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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长永（2009）则认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扩大的重

要原因是独生子女居住方式的分居化，家庭结构的核心化

和少子老龄化等。在风险方面，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经济

保障风险和更为突出的非经济风险保障。 [7]潘金洪、姜继

红（2007）认为，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

陷，不管哪位家庭成员发生意外都会对家庭产生无法挽回

的伤害。独生子女家庭的成员构架由于其天然的脆弱性、

极易发生风险的缺陷性，使得家庭养老风险直线上升。[8]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独生子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独生子女的生理和

心理方面的特性，且早期的研究结论以负面为主。美国心

理学家博汉侬（1986）对三百多名独生子女儿童的心理成

长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独生子女缺乏社会协作性，容易嫉

妒。 [9]“青少年心理学之父”霍尔认为，独生子女本身就

是一种疾病。德国小儿科医生内特尔（2001）借助多年临

床实践的经验，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本关于独生子女的著作

《独生子女及其教育》，认为独生子女是一群在心理方面

经常出现问题的群体，并对他们具有特异之处的原因做出

了分析。[10]

综上所述，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与多子女家庭的

养老问题存在着很大差别，现有文献针对此也进行了理论

和制度方面的创新，本文基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比

较陕西省独生子女家庭与多子女家庭的养老意愿、养老风

险意识，提出完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政策的积极思考。

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的
相关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将所关注的家庭基本情况及养

老问题设计成问卷，广泛发放，并将回收结果录入SPSS，

剔除无效问卷后，选取93份数据作为样本，对采集到的陕

西省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受访者问卷调查数据进行

横向对比分析，以便更加具体和客观地分析两种家庭在养

老观念、养老意愿和养老风险意识等方面是否具有差异。

（一）受访者基本情况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本次受访者性别分布较为均衡，女性略

多于男性受访者。受访对象年龄在30—50岁之间。独生子

女家庭比重约为40%，多子女家庭的比重约为60%。在受教

育程度方面，受访者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的学

历占比都在30%左右，说明本次受访人群受教育程度并不

高，能反映一部分教育水平低下人群的养老观念和养老需

求。户籍方面，农村户口占比达67%，城市户口占比33%，

调研对象中农村家庭居多，个人年收入的平均值约6万。政

治面貌方面，非党员居多，党员占比很小。受访者中，已

婚人士占绝大多数，而自评健康状况方面，超过一半的受

访者自评为健康，近四成的受访者选择了一般，这可能是

因为本文的调研对象多为30-50岁的青壮年，身体状况良

好，也影响其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六成以上的

受访者为一般，排名第二的为中下，由此可以看出，本次

调研中，大多数受访者对于家庭经济状况不甚满意。

（二）养老观念及养老风险意识比较分析

1、关于经济状况和情感需求方面

伴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于养老生活的质量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近四成的家庭对于步入老年生活后的经济状

况表示担忧，三成的家庭对于身患重病表示担忧。两者比

较而言，独生子女家庭对于情感慰藉方面的担忧高于多子

女家庭。在“最期望子女的支持”的选择中，“情感关怀”

成为受访者第一位的选择，排在第二位的是“生活照顾”，

“经济资助”的占比仅为12.9%，证明当前家庭最重视的养

老支持是子女的陪伴，即精神慰藉，而不再是经济支持。

两者比较而言，独生子女家庭在“经常探视”的选择比例高

于多子女家庭，说明独生子女家庭的受访者更需要来自子女

的精神支持，子女“常回家看看”成为重要诉求。[11]

2、关于养老的责任主体认定方面

随着社会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近五成的受访者认为养

老责任应该由政府、子女和老人均摊，而不是单一地依赖

政府或“养儿防老”。分类别来看，近六成的独生子女家

庭选择了“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而多子女家庭选择

该选项的占比不到四成；约20%的独生子女家庭认为，养老

的责任主体在于政府，高出多子女家庭10%，说明独生子女

家庭对于政府养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但仅有7.7%

的独生子女家庭受访者选择了“主要由子女负责”这一选

项，比例比多子女家庭低了约30%，证明独生子女家庭的受

访者对于子女的养老期待更低，更为“独立”。

3、关于养老方式的观念

四成的受访者希望将来在家养老，两种类型家庭的受

访者选择该选项的占比在40%左右，说明我国“家文化”的

传统观念影响深远。但比较而言，23.1%的独生子女家庭受

访者选择了机构养老，仅7.4%的多子女家庭受访者选择了

机构养老，证明独生子女家庭的受访者对于机构养老的宽

容性更强，他们更乐于接受老年生活在机构中度过，从而

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

4、关于晚年生活照料模式的选择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都选择了老年后依靠配偶进行日常

生活照料。其次才是子女，保姆或小时工。分类型比较而

言，独生子女家庭的受访者对于子女照料日常生活这一选

项的选择比例约为25%，低于多子女家庭约10%，而选择

保姆或小时工的比例为10%，高于多子女家庭。这说明了

独生子女家庭的受访者对于子女照料的期望值较低，更为

“独立”，希望与配偶互帮互助，共度晚年，表现出较强

的自我养老意识，养老观念由依赖养老向独立养老转变。

对于保姆或小时工照料的接受度更高，通过向社会寻找替

代性的养老资源来减轻子女负担，不为子女增添麻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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