间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对其父母社会养老认同差异

（四）独生子女的教育和收入水平对其父母社会养老认同度有正向作用，且婚姻状况对此有明

显的影响

图5揭示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群体不同教育程度对社会养老认同度的差异。在非独生子女

群体中，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社会养老，而非家庭养老。在独生子女群体中，本科及以上学历

人群明显更倾向于社会养老。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其教育水平的提高一般伴随着社会



· 13 ·

青年
探索2022 年第 6期·总第 242 期

特　稿

养老认同度的提高。

在不同收入间养老观念的差异上，独生子女群体的收入越高，越倾向于其父母社会养老（见图

6）；在非独生子女群体中，个人年收入是否达到一万元显著影响其养老偏好：年收入超过一万元

后，支持家庭养老的比率降低，从64.0%降低至51.2%，而是否超过五万元不会使其养老偏好发生明显

变化。对于独生子女来说，随着个人年收入的上升，认同家庭养老的比例则持续降低，年收入五万元

以上独生子女群体中，60.7%的人支持社会养老。这与子女收入越高越否认“养儿防老”相吻合［29］。

一般来说，个人收入状况与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独生子女在不同收入程度间的养老认同差异与

前述的教育程度导致的差异相吻合。

对于年收入在一万元到五万元间的群体，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对其父母的养老偏好相似，对

于社会养老都有约49%的认同度。而对于年收入超过五万元的群体，非独生子女对于其父母社会养

老仍有49.2%的认同度，但独生子女的认同度则高达60.7%。

图6 不同年收入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对其父母社会养老的偏好差异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配偶状况差异也会造成其养老偏好的不同。将“主要由政府负

责”“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和“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合并为“主要由非子女养老主体负

图7 有无固定配偶对“主要由子女负责养老”认同的比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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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养老偏好按照“主要由子女负责”和“主要由非子女养老主体负责”来划分，可以发现在有

固定配偶的群体中，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明显更倾向于认为养老责任不应该由子女承担。在没

有固定配偶的群体中，独生子女群体认为养老责任应该主要由子女承担的比例也低于非独生子女。

我们认为，提问方式或许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其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

责”，有研究发现老人相比年轻人有更倾向于非子女养老的趋势［18］，而有固定配偶的群体接受调

查时更可能考虑到自己年老后的养老问题。独生子女群体本身更倾向于社会养老方式，当他们考虑

到自己将来的养老问题时，也不会倾向于把养老责任推给自己的子女。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性讨论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出生率持续走低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

分析和探究当今时代独生子女这一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分布特点及其对父母养老偏好的主要特征。

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到如下几个结论：

在分布特点上，独生子女群体的非农业户口比例、东部地区比例、性别比和“90后”比例与非

独生子女相比更高；在后天获得方面，独生子女的教育水平和收入也相应更高。这与既往文献发现

的独生子女家长有着明显更高的子女教育期望［30］相吻合。

在父母养老偏好的主要特征上，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更倾向于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

的认同度相对较低。伴随着现代化的迅速推进，独生子女对其养老偏好也跟随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

发生变化。首先，在性别和地区差异方面，女性和城镇地区更倾向于社会养老模式。最倾向于家庭

养老的群体为农村非独生子女，最支持社会养老的群体是城市独生女性。其次，在代际差异方面，

在“80后”“85后”“90后”和“95后”四个年龄段的独生子女群体中，“95后”这一最年轻的

出生队列最倾向于家庭养老，呈现出“Z世代”不一样的特征，也与年轻一代大多数依旧把赡养父

母作为自己应尽的孝义这一研究发现［18］相吻合。此外，在地区差异方面，从西部到中部再到东部地

区，对社会养老的认可度逐渐升高，且在各地区内部独生子女对父母社会养老的认可度高于非独生子

女。最后，在个体后天的教育、收入和配偶状况方面，独生子女的教育水平越高，越明显倾向于社会

养老；个体收入越高，则越认同社会养老。这与经济状况越差的老年人越倾向于依靠政府养老［27］、

经济条件好的老年人倾向于传统家庭照料模式［7］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可能与理想养老模式的代

际差异，以及回答问卷问题时考虑的养老主体不同有关。相比没有固定配偶的独生子女，有固定配

偶的独生子女对子女负责父母养老的认同度更低。

现代化与老化理论认为西方国家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老年人的地位和资源逐渐丧失，

老年照料的责任主体将从家庭转向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国家也会有和西方发达国家相近的结果。本

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对其父母的养老偏好呈现出从传统的家庭照料模式向现代化的社

会照料模式转变的趋势，从城乡、地区、教育、收入等导致的养老偏好差异中都有所反映。

文化理论中强调的传统家文化影响下的家庭养老模式，对当今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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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农村群体仍有较大影响力。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等持有更传统文化观念的群体对于家庭养老

有着更高的支持度。但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新的孝道文化逐渐生成，社

会养老模式正在被更多群体所接纳。

（二）政策性讨论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针对独生子女对其父母养老偏好特点以及养老现状，我们做了如下政策性

的讨论：

第一，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体系，完善社会养老机制。当前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都

已经呈现出了对社会养老的期待和需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家庭照料功能的弱化，未

来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进行全局性、综合性、持久性和前瞻性

的战略考虑，政府应该完善与老年照料相关的体制机制，加强养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会养老的

服务能力和水平，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照料需求。 

第二，基于独生子女的客观需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养老规划。针对独生子女养老面临的压

力，应采取针对性措施，从社会政策层面减轻独生子女特别是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

地区独生子女群体的养老压力。加大对农村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公共财政投入，缩小养老水平的城乡

差距［31］。加强法制建设，从法律角度为保护特困老年群体提供制度保障。针对传统养老观念较重

的老人，可以采用家庭照料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循序渐进做

好养老的社会支持工作。

第三，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营造良好的养老社会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强调了终身发展理念，支持老年人老有所为。在

政策制定方面，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融入到各类

社会政策中去，在基础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老年人需求［32］。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积极发展银色产

业，推出针对老年人的金融、教育、文娱等系列产品。在文化引导方面，做好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

育与宣传，构建全年龄友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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