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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nk family has been growing slowly since the 1980s in China, although it is not large, but with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who chose Dink to get old, the ding family's old-age problem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nd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previous people are combing,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Dink family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its formation are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On this basis, 
the needs of Dink family pension a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economic needs, social support needs and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needs. And in these three aspects, the direction of solving the needs of Dink family pension is given, which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study of Dink family 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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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丁克家庭自上世纪 80 年代在我国出现就一直缓慢增长，虽然规模不大，但是随着第一批选择丁克的家庭成员

步入老年，丁克家庭的养老问题也日渐凸显，并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本文在梳理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对丁克

家庭的界定和其形成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整理和概括。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丁克家庭养老需求，分别为经济需求、

社会支持需求和心理援助需求。并在这三个方面给出了解决丁克家庭养老需求的方向，为丁克家庭养老问题的

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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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丁克群体是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西方的发达

国家，并从 80 年代在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

数几十年来丁克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缓慢增长[1]。

在我国，关于丁克行为的调查数据为：就上海来说，

1994 年，上海丁克家庭占比仅为 4﹪，到 2002 年，

该占比就达到了 12.4﹪，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关于丁克意愿的调查数据：2008 年据有关机构所做

的调查显示，3 成 70、80 后认同丁克；2014 年百合

网的调查显示，如果自己的另一半不打算要孩子，受

访者中 19%的女性和 6%的男性表示“自己也有此打

算”，还有近 4成受访者表示“会考虑接受对方建议”
[2]。这些数据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选择丁

克的人群越来越多。如今，第一批丁克家庭成员已经

进入老年阶段，丁克家庭因其养老问题的特殊性日益

得到关注。 

2.丁克家庭的界定及形成的社会背景

丁克是对英文缩写“DINK”(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的音译，意思是“双收入，无子女”。正式

的丁克家庭定义为：具有工作收入的夫妻双方，有生

育能力但是却主动选择不生育的一种家庭模式[3]。在

这一定义中，有三个核心要件。分别是“有生育能力

但主动放弃生育”，“夫妻双方都有收入”和“没有孩

子”。首先，“有生育能力但主动放弃生育”这一核心

便把丁克家庭与夫妻双方有生育意愿但不具备生育

能力的家庭区分开来；其次，“夫妻双方都有收入”

便表明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且收入一般较高，也意味

着一般丁克家庭的经济基础较好。最后，“没有孩子”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15

Proceedings of the 2021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ICHESS 2021)

Copyright © 2021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2419



对于丁克家庭来讲是主动选择不要孩子，而现实生活

中的失独家庭却是有孩子，但因疾病、意外等等失去

孩子而导致的“没有孩子”，同样是没有孩子，却需

要加以区分，失独家庭并不是丁克家庭。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多子才多福。这种家庭观念

根深蒂固，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丁克家庭仍在中

国出现并缓慢增长至今。分析丁克家庭产生的原因，

主要有四个[4]:一是生育、抚养孩子的成本太高。这

些成本包括孩子从孕育到成年甚至结婚需要父母因

孩子吃穿住行、接受教育、文化娱乐活动、结婚等付

出的经济成本；怀孕、分娩、哺育、照顾、陪伴等需

要父母付出的时间成本；父母因子女的小到学习、健

康、安全大到性格、品格的养成等要承受的精神成本。

因此，面对如此高的成本，很多夫妻选择放弃生育。

对丁克家庭来说，与生育相比，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充实自己，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是更好的选择；二是

婚育观念的变迁。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结婚、生育、一

代又一代人的更迭才是生活。人丁兴旺、四世同堂的

生活才是家庭的意义。但是，随着改革开以来，社会

不断进步，中国夫妇的生育观念也完全发生了改变，

生育已经不被看重，不被认为是婚姻家庭必须具备的

一部分。人们价值观的转变使丁克家庭存在的社会文

化基础；三是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丁克家庭，据相关数据表

明， 在 1994 年，美国的丁克家庭数量就已经占到了

其家庭总量的一半以上，西方发达国家中选择不育的

家庭越来越多，丁克家庭的数量呈现一种急剧上升的

趋势，这时，不育文化便随之产生。改革开放以来，

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西方的不育观念也传入中国，

丁克家庭便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

家庭出现。这些人的素质高，学识好，思想观念也比

较开放，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新奇文化。也就是这些外

来文化打破了中国人一直以来传统的家庭、婚姻、生

育观念，生儿育女、延续生命已经不重要。于是，丁

克家庭开始在中国缓慢增长。

在小农经济生产时代，老年人养老的倚靠是自己

的儿女，这是人们生儿育女的一个重要原因。劳动者

年迈后无法劳作，就没有经济来源，这时，子女的赡

养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完善，不管是城市还是

农村的老人，生活都有了稳定的保障。由于多层次的

养老保险和覆盖全面的医疗保险使现在的老年人不

用依靠子女也能满足自己生活需求，安度晚年，所以，

现在的夫妻就可以有多样的生活方式选择。 

3.丁克家庭的养老需求

选择丁克的人群基本上具有三个特征：高素质、

高学历和高收入。从高素质、高学历、高收入这些特

征可以推测，丁克人群一般都具有不错的经济基础，

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多数丁克家庭在中年期以后，经

济实力都较强。但是随着老年生活的到来，养老除了

物质的丰厚，还需要其他各方面的支持。 

经济需求。丁克家庭虽然因学历较高、收入较高

且没有教育子女的经济支出而在中老年时有一定的

经济积累，但是还是会有一部分的丁克家庭在养老方

面有经济需求。这一部分丁克家庭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丁克家庭夫妻双方并不具备“高素质、高学历和

高收入”这类人群的普遍特征，而是学历不高，收入

较低。这类丁克家庭本身就有经济困难，步入老年，

自然具有经济方面的需求。一类是典型的丁克家庭，

夫妻双方高素质、高学历和高收入。但是，由于家庭

的重大变故如：患重大疾病、离异、丧偶和遭遇经济

风险如：投资理财失败导致的经济困难，在退休后就

对养老产生经济需求。这两类丁克家庭既没有足够的

资金积累也没有子女赡养便会陷入养老困境。所以，

经济类需求是部分丁克家庭养老的头号难题。 

社会支持需求。社会支持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

会互动关系，它关系着人们行为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心

理活动。因此，丁克家庭同样需要与亲朋好友、社会

组织产生和社会文化良好的互动。在丁克家庭步入老

年后，因身体状况、心理状况的变化，这类需求自然

就愈发重要。丁克家庭的社会支持需求可分为非正式

支持需求和正式支持需求。非正式支持需求是指亲朋

好友等初级群体的支持，例如年老后对于亲朋好友给

予适当关心和照顾的需求；正式支持又可以细分为医

疗需求支持、养老需求支持和社会文化氛围支持。其

中，医疗需求是指丁克群体年老后，身体状况会日益

变差，就需要有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提供服务；养老

需求是指因家庭养老不适用于丁克家庭而产生的相

较于普通老年群体独具的养老需求；社会文化氛围的

支持是指丁克家庭需要被认同、理解，需要融入社会。 

心理援助需求。丁克家庭产生心理援助需求的原

因有两个。一是老年退休后产生的心理落差。丁克家

庭夫妻双方一般都有工作。退休前，生活比较充实忙

碌、且有规律。退休后，不仅是日常生活发生了改变，

社会角色也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社会的劳动者、贡献

者转变为“闲人”，这就会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这

种落差在需要其自身调节的同时也需要外界的帮助；

二是子女关心和儿孙绕膝的缺失。丁克家庭因没有子

女，在老年时相较于能够享受天伦之乐和子女关心照

料的普通老年人而言，丁克家庭的老年生活是比较无

助和孤寂的。其中，对于离婚、丧偶和选择不婚的丁

克家庭来说，因缺乏伴侣的陪伴，这种无助、孤寂只

会更甚。因此这就需要有外界的心理援助介入来予以

排解。心理援助需求与其他两个需求相比，心理援助

求有其隐蔽性和独特性。但是，因社会发展水平、专

业人才较少等方面的限制，这类需求的解决有困难性。 

4.丁克家庭养老需求的解决

4.1.经济方面 

在经济方面，可以从个人和国家两个层面出发，

对丁克家庭的养老给予支持。在个人层面：一方面，

可以选择投资储蓄养老。因为银行储蓄的贬值压力，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15

2420



原本储蓄用来养老的资金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已经

不能应对老年生活。所以，仅仅使单纯的银行储蓄已

经不可取。个人投资储蓄养老，作为养老保障的三支

柱，它通过自愿征缴、个人或家庭共同筹资、市场管

理、完全积累的养老体系为老年生活提供了一定保障。

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养老方式主要依靠国家主导举

办的基本养老保险以及企业举办的企业年金养老上，

而忽略了更重要的，并且自主性更高的个人投资储蓄

养老，因而个人投资储蓄养老发展缓慢[5]。但是，随

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养老资本的优化配置、国外经验

的借鉴、资本市场的完善，个人投资储蓄一定会得到

长足发展，这种投资方式的发展对于丁克家庭来讲是

利好趋势。丁克家庭相比于普通家庭，没有养育子女

的经济负担，有较高的资金积累，更能在这种养老方

式下受益；另一方面，“以房养老”是多数丁克家庭

甚至普通家庭选择的养老方式。“30 年我养房，20 年

房养我” 是人们养老规划中以房养老的理念和方法。

丁克家庭经济状况一般较好，拥有一套甚至几套房产，

以房养老资源供给充足。但是，基于我国政策支持不

足、金融机构缺乏参与积极性等问题，“以房养老”

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一些地区尝试也没有获得

很好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

国国情，在调动金融机构参与“以房养老”积极性的

同时，引入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合作，给予一定补贴，

让“以房养老”这种方式获得政策的支持。这样的话，

丁克家庭“以房养老”的养老规划才能真正实现。在

国家层面，一方面制定多层次的养老保险方案。参加

或者购买养老保险是现下多数人保障老年生活的一

种方式。丁克家庭也不例外，参加国家举办的基本养

老保险可以保障其基本的老年生活，对于特别贫困的

丁克家庭，国家可以制定优惠政策，给予适当削减或

者免除保险费用，来帮助丁克家庭。在这个基础上，

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丁克家庭可以购买商业性质的养

老保险，满足其较高的老年生活需求。例如，目前推

行的税收递延型的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在税收政策调

节下的自愿型养老金计划，个人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

通过一定标准保费税前列支，收益免税，领取时纳税

提高了未来个人养老保障水平[6]，这对于有经济实力

的丁克家庭来讲未尝不是一种良好选择；另一方面是

国家给予救助。国家救助是针对老年生活特别贫困的

丁克家庭。这部分丁克家庭因生活贫困，参加或购买

养老保险、投资储蓄以及以房养老都不现实。国家救

助就可以作为兜底线的方式来保障丁克家庭基本的

老年生活。但是，由于目前丁克家庭占比较少且最早

选择丁克的家庭才步入老年生活，其养老问题没有因

其政府、国家层面的特殊关注，所以也没有针对丁克

家庭的救助政策。丁克家庭虽然有特殊性，但是在救

助这方面却可以和失独家庭、特困家庭等贫困群体采

用相同的政策。例如，定期的现金救助、物资救助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丁克家庭的经济需求。

4.2.社会支持方面 

丁克家庭的社会支持需求的解决主要来自亲属

的关怀、社会的帮助与文化与价值观的理解。在亲属

关怀方面，构建良好亲属关系以寻求帮助。丁克家庭

成员在步入老年后，身体机能退化甚至疾病缠身，生

活不便，没有子女照料就需要身边的亲属、朋友等给

予一定的照顾。这种照顾需要良好亲情、友情的维系，

因此，丁克家庭如果想在老年生活中获得亲属、朋友

的帮助，必须维护好这种关系，与人为善；在社会帮

助方面，组织对丁克家庭的医疗和养老服务。由于老

年人的特殊性，所以对丁克家庭的医疗与养老服务是

相互联系的。因此，医养结合的养老方式对老年人尤

其是丁克家庭的老人来讲是一个良好选择。以美国的

养老为例，比较著名的就是“太阳城社区”。这个社

区为老年人提供了娱乐休闲、医疗、保健、老年大学

等全产业链的养老服务。不仅是普通老人，丁克家庭

的老人也适合居住。这种社区不仅是养老，其实更是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所以，在美国，很多人选择一退

休就入住太阳城社区[7]。借鉴美国经验，在我国，政

府也出台了有关养老体制建设的法律法规，重点在鼓

励和支持养老产业的发展、转型和升级，这为医养结

合的落实与完善提供了制度和法律基础。在政策的支

持与不断探索的推动下，医养结合成为改良传统养老

业的新路径。这种新路径正好满足了丁克家庭的养老

需求。在没有子女照料的情况下，能够选择这种养老

方式来度过老年生活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在文化与价

值观的理解方面，倡导多元文化与多元价值观。丁克

虽然在 80 年代就传入我国，至今也存在了四十年余

年，但是很多人对其群体的认识了解不足，存在一定

偏见，小处着眼认为丁克群体选择不生孩子是自私的

表现，大处着眼认为丁克群体不利于婚姻和家庭的稳

定，不利于应对当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因此，当丁

克家庭成员步入老年，养老问题显现时，社会很多人

士认为他们是自食其果，不应该得到帮助。但丁克这

种现象是历史发展、时代文化的产物，这只是个人选

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持有的生育观念，不应该被人们

戴上有色眼镜区别对待。我们应在社会公共空间（尤

其是居民社区公共空间）、网络宣传与舆论平台等营

造更加包容的文化氛围，让人们能以尊重的视角看待

丁克群体，从而让其从文化上享受平等的社会待遇，

给予其社会氛围上的良好支持。

4.3.心理援助方面 

抱团取暖和外部的服务是丁克家庭获得心理援

助的主要途径。首先，可以构建丁克家庭专属机构。

构建丁克家庭专属机构，以供丁克家庭相互交流，彼

此照顾和扶持。专属机构的建立可以有两个渠道。一

是丁克家庭众筹。多数丁克家庭有能力集资、众筹构

建一个丁克集团专属的机构或者团体。二是社区设立

公益项目，建立爱心之家，给丁克家庭提供场所。这

两个渠道的目的一致，都是通过举办团建活动、交流

谈心、互帮互助等方式相互扶持，度过较为充实幸福

的晚年；其次，加强社会工作者服务。社会工作者在

养老工作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

要，这在促进养老工作展开的同时也利于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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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稳定。社会工作者服务社会，没有盈利性质，所以

增加了丁克家庭养老服务的可获得性。一般来讲，针

对丁克家庭的社会服务除了日常照顾更偏向于心理

情况的关怀和照顾。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养老服务时应

该根据丁克家庭这一特殊服务对象制定有针对性、特

殊的服务。丁克家庭的老人除了要保障其基本的养老

服务，如医疗照顾等，也要在精神状态、心理健康等

方面展开专业性的帮助，通过专业的心理辅导[8]，缓

解丁克家庭在步入老年后的精神孤寂，并在日常生活

中举办文娱活动，丰富老年生活，带来心理慰藉。 

5．结论 

丁克家庭这一群体出现较晚，且有特殊性，因此，

其养老需求的满足有其复杂性。从经济、社会支持、

心理援助三个方面出发，可以在一定程度满足丁克家

庭的养老需求。丁克家庭的养老问题是一个长期性问

题，需要国家、社会、个人多个主体的努力。随着我

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谐社会

的建设，在不久的将来，丁克家庭的养老需求将会的

到很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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