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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地城市空巢家庭近半》，香港《文匯報》，2012-09-2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2/09/23/YO1209230007.htm

2.《養老系列調查之一：老無所依—脆弱的空巢》，《新聞晚報》，2012-08-21

3.《養老系列調查之二：明天我們如何養老 社區托老所就近養老》，《新聞晚報》，2012-08-22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1. 根據上文，描述內地空巢老人的發展趨勢。

2. 承上題，試從經濟政策方面解釋這種趨勢的成因。

3.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空巢老人問題對內地社會帶來哪些影響？試舉2項並加以說明。

4. 你在何等程度上認同「空巢老人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現象」這個說法？為甚麼？

5. 試評論內地政府針對空巢老人問題的應對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近年，內地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

加上城鄉人口流動性加速，令幾千年來

傳承下來的幾代同堂的傳統家庭模式正逐漸

消失，「空巢老人」數目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增長。到底何謂「空巢老人」？他們面臨甚麼困難？

有何解決方法幫助他們？下文將作探討。

■陳振寧、戴子熙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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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巢老人

■托老所是空巢老人享用健

體服務的好地方。資料圖片

內地日本

定義
子女不在身邊的獨居老人

髮白無依 自食其力

北京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荊指出，日本的老年家庭問題或空巢問題在上

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騰飛時期尤其突出，日本是一個較典型的「男子中心主義」

社會，婦女一直是贍養照顧老人的重要力量，但在工業化和都市化的衝擊下，

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觀念發生變化，越來越多婦女走出家門，參

加各種社會活動，令家庭的護理和贍養功能弱化。

他又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制定的《老年人福祉法》、《老年人保健

法》、《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等，更多地強調國家、地方政府和相關社會組織

的養老責任，很少見到家庭養老的內容。近年，由於社會養老成本過高以及難

於解決精神慰藉問題，日本政府開始強調家庭養老的價值，並對家庭養老給予

政府補貼。

趨勢
•2000年至2010年，空巢家庭

從1,600萬戶上升至2,800萬

戶，佔老人戶家庭總數32%。

•在全國空巢家庭中，城市佔

49.7%，農村佔38.3%。

困境
•生病需請外人照顧

•子女不願供養

•缺乏就診經濟能力

•護老院舍供不應求，輪候需時

解決方法
•加強孝德教育

•發展農村，吸引外

務工回鄉就業

•促進社區服務

空巢
晚年多憂

根據內地第五次及第六次的人口普查資

料顯示，內地的空巢家庭已從2000年的約

1,600萬戶，上升至2010年的2,800萬戶，並

佔老人戶家庭總數的32%。今年9月，南開

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介

紹，2010年，內地60歲以上老人總數為

1.78億人，佔總人口的13.26%。在全國空

巢家庭中，城市佔49.7%，農村佔38.3%。

鑑於「空巢老人」越來越多，今年6月，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對《老年

人權益保障法修訂案草案》(《草案》)進行

審議，《草案》第十七條規定：「與老年

人分開居住的贍養人，應當經常看望或者

問候老年人。」

團體聯發「24孝」標準

今年8月，由全國婦聯老齡工作協調辦、

全國老齡辦、全國心繫系列活動組委會共

同發布新版「24孝」行動標準，其中一條

是「節假日盡量與父母共渡」。

誰是空巢老人？
空巢老人(Empty Nester)意指子女不在身邊的獨居老人。過去

30年，內地經濟高速發展，人們的觀念也逐漸與西方接軌，獨生

子女長大後大多會離鄉工作賺錢，留下年老的父母在家生活，可

能要到「黃金周」等長假期才會回鄉探望他們，造成

「空巢家庭」的激增現象。

內地的空巢老人面對心靈空虛、照顧不周、缺乏保障等困難。

生病缺人照顧 免租招伴
空巢老人的生活單調，尤其是生病需要子女照顧時，他們卻遠在他

鄉，由此產生強烈的心理失落感，精神極苦悶。今年7月，重慶一名
自稱是子女都在外地的獨居老伯，張貼零租金廣告，吸引兩名妙齡女
子與他「同居」。據這名空巢老人解釋，零租金吸引妙齡女子同住並
無不軌意圖，只因自己患糖尿病，擔心夜間突然發病，無人照料。

子女供養卸責 看不起病
內地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令獨生子女家庭成為目前中國家庭的主要

構成形式，也產生對子女的溺愛現象，傳統家庭的養老模式漸行漸
遠，「尊老重孝」的觀念日益淡化。
相對城市而言，空巢老人的生活問題在農村更突出。根據中國老齡

科研中心的調查，有相當一部分農村的空巢老人根本得不到子女的任
何經濟救助。以合肥市周邊郊縣的空巢老人為例，不到40%的空巢家
庭由子女負擔老人的贍養費用，55%以上的空巢老人只能依靠養老金
或自己勞動度日。
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首次趕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但與已發展國家相比，中國卻是典型的「未富先老」。長者的
「養」和「醫」的問題迫在眉睫。大批空巢老人「看不起病」或「看
病難」的問題並無得到解決。

院舍供不應求 輪候需時長
通過開辦老年公寓、敬老院或福利院等專門機構來安置老人是空巢

老人的主要養老方式。根據一些調查顯示，內地每年大約有1,400萬名等
待進入福利機構養老的老人，而現有的各類養老院、福利院僅能容納
100多萬人；現有社會養老機構所能提供的床位不及需求的十二分一。

究竟空巢老人的問題可如何來解決？綜合
各界意見，大致可在教育、經濟政策和社區
服務3方面 手。

加強孝德教育 灌輸家庭責任
「尊老敬老」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子

女贍養父母、照顧老人是天經地義的事。不
過，部分農村年輕人的價值觀受到衝擊，金
錢成為他們的價值追求，家庭責任觀念日益
淡化，對父母的感情麻木，只知道一味向父
母索取金錢，「敬老養老」意識淡薄，孝德
日益缺失。
有專家說，要消除空巢老人的心病，關鍵

在於子女。因此政府應將「孝」納入公民教
育，在社會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尊老、敬
老、養老、愛老的傳統美德。這是應對空巢
老人養老難題的長遠之計。

創農村商機 吸外勞回鄉
家庭養老在滿足老人精神、情感和生活照

料3方面，具有其他養老方式難以代替的優
勢，因此家庭養老是目前最能滿足老人需求
的養老方式。但是，子女因經濟原因外出務
工而致家庭養老功能被弱化，導致空巢老人
的出現。

為此，政府應積極調整經濟布局，鼓勵發
展適宜農村環境的產業，吸引外出務工人員
回鄉工作和創業。例如，政府可根據各地農
村的資源優勢和農業特色，搭建平台，吸引
外資到農村投資建廠，吸納農村剩餘的勞動
力在當地就業。這既解決城市的住房和交通
問題，也利於子女照料空巢老人，幫助老人
安享晚年。近年，內地為提高農民收入，加
大對農業生產的扶持力度，部分經濟發達地
區因此出現「民工荒」。可見農村經濟水平的
提升有助於外出務工人員回流，可從根本上
改變空巢老人的現狀。

促進社區服務
滿足軟硬需求

根據一項全國老人社區服務需
求的調查結果顯示，法律援助、
上門問診、家務幫助、服務熱線
和陪聊解悶的需求率分別達到
22.1%、20.6%、18.9%、17.2%和
16.7%，但這些服務需求的總滿
足率僅為15.8%。
政府應通過社區為空巢老人提

供關照和服務的專門機構，如老
年協會、老年護理院、老年醫療

所、心理診所等，充分利用這些社會資源，
為解決老年人尤其是空巢老人的生活、健康
和心理問題提供有力的支持。開展有利於老
年健康的文體活動，提供老年保健、老年法
律諮詢、老年婚介、老年心理及健康服務
等，藉以解決空巢老人問題。
近年，內地部分地區的老人服務組織因地

制宜、因人制宜地發展會員制度，將解決老
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樂作為工作的首項需
要，取得很好成效。如廣州市實施的「平安
鐘」計劃、上海實施的「安康通」計劃、重
慶實施的「黃絲帶」計劃等，以社區為依
託，發揮專業服務機構的作用。

內地空巢家10年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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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政府「補水」 鼓勵家庭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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