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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通过文献综述、实地调查和案例分析，

研究发现老龄化导致家庭规模小型化、类型多样化，代际互动模式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压力、情感疏离和

生活照料不足成为主要挑战。提出的应对策略包括加强代际沟通、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发展多元化养老

服务及弘扬传统美德。研究为政策制定和社会服务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助力家庭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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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their impa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aging leads to smaller family sizes and more diverse types, with 
significant 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patterns. Economic strain, emotional disengage-
ment, and inadequate care have become major challenges. In response, the paper proposes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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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strengthening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improving the elderly care security system, 
developing diversifi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promoting traditional virtues. The research offer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olicy-making and social service optimizatio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
opment of families and society.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Family Structur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Response Strategie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当今时代，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寿命不断延长，我国老龄化

问题愈发突出，老年人口规模庞大且占比渐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结构悄然生变，家庭规模日益小

型化，传统多代同堂模式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核心家庭、单身家庭等新模式。同时，代际关系也面

临诸多挑战，年轻一代深陷工作与生活压力，在照料老人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老年一代因身体机能衰

退、社会参与度降低，对家庭依赖增强，与年轻一代在观念、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也易引发矛盾冲突。这

一系列变化不仅影响家庭的稳定与和谐，还波及社会的长治久安。基于此，深入探究人口老龄化对家庭

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分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变化及

其影响，通过对家庭规模变化、类型转变以及代际互动模式的转变进行系统分析，明确当前家庭在应对

老龄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同时，结合经济、情感和生活照料等多方面，全面审视代际关系的变

化和问题，为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提供理论支持。为此，本研究将采用文献综述法系统梳理

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实地调查法收集不同地区家庭的一手数据，并借助案例分析法深入剖析代表性家庭，

揭示老龄化对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具体影响。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为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和社

会环境提供理论支持，助力家庭与社会的协调发展[1]。 

2. 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征 

2.1. 全球及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普遍趋势。随着医疗水平的提升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人类预期寿命

不断延长，而生育率却普遍下降，导致老年人口占比逐渐上升。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 年修订

版》数据，全球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正持续增长。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尤

为突出。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快速增长，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超 2.8 亿，占总人口比重达 19.8%，且

老龄化速度还在加快，预计未来几十年老年人口规模将持续扩大，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2.2.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 

1) 高龄化趋势明显：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和健康水平提升，老年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80 岁及以上

高龄老人数量增加，高龄化趋势凸显。高龄老人通常身体机能衰退更严重，免疫力下降，对生活照料和

医疗护理需求更高，给家庭和社会养老带来更大压力。高龄老人群体的照料需求已成为社会关注焦点[2]。 
2) 慢性病患病率上升：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免疫力下降，易患慢性疾病。我国老年人中患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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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较高，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已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

主要健康问题，也加重了家庭和社会的医疗负担。《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3)》显示，老年人慢性病

患病率持续上升，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挑战。 
3) 城乡老龄化差异：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普遍高于城市。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农村老年

人口比例上升更快，空巢老人、留守老人问题严重。农村养老基础设施和服务相对薄弱，难以满足老年

人需求，而城市养老资源相对丰富，但养老成本也较高，不同地区养老面临不同挑战。《中国农村贫困

监测报告(2022)》指出，农村老龄化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以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3.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3.1. 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3.1.1. 家庭规模的变化 
人口老龄化推动家庭规模小型化。生育率降低使家庭子女减少，核心家庭取代多代同堂家庭。寿命

延长改变家庭代际年龄差距和责任分配。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加剧家庭成员地理分散，加速家庭结构小型

化。这削弱家庭情感、经济、生活照料等功能。家庭互动减少，经济风险增加，照料支持减弱。代际矛盾

加剧，年轻一代养老压力增大，代际观念差异易引发争执。这种变化为后续探讨代际关系及应对策略提

供基础，如何平衡代际责任、借助社会力量强化养老功能、促进代际沟通成关键问题[3]。 

3.1.2. 家庭类型的变化 
人口老龄化使家庭类型日益多样化。核心家庭占比上升，因生育率下降和人口流动，多代同堂家庭

减少。同时，单身、空巢、丁克、隔代等特殊家庭类型增多。核心家庭主导，年轻一代离乡工作，使核心

家庭独立承担养老育幼责任，面临诸多挑战。单身家庭因寿命延长和晚婚增多而增加，养老依赖自身或

社会服务。丁克家庭选择不育，养老靠双方承担。空巢家庭因子女离家而规模扩大，老年人独居面临照

料和情感问题。隔代家庭在农村增多，祖辈照顾孙辈，遭遇教育和养老困难。这些变化弱化家庭养老功

能，复杂化代际互动，给社会养老保障、服务供给及代际协调带来挑战，为后续探讨代际关系变化及应

对策略留出空间，亟待研究构建多元化养老模式、促进代际和谐、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等问题[4]。 

3.2. 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3.2.1. 经济代际关系 
人口老龄化使年轻一代经济压力增大。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年轻一代需要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

来赡养更多的老人，包括支付医疗费用、生活费用以及可能的长期护理费用等，这对年轻一代的经济状

况构成了沉重的负担，影响其自身生活质量和经济规划，导致代际经济公平性问题日益突出。 
但部分老年人经济独立甚至反哺子女。随着养老金制度的完善和老年人自身经济观念的转变，一些

老年人拥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能够实现经济独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子女进行经济支持，使代际

间的经济流动出现双向化趋势，这改变了传统的单向代际经济支持模式，对家庭经济关系产生了深远影

响[5]。 

3.2.2. 情感代际关系 
年轻一代陪伴老人时间有限。一方面，年轻一代忙于工作和家庭事务，难以抽出足够的时间陪伴老

年人，导致老年人情感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孤独感和被忽视感上升，影响其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代际价值观差异引发矛盾。人口老龄化和代际关系的变化，使代际之间在消费观念、生

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容易引发代际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在家庭决策和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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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可能导致老年人与年轻一代之间的不理解和不认同，影响家庭和谐[6]。 

3.2.3. 生活照料代际关系 
年轻一代难以承担全部责任。人口老龄化导致老年人生活照料需求的增加，但由于年轻一代工作压

力大和生活节奏快，难以承担全部的照料责任，使家庭内部生活照料功能弱化。老年人对社会化养老服

务需求大增。家庭小型化和年轻一代照料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老年人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显著增加，

包括社区养老服务、专业护理机构服务以及家政服务等，这推动了养老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对社会养老

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数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7]。 

4. 应对策略 

4.1. 家庭层面 

4.1.1. 加强代际沟通与理解 
家庭成员应定期组织家庭聚会、旅行等活动，增进代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加深彼此情感联系，减

少因价值观差异引发的矛盾。鼓励年轻一代倾听老年人的生活经验和意见，同时引导老年人理解年轻一

代的生活压力和发展需求，增强家庭凝聚力。 

4.1.2. 合理规划家庭财务 
家庭应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老年人口的养老需求，合理规划家庭财务。可考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建立家庭养老基金等，为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提供更充足的经济保障，减轻年轻一代的经济负担。同时，

鼓励老年人合理规划个人财产，提高经济独立性，如进行稳健的投资理财，以增强自身经济保障能力。 

4.1.3. 优化家庭照料分工 
家庭内部应根据成员的实际情况，合理分配生活照料责任。年轻一代可通过聘请专业家政服务人员、

寻求亲友帮助等方式，分担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任务。同时，鼓励老年人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参

与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保持积极的生活状态，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4.2. 社会层面 

4.2.1. 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提高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确保老年人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同时，鼓励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补充养老保险，构建

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4.2.2. 发展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加大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推动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建立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日间照料

中心、老年助餐点等服务设施，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生活照料、文化娱乐、康复护理等服务。支持专业

养老机构的建设与运营，提高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护理和长期照护服

务。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供给，通过政策扶持、资金补贴等方式，引导企业开发适合老年人需求

的多样化产品和服务，推动养老产业的发展。 

4.2.3. 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 
积极营造有利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环境，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如社区志愿服务、老年大学学

习、文化体育活动等，发挥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为社会发展继续贡献力量，增强老年人的社会归属感

和自信心。同时，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完善老年人就业、维权等相关法律法规，为老年人的社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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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提供法律保障。 

4.3. 文化层面 

4.3.1. 弘扬尊老爱幼传统美德 
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宣传等多种途径，加强尊老爱幼传统美德的教育，倡导代际和谐的

价值观，引导社会各界关心关爱老年人，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鼓励媒体制作和

传播更多积极向上的老龄题材文艺作品，展现老年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价值，提高社会对老年人的认同

度和尊重度[8]。 

4.3.2. 树立积极老龄化观念 
宣传和推广积极老龄化理念，引导老年人树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鼓励其保持学习兴趣和参与社

会活动，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9]。同时，增强全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正确认识，消除对

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和年龄歧视，促进代际之间的相互理解、包容和支持[10]。 

5. 结语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家庭规模缩小、类型多样化，代际互

动模式发生显著变化，年轻一代经济压力增大，代际情感交流减少，生活照料功能弱化。为应对这些挑

战，在家庭、社会和文化层面，旨在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

家庭层面来看，需加强代际沟通、合理规划财务、优化照料分工。社会层面则应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发

展多样化养老服务、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文化层面要弘扬尊老爱幼美德、树立积极老龄化观念。这些

措施的实施需多方主体协作，形成合力，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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