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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 10%

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一
半，其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
近

10%

， 仅与配偶居住的老人占
41.9%

。 农村老人比城镇老人面临更
多困难，

28.9%

的城镇老年人感觉养
老目前没有困难， 而农村则低于城
镇

13

个百分点。

47%

的农村老人认
为钱不够花，

42.3%

认为病痛较多，

均高于城镇超
10

个百分点。

老年人日常的生活照料主要依
靠自己和家庭成员， 养老服务的需
求集中在健康医疗方面， 对社会化
服务的需求较大。 老年人接受的社
会化养老服务比重很低， 且城乡差
异不大。 老年人接受过的社会化养
老服务主要为身体健康检查、咨询，

约
27%

的老年人接受过该服务，其
次是上门看病和帮助干农活、陪同看
病，但接受过这几类服务的老年人很
少，分别只有

7.5%

、

6.8%

和
4.4%

。

老年人获得的外部经济支持主
要来自子女，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经
济依赖比城镇更强。 居住方面，随着
年龄增长，老年人越来越倾向于同子
女住在一起。随着年龄的增长，名下
有房产的老人比例降低。

82.4%

的
60

岁至
64

岁老年人（或配偶）有房
产，而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一比重
降低至

43.9%

，且这一现象在农村家
庭中更加明显。原因或为农村老年人
更倾向于把房子交给子女换得子女
养老。 （综合）

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一半
2015年家庭发展报告：中国家庭平均3.35人养老主要靠自己和家庭

昨日，国家卫计委发布了《中国家庭
发展报告（

2015

年）》，这也是我国首次由
政府主导的全国性家庭追踪调查。

报告显示， 目前家庭规模趋小型化，

单人家庭、空巢家庭不断涌现。 在儿童照
料、教育方面，父亲的角色发挥不足。 在养
老方面，老年人照料主要依靠自己和家庭
成员，对社会服务需求较大。

据了解， 本次调查涉及全国
31

个省
（市、 区）、

321

个县（市、 区）、

1624

个村
（居）的

32494

个家庭，人口
184439

人。

家庭人口

以 2 人或 3 人为主

调查对家庭、家庭户和户概念进行了界定。 家庭成
员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家庭户主要
包括依托亲属关系而共同居住的人， 成员之间关系密
切。 户人口则包括调查时共同居住生活的家庭成员。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平均规模为
3.35

人，其中，农
村家庭平均规模为

3.56

人， 城镇家庭平均规模为
3.07

人；家庭户平均规模为
3.02

人，其中，农村家庭户平均
规模为

3.14

人，城镇家庭户平均规模为
2.84

人；户平
均规模仅有

2.72

人，其中，农村户平均规模为
2.79

人，

城镇户平均规模为
2.63

人。

家庭人口数量和户人口数量均以
2

人和
3

人为
主。 家庭规模中，

2

人和
3

人家庭分别占调查家庭总数
的

21.9%

和
31.7%

；

4

人和
5

人家庭位列其后， 分别占
21%

和
11.5%

；

1

人家庭居第
5

位，占
6.4%

，

6

人家庭居
第

6

位，占
5.3%

，

7

人及以上家庭占
2.2%

。 调查结果显
示，

2

人至
3

人的小型家庭已成为家庭主流，

4

人至
6

人的家庭比例低于小型家庭， 单人居住的情况也占一
定比例。

流动家庭

成为重要形态

家庭类型以核心家庭为主导，核心家庭（以夫妻、子
女为核心的家庭）占

64.3%

，直系家庭占
26.2%

，单人家
庭占

6.5%

，联合家庭占
1.4%

，其他家庭占
1.6%

。

流动家庭已成为我国家庭模式的重要形态，户主居
住地与户籍地不在同一乡

(

镇、街道）的流动家庭，占比
17.2%

。 在流动家庭中，

2

人户中夫妻共同流动占
81.7%

，

3

人户中夫妻携子女共同流动占
84.7%

，流动家
庭平均户规模为

2.59

人。 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全部儿
童的

35.1%

，留守妇女占农村已婚妇女的
6.1%

，留守老
人占农村老人的

23.3%

。

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全部儿童的
35.1%

，留守妇女
占农村已婚妇女的

6.1%

， 留守老人占农村老人的
23.3%

。 其中，在
50

岁以上及有子女的调查对象中，其
子女或子女配偶均不在本户居住的空巢家庭占

40.3%

。

随年龄增加，家庭空巢率呈下降趋势。

女性未就业者比例为 15.9%

本次调查的
16

岁至
59

岁家庭
人口中，就业比例为

81.3%

，退休者
比例为

3.6%

， 在学者比例为
4.6%

，

未就业者比例为
10.5%

。 全国非农
业就业比例为

53.0%

， 务农比例为
28.3%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城镇还
是农村， 非农就业比例均高于务农
比例。 女性未就业者比例为

15.9%

，

高于男性未就业者（

4.8%

）；居住在
城镇的人口， 未就业者比例为
13.2%

，高于居住于农村的未就业者
比例（

8.8%

）。

接受调查的
16

岁至
59

岁成年
人中， 除了未找工作者， 失业率为

4.8%

。 女性失业率为
5.5%

，高于男
性（

4.3%

）；农村失业率为
5.4%

，高
于城镇失业率（

4.2%

）。 数据显示，

2014

年年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1%

，与本次调查结果接近。

在婚家庭中， 夫妻双方均有工
作（或退休）的家庭占

77.6%

，夫妻
双方均没有工作的家庭占

3.9%

，

18.5%

为夫妻一方有工作（或退
休）。

31.9%

的老年人
2013

年曾从事
过有收入的劳动， 男性老年人比例
40.5%

高于女性
23.8%

；农村老年人
比例

42.2%

高于城镇
12.8%

。

照料儿童 爸爸去哪儿了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

0

至
5

岁儿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人是
母亲，其次是祖父母；农村祖父母照
顾的比例高于城镇； 城镇外祖父母
和父母双方照顾的比例均高于农
村。 但父母双方共同照料的只占
7.5%

。在日常生活照料过程中，父亲
角色发挥不足。

近
6

个月以来，

0

至
5

岁儿童在
家日常教育承担人与日常生活照料
人基本一致，主要是母亲，其次是祖
父母，再次是父母双方。 母亲承担日
常教育的比例城镇家庭高于农村家
庭， 祖父母承担教育的比例农村家
庭高于城镇家庭， 父母双方承担教

育的比例只占
11.7%

，城镇家庭高于
农村家庭。

0

至
5

岁儿童中，

22.4%

的儿童
与父亲平均每周见面次数为

0

；

14.4%

的儿童与母亲平均每周见面
次数为

0

，农村高于城镇。 母亲每天
的陪伴时间在

1

小时及以下的比例
只相当于父亲的

1/2

，而陪伴时间在
4

小时及以上的比例是父亲的两倍。

总体来说， 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多
于父亲。

此外， 调查显示，

0

至
3

岁儿童
早教活动的参与率为

46.7%

，与孩子
一起做游戏是最受欢迎的早教形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