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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早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父母目前已逐步进入中老年，

由于各种原因失去独生子女的失独家庭的总量和总体状况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 2010 年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失独妇女的状况、失独家庭的总量及结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与独生子女家庭结构

特点进行了对比，对失独家庭形成的因素和存在的困难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策建议。分析结果显示 : 

中国 30-64 岁失独妇女约为 67 万人，其中城镇占 58.09%，乡村占 41.91%；失独家庭 66 万户。失独家庭

面临着经济困难、无人养老、心理脆弱等难题，尤其是乡村失独家庭的困难更为突出。因此完善相关社

会保障政策，做好对失独家庭的帮扶，具有较大意义：一是要完善再生育服务和收养政策，做好失独家

庭的心理疏导；二是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减轻家庭医疗负担；三是加强养老保障工作，提高扶助

标准。

ᅭ

失独妇女：我们将只生育过一个孩子并且孩子

未存活到普查时点的妇女定义为失独妇女。2010 年

全国人口普查长表中询问了 15-64 周岁妇女曾经的

生育情况和目前子女的存活情况，据此可汇总出 

15-64 岁失独妇女人数。从汇总结果看，15-30 岁

的失独妇女占全部失独妇女人数的比重较低，且不

满 30 岁的失独妇女正处于生育旺盛期，再次生育

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本研究将失独妇女的年龄界定

为 30-64 岁。

失独家庭：失独家庭通常意义上是指因各种原

因失去独生子女后，不再生育或不愿意收养子女的

家庭。本研究中只把失独妇女所在的家庭界定为失

独家庭，而不考虑某个家庭未来是否生育或是否愿

意收养子女。有些家庭中失独妇女的数量不止1人，

所以失独家庭在数量上略少于失独妇女。

独生子女家庭：为了确保比较时数据来源和指

标口径的统一，结合人口普查数据所能提供的信息,

对独生子女家庭做如下界定：即将 30-64 岁只生育

过一个孩子，并存活一个孩子的妇女定义为独生子

女母亲，将独生子女母亲所在的家庭定义为独生子

女家庭。

比较失独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的不同特征，

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失独对家庭造成的影响，因此，

本文对失独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的特征进行比较分

析。

数据ઠᇸ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的数据来源于 2010 年

的全国人口普查。报告基于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

统计司的专题研究，课题组组长冯乃林，副组长胡

英，课题组成员：武洁，杨建春，肖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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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中是否需要把UNFPA放在前面？
另外，中文的“书中内容”改为“其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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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妇女ڦጺଉ及ࠓ༬ۅ

2010 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 30-64 岁妇女中的

失独妇女为 67 万人，占全国同龄妇女的 0.21%，占

只生育一胎妇女的 0.53%。其中城镇 38.92 万人，

占全部失独妇女的 58.09%；乡村 28.08 万人，占全

部失独妇女的 41.91%。 

（一）已经或即将度过生育年龄的失独妇女超过 30 万

中国失独妇女中，30-44 岁的为 36.52 万人，

占 54.51%；45-59 岁的为 25.65 万人，占 38.28%； 

60-64 岁的为 4.83 万人，占 7.21%。45 岁以后，妇

女将陆续退出生育年龄，绝大多数基本上无法再生

育。中国 45-64 岁的失独妇女达到 30.48 万人，占

45.49%。

Ǆܾǅෙݴኮᅃᅜฉڦ失独妇女ݴքሞ۫ևں൶

全国各地失独妇女的总量，与各地的总人口有

关。失独妇女总量排在前四位的省份分别为四川、

山东、江苏和广东，分别达到 6 万人、5 万人、4.7 

万人和 4.5 万人。失独妇女占生育一孩妇女的比重

较高的有西藏、江西和新疆，分别占到1.84%、0.88% 

和0.8%，西藏的失独妇女绝对量虽只有0.26万人，

但失独妇女占生育一孩妇女的比重却最高。

图 1：2010 年全国各地区失独妇女人数

 

在中国东中西及东北部 *区域中，东部失独妇

女总量最多，达到 24.77 万人，东北部最少，为

7.91万人；中部为15.57万人，西部为18.75万人。

失独妇女的总量也与本区域的城镇化水平有着密切

关系。在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的失独妇女中，

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 64.9%、53.6%、52.7% 和

58.1%。

* 东部 10 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 6省包括山西、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 12 省（区、市）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东北 3省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fyan
图中纵坐标最大值若未超过6万建议最大值设为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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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0 年全国失独妇女和独生子女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Ǆෙǅ失独妇女ڦೝମྺ 55/4 

中国失独妇女的平均年龄为 44.3 岁，比独生

子女母亲高 1.9 岁。其中，城镇失独妇女平均年龄 

44.3 岁，比独生子女母亲高 1.6 岁；乡村失独妇女

平均年龄 44.4 岁，比独生子女母亲高 2.7 岁。其

中，上海、北京、辽宁、天津、重庆、江苏和四川

的失独妇女平均年龄都超过45岁，特别是在上海、

北京和辽宁，六成的失独妇女年龄都在45岁以上。

Ǆ຺ǅ失独妇女中࿄ฉࡗბईৈฉࡗၭბڦԲ独ิጱ

女జൕߛ 23 ߲ӥۅݴ

失独妇女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比例最高，

为 44.3%；其次是小学，为 25.6%；高中列第三，

为 15.9%；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比例分别

为 6.0% 和 3.1%；未上过学的比例也有 5.1%。与独

生子母亲相比，失独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更低，失独

妇女中未上过学或仅上过小学的达 30.7%，比独生

子女母亲高 12 个百分点。年龄越大，失独妇女的

受教育程度越低，与独生子女母亲的差距越大。 

45 岁以上的失独妇女未上过学或仅上过小学的高达

43.0%，比独生子女母亲的26.1%高 16.9个百分点。

失独家庭ڦጺଉ及ࠓ༬ۅ

Ǆᅃǅ中国ٷሀᆶ 77 失独家庭ࢽྤ

2010 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 30-64 岁妇

女中的独生子女家庭户总量占全国家庭户总量的 

29.7%，其中在城镇分布的户数占 69.8%，乡村占

30.2%。中国曾生一孩的家庭户为 12004 万户，其

中独生子女户占 99.46%，失独家庭户占 0.54%。失

独家庭户总量为 66 万户，占所有家庭户的 0.16%，

其中城镇 38.2 万户，占全部失独家庭的 58.0%；乡

村 27.6 万户，占全部失独家庭的 42.0%。

fyan
读起来文字上还是不太好理解，建议改为"30-64岁妇女所在的独生子女家庭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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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家庭总户数
（万户）

失独家庭户
数（万户）

失独家庭占总户
数比重 （%）

失独家庭比重
（%）

失独家庭户数分布
（%）

城镇 乡村 城镇 乡村

合  计
्  Ӣ
ཟ  ⍛
⋩  ्
ኧ  㾵
㫏ਚ
䗳  ᆷ
ਿ  ᷍
唇嗏⊕
р  ⎭
⊕  㤅
⎏  ⊕
ᆿ  ᗳ
⿅  ᔰ
⊕  㾵
ኧ  ђ
⋩  
⒌  ्
⒌  
ᒵ  ђ
ᒵ  㾵
⎭  
䠃  ᒼ
  ᐓ
䍫  ᐔ
Ӈ  
㾵  㰅
䲋  㾵
⭎  㚹
䶈  ⎭
ᆷ  ཅ
᯦  ⮼

40193.4
668.1
366.2
2039.5
1033.0
820.5
1499.4
899.8
1300.0
825.3
2438.2
1885.4
1886.2
1120.6
1154.3
3010.5
2592.9
1669.5
1862.6
2863.1
1315.1
233.1
1000.1
2579.4
1055.8
1234.0
67.1
1071.9
690.0
152.9
188.2
670.6

65.88
0.95
0.80
2.74
0.97
1.51
2.93
2.08
3.08
1.08
4.57
2.75
2.19
1.79
2.20
4.84
3.41
3.16
3.47
4.48
1.63
0.27
2.06
5.59
0.66
1.76
0.24
1.63
1.12
0.30
0.22
1.42

0.16
0.14
0.22
0.13
0.09
0.18
0.20
0.23
0.24
0.13
0.19
0.15
0.12
0.16
0.19
0.16
0.13
0.19
0.19
0.16
0.12
0.12
0.21
0.22
0.06
0.14
0.36
0.15
0.16
0.20
0.12
0.21

0.19
0.14
0.23
0.16
0.11
0.20
0.18
0.22
0.24
0.13
0.19
0.15
0.15
0.19
0.26
0.17
0.17
0.22
0.22
0.18
0.20
0.17
0.26
0.25
0.10
0.19
0.32
0.16
0.21
0.22
0.15
0.24

0.14
0.14
0.16
0.11
0.07
0.16
0.23
0.25
0.23
0.13
0.19
0.14
0.09
0.12
0.14
0.15
0.11
0.16
0.16
0.10
0.07
0.06
0.15
0.19
0.04
0.11
0.38
0.14
0.13
0.18
0.08
0.18

58.0
87.2
83.6
52.2
59.7
61.8
58.7
54.3
60.3
88.8
59.0
62.6
53.1
67.1
59.3
50.6
49.1
56.2
50.7
81.3
64.0
72.1
64.2
44.7
54.0
51.8
28.5
50.4
49.7
55.6
65.4
55.9

42.0
12.8
16.4
47.8
40.3
38.2
41.3
45.7
39.7
11.2
41.0
37.4
46.9
32.9
40.7
49.4
50.9
43.8
49.3
18.7
36.0
27.9
35.8
55.3
46.0
48.2
71.5
49.6
50.3
44.4
34.6
44.1

表 1：2010 年各地区失独家庭户数及其城乡分布

单位：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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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中国 30 岁至 64 岁的独生子女母亲总人

数约有 1.26 亿人，他们所生的独生子女的年龄约

在 0-39 岁左右，这一年龄段人口的年死亡率约为 

0.69‰，因此每年约产生 8.7 万个失独家庭。随着

放开二胎政策的执行，失独家庭的总量比重将会呈

现出下降趋势。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 30 多年来，人们的生育观

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不断下降

并长期稳定在较低水平，尽管 2013 年起中国启动

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没有

出现大幅提高。截至 2014 年底，全国有 106.9 万

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01.2万对通过审批，

各地单独二孩申请量普遍低于预期。北京“单独二

孩”新政实施 10 个月后，申请家庭数量与之前预

计平均每年将新出生5.42万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3万多申请家庭只占符合政策家庭的 6.7%，这种现

象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

数据的推算结果显示，中国 0-25 岁独生子女人数

已经达到 1.26 亿人。育龄妇女的低生育水平将会

使独生子女家庭数量不断增多，加大了出现失独家

庭的风险。

Ǆܾǅ失独家庭ڦೝࡀࢽఇྺ 4/3: ට

全国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为 3.29 人，其中，

城镇为3.08人，乡村为3.58人，城镇比乡村少0.50 

人。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比全部家庭约高 0.19 人 , 

这主要由于失独家庭只涉及 30-64 岁失独妇女所在

的家庭，未包括两人户如未生育年轻夫妇、一人户

如独居老人等小规模家庭。分地区看，中部地区失

独家庭平均户规模为3.55人，大于全国和其他地区，

东北地区最小，为 3.00 人，西部和东部地区分别

为 3.28 人和 3.23 人。全国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前

三位的省份是河南、海南和江西，分别为 3.85、3.73

和 3.73 人，户规模少于 3人的地区为辽宁、天津、

上海和北京，分别为2.89、2.85、2.79 和 2.72人。

总体看，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普遍小于独生子

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的 3.34 人少 0.05 人，其

中，城镇少0.12人，乡村少0.11人。除中部地区外，

东北、东部、西部地区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也小于

独生子女家庭，分别少 0.18、0.10 和 0.08 人。由

于河南、江西等中部省份失独家庭户规模较大，中

部地区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比独生子女家庭多 0.08 

人。

地区
失独家庭 独生子女家庭 失独家庭-独生子女家庭

合计 城镇 乡村 合计 城镇 乡村 合计 城镇 乡村

国ޞ
ђ䜞
ѣ䜞
㾵䜞
ђ्

3.29
3.23
3.55
3.28
3.00

3.08
3.08
3.30
3.03
2.77

3.58
3.50
3.84
3.55
3.32

3.34
3.33
3.47
3.35
3.18

3.19
3.23
3.28
3.17
3.01

3.69
3.61
3.89
3.70
3.59

-0.05
-0.10
 ����
-0.08
-0.18

-0.12
-0.15
 ����
-0.14
-0.24

-0.11
-0.11
-0.05
-0.15
-0.27

表 2：2010 年失独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户规模比较
单位：人

fyan


fyan


fyan
数据建议再核查一下（一共是66万失独家庭，好象略有点算不帐来的感觉。是不是很多家庭在孩子去世后不久就生了二胎？）

fyan
数据建议再核查一下（城镇和乡村的数字都大于0.05有可能但可能性较小，除非失独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城乡分布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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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

序号 地  区 平均户规模 序号 地  区 平均户规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  
⎭  
⊕  㾵
⭎  㚹
ᒵ  㾵
䶈  ⎭
㾵  㰅
ᆿ  ᗳ
ᒵ  ђ
Ӈ  
⒌  
䲋  㾵
⿅  ᔰ
⋩  ्
ኧ  㾵
⒌  ्

3.85
3.73
3.73
3.57
3.57
3.55
3.49
3.45
3.44
3.44
3.44
3.43
3.41
3.41
3.37
3.33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  㤅
䍫  ᐔ
᯦  ⮼
ኧ  ђ
  ᐓ
ਿ  ᷍
ᆷ  ཅ
䠃  ᒼ
㫏ਚ
唇嗏⊕
⎏  ⊕
䗳  ᆷ
ཟ  ⍛
р  ⎭
्  Ӣ

3.28
3.22
3.21
3.19
3.18
3.12
3.10
3.06
3.03
3.03
3.01
2.89
2.85
2.79
2.72

表 3：2010 年各地区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排序

Ǆෙǅ失独家庭中 3 ට及ᅜူࢽԲ૩Բ独ิጱ女家庭

ߛ 24/5 ߲ӥۅݴ

从户规模看，失独家庭中 3 人户的比例最高，

为 36.3%；其次是 2 人户，为 26.6%；5 人及以上

户列第三，为 18.7%；4 人户和 1 人户的比例分别

为 13.2% 和 5.2%。城镇失独家庭具有相同特点，

最高的 3 人户比例为 38.2%，最低的 1 人户比例为

6.7%。乡村失独家庭 3 人户比例最高，为 33.7%；

其次是 5 人及以上户，为 25.1%；2 人户列第三，

为 22.4%。乡村失独家庭 5 人及以上户的比例偏高

也是导致乡村失独家庭平均户规模大于城镇的主要

原因。

失独家庭 2 人及以下户的比例为 31.8%，比独

生子女家庭的 18.4% 高 13.4 个百分点。独生子女

家庭以三口之家为主，3 人户的比例超过半数，为 

52.6%，其他类型除 1 人户比例较低外，都在 10%-

20% 之间。相比之下，失独家庭 2 人及以下户的比

例明显偏高，其中，失独家庭中 1 人户的比例是独

生子女家庭的 2 倍，2 人户比例比独生子女家庭高

10.8 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失独家庭 2 人及以下户比例超

过 50% 的省份是贵州和北京，分别为 52.2% 和

52.0%；在40%-50%之间的有5个地区，分别是上海、

辽宁、西藏、天津和重庆；在 30%-40% 之间的有浙

江等 11 个地区；在 20%-30% 之间的有山东等 12 个

地区；只有河南省失独家庭中 2 人及以下户的比例

低于 20%，为 17.7%。

fyan


fyan
50%后面貌似多了一个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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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人户 2人户 3人户 4人户 5人以上户

ཧ⤢家ᓣ
  ค䭽
  җᶇ
⤢⭕ᆆྩ家ᓣ
  ค䭽
  җᶇ

5.2
6.7
3.2
2.6
3.1
1.3

26.6
29.7
22.4
15.8
18.2
10.0

36.3
38.2
33.7
52.6
54.7
47.7

13.2
11.4
15.6
12.4
11.0
15.8

18.7
14.1
25.1
16.7
13.0
25.2

表 4：2010 年不同户规模的失独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户所占比例

表 5：2010 年各地区按失独家庭 2 人以下户比例排序

 单位：%

 单位：%

序号 地  区  2 人以下户比例 序号 地  区 2 人以下户比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䍫  ᐔ
्  Ӣ
р  ⎭
䗳  ᆷ
㾵  㰅
ཟ  ⍛
䠃  ᒼ
⎏  ⊕
唇嗏⊕
  ᐓ
ਿ  ᷍
᯦  ⮼
ᆷ  ཅ
⊕  㤅
䶈  ⎭
ᒵ  ђ

52.2
52.0
49.3
45.5
45.4
42.1
40.0
39.1
37.7
36.5
36.1
35.4
32.5
32.2
31.6
3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Ӈ  
㫏ਚ
ኧ  ђ
⒌  ्
⒌  
⋩  ्
⭎  㚹
䲋  㾵
ᆿ  ᗳ
⎭  
⿅  ᔰ
ኧ  㾵
ᒵ  㾵
⊕  㾵
⋩  

31.1
30.6
29.1
29.0
27.8
26.3
26.2
25.1
24.7
24.5
24.4
23.8
23.7
21.3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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Ǆ຺ǅ失独家庭中ᅃࢽپԲ૩Բ独ิጱ女家庭ߛ 25/5

߲ӥۅݴ

从户结构看，失独家庭中二代户的比例最高，

为 44.3%；其次是一代户，为 34.2%；三代户约

占 20.8%；四代以上户仅占 0.7%。城镇和乡村失

独家庭也具有同样特点，二代户比例最高，分别为 

45.7% 和 42.5%；其次是一代户，分别为 37.3% 和

29.8%。相比之下，城镇失独家庭中一代户的比例

明显高于乡村，比乡村高 7.5 个百分点。

失独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中的二代户比例均最

高，相比之下，失独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低 13.8 

个百分点。虽然都是二代户，但两者的家庭结构存

在较大差异。独生子女家庭二代户中由父母和孩子

组成的一家三口占 81.2%，有 60 岁以上老人的家

庭仅占 8.7%。而失独家庭中由失独父母和长辈组

成三口之家占 71.3%，有 60 岁以上老人的家庭占 

20.1%，老人户的比例比独生子女家庭高 11.4 个百

分点。

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失独家庭的一代户比例

高 14.4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高 16.2 个百分点；乡

村高 13.0 个百分点。一代户的失独家庭主要由 1

人户和 2人户组成。其中失独妇女独自生活的 1 人

户家庭占 15.2%，由失独夫妇组成的 2 人户家庭

占 68.3%，两者相加为 83.5%。城镇这一比例高达 

86.7%，乡村也达到 77.9%。这些家庭特别是失独妇

女独自生活的家庭，承受着失去唯一孩子后物质和

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对往事不敢回首，对未来充满

恐惧 , 导致他们的生活每况愈下，多数家庭处于病

痛和贫困之中。

分地区看，失独家庭一代户比例超过 50% 的省

份是贵州、北京和上海，分别为 57.0%、53.3% 和 

52.7%；在 40%-50% 之间的有 5 个地区，分别是辽

宁、重庆、浙江、西藏和天津；在 30%-40% 之间的

有四川等 12 个地区；在 20%-30% 之间的有安徽等 

10 个地区；只有河南省失独家庭中一代户的比例低

于 20%，为 19.9%。

指标 一代户 二代户 三代户 四代以上户

ཧ⤢家ᓣ
  ค䭽
  җᶇ
⤢⭕ᆆྩ家ᓣ
  ค䭽
  җᶇ

34.2
37.3
29.8
19.8
21.1
16.8

44.3
45.7
42.5
58.1
61.2
51.0

20.8
16.6
26.5
21.4
17.3
30.9

0.7
0.4
1.1
0.7
0.4
1.3

表 6: 2010 年不同类型的失独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户所占比例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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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0 年各地区按失独家庭一代户比例排序
单位：%

序号 地  区 一代户比例 序号 地  区 一代户比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䍫  ᐔ
्  Ӣ
р  ⎭
䗳  ᆷ
䠃  ᒼ
⎏  ⊕
㾵  㰅
ཟ  ⍛
  ᐓ
唇嗏⊕
ਿ  ᷍
᯦  ⮼
⊕  㤅
㫏ਚ
䶈  ⎭
ᆷ  ཅ

57.0
53.3
52.7
48.0
44.6
43.1
42.9
42.7
39.2
39.1
36.8
35.4
35.0
34.9
34.0
33.5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ᒵ  ђ
ኧ  ђ
Ӈ  
⒌  ्
ᆿ  ᗳ
⒌  
⿅  ᔰ
⋩  ्
⭎  㚹
䲋  㾵
ᒵ  㾵
ኧ  㾵
⎭  
⊕  㾵
⋩  

32.9
32.6
32.1
32.1
29.5
28.9
28.4
27.3
27.3
26.8
26.7
25.4
24.5
21.3
19.9

Ǆǅ失独家庭中ᆶ 71 及ᅜฉට੨ڦ家庭ࢽ

Բ૩Բ独ิጱ女家庭ߛ 7/9 ߲ӥۅݴ

失独家庭中有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家庭

户比例为 29.7%，其中，城镇为 25.3%，乡村为 

35.7%，乡村失独家庭中有老年人口的比例比城镇

高出 10.4 个百分点，他们的养老和医疗保障问题

更值得关注。

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失独家庭中有老年人口

的家庭户比例高 6.8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高 5.7 个

百分点，乡村高 5.4 个百分点。这些家庭不仅承受

着失去孩子的痛苦，还要肩负赡养老人的责任。分

户规模看，有老年人口的失独家庭中独身一人老年

户比例为11.9%，比独生子女家庭高7.3个百分点，

这些家庭即为老年失独妇女独居户；2 人户中有老

年人口的比例为 18.8%，比独生子女家庭高 7.5 个

百分点；3 人户中有老年人口的比例为 14.2%，比

独生子女家庭高 8.0 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90% 的地区失独家庭中有老年人

口的比例在 20%-40% 之间。其中，湖南等 15 个地

区这一比例在 30%-40% 之间；福建等 13 个地区在 

20%-30% 之间；老年人口户比例超过 40% 的地区是

贵州 , 达到 40.3%；在 20% 以下的只有内蒙古和宁

夏 2个地区，分别为 19.6% 和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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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合计 1人户 2人户 3人户 4人户 5人以上户

ཧ⤢家ᓣ
  ค䭽
  җᶇ
⤢⭕家ᓣ
  ค䭽
  җᶇ

29.7
25.3
35.7
22.9
19.6
30.3

11.9
8.8
21.0
4.6
4.1
7.4

18.8
17.2
21.6
11.3
10.8
13.1

14.2
12.3
17.2
6.2
6.1
6.4

55.7
54.0
57.4
59.6
56.3
64.7

61.9
62.7
61.4
61.8
61.7
61.8

表 8: 2010 年失独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有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家庭户比例
单位：%

表 9: 2010 年失独家庭中有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家庭户比例排序
单位：%

序号 地  区 老人户比例 序号 地  区 老人户比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䍫  ᐔ
⒌  
  ᐓ
ᒵ  㾵
䲋  㾵
䠃  ᒼ
⋩  
Ӈ  
⭎  㚹
⊕  㾵
р  ⎭
⒌  ्
⎭  
ᆿ  ᗳ
⊕  㤅
⋩  ्

40.3
35.1
34.5
34.0
33.7
33.4
33.4
33.3
33.2
33.0
32.5
32.3
31.8
31.6
31.4
30.4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  ᔰ
्  Ӣ
ᒵ  ђ
䶈  ⎭
㾵  㰅
ኧ  㾵
䗳  ᆷ
ਿ  ᷍
ኧ  ђ
ཟ  ⍛
⎏  ⊕
᯦  ⮼
唇嗏⊕
㫏ਚ
ᆷ  ཅ

29.2
28.7
28.1
28.1
26.7
26.3
25.9
24.3
24.2
23.9
23.8
23.2
23.0
19.6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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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0 年失独妇女和独生子女母亲的丧偶比例

失独家庭ิڦऄ状况փඹࢮ

Ǆᅃǅ失独妇女ෟ౾Բ૩独ิጱ女జൕڦ 3 Ԡ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往往被放在家庭的核心

位置，独生子女的死亡，对于有些家庭来说意味着

家庭精神支柱的垮塌，父职和母职无法继续履行，

父母身心受到打击，健康水平下降。北京市西城区

失独家庭调查结果显示，26.2% 被调查的失独家庭

认为独生子女不幸给家庭生活带来的最主要影响是

“父母身心受到打击，健康水平严重下降”和“父

母精神创伤无法愈合”。健康水平的下降，缩短了

一些失独父母的寿命，使失独夫妻的丧偶比例上升。

从丧偶比例看，失独妇女丧偶比例为 4.8%，

其中乡村 5.7%，城镇 4.1%，乡村失独妇女的丧偶

比例比城镇高 1.6 个百分点。年龄越大丧偶比例越

高，失独妇女丧偶比例从 30-34 岁组的 0.7% 上升

到 60-64 岁组的 20.4%。在乡村，失独妇女丧偶的 

的丧偶比例都高于独生子女母亲。与城镇相比，乡

村各年龄组的丧偶比例都更高。

与独生子女母亲相比，失独妇女的丧偶比例比

独生子女母亲的 2.4% 高 2.4 个百分点，是独生子

女母亲丧偶比例的2倍，其中乡村高2.9个百分点，

城镇高 1.9 个百分点。在所有年龄组中，失独妇女

的丧偶比例都高于独生子女母亲。另外，失独妇女

与独生子女母亲丧偶比例的差异也随着年龄增长在

加大。其中，60-64 岁组失独妇女的丧偶比例比独

生子女母亲高 5.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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ཧ⤢ྩ ⤢⭕ᆆྩ∃Ө

图 4: 2010 年失独妇女和独生子女母亲的离婚比例

Ǆܾǅ失独妇女ࣿԲ૩Բ独ิጱ女జൕ2߲ߛӥۅݴ

独生子女离世，使父母精神遭受巨大打击，当

父母情绪极度压抑无法得到排解时，夫妻双方的矛

盾就容易凸显出来，家庭瓦解的风险增加。北京市

西城区失独家庭调查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去世导致

超过 20% 家庭的父母因此而陷入感情危机，甚至因

感情破裂而离异。

从离婚情况看，失独妇女的离婚比例比独生子

女母亲更高。失独妇女中离婚的占 4.2%，比独生子

女母亲的 3.2% 高 1 个百分点。失独妇女和独生子

女母亲年龄别的离婚比例有相同的特点，离婚比例

曲线呈倒V型，并在45-49岁组达到峰值。相比之下，

不论是低龄组还是高龄组，失独妇女的离婚比例都

要高于同龄的独生子女母亲。其中，45-49 岁组失

独妇女的离婚比例为 5.7%，比同龄独生子女母亲高

1.4 个百分点，在各年龄组中差异最大。过了 50 岁

以后，失独妇女和独生子女母亲的离婚比例的差异

减小，其中60-64岁组失独妇女的离婚比例为2.1%，

仅比独生子女母亲高 0.2 个百分点。45 岁以后，妇

女的生育能力开始丧失，其配偶一般还拥有生育能

力，还有可能与更年轻一些的女性组成新的家庭，

培育新的生命，不能断后的传统观念可能会加速婚

姻的瓦解。

分城乡看，城镇和乡村失独妇女的离婚比例呈

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城镇，失独妇女的离婚比例较

高，为 5.3%，是农村 2.5% 的 2.12 倍。城镇失独妇

女的离婚比例比丧偶比例高 1.2 个百分点。与全部

失独妇女一样，城镇失独妇女年龄别离婚比例曲线

呈倒 V型，并在 45-49岁年龄段达到 7.8%的峰值。

在乡村，失独妇女的离婚比例随着年龄增大逐渐下

降，离婚比例从 30-34 岁组的 3.7% 下降到 60-64

岁组的 0.9%。





国家统计局 /联合国人口基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数据项目  NBS / UNFPA / UNICEF Joint Data Project

13

中国失独妇女及其家庭状况

事实与数据 2015

图 5: 2010 年分城乡失独妇女的离婚比例

图 6: 2010 年分年龄段就业人口比例

Ǆෙǅ失独妇女ڦ৽ᄽԲ૩ߛᇀ独ิጱ女జൕ

从就业比例来看，各年龄别失独妇女的就业比

例都高于独生子女母亲。50 岁以前，两者的就业比

例都处于较高水平，都在 70% 以上，失独妇女的就

业比例略高；50 岁以后，失独妇女的就业比例远

远高于独生子女母亲，两者的差距扩大。其中，失

独妇女 50-54、55-59 和 60-64 岁组的就业人口比

为 49.3%、41.8% 和 34.3%，比同龄组的独生子女

母亲分别高 7.7、12.2 和 9.9 个百分点。另外，疾

病是造成家庭失独的主要原因。根据四川省计生部

门和统计部门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独生子女因疾

病死亡的比重最高，未成年独生子女因病死亡的占

57.1%，成年独生子女因病死亡的占 47.6%。一些失

独家庭因子女生前的治疗耗尽全家财力，有些甚至

负债累累，因此陷入了经济困境。在目前保障制度

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一方面失独家庭唯有多工作

挣钱才能早日还清债务，另一方面无儿可防老也迫

使他们多工作。

ཧ⤢ྩ ⤢⭕ᆆྩ∃Ө





fyan
这个图反正已经到90%了，建议就画到100%显得专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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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工作的原因来看，失独妇女因丧失劳动能

力未工作的比例比独生子女母亲更高，因离退休未

工作的比例比独生子女母亲更低。未工作的失独妇

女中，料理家务占 45.3%，离退休占 33.0%，丧失

劳动能力占 7.5%，其他占 14.2%。其中，因丧失劳

动能力未工作的失独妇女比独生子女母亲高 5.1 个

百分点；因离退休未工作的失独妇女比独生子女母

亲低 2.5 个百分点。50 岁以后，与独生子女母亲

相比，未工作的失独妇女中，离退休的更少，丧失

工作能力的更多。在城镇，50-64 岁未工作的失独

妇女中离退休的占 68.7%，比独生子女母亲低 9.3

个百分点；在乡村，50-64 岁未工作的失独妇女中

丧失工作能力的占 26.2%，比独生子女母亲高 10.8 

个百分点。

与城镇失独妇女相比，农村失独妇女面临的经

济风险更大。农村失独妇女因丧失工作能力未工作

的比例更高。乡村未工作的失独妇女中，丧失劳动

能力的占 19.8%，比城镇失独妇女高 16 个百分点；

离退休的占 6.0%，比城镇失独妇女低 35.1 个百分

点。

指标 合计 料理家务 离退休 丧失工作能力 其他

ཧ⤢ྩ
国ޞ  
  ค䭽
  җᶇ
⤢⭕ᆆྩ∃Ө
国ޞ  
  ค䭽
  җᶇ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45.3
39.9
63.0
 
47.1
42.8
74.5

33.0
41.1
6.0
 
35.5
40.1
5.8

7.5
3.8
19.8
 
2.4
1.5
8.8

14.2
15.2
11.2

15.0
15.6
10.9

表 10  未工作原因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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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来源看，中国的失独妇女中，日常生

活主要依靠劳动收入的占 67.5%，依靠家庭其他

成员供养的占 16.7%，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的占 

10.5%，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占 2.2%，依靠其他来

源的占 3.1%。随着年龄增长，妇女劳动能力减弱，

逐渐退出就业，失独妇女日常生活依靠劳动收入的

比例下降，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家庭成员供养、

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比例上升。其中，50-64 岁失独

妇女中，依靠劳动收入的比例下降到 41.9%，依靠

离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上升到了 31.7%，依靠家庭

成员供养的比例上升到了 19.5%，依靠最低生活保

障金的比例上升到了 3.9%。

目前，依靠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供养仍然是老

年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60 岁以上的妇女中，日常生活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供

养的占 52.6%，离退休金和养老金的仅占 19.6%，

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仅占 3.7%。其中，乡村 60

岁以上的妇女中，59.8% 的人依靠家庭成员供养。

当失独妇女进入老年，丧失劳动能力以后，家庭养

老将成为难题。

Ǆǅၕ٩ิᇣᅃ妇女中ڦ失独妇女ට数ኔڦ

2/79 Ԡ

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乡村地区，由于在日常

照料、医疗条件和家庭收入方面存在明显弱势，妇

女的失独风险较大。乡村每万名生育一胎的妇女中

的失独妇女有 74 人，比城镇每万名生育一胎的妇

女中的失独妇女多 30 人，乡村妇女的失独风险是

城镇的 1.68 倍。特别是在中西部的农村，妇女有

更高的失独风险。乡村每万名生育一胎的妇女中的

失独妇女超过 100 的 8 个省（自治区）中，5 个在

西部地区，2 个在的中部地区，1 个在东部地区。

其中青海乡村每万名生育一胎的妇女中的失独妇女

达 133人，是上海的 3.66 倍。另据调查数据显示，

因疾病死亡的城镇失独家庭和乡村失独家庭分别

占 48.5% 和 51.7%，因意外死亡的乡村失独家庭占

25.9%。

ॺᅱ֧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

策以及十八届五中全会启动普遍二孩，将有助于减

少家庭失独的风险。2014 年中国出生人口 1687 万

人，较 2013 年增加 47 万人，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

正在显现。在这种情况下，完善相关社会保障政策，

做好对66万失独家庭的帮扶,仍具有较大的意义。

相关的对策建议包括：

完善再生育服务和收养政策，做好心理疏导。

为失独家庭的再生育提供所需技术服务和经费支

持。鼓励失独家庭收养、领养、过继子女，并在办

理相关手续时提供方便。及时介入失独家庭的心理

调适和治疗，对失独父母进行自愿、免费的心理咨

询，对有需要的人群进行专门的心理疏导和治疗。

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减轻医疗负担。扩大医疗

保障范围，提高医疗报销比例，降低失独家庭因病

致贫的风险。实施失独家庭医疗救助，减轻失独家

庭的医疗负担 , 对因病致贫的失独家庭提供医疗救

助金的补助以及大病救助金的补偿。

加强养老保障工作，提高扶助标准。加大财政

投入力度，提高失独家庭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优先

将失独老年人纳入低保范围，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优先保障失独老年人在生活照料、大病救助、精神

慰藉等方面的需要。对失独老人，优先安排入住老

年公寓 , 每年给予养老补助。对生活长期不能自理

的失独老年人，发放护理补贴。多元化发展城乡养

老模式。对不同类型的失独家庭实行差异化扶持，

有区别地保障城乡失独家庭的主要需求。

fyan
“建议对策”还是“对策建议”，其他地方好象都已改成后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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