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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个人价值观的多元化及单身人群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晚婚晚育趋势的加剧，“未

婚状态普及化”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传统依赖子女的家庭养老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社会

养老机制转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一变革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构成挑战，迫切需要对社会养老机制

进行深度审视与革新。本文旨在探讨未婚状态普及化下我国社会养老机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相

应的应对策略，以期为构建更加公平、高效、可持续的养老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不仅是社会

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保障全体老年人福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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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hanges in population structur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ersonal values, the contin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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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sion of the single population,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trend of late marriage and late 
childbirth, the “the status of unmarried is widespread” has become an undeniable social phenome-
non. The traditional family elderly care model that relies on children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pres-
su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transforming the social elderly care mechanism is becoming increas-
ingly prominent. This change poses a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family elderly care model,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deeply examine and reform the social elderly care mechanism. This arti-
cle aims to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s social elderly care mechanism 
in the status of unmarried is widespread,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response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building a more fair, efficient, and sustain-
able elderly care system. This is not only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 key to ensuring the well-being of all elderl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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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有两万五千多万人；65 岁及以上人口一万七千多万人，2023 年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比重超国际老龄化标准 8.1%，65 岁以上人口远超国际老龄化标准 5.57%1。据预测：中国在

2050 年左右将有 5 亿超 60 岁人口。2023 年中国总抚养比为 41.5%，其中少儿抚养比为 23.8%，老年抚养

比为 17.8%2，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抚养比将持续扩大。老龄人口的增加使得更多的人

领取养老保险金，带来了养老保险资金预算的压力。因此老龄化会导致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转变。现收

现付的财务模式无法积累起资金，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到来。因此多数国家的养老保险模式开始

由现收现付向完全积累或者部分积累模式转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中国正迅速进入“银发社

会”[1]。据预测，未来几十年内，老年人口比例将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家庭小型化、核心化趋势明显，

单身人口尤其是老年单身人口数量显著增加。这种变化打破了传统大家庭养老的模式，使得依靠子女养

老变得不再普遍，尤其是对于没有子女的单身老年人而言，他们更加依赖于社会养老体系的支持。 
随着社会观念的开放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选择单身的人群日益增多，这不仅仅限于年轻一代，中

老年单身群体也在扩大。单身者的生活安排、经济规划、心理需求等与传统家庭模式下的老年人存在显

著差异，这些变化要求社会养老机制必须更加灵活、个性化，以适应单身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同时在经

济发展不断迭代的当下，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从基本的生活照料扩展

到医疗保健、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单身老年人在缺乏家庭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对高质量、专业化的

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更为迫切，相适应的社会养老机制也应在服务内容、服务模式上进行创新和升级。科

技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为社会养老制度的转型及升级提供了

新的途径模式。智慧养老成为解决单身老年人独立生活、健康管理、紧急救助等问题的有效办法。未婚

状态普及化下，赋能政策科技优势，推动养老服务智能化、个性化与数字化，是当前社会养老机制转型

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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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状态普及化下社会养老机制的革新及转型，是对当前社会变迁的直接响应，是对经济、社会、

文化、技术等多方面的考量。通过研究此背景下的社会养老机制的转型与完善，不仅可以为单身老年人

提供更加全面、细致、人性化的养老服务，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健康老龄化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升民众福祉的实际行动。 

2. 未婚状态普及化下社会养老机制的发展现状及机遇分析 

2.1. 未婚状态普及化下社会养老机制现状分析 

随着当今社会未婚状态的普及化，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变迁与个人价值取向的深刻调整，对社会结构

与功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教育的普及是单身人口兴起的重要推手。经

济的繁荣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的职业机会和生活选择，尤其是女性通过教育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自

主权，更加倾向于追求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婚姻不再是她们生活规划的必然选项。与此同时，随着全

球化加速，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传播，传统婚姻观念逐渐被重新审视，年轻一代更加重视个人幸福与情

感质量，追求自我实现，婚姻和家庭不再是衡量成功与幸福的唯一标准[2]。 
其次，生活成本的攀升，尤其是住房、教育和医疗的巨大开支，给年轻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压

力，使得组建家庭成为一种奢侈，不少人因此选择推迟结婚甚至放弃婚姻。技术进步，特别是互联网与

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虽拓宽了人们的社交渠道，却也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真实情感连接的缺失，面对

面的深度交往变得困难，增加了建立稳定亲密关系的挑战。此外，某些地区的性别比例失衡，加剧了婚

恋市场的竞争，进一步促使一部分人长期保持单身状态。未婚状态普及化的到来，对社会造成了多维度

的影响。消费市场上，单身经济异军突起，个性化、便捷化、高质量的服务与产品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小

户型住宅、一人食餐厅、定制旅游等应运而生，反映了单身人群对品质生活的追求。然而，这一趋势也

对社会保障体系构成了压力，尤其是养老问题，缺乏传统家庭支持的单身老人在经济保障、生活照料及

精神慰藉方面面临更多困难，迫使政府和社会必须重新考虑养老制度的可持续性和服务的多样性。 
最后，从长远看，持续的单身趋势还可能影响人口结构，导致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

对劳动力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体系产生连锁反应。因此，政府和社会需采取措施，加快单身人口

日益紧张下的社会养老机制转型、优化养老保障、提供单身友好型政策、鼓励创新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并在文化层面倡导对多元生活方式的接纳，促进社会的包容性与和谐。 
未婚状态普及化的到来，根植于经济快速发展、教育普及、个人价值取向变化、生活成本上升、技

术进步以及性别比例失衡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随着经济的飞跃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女性经济

自主性的增强，个人职业发展和自我实现成为优先选项，婚姻不再是生活规划的必然路径。同时，全球

化趋势下个人主义观念的传播促使年轻人更加重视情感质量和个人幸福，而非形式上的婚姻和家庭。然

而，高昂的生活成本限制了组建家庭的意愿，互联网虽拓宽社交圈却可能削弱深度人际连接，加之性别比

例失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单身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这一趋势在消费市场催生了单身经济的兴

起，强调个性化、便捷与高质量服务，但对养老机制构成了显著压力。单身老年人面临经济保障、生活照

顾和精神慰藉的多重难题，要求社会养老体系在保障设计、服务提供上更加灵活、多样化，以应对缺乏传

统家庭支持的现实。长期来看，单身人口日益增多可能加剧人口老龄化，影响生育率，对劳动力市场、经

济结构及福利体系产生连锁反应，强调了政府和社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如优化养老保障、推出单身友好

政策、鼓励市场创新，以及在文化层面倡导对多元生活方式的认可，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2.2. 发展机遇 

2.2.1. 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 
在未婚状态普及化背景下，家庭人口结构的双重变化——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与规模结构的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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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倾向，对养老保险需求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伴随着单身老年人口的

显著增加，随着单身人口的增多，尤其是晚婚或不婚现象的普及，家庭内部缺乏年轻成员作为潜在的赡

养者，使得老年人对养老保险的依赖度显著增加。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养老保险需求量级增大，要求养

老保险体系必须具备更强的承压能力和更合理的资金运作机制，以确保养老金的充足和发放的可持续性。

单身养老人群缺乏传统家庭结构中的直接经济与情感支持，对养老保险的依赖度大大增强，不仅在经济

保障上有更高需求，还期望获得更多附加服务，如健康管理、心理慰藉等，以应对晚年生活的多方面挑

战。 
伴随着代际抚养比失衡——家庭规模缩小，每代人中可供养老支持的子女人数减少，代际抚养比失

衡加剧，这意味着在职人口承担的养老负担加重。因此，政府和市场需探索多元化的养老保障机制，鼓

励个人早做养老规划，增加个人储蓄和商业养老保险的比重，以减轻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压力。 
另一方面，家庭规模的小型化，特别是单人户的增多，减弱了家庭内部的互助能力，促使社会对专

业化、个性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激增，要求养老保险体系与社区服务、居家照护等紧密结合，形成更加立

体的养老保障网络。同时，家庭规模结构的变化使得未婚状态下的工作模式更加灵活多变，很多人从事

自由职业或灵活就业，缺乏稳定的企业养老保障，这促使个人养老保险产品需更加灵活适应，提供多样

化的参保和缴费方案，以满足不同职业状态人群的个性化需求。政府在应对这一挑战时，需在政策层面

给予支持，比如通过税收优惠激励个人养老储蓄，同时鼓励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创新与扩展，确保养老

保障体系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2.2.2. 老年人对养老保障观念的变化及对其他养老方式接受度的提升 
随着未婚状态普及化下家庭结构的深刻变化和社会养老机制的逐步转型，老年人对传统养老保障观

念的调整及对新型养老方式接受度的提升，成为现代新型社会养老领域的一大趋势[3]。这一变化源自多

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是经济独立和教育普及使当代老年人拥有更强的自我决定意识，老年人不再单

纯依赖家庭或单一的传统养老模式，而是主动寻求多样化的养老途径，包括商业保险、个人储蓄计划等，

体现了从被动接受向主动规划的观念转变；二是科技进步和社会服务创新，如智慧养老、远程医疗、社

区综合服务等新型模式的兴起，以其便捷性、高效性及个性化服务吸引了广大老年人的注意和采用，使

得他们更愿意尝试并接纳这些新兴的养老方式。 
其一是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子女数量的减少，促使老年人更加关注社会养老资源，对公共养老金体系、

社区养老服务的依赖度增强，同时对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模式表现出高度认同，这些模式不仅保留了家

庭生活的熟悉环境，还能有效弥补家庭支持的不足，满足其情感与社交需求。智慧技术的应用，如健康

监测设备、紧急响应系统，不仅提高了老年人生活的安全性，也让他们感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进

一步提升了对科技养老的接受度和信赖感。 
其二是共享经济理念的融入，如互助养老模式的探索，为单身老年人提供了新的社交和生活支持网

络，有助于缓解孤独感，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可行的养老解决方案。这些变化反映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

展，老年人对养老的认知已经从单一的家庭依靠转变为多元化的社会支持与自我负责相结合，对新型养

老方式的开放态度反映了他们对高质量、有尊严老年的向往和追求。 

2.2.3. 新兴技术的发展给新型养老的机遇 
第一，智能化与自动化技术的集成，特别是智能家居系统与服务机器人的应用，正在深刻改变当前

社会养老机制模式，它们不仅使居家环境管理达到前所未有的智能化水平，如自动调节居住环境的温度、

照明，执行日常清洁任务，甚至参与到护理工作中，显著减轻了老年人的生活压力，还通过减少对人工

的依赖，提升了安全性与生活便利性，尤其在面临人力资源短缺的现代社会，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切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5.153056


黄宏政 
 

 

DOI: 10.12677/fin.2025.153056 547 金融 
 

实有效的途径。 
第二，远程健康监测与即时干预机制的建立，得益于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对老年

人健康状况的实时追踪成为可能，能够及早发现潜在健康问题并发出预警，为及时治疗赢得了宝贵时间。

远程医疗服务的普及，让老年人在家中就能获得专业医疗咨询和治疗建议，大大降低了因行动不便造成

的就医障碍，保障了健康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第三，个性化服务与精准管理模式的推行，是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老年人健康数据、生活习惯等

信息的深度挖掘，从而提供定制化的营养膳食、个性化锻炼计划和健康管理方案，确保了养老服务的精

准投放，不仅提升了服务品质，还极大地增强了老年人的幸福感与生活满足感，为他们的晚年生活增添

了色彩。 
第四，情感陪伴与社交网络的拓展，通过 AI 机器人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巧妙运用，为老年人打造了一

个充满温情的日常陪伴环境，同时开辟了全新的社交空间，无论是通过智能对话的日常交流，还是参与

虚拟旅行、加入在线兴趣小组，都有效缓解了老年人的孤独情绪，减少了社交孤立，对他们的心理健康

和社会参与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教育资源的广泛接入，是互联网技术为老年人开启的一扇窗，

它打破了地域界限，让学习变得无处不在。无论是培养兴趣爱好、学习新语言，还是继续教育，都变得

简单易得，不仅满足了老年人对知识的渴望，也促进了终身学习的文化，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为晚

年生活增添了新的乐趣和价值。 
未婚状态普及化背景下，随着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和无子女家庭的增多，老年人对社会养老资源的

依赖显著增加，科技的创新应用为此类群体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不仅在生活辅助、情感慰藉、经济

负担减轻、社会参与及个性化需求满足等方面提供了全面支持，还深刻改变了他们的养老体验和生活品

质。 

3. 未婚状态普及化下社会养老机制转型面临的挑战 

3.1. 政府层面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尤其是单身老年人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在财政压力、服务供需矛

盾、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滞后、人力资源短缺与专业能力不足、法律政策体系不完善以及社会观念转变

缓慢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由于单身老年人缺乏家庭内部直接的经济支持和照料，使得政府成

为其晚年生活保障的主要来源，从而导致养老金发放、医疗保健服务、长期照护及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等

方面的财政支出大幅增加，考验着政府预算编制和管理能力的同时，也要求更高效的公共资源分配方式

以避免“代际冲突”。另一方面，针对单身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的服务体系尚未成熟，无论是服务

内容形式单一还是供给总量不足，特别是在农村和边远地区，都影响了单身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并加剧

了心理健康问题。此外，许多城市公共设施和住宅小区未充分考虑老年人特殊需求，智能养老技术的应

用尚处起步阶段，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问题限制了普及；而养老服务行业人力数量上的短缺与质量上

的不足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4]。现行法律政策体系在遗产继承、长期护理保险等领域缺乏明确操作细则，

加上执行力度和监督机制的不足，进一步制约了单身老年人权益保障和服务发展。最后，尽管社会对老

年人尤其是单身老年人的观念正在逐步改善，但传统家庭观念和社会偏见依旧存在，影响着他们参与社

会活动的积极性和养老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5]。因此，政府需通过多种手段加强资源投入，提升服务质

量，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政策执行力，并倡导包容性社会文化，共同促进老年问题的有效应对和支持。 

3.2. 企业层面 

在未婚状态普及化背景下，企业面临构建定制化服务体系、精细成本控制与盈利模式创新、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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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招募与团队建设、科技融合与服务创新、品牌信誉构建以及政策合规与风险管理等多方面的挑战。为

了精准把握并回应单身老年人日益凸显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企业需深化市场调研，利用大数据分析

细分市场需求，构建模块化的可定制服务体系，并建立即时反馈机制以优化服务质量。同时，在提升服

务品质的同时，企业必须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运营效率，探索多元盈利模式，如提供增值服务或开发新

兴市场，辅以合理利用政府补贴和社会捐赠来降低成本。对于专业人才的招募与留存，企业应提供竞争

力薪酬、职业晋升路径及持续教育机会，重视情感沟通与共情能力，确保团队稳定性。科技的应用为养

老服务带来变革，但企业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也需注重用户体验设计和保持人文关怀，通过跨学科团

队不断探索最佳实践。在品牌信誉方面，诚信经营、严格质控体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及有效口碑营销

是关键；而在政策合规与风险管理上，紧密关注政策动向、确保业务合规并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则是稳健

前行的基石。通过这些综合措施，企业不仅能应对单身老年人群体扩大的挑战，还能推动养老服务行业

的健康发展，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4. 未婚状态普及化下社会养老机制转型的应对策略 

4.1. 构建支持性养老体系：政府多维度策略保障单身老年人生活质量 

面对养老财政压力剧增和服务供需矛盾加剧等挑战，政府需采取具体且有针对性的措施来确保单身

老年人能够享有高质量的生活。首先，设立专门针对养老服务的资金池并通过地方税收优惠和社会捐赠

等方式增加收入来源，同时制定明确的资金使用指南和监管机制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能精准投向最需要的

地方，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提供额外支持。其次，在服务模式创新方面，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养老服务供给，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推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等新型模式，并根据

不同区域需求设计不同的服务方案，如在城市中推行智能健康监测设备的应用，而在农村则加强社区中

心的服务功能包括健康咨询和心理慰藉等。基础设施改造也是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环节，加速智能养老

技术的普及，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制定长期规划，在农村地区优先改善交通不便带来的就医难问题，而在

城市注重公共设施的适老化改造比如无障碍通道建设等[6]。人才发展战略上，应在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

设立专业培训基地并利用远程教育手段覆盖偏远地区，对愿意到农村工作的养老服务人员给予特殊补贴

和职业发展机会。法律体系完善同样重要，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时需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和群体的需求，建

立多部门联动监督机制并通过数字平台提高执法透明度和效率。最后，引领社会观念转变，除了媒体宣

传、学校教育及社区活动外，举办跨代际交流项目促进理解和尊重，构建一个包容性强的社会文化环境。

通过上述细化措施，政府能够在多个层面上做出具体改进，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的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确保单身老年人能在充满关怀和支持的环境中享受晚年生活。 

4.2. 养老服务企业应对挑战的综合策略：从个性化服务到可持续发展 

在未婚状态增长的背景下，养老服务企业面临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精细化成本控制与盈利模式

创新、专业人才引进与团队建设、科技融合与人文关怀平衡、品牌信誉构建以及政策合规与风险管理等

多方面的挑战，为此需要进行细致的市场分析和策略调整[7]。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深入理解不同区域(城
市与农村)、不同背景单身老年人的具体需求，从而定制化服务内容，例如针对城市中健康意识较高的老

年群体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而在农村地区更关注基本生活保障和服务可达性问题。采用数字化

工具优化运营流程，如通过自动化系统管理预约和资源调度以减少人力成本，并探索与医疗、教育、旅

游等行业合作的机会，开发适合当地市场的附加服务，开辟新的收入来源增强盈利能力。根据地域特点

制定薪酬福利计划并与地方教育机构合作培养本地人才，解决偏远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才短缺问题，

减少流失率。投资于用户友好的技术解决方案同时确保服务过程中保留面对面的情感交流，特别是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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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保守或技术接受度低的地区，保证服务质量的同时逐步引导老年人适应新技术。诚信经营，积极参与

公益活动尤其是那些能直接帮助目标群体的项目，提升品牌形象并通过严格的内部质量控制体系和透明

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增强客户的信任感和忠诚度。密切关注国家和地区政策变化，主动适应新规定，参

与行业标准制定，推动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形成，避免潜在风险并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发展机遇。

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养老服务企业不仅能有效应对当前复杂市场环境下的各种挑战，还能在不断提升

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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